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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概述

1.規劃過程

府內協調會議

專家座談會

地方說明會

8場

公告實施

106.9-

108.7

108.2-

108.7

109.3-

109.8
110.4.30

公展及公聽會

6場

108.9-

108.10

108.10-

109.2

本府國審會

2場/小組審議

3場

內政部小組審議

/內政部國審會

審議

109.10.27

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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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劃過程

辦理5場地方說明會

場次 地點

第一場（107.2.8） 屏東市公所

第二場（107.2.8） 東港鎮公所

第三場（107.2.12） 潮州鎮公所

第四場（107.2.12） 來義鄉公所

第五場（107.2.23） 恆春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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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劃過程

辦理5場地方說明會
意見重點：

 農地相關意見：屏東縣原匡列8萬多公頃宜維護農地，經實際調查僅6.97萬
公頃適合作農業使用，須進行檢討調整，且考量土地發展權利之保障，劃
設限制發展地區時，應以公有土地及台糖土地優先

 原民相關意見：原住民族土地發展受限，原鄉及遷村部落戶數成長後已無
土地可建築，希望國土計畫可適當放寬限制

 環境敏感地區意見：請問現有環境敏感地區範圍? 目前部落居民可能已生
活其中，未來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時應有機制考量居民之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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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劃過程

辦理3場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座談會

場次 主題 與談人員 會議結論重點

第一場
（108.6.3）

屏東縣農地資源盤
點及維護

1. 李吉弘 處長

2. 黃國榮 處長

3. 薩支高 教授

4. 張貴財 理事長

5. 黃名義 教授

6. 呂宗盈 教授

1. 調整農業發展地區的劃設方式

2. 加強農地資源的盤點

3. 新設園區並提供相關配套措施

4. 加強農地非農用的處理方式

5. 制定農地土地使用調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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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劃過程

辦理3場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座談會
場次 主題 與談人員 會議結論重點

第二場
（108.6.12）

屏東產業發展
空間規劃

1. 邱黃肇崇 秘書長

2. 李吉弘 處長

3. 黃國維 處長

4. 白金安 教授

5. 張桂鳳 教授

6. 賴文泰 教授

7. 徐中強 教授

8. 葉一隆 教授

1. 修正產業用地需求推估，保留都市發展彈性

2. 鼓勵產業群聚，創造規模經濟

3. 與原住民部落會議接洽，鼓勵原住民朋友提出

相關需求

4. 擴大民眾參與，保障民眾土地發展權益

5. 訂定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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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劃過程

辦理3場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座談會

場次 主題 與談人員 會議結論重點

第三場
（108.6.17）

原住民部落土地
因應策略

1. 邱黃肇崇 秘書長

2. 李吉弘 處長

3. 白金安 教授

4. 陳天健 教授

5. 趙子元 教授

6. 台邦‧撒沙勒 院長

7. 郭東雄 教授

1. 未來國土計畫功能分區管制將影響使用強度

與項目

2. 災後遷村之部落應顧及未來發展可能性

3. 現有保障原住民族之法律工具可以持續進行

4. 宜更細緻針對不同環境條件之部落，進行個

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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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劃過程

辦理府內工作會議
日期 會議議題

107.6.19 原住民鄉村區劃設
1. 原民部落內鄉村區劃入城3是否需訂定規模門檻

2. 無鄉村區之原民部落，得否劃為農4

107.7.4 未登記工廠處理機制
1. 未登記工廠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2. 未登記工廠優先輔導區位

107.7.6 砂石產業專用區劃設
1. 砂石產業專用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2. 後續處理方式

107.7.10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聚落劃設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之聚落，不符合農2劃設之5項條件者

是否增設「農六」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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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概述

2.審議過程

府內協調會議

專家座談會

地方說明會

8場

公告實施

106.9-

108.7

108.2-

108.7

109.3-

109.8
110.4.30

公展及公聽會

6場

108.9-

108.10

108.10-

109.2

本府國審會

2場/小組審議

3場

內政部小組審議

/內政部國審會

審議

109.10.27

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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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議過程

辦理3場屏東縣國土審議委員會專案小組審查

場次 時間 討論事項

第一次專案小組
會議

108年12月6日

1. 本計畫產業用地、相關資源預測是否妥適？
2. 縣整體空間發展架構與策略分區構想是否合理？
3. 本縣農地資源維護構想是否合理？
4. 都市計畫農業區不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理由是否妥適？
5. 未登記工廠清理及輔導計畫是否妥適？

第二次專案小組
會議

108年12月24日

1.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指認優先規劃區位是否合理？
2. 原住民聚落範圍界線劃設方式是否妥適？
3. 原住民聚落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方式是

