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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量製圖考科的準備方向與參考文獻 

 

                       宋健豪 
1
 

 

系友會 恭喜 ! 畢業於 102 學年度碩班的宋健豪系友， 

金榜題名 10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系友會今年(106 年)六月中旬，特別邀請宋系友進行專訪，後來發現宋系友已經

準備相當完整的文字與圖表資料，乃轉而懇請其撥冗撰文，藉以鼓勵有志從事測

量製圖領域的學部同學及系友們，及早認識公職考試的考科，並建立適切的努力

方向。 

 

正文 
 

一、 建議準備方向 
 

104 年博士班入學後，開始準備測量製圖公職考試，相較於行政職系而言，

測量製圖職系為技術職系，入門門檻相對於一般行政高，需要具備相對的專業科

目，因此競爭人數較少。 

除此之外測量製圖每年員額開缺穩定，近三年高普考大約都有近70個名額，

報考人數大約 300 人左右，扣除未到考人數後大約是 250 人左右，錄取率相對行

政類科高出許多。地方特考部分則是按不同地區錄取人數有所不同，今年總計約

莫 40 至 50 人左右，因此近 5 年每年高考名額約有 100 至 120 個名額。辦理業務

性質主要為土地複丈測量以及相關建物竣工測量 (註 1 : 感謝王聖鐸老師提供精

準的應考人數及錄取人數，請見附件一)。 

相較於就業方向，地理系報考測量製圖考科相對吃香，首先大多數的科目系

上課程均有修研，如：測量學、航測、遙測、GIS、地圖學等等。 

 

 

                                                      
1
 宋健豪系友於 100學年度畢業於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目前改制為應用歷史學系); 102學年度 

  獲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學位; 103 學年度考進臺師大地理學系博士班繼續攻讀博 

  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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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考科介紹 

 

測量製圖考科應考準備方向，國家考試測量製圖考科應考科目大致可依照性

質分成兩大類，分別為： 

 

第一類：測量學、地籍測量、大地測量、測量平差，共四科目。 

第二類：地理資訊系統、航空攝影測量與遙感探測、土地法含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共五科目。 

 

總計 9 項考試科目，第一大類需要具備國、高中數學中相似三角形、座標概

念、三角函數與微分之數學能力，其中又以測量平差為主要計算科目；第二大類

多已背誦為主，較少計算，以下為詳細說明。 

 

(一)第一類： 

 

1-1  測量學： 

測量學主要是應用角度、距離計算座標，因此會使用到坐標系與三角函數；

在計算座標誤差值時會需要使用偏微分，考試有 40%至 60%的比例為計算題，

其餘部分多為概念理解、誤差來源、儀器的性質等等。 

計算題部分，考試時可使用計算機，因此計算方面也不會太困難；我的準備

方式為平時主要在理解觀念、推導公式為主，考前一個月開始背誦公式，並配合

考古題，這種方法好處是在於對於觀念與公式有所理解，即便到了考試時緊張忘

記公式，依然可以按照平時的理解、推導計算題目，由於使用計算機的關係，基

本上計算與驗算不需要太多時間。 

臺灣師大地理學系的王聖鐸老師的測量學(含實習)課程是很優質的入門課

程，若在準備考試時，能將課程加以延伸，應該不會遇到太多問題。 

 

1-2 地籍測量： 

地籍測量概念是將測量學應用在地籍與地政中，這項科目主要出現在年底的

地方特考，高普考多合併在測量學與土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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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質與測量學類似，但有部分為法規背誦，每年考試約會有 20%至 40%

的題目關於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算是一半背誦一半計算的科目，計算的部分與測

量學相當類似。 

 

1-3 大地測量： 

目前主要常考的項目為：(1)大地基準、(2)GNSS(又稱 GPS)與 VBS-RTK、(3)

地圖投影、(4)大地重力概念，第 4 項機率較低，大地測量也都是背誦居多，但

背誦的內容稍有不同，前者多會將大地基準以一段數學式子或是以一個公式形容

一件事物如：大地現象。基本上只是將文字符號轉換為數字符號；而 GNSS 與

VBS-RTK 部分則是半文字半數字地背誦，地圖投影計算分帶考過計算題。 

哲銘老師有開設 GNSS 與 VBS-RTK 的課程，相當推薦各位同學選修。 

 

