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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第 34次研商會議 

壹、開會緣由 

依據 109 年 4 月 21 日修正之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 45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 2 年內，

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第 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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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4 年內，依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第 2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

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第 3 項）」是以，於本法施行後 9 年

內，現行非都市土地將依據本法進行管制。 

又依本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之使用地類別編定、變更、規模、可建築用地及其強度、應

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

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屬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

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 

為使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順利銜接，同時強化計畫引導

土地使用之管制原則，本部刻研擬「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草案）相關內容，為使該管制內容更臻完善，爰持續

就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容許使用情形與相關議題，透過研

商會議徵詢中央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意見，俾利土

地使用管制內容符合實需。 

本次會議係就「國土計畫使用地編定類別及編定方式」

以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強度管制方式」等議題，邀集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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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政府及有關機關研商，俾利研析後納入國土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規範。 

貳、討論議題： 

議題一：國土計畫使用地編定類別及編定方式 

一、背景說明 

（一）依照本法第 21 條立法精神，國土計畫應以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引導管制，惟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亦規定應依據

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

區及編定適當使用地，並實施管制，爰未來國土計畫原則

仍應編定使用地。 

（二）基於前開本法規定，本署自 105年起進行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草案研訂作業，按現行區域計畫法思考邏輯，

進行使用地編定類別研議，且為避免使用地編定類別繁雜，

並利使用性質一望即知，原規劃以現行區域計畫法施行細

則所定 19 種使用地編定類別為基礎，進行整併及調整名

稱，並配合政策需求訂定編定類別（如表 1），並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據以進行國土計畫使用地編定作業。 
表 1 原規劃國土計畫使用地編定方式 

國土功能分區 

 

區域計畫 

使用地 

國土保育 農業發展 城鄉發展 
海洋 

資源 1 2 1 2 3 4 2-1 
2-2 

(註 1) 
2-3 3 

甲種建築用地 建築用地、宗教用地(註 2) 

--- 

乙種建築用地 建築用地、宗教用地(註 2) 

丙種建築用地 建築用地、宗教用地(註 2) 

丁種建築用地 

建築 

用地 

(註 3) 

產業用地 

窯業用地 礦石用地 

農牧用地 農業生產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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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用地 農業生產用地 

林業用地 林業用地 

礦業用地 礦石用地 

鹽業用地 礦石用地 

交通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水利用地 

遊憩用地 遊憩用地、宗教用地(註 2) 

殯葬用地 殯葬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古蹟保存用地 配合毗鄰使用地編定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宗教用地(註 2)、公共設施用地(註 4)、遊憩用

地(註 5)、農業設施用地(註 6)、農業生產用地

(註 7)、特定用地(註 8) 

--- 特定產業用地(註 9) 

海域用地 --- 
海洋用地、海洋

設施用地(註 10) 

註 1：屬依原區域計畫法核發許可或同意之開發計畫，於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前仍屬有效，且已

完成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之異動登記者，於使用地名稱後增加（使）之文字。 

註 2：屬原區域計畫既有甲種、乙種、丙種、遊憩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且取得宗教主管機關依

法核發之寺廟登記證者，得編定為宗教用地。 

註 3：屬原區域計畫既有丁種建築用地，得編定為建築用地。 

註 4：屬原區域計畫既有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供自來水、電力、電信、郵政、能源、機關、環保、

教育、衛生、社會福利或其他公共設施、公用事業及其設施使用者，得編定為公共設施用

地。 

註 5：屬原區域計畫既有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得依原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內容編定為遊憩用地。 

註 6：屬原區域計畫法既有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供農業產業價值鏈、休閒農業等相關設施使用

者，得編定為農業設施用地。 

註 7：屬原區域計畫既有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得編定農業生產用地。 

註 8：屬原區域計畫既有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無法編定為宗教用地、公共設施用地、遊憩用地、

農業設施用地及農業生產用地，且供其他用途使用者，得編定為特定用地。 

註 9：按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得編定為特定產業用地。 

註 10：屬依原區域計畫法核發區位許可之海域用地，於許可期間屆滿前仍屬有效，例如該區位

許可屬相容性使用者，應編定為「海洋用地（區）」；該區位許可屬排他性使用者，應編定

為「海洋設施用地（區）」。非屬依原區域計畫法核發區位許可之海域用地，應編定為「海

洋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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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開使用地編定方式經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研商，原

