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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何謂鄉村
• 鄉村概念的誕生
• 「鄉村」與國土空間規劃(空間指導)
• 鄉村在區域層級以下的空間規劃(空間指導)
• 何謂鄉村「納入計畫」?
• 台灣的鄉村可以怎麼做?
• 當前鄉村發展的課題與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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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在哪裡?
農村? 鄉村? 鄉下? 下港? 偏鄉?
全國國土計劃已經公告，縣市國土計劃在進行，地方創生推動都會減壓，
青年返鄉，但是鄉村到底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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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劃要指導國土空間發展，調節空間關係

例如，解決五缺，但是空間落點在哪裡?
對於鄉村發展六級產業有幫助嗎?
 農產品小型加工找得到產業用地嗎? 沒有，只能用農業

設施的名義蓋在農地上，你一棟我一棟就失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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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的真實
鄉村地區的公共服務空間分布同樣不均
 一鄉一OO，但是居民的居住地離鄉公所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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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的真實
城不城、鄉不鄉、工不工、農不農
農-工-住大混合才是大部分鄉村真正的樣貌
都市計畫計劃人口2500萬的膨風，國土計劃完全沒有指導要怎麼辦!!!
大都市紓壓均衡城鄉，人要從都市去到鄉村的哪? 買農地蓋農舍當住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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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鄉村發展的主責單位?

誰負責把鄉村當作一個整體的國土空間?
誰負責引導鄉村有自主性、獨特性的發展?
誰負責調控鄉村農一二三級產業鏈的均衡發展?
誰負責確認鄉村地區公共服務空間分布合理到位?

實際上，我國連鄉村地區實際居住人口、老齡化與扶
養比都不知道，因為最基本的戶籍登記方式無法反映
真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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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與鄉村不分的雞同鴨講，以下名詞到底是指甚麼?

農村-

鄉村-

農村社區-

鄉村區-

鄉村地區-



「鄉村」概念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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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Eisenmann 漢斯 鐵人

 1967-1987巴伐利亞糧農林業部部長



Hans Eisenmann 漢斯 鐵人

 1971年5月26日在邦議會年度預算審查的演講

大部分的人只看眼前的利益，現代的工業社會從流水線製造
的角度來看待糧食的生產，她卻不見，農夫與林農的效率不
能用工業生產力的標準來衡量。

社會沒有注意到這樣的態度所招致的傷害，也沒有思考到，
我們大部分的土地若不再被耕種，長時間下去會造成的後果。
沒有意識到，這些新的傷害不再能夠，或說只能在付出巨大
的財政代價下被解決



關鍵的歷史轉折

生產過剩，那就粗放化經營啊!!!
維繫農耕地景的面積
 Kulturlandschaft = cultivated landscape
 地景的形成與維繫，是由農民的農耕行為而來，所以

稱為農耕地景

農耕地景是由家庭農場在經營
 bäuerliche Landschaft



年別 住宅 工業/
產業 交通 農業 森林 其他

1980 - - 3.63 53.28 34.41 8.68

1984 - - 3.78 52.73 34.43 9.06

1988 - - 3.88 52.26 34.45 9.41

1992 - - 3.95 51.85 34.47 9.73

1996 2.17 0.46 4.07 51.10 34.60 7.60

2000 2.39 0.50 4.22 50.24 34.78 7.86

2004 2.52 0.53 4.32 49.68 34.92 8.02

2008 2.69 0.57 4.40 49.25 35.01 8.08

2009 2.71 0.58 4.41 49.15 35.02 8.13

2010 2.74 0.59 4.43 49.03 35.04 8.18

巴伐利亞邦歷年主要土地使用類別百分比(%)變化表



農地農用的機制

農場面積 1949 1960 1979 1991 1999 2003 2007 2010

5ha以下 180,485 138,630 78,231 57,227 28,244 24,077 21,645 4,035

5~10ha 133,588 120,907 63,391 42,286 29,684 23,872 19,551 17,435
10~20ha 89,910 97,929 79,077 55,270 38,317 33,682 29,504 27,334
20~50ha 31,991 31,792 50,051 52,903 44,918 37,924 33,697 30,968

50~100ha 2,090 1,870 2,954 6,330 11,050 13,000 13,670 13,906
100ha以上 528 440 569 844 1,976 2,817 3,583 4,057

農場總數 438,592 391,568 276,252 216,851 156,188 137,375 123,657 99,745
農場平均經營面積 9.4 10.2 14.1 17.1 22.2 24.2 25.9 30.9

• 單一繼承
• 離農農地有效轉移給務農者

– 最適規模
– 鄉鎮公所角色
– 優先承購權



台灣農業經濟主體的回顧史

戰後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土地改革 農工部門轉移 農業部門衰退時期 農地交易門檻降低

鄉
村
經
濟
形
態

指
稱
鄉
村
經
濟
形
態
的
用
詞

農家

多樣化農業經營的家庭農場

共同經營

商品性農業的家庭農場 農戶多角化經營

農民共同經營

小農

小農經營

核心農民

農業與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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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正義 Sozialgerechtigkeit

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1949)
(1)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st ein demokratischer und sozialer 
Bundesstaat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為民主、社會之聯邦國家

空間秩序法第一條第二項 (1997)
großräumig ausgewogenen Ordnung mit gleichwertigen Lebensverhältnissen in 
den Teilräumen führt
在不同的次空間中以相同價值的生活關係來引導大空間範疇的均衡秩序

空間秩序法第一條第二項第一款
…Diese Aufgaben sind gleichermaßen in Ballungsräumen wie in ländlichen 
Räumen, in strukturschwachen wie in strukturstarken Regionen zu erfüllen...
這個任務同樣要在密集發展地區與鄉村地區、在結構虛弱與結構強勁的區域來實
現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Luigi Taparelli d’Azeglio, Saggio teoretico di diritto naturale appoggiato sul fatto (1840–43) 



社會正義 Sozialgerechtigkeit
營建法典第一條第五項(1960/2004)
(5) Die Bauleitpläne sollen eine nachhaltige städtebauliche 
Entwicklung, die die sozialen, wirtschaftlichen und 
umweltschützenden Anforderungen auch in Verantwortung 
gegenüber künftigen Generationen miteinander in Einklang 
bringt, und eine dem Wohl der Allgemeinheit dienende 
sozialgerechte Bodennutzung gewährleisten