否妥適？
4.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內容是否妥適？

第三次專案小組
會議

109年1月7日

1. 本縣城鄉發展發展總量是否合理？
2.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所提具體規劃內容是否妥適？
3. 公展後相關單位陳情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案件是否納入？
4. 都市計畫周邊既有開發設施及夾雜零星非都市土地是否納入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5. 未來發展地區（6-20年）具高發展潛力地區區位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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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議過程

辦理2場屏東縣國土審議委員會審查

場次 時間 討論事項

第一次大會 108年10月24日

1.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辦理進度及計畫重點說明
2. 屏東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方式說明
3.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公開展覽期間人民陳情意

見重點說明

第二次大會 109年2月24日
1. 分組會議決議內容報告
2. 提請大會討論事項
3. 新增民眾陳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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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規劃成果

榮耀屏東：綠經產業‧全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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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軸一帶四核心）

3.規劃成果

屏東縣國土計畫 | 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核

帶

軸

四大核心生活圈

藍色經濟帶

高屏都會、綠經產業、原鄉生態

綠經產業･全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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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程規劃：

以運輸服務與加工產業為主軸

補足產業及觀光產業鏈缺口

全縣產業高值化、精緻化

高屏都會軸│運輸服務與加工產業

3.規劃成果

• 運輸系統串聯：

 公路系統串聯高雄大寮、林園、
小港工業活動

 高鐵南延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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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規劃成果

• 綠能空間：

 結合綠能產業、低碳社區、文化觀
光旅遊策略、資源永續、綠色交通
以及低碳運輸網，以達到屏東縣產
業高值化及精緻化。

綠經產業發展軸│綠能空間發展

• 農業生產：

 運用屏東市生活圈外圍之土地，作
為屏東縣之綠經產業基地，並以都
市發展用地及應維護地區交界之土
地從事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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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規劃成果

• 生態休閒遊憩：

 以茂林國家風景區、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

區、九棚沿海保護區、茶茶牙賴山等景觀，

建立國際生態休閒遊憩軸

原鄉生態保育軸│生態觀光與原民保育

• 多元傳統領域文化：

 保存如三地門工藝之道、霧台鄉岩板巷以及

來義鄉的圖騰等多元傳統領域文化，並推動

生態旅遊策略

• 經濟糧食作物：

 於自然林地區栽種並推廣如瑪家、好茶以及

大社部落所栽種之紅藜等，發展地方特色之

經濟糧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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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規劃成果

• 海洋觀光軸帶：

 海岸與海域劃設管制，並整
合現有屏東縣文化、自然、
生態等多樣化觀光資源

 健全觀光行銷管道與資訊解
說服務系統，營造友善觀光
與優質旅遊環境

藍色經濟帶│海洋資源發展與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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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核心：

 屏東市、潮州鎮、東港鎮、恆春鎮

• 構想：

人口地區推動全齡生活核心

導入健康產業，提升在地老化條件

劃設產業用地、公共設施、運輸系統

回應高齡社會需求

四大核心生活圈│高齡照護

3.規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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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屏東縣國土計畫的重要議題

1. 原住民族土地規劃

2. 農業發展地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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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的重要議題1

 原鄉範圍含括9行政區，
占屏東縣總面積58.56%

 屏東縣原住民保留地範圍
占全台原住民保留地範圍
之25.81%

原住民族土地分布現況 里港鄉
高樹鄉 三地門鄉

鹽埔鄉
九如鄉

長治鄉

屏東市

萬丹鄉

霧台鄉

內埔鄉

瑪家鄉

泰武鄉

萬巒鄉

來義鄉

竹田鄉

潮州鄉

崁頂鄉

東港鎮
南州鄉 新埤鄉

春日鄉

獅子鄉

枋寮鄉

佳冬鄉林邊鄉

枋山鄉

車城鄉

恆春鎮

滿洲鄉

牡丹鄉

琉球鄉

麟洛鄉

東港鎮

類別
面積

（km2）

占全縣
比例
（％）

原鄉範圍 1,625.34 58.56

原住民保
留地範圍

678.02 24.43

註：面積資料取自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保
留地權利分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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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的重要議題1