規劃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草案）」

規範，惟於前開草案提本部法規委員會審查過程，該會認

使用地編定類別、編定及管制方式應屬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2項授權範疇，爰不應納入前開辦法草案；此外，原

規劃之編定方式雖可簡化編定類別，惟實務操作過程直轄

市、縣（市）政府仍持續反映相關編定疑義，例如宗教建

築究應編定為建築用地、遊憩用地或宗教用地等，基於前

開原因，且考量未來國土計畫係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引

導，並採免經、應經申請同意或使用許可等方式進行管制，

故使用地編定類別應再予研議適當編定方式，以後續發揮

使用地功能角度進行設計，以資妥適。 

（四）為因應本法以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引導容許使用項目

及使用強度等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政策目的，並兼顧原區

域計畫法使用地編定現況，以利制度順利銜接，本署再次

釐清國土計畫使用地之功能、類別及編定方式（如後說明），

提本次會議徵詢有關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意見。 

二、國土計畫使用地編定功能、類別及編定方式 

（一）使用地編定功能 

1.國土計畫係以「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作為土地使用

管制依據，又依據本法第 23條及第 24條規定，國土計

畫將採「使用許可」、「應經申請同意使用」及「免經申

請同意使用」等 3種方式進行土地使用管制；且依照本

法第 32 條第 2 項及全國國土計畫第 9 章規定，既有可

建築用地得經評估不妨礙國土保安或農業生產後，繼續

編定為可建築用地，若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將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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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者，應依本法規定給予補

償。 

2.考量本法第 23 條（應經申請同意）、第 29 條（使用許

可）及第 32 條（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分

別訂有使用地相關規定，又前 2類範圍係依據申請之土

地使用計畫內容進行管制，第 3類則係標示該等土地已

無發展權，故使用地未來功能應係為「識別土地使用管

制方式」為主要原則。 

（二）編定類別 

依據前述本法相關條文及國土計畫使用地以識別土

地使用管制方式之原則，並為與原依區域計畫編定之使用

地類別有所區隔，就國土計畫之使用地編定類別研擬如下： 

1.使用許可用地：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核定使用許可計畫

範圍內，且非屬應移轉登記為公有之公共設施土地，編

定為該類用地。 

2.公共設施用地：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核定使用許可計畫範

圍內，屬應移轉登記為公有之公共設施土地，編定為該

類用地。 

3.應經申請同意用地：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之應經申

請同意使用案件，其申請範圍編定為該類用地。 

4.國土保育用地：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評估確有供國土保育保安使用之必要，應由可建築用地

變更編定為非可建築用地之範圍，編定為該類用地。 

5.其他使用地：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於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內另行指定之編定類別。 

另為制度順利銜接，參考過去地目等則處理前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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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 19 種使用地編定成果，將納入國土

功能分區暨使用地系統之「備註」欄位註記（詳圖 1示意），

以作為後續土地使用管制（例如容許使用情形表附帶條件

檢核）之依據。 
 

 

圖 1 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使用地記載方式示意圖 

 

（三）編定方式 

1.第 1次編定： 

(1)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依「實施國土計

畫管制所受損失補償辦法」第 3條規定，為甲種、乙

種、丙種、丁種建築用地，以及窯業用地、鹽業用地、

礦業用地、交通用地、遊憩用地、殯葬用地、得為建

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經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主管機關評估有影響國土保育保安或農業生

產環境者，編定為國土保育用地，並於國土功能分區

暨使用地系統之「使用地」欄位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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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前開國土保育用地外，其餘土地原則依照原區域計

畫法編定之使用地類別，記載於國土功能分區暨使用

地系統之備註欄位。 

2.未來使用地變更編定機制： 

(1)使用許可：使用許可計畫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核定，

且由申請人依本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按公

共設施分布範圍完成土地分割，並將前開公共設施移

轉登記為公有後，應由申請人向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將該公共設施範圍變更編定為

公共設施用地，至使用許可計畫範圍內其他土地，則

變更編定為使用許可用地，並記載於國土功能分區暨

使用地系統之「使用地」欄位。 

(2)應經申請同意：申請人經向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提出應

經申請同意案件，並經核准同意後，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配合將前開案件申請範圍，變更

編定為應經申請同意用地，並記載於國土功能分區暨

使用地系統之「使用地」欄位。 

(3)後續於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作業，

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評估，如既有

可建築用地因影響國土保安或農業生產環境者，應將

使用地變更編定為國土保育用地。 

(4)另為因應地方特殊管制需求，得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敘明適用區位及管制方式等配套措施後，增

