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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分佈 空間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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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資料雖然可以作為任何統計的基礎單元，但是其獨特之
隱私、機敏等問題造成大部分個別資料無法釋出，因此只能
供為權責單位或特定用途使用者應用。 
以往我國統計單元大部分皆以縣市、鄉鎮市區等行政區來進
行資料之蒐集、整理、分析；無法再進行精緻小區域或特殊
地域統計分析。 
行政區會視行政管理需要進行界線調整、合併或重行劃分等
情況，導致資料單元在時間序列上不一致性，降低資料之時
間序列分析效果。 
建立一套有系統地長期固定性小型區域或特定區域，作為統
計專用之最小空間單元，以保障個案資料隱私。進而整合賦
予各項社會經濟資料各階層統計區之空間特性，以利強化與
深化社經資料之空間分析，提升統計資料內涵與應用潛力。 
地理空間資訊科學的興起，賦予小統計區展示所需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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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近原資料之分佈，統計結果較不失真。 
保障個別資料隱私，利於資料釋出流通。 
長期穩定之空間單元，利於長期資料比較及分析。 
單元小組合性高，需求者可依據需要自行組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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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臺中市人口點位分布圖與各級統計區分布面量圖 

點資料 最小統計區 一級發布區 

二級發布區 鄉鎮市區統計 村里統計 

空間單元愈小，愈接近實際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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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1990年 
      ｜ 
  2004年 
  村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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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資訊系統統計區分類系統 
 利用街道巷弄、門牌地址或經緯度等對位功能及區劃效果，建置「最小
統計區」、「一級發布區」、「二級發布區」及「準村里發布區」基礎
圖資。 

三級 
發布區 

二級 
發布區 

一級發布區 

最小統計區 

準村里 
發布區 

鄉鎮市區等級 

人口約3000人 

人口約450人 

人口約小於450人 

 
約300人~ 
13000人 
 

向上合併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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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第一階層：鄉鎮市區界、村里參考界、運研所路網、建物門
牌範圍。 

第二階層：千分之一（或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簡易電子地
圖、水系、等高線、稜線、水圳、山區道路延伸。 

第三階層：鐵路、高壓纜線、產業道路及社區內道路。 
第四階層：高解析度影像、土地使用分區圖、地籍圖、在地
知識等 輔助人為操作。 
第二階段 
人為檢視，將不合理或不適當的調整至最佳狀態  
形狀合理性，形狀重心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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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最小統計區個數 一級發布區個數 二級發布區個數 準村里發布區個數 完成時間 
新北市 17,277 13,495 1,344 1,032 99年底 
臺北市 11,495 7,672 907 449 98年底 
臺中市 22,277 8,541 1,032 629 101年底 
臺南市 12,765 6,337 668 752 99年底 
高雄市 17,395 8,384 1,237 897 98年底 
宜蘭縣 3,864 1,474 202 233 98年底 
桃園縣 13,921 6,960 727 483 99年底 
新竹縣 4918 1616 203 187 101年底 
苗栗縣 4,879 1,903 226 274 99年底 
彰化縣 10,073 4,199 466 589 100年底 
南投縣 4,358 2,179 174 262 100年底 
雲林縣 7,299 2,153 269 387 100年底 
嘉義縣 5,586 3,056 206 357 100年底 
屏東縣 10,256 2,942 396 464 101年底 
臺東縣 4,929 933 202 147 101年底 
花蓮縣 4,730 1,312 179 177 101年底 
澎湖縣 2,004 731 320 108 101年底 
基隆市 1,750 1,217 140 157 98年底 
新竹市 2,215 1,249 142 120 99年底 
嘉義市 1,505 822 104 58 98年底 
金門縣 877 411 60 49 101年底 
連江縣 429 351 286 35 101年底 
總計 164,802 77,937 9,490 7,8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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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區比對服務子系統
服務元件 比對管道

門牌比對

坐標比對

後端管理

API Key驗證

CRM分析

批次比對審核

使
用
者
查
詢

系
統
介
接

WEB
線上服務

批次比對

Ｗeb service
網路服務



1.原始資料地址門牌資料正規化 
2.歷史門牌修正 
3.透過統計區比對取得各統計區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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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設定 民眾版使用者 公務版使用者 公務版使用者 系統申請 

資料筆數 小於100筆 9,999筆以下 10000筆以上 不限 

比對資料格式 CSV、TXT檔(採逗號分隔) WS提供資訊的傳遞 

比對方式 Web線上比對 Web線上比對 FTP批次比對 Web service網路服務 

回傳資料格式 CSV、TXT檔 XML 

ID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地址 

非必填 必填 必填 可不填 可不填 必填 

1 臺北市 大安區 和平東路二段53巷2號5樓 

ID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地址 二級發布區 一級發布區 最小統計區 

1 臺北市 大安區 … … … A6301-72 A6301-72-681 A6301-0792-00 

2 臺北市 大安區 … … … … … … 14 

給門牌 

回傳ID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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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消防救災之運用 

