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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順貴、廖委員桂賢、蔡委員育新、盧委員沛文、古委員宜靈、董委員建宏、
徐委員逸祥、林委員繼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徐委員淑芷（行政院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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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財產署）、王委員成機（本部地政司）、吳委員兼執行秘書欣修（本部營建
署署長室）、徐委員燕興（本部營建署副署長室）

副本：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綜合計畫組(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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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7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 年 5 月 9 日 (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本部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實體及線上會議) 

參、主席：林召集人右昌                徐委員燕興代 

（依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9 點規定，本會會議由召集人

召集，並為會議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主席，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 1 人代理主席。） 

紀錄：魏巧蓁 

肆、出列席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伍、確認第 26次會議紀錄 

決定：第 26 次會議紀錄確認。 

陸、報告事項 

第 1 案：為 112 年度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異動情形及後續成

立專案小組方式，報請公鑒。 

決定：洽悉。 

第 2 案：為本部依國土計畫法定期程推動辦理相關工作情形，

報請公鑒。 

決定：洽悉，請本部營建署參考委員意見，納入相關機制建

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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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案：為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出（列）席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審議會機制，報請公鑒。 

決定：洽悉。 

第 4 案：為本部 2023 國土白皮書辦理情形及內容，報請公

鑒。 

決定：洽悉，請本部營建署將委員意見納入 2025 國土白皮書

編撰參考，必要時提前邀委員提供意見。 

 

柴、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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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報告事項第 4 案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

言摘要（按發言順序） 

◎黃委員書偉 

（一）簡報第 47頁，為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個別

之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目前除澎湖縣土地管理

與本島不同，其餘縣市均有觀光、海洋、社福，宗教

等問題，未來可能演變為通則性問題。 

（二）人口集居或鄉村區範圍內因地制宜避免蛙躍發展，

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可能因土地使用需求造成蛙躍

發展，雖白皮書闡述前瞻、永續、原則的基本作法，

提醒未來於國土計畫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上仍會造

成衝突。 

◎陳委員玉雯 

（一）簡報第 30頁，有關直轄市發展趨勢，臺北、桃園、

臺中係以都市為變遷範圍，新北卻以北北桃都會區

為變遷範圍，文字論述方式不一致。 

（二）簡報第 39頁，開發許可案件數雖減少、但實際面積

仍很多，另住宅社區轉向農村土地開發，並制定非

都市土地審議作業規範，文字描述過於簡化。 

◎廖委員桂賢 

（一）簡報第 28頁，有關全球趨勢除氣候變遷外，生態多

樣性流失同樣重要，建議納入 2022 年聯合國簽屬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達成「30x30」

的共識內容，並思考未來國土如何回應。 

（二）簡報第 28頁，有關新世代規劃挑戰之國土韌性，因

為韌性主體是系統，系統是活的系統，如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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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生態系統、資源系統，物理性的環境本身是載

體，環境本身不會有韌性，且韌性主體不是國土，故

國土韌性文字並不適當，建議檢視韌性一詞之用法。 

（三）簡報第 28頁，成長管理是假設目前還有成長，但白

皮書內闡述目前人口萎縮、城市萎縮、都市計畫編

定人口遠高於全台人口數，未來台灣人口下降，但

國土計畫重點放在成長管理，未見面對人口萎縮議

題，未來空間規劃之因應作為。 

（四）目前中央管河川區域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但頭前溪高灘地不斷被開發為遊憩區，詢問主管機

關卻無相關積極保育作為，建議後續透過跨部會溝

通，讓主管機關瞭解國土保育地區功能和作法。 

◎詹委員順貴 

（一）氣候變遷與調適在國土白皮書都有著墨，但我國 2050

淨零減放路徑及策略，減排多為能源、工業、交通、

住商、農業，至調適最適合推動調適單位是未來國

土管理署，建議成立專責負責科室。 

（二）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管制造成地主反彈，建議從

調適概念，避免災害的角度說明國土保育地區第一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降低民眾溝通上的衝突；

另除氣候變遷極端自然災害外，現在面臨明顯人口

萎縮及城市萎縮，亦可從調適概念重新檢視規劃構

想及規劃理念。 

◎郭委員翡玉 

（一）後續如何運用國土白皮書分析發現內容，在國土相

關政策、管理、制度、機制或計畫予以回應，如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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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現況調查資料，南部農業土地流失最多，產業

園區、工業區、宗教土地都有增加趨勢，而後續各級

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或目前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如何回應國土白皮書發現現象，後續如何應用白皮

書才是重點。 

（二）簡報第 47頁，有關縣市因地制宜管制制度，譬如嘉

義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於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

前提下申請農業加工使用，但國土計畫目標主要是

將不可開發地區儘量保護下來，未來地方因地制宜

機制與國土計畫精神是否產生違背或競合情形，宜

於法令限制或許可情況下，在不突破國土規劃基本

原則下，容許地方有特殊的管制。 

（三）營建署目前積極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但我們現

在把很多希望寄託在未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但目

前正在進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有些問題是否

可在現階段處理，最近參與分署示範案審查，擬將

92公頃農業發展地區第 5類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類，僅使用分區調整，將失去整體性改善鄉村區整

