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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新北市區域計畫（草案）」

第 11 次專案小組會議紀錄 

壹、 會議時間：104 年 9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貳、會議地點：本部營建署 107 會議室 

參、主持人：賴召集人美蓉 

記錄：施雅玲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結論： 

一、問題 1：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直轄市、縣(市)區

域計畫(草案)有關都市發展相關內容之審議原則 

結論：請作業單位依本次會議討論內容，適度整理直

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有關都市發展內容之審

議原則，俾供後續其他直轄市、縣（市）區域

計畫審議之參考。 

二、問題 2：新北市區域計畫(草案)有關「都市發展」相

關內容是否妥適？ 

結論：請新北市政府依本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與會委

員意見強化補充計畫草案內容；後續並於取得

辦竣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後，提本部區域計畫委

員會審查。 

三、請作業單位評估建立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公告實

施後之定期追踪或管考機制，必要時並提本部區域計

畫委員會報告，以瞭解中央各有關機關權責或各該地

方政府相關局處室辦理情形。 
 

陸、散會: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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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單位發言摘要 

◎主席(賴召集人美蓉) 

一、區域計畫範圍包含都市土地與非都市土地，故區域計

畫之計畫人口應就都市計畫範圍及非都市土地之人口

數一併考量，並檢視計畫人口推估之合理性。本次新

北市政府檢視既有都市計畫發展現況及人口進駐情

形，就發展不如預期者（如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

提出於該等都市計畫未來辦理通盤檢討時，檢討下修

其計畫人口應提出相關建議，請將該相關指導事項納

入新北市區域計畫，以有效發揮區域計畫之指導功能。 

二、都市設計係屬都市計畫範疇，考量不同計畫層次應有

不同規定事項，如有於區域計畫納入相關指導原則需

要時，建議以納入景觀風貌指導原則為主，並應留彈

性。 

三、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指導都市更新部分，考量目

前相關法規足茲依循，又考量區域計畫之計畫層級屬

性，故不宜直接於區域計畫納入「都市更新」等文字，

建議改納入城鎮再生等相關原則為主。 

◎劉委員玉山 

一、計畫人口推估應將人口移動（及活動）與土地使用之

關聯性納入分析，建議作業單位未來再進行全國區域

計畫之人口分派時，應將考量前開因素，並配套進行

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規劃。 

二、各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計畫人口如與全國區

域計畫分派量不同，各該縣（市）區域計畫應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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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 

三、有關對於景觀風貌之指導，考量景觀法尚未立法，建

議區域計畫就景觀改善面向應有著墨，納入原則性指

導文字尚屬可行。另對於窳陋地區如何配合都市機能

適度更新，亦即舊有市區之更新，建議應有論述。 

◎林委員素貞 

一、人口移動之變數相當多，包括少子化、交通建設及房

價等等因素，建議以不同情境及動態模式分析，以切

實評估人口成長情形，並土地使用計畫相應。 

二、針對都市更新之指導，建議參考國外相關案例，強化

對文化、人文風景等層面，並評估加以保留，如此又

新又舊之城市風貌始得展現。 

◎蕭委員再安 

一、計畫人口建議應自環境容受力面向探討，而非由市場

機制決定，以交通容受力而言，五股交流道至內湖交

流道之交通擁塞情形，多年來未獲得解決，而五股周

邊地區不斷增加新開發案件，其引進人口對於前揭情

形無疑雪上加霜，此將無法達到永續發展目標。 

二、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預計引入 20 至 30 萬人口，目

前進駐情形未如預期，而鄰近淡水都市計畫區內現況

人口卻已超過計畫人口，而該都市計畫區內卻又一再

開發重劃區，其妥適性應再考量，建議區域計畫對於

類此情形應有指導；另就新北市政府規劃之三環三線

捷運系統，此是否將造成就業、居住等活動往都市外

圍擴張，區域計畫對此亦應予適度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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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國土美學角度而言，建議不論都市或非都市土地均

應考量都市設計與景觀風貌，應透過何種機制全面落

實，建議區域計畫可適度著墨。 

◎張委員蓓琪 

一、全國區域計畫分派新北市之計畫人口為 402 萬人，新

北市區域計畫推估之計畫人口數為 410 至 435 萬人，

其間差異之想法或論述為何？又計畫草案提出

station city 構想，其內涵為何，建議新北市政府應

就產業及居住等土地使用規劃內容再予強化。 

二、建議作業單位整理全國區域計畫及新北市區域計畫各

項議題討論歷程及決議方向等，提本部區委會報告，

俾各委員對於區域計畫之審議有全面性瞭解。 

◎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新北市政府所提 410 萬至 435 萬計畫人口業經本

部區委會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討論確定；另以本署認為

計畫人口應優先考量環境容受力，亦即各該縣（市）

之資源條件應足以承載人口數量，而非執著於人口推

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