營建指導計畫…….
保障有助於大眾福祉的社會正義式土地利用



Ministerkonferenz für Raumordnung (MKRO)
空間秩序部長會議

1968 Zentrale Orte und ihre Verflechtungsbereiche

中地與密集編織的地帶

1977 Gestaltung der Ordnungsräume 

(Verdichtungsräume und ihre Randgebiete) 空間秩序的形

塑 (發展密集地區與其周邊地帶)

1979 Ländlicher Raum  鄉村空間



中地理論

Walter Christaller 1930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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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結構分類圖
巴伐利亞空間研究第二期(1972)

鄉村地區

位於鄉村空間中，
可能的上位中心和
中位中心

一般的鄉村空間

密集地區

密集地區的密集核
心地區

位於密集地區之密
集核心的周邊地區

整體的巴伐利亞邦



「鄉村」與國土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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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亞邦空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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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說明 圖例 說明

大都會地區 發展軸帶

大都會地區的城市
及其周邊地帶 上位中心

大都會擴張地區 備位之上位中心

鄉村地區 中位中心

一般的鄉村地區 中位備位中心

位於鄉村的城市及
其周邊 下位中心

在大都會周邊的鄉
村地區 聚落點

需要特別措施強化
發展的鄉村地區

具發展為中地潛
力

阿爾卑斯山區

圖1 巴伐利亞空間結構圖 2006

表1 巴伐利亞空間結構圖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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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巴伐利亞空間結構圖圖例

圖2 慕尼黑至阿爾卑斯山空間結構圖，包括慕
尼黑大都會地區(紫)、鄉村地區(黃)以及發展軸
帶(綠)。

• 空間類別的範圍是具有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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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村地區的空間類別分類依據及其指導

空間計畫的內容

類別 分類依據 發展指導

位於鄉村的城
市及其周邊

• 居住人口成長率超過1987/1999全邦平均
值

• 居住人口密度超過1999全邦平均
• 居住在通勤到城市上班人口超過全鄉鎮通

勤人口50%，同時也超過全邦的平均值
• 聚落與交通用地面積大於全邦1996的平

均值

• 「城市與城市周圍的鄉村地區」做為區域經濟與基礎
建設的重點地區，應永續地發展。並支持其為鄉村地
區發展的動力源。在生態可承載的前提下作為都會地
區減壓的需求。

• 與上位中心相連，但非為都會地區居民必要的基礎建
設，應優先於「城市與城市周圍的鄉村地區」的核心
城市設置。

• 聚落與經濟發展，應力求斟酌考量核心城市與周邊鄉
鎮或是跨鄉鎮的關係。基礎建設應力求跨鄉鎮的共同
設置與共同使用。

大都會周邊的
鄉村地區

• 居住人口成長率超過1987/1999全邦平均
值

• 有社會保險的工作者成長數高於
1987/1999全邦平均值

• 通勤到附近城市上班人口超過1997全邦
平均值

• 通勤到密集地區的人數超過所有通勤人數
33%

• 力求大都會周邊的鄉村地區，其聚落及經濟發展，能
夠以其自主性與區域性的特質被永續地維繫。此對於
大都會周邊地區抵抗都市蔓延有特別的意義。

• 在聚落發展與基礎建設設置時，應維繫區域性與跨區
域性的生態衡平，以及居住地周邊的休憩功能所需的
空間，並且要避免其空間被切割破碎。

• 應其力求維繫農業使用的空間，因其具有特別的糧食
供給任務，以其對於大都會地區有其他的功能。



類別 分類依據 發展指導

需要特別措施
強化發展的鄉
村地區

• 農業產值的比例高過1997鄉村地區的平均值
• 第三級產業低於1997鄉村地區的平均值
• 就業者的變遷低於1987/1998鄉村地區的平均

值
• 稅收低於1995鄉村地區平均值
• 冬季失業率高於1997鄉村地區的平均值
• 遠程通勤者高過1997鄉村地區的平均值
• 人口遷入移淨值小於1997/1999鄉村地區的平

均值

• 在中地的公共服務的基礎建設，應以符合當前需
求的標準，並符合合理距離的方式優先設置。

• 力求彈性分布的經濟結構以及多樣化的就業機會。
在社會與生態效益的角度下，特別重視與支持農
林業關聯的產業類別的結構問題，以及其合理化、
現代化及轉型的努力。

• 需要抵抗人口的流出以及社會與年齡結構的變遷。
應力求優化移入者的條件與需求。

阿爾卑斯山區

力求阿爾卑斯山區注意阿爾卑斯山協定的相關的報告，重理秩序與永續發展，包括：

• 自然的恢復力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自然與地景的多樣性、獨特性與品質的維繫，並盡可能舒緩當前的負
荷。

• 在生態可以承載的前提下，提供國民親近並發揮休閒遊憩功能的途徑。
• 降低山區災害風險
• 在注重自然與文化空間的前提下，進行歐盟跨國的生活、經濟、交通任務。
• 盡可能在既有的道路系統下，更新高山牧場必須的道路。

27

(二)鄉村地區的空間類別分類依據及其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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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發展指導

聚落點

力求阿爾卑斯山區注意阿爾卑斯山協定的相關的報告，重理秩序與永續發展，包括：
• 聚落點肩負中地的公共服務，必且依循不同等級的聚落層級。
• 兩個以上或多個聚落點，在空間關係與功能上有需求時，可以共同設置公共服務設施
• 聚落點在不同地區可以設置原屬不同等級中地的功能，但不得與鄰近中地的功能重複。
• 在大都會地區，要符合中心性因子13/16項。已列為聚落點者也需重新評估其現況條件。
• 一般城市與城市周圍的鄉村地區11/13項
• 聚落點不得形成連續區(蔓延)

