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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國土計畫相關子法法制諮詢小組案 

法制諮詢小組第 6次諮詢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5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本署 105會議室 

主  席：林組長秉勳                    紀  錄：洪子涵 

出列席人員：略，詳后簽到簿。 

簡報內容：略。 

決議： 

一、有關議題一環境敏感地區實施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經與會委員建議，涉及環境敏感地區者，原則回歸

各該環境敏感地區目的事業法令規定，並應於管制

規則條文內，設計與上開法令連結之機制。 

二、有關議題二山坡地範圍實施土地使用管制方式，就

申請門檻部分，經與會委員建議，原則不延續 10公

頃開發門檻，但須有相關審議機制作為配套；至審

查機制部分則納入應經申請同意、使用許可等機制

設計。 

三、請受託單位就本次會議委員所提意見及建議，修正

會議資料相關內容後，納入本案期末報告書適當章

節，並製作意見回應對照表妥適回應說明。 

 

 

散會：下午 17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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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與會人員發言意見摘要 

一、 白委員金安 

(一) 有關議題一環境敏感地區實施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1.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研擬建議應考量立法

技術可行性，涉及環境敏感地區部分之管制規定，亦

須考量有無能力整合各目的事業法令相關規定。 

2.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8 條第 4 項規定，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遵循國土計畫，惟並不代

表國土計畫法即具有優位性，涉及環境敏感地區者

仍應優先適用各目的事業法之規範。 

3. 各環境敏感地區係依各該目的事業法令規定，就其

法定計畫內容進行管制，以文化景觀環境敏感地區

為例，係按文化資產保存法所授權訂定之計畫進行

管理，若將相關禁止或限制規定納入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是否過於剛性而導致執行困難，建議

應再予思考。 

4. 此外，針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擬之法制

困境，雖然國土計畫法第 23條第 2項已明確授權管

制規則應訂定之內容，惟全國國土計畫並非屬土地

使用管制計畫，而係土地使用之上位指導原則，因此，

建議中央訂定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應規範原則性之

土地使用管制事項，而細節性規定則依據國土計畫

法第 23條第 4項授權，由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訂定

管制規定。 

5. 承上，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涉及環境敏感地

區部分，建議於管制規則條文明定原則性之規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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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規定與各目的事業法銜接之程序，例如環境敏

感地區查詢機制；除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管制

事項外，其餘涉及環境敏感地區者則回歸各該目的

事業法規定辦理。 

(二) 有關議題二山坡地範圍實施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1. 訂定山坡地 10公頃申請門檻之緣由及立法原意為何，

建議應再予釐清確認；相關管制制度之轉變，代表政

府對於山坡地開發之政策態度，亦具有社會教育責

任，制度研擬過程須審慎以對，且未來對外說明方式

須敘明新舊制度連結之周延性。 

2. 從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機制轉換為國土計畫使用許

可制度後，因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已考量土地環境特

性，原山坡地開發 10公頃申請門檻應無訂定之必要，

原則得無須延續，但其配套措施仍須再行確認，包含

應經同意、使用許可審議內容及方式等。 

3. 目前草案以正面表列方式，剛性羅列管制內容，欲達

成周延、互斥之目標有其立法難度；同時國土計畫法

第 23條第 2項所列禁止或限制使用，應如何訂定明

確原則或條件，其立法可行性難度較高，因此建議應

調整使用項目樣態與其管制情形。 

4. 建議將「開發許可」轉換至「使用許可」審議之異同、

轉換方式更加明確、透明化，以利民間單位、各機關

釐清未來土地開發利用辦理程序。 

二、 林委員笑天 

(一) 針對環境敏感地區之管制，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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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容許使用情形表進行管制，並設計法規連結至各該

環境敏感地之主管法令進行管制，相關建議如下： 

1. 各針對環境敏感地區管制之目的事業法令並非以限

制開發為目標予以管理，故不建議直接將環境敏感

地主管法令之管制項目與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進

行對接。 

2. 考量環境敏感地區之劃設依據不精準，如將其法令

所列禁止或限制之使用行為，納入剛性的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中較為不妥。 

3. 參酌本次會議資料說明，針對環境敏感地區實施績

效管制，由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訂定管制項

目後，再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則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須訂定相關辦法據以執行，惟此部分無法掌控

其他機關立法時程。 

4. 故建議將管制情形簡化，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僅針對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容許使用情形表進行管制，並將

涉及環境敏感地區部分透過管制規則條文，連結至

各環境敏感地區目的事業主管法令，由各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法管理。 

(二) 有關山坡地 10公頃開發門檻限制，最初於山坡地開發

建築管理辦法訂定之原意係為管制住宅社區開發，而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後續持續沿用以管制各類型

山坡地開發行為實有不妥；例如民國 90年代因應觀光

發展所需，交通部觀光局欲於山坡地設置觀光服務設

施仍須達 10公頃，當時歷經研商討論，始調整觀光相

關設施得以 5 公頃進行設置。因此，並非所有使用項

目都適宜以 10公頃作為山坡地開發之申請門檻，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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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開發申請門檻即反應更大規模的破壞，建議原則

循本次會議資料所擬方案二辦理，無須延續山坡地開

發 10公頃之申請門檻。 

三、 吳委員東憶 

(一) 就本次會議所提環境敏感地區之績效管制，原則贊成

以此彈性方式進行管制，但對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

否有能力得以執行有所疑慮。 

(二) 有關環境敏感地區之管制，原則應依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之容許使用情形表進行管制，其同意權責

可交給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而環境敏感地區之主管機

關則就使用項目或行為表達意見，對民間而言以此方

式進行管制，其事權統一較為明確。 

(三) 有關山坡地管制之 10公頃開發限制，起源於當時都市

蔓延情形，住宅開發區位逐漸往都市邊緣之山坡地發

展，當時政府避免住宅零星開發導致公共設施投入無

效率，參考美國案例，以住宅社區得自給自足之前提，

將住宅社區所需之必要維生設施、日常生活服務設施

等涵蓋於整體開發範圍，始訂定 10公頃之開發申請門

檻。 

(四) 惟未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情形，於容許使用情形

表中已有眾多使用項目禁止於山坡地設置，而應經國

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之項目中，亦有許多項目並無大

規模開發之必要，此外亦可透過使用許可銜接審議機

制，故建議未來無延續 10公頃開發申請門檻之必要。

另針對山坡地範圍之審查方式，原則建議回歸通案性

方式，由國土計畫審議會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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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 有關環境敏感地區之重疊管制情形，建議受託單位後

續補充相關情境模擬說明。 

(二) 因位屬環境敏感地區之使用項目開發所涉及之機關較

為複雜，包含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環境敏感地區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以及開發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 3

者未來管制情形、相關權責分配，以及與現行管制方式

之異同，建議受託單位加強說明。 

(三) 針對山坡地開發 10公頃申請門檻若不予延續，涉及應

經同意之審查內容、程序、權責等，本署已有另委辦案

研析中。 

(四) 另有關委員就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是否過於剛

性之疑慮，依國土計畫法及全國國土計畫相關指導，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就當地特殊需求，於各該國土

計畫敘明必要性、特殊性及相關管制措施後，訂定因地

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並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3條第

4項授權訂定各直轄市、縣（市）管制規則，以避免全

國一致性管制規定過於剛性而缺乏因地制宜考量之疑

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