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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010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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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9

1 3

1916

2001 605

1919

1919 1795 1941

1946

1968

1996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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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名辭書》 地名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普查程度

資料建檔

資料建檔

部分普查

資料建檔

資料建檔

部分普查

部分普查

資料建檔

資料建檔

部分普查

部分普查

部分普查

部分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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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普查

部分普查

全面普查

資料建檔

全面普查

全面普查

全面普查

全面普查

資料建檔

資料建檔

部分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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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街　道

246 1,179 430 3,105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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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1,348 557 2,701 1,301 

42 251 145 545 54 

279 1,948 534 4,169 1,512 

496 1,635 484 5,606 2,633 

292 2,287 400 3,286 1,315 

494 2,149 271 4,277 2,917 

930 2,618 773 6,616 5,605 

164 574 98 949 306 

26 233 133 251 10 

407 1,403 125 4,994 1,448 

1,061 3,430 894 7,602 2,583 

123 419 29 770 386 

200 1,725 269 2,264 986 

86 333 3 717 433 

373 2,582 328 4,946 698 

615 2,399 81 5,542 3,270 

654 2,560 349 7,781 4,779 

467 795 115 3,309 1,065 

163 964 532 2,690 793 

788 4,302 352 7,365 2,575 

102 1,041 173 1,381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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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座標、無釋義

無座標、有釋義

無座標、有釋義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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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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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0

26 OpenStreet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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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來源

參 考 地 名 辭 書

參 考 地 名 辭 書

參 考 地 名 辭 書

第一版地名資料庫

電子地圖輔助定位

第一版地名資料庫

參 考 地 名 辭 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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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地名資料庫

電子地圖輔助定位

電子地圖輔助定位

第一版地名資料庫

電子地圖輔助定位

第一版地名資料庫

電子地圖輔助定位

電子地圖輔助定位

電子地圖輔助定位

電子地圖輔助定位

參 考 地 名 辭 書

《高雄市地名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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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考

修正別字

刪除冗餘字句

改為Unicode 正確文字

修正別字

地名名稱原為空值

修正編碼轉換問題

修正誤植

花蓮縣政府公告標準地名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部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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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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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內政部營建署

國防部

各國家公園

國家教育研究院、中央地質調查所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鐵道

局）、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阿里山

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臺

糖公司、各縣市政府捷運局等

經濟部水利署、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政府

國防部

內政部戶政司

各縣市政府

內政部地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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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落 

指因人文、歷

史風貌或地方

特色而形成之

區域。 

(1) 因人文、歷史風貌或具有地方特色而形成之

區域。 

(2) 因地形、地貌而命名之居住地，且並非指稱

自然地理實體本身者。

(3) 人類因共同生活、工作等因素，群聚而居之

建築物集合而成的區域，且以社區、山莊、

別墅、別莊、新村、新城、國宅、學舍⋯⋯

等名稱命名者。 　　　(4) 依其他法令規定

形成之聚落。 

(1) 具人文風貌者，如：新竹市北區米粉寮、臺中市和平區松鶴部落、臺

北市中正區寶藏巖。

(2) 具歷史風貌者，如：臺北市大同區大稻埕、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峒。　

(3) 因地方特殊發展而形成特色者，如：新北市瑞芳區九份、新北市瑞芳

區金瓜石、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

(4) 因地形、地貌而命名之居住地，如：桃園縣龜山鄉大坑、新竹縣新豐

鄉中崙、南投縣草屯鎮頂崁仔、臺南市新化區虎頭埤。

(5) 生活聚集地，如：臺北市松山區民生社區、桃園縣中壢市幸福新村、

新北市新店區花園新城、臺北市中正區興隆國宅、新北市新店區國際

學舍。 　　

三、自然地理實體 

指因天然作用

所 形 成 之 地

形。 

(1) 天然作用所形成之地形、地貌本體。

(2) 若該自然地理實體有跨鄉（鎮、市、區）之

情形，應分列於兩個鄉鎮之地名清冊中。 

(1) 包含礁石、澳、島嶼、三角洲、河階地、山峰、高原、中央山脈、竹

東丘陵、大肚台地、埔里盆地、屏東平原、萬年峽谷、深澳岬角、清

水斷崖、外傘頂沙洲、七股潟湖、高美溼地、高屏溪、翠峰湖、七星潭、

翡翠灣、五峰旗瀑布、雙溪川、雙溪川、臺灣海峽⋯等因天然作用所

形成之地形。

(2) 花蓮縣秀姑巒溪流經玉里鎮及瑞穗鄉，則須分列於兩個鄉鎮之地名清

冊中。 

四、具有地標意義

　　公共設施 

指在地理上具

有指標性質之

行政、交通、

水利、電力、

生活、產業或

文教休閒等公

共設施。 

1) 地理上具有文化、交通、觀光、產業、生活

服務⋯等，供不特定大多數人使用，具有

指示性作用，且該名稱獲得當地居民共識

之公共設施。

(2) 在社會群聚生活中，供大眾共同使用之行

政、交通、水利、電力、生活、產業、宗

教或文教休閒⋯等設施、設備及場所。 

(1) 行政設施（包含各級政府機關之辦公處所）：臺北市政府、中央氣象局、

臺北市城中消防分隊、新北市中和區清潔隊、板橋監理所。 

(2) 交通設施（泛指為管理或因應特殊需求所設置之人工構造物，包含橋

樑、隧道、收費站 ... 等，另若為跨越多縣市之重要交通建設，需經審

議、協議程序者，得列於此項。）：澎湖縣馬公市澎湖港、彰化縣彰

化市彰化火車站、臺北松山國際機場、新北市淡水區淡水捷運站、臺

中市烏日區臺灣高鐵臺中站、南投縣集集鎮集集綠色隧道、宜蘭縣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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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四、具有地標意義

