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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年 5 月 14 日、15 日北區教育訓練議程 

5 

月 

14 

日 

場次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09:00-9:30 學員報到 

場次一、 

法規制度及背景脈絡 

09:30-10:30 
1.計畫背景介紹+國土計畫體

系、內容與程序說明
主講：戴秀雄 

10:40-12:00 
2.原住民族土地文化與原住民

社區規劃學理 

主講：官大偉 

回應：陳怡萱 

12:00-13:00 餐敘 

場次二、 

先期準備及參與程序 

13:00-14:00 1.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營建署 

綜合計畫組 

14:10-15:50 

2.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

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辦

理事項 

營建署 

綜合計畫組 

16:00-17:00 

3.作業及討論:

區域/部落特性之實際調查與

空間課題紀錄-以聚落範圍界

定與農四劃設為核心 

主講：官大偉 

回應：戴秀雄 

17:00-17:15 
有住宿之學員統一搭車前往住宿地點，17:15發車。 

（朝日溫泉民宿，新竹縣尖石鄉 4鄰 32號） 

5 

月 

15 

日 

08:30-09:00 

 未住宿之學員：於 9:00前抵達尖石鄉原住民文化館

（尖石鄉 36號），將由巴士統一送至那羅部落。

 住宿之學員：早餐於 7:30開始供應，請於 9:00前攜帶行

李至一樓服務台處集合，另請將房卡交還工作人員(身穿背

心)，由工作人員辦理退房。

09:00-09:30 9:00整出發至尖石鄉那羅部落 

場次三、 

實地作業與案例分析 

09:30-10:30 1. 部落基本資訊導覽及說明
那羅部落族人 

（賴清美） 

10:30-12:30 
2.調查工具操作及資料紀錄

（圖台操作+建物拍攝）

1



12:30-13:00 返程至尖石鄉原住民文化館 

13:00-14:00 餐敘 

場次四、 

資料紀錄及後續延伸 

14:00-15:00 1.分組試劃那羅部落農 4範圍

15:00-16:20 2.成果發表及綜合回饋 主持：官大偉 

16：45— 

 需搭乘巴士至新竹高鐵站/新竹火車站返程之學員，課程結

束後預計 16：45分準時由尖石鄉文化館發車，請回程學員

注意回程訂票時間。

 小叮嚀

1. 若於活動過程中有任何問題，可聯繫活動負責人鍾佩儒助理 0975089183。

2. 因疫情嚴峻，請各位學員於活動中除飲水用餐外禁止摘下口罩。

3. 座位安排採梅花座，根據最新防疫規定室內應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離。

4. 中午用餐請避免聚集。

5. 團隊備有酒精噴霧歡迎使用。

 5月 15日 場次三、實地作業與案例分析 10:30~12:30 小叮嚀

1. 本時段活動為分組帶開進行實地踏查，請各組依下表分配搭乘車輛。

2. 請配合工作人員的指示與安排，並於 12:30前結束踏查，搭車返回原住民文化館。

搭乘車輛 司機/聯繫方式 組別 

A車 KAB-0300 李'R 0910144268 第一組 

B車 KAB-5002 林'R 0920896759 第二組 

第三組 

C車 KAE-930 呂'R 0937154474 第四組

第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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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一、法規制度及背景脈絡：
計畫背景介紹+國土計畫體系、內容與程序說明

2. 課程簡報

3



watan 

yaba gaga

gaga bnkis mama

yaba yaya watan

watan

1

watan

yata mama

01

2 3

4



02

4

:

:

5

03

6

04

7

5



( )

11
19

*

104 12 18 114 4 30

8 9

10

05

? 

11

6



(108 ) %

414
4800

13

10 7501
: 3115
: 4386

9

78

12 13

14

06

? ?

15

7



:

(

)
:

(

)

:

16

07

?

17

( )

2 5

18

4 50

,

4,

,

3

4

4

19

8



08

?

?

20

1. 4
2. 4

1.

2.
3.

1.
2.
3. 4

4.

5. 

6.

1.
2.
3. 4

4.

09

?

1.

2.
3. 4

4.

22

10

?

1.
2.
3.

23

9



4 ( 1 )

1

2

4

( 4
)

( 4
)

,

4,

,

24

11

?

25

26

12

?

27

10



04.

03.

02.

01.

28

01:
10 6

4

02: 10 15 3
62 3 5

03: 
11 2

04: 
23 2 3

29

13

32
| |

11



場次一、法規制度及背景脈絡
2.原住民族土地文化與原住民社區規劃學理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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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一、法規制度及背景脈絡
2.原住民族土地文化與原住民社區規劃學理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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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二、先期準備及參與程序
1.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32



111 4 16

1 2

Part1

Part2

Part3

Part4

Part5

3

Part 1

4

114 4 30

11

33



5

3-6

6

7 834



9 10

Part 2

1
( )

1-1
( )

1
( )

1
( )

2
( )

1-2
( )

2
( )

2-1
( )

3
( )

1-3
( ) 

3
( )

2-2
( )

4
( )

2
( )

4
( )

2-3
( )

3
( )

5
( )

3
( )

9 20

1. 4 19

2. 19 20

3.

11

10

1.

2.

1235



13

110 4 30

22

14

1.

2.

( )

•

•

( )

15

15 1636



17

1
( )

(

)

2
( )

1.

2.

3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19

1

1

2 1

2037



2

1

21 22

2

2

1

2

2

1

1

2

23

2 2 1

2 10

2

2 2

2

2438



25 26

1-1
( )

1-2
( )

1-3
( ) 

1-1 1-2

2
( )

3
( )

2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39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29

(
)

30

(
)

31

(1)
1-1 1-2 1-3 2

(2)
1-1 1-2

1-3 2

3240



33

1
( ) 25

80%

2
( )

1
25 80%

3
( )

4
(

)

(
)

5
(

)
10 80%

( )
1.
2.
3.
4.
5. ( )

( )

( )

( )
( )

( )

( )
1.

2.
3.

( )
1.
2.
3.
(1)

(2)

4. ( )
5.
6.

34

1.

2.

50%

•
• 1~7
•

80%

104
80%

010101 010102 010103 010104
010200 010301 010302 010401 02

•
•
•

1

2

3

35

30%

25

25
25

( ) ( )
250 100
100 100

50 100

4

5

6

7

41



37

•
• 2

1.
2.

1

2

38

39

1.
( )

2.

3
A.
B.
C. 7

3

4042



1

3

2

4 ( )

41

1

50% 80%

1

30%

( ) ( )
250 100
100 100

50 100

3

2

1

50% 80%
80%

42

10

25 10

5

4

43 44

1
( )

2-1
( ) (

)

2-2
( )

2-3
( )

3
( )

43



( )

( )

1.

2. ( )

3. ( )

4.

( )

( )

( )

( )

( )

45

5 4

46

1

2
( )

3

47

(

)

•
72 7 7 92 3 26

11
77 6 29 90 3 26
89 1 26

• 90 3 26
12 2

•
•

2-2
• 2 2-2

4844



1

( )

2

3

49 50

1.

2.

3.

4.

2

1

2

3

2

4

3

4

4 4

1 1

( )

5

51 52

1 2 1 2 3 4 2-1 2-2 2-3 3 1-1 1-2 1-3 2 3

( 1)

---

( 1)

( 1)

( 2)

( 1)

( 1) ( 3) ( 4)
( 5) ( 6) ( 7)

( 8)
--- ( 9)

---
( 10)45



53

Part 3

T D97

54

-

: 18 41-45
49-53 35

850.22

55

(
) 1.

2.
( )

1.
2.

1.
2.

( )

3.

( )

( )

( )

5646



(
)

1

( )

57

1 2

50%

1.

2.

58

5

59

1 2

50%

60

1 2

47



1.
2.
3.

61

1 2 1 ( )

62

63

Part 4

64

3 13 14 16

19

20

22 22

21

23

3 13 14 16

19

20

22 22

48



1.

2.

3.

4.

5.

65

64 18
384 360
39 373

228 510
247 481
31 379

309 743
390 626
220 108
663 58
268 36

( )

66

396

67 68

A3 1/10000

49



13 2

44

5

5

678

9

1011 12

1.
2.
3. 0,2 0,5
4.

5.

1.

2.

3.

4. 10
5.

6. ( )

7.
( ) 

8.

9.
10.
11.
12.

69

-
1

3

2

4

4

56

7

8

9

10

11

12

3

1.
2. ( )

3.
4. 0.2 0.5

5. (WGS84)

1.

2.

3. 10
4.

5. ( )

6.
( ) 

7.
8.
9.
10.
11.

(232,232,232) 
12. ( )

70

71

Part 5

7250



73

51



場次二、先期準備及參與程序
2. 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作業辦理事項

52



1

111 5 14

1 22

4Part 1

Part 2

3

(2/6)

Part 1
4

4

4

1

2

3

4

4

114.4.30

53



5

(1/6)4

1.

