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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新北市區域計畫（草案）」

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第 2場）紀錄 

壹、會議時間：103年 7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參、主持人：王委員雪玉（召集人） 

肆、出列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錄：蔡玉滿 

伍、結論： 

【問題 1-1】國土保育議題─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都

市、非都市土地及易致災地區之調適策略 

結論： 

（一）請新北市政府將本次會議簡報資料補充之歷史災

害點位及災害潛勢情形，進一步指明其分布區位

後，納入計畫書（草案）。 

（二）本計畫（草案）相關防災策略及土地使用指導原

則大多屬通案性內容，請新北市政府依據本次會

議與會委員及機關（單位）意見，按新北市地區

特性分別因地制宜研擬氣候變遷調適策略及防災

策略（含都市計畫區或非都市土地之區位指認、

應辦事項及主辦機關），並分別提出都市、非都市

土地或國家公園土地之指導原則及應配合修正之

法令規定；如非屬土地使用性質者，並請改列為

後續應辦事項。 

（三）本計畫（草案）所提調適策略或土地使用指導原

則，涉及摘錄全國區域計畫內容部分，除為銜接

上位計畫之指導須予保留者外，其餘請改納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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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報告書。 
 

【問題 1-2】國土保育議題─環境敏感地區第 1 級及第 2

級之項目、區位、相關發展策略 

結論： 

（一）新北市政府本次會議簡報資料補充之環境敏感地

區區位及面積等內容，請依據與會機關（單位）

意見修正名稱等相關事項後納入計畫書（草案），

後續並請配合相關機關（單位）回復書面審查意

見予以補充或修正。 

（二）本計畫（草案）所提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大多屬通

案性內容，請新北市政府依據本次會議與會委員

及機關（單位）意見修正，分別提出都市、非都

市土地或國家公園土地之指導原則；如非屬土地

使用性質者，並請改列為後續應辦事項。 

（三）考量環境敏感地區與新北市未來人口發展或城鄉

發展（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得申請設施型使用

分區變更區位等）等議題相關，後續討論前開議

題時，請新北市政府均應加強說明其與環境敏感

地區之關聯性及因應策略。 

（四）本計畫（草案）所提發展策略或土地使用指導原

則，如屬摘錄全國區域計畫內容者，改納入技術

報告書。 
 

【附帶決議】 

修正後之計畫書（草案）內容請業務單位先行檢

視，並評估列為本案第 8場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或跨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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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會議討論。 
 

陸、散會：下午 4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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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發言要點（按發言順序） 

一、林素貞委員 

（一）新北市未來有很好發展前景，然以 SWOT 分析，因

轄區範圍內有核災、土石流、環境敏感地區及複

合性災害（地震、輻射、海嘯等），本計畫以文字

方式提出相關指導原則(guideline)，惟是否提出

避災、防災之標準作業流程（SOP）及防災手冊，

研擬風險分析、風險管理及人員疏散等之因應對

策；又因應災害發生所需之相關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新北市區域計畫是否有相關

因應規劃，請補充說明。 

（二）建議新北市政府可以依據 5W 進行分析，包括關鍵

問題分析（What is the problem？）、相對地理

區位（Where it is？）及需要管理單位（Which 

agency is？）等，針對過往問題及未來前瞻性問

題予以分析，並提出具體管理策略。 

二、新北市政府(消防局) 

（一）本府研擬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業納入輻射專章，

提出大規模疏散等相關避災措施之規劃，並有減

災、整備、復原策略及相關單位因應作為。本府

並業已研擬核災標準作業程序。 

（二）本府成立災害防救辦公室，每年均更新災害潛勢

等相關資料，例如淹水潛勢地區業將淹水斑點圖

納入參考，並將災害歷史資料納入比對。 

（三）本府除配合原子能委員會每年辦理核安演習外，

並辦理核災園遊會，宣導核災發生時如何因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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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宜。 

三、王雪玉委員 

新北市區域計畫（草案）之規劃重點項目及實際

內容，及其如何與全國區域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策略

相互銜接，為本次會議討論重點。 

四、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新北市區域計畫（草案）為土地使用計畫，針

對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或當地歷史災害資料是否有

需要土地使用計畫配合事項，為本計畫重點之ㄧ，

新北市政府應就該部分加以說明。至當地防災手

冊，應回歸災害防救法相關規定辦理。 

五、原子能委員會 

（一）本會每年定期辦理核電廠之防災演習，當地地方

政府均配合辦理相關事宜。 

（二）至於委員詢及核災發生時如何因應問題，新北市

政府將與本會密切配合，應無問題。 

六、吳彩珠委員 

（一）建議於每項議題討論前，請新北市府能補充說明

與該議題有關之公展或座談會辦理時之民眾意見

反應內容及處理情形。 

（二）建議計畫內容應能突顯新北市因地制宜之空間治

理發展特色，非僅重複中央政策或流於口號。 

（三）為落實發揮計畫引導空間發展，所述各相關策略

或指導原則，建議應配合既有規劃管制體系(都市

/非都/國家公園)或未來國土規劃管制體系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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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儘量明確可操作。 