表2 巴伐利亞邦空間計畫中心地因子檢核表

中心性(centrality)因子 小中心 下位中心 中位中心 上位中心

中小零售業之中心性

1990年中小零售業之營
業額（百萬歐元） 10 25 100 350

工作機會之中心性

1998年具有強制社會保
險之工作機會(在區內) 850 2,000 6,500 21,000

1998具有強制社會保險
之工作機會(通勤) 500 1,200 4,000 12,000

中心性(centrality)因子 小中心 下位中心 中位中心 上位中心

一般性的服務
郵局 1 1 1 1

銀行/地方金融機構 1 1 1 1

家庭醫生 1 1 1 1

牙醫 1 1 1 1

其他專業科別醫師 1 1 1 1

藥局 1 1 1 1

第2或第3或第4級醫院 1 1

第3或第4級醫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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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性(centrality)因子 小中心 下位中心 中位中心 上位中心

社會面

有門診的照護服務 1 1 1 1

老人照護中心 1 1

教育面

小學 1 1 1 1

中學 1 1 1

成人教育 1 1

職業中學 1 1

普通高中 1 1

職業學校 1 1

高等教育學校 1

大眾運輸

公車(每天至少三班) 1 1 1 1

火車站 1 1 1

有售票服務的火車站 1 1

遠程火車停站之火車站 1 1

中心性(centrality)因子 小中心 下位中心 中位中心 上位中心

政府機關與法院

地方行政機關的所在地 1

警察局 1 1 1

縣政府行政機關 1 1

地方法院 1 1

財稅機關 1 1

就業機關 1 1

邦法院 1

中心性因子總計 13 16 27 30

滿足條件 11 13

20
(16以
上為潛
力點)

28
(26以
上為潛
力點)

在密集發展區的人口 5,000 10,000 30,000

表2 巴伐利亞邦空間計畫中心地因子檢核表

• 資料來源：巴伐利亞邦邦整發展計畫，2006。



空間結構分類圖

鄉村地區

位於鄉村空間中，
可能的上位中心
與中位中心

一般的鄉村空間

密集地區
密集地區的密集
核心地區

位於密集地區之
密集核心的周邊
地區

整體的巴伐利亞



巴伐利亞邦發展計畫中鄉村地區發展的目標設定
時間 鄉村地區的發展目標
1974 （1）鄉村地區應以被視為一種生活空間來發展：發展密集地區以外的區域（鄉村

地區）應透過改善經濟社會與文化關係，以成為一種生活空間來保全與強化。

（2）在鄉村地區的發展應該是異質的：鄉村地區的次空間，其不同的空間、聚落

以及經濟結構要被特別顧及。
1984 （1）鄉村地區的發展重點應是超過農林業的：改善鄉村地區經濟結構的措施，應

致力於第二級第三級產業創造多面向與夠格的工作機會；而在有魅力的農業地區，

休閒的功能應被確保與發展。

（2）鄉村地區農林業的新角色存在其原有的生產性之外：其對於「農耕地景」的

保持與維護，以及其對於自然生態功能的意義必須顧及。
1994 鄉村地區相同價值與自我獨特性的發展：對於巴伐利亞邦致力追求的秩序與發展

而言，邦整體發展計畫的引導目標是，鄉村地區在對於其「自身的特質」及「成

長的結構」特別地維持下，以「相同價值」與「自我獨特性」的「生活空間」來

發展。



後排左起：
 文化政務秘書Dr. Marcel H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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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

前排左起：
 科學部主秘Dr. Friedrich Wilhelm 

Rothenpieler,
 前內政政務秘書, Vorsitzende des 

Staatssekretärausschusses（舊）, 
 經濟政務秘書 Katja Hessel
 環境政務秘書Melanie Huml, 就業與社

會政務秘書 Markus Sackmann,
 司法與消費者保護部主秘 Hans-

Werner Klotz,
 內政政務秘書Gerhard Eck (新)



邦國土發展施政中針對鄉村地區的指導方針
(Leitlinien)

邦政府堅持鄉村地區有發展的優先權
（Entwicklungspriorität），其方性向的決策訂於邦國土計
畫中
1. 指導原則：邦境內所有地區有相同價值 的生活與工作條件。這是源於

聯邦基本法的「福利國家原則（Sozialstaatsprinzip）」。民眾在照
護、教育、基礎建設、居住、多面向與現代化的工作機會，有效率的
交通、能源與通信設施等，在不同的區域皆能享有相同價值的生活方
式

2. 自主的區域發展與大都會地區有相同權力的夥伴關係
3. 優先性原則：對於結構弱化的地區有發展的優先性(預算!!!)
4. 前置原則：對於基本生活所需的公共建設，以鄰近居住地的方式前置



 力求確保為自明與相同價值的生活與工作空間，並為
永續的空間發展。

 為求提供國民必要的基礎建設，應該要注意人口發展、
年齡結構以及消費行為等的特性，特別是在中地的維
持，以及有必要時的擴建。

 力求創造在第二及三級產業的工作機會，特別在資訊
與通訊技術，以及配套創立必要性的研發與教育設施。

 確保聚落單元的更新與持續發展具有特別的意義。
 對於一般的鄉村地區在區域計畫中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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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鄉村地區一般性的發展指導

空間計畫的內容



巴伐利亞邦發展計畫中鄉村地區發展的目標設定
時間 鄉村地區的發展目標
1974 （1）鄉村地區應以被視為一種生活空間來發展：發展密集地區以外的區域（鄉村

地區）應透過改善經濟社會與文化關係，以成為一種生活空間來保全與強化。

（2）在鄉村地區的發展應該是異質的：鄉村地區的次空間，其不同的空間、聚落

以及經濟結構要被特別顧及。
1984 （1）鄉村地區的發展重點應是超過農林業的：改善鄉村地區經濟結構的措施，應

致力於第二級第三級產業創造多面向與夠格的工作機會；而在有魅力的農業地區，

休閒的功能應被確保與發展。

（2）鄉村地區農林業的新角色存在其原有的生產性之外：其對於「農耕地景」的

保持與維護，以及其對於自然生態功能的意義必須顧及。
1994 鄉村地區相同價值與自我獨特性的發展：對於巴伐利亞邦致力追求的秩序與發展

而言，邦整體發展計畫的引導目標是，鄉村地區在對於其「自身的特質」及「成

長的結構」特別地維持下，以「相同價值」與「自我獨特性」的「生活空間」來

發展。



行動方案

1.全球化市場與區域性的工作機會
面對全球化與歐盟體的擴張，如何基於區域的自主性與競爭力增進經
濟上的穩定與持續發展，是對於鄉村發展重要的任務。一方面，對於
已經形成的企業體進行「養護工作」，例如，對於租稅的優惠、員工
社會保險支付額度以及行政作業，亦即地區性政府機關與企業體的關
係，簡化的行政作業程序、單一窗口、行政電子化等。另外一方面是，
地方如何創造企業體的入住政策，特別是針對能夠符合地方特性的招
商策略。具體的施政重點包括：