2. 1.

2. 3

3.

1.

4
2.

4

4.

6

(2/6)

Part 1
4

4

4

1

2

3

7

(1/6)4

8

( )

1. 5 15 50

2. 15 50

2

(1)

(2)

( ) (

) ( )
54



9

( )

1. 105 5 1 106

50

2.

3.

4.

5.

10

6.

7.

8.

( ) 0.5

107 7

11

4

4.

4

12

4.

4

55



13

/

4.

4

14

5.

1. 5

4

2. 4

4

15

4

16

4

56



17 18

4

19

4

20

4

57



21

1.

106

50% 4

2. 4

22

23 24

1.

2.

3.

58



25

( )
( ) 110 8 P.45

26

27 28

(2/6)

Part 1
4

4

4

1

2

3

59



29

4
114 4 30

4

1. 1 2

2.

1.

2.

4 3

Q1. 4

30

Q2. 4 3

4

31

( )

4
114.4.30 ( )

44

( )

Q3.

32

Q4.

4

4 114 4 30

60



33

Q5.

4

4
4

4

( )

4

34

Q6.

4

4
4

Q7.
4

( )

35

(2/6)

Part 2

1

2

3

4

5

36

/6)

4

61



37

(2/6)

Part 2

1

2

3

4

5

38

( )

4 ( 1 )

1

2

4

4
2

111-112

1.

2.

39

(1/4)

/

1.
2. ( )
3.
4. ( )

( )

1. 1

2. 4
3.

40

1. ( )

2. ( )
3.

( )

1.

2.

3.

(2/4)

62



41

1.

2.
3. ( )

1. 4
2. 4

(3/4)

42

1.
2.
3. 4
4. ( )

5.

6.
(1)

(2) (
)

(3) ( 4
)

(4)

(4/4)

43

(2/6)

Part 2

1

2

3

4

5

44

1.

2.

1.

2.

(1)

(2)

3.

4. ( )

63



45

1.

(1) 110 112 ( 1 )

(2) 110 112 ( 1 )

2. ( )

(1)

(2)

(3) 106

(4)

(5)

(6)

(7)

(8)

(9)

(10) ( )

(11) ( )

4

46

1.

2.

(1) (

) ( ) ( )

(2)

47

3.

(1)

48
/

3.

(2) ( ) ( )

64



49

3.

(3) ( )

(4)

(5) ( )

( )

( )

( )
50

4

7

6

8

6

3

3

5

5

5

8

10

16

12

14

6

3

8

15

16

1 10 2 53 3 108

51

0

001 00101
00102
00103

002 00201

( ) 00202
00203
00204

003 00301
00302
00303

( ) 00304
00305

004 00401

005 00501

00502

52

1 101 10101

101 10102

101 10103

102 10200

103 10301

10302

104 10401

10402

65



53

4 401 40101

401 40102

401 40103

401 40104

402 40201
402 40202

402 40203 010200

403 40300

404 40401 ( )
404 40402
404 40403
404 40404

404 40405

404 40406

54

5 501 50101 (
)

(
)

50102

(
) (

) (
)

(

( )
(

) (

)

55

5 502 50200

503 50301

503 50302

503 50303

504 50400

( )

56

5 505 50500

5 506 50600
( )

070101

5 507 50700 ( )
( )

5 508 50801

5 508 50802

66



57

6 601 60100

602 60201

602 60202
602 60203 ( )
602 60204

602 60205

603 60300

604 60400

605 60501
58

6 605 60502

605 60503

605 60504

605 60505 ( )

606 60600

59

9 901 90100

902 90200
903 90301

903 90302

903 90303

904 90400

905 90501

905 90502

60

( https://up.tcd.gov.tw/ts/)

1.

2. excel shp

Qrcode67



61

1 group1 abcd1234

2 group2 abcd1234

3 group3 abcd1234

4 group4 abcd1234

5 group5 abcd1234

(1/10)

1.
2. 5 15

90

1.

2.

62

(2/10)

1.
2.

63

(3/10)

1. 106
2. ( )
3.

1 2 3

64

(4/10)

1.

2.

1

2
68



65

(5/10)

3.
ID

3

66

(6/10)
4.

4

(1)
2

(2)

67

(7/10)

5.

(1)

(2)
( )

(
)

(3)

3

(1)

(2)

(3)

68

(8/10)

5.

(4)

(5) 1
2

(6)

(4)

(5)

(6)

69



69

(9/10)

(1)

(2)

(3)

70

(10/10)
6.

(1)

Excel

shapefile

(2)

Excel

71

(2/6)

Part 2

1

2

3

4

5

72

1.

(1/5)

( 4
)

70



73

2.

(2/5)

(
4 )

3

74

(3/5)
( )

1-1. 
?

1-2. 
?

1-3. / ?
1-4. ?
1-5. ?
2-1. (1 2 3 )?
2-2. ?
2-3. ?

?

?
3-1. ?
3-2. 
3-3. ( )

75

(4/5)

3. 1

4 ( 1 ) 1
( 4 )

1.

2.

76

(5/5)

4. 2

4 ( 2 ) 2
( 4 )

1. 1
4 ( 2 ) 2

4
3

2.

71



77

(2/6)

Part 2

1

2

3

4

5

78

4 ( 1 )
1.

4

4

2. 4
( )

79

4 (1/3)
( ) ( )

1.1 1.1 5 15
50

1.2

1.2

2

1.2.1

6

1.2.2

6

80

4 (2/3)

2.

1

2.1

2.2

2.3

2.4 6

3. 3.1
105.05.01
50

6

72



81

4 (3/3)

4.

1.2 4.1 0.5
6

5. 5.1 1
1

6
5.2.1

6
5.2.2

6
5.3

6
6. 1.2 2.4 3 5

82

4 ( 2 )

1
4 ( 2 )

4
1. 2

4

2. 4

8383 73



場次三、實地作業與案例分析:
新竹縣尖石鄉那羅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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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林修澈 (2018:309)。《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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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補充教材
課程一：國土計畫體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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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一：國土計畫體制說明 

1、 我國空間計畫體制之變革 

1、 現行空間計畫體制 

按現行空間計畫相關法律規定，我國土地共可分為 3類，包

括依《都市計畫法》公告實施都市計畫所管制之都市土地，依

《國家公園法》公告實施國家公園計畫所管制之國家公園土地，

以及前開土地以外，依《區域計畫法》公告實施區域計畫所管

制之非都市土地，其中我國多數土地均屬非都市土地，約佔國

土面積將近 80%。 

除上開 3項土地使用法律外，《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

法）已於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依照該法第 45 條規定，於該法

規定之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之後，區域計畫法即不再適用，亦

即，本法未來將取代區域計畫法，作為我國非都市土地使用上

位計畫擬定以及土地使用管制之法令依據，但在國土功能分區

圖公告之前，我國的土地使用仍然依照前述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以及區域計畫法等規定進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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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謂「國土計畫」？ 

過去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依法應依照該計畫內之非都市

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

用地，以實施管制，但依照區域計畫法授權訂定之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 4條規定，現行非都市土地僅按編定使用地之類

別進行管制，且因非都市土地數量龐大，過去於 60～70 年間為

儘速完成編定作業，非都市土地原則係採現況編定使用地，故

非都市土地編定並未具有計畫概念。 

為引導我國土地有秩序發展，使該保育的地區進行保育、

該發展的地區適性發展，因此內政部依行政院政策指示，於 82

年研提本法，經過 20 餘年討論，終於在 104 年經立法院三讀通

過，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該法第 1 條明確宣示其立法目的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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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

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

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並於第 3 條第 1

項界定所稱「國土計畫」為「針對我國管轄之陸域及海域，為

達成國土永續發展，所訂定引導國土資源保育及利用之空間發

展計畫」，故國土計畫是指導土地該如何利用的計畫。 

2、 國土計畫法立法重點 

本法在立法時，即希望透過該法之施行，逐步改善現行區

域計畫及非都市土地管制相關課題，相關立法重點分別說明如

下： 

一、建立國土計畫體系，確認國土計畫優位 

於民國 72～74 年間，我國根據地理空間區域單元公告實施

「臺灣北部區域計畫」、「臺灣中部區域計畫」、「臺灣南部

區域計畫」及「臺灣東部區域計畫」，其後於 84～86 年間歷經

1 次通盤檢討，並於 102 年將該 4 個計畫整併為「全國區域計

畫」、106 年提出「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但由於該計畫係屬政

策計畫，主要研訂國土保育、海域管理、農地維護及城鄉發展

等相關土地使用指導則，並未有實質空間發展計畫。嗣內政部

於 99 年起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由各該管

政府擘劃空間發展構想，以具體引導土地使用，新北市及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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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分別於 106年及 107公告實施各該市區域計畫；至於其他

