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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開會緣由 

依據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之國土計畫法規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應於 109 年 5 月 1 日前公告實施，為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本部除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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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就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相關

疑義提供必要協助，後續並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規劃手冊，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參考。 

為了解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委託作業辦理進度，並

說明本案補助經費核撥、踐行民眾參與及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輔導團運作機制等相關事項，爰召開本次研商會議。 

 

貳、討論事項 

議題一、修訂「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規

劃作業推動情形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所屬國土計畫規劃

作業，本部訂有「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以下簡稱本須知)，並

參酌「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方案」作

法，於 106 年度設立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相關經

費，並以 106 年 3 月 8 日函核定相關補助經費有案；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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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06 年 6 月 26 日召會了解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

情形及有無遭遇困難，復以 106 年 9 月 19 日函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本署並透過共同編

輯雲端表單方式，俾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即時更新各

該國土計畫委託規劃作業辦理情形。 

（二）考量本部 106 年 3 月 8 日函係按基本規劃費核算補助款，

該項經費即全數補助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

計畫之規劃使用，然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二、

撥款方式」係規定「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

發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即

實際撥付款項必須再按實際發包金額再乘上補助比例，導

致實際撥付款項與前開核定金額不同，爰本作業須知前開

規定，應配合修正為以核定經費為撥款計算基準；此外，

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四、管考規定」原規定為

「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

部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

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為簡化相關

行政流程，本次配合目前實務係以電子表單方式之作業方

式，修正前開規定為「每月 5日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

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時更新」(詳附件 1)。 

（三）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執行進度表最新更新內容（按：

106 年 9 月 29 日），仍有部分直轄市、縣（市）尚未完成

發包簽約作業，依本須知規定略以：「……四、管考規定：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行率應達

100%。...」，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目前辦理情形，

並請目前尚未完成發包作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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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

嘉義縣、臺東縣）說明遭遇困難及具體因應措施。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於年度結

束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相關撥款作業及計畫管考事

宜，並請作業單位另案函頒，以依修訂後須知辦理相關事

宜。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機制 

說明： 

（一）國土計畫法第 12條至第 13 條規定國土計畫辦理程序，明

確納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程序。相關規定如下： 

1.第 12 條 

(1)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

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作成紀錄，以

為擬訂計畫之參考。（第 1項） 

(2)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

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

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

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

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

管機關參考審議，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分別報請行

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第 2項） 

(3)前項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

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適當

方法廣泛周知。（第 3 項） 

2.第 13 條 

(1)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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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

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點應登載

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泛周知。（第 1 項）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未依規定公告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逕為公告及公開展覽。（第 2項） 
 

 
 
（二）近來屢有民間團體直接向本署反映並無法參與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規劃或審議過程，為避免後續直轄市、

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草案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實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參與座談會

等 

參與公聽會

或書面意見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看公展事

項 

監督執行情

形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法定程序 民眾參與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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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於推動國土計畫過程，民間團體一再因程序

問題杯葛相關會議或規劃作業進行，造成後續作業推動困

難，本署特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

參與機制相關原則，以供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辦理相關作業之參考。前開原則如下： 

1.規劃階段： 

(1)方式：舉辦座談會或工作坊等其他適當方式。 

(2)討論議題： 

○1 期初階段：○○縣（市）國土計畫重點、計畫目

標及發展預測等政策方向。 

○2 期中階段：空間發展計畫、成長管理計畫、部門

空間發展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等實質計畫。 

○3 期末階段：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土地使用管制

事項、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等執

行內容。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至少為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

有關機關。 

(4)次數：至少召開 3次為原則，且不以 3次為限；必要

時，得併同各階段審查會議召開。 

(5)意見處理方式：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

研擬回應意見。 

2.公開展覽階段 

(1)方式：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

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公聽會應邀請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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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及有關機關參加。 

(4)次（場）數：公聽會場數不以 1 場為限，視直轄市、

縣（市）轄區空間範圍劃分方式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 

○1 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 

○2 公聽會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

參採與否意見。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前開意見整理為討論

議題，提請各該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併同審議

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階段 

(1)方式：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含專

案小組會議）。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

議會委員，並應邀請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列席。 

(4)次數：不以 1次為限，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情形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應

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參採與否意

見，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4.核定階段 

(1)方式：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

文之日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

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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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 

5.其他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過程相關資料，包含

計畫草案、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

相關會議（開會時間、地點、會議資料、會議紀錄）

等有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建立會議報名

機制，例如報名電話、報名信箱、報名傳真等，並得

參考「內政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評估

建立會議報名系統。 

(3)為利國土計畫相關會議進行，並得參考本部 106 年 8

月 24 日訂頒「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

管理要點」（詳附件 2），或訂定各該會議及會場管理

要點規定，以利相關事宜。 

（三）此外，參考國外推動國土空間計畫作法，其官方大多建立

利益團體（stakeholder）名單，以徵詢其意見納入規劃

參考，故本部於 99 年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

區域計畫方案」過程，當時本署亦自行蒐集建立國內環境

保護相關民間團體名單，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

邀請參與區域計畫相關會議對象之參考。然因本部推動國

土計畫及區域計畫期間以來，國內關心該類議題之民間團

體增加，屢有民間團體表示並未收到本部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會議訊息，是以，前開名單有再予更新必要，

爰本署於 106 年 9 月 29 日函請相關民間團體提供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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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名單，以作為後續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各階段作業時，得以有明確對象得

以邀集及徵詢意見。 

擬辦：依作業單位參考本次與會機關意見修正前開原則，並彙

整納入民間團體名單後，將前開原則函送直轄市、縣（市）

政府配合辦理。 
 
議題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請城鄉

發展分署說明）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國土計畫之法定工

作，本署城鄉發展分署特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輔導團」，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就計畫章節架構、規劃相關技術及法定計畫撰寫內容，提

出建議方式，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規劃參考；

此外，輔導團受託單位並建立平台，蒐集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其規劃團體遭遇問題，透過輔導團討論研擬具體處

理方式，以利規劃作業更為順利。是以，後續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相關會議（包含各階段座談會、審查會、

公聽會、國土計畫審議會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配合通知本署及城鄉發展分署參與。 

（二）後續分署將定期召開輔導規劃會議，針對重要議題提供建

議規劃方式，本次會議提會討論議題係「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訂定計畫人口」及「都市計畫區轉換國土功能分

區」（如附件 3）。 

擬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如無相關意見，請城鄉發展分署

依輔導機制協助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事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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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作業單位適度整合管考會議及輔導會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10 

附件 1：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 

壹、辦理依據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公告實施，為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工作，爰制定本

作業須知，俾資遵循並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 

貳、補助項目 

一、補助期程：自 106 年 1月 1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二、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直轄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二)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三）市：基隆市、新竹市。 

三、補助項目： 

補助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下列事項： 

（一）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方式廣

詢意見，作為擬訂計畫之參考。 

（二）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關內容應按國土計畫法及該法施行

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資訊公開及人民陳述意見等相關事項。 

（四）視規劃過程需要辦理座談會或講習等相關事項。 

四、經費編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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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畫經費以「經常門」為原則。 

五、補助比率： 

（一）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分別補助 50%、70%、80%、

85%及 90%。(財力級次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辦理，詳附

件 1) 

（二)本部係按完成基本規格計畫內容之經費標準核算補助經

費，倘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意願增加規劃內容，

則請其自行提高配合款項，中央不再額外核列補助款。 

六、申請期限：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部指定期限將申請計畫

書及相關附件送達本部營建署，逾期不予受理。 

參、申請及核定 

一、申請作業 

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擬具工作計畫書，內容包

括下列項目： 

（一）各該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或規劃成果之摘要說明，

應包括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基本資料、發展預測、空間

發展課題分析與策略（含氣候變遷調適）、城鄉發展模式、

區域性部門計畫、土地使用計畫。 

（二）規劃前廣詢意見方式、資訊公開及提供人民陳述意見作

法、各階段工作事項、研擬國土計畫之促進事項（如：府

內工作小組、定期討論會議等）、經費估算（補助款及配

合款）、規劃作業及計畫進度表；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並得依實際需要分別檢附相關附件（詳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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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作業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將計畫書函報本部後，將由本部營

建署進行審查作業，報部核定補助計畫。審查項目如下： 

1.工作計畫書內容之完整性、可行性、構想、方法及步驟。 

2.執行能力綜合評估。 

3.經費分配及合理性。 

4.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款籌措及納入預算情形。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照本部營建署通知審查時程進

行簡報。 

肆、經費核撥及管考 

一、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款之撥付，應檢具請款收據、契約影本、

納入預算證明(「納入預算證明及預算書影本加蓋關防」或

「議會同意墊付函」二者擇一)及計畫進度等相關文件。 

二、撥款方式 

1.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發生權責數加計補

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定補助數之 40%。 

2.計畫完成期中簡報(或整體計畫進度達 60%)時，撥付發

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以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

定補助數之 60%。 

三、計畫於決算後 1 個月內，應檢送執行成果報告資料，函送

本部營建署備查，如有賸餘款並應同時繳回，逾期提報或

未依限繳回餘款者，列入爾後審核補助之重要參考。 

四、管考規定 

（一）本補助辦理期程為期 1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

行率應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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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部

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附件 3) 每月 5 日

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

時更新。 

（三）本部將視計畫執行情形，進行訪視、輔導、訓練、查核或

召開檢討會議。 

伍、其他 

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納入預算作業，並同步

辦理計畫執行先期作業。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負責統

籌協調與列管工作，俾利連絡。 

三、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將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規劃輔導團隊，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

關作業，並得邀輔導團隊參與。 

四、本須知未盡事宜，將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另行通

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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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106 年

8 月 24 日） 

一、為落實民眾參與並確保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區域計畫委員會、都市計畫委員會、國家公園計

畫委員會、海岸管理審議會、重要濕地審議小組之會議順

利進行、維持會場秩序與會場之使用及管理，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會議開會時（包括專案小組會議）除出席委員、列席機關

代表、會議工作人員、相關通知列席說明者及各級民意代

表外，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及相關團體等，

得向本部營建署提出申請進入會場或旁聽區（室）。 

三、會議得於會場門口設置簽到處，以備出列席人員、各級民

意代表、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

持開會通知或身分證明文件簽到及辦理換證事宜。申請發

言之人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本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線上申請者，人

數以五人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二）以前款線上方式以外之其他方式（包括書面、電子、口頭、

現場報名等）申請者，申請發言之人數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二十七條規定由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當事人選定其中一人

至五人代表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三）前二款之申請以一次為限，且申請發言之團體，每團體以

推派一人為原則。 

（四）以第一款線上方式申請者，其申請發言人數超過該款規定

時，以案件之利害關係人為先，申請時間先後為次。 

申請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各團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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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里）居民以二人為原則。申請至旁聽區（室）之總

人數以二十人為原則，超過二十人者，由會議工作人員安

排至本部營建署大禮堂或適當地點。 

四、等候審查案件之相關列席人員，應至會場旁之會議準備室

等候會議工作人員通知。會場門口配置警衛人員，對於不

得進入會場人員應予制止。 

五、出列席及發言、旁聽會議人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於會場中攝影、

錄影或錄音。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之會議過程，得於本部

營建署大禮堂或其他會議室同步錄影播放。 

（二）其他人員於會議進行中有攝影、錄影或錄音之需求，應向

會議工作人員報備後為之，且以委員討論前之議程為限。

其中攝影、錄影應於會場指定區域進行，並不得妨礙與會

人員之發言或會議流程。 

（三）發言者表達意見應簡明扼要，每人以三分鐘為原則，每案

件表達意見之總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原則。但主席得

視會議情形、考量個案相關民眾或團體人數多寡及不同利

益之當事人或團體等情形，經徵詢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調

整發言時間，並以不超過六十分鐘為原則。 

（四）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各級民意代表、發言或旁聽之居民、

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均應離開會場及旁聽區（室）。 

（五）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禁止將標語、海報、各

式布條、旗幟、棍棒、無線麥克風等物品，攜帶進入會場、

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 

（六）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不得於會場內或旁聽區

（室）大聲喧嘩、鼓譟，亦不得擅自前往非指定活動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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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請發言者提供發