1-1：區域的經濟支援
 針對於私人企業以及公共的大眾運輸系統於鄉村結構虛弱地區的支持，

包括現代化、合理化等的做法，具有市場性的新技術的運用，或是針對
觀光品質的提升等。其支援的財源也來自於“聯邦與各邦的共同任務-
強化區域性的經濟結構“



行動方案

 1-2：中小企業的支援
 邦內提供五十萬的就業機會來自於家庭式的小企業，除了

在融資上的協助外，還包括針對企業培養新生力的資助。
此外，也協助在國外市場的開拓、商展的舉辦等。積極的
招商，協助企業落戶，不僅僅受惠於大都市集中區的輻射
效應，也積極開發鄉村地區針對木材、流通、能源、糧食、
休閒以及健康等領域企業的分行設置。

 在人力市場上，在職培訓的投資，協助中小企業的人力資
源能夠保持與工作需求的職能相當（fit for work），也考
量到透過托育機構的擴建，協助父母兼顧育兒與職場的需
求。



行動方案

2. 技術創新與簇集政策
 在技術創新面，資助具市場性的技術開發，生產更優質化的產品與製程，或是協助

新的技術創業，透過企業之間與研究構的合作，開發新的原物料的運用。而簇及政
策則是針對中小企業無法自設與支持研發單位，透過媒合將研發與學術單位、中小
企業以及原物料生產業者（例如造林業）的方式來達到相同的技術與新產品開發的
效果。因此媒合工作需要行政部門的協助，因此配套有區域經營的資助，協助區域
性行政的活力、創意與合理化，使其區域行政能與簇集政策相輔相成

3.觀光作為經濟因子
 重點工作除了提升觀光的基礎建設外，以「到農莊渡假」作為主軸 ，透過鄉村地區

新的價值創造，連帶達到維持田莊與鄉村地景的效果。邦對此成立巴伐利亞觀光市
場公司，負責整體的行銷工作。而在鄉鎮與觀光地區透過區域性的觀光組織來做整
合，包括集體的行銷策略與計畫等，並與上述的觀光市場公司合作。對於傳統的療
癒浴（水療、桑拿等）及修養地則進行顧客需求導向的強化措施，例如在醫療理療
上為重點，傳統的療養法則提升其品質，或是開發理療與預防性的產品



行動方案

4.具有未來性的農業、林業與糧食經濟
 根據巴伐力亞的農業政策，有能力的、以農為主業的農企業，其因為結

構改變被釋放出來的生產潛力能夠重新被再填滿
5.整合性鄉村發展
6.可再生性原物料與能源
7.現代化的交通、通信與能源基礎建設網絡
8.具未來性的教育、培訓、終身學習與文化
9.健康、照護與社會共同凝聚
10.聚落發展、具吸引力的住宅與工商發展地點
11.自然與人文地景、生活的基本條件與資源
12.區域性的發展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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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在區域層級以下的空間規劃
到底「空間指導」長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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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區域內完全都是鄉村地區，沒有都會地區，其鄉村地區的次空間分類邊
界線即是依照鄉鎮的行政範圍，其中包含不同規模的市鎮(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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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指導 一、全區

1.空間分類
a.本區域皆為鄉村地區。
b.鄉村的城市與其周邊地區，為環繞在備位的上位中心
Garmisch-Partenkirche 周邊的Fachant,Grainau, Oberau三
鄉鎮。
c.大都會周邊的鄉村地區，包括Bad Tölz, 
Miesbach,Hausham, Murnau, Penzberg, Tegensee, 
Rottach-Egerb, Badwiesee, Gmund, Weilheim, 
Wolfratschausen, Geretsried
d.需要特別措施強化發展的鄉村地區，為Schongau, Peiting
e.阿爾卑斯山區為，本區域的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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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指導 一、全區

2.發展指導
a.本區域自1994年起在空間分類全區即列為鄉村地區，不同
次空間的發展原則，為盡量避免過度依賴區域外的條件。本
區通勤到慕尼黑的人口，1961年約27.5%，1970年上升到
32%，1987年到32.9%，故本區域的北側地帶，在區域的政
策上，要抵擋慕尼黑的拉力效應。此區域距離慕尼黑只有十
五公里，當前的路網都優先集中在往慕尼黑的方向，為了強
化自主性，應擴建B17與高速公路聯絡道為四線道，或者強化
Schongau到Weilheim的鐵路，如此可以脫開慕尼黑強大拉
力的發展趨勢，這對於此區在社會的、經濟的與文化的面向
的挹注是有持續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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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指導 一、全區

b.對於相同價值與獨特性生活空間的發展目標，需在
確保區域認同/自明性下強化經濟的發展。對於區域
內的工作機會以及基礎建設的布設，以及區域特殊性
的經濟發展支持，需從區域內生性的潛力著手。經濟
結構的轉變，要確保從區域內的產業中心地區出發，
避免被區域外的影響減弱，對此要透過創新與投資最
為動力，強化區域內的經濟重點地區，這些地區扮演
結構虛弱地區的動力供給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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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指導 一、全區

c.永續的空間發展需要考量人口的發展與經濟的需求
來確認基礎建設的布設，確保在所有的鄉村次空間擁
有相同價值的生活條件。對於在過道性路段不斷成長
的道路流量，特別是休閒旅遊的需求，在擴建道路的
時候需避免對於生態上的衝突以及排放汙染的問題。
交通道路計畫必須審視生態的面向，衡量當地區民的
意見與旅遊的興趣。跨國的遠程交通計畫應該保守，
也要放棄穿越阿爾卑斯山區的道路計畫。同時既有道
路網絡的擴建也要有所節制，特別強調對於環境的影
響、地景的品質以及節約土地的建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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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指導 一、全區

