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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附會議資料1份，請事先審閱並攜帶與會，另請台灣城

鄉發展學會於110年5月18日（二）前，將簡報檔案以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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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因停車場空間有限，請儘量

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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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署會議室空間有限，請與會單位指派1~2位代表與會，

與會人員請務必戴上口罩再進入會場開會，如有發燒或咳

嗽等情形者請勿參加會議，可提供書面意見或由業務單位

代為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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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 

第 3 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開會緣由 

為改善鄉村地區公共設施、居住、產業等發展

問題，本部 107年 4 月 30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

畫」，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為國土空間發展之

重要策略，期望透過鄉村地區課題盤點，研擬空間

發展策略及土地利用綱要計畫，同時整合各部會現

有政策資源投入公共建設，從生活、生產、生態等

面向，協助環境改善、協調產業需求並維護生態景

觀，並形塑鄉村地區特色風貌。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全國都市及非都市土地全

面納入管制後首次推動，涉規劃政策、實務執行、

部會資源整合等相關議題，為後續本部推行重要政

策，目前本部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法，包含成

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案推動小組進行專案議題討

論，推動臺南市歸仁區、高雄市美濃區、宜蘭縣壯

圍鄉及雲林縣古坑鄉等 4 地區示範計畫，補助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經費、

補助大專院校教學實習課程經費等，以加速直轄

市、縣（市）政府推動。 

為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規劃作業指引，本署於 109 年辦理專業服務

委託案，以前階段研究規劃成果為基礎，研訂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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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作業，本署將於研訂作業手冊、成立輔導服

務團及辦理相關研習課程等過程中，持續召開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議題研商會議，就相關議題提出建議

處理方式，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入規劃參考。 

本次會議就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環境及資源資

訊進行討論，並說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高雄市美濃

區示範案例規劃成果。 

貳、報告事項：高雄市美濃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規劃成果。 

為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計畫，本署及城鄉

發展分署前委請規劃團隊針對臺南市歸仁區、高雄市

美濃區、宜蘭縣壯圍鄉及雲林縣古坑鄉等 4 地區進行

實際操作，就居住、產業、運輸及公共設施等面向進

行課題盤點，並據以研擬具體對策，及提出空間規劃

構想，納供後續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參考。 

其中高雄市美濃區於高雄市國土計畫指認為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之優先規劃地區，該區屬於「快意慢活

里山」策略地區，兼具農業經營網絡及休閒觀光系統

之重要地位，面臨人口老化及返鄉人口生活需求，人

為活動與環境保育互相影響等問題，請高雄市美濃區

示範案規劃團隊（台灣城鄉發展學會）說明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階段性成果： 

一、基本環境介紹：包含當地自然、社會（人口、公共

設施）、經濟（主要產業活動）等面向。 

二、面臨課題及因應策略：以空間規劃、土地使用管制

或其他等三面向，予以分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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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利用綱要計畫：居住、產業、公共設施等面向。 

參、討論事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環境及資源資訊之規

劃方式。 

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目標及重點 

（一）目標：促進鄉村永續發展及農村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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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規劃重點：以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及景觀

等 5 大議題為主要規劃重點。 

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推動工具 

（一）研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依據各該鄉（鎮、

市、區）特性，指認特定範圍，訂定適合當地需求

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二）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配合各該鄉（鎮、市、區）

環境資源特性及土地使用需求，調整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 

（三）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透過國土計畫帄台，整合

農村再生、農村綜合規劃、地方創生及有關部門計

畫，並結合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資源投入，促進

鄉村產業發展，並改善生活居住環境。 

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規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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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流程如圖 1，就主要工作項

目內容說明如下： 

（一）辦理基本資料蒐集及分析 

1.基本資料蒐集： 

(1)鄉（鎮、市、區）尺度：相關政策及計畫、社會

及經濟資訊、環境及資源資訊、國土利用資訊等

相關二手資料蒐集及分析。 

(2)聚落尺度：包含人口及住宅、公共設施等二手資

料蒐集及分析。 

2.交叉分析：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過程中，應找出地方特性，

包含區域特色產業活動空間、地方獨特生活型態、

當地特有生態物種分布、面臨氣候變遷風險範圍等

逐一描繪，建構空間網絡圖，爰透過圖資套疊方式

進行交叉分析，包含土地利用合法及合理情形，以

及地區災害風險評估，確實瞭解地方土地實際利用

狀況及對環境之影響，以引導地方有秩序發展並提

升鄉村地區生活環境品質。 

（二）機關研商及民眾參與 

1.不論基本資料蒐集及分析、計畫願景及目標、課題

分析及對策研擬、訂定土地利用綱要計畫等階段，

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

所偕同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帶領民眾共同參

與，包含工作坊、訪談、座談會、機關研商會議、

說明會等不同形式，推動參與式規劃，由下而上形

成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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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求分析： 