言書面內容，或經其同意由作業單位代為摘要彙整發言內

容。 

未遵守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經勸阻不聽、妨礙會

場議事運作順暢、干擾辦公或其他不當行為者，主席或會

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開旁聽區（室）或會場，必要

時，得取消其再申請出列席會議、攝影、錄影、錄音、發

言或旁聽之權利；情節重大者，並得移送法辦。 

六、進入會場、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之人員，

嚴禁攜帶任何危險、易燃物品，若有違規或危害會議安全

之行為，主席或會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席，如該行

為損害會議與會人員或事物，得依相關法規規定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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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 

一、縣市國土計畫如何訂定計畫人口？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人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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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縣市國土計畫計畫人口訂定 

未來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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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未來各直轄市、縣(市)計畫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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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都市計畫區如何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 

依國土計畫法第八條規定「……國家公園計畫、

都市計畫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

遵循國土計畫。」依專法管制地區應遵循國土計畫之

指導，再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就功能分區劃設「屬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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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為加強國土計畫

對都市計畫之指導，並考量都市計畫專法管制性質，

未來都市計畫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說明如下： 

（一）劃設方式： 

都市計畫農業區，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良好且未

有都市發展需求者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符

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都市計畫保護或

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

類。其餘地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二）都市計畫配合事項 

1.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經公告實施後，應於

2 年內辦理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依據國土計畫指

導事項，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如有必要，並得

評估劃出都市計畫範圍外，俾依據修正後之都市計

畫進行管制。 

2.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依據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

導事項辦理，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國土

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保護或保育以外之分區

或用地需要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同意。 

3.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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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農業區以外之分區需要

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 

4.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本地區係依都市計畫法及其

都市計畫管制，惟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都市

計畫檢討變更時，應先辦理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屬

於環境敏感地區範圍者，應考量環境敏感地區土地

使用指導事項，研擬檢討變更內容及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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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開會緣由 

依據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之國土計畫法規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應於 109 年 5 月 1 日前公告實施，為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本部除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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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就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相關

疑義提供必要協助，後續並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規劃手冊，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參考。 

為了解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委託作業辦理進度，並

說明本案補助經費核撥、踐行民眾參與及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輔導團運作機制等相關事項，爰召開本次研商會議。 

 

貳、討論事項 

議題一、修訂「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規

劃作業推動情形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所屬國土計畫規劃

作業，本部訂有「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以下簡稱本須知)，並

參酌「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方案」作

法，於 106 年度設立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相關經

費，並以 106 年 3 月 8 日函核定相關補助經費有案；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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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06 年 6 月 26 日召會了解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

情形及有無遭遇困難，復以 106 年 9 月 19 日函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本署並透過共同編

輯雲端表單方式，俾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即時更新各

該國土計畫委託規劃作業辦理情形。 

（二）考量本部 106 年 3 月 8 日函係按基本規劃費核算補助款，

該項經費即全數補助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

計畫之規劃使用，然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二、

撥款方式」係規定「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

發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即

實際撥付款項必須再按實際發包金額再乘上補助比例，導

致實際撥付款項與前開核定金額不同，爰本作業須知前開

規定，應配合修正為以核定經費為撥款計算基準；此外，

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四、管考規定」原規定為

「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

部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

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為簡化相關

行政流程，本次配合目前實務係以電子表單方式之作業方

式，修正前開規定為「每月 5日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

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時更新」(詳附件 1)。 

（三）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執行進度表最新更新內容（按：

106 年 9 月 29 日），仍有部分直轄市、縣（市）尚未完成

發包簽約作業，依本須知規定略以：「……四、管考規定：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行率應達

100%。...」，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目前辦理情形，

並請目前尚未完成發包作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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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

嘉義縣、臺東縣）說明遭遇困難及具體因應措施。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於年度結

束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相關撥款作業及計畫管考事

宜，並請作業單位另案函頒，以依修訂後須知辦理相關事

宜。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機制 

說明： 

（一）國土計畫法第 12條至第 13 條規定國土計畫辦理程序，明

確納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程序。相關規定如下： 

1.第 12 條 

(1)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

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作成紀錄，以

為擬訂計畫之參考。（第 1項） 

(2)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

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

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

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

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

管機關參考審議，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分別報請行

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第 2項） 

(3)前項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

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適當

方法廣泛周知。（第 3 項） 

2.第 13 條 

(1)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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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

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點應登載

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泛周知。（第 1 項）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未依規定公告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逕為公告及公開展覽。（第 2項） 
 

 
 
（二）近來屢有民間團體直接向本署反映並無法參與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規劃或審議過程，為避免後續直轄市、

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草案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實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參與座談會

等 

參與公聽會

或書面意見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看公展事

項 

監督執行情

形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法定程序 民眾參與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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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於推動國土計畫過程，民間團體一再因程序

問題杯葛相關會議或規劃作業進行，造成後續作業推動困

難，本署特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

參與機制相關原則，以供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辦理相關作業之參考。前開原則如下： 

1.規劃階段： 

(1)方式：舉辦座談會或工作坊等其他適當方式。 

(2)討論議題： 

○1 期初階段：○○縣（市）國土計畫重點、計畫目

標及發展預測等政策方向。 

○2 期中階段：空間發展計畫、成長管理計畫、部門

空間發展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等實質計畫。 

○3 期末階段：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土地使用管制

事項、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等執

行內容。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至少為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

有關機關。 

(4)次數：至少召開 3次為原則，且不以 3次為限；必要

時，得併同各階段審查會議召開。 

(5)意見處理方式：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

研擬回應意見。 

2.公開展覽階段 

(1)方式：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

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公聽會應邀請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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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及有關機關參加。 

(4)次（場）數：公聽會場數不以 1 場為限，視直轄市、

縣（市）轄區空間範圍劃分方式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 

○1 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 

○2 公聽會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

參採與否意見。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前開意見整理為討論

議題，提請各該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併同審議

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階段 

(1)方式：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含專

案小組會議）。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

議會委員，並應邀請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列席。 

(4)次數：不以 1次為限，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情形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應

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參採與否意

見，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4.核定階段 

(1)方式：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

文之日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

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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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 

5.其他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過程相關資料，包含

計畫草案、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

相關會議（開會時間、地點、會議資料、會議紀錄）

等有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建立會議報名

機制，例如報名電話、報名信箱、報名傳真等，並得

參考「內政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評估

建立會議報名系統。 

(3)為利國土計畫相關會議進行，並得參考本部 106 年 8

月 24 日訂頒「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

管理要點」（詳附件 2），或訂定各該會議及會場管理

要點規定，以利相關事宜。 

（三）此外，參考國外推動國土空間計畫作法，其官方大多建立

利益團體（stakeholder）名單，以徵詢其意見納入規劃

參考，故本部於 99 年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

區域計畫方案」過程，當時本署亦自行蒐集建立國內環境

保護相關民間團體名單，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

邀請參與區域計畫相關會議對象之參考。然因本部推動國

土計畫及區域計畫期間以來，國內關心該類議題之民間團

體增加，屢有民間團體表示並未收到本部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會議訊息，是以，前開名單有再予更新必要，

爰本署於 106 年 9 月 29 日函請相關民間團體提供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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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名單，以作為後續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各階段作業時，得以有明確對象得

以邀集及徵詢意見。 

擬辦：依作業單位參考本次與會機關意見修正前開原則，並彙

整納入民間團體名單後，將前開原則函送直轄市、縣（市）

政府配合辦理。 
 
議題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請城鄉

發展分署說明）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國土計畫之法定工

作，本署城鄉發展分署特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輔導團」，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就計畫章節架構、規劃相關技術及法定計畫撰寫內容，提

出建議方式，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規劃參考；

此外，輔導團受託單位並建立平台，蒐集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其規劃團體遭遇問題，透過輔導團討論研擬具體處

理方式，以利規劃作業更為順利。是以，後續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相關會議（包含各階段座談會、審查會、

公聽會、國土計畫審議會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配合通知本署及城鄉發展分署參與。 

（二）後續分署將定期召開輔導規劃會議，針對重要議題提供建

議規劃方式，本次會議提會討論議題係「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訂定計畫人口」及「都市計畫區轉換國土功能分

區」（如附件 3）。 

擬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如無相關意見，請城鄉發展分署

依輔導機制協助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事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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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作業單位適度整合管考會議及輔導會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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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 

壹、辦理依據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公告實施，為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工作，爰制定本

作業須知，俾資遵循並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 

貳、補助項目 

一、補助期程：自 106 年 1月 1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二、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直轄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二)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三）市：基隆市、新竹市。 

三、補助項目： 

補助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下列事項： 

（一）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方式廣

詢意見，作為擬訂計畫之參考。 

（二）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關內容應按國土計畫法及該法施行

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資訊公開及人民陳述意見等相關事項。 

（四）視規劃過程需要辦理座談會或講習等相關事項。 

四、經費編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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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畫經費以「經常門」為原則。 

五、補助比率： 

（一）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分別補助 50%、70%、80%、

85%及 90%。(財力級次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辦理，詳附

件 1) 

（二)本部係按完成基本規格計畫內容之經費標準核算補助經

費，倘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意願增加規劃內容，

則請其自行提高配合款項，中央不再額外核列補助款。 

六、申請期限：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部指定期限將申請計畫

書及相關附件送達本部營建署，逾期不予受理。 

參、申請及核定 

一、申請作業 

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擬具工作計畫書，內容包

括下列項目： 

（一）各該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或規劃成果之摘要說明，

應包括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基本資料、發展預測、空間

發展課題分析與策略（含氣候變遷調適）、城鄉發展模式、

區域性部門計畫、土地使用計畫。 

（二）規劃前廣詢意見方式、資訊公開及提供人民陳述意見作

法、各階段工作事項、研擬國土計畫之促進事項（如：府

內工作小組、定期討論會議等）、經費估算（補助款及配

合款）、規劃作業及計畫進度表；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並得依實際需要分別檢附相關附件（詳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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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作業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將計畫書函報本部後，將由本部營

建署進行審查作業，報部核定補助計畫。審查項目如下： 

1.工作計畫書內容之完整性、可行性、構想、方法及步驟。 

2.執行能力綜合評估。 

3.經費分配及合理性。 

4.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款籌措及納入預算情形。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照本部營建署通知審查時程進

行簡報。 

肆、經費核撥及管考 

一、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款之撥付，應檢具請款收據、契約影本、

納入預算證明(「納入預算證明及預算書影本加蓋關防」或

「議會同意墊付函」二者擇一)及計畫進度等相關文件。 

二、撥款方式 

1.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發生權責數加計補

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定補助數之 40%。 

2.計畫完成期中簡報(或整體計畫進度達 60%)時，撥付發

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以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

定補助數之 60%。 

三、計畫於決算後 1 個月內，應檢送執行成果報告資料，函送

本部營建署備查，如有賸餘款並應同時繳回，逾期提報或

未依限繳回餘款者，列入爾後審核補助之重要參考。 

四、管考規定 

（一）本補助辦理期程為期 1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

行率應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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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部

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附件 3) 每月 5 日

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

時更新。 

（三）本部將視計畫執行情形，進行訪視、輔導、訓練、查核或

召開檢討會議。 

伍、其他 

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納入預算作業，並同步

辦理計畫執行先期作業。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負責統

籌協調與列管工作，俾利連絡。 

三、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將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規劃輔導團隊，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

關作業，並得邀輔導團隊參與。 

四、本須知未盡事宜，將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另行通

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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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106 年

8 月 24 日） 

一、為落實民眾參與並確保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區域計畫委員會、都市計畫委員會、國家公園計

畫委員會、海岸管理審議會、重要濕地審議小組之會議順

利進行、維持會場秩序與會場之使用及管理，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會議開會時（包括專案小組會議）除出席委員、列席機關

代表、會議工作人員、相關通知列席說明者及各級民意代

表外，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及相關團體等，

得向本部營建署提出申請進入會場或旁聽區（室）。 

三、會議得於會場門口設置簽到處，以備出列席人員、各級民

意代表、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

持開會通知或身分證明文件簽到及辦理換證事宜。申請發

言之人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本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線上申請者，人

數以五人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二）以前款線上方式以外之其他方式（包括書面、電子、口頭、

現場報名等）申請者，申請發言之人數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二十七條規定由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當事人選定其中一人

至五人代表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三）前二款之申請以一次為限，且申請發言之團體，每團體以

推派一人為原則。 

（四）以第一款線上方式申請者，其申請發言人數超過該款規定

時，以案件之利害關係人為先，申請時間先後為次。 

申請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各團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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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里）居民以二人為原則。申請至旁聽區（室）之總

