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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附會議議程資料1份，請攜帶準時與會。

二、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本署來賓車位有限，請儘量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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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 7次研商會議 

議程資料 

壹、背景說明 

本部依國土計畫法之法定期程，於 107 年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後續直

轄市、縣（市）政府依法應於 109 年 4月 30 日前公告實

施各該國土計畫，並應於 111 年 4 月 30 日前公告各該國

土功能分區圖。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前

開法定工作，本部已於 106 年度補助 18 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理所屬國土計畫規劃作業，並由本署城鄉發展分

署成立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輔導團（以下簡稱輔

導團），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以

下簡稱規劃手冊），以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必要

協助。 

前開規劃手冊經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委託研擬完成草

案，並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107 年 6 月 25 日第 3次會

議報告，經該審議會洽悉並附帶決議略以：「（一）請

城鄉發展分署參考與會委員及有關機關意見修正『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相關內容，……。（二）

本案與會民間團體代表提出意見涉及手冊部分，請城鄉

發展分署參考修正，……」，考量規劃手冊指導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規劃及研擬方向，相關內容後續並將

納為本部審議各該國土計畫之審議重點，又部分內容涉

及有關部會權責及應協助確認事項，爰本署就規劃手冊

內容以各議題面向安排研商會議如下，期充分討論獲致

共識，由城鄉發展分署配合修正，俾規劃手冊更臻完善。 



2 
 

表 1研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草案）各討論議題時程表 

議題 重點 研商會議時間 

城鄉發

展 

成長管理計畫、未來發展區位劃設原則

及相關應備文件 

本次會議討論 

◎產業用地劃設及總量推估方式 

◎未登記工廠管理計畫 

第 6次研商會議討論 

計畫人口及環境容受力評估方式 本次會議討論 

◎城鄉發展地區劃設及既有鄉村區劃設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類之一方式 

（後續另行安排）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第 5次研商會議討論有案 

農業發

展 

◎農地總量計算方式及區位指明方式 

◎農業發展地區劃設 

（後續另行安排） 

國土保

育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後續另行安排）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 

◎國土復育促進地區 

部門計

畫 

 

◎住宅部門 （後續另行安排） 

◎運輸部門 

◎能源部門 

◎水資源部門 

◎廢棄物處理部門 

◎觀光部門 

其他 ◎政策環評 第 5次研商會議討論 

◎原住民族土地 

貳、討論事項 

議題一、成長管理計畫、未來發展區位劃設原則及相關

應備文件（如附件 1） 

議題二、計畫人口推估及環境容受力評估方式（如附件

2） 

參、臨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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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成長管理計畫、未來發展區位劃設原則及相關應備文

件。 

說明： 

一、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事項 

全國國土計畫有關成長管理策略摘要如下： 
 

第二節 成長管理策略 

壹、全國供糧食生產之農地總量 

一、全國農地總量之需求評估，係在國外農產品輸入受阻時，國內應維持供糧食

生產之農地資源，面積需求為 74 萬公頃至 81 萬公頃。考量農漁牧一級產業

皆具有糧食生產功能，本計畫以前開數量作為供糧食生產之農地需求總量低

推估之目標值。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積極維護供糧食生產之農地面積數量及品質，該等

農地面積及分布區位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載明，並由各級政府提

供適當資源挹注。 

貳、城鄉發展總量、成長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 

一、城鄉發展總量及檢討原則 

（一）城鄉發展總量：指既有發展地區、新增產業用地及未來發展地區等： 

1.既有發展地區：含既有都市計畫地區、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工業區、開發許可地區等，計約 59 萬 991 公頃，未來發展應遵循城鄉

發展優先順序，優先使用既有發展地區內閒置、低度利用土地，且儘量

不增加住商型都市發展用地。 

2.新增產業用地：依經濟部推估，於「民國 101 年以前開發的產業用地為

完全利用」之前提下，至民國 125 年新增產業用地需求為 3,311 公頃、

科學工業園區新增用地需求為 1,000 公頃。 

3.未來發展地區：為改善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及原住民族土地缺

乏公共設施情形，並因應未來發展需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核

實評估人口及產業之發展情形，訂定未來發展總量。 

（二）城鄉發展總量檢討原則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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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量檢討原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以既有發展地區為主要發

展範圍，城鄉發展總量檢討應針對下列各項作分析： 

(1)既有都市計畫地區內都市發展用地、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工業區、開發許可地區等發展情形。 

(2)人口發展趨勢及住宅供需情形。 

(3)因應社會經濟變遷之城鄉發展用地需求情形。 

(4)資源供給能力及環境容受力情形。 

(5)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之配合情形。 

(6)城鄉空間發展趨勢情形。 

2.城鄉發展總量係考量 20 年發展需求，在 5 年內有具體發展計畫或需求，

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者（詳第八章、第二節、壹、四），

始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二、城鄉發展成長區位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劃設未來發展地區，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得經