七、新北市政府 

（一）本計畫所提策略均持續推動中，本府業於 102年

辦理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並成立新北市政府健康

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以落實國發會國家氣候

變遷調適策略綱領之八大領域相關策略。 

（二）此外，本府並制定都市計畫法新北市施行細則、

透水城市規劃、總合治水等，先行落實本計畫相

關內容。 

（三）本案辦理過程收到 94 件民眾陳情意見，業於上次

專案小組會議報告，並分別分類後納入計畫修正

參考或請業管單位酌處。 

（四）本計畫係依據全國區域計畫規定辦理，摘要納入

本計畫係為表示上、下位計畫之銜接情形，後續

將依據營建署業務單位建議，納入技術報告書；

本計畫業已配合上位計畫指導，訂定土地使用指

導原則及策略區指認後，以作為相關局處室推動

相關業務之指導。 

八、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過去區域計畫長期以來功能未彰，為改善該情形，

本部於「變更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因應莫拉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

使用管制」公告實施後，即配合將該計畫指導事

項內化於本部主管法令規定，以發揮其精神。是

以，請新北市政府應將後續指導都市計畫、非都

市土地及部門計畫之作法，並指明對應區位（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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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哪些都市計畫或哪些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

等），具體提出應修正法令規定（例如提出因地制

宜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以納入非都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地域篇等）、應辦事項及其配合機關等相

關內容納入計畫。 

（二）因災害類型繁多，建議新北市政府就可能發生災

害排定優先順序，據以研擬土地使用相關策略。 

九、戴秀雄委員 

（一）本計畫（草案）內容大多屬通用性原則，建議針

對當地問題發生點及操作方式再行補充。例如：

為落實都市成長管理，就土城、新店是否面臨人

口過多問題，都市計畫或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是

否有配合檢討需要等，此方能發揮區域計畫指導

都市計畫、非都市土地及部門計畫之功能。 

（二）再以核四為例，當災害發生時，當地交通運輸系

統是否得以負荷人員疏散需要？又當地都市計畫

是否適宜作為人口成長地區，及是否適宜提供作

為大規模開發地區？該相關問題即為空間規劃應

處理問題。 

（三）除本次會議討論之環境敏感地區，都市計畫亦為

區域計畫應指導事項之ㄧ。本計畫（草案）提及

當地都市計畫大多有超過計畫人口情況，針對該

情形究竟之處置作為為何（控制或不控制）？應

明確提出立場，如此方屬具體之計畫內容。 

（四）策略性原則為全國區域計畫內容應該表現方式，

至於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應明確指明優先

執行之實質區位，倘對於當地人口或都市發展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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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予界定其未來發展方向，未來將無法發揮指導

功能。 

（五）又本計畫（草案）所附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該部分並未具拘束力，係屬參考值，是以，直轄

市、縣（市）雖不至於需要指明地段地號，惟應

將環境敏感地區指認出來，並具以說明相關區位

應配合措施（包括：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更、優

先處理順序等）。 

十、王雪玉委員 

（一）本次討論之環境敏感地區議題將涉及人口成長

量、都市計畫、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等相關議題，

後續於討論前開相關議題時應一併納入說明及回

應。 

（二）本次提出淹水防災策略中，提出落實透水城市發

展等相關構想，其具體實施區位應予提出；另熱

島效應逐年增強，於哪些城市或地區可以落實「減

緩都市熱島效應」該策略，亦應予以指出。 

（三）除業務單位建議新北市政府應提出因地制宜之非

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地域篇外，因區域計畫對

於非都市土地（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更區位）

亦有指導功能，爰請新北市政府就所提防災策略

是否有配合預留或預為規劃相關區位者，請再補

充，俾未來可以簡化土地變更程序。 

十一、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本計畫（草案）所提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人

工魚礁等區域，均係新北市政府依據漁業法公告，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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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洽公告機關確認範圍。 

十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本次簡報業已補充自然保護區及野生動物保護

區等環境敏感地區，請補充納入計畫書（草案）；又

中興橋華江橋野生動物保護區名稱請修正為臺北市

野雁保護區。 

十三、經濟部水利署 

（一）本計畫（草案）所提策略遵循全國區域計畫或國

家氣候變遷調適策略綱領精神或作法，惟該策略

放諸四海皆準，爰請補充新北市當地之因應作

為；又新北市業已升格直轄市，並未有加值升等

成果，建議應就風險控管補充未來性、系統性及

完整性內容。 

（二）針對環境敏感地區部分，新北市區域計畫（草案）

僅列出全國區域計畫規定項目，建議應針對環境

敏感地區如何落實於土地使用規劃或管制，提出

相關內容（例如環境敏感地區與當地高強度發展

地區之相關性及其因應策略，或淹水高潛勢地區

都市計畫之土地使用調整方式等），因環境敏感地

區、農地或城鄉發展等相關問題均具有關聯性，

不宜僅就單一面向進行規劃及分析。 

十四、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請將古蹟保存區、遺址或歷史建築等與都市發展

進行整體考量，類似淡水地區古蹟密度高，近期推動

淡水輕軌建設與古蹟保存間是否有完整考量問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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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分析。 