訂國土功能分區適當分類或使用地編定類別，並依國

土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辦理後，記載於國土功能分區

暨使用地系統之「使用地」欄位。 

3.又考量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劃（編）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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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係納入土地登記謄本之標示簿，為使制度平順轉換，

本署將再洽本部地政司研商國土功能分區及國土計畫

使用地資訊，納入土地登記謄本記載之可行性，透過國

土功能分區暨使用地系統及落簿等二方式併行方式，以

利民眾得透過多元管道得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劃

（編）定情形。 

三、新、舊規劃方向差異說明 

本次調整後之使用地編定類別及方式，與過去原納入國

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草案之差異性整理如

表 2。 

 

表 2  新、舊規劃方向差異分析表 

版本 

項目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

第 34次研商會議 

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

業辦法草案 111年 2月送審版本 

使用地編定類

別 

4＋1種 

（使用許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應經申請同意用地、國土保育用

地、其他使用地） 

19＋1種 

（建築用地、產業用地、遊憩用

地、礦石用地、農業生產用地、農

業設施用地、林業用地、交通用

地、水利用地、殯葬用地、公共設

施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

用地、特定用地、宗教用地、特定

產業用地、海洋用地、海洋設施用

地、使用許可用地、其他使用地） 

使用地功能 識別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無功能。 

編定方式 申請後編定。 接近轉載。 

落簿與否 評估落簿。 不落簿。 

 

四、相關配套措施 

（一）訂定行政指導原則及手冊 

考量現階段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法規定即有國

土計畫使用地編定需求，本署將先行訂定行政指導及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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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二）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訂定 

國土計畫使用地編定類別及編定方式，係屬本法第

23 條第 2 項授權範疇，應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規範，本署將併同本次會議議題二使用強度研商結論，

納入前開管制規則規範。 

（三）納入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基於使用地編定配合國土計畫內容辦理，並為尊重地

方自治及保留土地使用管制彈性，後續應於全國國土計畫

納入使用地編定類別及其定義，並保留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因地制宜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編定類

別之彈性。 

擬辦：請業務單位參考與會機關意見，並依說明四辨理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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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強度管制方式 

一、背景說明 

（一）依本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

可建築用地及其強度，為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授權

訂定事項；又現行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係按使用地編定類別訂定建蔽率、容積率上限，並未另行

就土地使用分區類別訂定差異化土地使用強度規定。 

（二）因國土計畫係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引導土地使用管制，

故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強度，原則應依據各該分類分別訂

定；另依本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

公園計畫地區，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

令規定進行管制，故未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將規

範現行非都市土地範圍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強度規定，包括

國 1、國 2、農 1、農 2、農 3、農 4、城 2-1、城 2-2、城

2-3、城 3等分類。 

（三）此外，依全國國土計畫第 9章土地使用指導事項規定，既

有可建築用地得於不影響國土保安及農業生產環境前提

下，持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配合本次會議議題一使用地

編定方式，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原則仍應

保留使用強度，以利制度順利轉換。 

（四）為落實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目的，並兼顧既有權利

保障及實務管理需求，以利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制度順

利銜接，研擬國土計畫土地使用強度管制原則及訂定內容，

透過本次會議徵詢有關機關意見。 

二、使用強度研訂原則 



11 

 
 

（一）參考資料 

1.為研析土地使用強度規定合理性，本署前委託辦理「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使用地研析專業服務委託

案」，案內將土地使用區分為居住、產業、農業及生態

保育等 4種類型，參考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等使用強度規定，作為研訂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

類強度數值之參考。 

2.經參考都市計畫相關規定，就農業及生態保育類型之土

地使用分區，其使用強度均明顯低於非都市土地，是以，

未來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之基準使用強度應

評估參考都市計畫訂定。 
 

表 3  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同類型土地使用強度比較表 

類

型 

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 

臺北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規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 

對應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 

居

住 

住宅區 

建蔽率 60% 

容積率以人口密

度與公共設施面

積比值進行計算，

每公頃未達 200人

且鄰里性公共設

施用地比值未超

過 15%地區者，容

積率為 120% 

第三種住宅區 

建蔽率 45% 

容積率 225% 

甲種建築用地及

乙種建築用地 

建蔽率 60% 

容積率 240% 

城鄉發展地區、農

業發展地區第四

類 

產

業 

工業區 

建蔽率 70% 

容積率 210% 

第二種工業區 

建蔽率 45% 

容積率 200% 

第三種工業區 

建蔽率 55% 

容積率 300% 

丁種建築用地 

建蔽率 70% 

容積率 300% 

農

業 

農業區 

建蔽率 10% 

農業區 

建蔽率 10% 

依《農業用地容許

作農業設施使用

農業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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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產銷必要設