各該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同意後，納入各該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 

1.落實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位屬高鐵車站、臺鐵車站、捷運車站、

客運轉運站等大眾運輸場站周邊一定距離範圍內者。 

2.鄉公所所在地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依法擬定都市計畫者。 

3.相鄰 2 公里內都市計畫地區間之非都市土地，為擴大或整合都市計畫者。

4.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開發許可地區周邊，或位屬既有都市計

畫周邊一定距離範圍內，為與各該都市計畫整合發展者。 

5.為增加住商用地，既有都市計畫之住宅區或商業區發展率達 80%，且各

該都市計畫無可釋出農業區（非屬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者，詳第八章、

第二節、壹、三）者；或為因應當地人口發展趨勢或人口結構變遷，提

供或改善必要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者。 

6.為增加產業用地，既有都市計畫之工業區或產業相關分區發展率達

80%，各該都市計畫無可釋出農業區（非屬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者，詳

第八章、第二節、壹、三）者；或位屬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交流道、高

鐵車站、臺鐵車站 5 公里範圍內或國際機場、國際港口 10 公里範圍內，

可提供旅運服務或運用其運輸系統滿足需求者。 



5 

7.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開發許可區之擴大，或重大建

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 

（二）未來發展地區應避免使用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詳第八章、第二節、

壹、一）、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詳第八章、第二節、壹、三）之土地。 

（三）儘量避免使用環境敏感地區，如有下列情形之一須將其劃設為未來發展地

區者，應說明納入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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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未來申請開發利用之依據： 

1.因整體發展需要，經評估無可避免應使用之環境敏感地區，並不得違反

各該環境敏感地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法令禁止或限制規定，或本計畫

指導事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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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機

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訂有整體發展計畫或政策。 

（四）避免造成蛙躍發展情形。 

三、城鄉發展優先順序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具體指出各該城鄉發展空間之發展優先順

序，其優先順序原則如下： 

（一）既有都市計畫內之都市發展用地；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

開發許可地區：以區內低度發展、無效供給地區之再利用為優先，推動更

新地區、整體開發地區次之。 

（二）既有都市計畫內農地：非屬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之農地（詳第八章、第二

節、壹、三)。 

（三）屬於 5 年內有具體需求，且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之地區

（詳第八章、第二節、壹、四)，並以鄰近既有都市計畫、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產業園區、開發許可地區周邊地區者為優先。 

屬興辦國防、行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或緊急救災安置需要者，得免依上

開城鄉發展優先順序辦理。 

參、環境品質提升及公共設施提供策略 

一、供給合理公共設施，提高生活品質 

（一）都市計畫地區 

1.應針對既有都市計畫地區評估合理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明定應優先開

發之公共設施之區位及開發期程，整合政策補助、整體開發、變更負擔



6 

等多元方式確保公共設施提供，並應配合住宅法相關規定，規劃適宜之

住宅，以提升既有發展地區環境品質、創造宜居都市環境。 

2.針對不符都市計畫發展所需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予檢討及變更，並應

會商各該公共設施指定使用或用地主管機關，根據當地城鄉發展願景，

研擬變更構想，透過整體開發等方式，加速土地活化與開發時程，俾土

地有效利用。 

3.都市計畫地區應考量人口高齡少子女化、氣候變遷趨勢，並於提升都市

競爭力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等目標下，核實檢討都市計畫地區內已開闢

公共設施，並予以活化或轉型。 

（二）鄉村地區 

為促進鄉村地區永續發展及農村再生，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透過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於改善鄉村地區生產條件、維護鄉村地區生態環境及

提升鄉村地區生活品質等需求下，針對公共設施進行整體規劃，配合農村

再生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等，取得必要公共設施，以改善鄉村地區生活、

生產及生態環境。 

（三）未來發展地區 

未來發展地區應以整體開發、公有土地撥用等方式提供公共設施或公

用設備，不得影響既有發展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且應先檢討鄰近城鄉

發展地區相關公共設施之服務水準，如有不足者，應透過未來發展地區配

合提供。 

二、改善都市空氣污染，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既有人口高度集居，且超過國家空氣品質標準

以上之地區，應避免引進石化、鋼鐵等高污染或高耗能產業；擬定交通改

善策略，減少空氣污染影響國人健康安全；且應審慎評估新設學校或醫院

等設施之分布區位，以避免影響學童或相關人員健康。 

（二）跨直轄市、縣（市）轄區之空氣污染問題，應評估納為都會區域計畫之重

要議題，透過跨縣市合作，協調規劃產業發展、人口集居或農業生產區位，

訂定改善空氣品質策略，以提升環境品質，並營造宜居與健康城鄉環境。

三、整合國家空間再生政策，活化老舊市區中心 

綜合考量高齡少子女化社會發展及六都集中化發展對老舊市區發展衝

擊，並為落實集約發展、促進適性城鄉及提高公共設施品質，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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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指認老舊市區，訂定都市更新發展策略，透過促進民眾參與、輔導民