人數以二十人為原則，超過二十人者，由會議工作人員安

排至本部營建署大禮堂或適當地點。 

四、等候審查案件之相關列席人員，應至會場旁之會議準備室

等候會議工作人員通知。會場門口配置警衛人員，對於不

得進入會場人員應予制止。 

五、出列席及發言、旁聽會議人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於會場中攝影、

錄影或錄音。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之會議過程，得於本部

營建署大禮堂或其他會議室同步錄影播放。 

（二）其他人員於會議進行中有攝影、錄影或錄音之需求，應向

會議工作人員報備後為之，且以委員討論前之議程為限。

其中攝影、錄影應於會場指定區域進行，並不得妨礙與會

人員之發言或會議流程。 

（三）發言者表達意見應簡明扼要，每人以三分鐘為原則，每案

件表達意見之總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原則。但主席得

視會議情形、考量個案相關民眾或團體人數多寡及不同利

益之當事人或團體等情形，經徵詢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調

整發言時間，並以不超過六十分鐘為原則。 

（四）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各級民意代表、發言或旁聽之居民、

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均應離開會場及旁聽區（室）。 

（五）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禁止將標語、海報、各

式布條、旗幟、棍棒、無線麥克風等物品，攜帶進入會場、

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 

（六）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不得於會場內或旁聽區

（室）大聲喧嘩、鼓譟，亦不得擅自前往非指定活動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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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請發言者提供發

言書面內容，或經其同意由作業單位代為摘要彙整發言內

容。 

未遵守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經勸阻不聽、妨礙會

場議事運作順暢、干擾辦公或其他不當行為者，主席或會

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開旁聽區（室）或會場，必要

時，得取消其再申請出列席會議、攝影、錄影、錄音、發

言或旁聽之權利；情節重大者，並得移送法辦。 

六、進入會場、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之人員，

嚴禁攜帶任何危險、易燃物品，若有違規或危害會議安全

之行為，主席或會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席，如該行

為損害會議與會人員或事物，得依相關法規規定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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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 

一、縣市國土計畫如何訂定計畫人口？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人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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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縣市國土計畫計畫人口訂定 

未來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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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未來各直轄市、縣(市)計畫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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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都市計畫區如何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 

依國土計畫法第八條規定「……國家公園計畫、

都市計畫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

遵循國土計畫。」依專法管制地區應遵循國土計畫之

指導，再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就功能分區劃設「屬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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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為加強國土計畫

對都市計畫之指導，並考量都市計畫專法管制性質，

未來都市計畫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說明如下： 

（一）劃設方式： 

都市計畫農業區，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良好且未

有都市發展需求者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符

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都市計畫保護或

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

類。其餘地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二）都市計畫配合事項 

1.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經公告實施後，應於

2 年內辦理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依據國土計畫指

導事項，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如有必要，並得

評估劃出都市計畫範圍外，俾依據修正後之都市計

畫進行管制。 

2.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依據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

導事項辦理，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國土

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保護或保育以外之分區

或用地需要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同意。 

3.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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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農業區以外之分區需要

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 

4.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本地區係依都市計畫法及其

都市計畫管制，惟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都市

計畫檢討變更時，應先辦理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屬

於環境敏感地區範圍者，應考量環境敏感地區土地

使用指導事項，研擬檢討變更內容及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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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開會緣由 

依據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之國土計畫法規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應於 109 年 5 月 1 日前公告實施，為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本部除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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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就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相關

疑義提供必要協助，後續並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規劃手冊，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參考。 

為了解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委託作業辦理進度，並

說明本案補助經費核撥、踐行民眾參與及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輔導團運作機制等相關事項，爰召開本次研商會議。 

 

貳、討論事項 

議題一、修訂「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規

劃作業推動情形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所屬國土計畫規劃

作業，本部訂有「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以下簡稱本須知)，並

參酌「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方案」作

法，於 106 年度設立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相關經

費，並以 106 年 3 月 8 日函核定相關補助經費有案；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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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06 年 6 月 26 日召會了解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

情形及有無遭遇困難，復以 106 年 9 月 19 日函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本署並透過共同編

輯雲端表單方式，俾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即時更新各

該國土計畫委託規劃作業辦理情形。 

（二）考量本部 106 年 3 月 8 日函係按基本規劃費核算補助款，

該項經費即全數補助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

計畫之規劃使用，然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二、

撥款方式」係規定「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

發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即

實際撥付款項必須再按實際發包金額再乘上補助比例，導

致實際撥付款項與前開核定金額不同，爰本作業須知前開

規定，應配合修正為以核定經費為撥款計算基準；此外，

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四、管考規定」原規定為

「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

部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

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為簡化相關

行政流程，本次配合目前實務係以電子表單方式之作業方

式，修正前開規定為「每月 5日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

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時更新」(詳附件 1)。 

（三）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執行進度表最新更新內容（按：

106 年 9 月 29 日），仍有部分直轄市、縣（市）尚未完成

發包簽約作業，依本須知規定略以：「……四、管考規定：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行率應達

100%。...」，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目前辦理情形，

並請目前尚未完成發包作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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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

嘉義縣、臺東縣）說明遭遇困難及具體因應措施。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於年度結

束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相關撥款作業及計畫管考事

宜，並請作業單位另案函頒，以依修訂後須知辦理相關事

宜。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機制 

說明： 

（一）國土計畫法第 12條至第 13 條規定國土計畫辦理程序，明

確納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程序。相關規定如下： 

1.第 12 條 

(1)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

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作成紀錄，以

為擬訂計畫之參考。（第 1項） 

(2)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

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

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

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

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

管機關參考審議，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分別報請行

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第 2項） 

(3)前項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

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適當

方法廣泛周知。（第 3 項） 

2.第 13 條 

(1)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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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

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點應登載

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泛周知。（第 1 項）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未依規定公告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逕為公告及公開展覽。（第 2項） 
 

 
 
（二）近來屢有民間團體直接向本署反映並無法參與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規劃或審議過程，為避免後續直轄市、

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草案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實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參與座談會

等 

參與公聽會

或書面意見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看公展事

項 

監督執行情

形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法定程序 民眾參與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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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於推動國土計畫過程，民間團體一再因程序

問題杯葛相關會議或規劃作業進行，造成後續作業推動困

難，本署特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

參與機制相關原則，以供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辦理相關作業之參考。前開原則如下： 

1.規劃階段： 

(1)方式：舉辦座談會或工作坊等其他適當方式。 

(2)討論議題： 

○1 期初階段：○○縣（市）國土計畫重點、計畫目

標及發展預測等政策方向。 

○2 期中階段：空間發展計畫、成長管理計畫、部門

空間發展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等實質計畫。 

○3 期末階段：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土地使用管制

事項、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等執

行內容。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至少為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

有關機關。 

(4)次數：至少召開 3次為原則，且不以 3次為限；必要

時，得併同各階段審查會議召開。 

(5)意見處理方式：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

研擬回應意見。 

2.公開展覽階段 

(1)方式：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

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公聽會應邀請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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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及有關機關參加。 

(4)次（場）數：公聽會場數不以 1 場為限，視直轄市、

縣（市）轄區空間範圍劃分方式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 

○1 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 

○2 公聽會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

參採與否意見。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前開意見整理為討論

議題，提請各該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併同審議

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階段 

(1)方式：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含專

案小組會議）。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

議會委員，並應邀請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列席。 

(4)次數：不以 1次為限，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情形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應

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參採與否意

見，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4.核定階段 

(1)方式：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

文之日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

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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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 

5.其他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過程相關資料，包含

計畫草案、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

相關會議（開會時間、地點、會議資料、會議紀錄）

等有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建立會議報名

機制，例如報名電話、報名信箱、報名傳真等，並得

參考「內政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評估

建立會議報名系統。 

(3)為利國土計畫相關會議進行，並得參考本部 106 年 8

月 24 日訂頒「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

管理要點」（詳附件 2），或訂定各該會議及會場管理

要點規定，以利相關事宜。 

（三）此外，參考國外推動國土空間計畫作法，其官方大多建立

利益團體（stakeholder）名單，以徵詢其意見納入規劃

參考，故本部於 99 年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

區域計畫方案」過程，當時本署亦自行蒐集建立國內環境

保護相關民間團體名單，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

邀請參與區域計畫相關會議對象之參考。然因本部推動國

土計畫及區域計畫期間以來，國內關心該類議題之民間團

體增加，屢有民間團體表示並未收到本部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會議訊息，是以，前開名單有再予更新必要，

爰本署於 106 年 9 月 29 日函請相關民間團體提供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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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名單，以作為後續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各階段作業時，得以有明確對象得

以邀集及徵詢意見。 

擬辦：依作業單位參考本次與會機關意見修正前開原則，並彙

整納入民間團體名單後，將前開原則函送直轄市、縣（市）

政府配合辦理。 
 
議題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請城鄉

發展分署說明）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國土計畫之法定工

作，本署城鄉發展分署特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輔導團」，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就計畫章節架構、規劃相關技術及法定計畫撰寫內容，提

出建議方式，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規劃參考；

此外，輔導團受託單位並建立平台，蒐集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其規劃團體遭遇問題，透過輔導團討論研擬具體處

理方式，以利規劃作業更為順利。是以，後續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相關會議（包含各階段座談會、審查會、

公聽會、國土計畫審議會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配合通知本署及城鄉發展分署參與。 

（二）後續分署將定期召開輔導規劃會議，針對重要議題提供建

議規劃方式，本次會議提會討論議題係「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訂定計畫人口」及「都市計畫區轉換國土功能分

區」（如附件 3）。 

擬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如無相關意見，請城鄉發展分署

依輔導機制協助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事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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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作業單位適度整合管考會議及輔導會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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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 

壹、辦理依據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公告實施，為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工作，爰制定本

作業須知，俾資遵循並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 

貳、補助項目 

一、補助期程：自 106 年 1月 1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二、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直轄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二)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三）市：基隆市、新竹市。 

三、補助項目： 

補助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下列事項： 

（一）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方式廣

詢意見，作為擬訂計畫之參考。 

（二）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關內容應按國土計畫法及該法施行

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資訊公開及人民陳述意見等相關事項。 

（四）視規劃過程需要辦理座談會或講習等相關事項。 

四、經費編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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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畫經費以「經常門」為原則。 

五、補助比率： 

（一）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分別補助 50%、70%、80%、

85%及 90%。(財力級次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辦理，詳附

件 1) 

（二)本部係按完成基本規格計畫內容之經費標準核算補助經

費，倘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意願增加規劃內容，

則請其自行提高配合款項，中央不再額外核列補助款。 

六、申請期限：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部指定期限將申請計畫

書及相關附件送達本部營建署，逾期不予受理。 

參、申請及核定 

一、申請作業 

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擬具工作計畫書，內容包

括下列項目： 

（一）各該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或規劃成果之摘要說明，

應包括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基本資料、發展預測、空間

發展課題分析與策略（含氣候變遷調適）、城鄉發展模式、

區域性部門計畫、土地使用計畫。 

（二）規劃前廣詢意見方式、資訊公開及提供人民陳述意見作

法、各階段工作事項、研擬國土計畫之促進事項（如：府

內工作小組、定期討論會議等）、經費估算（補助款及配

合款）、規劃作業及計畫進度表；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並得依實際需要分別檢附相關附件（詳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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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作業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將計畫書函報本部後，將由本部營

建署進行審查作業，報部核定補助計畫。審查項目如下： 

1.工作計畫書內容之完整性、可行性、構想、方法及步驟。 

2.執行能力綜合評估。 

3.經費分配及合理性。 

4.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款籌措及納入預算情形。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照本部營建署通知審查時程進

行簡報。 

肆、經費核撥及管考 

一、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款之撥付，應檢具請款收據、契約影本、

納入預算證明(「納入預算證明及預算書影本加蓋關防」或

「議會同意墊付函」二者擇一)及計畫進度等相關文件。 

二、撥款方式 

1.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發生權責數加計補

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定補助數之 40%。 

2.計畫完成期中簡報(或整體計畫進度達 60%)時，撥付發

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以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

定補助數之 60%。 

三、計畫於決算後 1 個月內，應檢送執行成果報告資料，函送

本部營建署備查，如有賸餘款並應同時繳回，逾期提報或

未依限繳回餘款者，列入爾後審核補助之重要參考。 

四、管考規定 

（一）本補助辦理期程為期 1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

行率應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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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部

