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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議題一、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議題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山坡地開

發10公頃以上規模限制是否延續

議題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既有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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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延續

議題四、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違規查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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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一、區域計畫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1. 為加強資源保育，84~86年公告實施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已納入「限制發展地區」及「可發展地

區」，並據以訂定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嗣於102.10.17公告實施「

全國區域計畫」、106.05.16公告實施「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將

前開地區調整為「環境敏感地區」，按其敏感程度分為2級。

2. 惟因前開環境敏感地區多數未有對應劃設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爰於全國區域計畫訂定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並依據前開法定計畫指導增訂相關規定

，以落實土地使用管制（如議程資料P.3~P.4表1-1）。

3. 按上開相關規定，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除符合例外條件者，原則不

得變更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位於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者，應就環境

敏感地區特性提出具體防範及補救措施，並徵詢各環境敏感地區

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4

議題一：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二、全國國土計畫規定

1. 第9章第1節土地使用基本方針載明應考量環境敏感特性，實施管

制標準，後續土地使用仍應考量環境敏感特性，不論劃歸何種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仍應依其土地環境特性，採取適當的因應作為

，實施管制標準。

2. 第9章第3節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敘明涉及環境敏感地

區之土地使用，除符合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管制規定外，並應

符合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規定。

3. 另依第8章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條件，部分環境敏感地區已納入

國土保育地區第1、2類劃設（如議程資料P.5表1-2），依據國土計

畫法第21條至第23條以國土功能分區進行土地使用管制之原則，

將依據土地資源條件，訂定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免經申請同意、

應經申請同意容許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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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三、分析及建議

1. 全國國土計畫雖持續訂定「環境敏感地區」相關內容，惟並非延

續全國區域計畫分級管理、限制使用分區、使用地變更之土地使

用指導原則，而係採「重疊管制」及「績效管制」方式，就土地

使用管制部分應同時符合所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管制規定，以及

各環境敏感地區目的事業法令規定；就使用行為部分，則應按各

環境敏感地區之敏感特性，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訂定相關績

效標準予以規範，以避免影響原環境敏感地區劃設、保育（護）

目的。

2. 此外，部分環境敏感地區業已納入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第2類劃

設條件，將由該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容許使用情形進行管制，本

署亦將與各有關部會持續檢討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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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三、分析及建議

3. 考量全國國土計畫規定之各類型環境敏感地區，已由各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據其目的事業專法及相關法定計畫予以管制，為符

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並經檢討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位階及立法可行性，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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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於管制規則條文草案

納入相關連結機制。

條文草案 說明欄

依本規則規定從事各類土地使用，
如使用範圍涉及全國國土計畫規定
之環境敏感地區者，除應符合所在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外，並應同時符合各該環
境敏感地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規
定。

依全國國土計畫第九章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
指導事項指導，並考量各環境敏感地區已有目
的事業專法予以規範，且部分屬核心保育地區
地區劃設條件，得由國土保育地區容許使用情
形進行管控，爰明定土地使用範圍如涉及環境
敏感地區，應同時符合各該環境敏感地區目的
事業主管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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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四、擬辦

按前開「三、分析及建議」內容辦理，後續將依

前開研析方向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草案）條文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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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

議題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山坡地開發
10公頃以上規模限制是否延續

1. 山坡地開發規模門檻沿革

92年

本部依據建築法發布「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
」，全面管制山坡地之建築開發，即包含山坡地
開發建築面積不得少於10公頃之限制、山坡地可
利用限度管制、山坡地開發許可等相關規定。

本部依據建築法第100條規定發布「實施都
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規範山
坡地之坡度未超過30%之地區得併於建築執
照內檢具水土保持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建
築。

64.12.24 72.07.07

配合行政院「改進土地使用變更審議機
制方案」及「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之
修正，將原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有
關山坡地開發建築面積不得少於10公
頃之限制及其例外條件，以及土地使用
變更、開發許可審查等相關規定，納入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進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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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