眾自辦更新、促進社區自主營造等多元方式推動，以逐步營造優質都市環境，

提升公共設施品質，促進城鄉適性發展。 

肆、經濟發展機會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策略 

一、提升轉型地區經濟發展機會 

（一）不以人口成長為目標，核實檢討各級土地使用計畫之計畫人口，確認合宜

規模，且以不增設住宅用地為原則，並提升空間利用效率、強化生態、產

業發展與文化教育環境，並增加開放空間，以形塑永續且宜居之都市，減

緩人口外流。 

（二）應考量地區特性，鼓勵窳陋空屋轉型為地區產業、社會需求空間，並推動

環境綠美化、高齡友善步行空間，並就老舊基礎公共設施進行改善，以營

造安全社區環境、改善生活機能及提升生活品質。 

二、協助偏遠地區促進社會公平 

（一）改善偏遠弱勢地區自來水、醫療等基礎公共服務，並提高偏遠地區公共運

輸系統的可及性，維持基礎生活機能。 

（二）加強偏鄉資訊基礎建設以彌補其對聯外公共運輸服務之不便，並提升偏鄉

數位產業、物流及教育醫療發展機會，以降低偏遠地區可及性低之發展困

境，引導科技及產業人才投入創造偏鄉數位發展機會的行列。 

三、建立具社會公義之土地違規使用處理機制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針對既有違規案件，依據相關法令規範，積極辦

理違規查報、取締、輔導轉型等作業，既有違規事實應受罰完成，並以「對

產業現況影響最小」與「環境負擔增加最少」原則下，依據土地污染程度、

影響食安衛生情形、產業發展潛力及相關因素，針對違規案件進行分級分

類，研擬各地區違規處理策略及期程。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應改善、拆除之違規使用，持續監測追蹤其改

善情形及對環境之影響，並依法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

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以增加違規成本，進而有效抑止違規行為，同時確

保公平正義。 

伍、策略執行工具建議 

一、回饋機制 

直轄市、縣（市）政府在興建地區公共設施時，應善用都市土地變更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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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都市更新捐贈公益設施或整體開發捐贈用地等多元方式，取得相關用地。

二、負擔開發義務 

（一）繳交影響費：依本法第 28 條規定，得以繳交影響費、可建築土地抵充等

方式，並設立專門保管及運用基金，運用於改善或增建公共設施。 

（二）工程受益費或都市計畫法建議之多元方式。 

三、公共設施闢建配合都市發展時程 

於公共設施闢建應配合城鄉發展時程原則下，所有設施開發應按照進度

設置，城鄉發展與公共設施發展步調一致，以避免產生設施提供過量或不足

之現象。 

四、公有土地活化機制 

（一）公有土地、國營事業土地活化：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盤點城鄉發展地

區內公有及國公營事業土地、設施資源，評估輔助社會弱勢、促進產業創

新發展、落實社會公平正義等需求，協同土地及設施管理機關共同規劃，

優先研擬公有土地及設施之活化策略，且相關公辦之整體開發、都市更新、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聯合開發等均應以創造社會公義為目標，進行公

益性設施及公共設施規劃，以促使公共資源有效應用於社會。 

（二）國有非公用土地活化：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考量整體發展需求，洽土

地管理機關，就閒置之國有非公用土地進行規劃，以有效利用土地，並促

進城鄉發展。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請城鄉發展分署

說明） 

手冊有關成長管理計畫包含「建議內容」、「操作

原則」、「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原則」、「直轄市、縣（市）

宜維護農地面積及區位」、「城鄉發展總量及地區規劃

建議」、「公共設施之需求、配置及改善方案研擬建

議」、「土地再利用區位及推動方案研擬建議」、「未登

記工廠管理（輔導及清理）計畫研擬建議」及「注意

事項」；其中，「直轄市、縣（市）宜維護農地面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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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及「未登記工廠管理（輔導及清理）計畫研擬

建議」已另案安排討論議題，本次不予納入討論，其

餘內容摘述如下： 
 

（一）建議內容 

項目 建議至少說明內容 其他得視需要說明內容 分析目的 

計畫目標 成長管理之具體績效指標： 

1.應維護供糧食生產之農地總量 

2.城鄉發展總量 

其他指標： 

1.都市計畫容積控制總

量 

2.公共設施供給量或面

積 

3.空氣品質標準目標 

作為後續成長管

理計畫研擬之目

標 

直轄市、縣

（市）宜維

護農地面積

及區位 

1.應維護供糧食生產之農地總量

及區位 

2.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區位、發展定

位及構想 

- 1.作為後續劃設農

業發展地區、城

鄉發展地區之

參酌 

2.作為後續農業部

門空間發展計

畫規劃區位時

之基礎 

直轄市、縣

（市）新訂

或擴大都市

計畫及可發

展面積及區

位 

1.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規劃區

位、面積 

2.城鄉發展總量、區位 

3.未來發展地區及總量：近 5 年、

20 年內有具體城鄉發展計畫或

需求之區位、面積(城鄉發展成

長區位) 

