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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署107年12月28日召開「國土計畫法下土地使用管

制調整方向」第5場座談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署107年12月24日營署綜字第1071363510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正本：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陳教授明燦、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顏教
授愛靜、內政部地政司、新竹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
府、國立成功大學

副本：本署綜合計畫組(1科)、城鄉發展分署(區域發展課)(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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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下土地使用管制調整方向」第 5 場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B1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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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時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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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一、顏教授愛靜 

（一）依據容許使用項目表，農舍不屬於住宅，則農舍將來應編

定為農業設施用地還是農業生產用地？又未來農業用地

若不區分為「農業設施用地」及「農業生產用地」會不會

不能清楚顯示使用的性質？ 

（二）現階段的土地使用管制內容細碎，故造成管制及分類上許

多困擾，如目前分類之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或丙

種建築用地未來轉換為建築用地，但甲種建築用地現階

段容許使用項目中仍有農作產銷設施、宗教設施等，是否

應編定為農業用地或宗教用地？故細究容許使用項目時，

在轉換上會有某種程度之困惑及疑慮，建議再予說明。 

（三）針對簡報第 13 頁之流程「屬原區域計畫法可建築用地」

及「各分區分類下之設置方式」建議應予詳列而非以例示

方式說明。建議說明「得容許」之情況及條件，並區分免

經申請同意、應經申請同意及申請使用許可後設置之類

型。 

（四）現行區域計畫之土地使用容許項目中部分具有附帶條件

規定，故討論保障｢原屬區域計畫編定之可建築用地｣之

一定權利時，應考量容許使用項目及其附帶條件（如旅館、

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等），或許不是如簡報第 20 頁表

格簡明地以使用地對應容許使用設施。 

二、陳教授明燦 

（一）區域計畫下 19 種用地如何轉軌到國土計畫管制下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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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丁種建築用地（及其他有建蔽容積之可建築用地）

如何透過簡報第 13 頁的流程辦理？是否照轉後因不稱為

建築用地而不得依 13 頁流程辦理？若非如此，建議修正

此圖以配合說明。 

（二）依農業發展條例，農舍與農業生產不可分離，故不應以「農

業設施用地」及「農業生產用地」將其與農業生產之土地

分離。 

（三）現行區域計畫下，土地使用計畫未能明確指導土地使用，

針對第 13 頁之流程圖，若針對「屬原區域計畫法之可建

築用地」（例如甲建位於農一），在得容許設置的清況下，

是否只有免經申請同意或申請使用許可？是否依國土計

畫法有應經申請同意之設置方式？若依此例多免經申請

同意使用，則仍然與區域計畫相同，有功能分區分類無法

指導土地使用之疑慮。 

（四）未來同一使用項目，但其所規定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相同

時，是否兩者皆編定為相同之建築用地？ 

（五）假設甲種建築用地未來國土計畫編定使用地時，國土功能

分區分類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其既有之建蔽率為60%

及容積率 240%），但是否已開闢將造成不同的法律效果。

建議補償與否應考量信賴保護原則，不應不論開闢與否。

另若未建築之甲種建築用地其建蔽率由 60%降為 40%，

對於此地之損失是否應補償？ 

（六）對於前述之降限使用不予補償尚仍有疑義，建議考量未來

是否可採德國建築法之方式，給予一定期間興建，其時限

截止後，未建築之土地則轉為非可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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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竹縣政府 

（一）針對議題一之內容，未來使用地將採現行編定直接轉換為

原則，未來申請新開發使用時再變更編定為適當之使用

地，然未來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免經申請同意之使用

項目，應先申請變更使用地始能使用，還是得直接使用？ 

（二）針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實施後，特定用地原則不再新

增，若未來有無法依現階段建議之使用地（能源用地、環

保用地、機關用地、文教用地或衛生及福利用地等）編定

之項目時，應如何處理？ 

四、基隆市政府 

（一）現行區域計畫法下尚有部分既有合法建物得辦理更正編

定用地，未來在國土計畫制度下應如何處理？ 

（二）現行使用地編定中存在同一土地部分為 A 用地部分為 B

用地（如部分水利用地、部分農牧用地），未來在國土計

畫制度下應如何處理？ 

（三）建議農牧用地不要分為農業生產用地及農業設施用地，因

未來若需判斷應如何分割將產生許多疑慮及困擾。 

（四）有關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後，造成現有之可建築用

地禁止或限制建築，建議以現有禁限建情境（軍事設施、

機場、高速公路）之補償機制為參考，以討論補償等議題。 

五、新竹市政府 

（一）請教針對未來使用地照現行編定轉換時，部分非位於丁種

建築用地之小型工廠（例如集貨中心），是否應歸類在產

業用地？還是應編定為其他適合之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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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就現階段區域計畫中暫未編定之土地應如何處理？暫

未編定之土地上若有建物造成無法查定又應如何處理？ 

（三）現階段未來之容許使用項目中，骨灰灑葬區並未包含火葬

設施，但實務上兩者應為一體，是否火葬設施未來應另編

定其他使用地？ 

六、內政部地政司 

（一）建議明訂使用地轉載之規範及時程，以確定轉載程序之明

確性。 

（二）實施國土計畫所受損失補償辦法（草案）第 3 條既有之合

法可建築用地，依本法實施土地使用管制前為甲種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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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次所

提內容不一，應予釐清。 

七、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縣政府委辦廠商) 

（一）礦石用地中提及營建剩餘土石方，然過去其應屬特定用地，

建議說明其整併之原因。 

（二）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及丙種建築用地轉載為建築

用地後，其各自是否具有不同建蔽率及容積率？ 

八、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未來使用地之轉換具兩作法，一為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公告實施後，將直接轉換。簡報第 13 頁說明為未來轉換

後若有申請開發時，才以此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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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丁種建築用地之性質與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及丙

種建築用地不同，具有較強烈之外部性，故以產業用地區

分。 

（三）本次興建住宅的例子來說，甲種建築用地屬原區域計畫法

可建築用地，轉換後在非可建築住宅之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下時，理論上應考量其影響性等，但現行制度已可興建，

故評估保留其建築權利，仍得申請住宅使用，惟將依國土

保育地區性質限縮容許使用項目。 

（四）針對暫未編定之土地，未來轉軌時可能仍維持暫未編定，

或以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環境條件編定適合之使用地

（如國保一之國土保安用地等），或以鄰近之使用地編定，

此部分尚在討論中。 

（五）針對免經申請使用之細目，未來將在制度設計上，將再研

議用地編定配套機制。 

（六）特定用地若未來不再存在，則可以不用訂定特定用地，然

而實務上各縣市政府在清理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類別有

一定難度，故可暫時以特定用地編定。 

（七）同一土地部分為 A 用地及部分為 B 用地之土地仍應照分

別所對應之使用地轉載。 

（八）考量營建剩餘土石方尚屬資源之一種，故將其與鹽業、礦

業及窯業用地整合編定為礦石用地。 

（九）農舍在營建署認為是農業設施用地，但過去幾場座談會及

研商會議，農委會認為農業設施用地及農業生產用地不

一定需要區分開來，只需要一種農業用地提供農業設施

及農業生產使用，故針對該 2 用地類別，將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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