議題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山坡地開發
10公頃以上規模限制是否延續

2. 免受10公頃開發限制之使用項目（第52條之1）

1) 屬依第6條附表1容許使用、丁種建築用地毗連擴大情形、建築

用地凹入突出、公共設施或慈善及社會福利等公益設施、安置

災民需求、離島或原住民保留地之住宅需求等情形。

2) 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5公頃以上者。該規定係配合行

政院90.05.02「國內旅遊發展方案」具體措施六「突破法令瓶

頸與限制，強化民間投資機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1.04.16函建議山坡地開發遊樂區設施門檻降至5公頃。

3) 辦理農村社土地重劃。該規定係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住宅專編第23點第1項第4款規定：「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主管機關勘選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時，其申請土地在山坡地範

圍內者，開發面積不受不得少於10公頃之限制，涉及山坡地不

可開發之坡度者，應予刪除」，爰予以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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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議題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山坡地開發
10公頃以上規模限制是否延續

1. 依國土計畫法規定，未來係按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進行土地使用

管制，並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訂定「免經申請同意」、「應經申

請同意」使用項目，如屬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使用項目者

，應依該法第24條規定申請使用許可。

2. 另依「全國國土計畫」第8章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除原住民族

土地外，山坡地多數將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第2類以及農業

發展地區第3類。

3. 依據本署研擬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免經申請同意、應經申請同意之

使用項目，就國土保育地區第1、2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容許情

形（新設），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52條之1相關使用項目

進行比較分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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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議題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山坡地開發
10公頃以上規模限制是否延續

1)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得免受10公頃開發限制者（如議程

資料P.34~P.37附件1）：除戶外遊憩設施、宗教建築、廢棄物

清理設施……等部分使用細目原則禁止使用，運輸、油氣、電

力、自來水、水利等設施於一定面積以下得免經同意使用外，

其餘均應向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使用，如達一定規模以

上或性質特殊者應申請使用許可。

2)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開發應達10公頃以上者（如如議程

資料P.38~P.46附件2）：除自然生態保育、水源保護、林業使

用……等部分細目得免經申請同意使用外，其餘均應向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使用或不允許使用，且部分屬性質特殊之

使用項目（如礦業使用、土石採取）無論規模均應申請使用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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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及建議

議題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山坡地開發
10公頃以上規模限制是否延續

1. 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山坡地除已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

設條件，並屬環境敏感地區，應同時符合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以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水土保持法等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規

定；且本署研訂容許使用情形，已考量使用項目、細目與各該國土

功能分區分類屬性之相容性。

2. 依前述容許情形比對分析，部分原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得免

受山坡地開發10公頃以上面積限制之使用項目，未來於涉及山坡

地之國土保育地區第1、2類及農業發展第3類，多數均須經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同意，或依國土計畫法第24條規定申請使用許可，就

山坡地之土地使用管制從計畫、分區管制及開發審議已有完整之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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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及建議

議題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山坡地開發
10公頃以上規模限制是否延續

3. 此外，近年包括建築技術規則、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水土保持法

、地質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利法等相關目的事業法令持續檢討

修正，強化山坡地開發使用之相關審議、管理機制，提高坡地使用

安全性，結合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應經申請同意、使用許可等

審查，山坡地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將更為嚴謹。

4. 綜上，經綜合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及容許使用、使用審查

等機制完備性，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將按國土功能分區進行

管制，並就山坡地開發之審查方式及權責分工，本署亦將納入應經

申請同意、使用許可之機制設計，以落實山坡地開發行為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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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山坡地開發
10公頃以上規模限制是否延續

四、擬辦

按前開「三、分析及建議」內容辦理，後續將依

前開研析方向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草案）條文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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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既有丁種建築用地、

