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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下土地使用管制調整方向」第 1 場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105 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記  錄：蔡佾蒼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議題簡報說明：略。 

陸、決議： 

本次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機關所提意見，請業務單位

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後續研訂參考。 

柒、散會：下午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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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一、林前處長學堅 

（一）議題一、國土計畫法下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1.現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條件，應有明確的劃設原則，

以利地方政府執行。 

2.同一種使用地類別位於不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其管制項

目是否相異，是否僅有建蔽率、容積率之差異，抑或有不同

之管制原則，應於訂定相關規定時妥善思考。 

3.有關使用地轉換過程中可能造成之議題，應考量制度轉換

之可行性、相關法令沿用合理性、審查實務執行以及民眾

感受，例如現行丁種建築用地全數轉換為產業用地是否妥

適；另現行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未來可能轉換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 2 之 1 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如需申請設置住

宅，於城鄉發展地區第 2 之 1 類(免經申請同意)與農業發

展地區第 4 類(應經申請同意)之管制方式不同，民眾權益

會否受損，應再予研析。 

（二）議題二、國土計畫法下之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 

1.所研訂之各項容許使用項目、細目是否皆可明確對應各級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專法，如「社會福利機構」中央主管機

關為衛生福利部，縣市政府執行單位可能為衛生局或社會

局；又土地使用將朝多元、複合形式，如屬複合型土地使

用，未來應如何申請，對應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何，應再

考量。 

2.「私設通路」為重要之地方性設施，惟依會議資料附件一

容許使用情形表草案，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禁止私設通路

之考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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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農作產銷設施（如溫室、農作栽培等等）依農業相關法令

規定應先向農業主管機關申請通過才可設設置，惟依容許

使用情形表草案，該設施屬「免經申請」是否符合實務執行

考量。 

4.水產養殖設施中「自產水產品集貨包裝加工處理設施（含

轉運、冷藏、冷凍、儲存場所及蓄養池）」，是否僅限於「自

產」？另實際使用情形中，水產養殖設施有許多樣態屬加

工廠，則應屬於何種使用範疇？ 

5.「行政設施」可能包括村里辦公室、鄉鎮市區公所、集會

所等地方行政設施，依容許使用情形表草案無法於農業發

展地區第 2 類、第 3 類設置，其理由為何，建議應考量地

方行政設施實際設置需求。 

6.農委會近期推廣之「小農初級加工廠」是否已納入容許使

用項目、細目範疇，又應如何管制。 

7.免經申請同意之使用項目，因不需向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

請使用，是否不論規模即可直接申請建照、使照。 

（三）議題三、國土計畫法下之使用地編定 

1.丁種建築用地於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

範圍都可編定，未來如直接轉換為產業用地，於各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下是否給予不同管制原則，例如使用性質、強

度、容許引入產業類別等。 

2.窯業用地與礦業用地、鹽業用地現行之使用強度、容許使

用項目差異較大，一併整合為礦石用地是否合適。例如窯

業、土石採取業會有廠房、員工宿舍等附屬設施，但鹽業與

礦業則無，且現行許多窯業用地已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或

鄰近區域已開發為廠房，是否亦可思考作為未來活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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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儲備用地。 

3.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如直接轉換為特定用地，是否得容納原

變更編定執行要點內容許之使用項目？又部分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已無法追溯原核定之興辦事業計畫，未來應如何處

理。 

二、張教授志銘 

（一）考量過去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每年均為因應容許使

用項目新訂、調整需求修訂，為避免重蹈覆轍，建議目前

研訂之國土計畫容許使用細目應大幅縮減；此外使用地部

分，考量農業生產、農業設施之規模大小不一且常有合併

使用情形(如農地上小規模之農業資材室、農機具室等)，

為管理便利及避免用地轉換困難，農業用地建議無須再行

區分為農業生產、農業設施用地。 

（二）建議由中央明確訂定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土地使用管

制指導原則，再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和地方政府依循前

開原則訂定許可使用細目，以符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法令及

地方政府實務執行需求。 

（三）建議應框列山坡地範圍，並循現行已建構完善之山坡地管

制內容進行管理。 

（四）目前地方政府就未來國土計畫執行之分工仍相當混亂，包

括中央未來環境資源部成立後，業務如何銜接管理仍是一

大課題，因此土地使用管制事項研訂時應注意社會脈絡。 

三、陳教授明燦 

（一）議題一、國土計畫法下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1.贊同所提土地使用管制之概念：亦即先確定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容許使用項目與細目、各種使用地之編定(如會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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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頁 9 所示)，此改變了現行(例如非都土地)先編定 19 種