直轄市、縣（市）政府則因應《國土計畫法》施行，故而並未

繼續推動，均未依法公告實施。 

而本法施行後，依第 8條規定，國土計畫分為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等 2層級計畫，且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應遵循全國國土計畫，又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以

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定之部門計畫，亦應遵循國土計畫指

導；此外，第 16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後，應按國土計畫之指導，辦理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更；第 17

條亦規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

上部門計畫時，除應遵循國土計畫之指導外，並應於先期規劃

階段，徵詢同級主管機關之意見。因此，透過法律層級，確立

了國土計畫之優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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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建立使用許可制度 

目前非都市土地依據《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1 及第 13

條，係按現況劃設為 11種使用分區及 19種使用地；而國土計畫

為了落實「計畫引導管制」之精神，依據本法第 20條及第 22條

規定，按照自然生態、農業生產環境、城鄉發展需求以及海洋

資源保育利用等土地環境條件，並依循各級國土計畫指導，將

我國土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

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等 4 種國土功能分區及 19 種

分類，引導土地使用。 

 
承上，本法第 21 條明確規範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

地使用原則，同時第 23 條第 2 項也授權內政部應訂定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編定類別、可建築用地及強度、應經申

請同意使用項目、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禁止或限制使用等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因此，國土計畫係透過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之劃設，並根據不同分類之性質，分別訂定適當之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使計畫與管制得以確實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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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據本法第 24 條規定，在符合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之使用原則下，如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

應申請「使用許可」，但該許可不得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

類，透過計畫引導開發利用，以大幅減少開發審議之爭議及期

程，提高行政效率，改變過去個案申請開發許可造成土地蛙躍

開發、環境衝突之情形，達到開發與保育雙贏局面。 

 
 

三、建立資訊公開機制，納入民眾參與監督 

區域計畫於規劃階段並無法定民眾參與機制，爰內政部營

建署前訂定《擬定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實施要點》，於該

要點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擬定各該區域計畫，應邀集府

內主管建設、都市發展、土地、人口、財政、經濟、交通、農

業、公共設施、觀光遊憩、環境保護、文史及其他有關主管單

位組成工作小組，建立溝通協調平臺；並得委託有關機關、學

術機構或專業顧問公司辦理規劃事宜。但規劃過程之參與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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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缺乏多元性，在地居民及相關團體僅得於區域計畫委員會審

議過程，始得透過申請進行旁聽或發言表達意見。 

為加強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機制，本法第 7條除明定各層級

國土計畫審議會應遴聘民間團體、專家學者等各界代表外，第

12 條亦規定國土計畫擬定過程，即應邀請各界代表以座談會或

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作為擬訂計畫之參考；同時計畫擬訂

完成送審議前，亦應辦理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使人民

團體得於前開期間以書面提出意見，由各該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納入審議參考。 

除各級國土計畫擬訂外，為確保大規模開發案民眾參與權

利，本法第 25 條亦明定申請使用許可案件，應將申請案之書圖

文件於所在鄉（鎮、市、區）公所辦理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

聽會，並比照國土計畫，人民團體得於前開期間內就該開發案

提出意見，再由各級審議機關納入審議參考。 

四、推動國土復育工作，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為了減緩自然危害風險、復育過度開發地區以保育水土林

等自然資源，本法於立法院審議過程納入國土復育專章（第 35

條至第 37 條），並建立「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機制，使

各級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有法源依據推動相關復育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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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 35條、第 36條規定，下列 6類地區得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公告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並於劃定後擬訂復育

計畫並推動相關復育工作。 

（一）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二）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四）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 

（五）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六）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 

此外，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做為暫時性國土復育推動手段之

一，如已完成相關復育工作，依本法規定亦得訂定廢止等退場

機制，與國土保育地區屬於國土功能分區且作為土地使用管制

依據之定性有所不同。 

除本法國土復育專章外，內政部於全國國土計畫第 10 章明

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同時依據本法第 35 條、第 36

條授權，已訂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及復育計畫擬訂辦

法》，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上開 6項地區，經依全國國土計畫

評估必要性、迫切性及可行性後，得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內，

提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建議，同時，機關（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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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團體另得以書面方式向內政部提出劃定建議，透過多元劃設

建議來源，積極推動國土復育工作；雲林縣政府據以提出「雲

林縣高鐵沿線嚴重地層下陷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五、保障民眾既有權利，研訂補償救濟機制 

考量本次由區域計畫法轉換至國土計畫法，對於民眾之權

利影響重大，為了保障民眾既有權利，本法第 32 條已明定區域

計畫實施之前，或原合法之建築物、設施，如果與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規定不符者，在直轄市、縣（市）政府令其變更使

用或遷移前，得維持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此外，上開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要求遷移之建築物、

設施，因為遷移所受之損害，依本法第 32 條規定得給予適當之

補償（簡稱遷移補償費）；若原區域計畫合法編定之可建築土

地，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影響國土保安或農業生產，

應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時，因原有之建築權利被剝奪而受之損

失，依同條規定亦應給予適當補償（簡稱變更補償費），以弭

平新、舊制度轉換所帶來之衝擊。 

再者，本法亦於立法過程，首次納入「公民訴訟」機制，

若申請人依本法第 24 條規定申請使用許可，但卻違反本法相關

規定且主管機關疏於執行，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

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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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請求判令其執行，強化行政救濟之機制。 

六、因應地方發展特性，保留因地制宜彈性 

為實現因地制宜之精神，依本法規定賦予直轄市、縣（市）

政府擬定所轄國土計畫以及劃設國土功能分區之權限，由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依據施政重點提出轄區之空間發展計畫，

並考量現行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發展情形後，進行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此外，為強化地方自主與計畫指導，本法第 23 條第 4

項亦賦予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於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

下，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權利。 

此外，為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生活領域並保障原住民族基本

生存權利，本法第 11條第 2項及第 23條亦規定涉及原住民土地

及海域者，內政部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擬訂特定區域

計畫以及訂定原住民族土地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3、 國土計畫執行機制 

一、各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辦事項 

依本法第 2條規定，本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又第 4條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之事項如下： 

(1) 中央主管機關 

1. 全國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變更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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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國土計畫之核定及監督。 

3.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劃設原則之規劃。 

4. 使用許可制度及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之擬定。 

5. 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

廢止之核定。 

6. 其他全國性國土計畫之策劃及督導。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1.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變更及執

行。 

2.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3. 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之執行及直轄市、縣（市）特殊性

土地使用管制之擬定、執行。 

4. 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

廢止之核定。 

5. 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執行。 

此外，依本法第 5條及本法施行細則第 3條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應每 2年公布 1次國土白皮書；其內容應包括國土利用相關

現況與趨勢、國土管理利用之基本施政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

並透過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式公開。 

二、各級國土計畫應表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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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作為我國上位法定空間指導計畫，其中全國國土

計畫是目標性、政策性與整體性的計畫，以作為直轄市、縣

（市）擬定國土計畫的指導原則，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則是落實空間計畫指導的實質規劃作業，對於土地使用與管

制具有直接規範之效力。各級國土計畫之應表明事項依據本法

第 9 條、第 10 條以及本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6 條規定，說明

如下： 

(1) 全國國土計畫 

1. 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其中計畫年期以不超過 20 年為原

則。 

2. 國土永續發展目標。 

3. 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其中基本調查以全國空間範圍為尺

度，蒐集人口、住宅、經濟、土地使用、運輸、公共設

施、自然資源及其他相關項目現況資料，並調查國土利用

現況。 

4. 國土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策略。 

(1)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應提出天然災害、自然生態、自

然與人文景觀及自然資源保育策略；海域保育或發展

策略；農地資源保護策略及全國農地總量；城鄉空間

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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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長管理策略：應提出城鄉發展總量及型態；未來發

展地區以及發展優先順序。 

(3) 其他相關事項。 

5.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土地使用

指導事項。 

6.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應包括住宅、產業、運輸、重要公共

設施及其他相關部門，並載明下列事項： 

(1) 發展對策。 

(2) 發展區位。 

7. 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8.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 

9.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10. 其他相關事項。 

(2)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1. 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其中計畫年期以不超過 20 年為原

則。 

2. 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3. 直轄市、縣（市）之發展目標。 

4. 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其中基本調查應蒐集直轄市、縣

（市）之人口、住宅、經濟、土地使用、運輸、公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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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自然資源及其他相關項目現況資料；必要時得補充調

查國土利用現況。 

5. 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1) 空間發展計畫：提出直轄市、縣（市）國土空間整體

發展構想，並就「保育面」，提出天然災害、自然生

態、自然與人文景觀、自然資源、海域、農地等空間

保育構想；就「發展面」，提出城鄉空間發展構想及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2) 成長管理計畫：依據前述空間發展構想，提出住商、