特定地區毗連擴大之機制是否延續

一、法令分析

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1條至第33條分別就既有丁種建築用

地、未登記工廠特定地區之毗連擴大機制明定相關規定：

1. 第31條係就工業區以外之丁種建築用地或都市計畫工業區土地，

其原使用地或都市計畫工業區內土地確已不敷使用者，經依產業創

新條例第65條規定，取得直轄市、縣(市)工業主管機關核定發給之

工業用地證明書者，得在其需用面積限度內以其毗連非都市土地申

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2. 第31-1條至第31-2條係分別就位於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33條第3項

公告未達5公頃之特定地區內，已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之低污染事業

興辦產業人，其得於特定農業區以外之土地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

築用地及適當使用地，並依規定辦理整體規劃與否，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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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既有丁種建築用地、

特定地區毗連擴大之機制是否延續

一、法令分析

3. 第32條係為使丁種建築用地所包圍或夾雜土地配合原工廠用地作

整體規劃，就工業區以外位於依法核准設廠用地範圍內，為丁種建

築用地所包圍或夾雜土地，訂定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之相關規

定。

4. 第33條係就工業區以外為不同工廠之丁種建築用地所包圍或夾雜

之土地，面積未達2公頃規模，且經工業主管機關審查認定適宜作

低污染、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者，訂定得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

築用地之相關規定。

經歸納前開訂定依據，第31條係配合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及產業創新條例訂定；第31-1條及第31-2條係配合工廠管理輔導法

訂定。（詳細內容如議程資料P.15~P.16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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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既有丁種建築用地、

特定地區毗連擴大之機制是否延續

二、現況分析

1. 經套疊分析丁種建築用地

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

之 分 布 情 形 ， 約 有

68.12%既有丁種建築用

地位於城鄉發展地區第2

類之2範圍，另分別約有

19.09%及 5.59%既有丁

種建築用地位於農業發展

地區第2類及第3類範圍

，其餘零星分布於國土保

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

城鄉發展地區。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
丁種建築用地分布面積

公頃 %

國土保育地區

第1類 83.09 0.35%
第2類 68.50 0.29%
第3類 0.00 0.00%
第4類 0.01 0.00%

海洋資源地區

第1-1類 0.06 0.00%
第1-2類 0.00 0.00%
第1-3類 0.00 0.00%
第2類 0.00 0.00%
第3類 1.44 0.01%

農業發展地區

第1類 218.56 0.93%
第2類 4,476.53 19.09%
第3類 1,310.74 5.59%
第4類 185.04 0.79%
第5類 0.61 0.00%

城鄉發展地區

第1類 12.70 0.05%
第2類之1 540.75 2.31%
第2類之2 15,973.54 68.12%
第2類之3 454.15 1.94%
第3類 1.47 0.01%

空白 122.84 0.52%
合計 23,450.0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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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既有丁種建築用地、

特定地區毗連擴大之機制是否延續

二、現況分析

2. 再套疊分析18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

草案)所劃設未來發

展地區(含成2-3及中

長程)與現行非都市

土地既有丁種建築用

地分布，約有1.12%

既有丁種建築用地位

於城鄉發展地區第2

類之3範圍，約17%

既有丁種建築用地位

於中長程未來發展地

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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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既有丁種建築用地、

特定地區毗連擴大之機制是否延續

二、現況分析

3. 按全國國土計畫指導，「未來發展地區」之劃設應符合下列條件：

1) 區位指導原則：大眾運輸場站周邊一定範圍、鄉公所所在地、

為擴大或整合相鄰2公里內都市計畫、……等。

2) 未來發展地區應避免使用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及農業發展地

區第1類之土地。

3) 儘量避免使用環境敏感地區，如有整體開發需要，或環境敏感

地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有整體發展計畫或政策者，應說明

其納入理由，並按其敏感特性訂定該地區土地使用原則及開發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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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既有丁種建築用地、