1-4 測量平差： 

此科目是眾多課目中最難上手，基本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常用座標係、三角函

數觀念外還需要偏微分和矩陣計算。 

題目可分為：觀念題與應用題(計算題)；觀念題相當注重對於公式、原理的

推倒與理解，因此對於文組的地理系學生來說稍微困難。 

應用題則是有 SOP 可以求解，基本上就是先列出誤差方程式及 V=Ax-L，配

合聯立方程式或                即可解出大多數的應用題，總之按照 SOP

求解 95%的應用題均可得分。 

往年來看，高考因為與大地測量合併(107 年以後獨立出來)因此多會以觀念

題為主(有時會出一提計算題)，因此相對困難，但也由於往年與大地測量合併因

此只要大地測量背好背滿基本上不會遇到太大的困難。 

測量平差於地方特考是獨立成科，因此計算較多。聖鐸老師也有相關課程，

若同學有需要可以請老師開授。 

 

(二)第二類： 

 

2-1 地理資訊系統與地圖學： 

背好背滿，建議考前搭配一些近期的碩士論文、期刊論文，基本上拿高分不

成問題；基本上有修過周學政等專業老師的課不會遇到甚麼問題，潘桂成老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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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圖學是不錯的入門讀物。 

地理資訊系統部分則是地理系的強項，系上資源相當豐富，聖鐸老師、國楨

老師、學政老師、哲銘老師的課程都可以作為考試的基礎。 

 

2-2 航空攝影測量與遙感探測： 

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1)航空攝影測量原理(2)數值攝影測量原理(3)遙感探測

原理；這個考科是最吃觀念的科目，不過也是最好得分的科目；基本上觀念不難，

共線式若讀的通，基本上第一部分航測就沒問題。數值攝影測量原理部分，絕大

多數都是在考數位影像的概念。遙感探測部分，基本上就是背誦科目，常常考四

大解析度、NDVI 值、影像判釋等等。 

這項科目許多公式、概念原理來自相似三角形，不難理解，幾乎沒有考計算

題，可以將系上國楨老師與聖鐸老師的課程作為基礎，稍作延伸，這個科目基本

上也不會遇到甚麼困難。  

 

2-3 土地法與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這個科目只有背誦，實用土地法精義(16 版)為萬用大補帖，往年考試題目均

可以從此書中找出解答(換句話說幾乎都考這本書的)，這本書幾乎包辦了所有土

地法規的精華。系上也有聘請紀聰吉老師開設土地法規課程，同學們也可以參

考。 

本文僅針對大地測量與測量平差部分參考書加以說明，其他科目地理學系均

有開設，不同老師對於各科目均有推薦書籍，同學修課時即可參考，對於補習班

所提供之教材則不另多做評論。 

 

三、總結： 

 
    除地籍測量無專業老師開課外，其餘科目相較於其他系所更為完

整，除此之外，報考的系所多為土木、建築、工程等系所，雖然數理

能力較佳，但相較於地理系，在地圖學、GIS 等方面的概念稍嫌不足。 

 

    且除測量平差需要較佳的數學能力外，其餘科目的數學能力要求

均不高，因此對於文組的地理系來說，準備難度不算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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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一) 測量儀器操作 

 

 

圖一說明： 

 

於測量時期課程中，與同組
同學討論水準測量路線。 

 

示範者：宋健豪系友 

課程指導老師：王聖鐸老師 

  

圖二說明： 

 

於測量實習課程中，使用全
測站經緯儀(Total Station)實施
方向組法。 

 

地點：校本部體育館旁 

示範者：宋健豪系友 

課程指導老師：王聖鐸老師  

 

 

圖三說明： 

 

測量實習課程期中考，架設
經緯儀，並同時實施定心、定
平。 

 

 

地點：文學院大樓前日光大道草地  

示範者：宋健豪系友 

課程指導老師：王聖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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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備考之參考文獻 

第一類 

1-1 測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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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籍測量    

 

 

1-3 大地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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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地籍測量學會出版的大地測量學深入

淺出，可於地籍測量學會網站上購買。武

漢測繪大學所出版的大地測量學基礎，難

度較高，文字說明較少，內容較為精簡，

審略的部分內容，且用專業詞與台灣有所

差異。 

若以公務人員為目標前者應可符合需

求。若以技師為目標，武漢測繪大學所出

版的大地測量學系列書籍均應精通較佳。 

 

 

 

 

1-4 測量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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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推薦程度由上至下，由左至右。個人

首推李良輝的最小二乘法，內容排版精

美、例題種類豐富、解題詳細。其次地籍

測量學會唐城老師的測量平差概論，排

版、文字稍微密集，內容與李良輝的最小

二乘法差不多，但前者多以矩陣計算題

目，後者多以聯立方程式求解，各有利弊

優缺點。 

另外國家考試考古題是必備的工具

書。 

武漢測繪大學所出版的測量平差基礎

評價同大地測量學基礎。 

 

第二類 

2-1 地理資訊系統與地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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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遙感探測與航空攝影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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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地法與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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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 王聖鐸老師提供附件一 : 精準的統計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