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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範例 
－高級中等學校地質潛勢及可近性分析 

壹、前言 

隨著電腦資訊技術日新月異，以及遙測衛星影像技術蓬勃發展，

使地理資料逐漸數位化並廣泛應用於自然環境、社會人文、經濟交通

等不同領域。舉凡對地理資料進行各種處理、分析及展示的系統皆可

稱為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藉由整合

相關地理資訊，可用以協助支援空間決策。本範例係以高級中等學校

（以下簡稱高中職）地質潛勢及可近性分析為例，介紹如何運用 GIS

輔助辦理內部稽核工作，以提升稽核效率。 

貳、緣由 

鑒於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且近年全球氣候變遷加劇，極端

氣候頻仍，天然災害風險日增，為強化災害管理機制，推動各級學校

災害潛勢評估作業及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日趨重要。又為提升國民基本

知能，政府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並將均衡區域與城鄉

教育發展，提升高中職學生就近入學率納為計畫目標之一。爰針對土

壤液化、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等進行全國高中職地質潛勢評估，並

探討各鄉（鎮、市、區）高中職學齡人口就讀可近性。 

參、GIS 輔助稽核作業 

為有效釐清前開空間決策議題，以辨識高風險區域進行查核及提

升資源分配效率，爰運用 GIS 分析技術輔助稽核作業，以蒐集適切之

稽核證據，茲將作業步驟說明如下： 

一、資料取得與整理 

自 79 年內政部成立「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起，各政府機

關陸續蒐集及建立各類國土地理資訊，相關資訊除於各該機關網站

供民眾查詢外，亦有部分資料開放於國家發展委員會之政府資料開



2 
 

放平臺、內政部之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TGOS）及社會經濟資

料服務平台（SEGIS）供各界加值應用。 

如有自行彙整之機構場址資料，可透過 TGOS 之全國門牌地

址定位服務功能，將場址轉化為地理坐標，以繪製成點圖資；而

自有具空間統計單元（如縣市、鄉鎮市區、村里等）之地理統計

資料，則可利用空間統計單元代碼或名稱作為關聯欄位，與

SEGIS 之統計資料建立聯結性，以擴充可分析範圍。 

本範例運用之資料包括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土壤液化潛勢圖

資及地質敏感區範圍數值檔（內含活動斷層及山崩與地滑）、TGOS

之各級學校分布位置，以及 SEGIS 之各鄉鎮市區單歲年齡組學齡人

口統計等。又為利後續分析使用，於高中職分布位置資料中，新增

欄位並依學校名稱分別填入公立或私立。 

二、資料分析方法 

本範例使用免費之 GIS 軟體 Quantum GIS（QGIS），其分析方

法整理如下附表。 

附表 高中職地質潛勢及可近性分析方法表 

主題 子題 分析方法 

地質

潛勢

分析 

土壤液化

潛勢分析 

1. 加入各市縣中度土壤液化潛勢圖及全國高中職分

布位置等圖層。 
2. 運用合併向量圖層功能，將各市縣中度土壤液化

潛勢圖予以合併。 
3. 運用相交功能，辨識全國位於中度土壤液化潛勢

區之高中職，並依公、私立分類繪製類別圖。 

活動斷層

潛勢分析 

1. 加入各活動斷層範圍數值檔及全國高中職分布位

置等圖層。 
2. 運用合併向量圖層功能，將各活動斷層範圍數值

檔予以合併。 
3. 運用相交功能，辨識全國位於活動斷層範圍之高

中職，並依公、私立分類繪製類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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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子題 分析方法 

