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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利用監測作法調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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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WHY HOW WHAT
為什麼要做土地利

用監測？
現在的土地監測怎
麼做？成果如何？

未來要做什麼樣的改變以
及需要大家做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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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為什麼要做土地利用監測？



4照片來源：聯合報2018年4月3日聯合筆記／管理露營區只有公布名單？

環境敏感地區不當開發

海岸土地、山坡地、水庫
集水區等土地不當利用
非法開發
非法露營地
盜採砂（土）石
廢棄物回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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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轉用影響存量及生產環境

農地違規工廠

照片來源：天下雜誌第611期封面主題/農地上的世界冠軍，卻是違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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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使用地編定後，由直轄市
或縣 (市) 政府管制其使用，並由當地鄉 (鎮、市、區) 公所
隨時檢查，其有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者，應即報請直轄市或
縣 (市) 政府處理。

鄉 (鎮、市、區) 公所辦理前項檢查，應指定人員負責
辦理。

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為處理第一項違反土地使用管制
之案件，應成立聯合取締小組定期查處。

前項直轄市或縣 (市) 聯合取締小組得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期檢查是否依原核定計畫使用。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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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
主動、有效發現土地變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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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現在的土地監測怎麼做？

成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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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02年

本署係自90年度

起辦理國土利用

監測作業。

103-106年

基於政府資源整

合，自103年起

由本部國土測繪

中心業務整合，

加入農委會水保

局、經濟部水利

署等機關單位。

107年起

依國土計畫法第

１９條，土地利

用監測為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事項，

經政策決定移回

本署辦理整合作

業。

土地利用監測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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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影像
2017/01/22 SPOT6

前期影像
2016/09/21 SPOT6

利用衛星遙測影像分析判釋，並經過篩選後，將變異
圖資輸出並發布通報予各查報機關，於一定期限內回報查
證結果(合法或違規)，查屬違規並進一步填報違規後續處
理，使得結案。

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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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比一比

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衛星 SPOT6/7 福衛二號 福衛五號

研發國家 法國 臺灣 臺灣

升空時間
2012年9月9日

2014年6月30日
2004年5月20日 2017年8月25日

除役時間 預計十年 2016年8月20日 預計五年

全色態影像
(Panchromatic) 

1.5米 2米 2米

多光譜影像
(Multi-Spectral)

6米 8米 4米

幅寬 60公里 24公里 24公里



12

衛星遙測是我們的「千里眼」，光譜反映的顏色代表
不同地表現況。

光譜 紅 淺藍 深灰 黑 

衛星影像 

（假色影像） 

    
類別 植被 乾燥裸露地 潮濕裸露地 水體 

光譜 亮白 亮白 黑 

衛星影像 

（假色影像） 

   
類別 建物 雲層 陰影 

 

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福衛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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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辦理6期全國土地監測作業及2期海岸線監測，
透過前後期影像分析、判釋找出土地變異點。

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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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鄉(鎮、市、區)公所在接獲變異點通報後，須至系
統上查看變異點資料，並至現地檢察並且拍照，至通報系
統上傳及填寫變異點是否違規。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就所轄鄉(鎮、市、區)公所填報情形進行稽核，查屬違規
者應進行違規後續處理。

已建立國土監測查報APP提供查報人員於現地檢查時
使用，並且可即時填報相關資訊。

非都市土地查屬違規者，透過系統自動介接至地政司
「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無須重複填報違規舉發案件。

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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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迄今，共辦理69,520個變異點，69,088個
變異點完成通報，通報率為99.4%；查屬違規案

件共12,134件，查屬違規率為18%。

目前加入整合系統執行變異點查報回報作業，包含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林區管
理處（含工作站）、國家公園、經濟部工業局等共17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476個執行機關(單位)。

查報單位及歷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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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及園區土地開闢利用分析

加值應用成果

非都市土地核准開發許可案開闢率

全國458處，獎投、促產、產創條
例編定之工業區、都市計畫工業區、
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及環保科學
園區之土地開闢利用分析。

非都市土地核准開發許可案之實際
開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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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線劃設