施建蔽率 60% 

農業設施建築投

影面積不得超過

申請設施使用土

地面積 30％ 

審查辦法》規定，

農業設施總面積，

不得超過申請設

施所坐落之農業

用地土地面積比

例 

休閒農業設施 

建蔽率 20% 

自然保育設施 

建蔽率 40% 

生

態

保

育 

風景區 

建蔽率 20% 

容積率 60% 

風景區 

建蔽率 15% 

交通用地及遊憩

用地 

建蔽率 40% 

容積率 120% 

國土保育地區 

保護區 

建蔽率 10% 

保護區 

建蔽率為 10% 

 

（二）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使用強度之規劃原則 

1.依據本法第 21 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原

則，城鄉發展地區為供居住、產業或其他城鄉發展活動

使用，農業發展地區為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施

使用，國土保育地區則為維護自然環境狀態，故就國土

功能分區之基準使用強度，應以城鄉發展地區為最高、

農業發展地區次之、國土保育地區為最低。 

2.另依同條第 4款規定，因城 1係供較高強度之城鄉發展

活動使用，城 2係供較低強度之城鄉發展活動使用，故

城 1（都市計畫區）之基準使用強度原則應大於城 2。

又城 2-2因屬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原則包括土地使用項

目及使用強度等事項，均應按原核定開發計畫內容管制。

城 2-3為短期（5年）內具有城鄉發展需求之預定用地，

並依本法使用許可或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程序進行開

發，辦理開發前原則比照農 2、農 3（山坡地範圍）進

行管制，爰城 2-3 之使用強度於開發前比照農 2、農 3

基準使用強度管制，於開發後則按使用許可計畫或都市

計畫規定管制其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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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上，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範圍內，如依照容

許使用情形表從事保育、農業、國防、公共設施…等屬

免經申請同意或應經申請同意，未有其他附帶條件規定，

且具有建築量體之容許使用項目，應依照各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之基準使用強度進行開發利用。 

（三）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使用強度管制原則 

1.針對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範疇，依據「實

施國土計畫管制所受損失補償辦法」第 3條規定，包含

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丁種建

築用地、窯業用地、鹽業用地、礦業用地、交通用地、

遊憩用地、殯葬用地及得為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 

2.前開可建築用地若經評估得持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應

保有一定建築利用權利，並於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

地區優先利用該等可建築用地，避免持續變更非可建築

用地。為促使既有可建築用地多元利用，並考量民眾已

熟悉前開可建築用地之使用強度規定，為利新、舊制度

平順轉換，前述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 11 種可建築用

地，不論未來劃設為何種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除海

洋資源地區以外），原則維持原使用強度上限規定。 

（四）因應政策需求原則 

若因應行政院或相關部會政策方向，已另定土地使用

強度規定者，得依相關法令或政策之土地使用強度規定辦

理。 

三、國土計畫土地使用強度規劃 

（一）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基準使用強度上限 



14 

 
 

1.國 1、國 2：國土保育地區係以保育為目的，土地使用

以保育保安為主，未來除位於既有可建築用地者外，原

則儘量避免新增城鄉發展活動等使用。惟考量該分類仍

有國防、重大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計畫、自然生態保育

設施、水源保護設施等容許使用需求，衡酌未來使用情

形及參酌都市計畫保護區、風景區強度數值，訂定國 1

建蔽率 10%、容積率 30%，國 2建蔽率 20%、容積率 60%。 

2.農 1、農 2、農 3：該類國土功能分區以農業生產使用

為主，為避免農業生產環境破碎化，未來除位於既有可

建築用地者外，原則儘量避免新增城鄉發展活動等使用，

參酌現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

第 7 條第 1 款：「申請本辦法所定各項農業設施，其所

有農業設施總面積，不得超過申請設施所坐落之農業用

地土地面積之 40%」規定，並依照各類農地之優良程度

及是否位於山坡地，研訂農 1建蔽率 30%、容積率 90%，

農 2建蔽率 50%、容積率 150%，農 3建蔽率 40%、容積

率 100%；農業主管機關就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與興建之

種類、面積、高度等另有規定者，得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不受前開通案性建蔽率及容積率限制。 