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附件 3) 每月 5 日

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

時更新。 

（三）本部將視計畫執行情形，進行訪視、輔導、訓練、查核或

召開檢討會議。 

伍、其他 

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納入預算作業，並同步

辦理計畫執行先期作業。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負責統

籌協調與列管工作，俾利連絡。 

三、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將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規劃輔導團隊，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

關作業，並得邀輔導團隊參與。 

四、本須知未盡事宜，將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另行通

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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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106 年

8 月 24 日） 

一、為落實民眾參與並確保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區域計畫委員會、都市計畫委員會、國家公園計

畫委員會、海岸管理審議會、重要濕地審議小組之會議順

利進行、維持會場秩序與會場之使用及管理，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會議開會時（包括專案小組會議）除出席委員、列席機關

代表、會議工作人員、相關通知列席說明者及各級民意代

表外，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及相關團體等，

得向本部營建署提出申請進入會場或旁聽區（室）。 

三、會議得於會場門口設置簽到處，以備出列席人員、各級民

意代表、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

持開會通知或身分證明文件簽到及辦理換證事宜。申請發

言之人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本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線上申請者，人

數以五人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二）以前款線上方式以外之其他方式（包括書面、電子、口頭、

現場報名等）申請者，申請發言之人數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二十七條規定由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當事人選定其中一人

至五人代表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三）前二款之申請以一次為限，且申請發言之團體，每團體以

推派一人為原則。 

（四）以第一款線上方式申請者，其申請發言人數超過該款規定

時，以案件之利害關係人為先，申請時間先後為次。 

申請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各團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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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里）居民以二人為原則。申請至旁聽區（室）之總

人數以二十人為原則，超過二十人者，由會議工作人員安

排至本部營建署大禮堂或適當地點。 

四、等候審查案件之相關列席人員，應至會場旁之會議準備室

等候會議工作人員通知。會場門口配置警衛人員，對於不

得進入會場人員應予制止。 

五、出列席及發言、旁聽會議人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於會場中攝影、

錄影或錄音。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之會議過程，得於本部

營建署大禮堂或其他會議室同步錄影播放。 

（二）其他人員於會議進行中有攝影、錄影或錄音之需求，應向

會議工作人員報備後為之，且以委員討論前之議程為限。

其中攝影、錄影應於會場指定區域進行，並不得妨礙與會

人員之發言或會議流程。 

（三）發言者表達意見應簡明扼要，每人以三分鐘為原則，每案

件表達意見之總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原則。但主席得

視會議情形、考量個案相關民眾或團體人數多寡及不同利

益之當事人或團體等情形，經徵詢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調

整發言時間，並以不超過六十分鐘為原則。 

（四）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各級民意代表、發言或旁聽之居民、

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均應離開會場及旁聽區（室）。 

（五）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禁止將標語、海報、各

式布條、旗幟、棍棒、無線麥克風等物品，攜帶進入會場、

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 

（六）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不得於會場內或旁聽區

（室）大聲喧嘩、鼓譟，亦不得擅自前往非指定活動區域。 



16 

（七）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請發言者提供發

言書面內容，或經其同意由作業單位代為摘要彙整發言內

容。 

未遵守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經勸阻不聽、妨礙會

場議事運作順暢、干擾辦公或其他不當行為者，主席或會

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開旁聽區（室）或會場，必要

時，得取消其再申請出列席會議、攝影、錄影、錄音、發

言或旁聽之權利；情節重大者，並得移送法辦。 

六、進入會場、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之人員，

嚴禁攜帶任何危險、易燃物品，若有違規或危害會議安全

之行為，主席或會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席，如該行

為損害會議與會人員或事物，得依相關法規規定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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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 

一、縣市國土計畫如何訂定計畫人口？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人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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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縣市國土計畫計畫人口訂定 

未來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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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未來各直轄市、縣(市)計畫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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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都市計畫區如何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 

依國土計畫法第八條規定「……國家公園計畫、

都市計畫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

遵循國土計畫。」依專法管制地區應遵循國土計畫之

指導，再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就功能分區劃設「屬實施



18 

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為加強國土計畫

對都市計畫之指導，並考量都市計畫專法管制性質，

未來都市計畫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說明如下： 

（一）劃設方式： 

都市計畫農業區，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良好且未

有都市發展需求者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符

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都市計畫保護或

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

類。其餘地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二）都市計畫配合事項 

1.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經公告實施後，應於

2 年內辦理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依據國土計畫指

導事項，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如有必要，並得

評估劃出都市計畫範圍外，俾依據修正後之都市計

畫進行管制。 

2.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依據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

導事項辦理，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國土

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保護或保育以外之分區

或用地需要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同意。 

3.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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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農業區以外之分區需要

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 

4.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本地區係依都市計畫法及其

都市計畫管制，惟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都市

計畫檢討變更時，應先辦理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屬

於環境敏感地區範圍者，應考量環境敏感地區土地

使用指導事項，研擬檢討變更內容及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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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開會緣由 

依據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之國土計畫法規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應於 109 年 5 月 1 日前公告實施，為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本部除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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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就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相關

疑義提供必要協助，後續並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規劃手冊，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參考。 

為了解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委託作業辦理進度，並

說明本案補助經費核撥、踐行民眾參與及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輔導團運作機制等相關事項，爰召開本次研商會議。 

 

貳、討論事項 

議題一、修訂「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規

劃作業推動情形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所屬國土計畫規劃

作業，本部訂有「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以下簡稱本須知)，並

參酌「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方案」作

法，於 106 年度設立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相關經

費，並以 106 年 3 月 8 日函核定相關補助經費有案；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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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06 年 6 月 26 日召會了解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

情形及有無遭遇困難，復以 106 年 9 月 19 日函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本署並透過共同編

輯雲端表單方式，俾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即時更新各

該國土計畫委託規劃作業辦理情形。 

（二）考量本部 106 年 3 月 8 日函係按基本規劃費核算補助款，

該項經費即全數補助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

計畫之規劃使用，然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二、

撥款方式」係規定「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

發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即

實際撥付款項必須再按實際發包金額再乘上補助比例，導

致實際撥付款項與前開核定金額不同，爰本作業須知前開

規定，應配合修正為以核定經費為撥款計算基準；此外，

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四、管考規定」原規定為

「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

部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

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為簡化相關

行政流程，本次配合目前實務係以電子表單方式之作業方

式，修正前開規定為「每月 5日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

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時更新」(詳附件 1)。 

（三）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執行進度表最新更新內容（按：

106 年 9 月 29 日），仍有部分直轄市、縣（市）尚未完成

發包簽約作業，依本須知規定略以：「……四、管考規定：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行率應達

100%。...」，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目前辦理情形，

並請目前尚未完成發包作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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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

嘉義縣、臺東縣）說明遭遇困難及具體因應措施。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於年度結

束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相關撥款作業及計畫管考事

宜，並請作業單位另案函頒，以依修訂後須知辦理相關事

宜。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機制 

說明： 

（一）國土計畫法第 12條至第 13 條規定國土計畫辦理程序，明

確納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程序。相關規定如下： 

1.第 12 條 

(1)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

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作成紀錄，以

為擬訂計畫之參考。（第 1項） 

(2)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

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

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

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

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

管機關參考審議，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分別報請行

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第 2項） 

(3)前項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

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適當

方法廣泛周知。（第 3 項） 

2.第 13 條 

(1)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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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

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點應登載

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泛周知。（第 1 項）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未依規定公告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逕為公告及公開展覽。（第 2項） 
 

 
 
（二）近來屢有民間團體直接向本署反映並無法參與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規劃或審議過程，為避免後續直轄市、

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草案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實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參與座談會

等 

參與公聽會

或書面意見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看公展事

項 

監督執行情

形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法定程序 民眾參與 資訊 



5 

縣（市）政府於推動國土計畫過程，民間團體一再因程序

問題杯葛相關會議或規劃作業進行，造成後續作業推動困

難，本署特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

參與機制相關原則，以供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辦理相關作業之參考。前開原則如下： 

1.規劃階段： 

(1)方式：舉辦座談會或工作坊等其他適當方式。 

(2)討論議題： 

○1 期初階段：○○縣（市）國土計畫重點、計畫目

標及發展預測等政策方向。 

○2 期中階段：空間發展計畫、成長管理計畫、部門

空間發展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等實質計畫。 

○3 期末階段：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土地使用管制

事項、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等執

行內容。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至少為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

有關機關。 

(4)次數：至少召開 3次為原則，且不以 3次為限；必要

時，得併同各階段審查會議召開。 

(5)意見處理方式：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

研擬回應意見。 

2.公開展覽階段 

(1)方式：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

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公聽會應邀請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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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及有關機關參加。 

(4)次（場）數：公聽會場數不以 1 場為限，視直轄市、

縣（市）轄區空間範圍劃分方式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 

○1 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 

○2 公聽會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

參採與否意見。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前開意見整理為討論

議題，提請各該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併同審議

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階段 

(1)方式：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含專

案小組會議）。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

議會委員，並應邀請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列席。 

(4)次數：不以 1次為限，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情形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應

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參採與否意

見，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4.核定階段 

(1)方式：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

文之日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

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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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 

5.其他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過程相關資料，包含

計畫草案、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

相關會議（開會時間、地點、會議資料、會議紀錄）

等有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建立會議報名

機制，例如報名電話、報名信箱、報名傳真等，並得

參考「內政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評估

建立會議報名系統。 

(3)為利國土計畫相關會議進行，並得參考本部 106 年 8

月 24 日訂頒「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

管理要點」（詳附件 2），或訂定各該會議及會場管理

要點規定，以利相關事宜。 

（三）此外，參考國外推動國土空間計畫作法，其官方大多建立

利益團體（stakeholder）名單，以徵詢其意見納入規劃

參考，故本部於 99 年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

區域計畫方案」過程，當時本署亦自行蒐集建立國內環境

保護相關民間團體名單，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

邀請參與區域計畫相關會議對象之參考。然因本部推動國

土計畫及區域計畫期間以來，國內關心該類議題之民間團

體增加，屢有民間團體表示並未收到本部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會議訊息，是以，前開名單有再予更新必要，

爰本署於 106 年 9 月 29 日函請相關民間團體提供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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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名單，以作為後續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各階段作業時，得以有明確對象得

以邀集及徵詢意見。 

擬辦：依作業單位參考本次與會機關意見修正前開原則，並彙

整納入民間團體名單後，將前開原則函送直轄市、縣（市）

政府配合辦理。 
 
議題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請城鄉

發展分署說明）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國土計畫之法定工

作，本署城鄉發展分署特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輔導團」，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就計畫章節架構、規劃相關技術及法定計畫撰寫內容，提

出建議方式，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規劃參考；

此外，輔導團受託單位並建立平台，蒐集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其規劃團體遭遇問題，透過輔導團討論研擬具體處

理方式，以利規劃作業更為順利。是以，後續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相關會議（包含各階段座談會、審查會、

公聽會、國土計畫審議會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配合通知本署及城鄉發展分署參與。 

（二）後續分署將定期召開輔導規劃會議，針對重要議題提供建

議規劃方式，本次會議提會討論議題係「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訂定計畫人口」及「都市計畫區轉換國土功能分

區」（如附件 3）。 

擬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如無相關意見，請城鄉發展分署

依輔導機制協助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事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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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作業單位適度整合管考會議及輔導會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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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 

壹、辦理依據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公告實施，為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工作，爰制定本

作業須知，俾資遵循並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 

貳、補助項目 

一、補助期程：自 106 年 1月 1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二、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直轄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二)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三）市：基隆市、新竹市。 

三、補助項目： 

補助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下列事項： 

（一）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方式廣

詢意見，作為擬訂計畫之參考。 

（二）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關內容應按國土計畫法及該法施行

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資訊公開及人民陳述意見等相關事項。 

（四）視規劃過程需要辦理座談會或講習等相關事項。 

四、經費編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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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畫經費以「經常門」為原則。 

五、補助比率： 

（一）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分別補助 50%、70%、80%、

85%及 90%。(財力級次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辦理，詳附

件 1) 