產業之城鄉發展總量、發展型態、未來發展地區、發

展優先順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例如：未登記工廠管理

（輔導及清理）計畫，以引導土地有秩序發展。 

6.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整、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 

7.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應提出住宅、產業、運輸、重要公共

設施及其他相關部門之發展對策及區位。 

8.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9.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 

10.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11. 其他相關事項。 

三、國土計畫擬定、變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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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 11 條明定國土計畫之擬訂、審議及核定機關。全國

國土計畫由內政部擬訂、審議，並報請行政院核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擬訂、審議，並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若全國國土計畫中特定區域之內容，

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

定辦理，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擬訂。 

又本法第 7 條規定行政院、內政部以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均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

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審議、決定相關事項，就各級

國土計畫審議會之任務說明如下: 

(1) 行政院國土計畫審議會 

1. 全國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 

2. 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競合之協調、決定。 

(2)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1. 全國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2.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 

3.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復議。 

4. 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

止之審議。 

(3) 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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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2. 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

止之審議。 

另外依據本法第 12 條，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

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作成

紀錄，以為擬訂計畫之參考。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

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

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

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

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管機關參考審議，

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分別報請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至於各級國土計畫之檢討變更期程，依本法第 15 條規定，

全國國土計畫每 10 年通盤檢討 1 次，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每 5年通盤檢討 1次，但有下列情形者，得辦理適時檢討變更： 

(1)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

壞。 

(2) 為加強資源保育或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3) 政府興辦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 

(4) 其屬全國國土計畫者，為擬訂、變更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之

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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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為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之

指示事項。 

四、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依本法第 22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據各級國

土計畫指導內容，劃設國土功能分區，且依本法第 20 條規定，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並非將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進行轉換，

而是需再重新檢視土地資源條件、環境敏感特性、未來發展需

求等相關因素，並透過調查及分析相關客觀條件後，再予以劃

設。 

內政部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內，已明

定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為協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劃設作業，內政部除依本法第 22 條第 3 項授權，

針對國土功能分區圖與使用地繪製之辦理機關、製定方法、比

例尺、辦理、檢討變更程序及公告等事項，訂定《國土功能分

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外，亦研擬「國土功能

分區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並成立輔導團，以因應劃設過

程可能產生之相關問題。 

五、土地使用管制機制 

依前述說明，國土計畫係按計畫引導管制，爰未來土地使

用管制機制，除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地區，仍依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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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外，其餘土地均按

所在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性質進行管制，內政部並依據本

法第 23 條第 2 項授權，刻正訂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草案，並已初擬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免經申請同意」、

「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至於本法第 24 條規定之「使用許

可」機制，包括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認定標準、

使用許可審議規則、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收費方式等事項，亦

由內政部積極研擬中。 

六、違規查處機制與處分 

本法第 38條及第 39條已明訂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罰則，包

括從事未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使用原則之一定規模以上

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者、未經使用許可而從事符合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使用原則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使用，

或未依許可使用計畫之使用地類別、使用配置、項目、強度進

行使用，以及反本法第 23 條第 2 項或第 4 項管制使用土地等情

形，均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視情節輕重處以罰鍰；且有

重大違規事項致釀成災害者，並得處以刑事罰，以遏阻土地違

規使用行為。 

此外，本法第 40 條亦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加強稽

查，並由罰鍰中提撥一定比率供民眾檢舉獎勵使用，鼓勵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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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維護土地使用秩序。 

 
 

七、與部門計畫協調機制 

本法立法重點之一為確立國土計畫之優位性，為確保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之部門計畫符合各級國土計畫指導，避免

部門計畫與空間計畫之衝突，本法第 17 條規定，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興辦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時，除應遵循

國土計畫之指導外，並應於先期規劃階段，徵詢同級主管機關

之意見。上述所稱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之部門計畫，經

內政部訂定《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認定標準》，

範疇包括住宅、產業、運輸、重要公共設施、能源及水利中長

程或個別興辦事業計畫等。 

性質重要部門計畫之一定規模認定原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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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項目 細項 規模 

一 、 住

宅 
住宅 社會住宅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十

公頃以上 

二 、 產

業 

農業 農業科技園區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

十公頃以上 

工業 

產業園區、加工

出口區、工業專

用港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

十公頃以上 

科學工業園區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

十公頃以上 

三 、 運

輸 

軌 道

運輸 

高速鐵路 路線新建、改建或延伸工程長度 

鐵路 
路線新建、改建或延伸工程長度達十

公里以上。 

大眾捷運系統 
路線新建、改建或延伸工程長度達十

公里以上。 

公 路

運輸 

國道 
路線新建、改建或延伸工程長度達十

公里以上。 

省道 
路線新建、改建或延伸工程長度達十

公里以上。 

航 空

運輸 
民用機場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

十公頃以上或離島地區為十五公頃以

上。 

港埠 商港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

十公頃以上或離島地區為十五公頃以

上。但既有合法港區範圍內之新建、

擴建工程及填築新生地計畫，經行政

院核定者，免徵詢同級主管機關意

見。 

四 、 重

要 公 共

設施 

醫 療

設施 
醫院 

新增或擴增一般病床數達二百床以

上，或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

積達三十公頃以上。 

文 化

設施 

博物館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十

公頃以上。 

表演設施 

新增或擴增觀眾座位席次總數達三千

席以上，或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

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相 關

設施 

影 (視 )音、工

藝、出版產業等

設施及園區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十

公頃以上。 

教 育

設施 

大型體育運動場

館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五

公頃以上。 

104



部門 項目 細項 規模 

大學、技專校

院、高級中等學

校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十

公頃以上。 

環 保

設施 

一般廢棄物或

事業廢棄物掩

埋場或焚化廠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公

頃以上。 

五 、 能

源 

能 源

設施 

核能、火力、水

力、風力、太陽

能、地熱、其他

能源設施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

十公頃以上。 

石

油 、

石 油

製 品

或 天

然 氣

設施 

石油、石油製品

貯存槽或天然氣

貯存槽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

十公頃以上。 

天 然

氣 設

施 

液化天然氣接收

站 

新增或擴增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每年進

口規劃營運量為三百萬公噸以上，或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三

十公頃以上。 

六 、 水

利 

水 資

源 設

施 

蓄水工程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蓄水範圍面積

達一百公頃以上。 

引水工程 
管線新建、改建或延伸工程長度達十

公里以上。 

防洪排水工程 

河道改道長度達十公里以上，或新

設、擴大或變更滯洪池工程面積達一

百公頃以上。 

 

4、 國土計畫與區域計畫之差異 

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1條，區域計畫的目的是為促進土地

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理分布，以加速

並健全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而國土計畫

之目標是就全國各地區之人口，產業活動，實質設施與天然資

源作綜合性整體的計畫，合理配置發展空間，作為國家實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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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與土地利用之最高指導綱領。兩者最大的差異為區域計畫主

要依土地「現況」加以編定管制，國土計畫則強調透過「計畫」

去指導土地使用。 

在計畫的架構上，過去臺灣之土地使用計畫體系共分三個

層級，最上層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第二層為區域計畫，第三

層分為國家公園土地、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都市土地擬定

都市計畫，國家公園土地擬定國家公園計畫，非都市土地擬定

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在本法施行後，國土計畫將調整為

中央與地方兩個層級，分別擬定全國國土計畫以及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 

在管制的層面上，區域計畫所管制的內容依據《區域計畫

法施行細則》，包含都市土地、非都市土地以及國家公園土地

三大種類，惟都市土地以及國家公園土地仍分別依《都市計畫

法》與《國家公園計畫法》管制，實際上區域計畫管轄之土地

只有非都市土地。國土計畫明確落實對於各個計畫及土地之管

理，依據本法第 20 條將原本的都市土地、國家公園土地及非都

市土地，重新檢視及規劃為國土保育、海洋資源、農業發展、

城鄉發展 4種地區。如原本依照《國家公園法》所劃定的國家公

園土地，納入國土保育地區第 3類。原本屬於《都市計畫法》所

劃設的都市土地，則歸類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類、農業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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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類以及國土保育地區第 4 類，且本法第 21 條亦明訂各功能

分區的土地使用原則，規範各地區之使用。 

除此之外，關於海域之治理，《區域計畫法》與《區域計

畫法施行細則》中亦納入對於海域的管理，新設海域區及海域

用地。在國土計畫中，本法第 20 條規定，海洋資源地區依據內

水與領海之現況及未來發展需要，就海洋資源保育利用、原住

民族傳統使用、特殊用途及其他使用等加以劃設，並按用海需

求，予以分類，進一步對於海洋海域進行把關分類。 

 

 
 

5、 國土計畫推動進程 

依據本法第 45 條規定，國土計畫制度將分為 3 階段實施，

第 1階段為本法施行後 2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內政部已

於 107年 4月 30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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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階段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