　　公共設施 

指在地理上具

有指標性質之

行政、交通、

水利、電力、

生活、產業或

文教休閒等公

共設施。 

((3) 無冠名之設施、設備、場所，不納入地名

清冊中，惟屬於公家機關、國營機構者，

須檢核是否有地名名稱，如有地名名稱者，

需連同地名名稱一併收錄至地名清冊中。

如：中華電信、活動中心、郵局、支線鐵路、

公園等。 

(4) 依主管機關及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於供

公眾使用，且標的明顯足為地標之設施。 　　

(5) 經使用者建議並由主管機關認可之與使用

者生活相關，且具有空間位置指標性質之

標的。

圍鄉中央大橋、宜蘭縣頭城鎮國際電信局、高雄市岡山區岡山收費站、

桃園縣平鎮市桃園交流道、新北市瑞芳區青雲殿停車場、新竹縣橫山

鄉內灣支線鐵路、新竹縣湖口鄉縱貫公路。 

(3) 水利設施：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水庫、嘉義市後湖抽水站、彰化縣二

水鄉八堡圳、宜蘭縣蘇澳鎮畚箕湖圳、新竹市東區東勢里東勢大排水、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堤防、彰化市大埔排水溝、臺中市大肚區瑞井古井、

臺中市石岡區石岡水壩、桃園縣大園鄉后埤。 

(4) 電力設施：臺南市新市區臺電三竹配變電所臺電變電所、臺北市松山

區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5) 生活設施：臺南市警察局、新北市八里垃圾焚化廠、高雄市林園區建

佑醫院、宜蘭縣宜蘭市衛生所、高雄市楠梓污水處理廠、臺中市西區

國華檢驗所、苗栗大坪頂郵局、新北市三峽區新佳源安養院、花蓮縣

吉安鄉太平洋加油站。

(6) 產業設施：雲林縣虎尾鎮殯儀館、屏東縣東港漁港市場、臺中市大雅

區大度山花園公墓、新北市新店區長樂景觀墓園、基隆市大武工業

區、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臺北市南港區山豬窟垃圾衛生掩埋場、新竹

縣竹東鎮新竹玻璃公司。

(7) 宗教設施：連江縣東引鄉天后宮、臺中市大甲區大甲鎮瀾宮、臺北市

中山區行天宮、臺北市萬華區龍山寺。

(8) 文教休閒設施：澎湖縣白沙鄉島嶼國小、高雄市苓雅區高雄威秀影城、

金門縣金城鎮救國團金門青年活動中心、桃園縣楊梅鎮紅梅里集會所、

金門縣金湖鎮太武山風景區、新北市新莊區新莊體育場、嘉義縣阿里

山鄉達邦遊客中心、高雄市苓雅區高雄 85 大樓觀景臺、新北市雙溪區

十三層百年老樹、花蓮縣豐濱鄉立圖書館、新竹市濱海自行車道、高

雄市三民區使用者活動中心、宜蘭縣員山鄉員山童玩公園預定地、臺

北市萬華區河濱公園、屏東縣高樹鄉山湖觀高爾夫球場、金門縣金沙

鎮五虎山登山步道、宜蘭縣蘇澳鎮蘇澳觀光冷泉、新竹縣竹北市新竹

捐血中心、桃園縣龍潭鄉太福游泳池、宜蘭縣礁溪鄉七星亭、桃園縣

大溪鎮大溪觀光果園、苗栗縣公館鄉茄苳老樹、新北市瑞芳區福益礦

坑、宜蘭縣大同鄉古魯林道、新北市三峽區三峽老街、雲林縣麥寮鄉

許厝寮漁港、雲林縣臺西鄉新興海埔新生地、新北市板橋區林家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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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街道

(1) 依中央法規及各縣市自治條例、自治規則所

命名之街道名稱，包含大道、路、街、巷。

(2) 有特殊使用需要之道路，包含農路、快速道

路、產業道路、景觀道路、聯絡道路、防

汛道路⋯等，不須收錄於地名清冊中。　　

(3) 為道路管理需要，而給予之道路分段或編

號，此分段及僅有編號部份的段、巷、弄，

皆不收錄於地名清冊中。 

(4) 擷取之地名為「五工一路∼六路」此狀況

者，需分別逐筆列出地名。

(1) 大道：凱達格蘭大道、臺灣大道。 

(2) 路：中正路、仁愛路、環市路。

(3) 街：金門街、天津街、東海三街。 

(4) 巷：光華一巷、康樂巷。 

中正路一段、中正路二段，僅收錄中正路。光明街 10 巷、光明街 12 

巷，僅收錄光明街。

六、其他 無法歸類為上述五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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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s National 

Geographical Names Database 

Huang, Wei-Chia * 

Lay, Jinn-Guey **

Wu, Chia-Jung ***

Kao, Ching-Jen ****

Abstract

Toponyms are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s which reflect 

geography, history or culture for a place and have significant value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a number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have invol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national geographical names database. 

In 1993,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sion of Taiwan Province 

initiated a ground survey of place names, resulting to the publication 

of a series of Taiwan Gazetteer. As a follow-up commission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Academia Sinica started to establish a 

geographical names database in 2000. Currently, this database has 

more than 170,000 records. 

However,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this database is facing 

two challenges: (1) varying data sources and recording methods 

adopted by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nd (2) the switch from an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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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igital technology in recent decades. Therefore, there are certain 

difficulties to use this database in GI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his paper, we first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national 

geographical names database at different phases and examined the data 

quality of the existing database. Further  we proposed a few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data quality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 by examples. 

geographical names database as well as to its wider use in future. 

Keywords place names, gazetteer, place-names survey, spati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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