用地、再規定其「容許使用項目」與「許可使用細目」(非

都管 6I；或詳表 1，會議資料頁 3)，此種藉由主管機關實

施「免經同意」、「應經同意」與「不得同意」之控管機制(國

土 23II)，應較能使未來(各種)使用地編定之「內涵」與其

「名稱」取得一致(對應)，而不會產生「名實不符」現象。 

2.應強化研擬土地開發(使用)「計畫」功能：主管機關依法

於進行(例如)前揭各種使用地之變更編定時，應課予土地

開發申請人提出土地使用「計畫」義務，避免重蹈非都市土

地使用種類「逕為變更」之覆轍(詳非都管附表三之「+」)，

以維護國土功能分區(類)劃設、使用地編定功能以及降低

逕為變更所生外部成本(德國即採此種模式；任何於都市計

畫地區內欲為土地開發者，其開發人須先擬定例如建築計

畫以利審查，通過後主管機關始得據以變更開發區內土地

使用種類；至於擬於非都市計畫地區內為土地開發者，原

則上均為禁止，僅於例外為許可，但相關機關須為聯合會

審屬其必要程序之一)  。 

3.應檢討(視)來自於(現行)特別法對於未來國土計畫法下之

土地使用管制之相關規定(干擾)，例如產業創新條例與國

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等，以維護其法定功能。 

（二）議題二、國土計畫法下之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 

1.贊同所提有關現行非都土地容許使用項目與細目過渡至國

土計畫法下之調整模式(原則)，亦即：有特定場域空間、既

有許可使用細目無法容納、以及並非附屬於其他建築物或

設施，惟宜考量相關原則間之重要性。 

2.宜儘量考量國土計畫法下各種容許使用項目間之互斥性，

將性質相近者歸納為同一「容許使用項目」以利後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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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使用細目」與「各種使用地編定」等業務。又，其有

關各種容許使用項目與細目之運作，似無跳脫現行非都市

土地之運作模式？ 

（三）議題三、國土計畫法下之使用地編定 

1.贊同所提有關現行非都土地使用種類過渡至國土計畫法下

各種土地使用地編定之調整模式(原則)，亦即：具明確使

用範疇、特定使用強度、使用面積達一定規模以上、以及導

正現況等原則，惟宜針對個案(所屬地區與社經條件)調整

相關原則間之重要性(權重)。 

2.現行都市計畫地區土地使用種類如何過渡至國土計畫法下

各種土地使用地之編定，其調整機制為何？ 

3.主管機關於為國土計畫法下各種土地使用地編定前所需考

量之「容許使用項目」與「細目」間(詳會議資料附件 3)之

思維模式(如相容性考量)為何？與現行非都市土地之相關

運作模式有何不同？ 

4.國土計畫法下「特定用地」(會議資料頁 30)與「不列入使

用地者」(會議資料附件 3；頁 6)之名稱似有不同。 

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有關容許使用項目、許可使用細目對應之使用地類別建議： 

1.會議資料將與農業直接相關之「農路」細目對應農業設施

用地，而「私設通路」細目對應農業生產用地，是否符合該

細目及使用地性質建議再予斟酌。 

2.溫室或網室、曬場、農機具室等經對應至農業設施用地之

部分細目，建議考量實際使用情形，對應至農業生產用地。 

3.考量養殖、畜牧均屬農業生產一環，並考量制度設計方向

係採使用地虛級化，前兩類使用項目是否得一併納入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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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用地。 

（二）目前使用地的轉換規劃係將（做農牧使用之）農牧用地對

應至農業生產用地，現行已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農

業相關設施編定為農業設施用地。惟原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內農業設施若只佔百分之 40，是否需切割分別編為農業

生產用地、農業設施用地，又切割後是否造成管理上與農

業生產脫鉤之情形，針對容許使用項目對應之使用地及使

用地之間轉換可能產生問題，請再予研析。 

（三）如同一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由免經申請同意之容許使用

項目轉換為另 1種同為免經申請同意之容許使用項目，是

否需向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同意，又前述情形使用規模

較大時，是否亦須向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同意。 

（四）農田水利用地做為農田灌溉使用，於全國已達兩萬七千多

公頃，為管理需要並因應未來農田水利專法實施，仍建請

考量增列「農田水利用地」。 

五、內政部地政司 

（一）議題一、國土計畫法下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住宅可同時於城 2-1 與農 4 設置，兩者建築使用的強度是否