告實施後 3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除依本法第 15 條規定免擬定國土計

畫之直轄市、縣（市）（按：臺北市、金門縣、連江縣、嘉義

市）外，其餘 18 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已於 110 年 4 月

15日經內政部核定，並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110年 4月

30日公告實施，完成第 2階段法定工作。 

第 3階段則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4年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

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如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於 110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計算，國土功能分區圖原則應於 114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公告，並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之日起，停止適

用區域計畫法，正式依國土計畫法進行管制。目前直轄市、縣

（市）政府刻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中，後續將依法辦

理公開展覽、公聽會及審議作業，並於前開期限內依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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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二：國土功能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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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二：國土功能分區 

壹、何謂國土功能分區

一、定義

「國土功能分區」是指基於保育或發展需要，依據土地資

源條件及地方發展需求劃設之範圍，未來全國國土將分別劃設

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

鄉發展地區」，國土功能分區將在 114年 4月 30日前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公告，屆時將取代目前非都市土地 11種使用分區。

換言之，在 114年 4月 30日後，非都市土地將依據國土功能分

區進行土地使用。 

因國土功能分區並非直接以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進行

轉換，而是應再重新檢視土地資源條件、環境敏感特性、未來

發展需求等相關因素，必要時，並應進行現況調查，確認發展

現況情形，再予以劃設適當分區。 

二、辦理劃設方式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條及第 22條規定，國土功能分區應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劃設作業，且辦理劃設方式及程序，

應依據國土計畫法、國土功能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及全

國國土計畫辦理。依據辦理作業過程，區分為三階段如下： 

（一）第一階段：擬定全國國土計畫 

依據本法第 9 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應研訂國土功

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內政部於 105 年 4 月 30 日公

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該計畫明定國土保育地區分為 4類、

海洋資源地區分為 3 類（其中第 1 類再區分為 1-1、1-2）、

農業地區分為 5類、城鄉發展地區亦分為 3類（其中第 2類

再區分為 2-1、2-2及 2-3）（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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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二）第二階段：擬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依據本法第 10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全國

國土計畫指導，進行轄區範圍內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

業，並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該階段劃設之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是屬「示意圖」，表明大致劃設區位及範圍；

就國土功能分區界線及該階段無法辦理完成者（原住民族聚

落之國土功能分區等），應於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圖製

作）持續辦理。 

（三）第三階段：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圖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

地編定作業辦法》規定，就轄內所有土地繪製國土功能分區

圖、整理土地清冊及研擬劃設說明書。直轄市、縣（市）政

府於該階段作業過程，明確釐定各國土功能分區界線及所有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並應依據前開作業辦法規定，辦理公開

展覽及公聽會後，提請各該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審議，並於審議通過後依法公告，俾依據國土功

能分區進行土地使用。 

貳、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一、劃設條件

《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條件如下： 

（一）國土保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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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國保一）：包含山脈保育軸帶（中央

山脈、雪山山脈、阿里山山脈、玉山山脈、海岸山脈）、河川

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範圍內之珍貴森林資源、生態

資源、水源涵養區域。

2.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國保二）：鄰近山脈保育軸帶、河川

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溼地周邊地區內，屬於保育緩衝空間。

以及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

3.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國保三）：國家公園計劃地區，屬於

國家公園法管制地區。

4.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國保四）：屬於水源（水庫）特定區、

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保護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其他都

市計畫內屬於河川廊道之保護及保育相關分區及用地。

（二）海洋資源地區

1.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海一之一）：依其他法律於海域

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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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海一之二）：使用性質具排他性

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水體、海

床或底土等）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進

入或通過之使用。 

3.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海一之三）：屬前兩項分類以外

之範圍，經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核

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其使用須設置人為設施且具排他性者。 

4.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海二）：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

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水體、海床或底土

等），未設置人為設施。 

5.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海三）：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 

 

 

 

 

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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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發展地區 

1.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農一）：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或曾

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且滿足面積規模大於 25

公頃以上予農業生產使用比例達 80%以上者。 

2.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農二）：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農業

發展多元化地區。不符合農 1條件，或符合條件但面積規模

未達25公頃或農業生產使用面積比例未達80%以上之地區。 

3.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農三）：位於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

以及可供經濟營林等之林產業用地。 

4.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農四）：依原區域計劃法劃定之鄉村

區（含原住民族土地），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中地區。與農

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 

5.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農五）：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

設條件，或土地面積完整達 10 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 80%

之都市計畫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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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鄉發展地區 

1.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城一）：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及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範圍之都市土地。 

2.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城二之一）：依原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工業區、鄉村區及特定專用區。 

3.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城二之二）：核發開發許可地區

（除鄉村地區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者、特定專用區屬水

資源設施案件者外）。 

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城二之三）：經核定重大建設計

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且有具體規劃內容或

可行財務計畫者。 

5.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城三）：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

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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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劃設順序 

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優先

劃設外，其先後順序依次以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

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為原則： 

（一）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之地區。 

（二）依原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之地區。 

（三）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及一定面積規模以上

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 

（四）其他海域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 

三、各國土功能分區界線劃設方式 

（一）國保 3：以國家公園計畫之計畫範圍線為界線。 

（二）城 1、國保 4 及農 5：以都市計畫之計畫範圍、使用分區或

用地界線為界線。 

（三）農 4（屬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者）、城 2-1、城 2-2及

城 3：以地籍線為界線。但屬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基於規劃完整性，得以明顯地形地貌為界線。 

（四）海洋資源地區：以原區域計畫法取得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範圍、

平均高潮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公告範圍或固定式人為

設施邊界為界線。 

（五）國保 1及 2： 

1.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公告範圍為界線。但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劃設公告範圍非以地籍為劃設依據者，得考量範圍完整

性，以地形、地籍折點或其他適當方式決定界線。 

2.屬符合國保 2劃設條件之離島，得以地籍線或平均高潮線範

圍為界線。 

（六）農 1、2及 3：以地形或地籍線為界線。但單一狹長型土地穿

越 2種以上國土功能分區者，得考量範圍完整性，以地籍折

點或其他適當方式決定界線。 

（七）農 4（非屬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者）：以建築物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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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線或地形為界線。 

（八）城 2-3：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載明城 2-3之範圍線為

界線。 

（九）其他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定決定界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界線決定有疑義時，應該

先徵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該機關應明確釐清其主管範圍界

線後提供意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得視實際需要，

會商有關機關辦理現地會勘後決定邊界。 

三、辦理程序 

國土功能分區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繪製完成後，應

辦理下列程序： 

（一）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1.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有關鄉（鎮、市、區）公所

分別公開展覽 30 日，並於直轄市、縣（市）適當地點舉行

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

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

地址，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陳述意見。 

（二）報請二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期滿後，應將

國土功能分區繪製結果報提請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審議會審議，並於審議通過後，報請內政部核定。 

（三）核定及公告 

1.國土功能分區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於收到核定公文之日起 30 日內，核定使用地編

定結果，並一併公告，且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有關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

少於 90 日；公告時間及結果重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

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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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後及辦理公

告前，應將相關圖說及計畫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

用地資訊系統，供民眾查詢。現階段可直接洽詢土地所在的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後，亦可直接

洽詢土地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由內政部提供之

免費國土功能分區查詢系統。如有申請證明必要時，得透過

網際網路、親洽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分區證明書。 

（四）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方式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後，

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調整之時程及情形如下： 

1.通盤檢討：直轄市、縣（市）政府可以每 5年通盤檢討 1次

國土功能分區圖，以適時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 

2.隨時辦理：屬於加強國土保育性質者，可以配合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法令規定，在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下，調整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 

3.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定期限內辦理： 

(1)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成長管理計畫指定之未來發展

地區，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調整為城 2-3： 

○1 成長管理計畫之發展順序、時程及性質。 

○2 城 2-3劃設條件。 

○3 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定事項。 

(2)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定得調整國土功能分區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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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三：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劃 

壹、背景說明 

一、何謂原住民族土地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 條第 5 款規定，原住民族土地係

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二、現行區域計畫法下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劃及管制 

（一）土地使用管制 

1.我國土地依據土地使用管制法定規定，區分為「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及「國家公園土地」等 3種，原住民族土地

大多位屬「非都市土地」，該類土地依據《區域計畫法》及

其相關子法進行土地使用管制，前開子法包含《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等。 

2.非都市土地依據土地資源條件，劃定為「森林區」、「山坡地

保育區」、「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等 11 種土地使用

分區；並依據土地利用現況，編定為「林業用地」、「農牧用

地」、「建築用地（按：再分為甲種、乙種、丙種、丁種建築

用地）」等 19種使用地。 

3.原住民族土地大多屬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等，使用地大多

編定為林業用地、農牧用地或丙種建築用地等；依據前開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 1規定，林業用地得作為林業使

