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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 執行實務分享 

• 規劃理念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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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經歷 
2任處長 
2任科長 
4任承辦 



宣導說明 4 

期初重點-國土計畫宣導說明 

• 由副縣長成立臺東縣國土推動小組，成立跨局處專案工作小組，參與人員為各局
處主管。 

• 召開跨局處工作會議，首先說明國土計畫內容及應辨事項，並 
針對國土計畫各工作項目進行權責分工。 

• 於縣務會議上向縣長及府內主管說明及宣導國土計畫。 

• 府內各單位進行訪談，了解未來發展遠景、目標、需求及相關 
部門計畫。 

• 下鄉舉辦國土計畫說明、民眾座談會、 
地方意見領袖訪（鄉鎮市長、代表、部 
落長老）等宣導事宜。 



願景形塑 5 

期中重點-尋求臺東國土規劃遠景及共識 

• 持續辦理跨局處工作會議，對臺東國土規劃尋求府內共識。 

• 針對臺東縣海岸管理法保護下的海岸發展利用與聰明轉型概 
念下的城鄉發展模式二個重大議題，辦理專家學者座談會。 

• 持續對府內各單位進行訪談，了解未來發展遠景、目標、需 
求及相關部門計畫。 

• 持續下鄉說明國土計畫、辦理民眾座談會、進行地方意見領 
袖（鄉鎮市長、代表、部落長老）訪談等事宜。 

• 辦理民間團體座談會，收集、了解民間NGO團體訴求。 



凝聚共識 6 

期末重點-確認國土規劃成果、凝聚府內共識 

• 持續辦理跨局處工作會議，確認臺東國土規劃理念核心
與相關內容。 

• 依臺東國土計畫規劃內容，邀集各界專家學者辦理座談
會，給予相關指導與建議。 

• 邀集中央駐地機關訪談，並持續更新相關部門計畫。 

• 配合國土計畫滾動式修正調整，邀請中央長官針對國土
計畫法令與實務進行講習，讓府內與鄉鎮市相關人員了
解目前國土計畫最新內容。 

• 與地方意見領袖（鄉鎮市長、代表、部落長老）說明臺
東國土計畫內容。 

• 辦理民間團體座談會，與民間NGO團體溝通國土計畫內
容。 



法定程序 7 

法定階段-公聽會及國土計畫審議 

• 各區辦理公聽會，說明臺東國土計畫內容，並聽取民眾相
關意見。 

• 收集人民陳情意見。 

• 辦理三場縣國審會大會： 
- 第一場：全案說明。 
- 第二場：人陳意見。 
- 第三場：審查意見修正及人陳意見 
   處理確認。 

 



臺東經驗 8 

凝聚共識 

協調 

溝通 
宣導 

縣府 

鄉鎮市公所 

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 

全體部門參與 
部門專責分工 

專業領域建議 
引領前瞻發展 

理念訴求表達 
和諧共榮發展 

地方積極參與 
扮演溝通橋樑 



陸域 

海域 

23.89% 

76.11% 

海域 
陸域 111.8萬公頃 

35.1萬公頃 

 都市土地：8,844公頃（占陸域2.51%） 

 非都土地：337,832公頃（占陸域97.49%） 

國土空間概念-計畫概述 9 

 計畫年期：民國125年(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計畫人口：戶籍人口20.7萬人；活動人口38.9萬人次 

 計畫範圍：臺東縣所屬陸地區域及海域，含平均高潮

線至領海外界線之潮間帶、內水、領海等 

146.9萬公頃 



國土空間核心概念 10 

確保優良生態(自然、景觀)及生產(農地、海洋) 

環境，適地適性的引導茁壯及發展，以智慧成長

的城鄉發展(生活)空間，創造無限價值 

假如臺東是一株結實累累的稻穗... 

孕育 

茁壯 



規劃理念概述-核心價值 11 

劃
設
順
序 

農業資源 

國土保育 

海洋資源 

城鄉發展 

海 
依中央法規及原則劃設辦理 

以保護保育自然生態為優先 

農業 

生活 
空間 

確保農業生產環境為優先 

界定適宜發展區位 

觀光 

• 以聰明轉型概念
導引都市緊湊發
展，以有限空間
創造無限價值 

• 維護與友善利用優
良農、林、漁、牧
生產環境，創造六
級產業發展價值 

• 保護優良自然景
觀與生態資源為
前提，持續吸引
觀光人潮進駐，
創造永續發展 陸 

• 明確保護保育海洋
資源標的及區位 

• 配合中央法令規定
申請利用 



規劃理念概述-空間發展核心 12 



國土計畫重點任務 13 

強化國土保育保安 加強農地維護管理 界定城鄉發展空間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尊重原民傳統文化 強化空間指導計畫 

1 3 2 

4 5 6 

農業為本縣重要產業命脈 

農地轉作他用日益嚴重 

農田景觀缺乏妥善規劃與規範 

既有鄉村區及具規模之農村聚
落，面臨生活品質下降、生產
腹地不足及生態景觀侵擾問題 

生活及土地利用空間不足 

生活慣習與相關管制原則不符 

尚無完整部落實際調查範圍 

部分山林及海洋環境與生態不
當使用遭受破壞 

災害頻繁造成生命財產損失 

幅員廣闊資源不均，人口外移
結構改變，觀光活動容受不
足，政策需求指導發展 

由區域計畫發展至今，因缺乏
明確及有效之空間指導，且多
處發展已不符時宜 



空間發展願景 14 

全國 

臺灣東部 
觀光門戶 

東部優質 
生活產業基地 

永續觀光 
國際宜居城市 

區域 本縣 

保
育 

發
展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 15 

功能
分區 

面積 
(公頃) 

占該分
區比例

(%) 

合計 
(公頃) 

占陸域
比例(%) 

國保1 211,955.46 81.57 

 259,840.79 72.66 國保2 47,547.35 18.30 

國保4 337.98 0.13 

農1 7,809.96 8.87 

88,095.33  24.63 

農2 6,886.52 7.82 

農3 71,438.83 81.09 

農4 502.88 0.57 

農5 1,457.13 1.65 

城1 6,527.17 67.29 

9,699.36 2.71 

城2-1 2,196.19 22.64 

城2-2 470.52 4.85 

城2-3 273.06 2.82 

城3 232.41 2.40 

海1-1 4,087.50 0.37 

1,118,307.00 -- 
海1-2 31,795.80 2.84 

海2 788,004.00 70.46 

海3 294,419.70 26.33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