特定地區毗連擴大之機制是否延續

三、分析及建議

1. 按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內容係依據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訂定之，故有關丁種建築用地毗連擴大機

制是否延續，建議如下：

1)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1條：過去係配合獎勵投資條例、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產業創新條例訂定，考量產業創新條例第

65條規定：「興辦工業人因擴展工業或設置污染防治設備，需

使用毗連之非都市土地時，其擴展計畫及用地面積，應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發給工業用地證明書，辦理使用

地變更編定。」仍屬有效，於該條文修正前，基於制度延續性

，又為配合國土計畫整體規劃考量，未來如位屬城鄉發展地區

或未來發展地區者，建議該機制得予以保留，即仍得申請毗連

擴大工業用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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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既有丁種建築用地、

特定地區毗連擴大之機制是否延續

三、分析及建議

1. 按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內容係依據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訂定之，故有關丁種建築用地毗連擴大機

制是否延續，建議如下：

2)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1-1條及第31-2條：係配合工廠管理

輔導法第33條第3項公告之特定地區訂定之配套規定，考量該規

定輔導期間已於109年6月2日終止，故相關機制應配合刪除。

3)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2條及第33條：係為使丁種建築用

地所包圍或夾雜土地配合原工廠用地訂定相關變更用地之規定，

考量未來國土計畫制度強調產業發展整體規劃，避免零星夾雜土

地遍布，為避免未來土地失序利用，該機制建議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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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既有丁種建築用地、

特定地區毗連擴大之機制是否延續

三、分析及建議

2. 未來為落實計畫引導管制，使開發利用行為與計畫指導整合，並符

合國土計畫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管制情形，應研訂得毗連擴大之

範圍，便於各縣市國土計畫進行成長管理，故就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31條規定之延續機制，建議以各縣市國土計畫所列「未

來發展地區」為限進行毗連擴大申請，且應符合下條件始得申請：

1) 既有丁種建築用地申請毗連擴大，僅限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劃設之「未來發展地區」範圍內。

2) 不得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範圍。

3) 原使用地土地已不敷使用，經依產業創新條例第65條規定，取

得直轄市或縣(市)工業主管機關核定發給之工業用地證明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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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既有丁種建築用地、

特定地區毗連擴大之機制是否延續

三、分析及建議

3. 為使丁種建築用地毗連擴大機制於國土計畫制度下順利接軌，後續

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配合訂定相關配套措施，俾利後續執行。

四、擬辦

1. 有關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1條規定之延
續機制，請中央產業主管機關協助訂定相關配
套措施，俾利後續執行。

2. 按前開「三、分析及建議」內容辦理，如相關
機關未有反對意見，後續擬將前開納入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研擬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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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違規查處機制

一、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違規查處機制

1.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

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管制其使用，並由鄉(鎮、市、區)公所

隨時檢查，如有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處理

或成立聯合取締小組定期查處，前開聯合取締小組並得請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期檢查是否依原核定計畫使用。

2. 如係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計畫編定、變更編定，或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使用者，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有檢查是否依原核定

計畫使用之權責，如有違反使用者，則函請聯合取締小組處理。

3. 為協助非都市土地使用查處，本部93年編印「非都市土地違反使

用管制查處工作手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另參酌前開作業手冊

，訂定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查處及聯合取締小組等相關作業要點，

補充權責分工、查處標準等實務執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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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違規查處機制

一、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違規查處機制

3. 此外，本署自90年起即推動國土利用監測計畫，運用遙測衛星影

像偵測土地利用變遷情形，並透過變異點通報、查報程序，協助土

地使用違規查報。該計畫通報之變異點，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勘

查確認屬違反土地使用者，應即納入違規查處機制，並依有關法令

規定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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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違規查處機制