用、林業設施等 20種使用項目，農牧用地得作為農作使用、

農舍、農作產銷設施等 20 種使用項目，丙種建築用地得作

為住宅、宗教建築、公用事業等 23 種使用項目。如未依據

附表 1規定進行使用者，即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二）土地使用規劃 

1.為符合原住民族土地使用型態，土地使用規劃方式之一，係

依據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劃定為適當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

為適當使用地。因非都市土地係於 64年至 75年間完成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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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劃（編）定作業，部分部落之使用分區劃定方式經檢討後

有劃定錯誤情形，內政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05 年推動

「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更正編定計畫」，

完成 16處部落土地更正為鄉村區作業。 

2.另依《全國區域計畫》規定，原住民族土地等地區因具有地

理環境或特殊性，其土地使用方式有別於其他土地，有必要

針對該類型土地以整體性觀點進行考量，爰內政部與原住民

族委員會啟動辦理「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

及斯馬庫斯部落」之規劃工作，以參與式規劃確認部落意願，

並針對水源保護、農作使用、建築使用、殯葬使用等部落空

間利用重要議題，納入泰雅族傳統 GAGA 精神訂定該計畫，

於 108年 3月 29日公告實施。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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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土計畫下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劃

依據國土計畫法規定，就原住民族土地訂定國土規劃基本原

則，並明定內政部應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訂定原住民族土地及海

域之特定區域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就國土計畫法規定下，

原住民族土地規劃相關原則及機制如下： 

一、國土規劃基本原則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6 條規定，國土規劃涉及原住民族之土

地，應尊重及保存其傳統文化、領域及智慧，並建立互利共榮

機制。 

二、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一）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現行非

都市土地之鄉村區得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或「城

鄉發展地區第 3 類」，且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得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 4 類」；至於其他土地則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

劃設條件，劃設為適當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二）再依據前述《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經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 4 類」之土地，可提供農村生活及其相關設施使用；另

「城鄉發展地區第 3 類」範圍土地可作為原住民族居住及其

所需相關設施使用。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劃設方式，詳

如本文「參、原住民族土地之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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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一）考量過去非都市土地係依據現況辦理編定後進行土地使用管

制，並未如同都市計畫，依據地方發展需求進行整體空間規

劃，並配置必要公共設施。為引導非都市土地有秩序利用，

內政部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以鄉（鎮、市、區）為

計畫範圍，並針對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及景觀等議

題進行檢討分析，在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下，研擬適合當

地之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二）內政部於 110 年補助辦理 19 個鄉（鎮、市、區）整體規劃，

屬原住民地區者包含嘉義縣阿里山鄉、高雄市六龜區、屏東

縣三地門鄉及霧台鄉、花蓮縣光復鄉、臺東縣卑南鄉及池上

鄉等 6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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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延續現行區域計畫之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機制，在國土

計畫法下亦有特定區域計畫，針對跨縣市行政轄區界線範圍，

且預定處理課題所採取策略顯與全國國土計畫通案性處理原

則不同者，可評估採該機制辦理。 

參、原住民族土地之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 

一、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劃設條件、聚落範圍劃設方式 

（一）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

1.依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

區，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

2.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經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屬於農村主

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

之農村，得予劃設。

3.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

鄉村區，優先劃入。

4.於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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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再生情形下，於依本法取得使用許可後得適度擴大其範

圍。 

（二）前述「聚落」之定義，係指部落範圍內人口集居地區，最近

5 年中每年人口聚居均已達 15 戶以上或人口數均已達 50 人

以上，且既有甲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或既有建物（105

年 5 月 1 日前存在者）聚集範圍，面積達 0.5 公頃以上。 

二、劃設方案 

因目前全國 735 個原住民族部落發展情況不同，總統府原

住民族轉型正義委員會認為若僅係以前開「部落內之聚落」定

義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有不符現地需求情況，且對於散

居 50 公尺以外，又屬同部落之族人明顯不公平對待。經過與

總統府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委員會討論，並提報內政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討論後，確認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得採下列方案擇一辦理。目前直轄市、縣（市）政府大多

採方案一方式辦理劃設，以務實解決現況居住問題，至於未來

中長期發展需求範圍，後續將以啟動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方

式辦理。 

（一）方案一：聚落既有建物集中，且分布有超出部落範圍情形，

則以實際範圍劃設為農 4

1.以部落人口、建築物或建築用地聚集範圍劃設「聚落」。

2.劃設之「聚落」應符合下列條件：

(1)人口數或戶數：

○1 最近 5 年每年戶數達 15 戶以上或人口數達 50 人以上。 

○2 戶數未達 15 戶且人口數未達 50 人，但實際具有「聚落

結構」之微型聚落。前述「聚落結構」係指建物聚集範

圍具有「社會」及「空間」關聯性者，同時應符合下列

2 要件： 

A.既有建物係供家戶使用，且各家戶係具有生活互動關

係之社會群體，包含家族或氏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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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既有建物具有共同使用公共空間，且未受河川、道路

等明顯地形地物阻隔。前述共同使用之公共空間包含

出入空間(如道路)、祭儀空間(如祖靈屋、教會)、生

活空間(如曬穀場、小廣場)等。 

(2)範圍： 

○1 甲、丙種建築用地或既有建築物（105 年 5 月 1 日前存

在者，得參考 106 年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建物圖層）

兩兩相距不超過 50 公尺為原則。 

○2 以地籍界線、建築物最外圍界線或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

道路、溝渠等明顯地形地物邊界劃設，並應使坵塊儘量

完整。 

○3 經當地直轄市、縣（市）交通主管機關評估，既有巷道

有維持供交通使用功能者，得納入範圍。 

○4 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緊鄰聚落之公共設施、

傳統慣俗設施或農業居住生活相關附屬設施，得納入範

圍。 

○5 連通聚落之道路及其周邊建物，得納入範圍。 

⑥避免使用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為

原則。 

⑦劃設範圍內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地區（山崩與地滑地質

敏感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應徵詢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意見，以納為範圍劃設之參考。 

⑧因當地客觀條件特殊，導致劃設範圍無法符合前開劃設

原則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

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同意後，不受前開劃設原則規定之限制。 

(3)面積：合計面積應達 0.5 公頃以上，微型聚落得不受該面

積規模之限制。 

3.前開部落係指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並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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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年 7月出版發行「臺灣原住民族部落

事典」之部落範圍；聚落劃設範圍不受核定部落範圍線之限

制，且同一核定部落範圍，因明顯地形地物等原因阻隔而有

多個「聚落」者，得個別劃設。 

（二）方案二：部落範圍內大多為已建築或已開發利用土地，則按

部落範圍劃設為農 4 

1.部落範圍內大多為已建築或已開發利用土地，為利後續改建

及當地生活品質考量，該等部落應保留一定比例空地，爰以

106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進行分析，各該部落範圍內非

屬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劃設條件之土地，且非屬農業利用土

地、森林利用土地，合計面積超過 50%者，得就部落範圍劃

設為農 4。

2.另經以部落範圍劃設為農 4者，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

第 2類劃設條件之原住民族土地，非屬歷史災害範圍，經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原住民族傳統慣習之農業、建築、

傳統祭儀及祖靈聖地，得經部落同意後，於適當使用地別申

請使用，並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以兼顧國土保育保安及原住民族發展權益。又前開管制

規則依法完成前仍按國土保育地區相關規定辦理。

3.前開歷史災害範圍，係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製作之「歷

史坡地災害位置」及「歷史淹水災害位置」等 2項資料，與

特定水土保持區、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及國土復育促

進地區。

（三）方案三：部落範圍內建物零星分布，仍依據部落範圍劃設為

農 4，並應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

計畫，規劃其合宜用地 

1.如以核定部落範圍劃設為農 4，農 4範圍土地均得申請作為

住宅或建築使用，倘無計畫引導後續開發建築區位，恐衍生

部落空間發展紊亂、公共設施缺乏等問題，故後續應辦理「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或「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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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空間發展構想，指明居住、產業、基本公共設施區位，

並規劃部落內外道路系統、消防通道等，於符合各該計畫者，

未來允許得依據前開規定申請作為住宅等相關使用，以滿足

族人居住需求。 

2.又考量依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部落範圍土

地多應劃設為農 3，故未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前，比照農

3進行土地使用管制，農 3申請容許使用項目包含農舍、農

業之產製儲銷設施等。至涉及國保 1、2 劃設原則者，仍應

依國保 1、2進行土地使用管制。

3.至於部落範圍內基本公共設施、道路、消防通道等用地取得

方式，得透過農村再生、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或其他方式辦理，

未來並得結合地方創生資源，引導聚落生活、生產、生態永

續發展。

三、微型聚落 

（一）考量原住民族居住特性，有部落或聚落範圍人數未能達 15

戶或 50 人以上，但實際具有「聚落結構」，該等微型聚落仍

得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 

（二）前述「聚落結構」係指建物聚集範圍具有「社會」及「空間」

關聯性者，同時應符合下列 2 要件： 

1.既有建物係供家戶使用，且各家戶係具有生活互動關係之社

會群體，包含家族或氏族等。

2.既有建物具有共同使用公共空間，且未受河川、道路等明顯

地形地物阻隔。前述共同使用之公共空間包含出入空間(如

道路)、祭儀空間(如祖靈屋、教會)、生活空間(如曬穀場、

小廣場)等。

四、得納入方案一農 4聚落之公共設施、農業居住生活相關附屬設

施及傳統慣俗設施認定原則 

（一）有關得納入農 4 聚落範圍之公共設施、傳統慣俗設施及農業

居住生活相關附屬設施，應係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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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上必須緊鄰生活聚落，機能上維持當地基本生活需求，