（二)本部係按完成基本規格計畫內容之經費標準核算補助經

費，倘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意願增加規劃內容，

則請其自行提高配合款項，中央不再額外核列補助款。 

六、申請期限：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部指定期限將申請計畫

書及相關附件送達本部營建署，逾期不予受理。 

參、申請及核定 

一、申請作業 

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擬具工作計畫書，內容包

括下列項目： 

（一）各該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或規劃成果之摘要說明，

應包括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基本資料、發展預測、空間

發展課題分析與策略（含氣候變遷調適）、城鄉發展模式、

區域性部門計畫、土地使用計畫。 

（二）規劃前廣詢意見方式、資訊公開及提供人民陳述意見作

法、各階段工作事項、研擬國土計畫之促進事項（如：府

內工作小組、定期討論會議等）、經費估算（補助款及配

合款）、規劃作業及計畫進度表；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並得依實際需要分別檢附相關附件（詳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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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作業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將計畫書函報本部後，將由本部營

建署進行審查作業，報部核定補助計畫。審查項目如下： 

1.工作計畫書內容之完整性、可行性、構想、方法及步驟。 

2.執行能力綜合評估。 

3.經費分配及合理性。 

4.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款籌措及納入預算情形。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照本部營建署通知審查時程進

行簡報。 

肆、經費核撥及管考 

一、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款之撥付，應檢具請款收據、契約影本、

納入預算證明(「納入預算證明及預算書影本加蓋關防」或

「議會同意墊付函」二者擇一)及計畫進度等相關文件。 

二、撥款方式 

1.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發生權責數加計補

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定補助數之 40%。 

2.計畫完成期中簡報(或整體計畫進度達 60%)時，撥付發

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以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

定補助數之 60%。 

三、計畫於決算後 1 個月內，應檢送執行成果報告資料，函送

本部營建署備查，如有賸餘款並應同時繳回，逾期提報或

未依限繳回餘款者，列入爾後審核補助之重要參考。 

四、管考規定 

（一）本補助辦理期程為期 1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

行率應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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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部

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附件 3) 每月 5 日

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

時更新。 

（三）本部將視計畫執行情形，進行訪視、輔導、訓練、查核或

召開檢討會議。 

伍、其他 

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納入預算作業，並同步

辦理計畫執行先期作業。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負責統

籌協調與列管工作，俾利連絡。 

三、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將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規劃輔導團隊，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

關作業，並得邀輔導團隊參與。 

四、本須知未盡事宜，將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另行通

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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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106 年

8 月 24 日） 

一、為落實民眾參與並確保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區域計畫委員會、都市計畫委員會、國家公園計

畫委員會、海岸管理審議會、重要濕地審議小組之會議順

利進行、維持會場秩序與會場之使用及管理，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會議開會時（包括專案小組會議）除出席委員、列席機關

代表、會議工作人員、相關通知列席說明者及各級民意代

表外，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及相關團體等，

得向本部營建署提出申請進入會場或旁聽區（室）。 

三、會議得於會場門口設置簽到處，以備出列席人員、各級民

意代表、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

持開會通知或身分證明文件簽到及辦理換證事宜。申請發

言之人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本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線上申請者，人

數以五人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二）以前款線上方式以外之其他方式（包括書面、電子、口頭、

現場報名等）申請者，申請發言之人數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二十七條規定由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當事人選定其中一人

至五人代表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三）前二款之申請以一次為限，且申請發言之團體，每團體以

推派一人為原則。 

（四）以第一款線上方式申請者，其申請發言人數超過該款規定

時，以案件之利害關係人為先，申請時間先後為次。 

申請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各團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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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里）居民以二人為原則。申請至旁聽區（室）之總

人數以二十人為原則，超過二十人者，由會議工作人員安

排至本部營建署大禮堂或適當地點。 

四、等候審查案件之相關列席人員，應至會場旁之會議準備室

等候會議工作人員通知。會場門口配置警衛人員，對於不

得進入會場人員應予制止。 

五、出列席及發言、旁聽會議人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於會場中攝影、

錄影或錄音。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之會議過程，得於本部

營建署大禮堂或其他會議室同步錄影播放。 

（二）其他人員於會議進行中有攝影、錄影或錄音之需求，應向

會議工作人員報備後為之，且以委員討論前之議程為限。

其中攝影、錄影應於會場指定區域進行，並不得妨礙與會

人員之發言或會議流程。 

（三）發言者表達意見應簡明扼要，每人以三分鐘為原則，每案

件表達意見之總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原則。但主席得

視會議情形、考量個案相關民眾或團體人數多寡及不同利

益之當事人或團體等情形，經徵詢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調

整發言時間，並以不超過六十分鐘為原則。 

（四）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各級民意代表、發言或旁聽之居民、

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均應離開會場及旁聽區（室）。 

（五）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禁止將標語、海報、各

式布條、旗幟、棍棒、無線麥克風等物品，攜帶進入會場、

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 

（六）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不得於會場內或旁聽區

（室）大聲喧嘩、鼓譟，亦不得擅自前往非指定活動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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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請發言者提供發

言書面內容，或經其同意由作業單位代為摘要彙整發言內

容。 

未遵守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經勸阻不聽、妨礙會

場議事運作順暢、干擾辦公或其他不當行為者，主席或會

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開旁聽區（室）或會場，必要

時，得取消其再申請出列席會議、攝影、錄影、錄音、發

言或旁聽之權利；情節重大者，並得移送法辦。 

六、進入會場、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之人員，

嚴禁攜帶任何危險、易燃物品，若有違規或危害會議安全

之行為，主席或會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席，如該行

為損害會議與會人員或事物，得依相關法規規定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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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 

一、縣市國土計畫如何訂定計畫人口？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人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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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縣市國土計畫計畫人口訂定 

未來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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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未來各直轄市、縣(市)計畫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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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都市計畫區如何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 

依國土計畫法第八條規定「……國家公園計畫、

都市計畫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

遵循國土計畫。」依專法管制地區應遵循國土計畫之

指導，再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就功能分區劃設「屬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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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為加強國土計畫

對都市計畫之指導，並考量都市計畫專法管制性質，

未來都市計畫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說明如下： 

（一）劃設方式： 

都市計畫農業區，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良好且未

有都市發展需求者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符

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都市計畫保護或

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

類。其餘地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二）都市計畫配合事項 

1.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經公告實施後，應於

2 年內辦理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依據國土計畫指

導事項，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如有必要，並得

評估劃出都市計畫範圍外，俾依據修正後之都市計

畫進行管制。 

2.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依據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

導事項辦理，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國土

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保護或保育以外之分區

或用地需要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同意。 

3.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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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農業區以外之分區需要

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 

4.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本地區係依都市計畫法及其

都市計畫管制，惟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都市

計畫檢討變更時，應先辦理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屬

於環境敏感地區範圍者，應考量環境敏感地區土地

使用指導事項，研擬檢討變更內容及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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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開會緣由 

依據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之國土計畫法規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應於 109 年 5 月 1 日前公告實施，為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本部除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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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就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相關

疑義提供必要協助，後續並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規劃手冊，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參考。 

為了解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委託作業辦理進度，並

說明本案補助經費核撥、踐行民眾參與及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輔導團運作機制等相關事項，爰召開本次研商會議。 

 

貳、討論事項 

議題一、修訂「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規

劃作業推動情形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所屬國土計畫規劃

作業，本部訂有「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以下簡稱本須知)，並

參酌「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方案」作

法，於 106 年度設立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相關經

費，並以 106 年 3 月 8 日函核定相關補助經費有案；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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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06 年 6 月 26 日召會了解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

情形及有無遭遇困難，復以 106 年 9 月 19 日函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本署並透過共同編

輯雲端表單方式，俾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即時更新各

該國土計畫委託規劃作業辦理情形。 

（二）考量本部 106 年 3 月 8 日函係按基本規劃費核算補助款，

該項經費即全數補助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

計畫之規劃使用，然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二、

撥款方式」係規定「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

發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即

實際撥付款項必須再按實際發包金額再乘上補助比例，導

致實際撥付款項與前開核定金額不同，爰本作業須知前開

規定，應配合修正為以核定經費為撥款計算基準；此外，

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四、管考規定」原規定為

「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

部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

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為簡化相關

行政流程，本次配合目前實務係以電子表單方式之作業方

式，修正前開規定為「每月 5日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

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時更新」(詳附件 1)。 

（三）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執行進度表最新更新內容（按：

106 年 9 月 29 日），仍有部分直轄市、縣（市）尚未完成

發包簽約作業，依本須知規定略以：「……四、管考規定：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行率應達

100%。...」，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目前辦理情形，

並請目前尚未完成發包作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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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

嘉義縣、臺東縣）說明遭遇困難及具體因應措施。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於年度結

束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相關撥款作業及計畫管考事

宜，並請作業單位另案函頒，以依修訂後須知辦理相關事

宜。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機制 

說明： 

（一）國土計畫法第 12條至第 13 條規定國土計畫辦理程序，明

確納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程序。相關規定如下： 

1.第 12 條 

(1)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

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作成紀錄，以

為擬訂計畫之參考。（第 1項） 

(2)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

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

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

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

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

管機關參考審議，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分別報請行

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第 2項） 

(3)前項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

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適當

方法廣泛周知。（第 3 項） 

2.第 13 條 

(1)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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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

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點應登載

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泛周知。（第 1 項）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未依規定公告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逕為公告及公開展覽。（第 2項） 
 

 
 
（二）近來屢有民間團體直接向本署反映並無法參與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規劃或審議過程，為避免後續直轄市、

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草案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實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參與座談會

等 

參與公聽會

或書面意見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看公展事

項 

監督執行情

形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法定程序 民眾參與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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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於推動國土計畫過程，民間團體一再因程序

問題杯葛相關會議或規劃作業進行，造成後續作業推動困

難，本署特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

參與機制相關原則，以供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辦理相關作業之參考。前開原則如下： 

1.規劃階段： 

(1)方式：舉辦座談會或工作坊等其他適當方式。 

(2)討論議題： 

○1 期初階段：○○縣（市）國土計畫重點、計畫目

標及發展預測等政策方向。 

○2 期中階段：空間發展計畫、成長管理計畫、部門

空間發展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等實質計畫。 

○3 期末階段：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土地使用管制

事項、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等執

行內容。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至少為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

有關機關。 

(4)次數：至少召開 3次為原則，且不以 3次為限；必要

時，得併同各階段審查會議召開。 

(5)意見處理方式：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

研擬回應意見。 

2.公開展覽階段 

(1)方式：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

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公聽會應邀請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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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及有關機關參加。 

(4)次（場）數：公聽會場數不以 1 場為限，視直轄市、

縣（市）轄區空間範圍劃分方式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 

○1 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 

○2 公聽會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

參採與否意見。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前開意見整理為討論

議題，提請各該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併同審議

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階段 

(1)方式：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含專

案小組會議）。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

議會委員，並應邀請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列席。 

(4)次數：不以 1次為限，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情形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應

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參採與否意

見，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4.核定階段 

(1)方式：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

文之日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

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



7 

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 

5.其他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過程相關資料，包含

計畫草案、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

相關會議（開會時間、地點、會議資料、會議紀錄）

等有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建立會議報名

機制，例如報名電話、報名信箱、報名傳真等，並得

參考「內政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評估

建立會議報名系統。 

(3)為利國土計畫相關會議進行，並得參考本部 106 年 8

月 24 日訂頒「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

管理要點」（詳附件 2），或訂定各該會議及會場管理

要點規定，以利相關事宜。 

（三）此外，參考國外推動國土空間計畫作法，其官方大多建立

利益團體（stakeholder）名單，以徵詢其意見納入規劃

參考，故本部於 99 年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

區域計畫方案」過程，當時本署亦自行蒐集建立國內環境

保護相關民間團體名單，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

邀請參與區域計畫相關會議對象之參考。然因本部推動國

土計畫及區域計畫期間以來，國內關心該類議題之民間團

體增加，屢有民間團體表示並未收到本部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會議訊息，是以，前開名單有再予更新必要，

爰本署於 106 年 9 月 29 日函請相關民間團體提供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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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名單，以作為後續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各階段作業時，得以有明確對象得

以邀集及徵詢意見。 

擬辦：依作業單位參考本次與會機關意見修正前開原則，並彙

整納入民間團體名單後，將前開原則函送直轄市、縣（市）

政府配合辦理。 
 
議題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請城鄉

發展分署說明）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國土計畫之法定工

作，本署城鄉發展分署特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輔導團」，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就計畫章節架構、規劃相關技術及法定計畫撰寫內容，提

出建議方式，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規劃參考；

此外，輔導團受託單位並建立平台，蒐集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其規劃團體遭遇問題，透過輔導團討論研擬具體處