二、目前違規查處執行課題

1. 行政作業量能及查報、追蹤成效：參考監察院101財調0086號調查

報告，以91年至100年底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查處情形為例(詳議

程資料P.29表4-3)，直轄市、縣（市）政府違規查處總案件共計2

萬3千餘件，本部地政司亦於每年地政業務督導考評將「使用編定

管制績效」列為考評項目之一，惟前開案件已恢復原狀完成結案之

案件數僅約總案件數之5.16%，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囿於人

力、經費等作業能量限制，以及地方民意代表壓力下，未能有效落

實區域計畫法相關罰則規定，亦未能就查處案件有效列管、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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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違規查處機制

二、目前違規查處執行課題

2. 裁處權責分工：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容許使用及變更

編定係由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或核准興辦事業計畫，土地

使用檢查則由鄉（鎮、市、區）公所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至

違規查報及裁處另由地政機關辦理，前開機關權責分工均仰賴直轄

市、縣 (市)政府訂定違規查處作業要點予以規範。

3. 「定期」查處規範：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5條授權，僅訂

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立聯合取締小組定期查處，惟未明

定前開「定期」查處之頻率，係由地方政府依實務需求於各該聯合

取締小組相關作業要點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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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違規查處機制

三、分析及建議

1. 依國土計畫法規定，未來土地使用管制機制係按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進行管制，並就土地使用程序分為免經申請同意、應經申請同

意，如屬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項目，應依該法第

24條規定申請使用許可，又前開同意、許可之權責機關原則係各

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2. 經參考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違規查處機制並為強化管制作為，就未

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違規查處機制建議如下：

權責

機關

違規

檢舉

業務

分工

行政

協助

計畫

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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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違規查處機制

三、分析及建議

1) 就土地使用違規查報權責機關部分，考量違規查報之在地性及

即時性，建議延續現行由鄉（鎮、市、區）公所隨時檢查之機

制；此外，未來依國土計畫法及相關子法辦理應經申請同意、

使用許可等案件之許可機關包括中央、地方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本署另案辦理之應經申請同意機制研析委託案，亦刻正研析

部分使用項目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之機制，因前開案

件均經過相關審核程序，故各該同意、許可機關亦應擔負檢查

權責，以確保申請人按核定計畫進行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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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違規查處機制

三、分析及建議

2) 除隨時檢查外，依國土計畫法第40條規定，本部刻研訂「國土

計畫土地違規使用檢舉獎勵辦法（草案）」，依前開辦法草案

第3條規定，檢舉人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檢舉系統，就違反

本法第38條規定之案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檢舉

；又本部依國土計畫法第19條規定，已於108年3月28日發布「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依該辦法第6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土地利用監測發現之變異點，應透過變異點通報系統通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進行查處，前開2類案件有助於土地使用

違規行為之查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亦應就前開類型

案件積極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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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違規查處機制

三、分析及建議

3)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業務分工，建議延續現行聯合取締小

組辦理違規案件裁處之機制，且經參考現行各轄市、縣（市）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聯合取締小組設置及執行要點，建議於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內明確規範定期查處時間以6個月為1

期，以提高查處成效。

4) 另為解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宥於人力及作業能量有限

，未能積極辦理土地使用違規查報，為提升查報成效，經參考

行政程序法第16條規定，建議於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明

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查處

作業之相關規定，又前開委託事項仍應符合行政程序法或政府

採購法等有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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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違規查處機制

三、分析及建議

5) 此外，為使本部得實質督導土地使用違規查處情形，建議採計

畫引導形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每年訂定土地使用

違規查處計畫，報本部核定後據以執行，且年度執行完竣後應

將執行情形送本部備查，以利本部確實掌握土地使用違規查處

情形，並於必要時給予有關行政資源協助。

3. 就上開建議事項業研擬條文草案（如議程資料P.32~P.33表4-4），

並請本部地政司及有關機關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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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違規查處機制

四、擬辦

按前開「三、分析及建議」內容辦理，後續擬依

前開條文草案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草案）研訂，並繼續研議查處計畫應載明事項等

相關配套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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