縣內有3大部族、遍佈9原民鄉、81個部落
阿美族 排灣族 魯凱族

牡丹鄉 三地門鄉 瑪家鄉 泰武鄉 來義鄉 春日鄉 獅子鄉 牡丹鄉 滿州鄉 三地門鄉 霧臺鄉 瑪家鄉

旭海(馬查
蘭)部落

安坡部落 瑪家部落
泰武(吾拉
魯滋)部落

古樓部落 古華部落 內獅部落 橋東部落 大梅部落
分水嶺
部落

青葉部落 好茶部落 美園部落

口社部落 北葉部落 佳平部落 望嘉部落 士文部落 內文部落 橋西部落 牡丹部落 里德部落
金大露安
部落

阿禮部落

大社部落 涼山部落 武潭部落 文樂部落 歸崇部落 伊屯部落
上丹路
部落

四林部落 長樂部落 霧台部落

青山部落 佳義部落 平和部落 丹林部落 力里部落 南世部落
下丹路
部落

石門部落 佳暮部落

賽嘉部落 排灣部落 佳興部落 義林部落 春日部落 楓林部落 和平部落 高士部落 谷川部落

三地部落 玉泉部落 萬安部落 來義部落 七佳部落 竹坑部落 東源部落 吉露部落

馬兒部落 白露部落 馬仕部落 大後部落
下草埔
部落

安藤部落 大武部落

達來部落 三和部落 安平部落 白鷺部落 雙流部落 神山部落

嘟估甫了
部落

達那瓦功
部落

達里部落
喜樂發發吾

部落
新路部落

北巴部落 高見部落
中心崙
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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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的重要議題1

課題一：原住民地區位於本縣山地，多有建地不足、需補充居住用地之問題。

原住民地區普遍存在建地不足之情形，容易因為現有建築用地不敷使用，而產生土地使
現況與土地使用編定不符之情形，需檢視此情形、適度預留發展腹地，並鼓勵集約發展。

課題二：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區多依現編定，公共設施配置不足之問題。

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區過去多依現況編定，整體土地使用較無發展秩序、且公共設施配置
較為不足，故應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契機，建置公共設施、優化公共服務。

課題三：原民地區具有豐富之文化及生態資源，但需整合以適性適量方式發展觀光產業。

原鄉文化及生態觀光產業發展位置，多與環境敏感地帶重疊，後續應注意觀光聚落發展
蔓延趨勢，並納入民眾參與及培力機制，引導其適性適量發展，以降低商業活動對整體
環境之衝擊。

原住民族土地規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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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的重要議題1

 第一次巡迴座談會：108.6.29-108.7.19

 第二次巡迴座談會： 109.10.14-109.10.24

配合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9處原鄉地區兩次巡迴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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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的重要議題1

 部落事典範圍內：

 鄉村區：劃設為城鄉3

• 依全國國土計畫：「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

村區得予劃設」

 非鄉村區：劃設為農發4，並應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或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 依109.3.12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9次研商會議決議之方案三辦

理

• 以核定部落範圍劃設為農發4，後續應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或「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提出部落土地利用綱要計畫，

指明居住、產業、基本公共設施區位，並規劃部落內外道路系統、

消防通道等

• 未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前，比照農發3進行土地使用管制

原民地區劃設方式

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

農發4

城鄉3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註：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已申請開發許可者，依規定劃設為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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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已協助4處原住民部落向中央申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補助計畫

原住民族部落範圍

城鄉3 農發4（附）

原鄉生活區 預留發展區 產業發展區 生態保育區

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之前依農3管制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以聚落為單位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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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的重要議題2

農業發展現況

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用地別

面積
(公頃)

特定農業區
12,126.29

(4.37%)

一般農業區
52,840.81

(19.04%)

農牧用地
78,207.04

(28.18%)

註：面積取自內政部營建署「都市及區域發展
統計彙編」及屏東縣政府地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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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的重要議題2

 依據區域計畫法第15條規定辦理特定農業
區及一般農業區等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作業

 歷經3次區委會專案小組審議，於109年7月
23日區域計畫委員會第437次會議審議通過

 特定農業區：11,074.91公頃

 一般農業區：52,840.79公頃

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分區檢討變更作業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優良農地

良好農地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
參酌營建署分區檢討變更
作業工作手冊分區檢討準則

檢討後土地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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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的重要議題2

農業發展地區成果
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原則 面積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依據民國109年7月23日區域計畫委員會
第437次會議審議通過之特定農業區範
圍為基礎，篩選面積完整且非屬不利農
耕之農業用地

5,778.91

農業發展地區
第二類

依據良好農業生產環境與具有糧食生產
功能及農業發展多元化之土地分布範圍
劃設

57,296.53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

依據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山坡地之
農業生產土地或林產業土地分布範圍劃
設

28,587.29

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

依據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原
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屬依原區域計畫法編
定之鄉村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分布範圍劃設

4,467.18

農業發展地區
第五類

本縣未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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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國土計畫是歷史的轉折

務實規劃滋國土的生機

簡明土管方為永續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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