4.新增產業用地總量、區位 

5.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之

區位、面積 

1.都市計畫區有都市發

展需求之區位、面積 

2.都市計畫範圍檢討變

更之區位、面積 

1.作為後續劃設城

鄉發展地區之

參酌 

2.作為後續住宅、

產業、公共設施

部門空間發展

計畫規劃區位

時之基礎 

直轄市、縣

（市）城鄉

發展優先順

序 

城鄉發展空間之優先順序、條件 - 作為後續住宅、產

業、公共設施部門

空間發展計畫規

劃區位時之參考 

土地再利用

區位及推動

方案 

下列項目之閒置或低度利用土地

或空間再利用、更新、活化、轉型

或重劃規劃構想、區位： 

下列項目之閒置或低度

利用土地或空間再利

用、更新、活化、轉型或

作為後續部門空

間發展計畫研擬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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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舊市區或建成地區(都市更新

發展策略) 

2.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3.公有土地、國營事業土地 

4.國有非公用土地 

5.已開闢公共設施 

重劃規劃構想、區位： 

1.老舊建物 

2.公有建物及設施 

3.受汙染土地或河川 

4.商業空間 

5.工業用地 

6.低度開闢或超額供給

的都市計畫住宅區或

商業區 

公共設施之

需求、配置

及改善方案 

都市計畫地區、鄉村地區、未來發

展地區之環境品質提升及公共設

施提供規劃： 

1.都市計畫區、鄉村地區公共設施

服務水準檢討 

2.都市計畫區、鄉村地區應優先開

發之公共設施區位、開發期程 

3.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保留地檢

討、變更構想、開發方式 

4.未來發展地區之公共設施配合

規劃、鄰近地區服務水準檢討 

5.空氣品質改善策略 

6.減少空氣污染之交通改善策略 

7.檢討新設學校或醫院等設施之

區位 

1.訂定公共設施服務水

準審查標準 

2.下列公共設施新設、改

善方案： 

(1)教育 

(2)醫療衛生 

(3)文化娛樂 

(4)交通 

(5)體育 

(6)社會福利 

(7)行政管理 

(8)社區服務 

(9)郵政 

(10)電信 

(11)商業金融服務 

(12)其他 

作為後續公共設

施部門空間發展

計畫研擬之參考 

經濟發展機

會及社會公

平正義改善

方案 

1.提升轉型地區經濟發展機會對

策 

2.協助偏遠地區促進社會公平對

策 

3.建立具社會公義之土地違規使

用處理機制之規劃 

1.結構弱勢地區的土地

使用計畫檢討 

2.宜居及友善空間、開放

空間規劃 

3.窳陋空屋轉型鼓勵措

施 

4.數位產業、物流及教育

醫療發展對策 

5.資訊基礎建設、基礎設

施及公共運輸系統改

善對策 

6.違規處理策略及期程 

作為後續產業、公

共設施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研擬之

參考 

實施財源評

估 

上述規劃之經費來源 1.上述規劃之開發主

體、開發方式 

作為上述規劃評

估財務可行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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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規劃之經費預估 

3.其他相關項目 

參酌 

其他相關事

項 

- 1.跨縣市整合規劃 

2.相關政策及行政資源

整合對策 

3.執行及財務查核機制 

1.作為上述方案後

續執行之依據 

2.作為未來推動都

會區域計畫之

基礎 

 

（二）操作原則 

1.全國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策略，包含全國供糧食生產之農地總量、城鄉發展

總量、成展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環境品質提升及公共設施提供策略、經濟

發展機會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策略、策略執行工具等，而直轄市、縣（市）

成長管理計畫，應有相應配合的具體實施方案。 

2.農地總量、城鄉發展區位、土地再利用推動方案、公共設施配置及改善方案、

經濟發展機會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方案等內容，應明確提出具體區位、範圍

或面積，並視需要各自呈現位置圖、現況示意圖、土地使用計畫圖等。 

（三）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原則（略） 

（四）直轄市、縣（市）宜維護農地面積及區位 

（五）城鄉發展總量及地區規劃建議 

城鄉發展總量，係考量未來 20 年發展需求，指既有發展地區、新增產

業發展用地及未來發展需求地區等，其計算應遵照全國國土計畫第五章第二

節貳、城鄉發展總量之指導，並注意下列事項： 

1.新增產業用地研訂原則（略） 

2.未來發展總量、地區研訂原則：未來發展需求總量研定、未來發展地區劃設，

應依據下列原則研訂： 

(1) 符合全國國土計畫規範之城鄉發展成長區位。 

(2) 不應違背全國國土計畫有關成長區位、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之規定及國土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3) 未來發展總量，為因應既有鄉村區及原住民族土地等未來發展需求地區之