或與部落傳統生活不可分離者，始得納入。 

（二）就得納入方案一農 4 聚落之公共設施、傳統慣俗設施及農業

居住生活相關附屬設施之認定原則說明如下： 

1.公共設施 

（1）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屬毗鄰或鄰近聚落，且

與生活圈範圍內生產及生活相關，或具滿足生活圈內民眾

之居住、工作、休閒及交通等相關機能等與生活機能息息

相關之鄰里型公共設施，例如國小、國中、幼稚園、里民

活動中心、派出所、郵局及集會所等。  

（2）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個案認定屬與該農 4 聚落

生活機能息息相關之鄰里型公共設施，並應納入劃設說明

書說明。 

2.農業居住生活相關附屬設施 

（1）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屬毗鄰或鄰近聚落，且

屬農業居住生活相關之附屬設施，原則得納入，如穀倉、

豬舍、雞舍、牛舍等。 

（2）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個案認定屬毗鄰或鄰近聚

落，且屬農業居住生活相關之附屬設施，並應納入劃設說

明書說明。 

3.傳統慣俗設施 

（1）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屬毗鄰或鄰近聚落，具

公共使用性質且與部落傳統生活密不可分者，原則得納入。

又依其使用性質，分為：公共事務設施、傳統祭儀設施、

傳統文化設施及傳統交通設施等 4 類（如表 1）。 

（2）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個案認定屬毗鄰或鄰近聚

落，具公共使用性質且與部落傳統生活密不可分之傳統慣

俗設施，並應納入劃設說明書說明。 

表 1 得納入農 4 聚落範圍之傳統慣俗設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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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性

質 

傳統慣俗相

關公共設施 
用途說明 族別 

公共事

務設施 

工作房 

工作房又稱工作屋，是雅美族男女聚

集製作藤具、紡織、製造漁具和陶器

的場所，而集會宴客等必要時會拿來

當客廳使用。 

雅美族 

涼台 

高於地表的干欄建築，是以茅草蓋頂

的長方形單屋，族人聚集在此休息乘

涼、製作漁網、編織藤籃，夏季也可

在此過夜。  

雅美族 

傳統祭

儀設施 

男子集會所

或少年/青年

會所 

主要作為族內男子進行祭祀、政治、

軍事、教育、社交等族群議題討論的

場所。  

阿美族、卑南族、

排灣族、拉阿魯哇

族、卡那卡那富

族、鄒族、撒奇萊

雅族、泰雅族  

祖靈屋 

為族人的信仰中心，祭祀場所。 排灣族、魯凱族、

卑南族、邵族、阿

美族  

氏族祭屋 

為部落內部保有傳統神靈意識及組織

信仰的建築空間。以鄒族為例，每個

家族（氏族）都擁有一間祭屋，與住

家比鄰。  

鄒族 

傳統文

化設施 
望樓 

望樓建築是為全社之公共建築物，主

要作為防禦之用以看手來襲外敵，或

做為社內之集會所。  

泰雅族、噶瑪蘭

族、鄒族  

傳統交

通設施 
船屋 

船屋作為船的住所，為不同家族共同

使用之設施。主要於村落與港口之間

搭建船屋作為放置漁船的地方。  

雅美族 

肆、執行方式

為辦理原民聚落之農 4 劃設作業，內政部於 110 年補助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

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就執行方式說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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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人口統計資料及相關圖資，包含： 

（一）部落人口資料

包含「部落範圍內實際居住之人數及戶數」及「部落範

圍內之原住民戶籍人口數及戶數」，且至少蒐集近 2 年資料

作為佐證。 

（二）部落圖資

包含地籍圖、臺灣通用電子地圖（106 年度版）、國土利

用現況調查成果、都市計畫使用分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核定部落範圍、環境敏感地區等。 

二、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為確認聚落劃設範圍，以二手資料蒐集之國土利用現況地

查成果為基礎，至現場就部落進行調查下列項目，並將調查結

果上傳「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 

（一）部落範圍內建築物利用型態（包含住宅、商業、工業、農業

設施等）。 

（二）部落範圍內既有公共設施：

1.基本公共設施：例如部落聚會所、污水處理設施、自來水設

施、電力設施、社區道路等。

2.一般公共設施：例如殯葬設施、托嬰中心、幼兒園、垃圾處

理、警察派出所、消防站、加油站、國中小學、長照設施、

醫療設施等。

（三）部落範圍內傳統慣俗設施：例如烤火房、穀倉、獵（工）寮、

望樓、祖靈屋、集（聚）會所及其他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認定之傳統文化、祭儀設施項目。 

（四）部落範圍內歷史災害地點（以天然災害為主）。

三、部落溝通 

（一）辦理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劃設作業前 

1.至各部落進行說明，讓族人瞭解國土計畫及部落聚落劃設原

則（包含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劃設三種方案內容及相關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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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推動時程）等事項，並蒐集族人意見，以為選定農業發

展地區第 4類劃設方案及劃設範圍之參考依據。 

2.如以核定部落範圍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者，後續應辦理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者，應同時請部落提出生活（居住、

公共設施）、生產（農耕、觀光）、生態（水源、保育）及文

化（傳統慣俗）之未來土地使用需求及規劃構想。

（二）辦理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劃設作業中

1.完成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草圖（第 1版）後，至各部落辦理

第 1場部落說明會，向族人說明劃設原則及初步劃設成果，

以蒐集族人意見，並確認劃設範圍是否有錯誤或遺漏。

2.依據第 1場部落說明會反映意見，調整修正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草圖（第 2版）後，召開第 2場部落說明會，確認農業

發展地區第 4類劃設成果；倘仍無法達成共識者，則召開第

3場說明會以討論確認處理方式。

（三）前開說明會後均應就部落族人發言製作會議紀錄，並針對族

人意見研擬回應處理情形。 

（四）部落如擇定以方案三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範圍者，應辦

理部落訪談，訪談內容包含人口趨勢、部落產業需求及土地

利用衝突等。 

四、確認農 4 範圍 

（一）界定聚落範圍及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範圍草圖： 

1.依照內政部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聚落範圍認定原則，並

參酌現況調查結果及部落族人意見，界定聚落範圍並劃設農

業發展地區第 4類範圍草圖。

2.確認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範圍是否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地

區（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如是，應完成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作業，彙整相

關辦理經過及結果。

（二）完成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範圍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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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部落溝通後，依據部落意見調整修正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範圍草圖，並提供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納入全市（縣）國土

功能分區圖。

2.如以核定部落範圍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後續應辦理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者，應提出生活（居住、公共設施）、

生產（農耕、觀光）、生態（水源、保育）及文化（傳統慣

俗）之未來土地使用需求及規劃構想。

（三）研擬劃設說明書：就原住民族聚落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情形，

配合研擬劃設說明書草案相關內容。

五、案例說明 

（一）基本資料 

1.根據原住民族部落事典，松鶴部落屬泰雅族部落，總人口數

約 693人，部落範圍內目前為非都市土地鄉村區、特定農業

區、一般農業區及山坡地保育區，除既有乙種建築用地、甲

種建築用地及丙種建築用地外，大部分既有建築坐落於農牧

用地。

2.將部落範圍套繪環境敏感地可發現，除部落範圍全區皆位屬

山坡地範圍外，此部落鄰接之大甲溪屬中央管河川，大甲溪

北側之部落範圍大部分皆涉及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

鄉村區周邊則皆涉及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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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和平區松鶴部落基礎資料 

（二）劃設模擬

1.步驟一：指認聚落大致範圍

利用 106 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建物資料以 50 公尺為

單位聚集鄰近建物。 

臺中市和平區松鶴部落農 4劃設步驟一

135



 

2.步驟二：以人口分析結果，指認符合條件之聚落大致範圍 

利用戶籍人口點位資料，計算步驟一成果各範圍內人口

數，選取達 50 人且達 15 戶以上者。 

 

 
臺中市和平區松鶴部落農 4劃設步驟二 

 

3.步驟三：確認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是否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