交通建設的擴建計畫要有利於大眾運輸的發展，特別
在需要特別措施強化發展的鄉村地區，這些地區日常
生活購物補給的大眾運輸條件都不好，有些地方甚至
完全沒有。鐵公路交通應該以新的需求調整新的路線
與停靠站，這也需要透過整合各類大眾運輸工具來達
成。
透過提升大眾運輸可以有效調節空間發展虛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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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指導 一、全區

d.農業的結構轉變讓許多農民放棄務農，為了阻止這
個趨勢，目標導向對於家庭農場及兼業農的強化是很
緊急的工作，必須確保其存活的基本條件。對此地方
產品在區域內銷售是很重要的，同時對於環境友善農
產品的補貼是絕對必要的，同時與地方的餐飲業與肉
品店合作也是重要的工作。
除了提供在地居民高品質的食品之外，慕尼黑都會地
區的消費力，也讓這些以傳統方式經營的農場，透過
農耕地景方案的措施(對地補貼)，對於農耕地景的維
繫做出重要的貢獻，同時也是對於此區域旅遊業最重
要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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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指導 一、全區

同樣重要的是確保阿爾卑斯山區的農場存續以及傳統
山區農耕地景的維繫，這需要透過農耕土地的持續照
料來達成。
同時永續的林業也是有高度的重要性。山區的混合林
應該要盡可能不要透過人為的保護措施，森林能夠自
主更新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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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的城市與其周邊

a.為環繞在備位的上位中心Garmisch-Partenkirche
周邊的Fachant,Grainau, Oberau三鄉鎮，此間市鎮
的核心與周邊地區是相互依賴的。鄉村的城市與周邊
地區的角色是因其空間關連與集中的優點，成為進一
步發展經濟與公共服務的重心，特別是扮演鄉村地區
的動能角色。對此周邊地區的鄉鎮可以做為備位上位
中心補充性的功能來做投資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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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的城市與其周邊

進一步的經濟發展緊急與必需的重點是，創造完全迥
異於慕尼黑都會型態的工作機會，讓區域內通勤到慕
尼黑都會地區的人口比例降到區域的平均值以下。因
為此區域為旅遊勝地，同時因為地理條件限制，優先
發展的應該為三級產業。
備位上位中心與周邊地區直接的大眾運輸必須要再提
升，目前備位上位中心與周邊的道路承載量已經過度，
為了減少小汽車特別是過道性的交通量，替代道路與
市鎮外環道是必須的，特別是高速公路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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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都會的周邊地區

此區的發展動態高於整個鄉村地區的平均水準。移居
力以及慕尼黑都會的外擴效應是很強的。居民人口與
經濟的成整在本區的北側明顯超過整個區域的平均值，
為了讓居住與產業的落戶方式以點軸的關係集中，因
此有秩序的落戶措施(住宅與產業用地開闢的方式與
地點)是重中之重。過去因為這些落戶高度的變動已
經對於自然與環境造成負面影響，不過這同時也證實
了此區域確實因為慕尼黑都會區的發展而受惠。
這取決於此區域決定性的作為，將成長的趨勢集中在
中位中心，對此也特別需要進一步適合的產業用地，
以未來取向的角度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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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都會的周邊地區

b.在Miesbach,Hausham, Penzberg, Weilheim, 
Wolfratshausen, Geretsried地區有很強大的移入力與慕尼黑
都會的外擴效應，因為很明顯地，移入人口不斷成長，但是
在地並沒有相應的工作機會。這個趨勢強化了本地居民要到
慕尼黑都會區去找工作。為了保持整個鄉村地區對照慕尼黑
都會地區的自我認同，在中地市鎮地區以及跨區域的發展軸
帶上的產業發展與居住開闢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發展軸帶
München-Weilheim, Gamisch-Partenkirchen、
München-Wolfratshausen, Geretsried 以及沿著B472公路，
這些地區已經有現成的居住與工作場所，可以提供進一步的
發展所需。由北往南的軸帶也有大比例的大眾及軌道運輸，
這些交通運具可以支持進一步的擴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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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都會的周邊地區

將居住與工作地集中在發展軸帶的目的是保持重要的
未開闢土地(農地/林地)，並且阻止與慕尼黑都會同
步的聚落結構性成長。未開闢土地屬於此區重要的特
徵與認同，並肩負了確保健康的生活與工作條件的任
務，也維繫了自然地生活基礎。其次也無可替代作為
提供當地居民日常休閒與外地當天往返的遊客，對比
於轉作為其他用途，在此區維持這樣的角色是有很高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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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別措施強化發展的鄉村地區

a.此區為Schongau,Peoting，經濟相關的指標，如
人口密度、三級產業、就業機會的發展、所得與收入
以及國民生產毛額等都為達鄉村地區的平均水準。不
僅在工作機會創造上比較虛弱，同時產業與旅遊業的
重點也欠缺，所以人口持續的外移。為了減緩這樣的
趨勢，創造結合停滯結構的適當工作機會，才能夠帶
來此區域穩定的整體發展。對此必須有意識的在發展
軸帶上提升其經濟力。啟動的方式是提高所謂軟硬體
條件的投資，同時補足大眾運輸與個人交通的基礎建
設。基本上要在社會與文化面向的理解下進行區位選
擇與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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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別措施強化發展的鄉村地區

a.此區為Schongau,Peoting，經濟相關的指標，如
人口密度、三級產業、就業機會的發展、所得與收入
以及國民生產毛額等都為達鄉村地區的平均水準。不
僅在工作機會創造上比較虛弱，同時產業與旅遊業的
重點也欠缺，所以人口持續的外移。為了減緩這樣的
趨勢，創造結合停滯結構的適當工作機會，才能夠帶
來此區域穩定的整體發展。對此必須有意識的在發展
軸帶上提升其經濟力。啟動的方式是提高所謂軟硬體
條件的投資，同時補足大眾運輸與個人交通的基礎建
設。基本上要在社會與文化面向的理解下進行區位選
擇與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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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別措施強化發展的鄉村地區