未來成長需求、公共設施改善而訂定之。 

(4) 未來 5 年、20 年發展需求總量，建議在充分考量目標年計畫人口設定及分

派、環境容受力情形下，核實評估包含人口居住、產業發展、公共設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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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等用地需求，其需求得參酌前述發展預測乙節評估之。 

(5) 未來發展區位宜以鄰近既有都市計畫、非都市鄉村區、工業區、產業園區、

開發許可地區之周邊地區為優先。 

3.城鄉發展總量檢討原則：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建議述明未來 20 年發

展需求總量、區位，並應分期分區規劃逐步辦理，爾後配合每 5 年 1 次之通

盤檢討時程，檢視原預留未來發展區位之發展現況及環境變遷，重新評估未

來發展總量及 20 年城鄉發展總量之增減。總量檢討時如有增減城鄉發展總

量需求時，應考量全國國土計畫所要求之下列原則： 

(1) 既有都市計畫地區內都市發展用地、非都市鄉村區、工業區、開發許可地

區等發展情形。 

(2) 人口發展趨勢及住宅供需情形。 

(3) 因應社會經濟變遷之城鄉發展用地需求情形。 

(4) 資源供給能力及環境容受力情形。 

(5) 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以已核定計畫者為主）之配合情形。 

(6) 城鄉空間發展趨勢情形。 

4.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之原則 

(1) 城鄉發展總量，在 5 年內有具體發展計畫或需求，且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三劃設條件者，始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故因城鄉發展需求而劃

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僅限於「5 年內有具體發展需求」者。 

(2) 如屬 5 年後具體發展需求之情形，得透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

檢討時，將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者，變更劃設為適當之城鄉發展地

區。 

(3) 因「5 年內有具體發展需求」而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區位，

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明確指認，以示意圖說明分布區位（範例

得參考如下臺中市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分布示意圖），並說明下列事項，以

作為劃設依據： 

A.5 年內有具體發展需求（即住宅用地、產業用地或公共設施用地需求）

之面積、區位及範圍。 

B.有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 

C.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策略。 

D.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劃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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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六）公共設施之需求、配置及改善方案研擬建議 

1.依循全國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策略，其中訂有環境品質提升及公共設施策

略，針對此策略，應明確提出相關分析及具體執行方案，並配合都市發展時

程規劃分期辦理。 

2.內容得如都市計畫地區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及變更、既有公共設施使用情

形檢討及多目標使用規劃、預計開發方式及期程、國家或地方重大公共設施

計畫、空氣汙染之排放管制措施及改善地區、老舊市區活化標地及順序、政

策資源整合、高齡友善空間及設施、都市再生策略、長期照護設施新設、低

衝擊開發城鄉發展計畫及目標、城鄉防災管理指標、低碳城鄉發展措施等內

容及其他配合機制（如土地回饋、繳交影響費等）。 

 （七）土地再利用區位及推動方案研擬建議 

土地再利用區位及推動方案，得參考工業局產業用地革新方案、行政

院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都市更新計畫、農村再生執行計畫、

老屋活化計畫、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成果等官方文件，研

擬公有土地、公共設施、老舊市區、產業用地活化措施。 

（八）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研擬建議：（略） 

（九）注意事項 

1.重大建設計畫之開發，應於成長管理計畫中指認具體區位、範圍、計畫內容，

且建議一併說明地主意願調查結果、開發主體、開發方式、土地使用計畫、

財務計畫、完成期限等重點事項，並依其規定程序辦理相關經費之審議及核

定。 

2.成長管理計畫之圖說、表格，建議參酌第四部分貳、規劃圖表內容、格式。
 

三、討論事項： 

（一）請直轄市、縣(市)政府說明目前辦理進度：（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說明，時間 5分鐘） 

1.目前成長管理計畫研擬內容。 

2.未來發展區位劃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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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手冊草案內容之建議事項，提請討論： 

1.就規劃手冊內容是否有應補充或修正事項，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表示意見。 

2.就未來發展地區： 

(1)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未來發展地區之總量

應係基於「改善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及

原住民族土地缺乏公共設施情形，並因應未來發

展需求」，故有關鄉村區及原住民族土地之公共設

施項目、設置標準，及所需土地面積估算原則等，

請再予補充。 

(2)全國國土計畫提出指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劃設未來發展地區應符合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等

原則，規劃手冊就該部分尚無相關論述，建議再

予補充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配合研擬之

相應內容（未來發展區位劃設原則），並建議補充

各該情形之相關應備文件。 

3.就重大建設計畫：規劃手冊提出「重大建設計畫之

開發，應於成長管理計畫中指認具體區位、範圍、

計畫內容，且建議一併說明地主意願調查結果、開

發主體、開發方式、土地使用計畫、財務計畫、完

成期限等重點事項，並依其規定程序辦理相關經費

之審議及核定。」，考量經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並未

包含地主意願調查等相關內容，是以，前開「地主

意願調查」、「財務計畫」等內容，建議再予評估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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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劃設為城鄉發展區之原則： 