本次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以「真實需求、核

實規劃」為原則，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以前述分

析結果為基礎，透過徵詢當地民眾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意見，評估是否有增加居住或公共設施之需

求，而不採「定量方式」律定建築用地或公共設施

服務水準。 

（三）研擬土地利用綱要計畫 

就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及景觀等面向，

分別指認未來空間發展區位（或區位條件），俾引導

土地使用。 

（四）提出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以土地利用綱要計畫所列內容，臚列各該內容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俾有關機關配合辦理。 
 

 

圖 1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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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針對基本資料蒐集及分析，分別於鄉（鎮、市、區）

尺度包含相關政策及計畫、社會及經濟資訊、環境及

資源資訊、國土利用資訊等相關二手資料蒐集；以及

聚落尺度包含人口及住宅、公共設施等相關二手資料

蒐集，並進行交叉分析，本案將針對環境及資源資訊

進行說明。 

五、環境及資源資訊之規劃內涵 

關於重要環境及資源因極容易受到人為不當開發

活動之影響產生環境負面效應，應避免使用行為超出

環境容受力，以減少耗損及不破壞環境為原則，且為

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影響，爰本案建議環境及資源資

訊之規劃重點包含地形地勢、環境敏感地區與災害潛

勢等項目，相關蒐集與分析方式如下： 

（一）本案建議蒐集項目（如表 1） 

1.地形地勢：地形圖。 

2.環境敏感地區：災害、生態、文化景觀、資源利用

及其他等 5類。 

3.氣候變遷：淹水、坡地災害等。 
 

表 1  環境及資源資訊建議調查項目 

類別 項目 運用圖資 提供單位 

地形 地形 內政部 20公尺網格數值模形 營建署 

環境敏感地區-山坡地 營建署 

環境敏感地區 環境敏感地區 52項環境敏感地區圖資 營建署 

氣候變遷 淹水、坡地災害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淹水

危害─脆弱度圖、天然災害潛

勢地區、歷史災害位置 

營建署 

糧食生產地區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農業

利用土地 01 

營建署 

 



7 
 

（二）分析方式 

1.地形地勢： 

(1)以本部 20 公尺網格數值模形圖資計算高程與坡

度，分析各該鄉（鎮、市、區）之坡度分布情形。 

(2)以四級坡以上（坡度達 30%以上）範圍套疊都市

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分析使

用分區之合理性（如圖 2）。 

(3)以四級坡以上（坡度達 30%以上）範圍套疊臺灣

通用電子地圖之建物圖資，檢視是否存在建築物

（如圖 3）。 
 

  

圖 2 坡度與可建築用地分析示意圖 

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  坡度與既有建築分析示意圖 

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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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敏感地區（如圖 4~圖 11）： 

(1)以災害、生態、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他等 5

類環境敏感地區，分別檢視各該鄉（鎮、市、區）

之分布情形及其使用現況，分析對於各該鄉（鎮、

市、區）之影響。 

(2)以災害、生態、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他等 5

類環境敏感地區圖資套疊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

之可建築用地，分析可建築用地是否位於環境敏

感地區。 
 

 

圖 4  資源利用敏感地區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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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資源利用敏感地區與使用現況分

析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6  資源利用敏感地區與使用計畫分

析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7 文化景觀敏感與使用現況分析示

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8  文化景觀敏感與使用計畫分析示

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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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災害敏感地區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10  災害敏感地區與使用現況分析

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11  災害敏感地區與使用計畫分析

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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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氣候變遷（如圖 12~圖 21）： 

(1)災害風險 

以各該鄉(鎮、市、區)之淹水危害─脆弱度

圖，分析其氣候變遷趨勢，並評估是否採取災害

減緩調適之預防措施。 

(2)歷史災害位置 

○1 以各該鄉(鎮、市、區)之歷史災害位置，分

析歷史坡地災害及歷史淹水災害分布區域。 

○2 前開歷史災害位置套疊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

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分析合理性，視需

要配合調整分區，並評估是否採取災害減緩

調適之預防措施。 

○3 前開歷史災害位置套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

建物圖資，分析使用現況，若曾發生坡地及

淹水災害者，應評估是否採取災害減緩調適

之預防措施。 

(3)天然災害潛勢地圖 

○1 以各該鄉(鎮、市、區)之天然災害潛勢地圖

之淹水災害潛勢區位，分析 6小時 350mm、12

小時 400mm、24 小時 650mm 等降雨情形下，

淹水達 0.5公尺之區域。 

○2 以天然災害潛勢地圖之淹水災害潛勢區位，

套疊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分析合理性，視需要配合調整分區，

並評估是否採取災害減緩調適之預防措施。 

○3 以天然災害潛勢地圖之淹水災害潛勢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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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建物圖資，分析使