進一步重要的投資前提是要有訓練良好以及高度意願
的勞動力。特別在中地的鄉鎮市地區的建地供給也是
重要的，不僅對與減緩移出者同時也對於移入者有高
度的吸引力，藉此可以強化生活與工作條件。此外在
本區域南側的鄉鎮而言，旅遊業是重要的經濟項目，
因為靠山區有很多湖，特別在夏天此區是很具吸引力。
措施是延長旅遊季，特別是旅遊的基礎建設的質與量
都需要提升(旅館的床位、休閒的基礎設施等)，如此
旅遊業才能進一步成為經濟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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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卑斯山區

a.本區域有60%的面積在空間分類上屬於阿爾卑斯山
區。阿爾卑斯山區擁有多樣的地景，同時也是生活與
旅遊休閒的空間，有超過40萬的居民以及一千兩百
萬多日停留的度假人次，以及一千九百萬當日往返的
旅客。
b.基於生態的理由以及確保在地居民的生活空間，要
盡量降低干擾性的承載。對此維繫自然的山區森林提
供多樣的保護功能，特別在於土壤流失、土石流或是
落石。
自然與地景的多樣性、獨特性與完好性必須被確保是
旅遊休閒發展「不言而喻的基本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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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卑斯山區

觀光休閒對於自然與地景的負面影響，特別是自然功能的運
作與循環及地景的樣貌造成巨大的負擔，對此須對於生態非
常敏感的地區進行作為。為了避免對於阿爾卑斯生態系統進
一步的負擔，觀光休閒應該以環境可承擔的形式進行，同時
也應該對於既有的觀光休閒設施進行改善。
為了確保在地居民的生活喜好，阿爾卑斯地區鄉鎮必須盡可
能以適切的經濟發展模式進行。
為了保護阿爾卑斯山區的自然資源並防止特別是年輕人外移，
必須的作為是，住宅的開發僅限於提供給在地居民。各鄉鎮
對於進一步提供觀光休閒的發展用地，也應該審慎注意，對
此自然與地景的面向需特別被注意，是否有下列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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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卑斯山區

-生態上無法負擔；
-營建計畫的規章優先提供休閒功能；
-強化破壞既有聚落空間的趨勢。
阿爾卑斯山地區的村落及市鎮，在聚落結構與農耕地
景上皆呈現出多樣與鮮活的獨特性。因旅遊發展、移
入者、產業與基礎建設擴建的過程中聚落的樣貌開始
改變，老的聚落中心在傳統的品質上，例如協調性、
視覺穿透(天際線等)、尺度感上逐漸喪失。未來必須
要特別注意，確保獨特性與不可改變的聚落型態，發
展不能以都會的型態做為範本，而該是取其符合時代
的功能滿足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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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卑斯山區

c.本區域在1970-1987年有非常大的人口移入，至今
成為人口老化的課題，須要有進一步針對老齡人口的
照護設施。同時住宅也有6-10%是屬於第二住宅(所
有人有第二棟以上非本人居住使用)，這對於住宅市
場是負面的影響(住宅缺乏與價格昂貴)，對於聚落與
人口結構也是不利的。下列地區的移居者的狀況為不
利的，已經造成交通與住宅開發的負擔，應該要避免: 
Oberes isartal, Oberes Loisachtal, Tegernseer Tal, 
Leitzachtal, Schlierseer Tal, Amme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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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鄉村「納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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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規章

請按照13條的植物名錄

胸高徑16cm

以確認的栽植地點 符合該地的闊葉樹

至少10m2
未封之植栽穴

植樹位置有3m的調整空間

例如大樹冠的樹種





每100m2
一棵胸高直徑10/12

的果樹

道路及鋪面必須是
透水性的

排水由側邊的草地
區來處理

綠地/兒童遊戲場/綠帶

提供做為自然與地
景保護、照護與發

展的措施
作為調節表面逕流

的儲滯



表面逕流的儲滯的
土地盡可能以平緩
的地形來處理

上述地區的土地材
質必須要提供不同
的需求條件，或是
動物或植物生活空

間所需
潮濕的泥地

潮濕變換的草地
乾燥的堤坡

經常有水的地區



每塊地留五米綠帶

表面逕流排水
雨水不要快速排走，包含屋
頂的排水，盡可能透過適當

的措施來下滲與緩衝
緩衝的方式例如綠屋頂，地

下儲水槽(集水能力
30L/cm2)，屋簷及露臺排水
接管、下滲人孔、雨水池等
也包括透過地形的設置，例
如下滲槽、下滲溝、排水帶，
在綠帶與道路空間確實設置，

不可接到下水道

有地下層的例如地下停車場，
其上土地必須保留60cm，
50cm表土，10cm過濾層





基地西側公共道路空間
約11-12m，道路鋪面約
5M，並須設置人行道，
連接到旅館。東側住家
部分道路空間7.5-9米，

道路鋪面最寬4.5M

路側須以級配草地的方式
設置公共綠地，以級配步
道方式這設置人行道，此
外沿路設置排水設施。中
間的空間可以設置小型的

兒童遊戲設施。

停車場只能提供住戶，
不能額外設置停車位給

要去湖邊的人
步行接近湖區的空間必

須保留公共通行



綠地
本計畫留設12%法定綠地，需盡可能設置綠設施。特別作為符
合本村特性之表面逕流設施，例如下滲溝、下滲池等。
其他的綠設施限於在公共的區域透過植栽的方式來進行



台灣的鄉村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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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與「鄉村區」
鄉村地區
 大尺度的空間範圍，對應都會地區

 全國國土計畫-CH5
• 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型塑鄉村特色風
貌(以生活、生產、生態之再生規劃理念
出發提出發展策略，並考量人口結構及發
展趨勢，針對居住、產業、運輸及基本公
共設施需求進行土地使用規劃)

 全國國土計畫-附錄
• 附表1-3-1、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配合
事項_研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 基本調查、屬性分類(農村發展型、工商
發展型)、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空間發
展配置、執行機制

鄉村區
 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

鄉村區
 未來的農4，城2-1、城3

83計畫背景及認知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簡報P.49



變與其實沒變的挑戰
 目前國土計畫的設計主要還是以區域計畫的非都市土地為主
 以分區-用地-容許使用來管制，使用許可來強化容許使用的品質

84

分區分類指導缺乏區域及地域特性
跟著編定的地籍土坵地塊走，難以達到真正計畫指導

若說國土希望改變開發許可的挖洞，使用
許可就有顧慮到使用行為的空間關係與周
邊影響嗎?