(1)本手冊草案提出「因城鄉發展需求而劃設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二類之三，僅限於『5 年內有具體發展

需求』者」1 節，請再予補充前開「5年內有具體

發展需求」之定義。 

(2)本手冊草案並提出「如屬 5 年後具體發展需求之

情形，得透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

時，將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者，變更劃設

為適當之城鄉發展地區」1 節，案經本部法規會於

107 年 7 月 3 日「國土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機

關研商會議」表示：「依據本法規定，國土計畫與

國土功能分區有先後邏輯關係，如行政院核定之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已納入國土計畫內考量，則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得於『一定期限』內，

依據國土計畫辦理國土功能分區分類之變更」，即

未來如屬 5 年後發展需求者，得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所定「一定期限」內辦理檢討變更，並

非應俟「通盤檢討」始得辦理，請配合檢討修正。 

5.就公共設施之需求、配置及改善方案： 

本手冊草案提出「公共設施之需求、配置及改

善方案」應至少說明「1.都市計畫區、鄉村地區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檢討。2.都市計畫區、鄉村地區應

優先開發之公共設施區位、開發期程。3.都市計畫

區公共設施保留地檢討、變更構想、開發方式。4.

未來發展地區之公共設施配合規劃、鄰近地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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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檢討。5.空氣品質改善策略。6.減少空氣污染

之交通改善策略。7.檢討新設學校或醫院等設施之

區位。」，建議： 

(1)以各該國土計畫規劃之策略分區進行整體檢視論

述。 

(2)涉及都市計畫公共設施部分，考量都市計畫相關

法令規定已有明確規範，且都市計畫係依據都市

計畫法進行管制，是以，該相關內容建議不予納

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3)又「空氣品質改善策略」、「減少空氣污染之交通

改善策略」及「檢討新設學校或醫院等設施之區

位」等，尚非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範疇，

建議評估不予納入手冊。 

(4)又手冊草案並提出該部分內容得如「低衝擊開發

城鄉發展計畫及目標、城鄉防災管理指標、低碳

城鄉發展措施」，該相關內容與公共設之需求關聯

性為何？是否有納入必要，請併予評估。 

擬辦：請城鄉發展分署依會議討論情形檢討修正規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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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計畫人口推估及環境容受力評估方式。 

說明： 

一、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事項 

全國國土計畫涉及人口之相關論述及指導分別人

口發展現況及人口總量，相關內容摘述如下： 
 

第二章、發展現況及課題、第五節 人口、住宅及產業 

壹、人口 

一、發展現況 

依據內政部統計至 106 年底，我國的總人口數為 2,357 萬人，未滿 15

歲幼年人口及 15～64 歲青壯年人口分別占總人口的 13.12%及 73.02%，比

率持續下降，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 13.86%，比率逐年上升，扶養

比增為 37%，人口老化指數增至 105.6。 

二、發展課題 

（一）我國人口成長呈現下滑趨勢，且生育率逐年減少，人口成長趨緩，部分區

域人口外流明顯致使已開發土地利用效率不佳，部分已開發地區人口數將

逐漸減少，都市發展及土地利用如何因應轉型須及早規劃。 

（二）我人口年齡結構逐漸朝向高齡少子女化趨勢發展，老人福利機構及長期照

護資源需求日益增加，而學校設施則有因應人口結構變化加以調整之必要。

 

第三章、發展預測、第二節 人口及住宅總量 

壹、人口總量 

一、人口總量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民國 105 年「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至 150 年）」

報告之中推估結果（假設民國 130 年總生育率達 1.2 人後維持固定），民國

113 年人口總量達到高峰 2,374 萬人後轉為負成長，民國 125 年總量為 2,310

萬人，故本計畫以該總量作為計畫目標年（125 年）之人口總量（圖 3-2-1）。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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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年，中推估
23.10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至 150 年)，105 年。 

(本計畫增加民國 125 年目標值) 

圖 3-2-1 總人口成長趨勢示意圖 

 

二、各直轄市、縣（市）人口總量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考量重大建設投入、住宅供給、產業經濟

吸引及環境容受力等因素，訂定各該直轄市、縣（市）之計畫人口。針對人

口持續成長之直轄市、縣（市）應於各該國土計畫著重成長管理與環境容受

力評估，確保發展與環境永續兼顧；對於人口呈現減少之地區，須特別重視

農村、偏遠地區之規劃與公共設施服務提供，提供適地適性之公共設施服

務，以促進地區產業發展，並維持應有之公共服務。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請城鄉發展分署說