地質

潛勢

分析 

山崩與地

滑潛勢分

析 

1. 加入各市縣山崩與地滑範圍數值檔及全國高中職

分布位置等圖層。 
2. 運用合併向量圖層功能，將各市縣山崩與地滑範

圍數值檔予以合併。 
3. 運用相交功能，辨識全國位於山崩與地滑範圍之

高中職，並依公、私立分類繪製類別圖。 

可近

性分

析 

學齡人口

需求分析 

1. 加入各鄉鎮市區單歲年齡組學齡人口統計資料。 
2. 於屬性表格新增欄位，計算各鄉鎮市區 15 至 17

歲高中職學齡人口，並採四等分法，繪製各鄉鎮市

區學齡人口面量圖。 

高中職數

量供給分

析 

1. 加入各鄉鎮市區單歲年齡組學齡人口統計資料及

全國高中職分布位置圖。 
2. 運用計算多邊形內點的數目功能，計算各鄉鎮市

區內高中職校數。 
3. 於屬性表格新增欄位，依高中職校數進行分類（0、

1、2、3 以上），並繪製各鄉鎮市區高中職校數類

別圖。 
4. 篩選出公立高中職，重複步驟 2、3。 

供需最近

距離分析 

1. 加入各鄉鎮市區單歲年齡組學齡人口統計資料及

全國高中職分布位置圖。 
2. 運用質心功能，取得各鄉鎮市區地理質心。 
3. 運用 Distance to nearest hub 功能，計算各鄉鎮市

區質心與最近高中職之距離。 
4. 於屬性表格新增欄位，依最近距離進行分類（以 2、

5、10 公里分段區隔），並繪製各鄉鎮市區與最近

高中職距離類別圖。 
5. 篩選出公立高中職，重複步驟 3、4。 

綜合分析 

1. 運用連結（Joins）功能，彙整前開 3 項分析結果。 
2. 篩選轄區內公立高中職校數為 0 且與最近公立高

中職距離超過 5 公里之鄉鎮市區。 
3. 於屬性表格新增欄位，依有無私立高中職及學齡

人口（以中位數進行區隔）進行交叉分類，並將篩

選結果依前開分類繪製類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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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稽核發現與結論 

經運用 GIS 執行前開資料分析方法後，獲致稽核發現如下： 

一、地質潛勢分析 

全國位於中度土壤液化潛勢區之公、私立高中職分別計有 57及

31 所；位於活動斷層範圍之之公、私立高中職分別計有 2 及 4 所；

位於山崩與地滑範圍之公、私立高中職分別計有 1 及 4 所（圖 1）。 

圖 1 高中職地質潛勢分析結果圖 

   

土壤液化 活動斷層 山崩與地滑 
 註：因圖層縮放造成部分圖徵重疊，爰圖內目視數目有少於實際數目之情形。 

 

二、可近性分析 

全國 368 個鄉（鎮、市、區）中，轄內無公立高中職且與最近

公立高中職距離超過 5 公里者計有 156 個，其中亦無私立高中職者

計有 129 個。如再以各鄉鎮市區 15 至 17 歲高中職學齡人口中位

數，將前述行政區劃分為高需求及低需求，則高需求者尚有 23 個

轄內無公立高中職且與最近公立高中職距離超過 5 公里，其中亦無

私立高中職者計有 11 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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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高中職可近性分析結果圖 

高中職數量 公立高中職數量 

與高中職最近距離 與公立高中職最近距離 

學齡人口 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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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建議未來督導高中職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時，可就位於地質

高風險區域之學校加強輔導；將來有增設高中職規劃時，選址地點可

將鄉（鎮、市、區）轄內無高中職且與最近高中職距離超過 5 公里等

因素一併納入考量，並妥適運用國有閒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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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安裝－QGIS

QGIS為一套免費開放地理資訊系統，不定期更新系統版本

網址：http://www.qgis.org/1

2

3



軟體安裝－QGIS

依電腦規格及使用需求，選擇下載版本

最新版本
(功能較多)

長期維護版本
(功能較穩定)

4



軟體安裝－QGIS

操作畫面可大略分為功能列表、檔案總管、圖層目錄及圖層展繪

功能列表

圖層目錄

檔案總管

圖層展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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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得

 資料來源
 自有資料
 公開資料：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地理資訊圖
資雲服務平台、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等

 資料類型
 點線面圖資、地理統計資料、影像資料等
 公開資料格式可為 .shp、.json、.csv等

(如為.xlsx、.xls，須轉存為.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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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得－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網址：https://data.gov.tw/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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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得－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TGOS)

網址：https://www.tgos.tw/tgos/web/tgos_home.aspx1

2

3

4 下載時可留意語言編碼及
坐標系統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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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得－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SEGIS)

網址：https://segis.moi.gov.tw/STAT/Web/Portal/STAT_PortalHome.aspx1

2

3

4可單筆點選下載，亦可放入購物車多筆打包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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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圖層－底圖1

載入分析資料前，可先加入國土測繪中心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作為底圖

1

2

圖層>加入圖層>Add WMS/WMTS Layer

3

URL輸入http://maps.nlsc.gov.tw/S_Maps/wmts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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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圖層－底圖1