理方式，以利規劃作業更為順利。是以，後續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相關會議（包含各階段座談會、審查會、

公聽會、國土計畫審議會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配合通知本署及城鄉發展分署參與。 

（二）後續分署將定期召開輔導規劃會議，針對重要議題提供建

議規劃方式，本次會議提會討論議題係「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訂定計畫人口」及「都市計畫區轉換國土功能分

區」（如附件 3）。 

擬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如無相關意見，請城鄉發展分署

依輔導機制協助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事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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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作業單位適度整合管考會議及輔導會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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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 

壹、辦理依據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公告實施，為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工作，爰制定本

作業須知，俾資遵循並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 

貳、補助項目 

一、補助期程：自 106 年 1月 1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二、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直轄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二)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三）市：基隆市、新竹市。 

三、補助項目： 

補助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下列事項： 

（一）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方式廣

詢意見，作為擬訂計畫之參考。 

（二）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關內容應按國土計畫法及該法施行

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資訊公開及人民陳述意見等相關事項。 

（四）視規劃過程需要辦理座談會或講習等相關事項。 

四、經費編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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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畫經費以「經常門」為原則。 

五、補助比率： 

（一）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分別補助 50%、70%、80%、

85%及 90%。(財力級次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辦理，詳附

件 1) 

（二)本部係按完成基本規格計畫內容之經費標準核算補助經

費，倘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意願增加規劃內容，

則請其自行提高配合款項，中央不再額外核列補助款。 

六、申請期限：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部指定期限將申請計畫

書及相關附件送達本部營建署，逾期不予受理。 

參、申請及核定 

一、申請作業 

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擬具工作計畫書，內容包

括下列項目： 

（一）各該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或規劃成果之摘要說明，

應包括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基本資料、發展預測、空間

發展課題分析與策略（含氣候變遷調適）、城鄉發展模式、

區域性部門計畫、土地使用計畫。 

（二）規劃前廣詢意見方式、資訊公開及提供人民陳述意見作

法、各階段工作事項、研擬國土計畫之促進事項（如：府

內工作小組、定期討論會議等）、經費估算（補助款及配

合款）、規劃作業及計畫進度表；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並得依實際需要分別檢附相關附件（詳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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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作業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將計畫書函報本部後，將由本部營

建署進行審查作業，報部核定補助計畫。審查項目如下： 

1.工作計畫書內容之完整性、可行性、構想、方法及步驟。 

2.執行能力綜合評估。 

3.經費分配及合理性。 

4.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款籌措及納入預算情形。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照本部營建署通知審查時程進

行簡報。 

肆、經費核撥及管考 

一、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款之撥付，應檢具請款收據、契約影本、

納入預算證明(「納入預算證明及預算書影本加蓋關防」或

「議會同意墊付函」二者擇一)及計畫進度等相關文件。 

二、撥款方式 

1.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發生權責數加計補

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定補助數之 40%。 

2.計畫完成期中簡報(或整體計畫進度達 60%)時，撥付發

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以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

定補助數之 60%。 

三、計畫於決算後 1 個月內，應檢送執行成果報告資料，函送

本部營建署備查，如有賸餘款並應同時繳回，逾期提報或

未依限繳回餘款者，列入爾後審核補助之重要參考。 

四、管考規定 

（一）本補助辦理期程為期 1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

行率應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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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部

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附件 3) 每月 5 日

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

時更新。 

（三）本部將視計畫執行情形，進行訪視、輔導、訓練、查核或

召開檢討會議。 

伍、其他 

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納入預算作業，並同步

辦理計畫執行先期作業。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負責統

籌協調與列管工作，俾利連絡。 

三、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將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規劃輔導團隊，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

關作業，並得邀輔導團隊參與。 

四、本須知未盡事宜，將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另行通

知辦理。 



14 

附件 2：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106 年

8 月 24 日） 

一、為落實民眾參與並確保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區域計畫委員會、都市計畫委員會、國家公園計

畫委員會、海岸管理審議會、重要濕地審議小組之會議順

利進行、維持會場秩序與會場之使用及管理，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會議開會時（包括專案小組會議）除出席委員、列席機關

代表、會議工作人員、相關通知列席說明者及各級民意代

表外，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及相關團體等，

得向本部營建署提出申請進入會場或旁聽區（室）。 

三、會議得於會場門口設置簽到處，以備出列席人員、各級民

意代表、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

持開會通知或身分證明文件簽到及辦理換證事宜。申請發

言之人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本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線上申請者，人

數以五人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二）以前款線上方式以外之其他方式（包括書面、電子、口頭、

現場報名等）申請者，申請發言之人數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二十七條規定由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當事人選定其中一人

至五人代表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三）前二款之申請以一次為限，且申請發言之團體，每團體以

推派一人為原則。 

（四）以第一款線上方式申請者，其申請發言人數超過該款規定

時，以案件之利害關係人為先，申請時間先後為次。 

申請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各團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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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里）居民以二人為原則。申請至旁聽區（室）之總

人數以二十人為原則，超過二十人者，由會議工作人員安

排至本部營建署大禮堂或適當地點。 

四、等候審查案件之相關列席人員，應至會場旁之會議準備室

等候會議工作人員通知。會場門口配置警衛人員，對於不

得進入會場人員應予制止。 

五、出列席及發言、旁聽會議人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於會場中攝影、

錄影或錄音。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之會議過程，得於本部

營建署大禮堂或其他會議室同步錄影播放。 

（二）其他人員於會議進行中有攝影、錄影或錄音之需求，應向

會議工作人員報備後為之，且以委員討論前之議程為限。

其中攝影、錄影應於會場指定區域進行，並不得妨礙與會

人員之發言或會議流程。 

（三）發言者表達意見應簡明扼要，每人以三分鐘為原則，每案

件表達意見之總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原則。但主席得

視會議情形、考量個案相關民眾或團體人數多寡及不同利

益之當事人或團體等情形，經徵詢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調

整發言時間，並以不超過六十分鐘為原則。 

（四）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各級民意代表、發言或旁聽之居民、

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均應離開會場及旁聽區（室）。 

（五）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禁止將標語、海報、各

式布條、旗幟、棍棒、無線麥克風等物品，攜帶進入會場、

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 

（六）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不得於會場內或旁聽區

（室）大聲喧嘩、鼓譟，亦不得擅自前往非指定活動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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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請發言者提供發

言書面內容，或經其同意由作業單位代為摘要彙整發言內

容。 

未遵守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經勸阻不聽、妨礙會

場議事運作順暢、干擾辦公或其他不當行為者，主席或會

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開旁聽區（室）或會場，必要

時，得取消其再申請出列席會議、攝影、錄影、錄音、發

言或旁聽之權利；情節重大者，並得移送法辦。 

六、進入會場、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之人員，

嚴禁攜帶任何危險、易燃物品，若有違規或危害會議安全

之行為，主席或會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席，如該行

為損害會議與會人員或事物，得依相關法規規定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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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 

一、縣市國土計畫如何訂定計畫人口？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人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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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縣市國土計畫計畫人口訂定 

未來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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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未來各直轄市、縣(市)計畫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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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都市計畫區如何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 

依國土計畫法第八條規定「……國家公園計畫、

都市計畫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

遵循國土計畫。」依專法管制地區應遵循國土計畫之

指導，再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就功能分區劃設「屬實施



18 

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為加強國土計畫

對都市計畫之指導，並考量都市計畫專法管制性質，

未來都市計畫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說明如下： 

（一）劃設方式： 

都市計畫農業區，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良好且未

有都市發展需求者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符

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都市計畫保護或

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

類。其餘地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二）都市計畫配合事項 

1.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經公告實施後，應於

2 年內辦理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依據國土計畫指

導事項，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如有必要，並得

評估劃出都市計畫範圍外，俾依據修正後之都市計

畫進行管制。 

2.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依據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

導事項辦理，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國土

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保護或保育以外之分區

或用地需要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同意。 

3.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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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農業區以外之分區需要

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 

4.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本地區係依都市計畫法及其

都市計畫管制，惟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都市

計畫檢討變更時，應先辦理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屬

於環境敏感地區範圍者，應考量環境敏感地區土地

使用指導事項，研擬檢討變更內容及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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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開會緣由 

依據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之國土計畫法規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應於 109 年 5 月 1 日前公告實施，為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本部除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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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就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相關

疑義提供必要協助，後續並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規劃手冊，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參考。 

為了解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委託作業辦理進度，並

說明本案補助經費核撥、踐行民眾參與及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輔導團運作機制等相關事項，爰召開本次研商會議。 

 

貳、討論事項 

議題一、修訂「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規

劃作業推動情形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所屬國土計畫規劃

作業，本部訂有「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以下簡稱本須知)，並

參酌「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方案」作

法，於 106 年度設立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相關經

費，並以 106 年 3 月 8 日函核定相關補助經費有案；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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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06 年 6 月 26 日召會了解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

情形及有無遭遇困難，復以 106 年 9 月 19 日函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本署並透過共同編

輯雲端表單方式，俾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即時更新各

該國土計畫委託規劃作業辦理情形。 

（二）考量本部 106 年 3 月 8 日函係按基本規劃費核算補助款，

該項經費即全數補助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

計畫之規劃使用，然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二、

撥款方式」係規定「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

發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即

實際撥付款項必須再按實際發包金額再乘上補助比例，導

致實際撥付款項與前開核定金額不同，爰本作業須知前開

規定，應配合修正為以核定經費為撥款計算基準；此外，

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四、管考規定」原規定為

「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

部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

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為簡化相關

行政流程，本次配合目前實務係以電子表單方式之作業方

式，修正前開規定為「每月 5日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

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時更新」(詳附件 1)。 

（三）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執行進度表最新更新內容（按：

106 年 9 月 29 日），仍有部分直轄市、縣（市）尚未完成

發包簽約作業，依本須知規定略以：「……四、管考規定：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行率應達

100%。...」，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目前辦理情形，

並請目前尚未完成發包作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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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

嘉義縣、臺東縣）說明遭遇困難及具體因應措施。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於年度結

束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相關撥款作業及計畫管考事

宜，並請作業單位另案函頒，以依修訂後須知辦理相關事

宜。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機制 

說明： 

（一）國土計畫法第 12條至第 13 條規定國土計畫辦理程序，明

確納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程序。相關規定如下： 

1.第 12 條 

(1)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

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作成紀錄，以

為擬訂計畫之參考。（第 1項） 

(2)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

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

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

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

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

管機關參考審議，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分別報請行

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第 2項） 

(3)前項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

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適當

方法廣泛周知。（第 3 項） 

2.第 13 條 

(1)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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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

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點應登載

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泛周知。（第 1 項）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未依規定公告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逕為公告及公開展覽。（第 2項） 
 

 
 
（二）近來屢有民間團體直接向本署反映並無法參與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規劃或審議過程，為避免後續直轄市、

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草案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實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參與座談會

等 

參與公聽會

或書面意見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看公展事

項 

監督執行情

形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法定程序 民眾參與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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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於推動國土計畫過程，民間團體一再因程序

問題杯葛相關會議或規劃作業進行，造成後續作業推動困

難，本署特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

參與機制相關原則，以供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辦理相關作業之參考。前開原則如下： 

1.規劃階段： 

(1)方式：舉辦座談會或工作坊等其他適當方式。 

(2)討論議題： 

○1 期初階段：○○縣（市）國土計畫重點、計畫目

標及發展預測等政策方向。 

○2 期中階段：空間發展計畫、成長管理計畫、部門

空間發展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等實質計畫。 

○3 期末階段：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土地使用管制

事項、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等執

行內容。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至少為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

有關機關。 

(4)次數：至少召開 3次為原則，且不以 3次為限；必要

時，得併同各階段審查會議召開。 

(5)意見處理方式：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

研擬回應意見。 

2.公開展覽階段 

(1)方式：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

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公聽會應邀請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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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及有關機關參加。 

(4)次（場）數：公聽會場數不以 1 場為限，視直轄市、

縣（市）轄區空間範圍劃分方式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 

○1 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 

○2 公聽會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

參採與否意見。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前開意見整理為討論

議題，提請各該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併同審議

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階段 

(1)方式：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含專

案小組會議）。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

議會委員，並應邀請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列席。 

(4)次數：不以 1次為限，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情形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應

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參採與否意

見，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4.核定階段 

(1)方式：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

文之日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

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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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 