十五、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本次新北市政府補充之災害潛勢地區，不宜僅指

出對應之策略分區，建議應較為具體地點指明。 

（二）請新北市政府針對所提土地使用指導原則進一步

釐清，將非屬「土地使用」性質者（例如：加強

林地巡護、災害通報與資訊即時管導等）改納為

其他應辦事項，並針對確屬土地使用性質者，分

別指定適用區位（非適用之策略分區或行政區），

並按都市計畫、非都市土地或國家公園土地等，

分別研擬土地使用策略。 

十六、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近 2年推動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過程，新北市政府似未參與。 

（二）氣候變遷調適之時間尺度與區域計畫是否有所差

別？因本中心提供相關部會氣候變遷衝擊資料

時，頂多為未來 20年間資料，惟區域計畫之規劃

時間尺度為何？因其將影響評估結果。 

（三）本計畫（草案）所提災害潛勢地區係屬災害歷史

資料，而氣候變遷係強調未來「區位」或「量級」

改變情況（例如暴雨強度發生區位及強度變化情

形），因為空間尺度確實難以細緻到指認村里是否

有所改變，惟對於量級未來改變情形，建議應予

以納入規劃考量。以本次所提「維持基地開發前

後逕流量不變」為例，該策略即未將氣候變遷趨

勢下、暴雨情況發生後，基地可承載雨水量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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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 

（四）另依據本中心所擬區域性評估報告顯示，北部地

區未來溫度增高趨勢及熱島效應較其他區域明

顯，又未來降雨情況將呈現不平均情況，此將導

致水資源調度困難等可能情況，是以，針對高溫

或降雨不平均之趨勢，區域計畫應如何因應，請

併予納入考量。 

十七、新北市政府 

（一）本府將依據與會委員及相關機關（單位）所提意

見進行研議，並評估納入後續計畫修正參考。 

（二）本府業於 102年公告透水、保水設施規劃參考手

冊，建築基地保水指標要點亦於 102年公告，並

分階段實施中；且並於 103年 6 月召開新北市政

府辦理公共設施用地開發透水保水實施要點研商

會，近期將送本市市議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十八、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請新北市政府將災害潛勢、環境敏感地區等相關

區位予以指明，將本次會議簡報及技術報告書相

關內容適當摘要納入計畫書。 

（二）本案建議由本署業務單位先行就新北市政府修正

後計畫內容進行檢視，如有需要再行提專案小組

審查會議（第 8場或跨議題會議）討論者，將再

另案安排。 

十九、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書面意見） 

（一）依據「公路兩側公私有建築物與廣告物禁建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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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 4條規定，高速公路兩側禁限建範圍由

主管機關會同當地政府勘定後繪製地籍圖或地形

圖，經行政院核定後，由內政部送請當地直轄市

政府公告實施。 

（二）涉高速公路兩側禁建限建部分，建請新北市政府

依公告實施內容修正。 

二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書面意見）：詳如附件。 





新北市區域計劃與臺北、桃園航空站禁限建管制範圍之相對關係 

                                                                                                      

103.6.23            

鄉鎮市區 坐落位置 備註 

八里區 位於臺北航空站轉接面（高距比 1：7）及進場面（高距比 1：40）

範圍內 

部份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三芝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三重區 

位於臺北航空站轉接面（高距比 1：7）、進場面（高距比 1：40）及

水平面（限建高度 150.49公尺）範圍內 

部份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三峽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土城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中和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五股區 位於臺北航空站轉接面（高距比 1：7）及進場面（高距比 1：40）

範圍內 

部份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平溪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永和區 位於臺北航空站水平面（限建高度 605.49公尺）範圍內 

部份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石門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石碇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汐止區 

位於臺北航空站轉接面（高距比 1：7）、進場面（高距比 1：40）及

水平面（限建高度 150.49公尺）範圍內 

部份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坪林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林口區 

一、位於臺北航空站進場面（高距比 1：40）及轉接面（高距比 1：

7）範圍內 

二、位於桃園航空站進場面（高距比 1：40）及圓錐面（高距比 1：

20）範圍內 

部份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跨越臺北航空站

及桃園航空站 

 

板橋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金山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泰山區 位於臺北航空站進場面（高距比 1：40）範圍內 

部份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烏來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貢寮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淡水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深坑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新店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新莊區 位於臺北航空站進場面（高距比 1：40）範圍內 

部份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瑞芳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萬里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樹林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雙溪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蘆洲區 位於臺北航空站轉接面（高距比 1：7）及進場面（高距比 1：40）

範圍內 

部份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鶯歌區 不在機場禁限建區域之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