不同？ 

（二）議題二、國土計畫法下之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 

1.依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一規定，農牧用地容

許作「私設通路」，限於以集村方式興建農舍或甲種、乙種、

丙種、丁種建築用地，因未面臨建築線，無道路可出入需要

者。目前國 1容許作私設通路，何以對應「農業生產用地」？

而與農業經營相關的「農路」卻對應「農業設施」？ 

2.於國 1從事「農作使用」，為何以需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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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使得使用？ 

3.國 1容許設置「隔離綠帶」之情形為何？ 

4.「寵物骨灰灑葬區」未來改為「寵物骨灰灑葬設施」，除處

理寵物骨灰外，是否容許設置寵物生命紀念設施(寵物靈骨

塔)可能會讓人誤解。 

5.「33.廢棄物清理設施」原指「一般廢棄物回收、貯存、清

除、處理設施」，如改為清理設施，僅規範清除、處理，至

回收及貯存恐無法容許使用，建議維持原名稱或洽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釐清。 

（三）議題三、國土計畫法下之使用地編定 

簡報 21頁未來甲種、乙種、丙種及丁種建築用地將轉為建築

用地，如位於國 1，是否也是照轉？還是透過縣市國土計畫編

為適當使用地，並給予補償？ 

六、桃園市政府 

（一）目前本市尚有許多未登記土地或現況均屬閒置之荒地，未

來如何進行用地轉換，管制原則為何。 

（二）未來國土計畫正式實施後，受理申請容許使用、變更編定

等相關業務均將由國土計畫主管機關主政，因現行容許使

用項目、細目屬「應經申請同意」者數量龐大，恐造成未

來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無法負荷，建議未來設計應經申請同

意之程序應適度簡化。 

（三）依國土計畫法第 23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自行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考量土地使用型態多元且變

化迅速，目前中央研訂之使用項目、細目很可能無法跟上

現況，因此依國土計畫法規定，未來地方政府是否仍有空

間自行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或考量授權地方政府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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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許可使用細目。 

（四）現行非都市土地屬重大建設者有土地臨時使用機制，未來

轉換為國土計畫後是否有類似機制可對應。 

（五）未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及使用地機制轉換會否產生

土地所得利益重分配之疑慮。例如現行一般農業區農牧用

地和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如均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在容許使用項目、使用強度、使用地身分別轉換後，會否

造成所有權人申請農業相關資格之影響，或造成超額利潤、

損失，又是否將有相關回饋或補償機制，此將影響未來土

地使用管制於地方說明、推動之可行性。 

（六）依會議資料附件三，「民宿」細目均分別納入容許使用項

目 02.農舍、43.住宅項下，惟前者對應至農業設施用地，

後者對應至建築用地，2者於管制原則上有無差異。 

七、宜蘭縣政府 

（一）於第 1版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完成並編定使用地後，假設現

況土地使用於該功能分區分類係屬得容許使用但須變更

用地，建議可否考量尊重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機制，

以限制簡明方式訂定變更程序，以避免地方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業務量暴增及衍生諸多爭議。 

（二）如於同 1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變更土地使用項目，而變更

前後之使用項目均屬免經申請同意，是否仍需向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申請或報備，又假若變更前後需編定為不同使用

地，其變更程序應如何辦理。 

八、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未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邏輯與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將有很大不同，係先確認所屬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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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功能分區分類容許之使用項目方得申請或逕為使用，

而後再依據該容許使用項目性質編定適當使用地類別。 

（二）考量第 1版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期程、地方政府執行能量及

制度順利轉換為前提，使用地編定除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另有規定應按計畫編訂外，將以照轉為原則，即會議

簡報第 21 頁轉換方式銜接，而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將直接

轉換為「特定用地」，主要考量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筆數龐

雜，為減省人力與時間成本，故以現行使用地快速轉換為

原則。至第 1版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使用地編定後，為利

外界了解管制差異，將依照容許使用項目前後對照表供參

考。 

（三）有關同 1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均為「免經申請同意」之使

用項目，因原則不須向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有關使用

項目變更、使用地變更等申請、報備或審查程序將納入研

議。 

（四）至於有關與會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就新舊制度法令、容許

使用項目、使用地以及民眾既有權益保障等相關意見，未

來將於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內配合研訂相關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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