3.農 4、城 2-1、城 3：為降低零星擴張建地與增加炒作

土地誘因，未來如有居住需求，以引導至農 4、城鄉發

展地區，或鼓勵既有可建築用地再利用為原則，故農 4、

城 2-1 及城 3 之土地使用強度應較其他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為高，經參考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

並考量是否位於山坡地對於水土保持之影響，訂定農 4

建蔽率 60%、容積率 180%，如位於山坡地者建蔽率及容

積率調整為 40%、120%；城 2-1 及城 3 建蔽率 60%、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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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率 240%，如位於山坡地者建蔽率及容積率調整為 40%、

150%。 
 

表 4 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基準使用強度表(單位：%)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使用強度 

國土保育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1類 第2類 第1類 第2類 第3類 

第4類 第2-1類 第3類 

平地 
山坡

地 
平地 

山坡

地 
平地 

山坡

地 

建蔽率 10 20 30 50 40 60 40 60 40 60 40 

容積率 30 60 90 150 100 180 120 240 150 240 150 

 

（二）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使用強度上限 

1.依照前述使用強度訂定原則，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

建築用地，原則維持原使用強度上限規定（如表 5）。 

2.前開各既有可建築用地之使用強度若低於所在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之基準使用強度者，得按該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之基準使用強度申請開發利用。 

3.又配合政策如有特殊強度規定（例如未登記工廠），則

依各該法令或原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辦理。 
 

表 5  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使用強度表 

原區域計畫法 

編定之使用地別 
建蔽率（%） 容積率（%） 

甲種建築用地 60 240 

乙種建築用地 60 240 

丙種建築用地 40 120 

丁種建築用地 70 300 

窯業用地 60 120 

鹽業用地 60 80 

礦業用地 6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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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用地 40 120 

遊憩用地 40 120 

殯葬用地 40 120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0 180 

 

（三）適用情形 

1.依照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情形表（草

案），為免經申請同意、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從事

土地使用原則視其坐落之國土功能分區，依照表 4規定

之使用強度進行開發利用；若使用範圍坐落於原依區域

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範圍者，則可按表 5進行開發

利用。 

2.以農 2 設置「10.農作產銷設施」之「農作加工設施」

細目為例，其設置之建蔽率、容積率原則為 50%、150%；

若於農 2 且屬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甲種建築用地設

置該設施，則建蔽率、容積率為 60%、240%。 

3.另以住宅使用為例，因住宅得於國 1、國 2、農 1、農

2、農 3 之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甲種、乙種、丙種、丁

種建築用地使用，其設置之使用強度原則依表 5規定辦

理。 

（四）此外，考量使用許可申請案件均屬大規模或性質特殊之土

地使用項目，且須經審議通過後始核發許可，並採計畫管

制，爰就該類案件得透過審議過程適度調整前述使用強度

上限規定，並將於使用許可相關子法訂定調整之比例或額

度規定。 

四、配套措施 

本部係依本法第 23 條第 2項授權，訂定全國通案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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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強度規定，惟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考量地方特

性及實際發展需要，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或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敘明特殊管制需求後，依本法第 23條第 4 項授

權針對特定空間範圍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並研擬因地制

宜土地使用強度規定，以符地方發展需求。 

 

擬辦：請業務單位參考與會機關意見，並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條文草案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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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土計畫使用地變更編定案例說明 
 

案例 1：目前為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未來國土計畫劃

設為農 2，擬設置寵物生命紀念設施（應經申請同意） 
【設置前】 

土地地段 

地號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使用地編定類別 備註 

 農 2  
原區域計畫法編定 

農牧用地 

(以下空白)    

 

【設置後】 

土地地段 

地號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使用地編定類別 備註 

 
農 2 應經申請同意用地 

原區域計畫法編定 

農牧用地 

(以下空白)    

 

 

案例 2：目前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未來國土計

畫劃設為農 1，擬設置水產養殖管理設施（免經申請同意） 
【設置前】 

土地地段 

地號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使用地編定類別 備註 

 
農 1  

原區域計畫法編定 

甲種建築用地 

(以下空白)    

 

【設置後】 

土地地段 

地號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使用地編定類別 備註 

 
農 1  

原區域計畫法編定 

甲種建築用地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