明） 

規劃手冊對於人口之發展預測提出人口推估相關內

容，建議至少進行居住、廢棄物處理、污水處理及民生

供水容受力分析，並就前開各項容受力提供推估範例；

此外，手冊並提出計畫人口設定及分派等內容。相關內

容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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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議內容 

1.全國國土計畫之內容涵蓋預測人口總量（如目標年推估人口數、計畫人口

總量）、住宅總量（如住宅需求戶數及用地需求）、產業用地需求量等項目，

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得銜接前者預測分析成果，考量地方發展

現況及供需趨勢，預測含人口、住宅、公共設施、產業等項目之需求總量，

於後說明預測項目之推估目的、預測內容、推估方法、注意事項等。 

2.發展預測之表格，建議參酌第四部分貳、規劃圖表內容、格式。 

（二）人口、住宅預測 

建議人口及住宅預測，至少包含目標年推估人口數、容受力推估、計畫

人口設定及分派、目標年推估家戶數、住宅用地需求量等項目，必要時得預

測人口成長、出生、死亡、各年齡組人口、學齡人口、育齡婦女、工作年齡

人口、老化程度、人口金字塔、常住或流動人口、戶量、人口密度等情形，

以利整體及各部門規劃之參考。 

1.目標年推估人口數 

(1)推估目的：為衡量轄區內各地區或行政區之人口分布、資源及土地需求，

了解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建議透過統計方法，推估計畫目標年期之人口

數，作為後續設定及合理分派全縣（市）、各地區計畫人口數、住宅或水

電需求量預測、規劃城鄉發展策略及順序、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區位及

規模、公共設施檢討及分期開發、住宅用地區位及部門規劃之參酌。 

(2)預測內容：目標年轄區內高推估、中推估、低推估之人口總量。 

(3)推估方法：人口推估方法得採趨勢迴歸分析法(如龔柏茲曲線、羅吉斯區

曲線、等分平均法、算術級數法、幾何級數法等)、世代生存法、年輪組

成法或就業乘數法等。 

(4)注意事項 

A.建議推估各鄉鎮市區、策略分區、都市計畫區或非都市計畫地區之目

標年人口推估數，以作為後續計畫人口設定及分派、居住用地或公共

設施用地需求推估之參考基礎。 

B.目前人口統計相關資料主要為設籍人口，考量部分縣市通勤、通學、觀

光、商務等流動人口甚多，將衍伸相關公共設施需求，故需要時亦得

參酌交通旅次、觀光統計等資料，推估流動人口之變化趨勢、目標年

流動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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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受力推估 

(1)推估目的：建議推估土地、環境、水資源等條件限制下之最大可容納/涵

養/服務/承載人口，以衡量土地資源有限下之容受力，並作為計畫人口設

定上限之參考。 

(2)預測內容：建議至少評估居住、廢棄物處理、污水處理、民生供水容受

力之最大可容納/涵養人口數： 

A.居住容受力：依目前及未來可居住土地之樓地板面積推估之目標年轄

區內可供居住之最大可容納人口數。 

B.廢棄物處理容受力：以廢棄物處理能力推估之目標年轄區內最大可服務

人口數。 

C.污水處理容受力：以污水處理能力推估之目標年轄區內最大可服務人口

數。 

D.民生供水容受力：以民生用水供給能力推估之目標年轄區內最大可涵

養人口數。 

(3)居住容受力推估方法：建議以各類居住用地面積、容積率、平均每人居

住樓地板面積為基礎，推估居住容受力，推估方法建議及範例說明如下。

【範例：略】 

(4)廢棄物處理容受力推估方法：廢棄物處理容受力，建議以焚化爐設計處

理量推估，範例說明如下。【範例：略】 

(5)污水處理容受力推估方法：污水處理容受力，建議以污水處理廠設計處

理量推估，範例說明如下。【範例：略】 

(6)民生供水容受力推估方法【範例：略】 

A.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開發利用相關計畫，民生供水容受力建議以

自來水系統每年供水量或自來水供水系統設計供水人數推估，範例說

明如下。 

B.參考水利署「水源經理基本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等主管機關文件，

倘有新增再生水源構想，以於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有明確說明規劃方

案、實施財源者為限。 

(7)注意事項：直轄市、縣（市）得視需要可參考「臺灣國土容受力評估操

作手冊」，推估其他容受力，如糧食、生態土地、能源、經濟、可用水資

源等容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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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畫人口設定及分派 

(1)推估目的：依據目標年推估人口數，應設定目標年之計畫人口數，及分

派各鄉鎮市區或各策略分區之人口數，以作為各鄉鎮市區或策略分區之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指定、公共設施檢討、住宅及商業用地規劃等區位

及面積之參酌。 

(2)預測內容：全部轄區、轄下鄉（鎮、市、區）或策略分區之目標年計畫

人口數。 

(3)操作原則 

A.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要求，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人口總量之政策，及地方

