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央研究院GIS研究團隊在史語所研究員范毅軍領導及前計算中心主任林誠

謙大力協助下，自1980年代末期開始，著手將原來主要應用於國土自然資

源規劃管理及國防上的GIS，導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範疇。目前已開發完成「中

華文明時空基礎架構」（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 CCTS）和「台灣歷

史文化地圖系統」（Taiw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ime and Space, THCTS）兩套時

空資訊平台（古今時空對位系統），成為跨領域研究與時空展示的最佳利器。前者

主要提供學術機構使用，後者則已全面開放供公眾免費利用。

橫跨時空，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

范毅軍強調：「人文社會以及自然界的許多活動，例如移民與區域發展、商品流

通或水旱自然災害等，都涉及空間要素。過去想掌握這些要素頗為複雜與困難，

因此研究者一般或略而不論，或大而化之。因此在對研究對象的空間屬性及其影

響缺乏適當認知的情況下，研究結果自難免有重大的缺憾與瑕疵。」中研院研發

的時空平台，可將各種文本、數值與影像中的空間屬性加以處理達成可視化的效

果，方便研究者對事物的認知更深刻而周全，從而有助於促成新知識的建構。等

而下之，研究者也可利用空間搜尋的概念，框選任何地域範圍做相關研究書目與

文獻的查詢；在時空平台上標註與個人研究有關的任何點、線、面的空間範疇，經

過適當設計可形成一完整客制化的地圖，乃至進一步做複雜的空間分析的工作。

例如想知道中西交通史上重大的事件──鄭和七次下西洋都到過哪些地點、

影響的範圍如何？透過中研院GIS團隊構建的平台，即可達到「一張圖勝過千言萬

語」的展示效果。又如被使用頻率極高的「台灣新舊地圖比對系統」，是將日治時

期1900-1904年完成的台灣堡圖（全台首次精密實測地圖）為底，套疊後期各種地

形圖、航空照片、都市計劃圖和最新的衛星遙測影像等，讓觀者能輕鬆掌握台灣

各地百年間地形地貌的變遷。

由於基隆、高雄、澎湖是日治時期屬極機密的軍事要塞地區，1992年復刻出版

的台灣堡圖集因遍尋不著而欠缺這三處達50餘張的地圖。在中研院GIS團隊多年

來積極訪查收集台灣與中國大陸地區各式地圖的努力下，終於在2005年於美國國

會圖書館地理與地圖部找到缺失的圖資，經數位掃描後帶回台灣補齊缺憾。

整合時空，兩平台衍生逾20個主題

事實上，中研院目前可謂全世界收藏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圖最多的單一機構。因

此，「台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能依據荷蘭與西班牙據台時期、明鄭時期、清領時

期、日治時期與光復以後，將各類地圖互為套疊而觀察其變化；在「中華文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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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基礎架構」方面，則以譚其驤教授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為基

礎，輔以GIS團隊蒐羅整理的各類地圖和遙測影像，形成一個橫跨

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古今時空對位系統。

藉由古今地圖與各種文獻、研究資料庫的整合，這兩個時空資

訊平台，目前已衍生超過20個專題性的歷史地理資訊系統，包括原

住民文化地圖、台灣考古遺址查詢、台灣本土植物分佈、台灣深海

生物相及其分佈、台灣博物館、南島語空間資料管理系統、殷周青

銅器、秦漢歷史地圖、鄭和航海地理資訊系統等等。

范毅軍說：「我們希望扮演『地理座標成為各研究學科共同公約

數』的推手，使注重空間要素的概念，滲透到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

域，並更進一步結合自然科學，確實達成科際整合研究的理想與

目標，同時也提供教育與國計民生之應用。」為落實地理資訊系統

在學術研究的應用，中研院GIS團隊除配合研究人員的需求，編制

教材、開設課程、舉辦演講等，甚至積極參與研究人員實際的研究

工作，如協助編繪研究用的工作地圖，充分實現各種空間屬性的可

視化，以收空間認知最直觀的效果。

期許成為台灣、漢學的虛擬研究中心

在推廣應用方面，團隊接受內政部委託完成「台灣地名查詢系

統建置計畫」，透過地名歷史沿革的收集，建立完整精確的空間定

位與空間視覺化介面，將地名管理與應用資訊化，便利社會大眾及

學術研究上網查詢，也充實了鄉土教育的素材。此外，中研院亦曾

協助國內數位出版公司，如：智慧藏學習科技公司、漢珍數位圖書

等，建立各式台灣舊影音資料庫，將調查考證過的舊照片、舊地名

及相關文獻和研究資料，整合成以地理資訊系統為核心的電子多

媒體地圖。 

挾龐大的空間數位資源以及處理空間資訊的技術能量，中研院

GIS團隊自我期許成為一個開放性的研究中心，扮演從學界、政府

部門到一般民眾諮詢服務的角色。而其所開發的兩個時空資訊平

台，未來就其操作功能與時間、空間和內容屬性的進一步的擴充，

則有可能成為虛擬的台灣研究與漢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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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台灣堡圖

1921 台灣地形圖

1930s 台北市區改正圖 1940s 航空照片 1947 台北都市計畫圖 1980s 地形圖 (聯勤版)

1990s 地形圖 (經建版)

2004 衛星影像
台北信義計畫區的百年變遷 190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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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整合不同時期空間圖資，輕鬆掌握台灣百年環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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