加值應用成果

烏石港周邊海岸段侵淤熱點分析

發現侵蝕變
化面積約
13,554平
方公尺

自然海岸線 人工海岸線

海岸線侵淤熱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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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潮間帶範圍劃設

加值應用成果

運用歷年衛星影像及潮位
資料，分析出較高高潮線及較
低低潮線兩條等高線，並繪製
潮間帶範圍。

香山濕地高美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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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下陷地區魚塭變遷分析

加值應用成果

臺灣西海岸地層下陷嚴重，
其地區涵蓋彰化縣、雲林縣、嘉
義縣、臺南市及屏東縣；為瞭解
此範圍內之魚塭是否符合非都市
土地容許作養殖設施相關規定，
故分析及統計現有魚塭土地使用
情形，以提供主管機關決策參考。

依據非都市土地容許作養殖
設施相關規定，魚塭可設置於農
牧用地(工業區、特定農業區除外)、
養殖用地、窯業用地、乙種建築
用地及丙種建築用地，其餘用地
視為不容許做魚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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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應用成果

都市發展變遷分析

Landsat 系 列
衛星自1972年開始
運作迄今，解析度
自80公尺提升至30
公尺。

運用每十年之
衛星影像分析1980
年至2010年都市發
展變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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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應用成果

都市計畫發展率

員林都市計畫 (99年度)
建 物 : 144.6公頃， 23.9%
道 路 : 155.3公頃， 25.6%
裸露地 : 137.0公頃， 22.6%
植 被 : 168.7公頃， 27.8%
總 計 : 605.6公頃，100.0%

發展率
72.1%

員林都市計畫都市發展用地 (99年度)
都市類別 : 360.3公頃， 84.4%
植 被 : 66.5公頃， 15.6%
總 計 : 426.8公頃，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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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應用成果

農地存量分析

農地高完整度:75~100%
農地中完整度:50~ 75%
農地低完整度: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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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土地利用監測從90年至國土計畫法
通過前都囿於缺乏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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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未來要做什麼樣的改變

以及需要大家做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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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擬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蒐集、協調及整合國土
規劃基礎資訊與環境敏感地區等相關資料，各有關機關應
配合提供；中央主管機關並應定期從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及土地利用監測。

前項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資訊之公開，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辦理。

國土計畫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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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權責法
令得以查
處

未具權責
法令得以
查處

原住民族土地

無查報機關

有查報機關

鐵路局、港務分公
司、退輔會、國產
署、教育部、經濟
部工業局範圍土地

水保局、水利署、
林管處、國家公
園、都市計畫監
測範圍土地

土地利用監測的課題

過去辦理土地利用監測時，碰到的問題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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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要做什麼樣的改變以及需要大家做什麼事情？

1. 訂定「土地利用監測辦法」，確立土地利用監測之
必要性。

2. 確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有關機關所扮演的角色。

3. 確立義務志工角色。

4. 納入教育訓練、評比及獎勵機制。

5. 納入航空測量攝影及遙感探測等多元影像資料。

土地利用監測作法調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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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監測作業流程圖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本辦法處理

鄉（鎮、市、區）公所
辦理檢查

通報及通知

檢查結果

通報及通知

變異點通報查報系統
影像分析、比對及判釋

監測變異點

變異點通報查報系統
檢查及處理情形登錄及上傳

檢查結果 處理情形

國土利用監測
義務志工舉報
系統通報案件

土地利用監測作法調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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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機關辦理監測作業流程圖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
其他機關依其主管權責辦
理監測計畫

通報及通知

變異點通報查報系統
影像分析、比對及判釋

監測變異點

變異點通報查報系統
處理情形登錄及上傳

查處結果
通知

國土利用
監測義務
志工舉報
系統

通報案件

有關機關
（有申請加入監測計畫）
依其主管法令辦理查處

中央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協調同意後
變異點相關
資訊

土地利用監測作法調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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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監測不是萬靈丹
更重要的是，建立全民正確土地使用的價值觀

以達成國土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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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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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利用監測整合作業資訊網
http://www.landchg.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