圖2‐8：國土計畫法下之四層土地使用管制架構圖
資料源：賴宗裕，2016b：16

「委託辦理國土計畫法申請使用許可之認定標準、程序辦法及法規過渡期間管
控機制」期中報告

計畫背景及認知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層級及程序架構

85

 第7次工作會議資料
 直轄市、縣(市)之鄉村地區整體空間進行屬性辨識並給予
原則性的空間指導，進行全鄉(鎮、市、區)調研分析及議
題、空間策略擬定，並劃設規劃單元
 實質空間計畫(細部計畫)

以規劃單元為範圍

 實質空間計畫(主要計畫)
個別鄉村區及其週邊
一定範圍。

計畫程序架構-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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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層級及程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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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次工作會議資料
 直轄市、縣(市)之鄉村地區整體空間進行屬性辨識並給予
原則性的空間指導，進行全鄉(鎮、市、區)調研分析及議
題、空間策略擬定，並劃設規劃單元
 實質空間計畫(細部計畫)

以規劃單元為範圍

 實質空間計畫(主要計畫)
個別鄉村區及其週邊
一定範圍。

計畫程序架構-營建署



鄉村地區空間架構
1.雙層級之鄉村地區空間規劃架構

92

層級 規劃單元 內容 尺度

實質主要計畫 以鄉鎮為基本規劃單元
(可聯合)

對縣市內之個別鄉鎮範圍之鄉
村地區進行實質規劃 大

實質細部計畫 以農四(鄉村區)為基本
規劃單元

對農四(鄉村區)範圍調整或新
增農四之實質規劃 小

2.三主題空間規劃
主題 內容 涉及議題

(1)-空間範圍 鄉村地區空間範與規劃
範圍界定

• 不同層級之空間範圍指認
• 鄉村地區空間規劃範圍指認

(2)-服務中心 鄉村地區之服務中心分
級與分派

• 不同層級空間範圍之服務中心分級
• 不同層級空間範圍之服務中心區位分派

(3)-空間屬性 鄉村地區空間屬性指認
與發展目標指導

• 同層級空間範圍之空間屬性指認
• 不同層級空間範圍之空間發展目標指導



鄉村地區空間架構－三主題空間規劃

(1) 空間(規劃)範圍
• 兩種不同的規劃範圍指認

−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所有國
土分區範圍

−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農業發
展區

• 涉及空間計畫適用範疇指導、
主管機管之權責以及土地計
劃工具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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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 空間單元

實質主要計畫 以鄉鎮為基本規劃單元
(可聯合)

實質細部計畫 以農四(鄉村區)為基本規
劃單元

規劃所有分區範圍 規劃農業發展區

鄉村地區空間規劃範圍指認示意圖
(以美濃區為例)



鄉村地區空間架構－三主題空間規劃

(2) 服務中心規劃
• 依公共務服務需求分級
模擬結果，對都會區域
與鄉村地區進行四階層
的服務中心區位分派。

• 以供給公共服務需求缺
口，形成分級之公共服
務之串聯網絡。

(3) 空間屬性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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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
階層

空間服務
中心

都會
區域

鄉村
地區 數量

第一階 區域中心  一個

第二階 縣市中心   一至數個

第三階 鄉鎮中心   一個

第四階 村里中心  一至數個

層級 指認項目 空間尺度

實質主要計畫
• 各功能分區指認
• 潛在分區分析盤點
• 所涉用地分析指認

分區
用地

實質細部計畫 • 潛在區位與用地分析指認 用地



鄉村地區空間架構
3.三種工具於空間架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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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 目的 政策工具 法源

實質主要計畫
以鄉鎮為單元(亦可聯合)
針對計畫範圍內進行空間
發展實質規劃

變更縣市國
土計畫

國土計畫法第15
條

實質細部計畫

以農四(鄉村區)為範圍，
針對其範圍調整與潛在新
增農四(鄉村區)之空間範
圍進行實質規劃

使用許可 國土計畫法第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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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空間架構與空間規劃之對應關係圖

空間範圍界定 服務中心規劃 空間屬性指認

實
質
主
要
計
畫

•以鄉鎮為基本單
元，確認計畫範
圍

•規劃農業發展區/
規劃所有國土功
能分區

•第2~第4階服務中
心區位規劃

•第2~第4階服務中
心區位分派

•各功能分區指認

•潛在分區分析盤
點

•涉及之用地分析
指認

鄉
村
區
計
畫

•以農4(鄉村區)為
基本單元，確認
計畫範圍

•第2~第4階服務中
心區位規劃

•第2~第4階服務中
心區位分派

•潛在區位與用地
分析指認

變
更
縣
市
國
土
計
畫

使
用
許
可

規劃主題 政
策
工
具

計
畫
層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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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鄉村樣態盤點
3.2.2-鄉村規劃流程架構
3.2-3-案例試作(高雄市美濃區、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3.2-鄉村空間規劃方法



鄉村樣態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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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地區(rural areas)係指在空間結構中，相對於都會
區域所存在的範圍。

 鄉村地區並無特定呈現之樣態，而是存在著多元表現
的各種形式，各稱謂之界定取決於判定之分類標準。
• 以空間行為與地景樣貌區分：農村(農業行為與農業地景)、漁村(漁業
行為與地景)、住宅村落(居住行為與地景)。

• 以地理區位區分：平地村落、山地村落、海岸村落等。

• 以空間自主性區分：都會衛星村落、非衛星村落。

 鄉村樣態盤點，針對鄉村地區的空間功能界定，透過
土地利用調查資料(第二次國土利用調查)，界定鄉村的
空間屬性。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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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土地利用類別 空間功能／空間服務
01 農業 農業生產
02 森林 國土保育
03 交通 交通運輸
04 水利 國土保育
05 建築 居住與工商
06 公共 公共服務
07 遊憩 休閒遊憩
08 礦鹽 能源生產
09 其他 --

農業生產土地向下細分之11種農業土地利用

建築土地向下細分為商業建築、住宅、工業建築三類

公共服務、公共基礎建設等重新分類。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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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樣態盤點，針對鄉村地區的空間功能界定，透過20種土
地利用調查資料(第二次國土利用調查)，界定鄉村的空間屬
性。
從農業、商業、住宅、工業之土地使用比例，進行「鄉鎮-