交通與觀光等資訊查詢 

工務建設及公共設施管理 

普查區、學區等區域規劃 

環境保護及醫療衛生之規劃 

都市發展與土地管理之規劃 

商業選址與行銷之應用 



最小統計區 工商家數 批發及零售業 住宿及餐飲業 … 

A6302-0529-00 627 395 13 … 

A6302-0530-00 … … … … 

17 

 母體名冊(普查或抽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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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地址 

1 臺北市 信義區 松廉路12號 

ID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地址 二級發布區 一級發布區 最小統計區 

1 臺北市 信義區 … … … A6302-24 A6302-24-571 A6302-0529-00 

2 臺北市 信義區 … … … … … … 

給門牌 

回傳ID 

最小統計區之工商家數統計 

最小統計區之統計地圖 

提供資料比對
或WS比對 



325 

491 

367 

列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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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普查家數進行 
普查區劃設 



學校設置規劃 
如幼兒園整合過程中，現況之幼托園所位置搭配幼兒人口
數，可做為區域內新設、 裁設及合併幼兒園等決策參考。 

中小學學區規劃 
1.學區調整：需先建立現有學區圖資，搭配該學年最小統
計區之學齡人口數進行調整。 

2.學區重劃：打破現有以鄰為基礎的學區，改以學校位置
搭配最小統計區學齡人口進行重劃。 

社區高中招生區規劃 
依各鄉鎮市區之高中與國中之空間位置、高一新生數、國
三畢業生數及交通便利性…等因素進行規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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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統計區６歲之學齡人口數 



 為何可使用最小統計區調整行政界? 

最小統計區劃分標準 

 第一階層 
◦ 鄉鎮市區界、村里參考界、運研所路網、
建物門牌範圍 

 第二階層 

◦ 千分之一（或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簡易

電子地圖、水系、等高線、稜線、水圳、

山區道路延伸 

 第三階層 

◦ 鐵路、高壓纜線、產業道路及社區內道路 

 第四階層 

◦ 高解析度影像、土地使用分區圖、地籍圖

、在地知識等輔助人為操作 

 

臺北市里鄰編組自治條例 
 第03條  里、鄰區域界線，依下列原則

劃分之： 

一 路、街、巷、弄、通道、樓層、溝、
河川之中心線。 

二 山脈之分水線及丘阜之頂點。 

三 永久性之關隘、堤塘、橋樑及其他堅

固建築物之界線。 

 
 

與統計區劃分標
準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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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分割 

範圍框選最小統計區 
統計人口、戶數、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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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政府單位不論在災前的防災規劃或災後的救災決策
等，目前皆已利用各單位的地理資訊圖層加以應用，如
土石流潛勢溪流、淹水潛勢、崩塌地點、活動斷層、順
向坡、核電廠位置…等。 
但非常欠缺的是其他社會經濟資料。 
在防災與救災的重點為以「人」為中心 
防災規劃：各災害潛勢區影響範圍內有多少人？疏散避難
地點的選擇可容納多少人？ 

救災決策：各災區應疏散的人有哪些？正在學校、醫療院
所及社福機構…等的學生、病患、獨居老人…又有多少？
救援物資與人力要如何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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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核電廠5公里最小統計區人口數 
可依據影響範圍分析可能受災之人口數及規劃疏散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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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援系統建立

新北市三峽區65歲以上獨居人口最小統計區統計人數，視
人數多寡配置社工人力 



國民運動中
心最大服務
範圍人口數
約15萬人 
核心服務圈
半徑為1km 
衍生服務圈
半徑約
1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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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統計區人口數 



未來可以最小統計區為單元發布不動產交易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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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統計區界以道路等明顯界線劃設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鄰 

二級發布區 

一級發布區 

最小統計區 

小統計單元區 

29 愈細緻之空間統計單元愈能呈現真實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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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moisagis.moi.gov.tw 
將內政相關資料空間化，藉由地理資訊系統與路網、
防災相關等圖資及已空間化之各類社經資料相結合，
提供空間統計及圖形化展示功能供各界參用。 

目前提供人 口、工商
、教育、社福、醫療
等主題之行政區與統
計區統計資料，及空
間上戶政人口資料之
框選與外單位WMS圖
資套匯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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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公務統計空間單元細緻度都不太夠，多只到鄉鎮市
區或縣市層級，各種社會經濟資料除供政府本身應用外，
應考量民間需求，在不妨礙隱私條件下，以小統計單元，
提供多元、豐富的資料。 

內政部統計處持續由資料連結應用效果面、制度面、技
術面、文宣面等多方角度推廣統計區分類系統概念與應
用實效，配合行政流程，由統計資料生產的流程上進行
自動化，並在統計時間及空間上更細緻化。 

國土資訊系統透過社經資料共通平台的建置，促使分散
之社會經濟資料，應用已完成之統計區分類系統，加上
新的資訊科技達成社會經濟資料整合目的，並逐步達成
NGIS資料互通、共享與多目標加值應用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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