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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資訊科技的內涵

•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T)

the collective data and  associated theory and 
technology has a geographic or locational
component

具有地理或位置成份的資料及其相關的理論
與技術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T)

Applications
‐‐natural resource    ‐‐forestry         ‐‐land 
‐‐public health          ‐‐hydrology      ‐‐crime  
‐‐landform                 ‐‐ecology          ‐‐….

Geomatics
‐‐Technique oriented
‐‐Engineering based

Basic Research
‐‐Science oriented
‐‐Theory based

GIS System
‐‐Computer oriented
‐‐Information based

Survey & Mapping

Geograph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cience

Methodology
Theory

GIT Discipline
空間資訊科技學門

Technology

Innovation
Fitness‐for‐Use

Application

Domain Knowledge
GISystem



M2150空間資訊理論與技術
‐M2150001空間知識本體(ontology)
‐M2150002空間認知與空間思考
‐M2150003空間資訊科技與社會
‐M2150004地理公民科學
‐M2150005空間巨量資料演算法與分析
‐M2150006空間資訊視覺化
‐M2150007時空過程的數學模式

M2160空間資訊與觀測系統
‐M2160001衛載、空載、地面遙感探測
‐M2160002感測技術、感測網
‐M2160003測繪技術
‐M2160004行動製圖技術、行動計算
‐M2160005導航與定位
‐M2160006自發性地理資訊、公眾參與、群眾外包

研究主題



M2170空間資料處理分析
‐M2170001資料更新
‐M2170002空間巨量資料
‐M2170003空間分析、空間統計、空間計量
‐M2170004空間建模與模擬
‐M2170005時空資料庫
‐M2170006時空變異、時空特徵
‐M2170007三維地理資訊

M2161空間資訊流通與共享
‐M2161001空間資訊基礎架構
‐M2161002 空間資訊責任、智財等法律倫理
‐M2161003空間資訊隱私保護技術與方法
‐M2161004雲端服務
‐M2161005開放資料(open data)



M2181空間資訊新興科技
‐M2181001無人載具
‐M2181003智慧空間資訊(Geo AI)

M2190衛星科學研究
‐M2190001福爾摩沙衛星科學酬載應用研究
‐M2190002福爾摩沙衛星科學酬載

M2180空間資訊整合應用技術
‐M2180001公衛與醫療
‐M2180002災害
‐M2180003適地性服務
‐M2180004人文與社會經濟
‐M2180005生態、環境與資源
‐M2180006土地與不動產
‐M2180007教育
‐M2180008智慧城市
‐M2180009物聯網
‐M2180010其他



推動重點

• 學術面

– 原創性

– 創新性

• 應用面

– 貢獻性(領域PI)

– 價值性(非領域PI)

• 產業面

– 整合性

– 產學合作

• 理論、技術研發

• 跨領域整合



推動重點

應用面

貢獻性(理論與技術的反饋)

價值性(對應用領域的貢獻)

技術面

跨域整合

產學合作

學術面

理論性

創新性



專題研究計畫審查制度

‧計畫內容

‧研究表現
審查重點

‧初審委員

‧複審委員
審查方式



專題研究計畫審查流程
第一次複審會議

• 分配主審委員

– 根據計畫名稱與摘要內容配合複審委員專長

– 必要時檢視計畫內容

• 主審委員推薦初審委員（3位，200萬以上4位）

• 必要時共同討論後推薦

• 逐案檢視初審委員，考量迴避原則後做必要
之調整



專題研究計畫審查流程
第二次複審會議

• 主審根據初審意見逐案報告審查結果

• 針對特殊狀況進行討論，例如：

– 審查意見相左

– 研究表現與計畫書表現差距大

• 考量各別PI之申請件數

• 依成績排序決定補助案件



108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空間資訊理論

與技術

14% (8件, 629.8
萬)

空間資訊與觀

測系統

9% (6件, 413.1
萬)

空間資料處理

分析

23% (15件, 
1,028.7萬)

空間資訊整合

應用技術

34% (24件, 
1,567.7萬)

衛星科學研究

20% (10件, 
895.5萬)

申請115件，通過63件



107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申請121件，通過64件

空間資訊理論與

技術, 18% (12

件, 769.7萬)
空間資訊與觀測

系統, 17% (11

件, 708.5萬)