用現況，評估是否採取災害減緩調適之預防

措施。 

(4)糧食安全 

○1 由農業主管機關政策與計畫之農政資源投入

區位分別套疊淹水危害─脆弱度圖、歷史災

害位置及天然災害潛勢地圖，分析其適宜性。 

○2 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農業利用土地

(01)下之第三級項目、宜維護農地分布區位

(即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第 2 類與農業發展

地區第 1～3 類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

用地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5類之農業區)以及其

餘國土功能分區農牧用地之分布區位，分析

現有糧食生產區位。 

○3 以前開糧食生產區位分別套疊淹水危害─脆

弱度圖、歷史災害位置及天然災害潛勢地

圖，分析合理性，並評估是否採取災害減緩

調適之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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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災害潛勢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

區為例 

圖 13  使用現況與災害潛勢示意圖-以

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14  使用分區與災害潛勢示意圖-以

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15  國土功能分區與災害潛勢示意

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14 
 

  

圖 16  淹水災害危害度示意圖 

-基期危害度 

圖 17  淹水災害危害度示意圖 

-未來推估危害度 

  

圖 18  淹水災害脆弱度示意圖 圖 19  淹水災害暴露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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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淹水災害風險示意圖 

-基期淹水風險 

圖 21  淹水災害風險示意圖 

-未來推估淹水風險 

 

六、環境及資源資訊之規劃策略 

（一）地形地勢 

針對位於四級坡以上（坡度達 30%以上）範圍

之建物，應定期辦理邊坡巡檢或防災監測，降低氣

候變遷之強降雨造成生命財產危害，另相關可建築

用地位於前開範圍者，應評估檢討國土功能分區或

強化建物耐災性。 

（二）環境敏感地區 

1.環境敏感地區除依法規範新設開發行為外，針對災

害敏感類型之分布區位，應定期監測及評估既有使

用之安全性，必要時引導既有使用遷移至其他非災

害敏感類型區位，以減緩氣候變遷所引發淹水、山

崩、土石流等災害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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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生態敏感、文化景觀敏感、資源利用敏感及其

他類型之環境敏感地區，其劃設目的係以維護現存

珍貴資源，故於檢視其分布區位後，對於各該範圍

內之既有使用，應分析其對於環境資源之影響，必

要時應降低使用強度，減少汙染或資源耗損。 

3.倘可建築用地位於環境敏感地區，且現況尚未建築

使用者，應評估檢討國土功能分區。 

（三）氣候變遷 

1.糧食安全 

(1)農政資源投入區位及現有糧食生產地區位於天然

災害潛勢地區、歷史災害位置或災害風險範圍

者，既有農牧用地應評估農政資源投入適宜性；

位於淹水災害潛勢地區者(於 0.3 至 0.5 公尺區

間)、及淹水災害風險達 3 級者，應評估指定作物

栽種種類；位於淹水災害潛勢地區者(於 0.5公尺

以上)、淹水或坡地災害風險達 4級以上或為歷史

災害區位者，應由農業主管機關研擬輔導措施，

以確保糧食生產總面積符合糧食安全需求。 

(2)宜維護農地與農業利用土地除興辦國防、重大建

設或有助於當地農業生產之設施外，其規劃使用

須作農業使用，經檢視有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情

形者，應依法查處，並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

政策方向，如有必要者，並得進行輔導合法作業。 

2.天然災害減緩 

淹水災害潛勢地區者(於 0.3 至 0.5 公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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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立防護與應變措

施，另位於淹水災害潛勢地區者(於 0.5公尺以上)

或為歷史災害區位者，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

擬調適策略，如採用適性建築設計，以減緩天然災

害之影響。 

至位於前開淹水災害潛勢地區、淹水災害風

險及歷史災害區位者，應比照各該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並得參酌營建署

108 年委辦成果之宜蘭縣壯圍鄉示範地區所提因應

作法，據以研擬調整策略。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前開內容提供意見；

另請作業單位配合修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

冊，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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