5.其他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過程相關資料，包含

計畫草案、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

相關會議（開會時間、地點、會議資料、會議紀錄）

等有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建立會議報名

機制，例如報名電話、報名信箱、報名傳真等，並得

參考「內政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評估

建立會議報名系統。 

(3)為利國土計畫相關會議進行，並得參考本部 106 年 8

月 24 日訂頒「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

管理要點」（詳附件 2），或訂定各該會議及會場管理

要點規定，以利相關事宜。 

（三）此外，參考國外推動國土空間計畫作法，其官方大多建立

利益團體（stakeholder）名單，以徵詢其意見納入規劃

參考，故本部於 99 年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

區域計畫方案」過程，當時本署亦自行蒐集建立國內環境

保護相關民間團體名單，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

邀請參與區域計畫相關會議對象之參考。然因本部推動國

土計畫及區域計畫期間以來，國內關心該類議題之民間團

體增加，屢有民間團體表示並未收到本部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會議訊息，是以，前開名單有再予更新必要，

爰本署於 106 年 9 月 29 日函請相關民間團體提供有意願



8 

參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名單，以作為後續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各階段作業時，得以有明確對象得

以邀集及徵詢意見。 

擬辦：依作業單位參考本次與會機關意見修正前開原則，並彙

整納入民間團體名單後，將前開原則函送直轄市、縣（市）

政府配合辦理。 
 
議題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請城鄉

發展分署說明）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國土計畫之法定工

作，本署城鄉發展分署特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輔導團」，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就計畫章節架構、規劃相關技術及法定計畫撰寫內容，提

出建議方式，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規劃參考；

此外，輔導團受託單位並建立平台，蒐集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其規劃團體遭遇問題，透過輔導團討論研擬具體處

理方式，以利規劃作業更為順利。是以，後續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相關會議（包含各階段座談會、審查會、

公聽會、國土計畫審議會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配合通知本署及城鄉發展分署參與。 

（二）後續分署將定期召開輔導規劃會議，針對重要議題提供建

議規劃方式，本次會議提會討論議題係「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訂定計畫人口」及「都市計畫區轉換國土功能分

區」（如附件 3）。 

擬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如無相關意見，請城鄉發展分署

依輔導機制協助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事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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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作業單位適度整合管考會議及輔導會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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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 

壹、辦理依據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公告實施，為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工作，爰制定本

作業須知，俾資遵循並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 

貳、補助項目 

一、補助期程：自 106 年 1月 1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二、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直轄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二)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三）市：基隆市、新竹市。 

三、補助項目： 

補助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下列事項： 

（一）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方式廣

詢意見，作為擬訂計畫之參考。 

（二）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關內容應按國土計畫法及該法施行

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資訊公開及人民陳述意見等相關事項。 

（四）視規劃過程需要辦理座談會或講習等相關事項。 

四、經費編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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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畫經費以「經常門」為原則。 

五、補助比率： 

（一）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分別補助 50%、70%、80%、

85%及 90%。(財力級次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辦理，詳附

件 1) 

（二)本部係按完成基本規格計畫內容之經費標準核算補助經

費，倘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意願增加規劃內容，

則請其自行提高配合款項，中央不再額外核列補助款。 

六、申請期限：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部指定期限將申請計畫

書及相關附件送達本部營建署，逾期不予受理。 

參、申請及核定 

一、申請作業 

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擬具工作計畫書，內容包

括下列項目： 

（一）各該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或規劃成果之摘要說明，

應包括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基本資料、發展預測、空間

發展課題分析與策略（含氣候變遷調適）、城鄉發展模式、

區域性部門計畫、土地使用計畫。 

（二）規劃前廣詢意見方式、資訊公開及提供人民陳述意見作

法、各階段工作事項、研擬國土計畫之促進事項（如：府

內工作小組、定期討論會議等）、經費估算（補助款及配

合款）、規劃作業及計畫進度表；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並得依實際需要分別檢附相關附件（詳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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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作業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將計畫書函報本部後，將由本部營

建署進行審查作業，報部核定補助計畫。審查項目如下： 

1.工作計畫書內容之完整性、可行性、構想、方法及步驟。 

2.執行能力綜合評估。 

3.經費分配及合理性。 

4.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款籌措及納入預算情形。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照本部營建署通知審查時程進

行簡報。 

肆、經費核撥及管考 

一、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款之撥付，應檢具請款收據、契約影本、

納入預算證明(「納入預算證明及預算書影本加蓋關防」或

「議會同意墊付函」二者擇一)及計畫進度等相關文件。 

二、撥款方式 

1.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發生權責數加計補

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定補助數之 40%。 

2.計畫完成期中簡報(或整體計畫進度達 60%)時，撥付發

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以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

定補助數之 60%。 

三、計畫於決算後 1 個月內，應檢送執行成果報告資料，函送

本部營建署備查，如有賸餘款並應同時繳回，逾期提報或

未依限繳回餘款者，列入爾後審核補助之重要參考。 

四、管考規定 

（一）本補助辦理期程為期 1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

行率應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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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部

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附件 3) 每月 5 日

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

時更新。 

（三）本部將視計畫執行情形，進行訪視、輔導、訓練、查核或

召開檢討會議。 

伍、其他 

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納入預算作業，並同步

辦理計畫執行先期作業。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負責統

籌協調與列管工作，俾利連絡。 

三、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將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規劃輔導團隊，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

關作業，並得邀輔導團隊參與。 

四、本須知未盡事宜，將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另行通

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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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106 年

8 月 24 日） 

一、為落實民眾參與並確保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區域計畫委員會、都市計畫委員會、國家公園計

畫委員會、海岸管理審議會、重要濕地審議小組之會議順

利進行、維持會場秩序與會場之使用及管理，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會議開會時（包括專案小組會議）除出席委員、列席機關

代表、會議工作人員、相關通知列席說明者及各級民意代

表外，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及相關團體等，

得向本部營建署提出申請進入會場或旁聽區（室）。 

三、會議得於會場門口設置簽到處，以備出列席人員、各級民

意代表、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

持開會通知或身分證明文件簽到及辦理換證事宜。申請發

言之人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本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線上申請者，人

數以五人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二）以前款線上方式以外之其他方式（包括書面、電子、口頭、

現場報名等）申請者，申請發言之人數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二十七條規定由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當事人選定其中一人

至五人代表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三）前二款之申請以一次為限，且申請發言之團體，每團體以

推派一人為原則。 

（四）以第一款線上方式申請者，其申請發言人數超過該款規定

時，以案件之利害關係人為先，申請時間先後為次。 

申請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各團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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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里）居民以二人為原則。申請至旁聽區（室）之總

人數以二十人為原則，超過二十人者，由會議工作人員安

排至本部營建署大禮堂或適當地點。 

四、等候審查案件之相關列席人員，應至會場旁之會議準備室

等候會議工作人員通知。會場門口配置警衛人員，對於不

得進入會場人員應予制止。 

五、出列席及發言、旁聽會議人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於會場中攝影、

錄影或錄音。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之會議過程，得於本部

營建署大禮堂或其他會議室同步錄影播放。 

（二）其他人員於會議進行中有攝影、錄影或錄音之需求，應向

會議工作人員報備後為之，且以委員討論前之議程為限。

其中攝影、錄影應於會場指定區域進行，並不得妨礙與會

人員之發言或會議流程。 

（三）發言者表達意見應簡明扼要，每人以三分鐘為原則，每案

件表達意見之總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原則。但主席得

視會議情形、考量個案相關民眾或團體人數多寡及不同利

益之當事人或團體等情形，經徵詢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調

整發言時間，並以不超過六十分鐘為原則。 

（四）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各級民意代表、發言或旁聽之居民、

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均應離開會場及旁聽區（室）。 

（五）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禁止將標語、海報、各

式布條、旗幟、棍棒、無線麥克風等物品，攜帶進入會場、

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 

（六）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不得於會場內或旁聽區

（室）大聲喧嘩、鼓譟，亦不得擅自前往非指定活動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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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請發言者提供發

言書面內容，或經其同意由作業單位代為摘要彙整發言內

容。 

未遵守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經勸阻不聽、妨礙會

場議事運作順暢、干擾辦公或其他不當行為者，主席或會

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開旁聽區（室）或會場，必要

時，得取消其再申請出列席會議、攝影、錄影、錄音、發

言或旁聽之權利；情節重大者，並得移送法辦。 

六、進入會場、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之人員，

嚴禁攜帶任何危險、易燃物品，若有違規或危害會議安全

之行為，主席或會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席，如該行

為損害會議與會人員或事物，得依相關法規規定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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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 

一、縣市國土計畫如何訂定計畫人口？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人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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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縣市國土計畫計畫人口訂定 

未來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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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未來各直轄市、縣(市)計畫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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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都市計畫區如何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 

依國土計畫法第八條規定「……國家公園計畫、

都市計畫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

遵循國土計畫。」依專法管制地區應遵循國土計畫之

指導，再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就功能分區劃設「屬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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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為加強國土計畫

對都市計畫之指導，並考量都市計畫專法管制性質，

未來都市計畫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說明如下： 

（一）劃設方式： 

都市計畫農業區，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良好且未

有都市發展需求者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符

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都市計畫保護或

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

類。其餘地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二）都市計畫配合事項 

1.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經公告實施後，應於

2 年內辦理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依據國土計畫指

導事項，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如有必要，並得

評估劃出都市計畫範圍外，俾依據修正後之都市計

畫進行管制。 

2.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依據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

導事項辦理，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國土

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保護或保育以外之分區

或用地需要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同意。 

3.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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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農業區以外之分區需要

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 

4.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本地區係依都市計畫法及其

都市計畫管制，惟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都市

計畫檢討變更時，應先辦理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屬

於環境敏感地區範圍者，應考量環境敏感地區土地

使用指導事項，研擬檢討變更內容及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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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開會緣由 

依據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之國土計畫法規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應於 109 年 5 月 1 日前公告實施，為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本部除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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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就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相關

疑義提供必要協助，後續並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規劃手冊，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參考。 

為了解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委託作業辦理進度，並

說明本案補助經費核撥、踐行民眾參與及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輔導團運作機制等相關事項，爰召開本次研商會議。 

 

貳、討論事項 

議題一、修訂「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規

劃作業推動情形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所屬國土計畫規劃

作業，本部訂有「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以下簡稱本須知)，並

參酌「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方案」作

法，於 106 年度設立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相關經

費，並以 106 年 3 月 8 日函核定相關補助經費有案；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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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06 年 6 月 26 日召會了解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

情形及有無遭遇困難，復以 106 年 9 月 19 日函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本署並透過共同編

輯雲端表單方式，俾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即時更新各

該國土計畫委託規劃作業辦理情形。 

（二）考量本部 106 年 3 月 8 日函係按基本規劃費核算補助款，

該項經費即全數補助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

計畫之規劃使用，然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二、

撥款方式」係規定「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

發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即

實際撥付款項必須再按實際發包金額再乘上補助比例，導

致實際撥付款項與前開核定金額不同，爰本作業須知前開

規定，應配合修正為以核定經費為撥款計算基準；此外，

本須知「肆、經費核撥及管考ˇ四、管考規定」原規定為

「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

部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

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為簡化相關

行政流程，本次配合目前實務係以電子表單方式之作業方

式，修正前開規定為「每月 5日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

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時更新」(詳附件 1)。 

（三）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執行進度表最新更新內容（按：

106 年 9 月 29 日），仍有部分直轄市、縣（市）尚未完成

發包簽約作業，依本須知規定略以：「……四、管考規定：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行率應達

100%。...」，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目前辦理情形，

並請目前尚未完成發包作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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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

嘉義縣、臺東縣）說明遭遇困難及具體因應措施。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作業，於年度結

束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相關撥款作業及計畫管考事

宜，並請作業單位另案函頒，以依修訂後須知辦理相關事

宜。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機制 

說明： 

（一）國土計畫法第 12條至第 13 條規定國土計畫辦理程序，明

確納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程序。相關規定如下： 

1.第 12 條 

(1)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

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作成紀錄，以

為擬訂計畫之參考。（第 1項） 

(2)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

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

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

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

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

管機關參考審議，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分別報請行

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第 2項） 

(3)前項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

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適當

方法廣泛周知。（第 3 項） 

2.第 13 條 

(1)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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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

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點應登載

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泛周知。（第 1 項）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未依規定公告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逕為公告及公開展覽。（第 2項） 
 