空間資料處理分

析, 14% (10件, 

581.6萬)

空間資訊整合應

用技術, 35% (23

件, 1,408.1萬)

衛星科學研究, 

18% (8件, 757.6

萬)



106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空間資訊理論與

技術, 8% (6件, 

365.6萬) 空間資訊與觀測

系統, 22% (11

件, 934.4萬)

空間資料處理分

析, 18% (13件, 

766.5萬)

空間資訊整合應

用技術, 35% 

(26件, 1,514.5

萬)

衛星科學研究, 

17% (5件, 754.1

萬)

申請126件，通過6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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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34.7%
27.9%

36.8%
46.0%

32.8% 40.0%
42.6%

42.2%
33.3%

28.4% 25.3% 29.5% 25.0% 20.6%

104‐108年度各職級補助件數百分比

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

副教授/副研究員

教授/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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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資訊整合應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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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資訊理論與技術



推動活動

• 成果發表會

– 台灣地理資訊學會年度研討會（108/7/11‐12）
– 測量及空間資訊研討會（108/8/29‐30）

• 年度學門說明會

– 預計10‐11月



資源衛星接收站運轉與發展計畫
遙測資訊服務平台

• 中央大學「資源衛星接收站」

(http://data.csrsr.ncu.edu.tw/index_WMTS.php) 

SPOT遙測資料之提供服務
‐科技部補助專案研究人員

SPOT衛星影像介接服務
‐無償



相關獎補助資源



20 30 40 50 60

跨領域、特約、攻頂、自由型卓越、國家型、
卓越領航(自)、尖端(生)、卓越團隊(生)

吳大猷獎(42歲以下，30萬)

獎

勵

年齡

補

助

總統科學獎(200萬)

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100萬)

傑出研究獎(90萬)

新進人員
研究計畫

(五年內的新進人員)

一般型計畫

博士後研究員(3個月~1年期)、獨立博士後研究

研究學者暨執行計畫(獲博士學位3年，1~3年期)
大專生

研究計畫
(大二以上，8個月)

博士後學術著作獎(10萬)
大專生創作獎(2萬)

研究職涯各階段獎勵補助研究職涯各階段獎勵補助



傑出研究獎

科技部為創造科研的多元價值，自106年度起調整「傑出研究
獎」，獎勵類別由原本之「學術研究類」及「產學研究類」調
整為「基礎研究類」及「應用研究類」。

為鼓勵更多研究學者獲得獎項肯定，申請人累獲獎次數上限
調整為2次。而獲2次傑出研究獎之得主，得申請本部特約研
究計畫。

為提供表現傑出人員足夠資源，特約研究計畫之研究主持費
額度規劃也由2.5萬元提高至3萬元，以吸引更多傑出的科研人
才，再投入長期性、前瞻性之研究。



調

整

後

基礎研究類 應用研究類

內涵
精神

強調科學問題的突破

 研究成果具學術原創性或
具重要學術價值

 研究成果在學術上有影響
性，或具學理創新性，對
學術發展有重大貢獻

強調實務問題的解決

 研究成果對現在或未來之經濟、
社會、民生福祉、環境永續、產
業效益…等具前瞻科技創新，可
改善人類生活之知識與技術，具
有重大貢獻及有具體事實者

調

整

前

學術研究類 產學研究類

內涵
精神

 研究成果能顯著提升我國
國際學術地位

 研究成果對國家社會具有
重大貢獻

偏重論文產出與評估指標

 研究成果能顯著促進我國產業技
術發展，突破現有技術水準並提
升產業國際競爭力

 研究成果具前瞻科技創新性，對
產業發展或國家社會具有重大貢
獻

僅考量產業效益，無法突顯對社會、
經濟、環境之價值



吳大猷獎

• 資格

– 年齡四十二歲以下

– 副教授、副研究員或相當職級以下

– 未曾獲得本部傑出研究獎

• 審查程序

– 各學術司自當年度執行專題研究計畫之主持人中遴
選，經初審及 複審後提列候選人名單

– 由本部次長主持之審查會議決定獲獎人名單，簽陳
部長核定

• 二年內得申請一件吳大猷先生紀念獎研究計畫



召集人：蔡博文教授
tsaibw@ntu.edu.tw
02‐33665838

承辦人：梅家瑜科長
cymei@most.gov.tw
02‐27377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