7

6

圖層展繪區可用滑鼠拖曳移動及放大縮小

日後使用亦可直接於檔案總管區點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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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圖層－底圖2

亦可加入Google Roadmap作為底圖

1

2

圖層>加入圖層>Add XYZ Layer

3

URL輸入
http://mt0.google.com/vt/lyrs=m&h1
=en&x={x}&y={y}&z={z}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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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圖層－底圖2

5

6

7

日後使用亦可直接於檔案總管區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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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圖層－.shp/.json

1

2

圖層>加入圖層>Add Vector Layer

3

4

選擇.shp/.json檔案來源

PS：除1~5步驟外，亦可於檔案總管區
直接點選.shp/.json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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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圖層－.csv

1

2

圖層>加入圖層>Add Delimited Text Layer

3

4

5

選擇.csv檔案來源

PS：於檔案總管區直接點選.csv檔或
.csv檔無經緯度坐標可供點選，
則僅產生屬性表格

X坐標=>經度；Y坐標=>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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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圖層－補充1
Q：.shp為各地理資訊軟體通用格式，如何

將其他類型檔案轉為.shp檔?

1

2

3

4
於圖層點按右鍵>匯出>Save Features As

格式選擇Shape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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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圖層－補充2
Q：載入圖層無法正常投影展繪要如何處理?

載入圖層
如出現
，可能會
無法正常
投影展繪

於圖層點按右鍵>Properties

2

3

4

5 6

台灣常用坐標系統：
EPSG 3826 (TWD97)
EPSG 3828 (TWD67)
EPSG 4326 (WGS84)
EPSG 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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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圖層－補充3
Q：開啟屬性表格中文出現亂碼如何處理?

於圖層點按右鍵>Properties

2

3

中文常用編碼：
Big 5 / UTF-8

20



加入圖層－補充4
Q：自有資料僅有地址如何取得點位坐標?

1

2

亦可申請批次比對

3

21

內政部
TGOS
全國門
牌地址
定位服
務



加入圖層－補充5
Q：自有地理統計資料無坐標資訊如何展繪?

於內政部SEGIS下載任一
與自有統計資料相同空間
統計單元檔案

匯入下載檔案
及自有統計資
料屬性表格

2

於下載檔案點按右鍵>Propertie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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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圖層－補充5
Q：自有地理統計資料無坐標資訊如何展繪?

4

5

選擇自有統計
資料屬性表格
及2屬性表格
相對應之關聯
欄位(如空間
統計區編碼)6

選擇欲帶入之
自有統計資料
欄位

7

8 所帶入資料列於下載檔案屬性表格
最後方，即可借用下載檔案之空間
統計單元坐標進行展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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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合併圖層

公立高中職

向量>資料管理工具>合併向量圖層

2

3

多個圖層合併為1個圖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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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相交

公立高中職

土壤液化潛勢

向量>地理運算工具>相交

2

3位於土壤液化潛勢區之公立高中職

26



Q：相交執行失敗(有無效幾何圖形)或欲擴大
分析之圖形範圍要如何處理?

資料分析－相交(補充)

欲擴大之分析範圍(無效圖形可輸入0)向量>地理運算工具>輪廓(Buffer)

2 3

4

1度約111公里

使用
多少
線段
模擬
圓形

5改以Buffer後的圖層進行相交

執行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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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屬性表格新增欄位
快捷鍵 2

3

於圖層點按右鍵>開啟屬性表格

4

5

“欄位”；‘字串’ ；
“欄位A” ‖“欄位B”
→合併欄位

新增於最後方

編輯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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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篩選特定區域

2

3

於圖層點按右鍵>開啟屬性表格

4

設定篩選條件

符合篩
選條件

篩選後可於原圖層點按右鍵>匯出>Save Selected Features As
另存成新圖層供後續分析使用

29



資料分析－計算多邊形內點的數目

2

3

向量>分析工具>計算多邊形內點的數目

4

各行政區公立
高中職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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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取得多邊形質心

2

3

向量>幾何工具>質心

各行政區質心

31



資料分析－計算最近距離

2

3

地理運算>工具箱

4

各行政區質心
與最近公立高
中職距離

5
可運用連結(Joins)
將其加入行政區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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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展繪統計資料(面量圖)

於圖層點按右鍵>Properties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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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展繪統計資料(類別圖)

於圖層點按右鍵>Properties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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