體生活環境的意旨。 

◎陳委員璋玲 

（一）建議國土白皮書相關統計資訊之期程一致。 

（二）有關聯合國「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達

成「30x30」共識，考量國土計畫上位計畫已有提及

SDG生物多樣性相關論述內容，至生物多樣性 30*30，

涉及 2030 年前，保護 30%的陸地及海域面積範圍，

屬政策決定，建議留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予討論，

不太適宜放入國土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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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員翠霙 

簡報第 51頁，有關教育訓練及社會溝通，目前對

象為專業者及學生，但實際下鄉和民眾說明時，面對

一般地主及原住民，對國土概念及環境意識較為無感，

建議後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於補助過程中，要求進行

在地溝通，讓更多民眾了解。 

◎國家發展委員會（書面意見） 

（一）第壹章 國內外環境情勢 

1.有關永續發展的部分，查草稿內所提「永續發展政

策綱領」為 98年公布的政策文件，行政院永續會

為了接軌聯合國「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在 2018

年行政院永續會第 31次會議完成「台灣永續發展

目標」共計 18項目標，建議補充在國土白皮書內。 

2.有關氣候變遷及淨零轉型部分，建議補充總統於

112年 2月 15日公布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3.國土空間結構變遷部分(白皮書 P10)，係以簡述六

都都市化比例的變化及可能的因素，除此論述方

式是否可以代表國土空間結構變遷外，亦需要釐

清「都市化比例」的計算方式，因所提及主要開發

地點均非新的都市計畫地區，可能只是基地開發

比例增加。 

（二）第參章 因地制宜的國土規劃政策 

1.在城鄉發展部分，因目前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已經公告實施，故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建

議補充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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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城鄉發展部分，白皮書內僅提到總人口減少情

況下城市萎縮，但鄉村地區萎縮情況更加嚴重，本

節建議增加鄉村地區發展規劃推動進度的篇幅，

以及目前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目的及方向，

俾避免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被誤導為調整功能分區

的工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書面意見） 

（一）第 26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COP26）(議程第 32 頁)，建議修正為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6 次締約方大會

(UNFCCC COP26)。 

（二）2022 年 11 月第 27 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COP27），各國同意

透過「損失與損害」基金(議程第 32頁)，建議修正

為 2022年 11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7次締

約方大會(UNFCCC COP27)，決議成立「損失與損害

基金」。 

（三）我國於 2022 年 3月 30日公布之《臺灣 2050淨零排

放路徑與策略總說明》(議程第 32頁)，建議修正為

我國於 2022 年 3月 30日公布《臺灣 2050淨零排放

路徑與策略》。 

（四）該文件宣示我國將在科技研發與氣候法制兩大基礎

下，推動能源、產業、生活與社會等 4 大面向之轉

型，調適全球氣候變遷及維護永續發展。透過設置

風電/光電、發展氫能與前瞻能源等主要能源政策，

以及碳捕捉/利用/封存與自然碳匯等 12 項淨零轉

型的關鍵戰略，達到目標年淨零排放之目標。(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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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頁)，建議修正為宣示我國將在科技研發與氣

候法制兩大基礎下，推動能源、產業、生活與社會等

4大面向之轉型，並輔以「風電/光電」、「氫能」、「前

瞻能源」、「電力系統與儲能」、「節能」、「碳捕捉利用

及封存」、「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資源循環零廢

棄」、「自然碳匯」、「淨零綠生活」、「綠色金融」及

「公正轉型」等 12項關鍵戰略，以整合部會資源，

制定行動計畫。行政院於 112 年 4 月 21 日核定 12

項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據以推動我國 2050淨零轉型。 

（五）圖 1-1 第 27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7）(議程

第 33 頁)，建議修正為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7次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27)。 

（ 六 ） 根 據 政 府 間 氣 候 變 化 專 門 委 員 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議程第 72頁)，建議修正為聯合國政府間氣

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書面意見） 

（一）宜維護農地面積(議程第 58 頁)：「宜維護農地(包含

國 1、2、農 1、2、3農牧用地與養殖用地、農 5)。

可作為農業發展目標值，供後續農政資源投入及政

策研擬之參考」，尚與本會農業施政資源投入農業發

展地區原則不同。 

（二）林地作農業使用(議程第 58 頁)：「山坡地及林業用

地經合理評估與推動績效管制後，得供作適當的農

業使用」。似變相鼓勵山坡地超限利用，宜再予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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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生能源(議程第 62 頁)：「為指導再生能源之區位

發展，訂定相關產業於農業發展地區之設置規定」，

應進一步說明如何選擇相關區位。 

（四）宗教寺廟(議程第 62 頁)：「回應宗教寺廟對民間生

活及信仰之重要性，訂定輔導宗教寺廟合法使用之

相關規定」，惟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

用情形表草案(112 年 2月 14日研商會議版)，宗教

建築在農業發展地區限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甲、乙、

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建

議應應確實盤點現行違規情形，並提出整體政策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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