 
 
（二）近來屢有民間團體直接向本署反映並無法參與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規劃或審議過程，為避免後續直轄市、

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草案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實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參與座談會

等 

參與公聽會

或書面意見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與國土審

議會 

參看公展事

項 

監督執行情

形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資訊

公開 

法定程序 民眾參與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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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於推動國土計畫過程，民間團體一再因程序

問題杯葛相關會議或規劃作業進行，造成後續作業推動困

難，本署特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

參與機制相關原則，以供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辦理相關作業之參考。前開原則如下： 

1.規劃階段： 

(1)方式：舉辦座談會或工作坊等其他適當方式。 

(2)討論議題： 

○1 期初階段：○○縣（市）國土計畫重點、計畫目

標及發展預測等政策方向。 

○2 期中階段：空間發展計畫、成長管理計畫、部門

空間發展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等實質計畫。 

○3 期末階段：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土地使用管制

事項、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等執

行內容。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至少為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

有關機關。 

(4)次數：至少召開 3次為原則，且不以 3次為限；必要

時，得併同各階段審查會議召開。 

(5)意見處理方式：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

研擬回應意見。 

2.公開展覽階段 

(1)方式：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

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公聽會應邀請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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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及有關機關參加。 

(4)次（場）數：公聽會場數不以 1 場為限，視直轄市、

縣（市）轄區空間範圍劃分方式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 

○1 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 

○2 公聽會應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

參採與否意見。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前開意見整理為討論

議題，提請各該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併同審議

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階段 

(1)方式：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含專

案小組會議）。 

(2)討論議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 

(3)對象：會議邀請對象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

議會委員，並應邀請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列席。 

(4)次數：不以 1次為限，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情形而定。 

(5)意見處理方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應

作成紀錄，與會人員發言意見逐一研擬參採與否意

見，併同審議結果及計畫，報請本部核定。 

4.核定階段 

(1)方式：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

文之日起 30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

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90 日；計畫內容重



7 

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對象：公開展覽對象為社會大眾。 

5.其他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過程相關資料，包含

計畫草案、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

相關會議（開會時間、地點、會議資料、會議紀錄）

等有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建立會議報名

機制，例如報名電話、報名信箱、報名傳真等，並得

參考「內政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評估

建立會議報名系統。 

(3)為利國土計畫相關會議進行，並得參考本部 106 年 8

月 24 日訂頒「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

管理要點」（詳附件 2），或訂定各該會議及會場管理

要點規定，以利相關事宜。 

（三）此外，參考國外推動國土空間計畫作法，其官方大多建立

利益團體（stakeholder）名單，以徵詢其意見納入規劃

參考，故本部於 99 年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

區域計畫方案」過程，當時本署亦自行蒐集建立國內環境

保護相關民間團體名單，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為

邀請參與區域計畫相關會議對象之參考。然因本部推動國

土計畫及區域計畫期間以來，國內關心該類議題之民間團

體增加，屢有民間團體表示並未收到本部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會議訊息，是以，前開名單有再予更新必要，

爰本署於 106 年 9 月 29 日函請相關民間團體提供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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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名單，以作為後續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各階段作業時，得以有明確對象得

以邀集及徵詢意見。 

擬辦：依作業單位參考本次與會機關意見修正前開原則，並彙

整納入民間團體名單後，將前開原則函送直轄市、縣（市）

政府配合辦理。 
 
議題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請城鄉

發展分署說明） 

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國土計畫之法定工

作，本署城鄉發展分署特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輔導團」，將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就計畫章節架構、規劃相關技術及法定計畫撰寫內容，提

出建議方式，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規劃參考；

此外，輔導團受託單位並建立平台，蒐集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其規劃團體遭遇問題，透過輔導團討論研擬具體處

理方式，以利規劃作業更為順利。是以，後續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相關會議（包含各階段座談會、審查會、

公聽會、國土計畫審議會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配合通知本署及城鄉發展分署參與。 

（二）後續分署將定期召開輔導規劃會議，針對重要議題提供建

議規劃方式，本次會議提會討論議題係「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訂定計畫人口」及「都市計畫區轉換國土功能分

區」（如附件 3）。 

擬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如無相關意見，請城鄉發展分署

依輔導機制協助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事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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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作業單位適度整合管考會議及輔導會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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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 

壹、辦理依據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公告實施，為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規劃工作，爰制定本

作業須知，俾資遵循並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 

貳、補助項目 

一、補助期程：自 106 年 1月 1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二、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直轄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二)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三）市：基隆市、新竹市。 

三、補助項目： 

補助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下列事項： 

（一）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方式廣

詢意見，作為擬訂計畫之參考。 

（二）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關內容應按國土計畫法及該法施行

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資訊公開及人民陳述意見等相關事項。 

（四）視規劃過程需要辦理座談會或講習等相關事項。 

四、經費編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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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畫經費以「經常門」為原則。 

五、補助比率： 

（一）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分別補助 50%、70%、80%、

85%及 90%。(財力級次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辦理，詳附

件 1) 

（二)本部係按完成基本規格計畫內容之經費標準核算補助經

費，倘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意願增加規劃內容，

則請其自行提高配合款項，中央不再額外核列補助款。 

六、申請期限：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部指定期限將申請計畫

書及相關附件送達本部營建署，逾期不予受理。 

參、申請及核定 

一、申請作業 

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擬具工作計畫書，內容包

括下列項目： 

（一）各該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或規劃成果之摘要說明，

應包括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基本資料、發展預測、空間

發展課題分析與策略（含氣候變遷調適）、城鄉發展模式、

區域性部門計畫、土地使用計畫。 

（二）規劃前廣詢意見方式、資訊公開及提供人民陳述意見作

法、各階段工作事項、研擬國土計畫之促進事項（如：府

內工作小組、定期討論會議等）、經費估算（補助款及配

合款）、規劃作業及計畫進度表；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並得依實際需要分別檢附相關附件（詳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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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作業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將計畫書函報本部後，將由本部營

建署進行審查作業，報部核定補助計畫。審查項目如下： 

1.工作計畫書內容之完整性、可行性、構想、方法及步驟。 

2.執行能力綜合評估。 

3.經費分配及合理性。 

4.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款籌措及納入預算情形。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照本部營建署通知審查時程進

行簡報。 

肆、經費核撥及管考 

一、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款之撥付，應檢具請款收據、契約影本、

納入預算證明(「納入預算證明及預算書影本加蓋關防」或

「議會同意墊付函」二者擇一)及計畫進度等相關文件。 

二、撥款方式 

1.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撥付發生權責數加計補

助比例（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定補助數之 40%。 

2.計畫完成期中簡報(或整體計畫進度達 60%)時，撥付發

生權責數加計補助比例（以不超過核定補助數為限）核

定補助數之 60%。 

三、計畫於決算後 1 個月內，應檢送執行成果報告資料，函送

本部營建署備查，如有賸餘款並應同時繳回，逾期提報或

未依限繳回餘款者，列入爾後審核補助之重要參考。 

四、管考規定 

（一）本補助辦理期程為期 1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事宜，即年度結束前之執

行率應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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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二個月填報最新辦理情形表送本部

營建署納入管考(1 月 5 日、3 月 5 日、5 月 5 日、7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前)。(附件 3) 每月 5 日

前至雲端執行情形表填報上月進度，如有更新進度並得隨

時更新。 

（三）本部將視計畫執行情形，進行訪視、輔導、訓練、查核或

召開檢討會議。 

伍、其他 

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納入預算作業，並同步

辦理計畫執行先期作業。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負責統

籌協調與列管工作，俾利連絡。 

三、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將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規劃輔導團隊，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相

關作業，並得邀輔導團隊參與。 

四、本須知未盡事宜，將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另行通

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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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106 年

8 月 24 日） 

一、為落實民眾參與並確保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區域計畫委員會、都市計畫委員會、國家公園計

畫委員會、海岸管理審議會、重要濕地審議小組之會議順

利進行、維持會場秩序與會場之使用及管理，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會議開會時（包括專案小組會議）除出席委員、列席機關

代表、會議工作人員、相關通知列席說明者及各級民意代

表外，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及相關團體等，

得向本部營建署提出申請進入會場或旁聽區（室）。 

三、會議得於會場門口設置簽到處，以備出列席人員、各級民

意代表、申請發言或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

持開會通知或身分證明文件簽到及辦理換證事宜。申請發

言之人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本部「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線上申請者，人

數以五人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二）以前款線上方式以外之其他方式（包括書面、電子、口頭、

現場報名等）申請者，申請發言之人數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二十七條規定由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當事人選定其中一人

至五人代表為原則，必要時得增至十人。 

（三）前二款之申請以一次為限，且申請發言之團體，每團體以

推派一人為原則。 

（四）以第一款線上方式申請者，其申請發言人數超過該款規定

時，以案件之利害關係人為先，申請時間先後為次。 

申請旁聽之居民、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各團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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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里）居民以二人為原則。申請至旁聽區（室）之總

人數以二十人為原則，超過二十人者，由會議工作人員安

排至本部營建署大禮堂或適當地點。 

四、等候審查案件之相關列席人員，應至會場旁之會議準備室

等候會議工作人員通知。會場門口配置警衛人員，對於不

得進入會場人員應予制止。 

五、出列席及發言、旁聽會議人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於會場中攝影、

錄影或錄音。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之會議過程，得於本部

營建署大禮堂或其他會議室同步錄影播放。 

（二）其他人員於會議進行中有攝影、錄影或錄音之需求，應向

會議工作人員報備後為之，且以委員討論前之議程為限。

其中攝影、錄影應於會場指定區域進行，並不得妨礙與會

人員之發言或會議流程。 

（三）發言者表達意見應簡明扼要，每人以三分鐘為原則，每案

件表達意見之總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原則。但主席得

視會議情形、考量個案相關民眾或團體人數多寡及不同利

益之當事人或團體等情形，經徵詢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調

整發言時間，並以不超過六十分鐘為原則。 

（四）會議進行委員討論前，各級民意代表、發言或旁聽之居民、

居民代表或相關團體等均應離開會場及旁聽區（室）。 

（五）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禁止將標語、海報、各

式布條、旗幟、棍棒、無線麥克風等物品，攜帶進入會場、

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 

（六）出列席會議及發言、旁聽人員等，不得於會場內或旁聽區

（室）大聲喧嘩、鼓譟，亦不得擅自前往非指定活動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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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議工作人員為製作會議紀錄之需要，得請發言者提供發

言書面內容，或經其同意由作業單位代為摘要彙整發言內

容。 

未遵守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經勸阻不聽、妨礙會

場議事運作順暢、干擾辦公或其他不當行為者，主席或會

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開旁聽區（室）或會場，必要

時，得取消其再申請出列席會議、攝影、錄影、錄音、發

言或旁聽之權利；情節重大者，並得移送法辦。 

六、進入會場、旁聽區（室）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之人員，

嚴禁攜帶任何危險、易燃物品，若有違規或危害會議安全

之行為，主席或會議工作人員得制止或令其離席，如該行

為損害會議與會人員或事物，得依相關法規規定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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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重要議題規劃原則 

一、縣市國土計畫如何訂定計畫人口？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人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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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縣市國土計畫計畫人口訂定 

未來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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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未來各直轄市、縣(市)計畫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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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都市計畫區如何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 

依國土計畫法第八條規定「……國家公園計畫、

都市計畫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

遵循國土計畫。」依專法管制地區應遵循國土計畫之

指導，再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就功能分區劃設「屬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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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為加強國土計畫

對都市計畫之指導，並考量都市計畫專法管制性質，

未來都市計畫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說明如下： 

（一）劃設方式： 

都市計畫農業區，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良好且未

有都市發展需求者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符

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都市計畫保護或

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

類。其餘地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二）都市計畫配合事項 

1.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經公告實施後，應於

2 年內辦理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依據國土計畫指

導事項，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如有必要，並得

評估劃出都市計畫範圍外，俾依據修正後之都市計

畫進行管制。 

2.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依據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

導事項辦理，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國土

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保護或保育以外之分區

或用地需要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同意。 

3.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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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地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

檢討。在未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農業區以外之分區需要

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 

4.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本地區係依都市計畫法及其

都市計畫管制，惟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都市

計畫檢討變更時，應先辦理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屬

於環境敏感地區範圍者，應考量環境敏感地區土地

使用指導事項，研擬檢討變更內容及配套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