環境容受力、發展需求及重大建設投入情形，研擬計畫人口。 

B.轄區內、各鄉鎮市區或策略分區計畫人口之設定，應綜合考量未來人口

推拉效應及成長或遷移趨勢、地方產業發展預測、產業用地及就業人

口分布、年齡結構變遷、社會經濟狀況變化、不動產市場、住宅供給、

重大建設投入的人口磁吸效應、污水及廢棄物處理等公共設施提供水

準、交通設施可服務水準、教育設施品質、可供城鄉發展土地、環境

容受力、水資源及能源供給能力、未來空間發展規劃構想等情形，並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國家重要建設及產業經濟政策、環境資源

保育及永續發展政策等需要，得酌予提高或調降。 

(4)公共設施服務配合檢討建議 

A.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民國 105 年「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5 年至 150

年）」報告，民國 125 年台灣人口總量為 2,309 萬人。其中青壯年（15-64

歲）人口減少約 329 萬人，老年（65 歲以上）人口增加約 325 萬人。

為因應未來高齡少子女化所帶來之產業型態及公共服務需求轉變，各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均應妥慎處理，以轉型活化公共設施及有

效利用公共服務資源。 

B.針對人口持續成長之直轄市、縣（市）應於縣市國土計畫著重成長管理

與環境容受力評估，確保發展與環境永續兼顧；對於人口呈現減少之

地區，須特別重視農村、偏遠地區之規劃與公共設施服務提供，提供

適地適性之公共設施服務，以促進地區產業發展並維持應有之公共服

務。 

C.依據計畫人口之設定，建議評估基礎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是否足夠，如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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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處理設施是否足以處理計畫人口可能產生之垃圾清運量，污水處

理系統是否足以處理目標年可能產生之污水及雨水，醫療資源是否足

以服務轄區內各行政區居民，殯葬設施是否足以滿足目標年可能產生

之需求等。 

(5)計畫人口設定建議 

A.直轄市、縣（市）目標年計畫人口佔全國國土計畫之目標年計畫人口

（2,310 萬人）之比例，不宜低於近 10 年轄區內戶籍人口佔全國人口

之平均比例。 

B.直轄市、縣（市）目標年平均每人居住面積，不宜低於各該直轄市、縣

（市）之 105 年平均每人居住面積。而目標年平均每人居住面積推估

公式如下： 

※直轄市、縣（市）目標年平均每人居住面積＝（目標年轄區內居住

用地面積Ｘ平均容積率）／目標年計畫人口 

※直轄市、縣（市）目標年平均每人居住面積＝目標年轄區內可居住

樓地板面積／目標年計畫人口 

C.計畫人口設定，建議不宜超過容受力推估之最大可容納人口上限。如計

畫人口超過容受力，應有相關配套措施，減少人口對土地、環境、水

資源、能源之衝擊，如計畫人口超出廢棄物處理容受力，可規劃增設

垃圾焚化爐、委託其他縣市垃圾焚化爐處理、提高垃圾處理及資源回

收效率等，使廢棄物處理設施之垃圾處理量增加至計畫人口所需要的

數量，或如計畫人口超出民生供水容受力，可規劃增加如回收再利用

水廠、海水淡化廠等供水設施，使民生供水量增加至計畫人口所需要

的用水量。 

(6)注意事項 

A.各鄉鎮市區或策略分區計畫人口之分派，建議評估長期各地區占轄區

內總人口之比例趨勢後，及前數項考量因素，運用 Hansen 分派模型

或引力分派模型，將全轄區內總人口數分配予各行政區或策略分區。 

B.建議評估是否需要就各行政區、策略分區，考量都市計畫地區以內、以

外的人口發展趨勢、人口佔比，將各行政區、策略分區之計畫人口分

配予都市計畫地區以內、以外地區，以作為後續都市計畫地區、非都

市地區等各類土地需求預測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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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計畫人口之設定：略】 
 

三、討論事項 

（一）請直轄市、縣(市)政府說明目前辦理進度：（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說明，時間 5 分鐘） 

1.計畫人口推估情形。 

2.各項環境容受力分析情形。 

（二）規劃手冊草案內容之建議事項，提請討論： 

1.就規劃手冊有關「居住」、「廢棄物處理」、「污水處

理」及「民生供水」容受力評估方式是否妥適，請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水利署及本署下水道工

程處等有關單位表示意見。 

2.規劃手冊提出計畫人口設定之三項建議指標（縣市

計畫人口佔全國人口比例不宜低於近 10 年平均比

例、人均樓地板面積不宜低於 105 年各該縣市標準、

環境容受力等），考量縣市人口與全國人口比例並不

影響土地使用，又人均樓地板面積可能將導致縣市

提出新增住宅用地需求，故建議仍以環境容受力為

評估指標，該方式是否妥適，併提請討論。 

擬辦：請城鄉發展分署依會議討論情形修正規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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