地區 

 
臺中市和平區松鶴部落農 4劃設步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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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步驟四：依據發展總量，調整並完成農 4範圍草圖（第 1版）

(1)以範圍 1 為例，劃設面積 3.57 公頃。

(2)依據周邊明顯之道路劃設後，依建築物主要坐落之宗地界

線劃設，另涉及中央管河川區域線之建築物則不予納入聚

落範圍。

臺中市和平區松鶴部落農 4劃設步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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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相關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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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相關 QR code

QR cord 用途說明 

於課程中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掃描

QRcord，點擊【輸入您的問題】，完成後，

選擇是否填入姓名，點擊【發送】即完成提

問，講師將於 QA時間回答發送的問題。 

可透過本連結下載課程講義之電子版。 

調查工具：內政部營建署「國土規劃地理資

訊圖台」架設之部落調查手持應用裝置。 

帳號密碼請詳見分組名單。 

歡迎各位學員於課程結束當日填寫回饋表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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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地踏查及分組討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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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同仁 政大小助教 圖台帳號: group1

蔡玉滿 楊顥 圖台密碼: abdc1234

序號 名稱 所屬單位 族別/部落

1 石志強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2 劉慕萱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專員 泰雅族

3 劉筱希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產業觀光課 技士 泰雅族

4 董凌圻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技士

5 芭翁都宓 政治大學土地政策暨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 泰雅族  田埔部落

6 林立娟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7 風志雄 苗栗縣南庄鄉民代表 賽夏族

8 楊宬律 臺灣師範大學/心測中心/泰雅語研究員 泰雅族/發祥部落

9 林潔 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規劃師

10 林惠玲 永馨全人關懷協會 泰雅族

11 易奉萱 慈心基金會 花東專員

12 蘿芭‧浦代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土登人員

13 彭秀蘭 新竹縣梅花村 泰雅族

14 何江玉秀 新竹縣梅花村 泰雅族

15 高秀玲 新竹縣梅花村 泰雅族

16 賴清美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臨時人員

5. 實地踏查及分組討論名單

第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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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同仁 政大小助教 圖台帳號: group2

廖雅虹 石楚芸 圖台密碼: abdc1234

序號 名稱 所屬單位 族別/部落

1 潘詩予 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技士

2 莊寶蘋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課員 泰雅族/環山部落

3 李奇澍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課員

4 何瑞珍 烏來區公所/課程 泰雅族

5 田祖妘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課員

6 楊礎毓 社團法人臺灣災害管理學會

7 Pisuy Masin 關西暨竹東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社工 泰雅族/那羅部落

8 周恩 中國科大 泰雅族

9 陳國誠 羅山部落會議/幹事 泰雅族/羅山部落

10 林婉茹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排灣族/屏東縣泰武鄉萬安村

11 頂定巴顏 嘉興國小民族小學文化師 泰雅族/那羅部落

12 蘇煒程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13 以拜．卡灰 鎮西堡部落會議文化組組長 泰雅族

14 田芷涵 暨南大學/原專班大二生 泰雅族/水田部落Slaq

15 沈寶玉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臨時人員

16 劉麗芬 新竹縣梅花村 泰雅族

17 賴葉木 新竹縣梅花村 泰雅族

第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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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同仁 政大小助教 圖台帳號: group3

鄭鴻文 薛容祥 圖台密碼: abdc1234

序號 名稱 所屬單位 族別/部落

1 葉君麗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2 柯武勇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課員 泰雅族

3 甘敏傑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課長

4 楊玲玲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泰雅族/桶壁部落

5 楊勝豪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專案管理人員 泰雅/桶壁部落

6 邱詩庭 台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

7 葉王靖 台灣大學城鄉所碩一 排灣魯凱/達魯瑪克，新竹長大

8 洪俊傑 政大地政

9 林幸 苗栗縣南庄鄉石壁部落主席 泰雅族

10 劉婉玲 泰安鄉大興村村民 榮安部落

11 姚又溱 苗栗縣泰安鄉公所 泰雅族

12 鄭宇荃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13 鍾又任 沛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廠長 畢業於台大城鄉所 排灣族/七佳部落

14 faliyos afiyaw 嵐幽巴恩嵐凡影像工作室 阿美族/舞鳳部落

15 江森 部落大學執行長 泰雅族

16 李榮章 新竹縣梅花村

17 江銀政 新竹縣梅花村 泰雅族

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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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同仁 政大小助教 圖台帳號: group4

喬維萱 陳玟君 鍾佩儒 圖台密碼: abdc1234

序號 名稱 所屬單位 族別/部落

1 劉玉仙 辦事員

2 林東暭 烏來區公所 泰雅

3 謝冠宇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課長

4 林慧貞 烏來區公所 泰雅族/德拉楠
（下盆部落）

5 周守信 烏來區區長

6 蔡沛庭 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

7 李藍欣 中華大學專案研究助理

8 郭承芳 嘉義市／市民（公民）

9 亞弼達利 政大原專班 Tayal

10 彭建富 富爸營地/長工 泰雅

11 黃崇峻 伊雲谷數位科技/資安工程師

12 張容瑜 政大地政系計畫專任助理

13 陳文龍 屏東科技大學景觀暨遊憩研究所 排灣族

14 羅恩加 尖石鄉民 泰雅族/石磊部落

15 高靜珠 新竹縣Mekalang創生農業栽培班 泰雅族

16 高崇賜 新竹縣梅花村 泰雅族

17 高玲珠 新竹縣梅花村 泰雅族

第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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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同仁 政大小助教 圖台帳號: group5

郭婕瑩 游思夷 曾歆 圖台密碼: abdc1234

序號 名稱 所屬單位 族別/部落

1 蓮王東昌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科員 阿美族

2 簡善謙Botu Taito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泰雅族/上奎輝部落

3 卡瓦思‧雅高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約僱人員

4 林鴻耀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技士

5 烏來區建設課同仁

6 李奕樵 中華大學副教授

7 卡伊.馬賴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泰雅族/天打那部落

8 呂小龍 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主席 泰雅族

9 林美怡 仕衡印刷/設計總監；北商大/創意設計與經營研究所 泰雅族/水田部落

10 田莘 政治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

11 賴靜宜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工友

12 高月美 新竹縣梅花村 泰雅族

13 劉真琴 新竹縣梅花村 賽德克族

14 陳建積 新竹縣梅花村 泰雅族

15 鄭家雯 政治大學 地政系

16 鄭群仙 新竹縣梅花村 泰雅族

17 陳文斌 新竹縣梅花村 泰雅族

第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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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住宿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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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住宿注意事項

一、住宿地點：新竹朝日溫泉民宿 

  （地址：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 4鄰 32號） 

二、住宿注意事項： 

(一)本單位將向有選擇住宿之學員，收取一千元保證金 （團隊將於 5/14(六)場

次四簽退時退還保證金）。

(二)入住辦理：5月 14日（星期六）。

1. 課程第一天簽到後，工作人員將逐一發放入住房卡。

2. 課程第一天結束後，統一由巴士接送學員至住宿地點。

(三)退房辦理：5月 15日（星期日）。

1. 早餐供應從 7：30開始，請學員於民宿餐廳用餐。

2. 請學員於 8：45整，收拾好行李統一於一樓集合，並將房卡交付給小助教辦

理退房。

3. 8：50分上車，並請各住宿之學員確認行李都已放妥至遊覽車上。

4. 9：00分準時出發至尖石文化館與其他學員會合後，再出發至那羅部落。

分房名單 

101 102 103 105 106 201 

邱詩庭 郭承芳 張容瑜 姚又溱 葉王靖 風志雄 

蔡沛庭 楊宬律 鄭家雯 葉君麗 洪俊傑 陳國誠 

田芷涵 林婉茹 田莘 林立娟 蘇煒程 林幸 

楊礎毓 林惠玲 易奉萱 陳文龍 

202 203 205 206 301 302 

楊玲玲 劉筱希 黃崇峻 林潔 劉玉仙 

林慧貞 何瑞珍 鄭鴻文 郭婕瑩 莊寶蘋 

楊勝豪 周恩 

林東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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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作人員名單

【主辦單位】 

內政部營建署 
綜合計畫組 

蔡玉滿 

廖雅虹 

郭婕瑩 

鄭鴻文 

喬維萱 

陳玟君 

【委辦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土地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 

計畫主持人 官大偉 

協同主持人 戴秀雄 

計畫助理 方怡蓁 Yangui’a Kubana 

北區總召 鍾佩儒 Miciang 

小助教 

薛容祥 Truku Ukan 

楊顥 Syat 

遊思夷 

Dresedres Tjaruzaljum 

石楚芸 Umav Salapuana 

曾歆 Ljaikim Curuvu 

【協辦單位】新竹縣尖石鄉公所 

【協辦單位】新竹縣尖石鄉原住民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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