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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û開放式與標準化
û關於OGC的一些事實
û國土資訊系統十年發展計畫
û OGC哲學與國土資訊系統
û未來展望



開放式?標準化?

û Standardization is the reason for the success of 
the Internet, the World Wide Web, e-Commerce, 
and the emerging wireless revolution. The 
reason is simple: 
ó our world is going through a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on top of a computing revolution. 
Communication means “transmitting or exchanging 
through a common system of symbols, signs or 
behavior.” Standardization means “agreeing on a 
comm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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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走向開放

û分享和再利用的需求
û避免被某個軟體或工具綁住
û提升軟硬體投資和資料的效益(學了一種
軟體技術後，即便換了軟體，仍可很快上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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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開放標準

û經由公正、透明、開放之程序所制定的，
而且是公共財

û免費散布
ó 但ISO要收錢?

û標準中所有的介面都是開放且免費的
û沒有對個人或組織有歧視
û內容無關任何特定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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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開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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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有開放式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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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C

û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ó 成立於1994年
ó 為一獨立標準制定組織
ó 每年由各國政府(主要為美國政府)、軟體公司

(Google, Oracle, Microsoft,…)及軍火商
(Lockheed Martin, Northrop Grumman, 
BAE…)資助
ó 主要為促進空間資訊產業之交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



一些事實

û Google Earth之KML格式為OGC所訂頒
û Google Earth使用OGC WMS標準做為與
其他GIS軟體交換之標準

û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Oracle 
Spatial支援OGC標準





OGC三大Programs



Reference Model for Open 
Distributed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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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資訊系統推動背景

國土資訊系統是指全國性的地理資訊系統，是將土地的地上國土資訊系統是指全國性的地理資訊系統，是將土地的地上
及地下之圖形（及地下之圖形（地籍、地形、都市計畫圖地籍、地形、都市計畫圖）及屬性（文字、）及屬性（文字、
符號）資料儲存在電腦資料庫中，當某一單位（政府或民間符號）資料儲存在電腦資料庫中，當某一單位（政府或民間
機構）因業務需要，再將該需求所要的資料（稱之為主題資機構）因業務需要，再將該需求所要的資料（稱之為主題資
料，例如門牌位置、交通路網、地質、公共管線、地價、水料，例如門牌位置、交通路網、地質、公共管線、地價、水
資源等）加以套疊，並以簡單有效的方式，來擷取、儲存、資源等）加以套疊，並以簡單有效的方式，來擷取、儲存、
處理、分析及顯示的資訊系統。處理、分析及顯示的資訊系統。

何謂國土資訊系統（何謂國土資訊系統（NGISNGIS））
－從技術觀點－從技術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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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資訊系統推動背景

國土資訊系統（NGIS）是指是指建立全國地理（空間）資訊，並結合資訊科技應用
於各項國家發展重工作，藉以提昇政府施政效率及為民服務品質

何謂國土資訊系統（何謂國土資訊系統（NGISNGIS））
－從計畫觀點－從計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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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IS NGIS 參與族群參與族群（（Stakeholders in NGIS Stakeholders in NG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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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IS發展十年計畫之工作內容

n核心圖資建置與維護更新

n基礎圖資建置與維護更新

n制訂資料標準與作業規範

n建立流通供應機制



國土資訊系統發展之展望

û導入架構觀
û架構師參與
û國際參與
û提升交互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