縣市」之比對，界定鄉村地區之主要樣態

序號 土地利用類別 空間功能 序號 土地利用類別 空間功能

01 稻作 農作生產 11 農業其他設施 農業附帶設施

02 旱作 農作生產 12 森林 國土保育

03 果樹 農作生產 13 交通 交通運輸

04 廢耕地 農作生產 14 水利 國土保育

05 水產養殖 水產養殖 15 商業建築 商業發展

06 畜禽舍 畜牧 16 住宅 民生居住

07 牧場 畜牧 17 工業建築 工業發展

08 溫室 農業附帶設施 18 公共使用 公共服務

09 倉儲設施 農業附帶設施 19 礦鹽 資源/能源生產

10 農產品展售場 農業附帶設施 20 其他 --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



鄉村規劃流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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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變更國土計畫啟動

(1) 界定規劃範圍、分派服務中心、指認功能分區
(2) 土地利用現況課題調查
(3) 空間發展需求評估
(4) 檢討既有分區用地規劃
(5) 空間發展區位盤點與規劃

Step1：實質主要計畫

透過使用許可啟動

(1) 界定範圍、設定服務中心、潛在區位與用地指認
(2) 土地利用現況與問題盤點
(3) 評估居住與公共基礎建設供需
(4) 檢討既存違規問題
(5) 擬定成長管理規劃
(6) 區位分析與用地規劃
(7) 建立土地利用轉換機制

Step2：實質細部計畫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



案例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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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美濃區實質主要計畫

實質細部計畫 花蓮縣光復鄉
太巴塱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103鄉村空間規劃之案例試作

界定空間範圍、規劃服務中心、指認空間屬性
分析鄉村地區總體/個別空間課題
設定個別鄉村規劃之工具與序位

透過縣市國土計畫啟動

Step1：啟動鄉村地區總體規劃



高雄市美濃區
Step1-1.界定空間範圍

104鄉村空間規劃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1-2.規劃服務中心

105鄉村空間規劃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1-3.指認空間屬性

106鄉村空間規劃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1-「鄉村地區總體規劃」之成果圖

107鄉村空間規劃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108

透過變更國土計畫啟動

(1) 界定規劃範圍、分派服務中心、指認功能分區
(2) 土地利用現況課題調查
(3) 空間發展需求評估
(4) 檢討既有分區用地規劃
(5) 空間發展區位盤點與規劃

Step1：實質主要計畫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空間範圍界定 服務中心規劃 空間屬性指認

實
質
主
要
計
畫

•以鄉鎮為基本單
元，確認計畫範
圍

•規劃農業發展區
/規劃所有國土
功能分區

•第2~第4階服務中
心區位規劃

•第2~第4階服務中
心區位分派

•各功能分區指
認

•潛在分區分析
盤點

•涉及之用地分
析指認

變
更
縣
市
國
土
計
畫

規劃主題 政
策
工
具

計
畫
層
級



高雄市美濃區
Step1-1.界定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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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美濃區全區 規劃美濃區內農業發展區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1-2.分派服務中心

110

人口分布熱區與既有都計區、非都鄉村區分布相近，空間計畫應可支持服務中心之需求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1-3.指認功能分區：土地使用分區

111

空間計畫 分區 面積(公頃) 占美濃全區比例 總計

都市計畫

美濃都市計畫 305.09 2.90%

4.22%
中正湖風景特定

區計畫 138.54 1.32%

非都市
土地

特定農業區 4,454.64 42.4%

95.78%

森林區 3,346.64 31.9%

山坡地保育區 1,336.97 12.7%

特定專用區 302.29 2.90%

一般農業區 406.83 3.90%

鄉村區 122.46 1.20%

河川區 88.99 0.80%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1-3.指認功能分區：土地使用編定

112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空間
計畫 分區/用地 面積

(公頃)
占美濃

區
比例

分區/用
地

面積(
公頃)

占美濃區
比例 總計

都市
計畫 美濃都市計畫 305.09 2.90%

中正湖風
景特定區
計畫

138.54 1.32% 4.22%

非都
市

土地

農牧用地 5144.40 51.14% 殯葬用地 49.68 0.49%

95.78%

林業用地 3652.33 36.31% 丁種建築
用地 16.06 0.16%

水利用地 390.81 3.89% 丙種建築
用地 15.54 0.15%

交通用地 215.37 2.14% 遊憩用地 12.35 0.12%

暫未編定 209.66 2.08% 礦業用地 5.03 0.05%

甲種建築用地 175.89 1.75% 養殖用地 2.50 0.02%

乙種建築用地 115.94 1.15%

窯業用地 0.39 0.00%
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 53.05 0.53%



高雄市美濃區
Step1-3.指認功能分區：土地使用編定

113

空間
計畫 分區/用地 面積

(公頃)
占美濃

區
比例

分區/用
地

面積(
公頃)

占美濃區
比例 總計

都市
計畫 美濃都市計畫 305.09 2.90%

中正湖風
景特定區
計畫

138.54 1.32% 4.22%

非都
市

土地

農牧用地 5144.40 51.14% 殯葬用地 49.68 0.49%

95.78%

林業用地 3652.33 36.31% 丁種建築
用地 16.06 0.16%

水利用地 390.81 3.89% 丙種建築
用地 15.54 0.15%

交通用地 215.37 2.14% 遊憩用地 12.35 0.12%

暫未編定 209.66 2.08% 礦業用地 5.03 0.05%

甲種建築用地 175.89 1.75% 養殖用地 2.50 0.02%

乙種建築用地 115.94 1.15%

窯業用地 0.39 0.00%
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 53.05 0.53%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2.土地利用現況課題調查

114

類
別 序號

土地
利用
類別

面積
(公頃) 比例 類

別
序
號

土地利
用類別

面積
(公頃)

比
例 小計

農
業

01 稻作 1.644.
59

13.93
%

農
業

07 牧場 5.66 0.0
5%

4.822.
52公頃
(40.86
%)

02 旱作 1.157.
78 9.81% 08 溫室 8.97 0.0

8%

03 果樹 1.576.
87

13.36
% 09 倉儲設

施 25.17 0.2
1%

04 廢 耕
地 119.82 1.02% 10 農產品

展售場 3.41 0.0
3%

05 水 產
養殖 259.49 2.20%

11 農業其
他設施 1.70 0.0

1%
06 畜 禽

舍 19.05 0.16%

森
林 12 森林 4.697.

57
39.80
%

工
業 17 工業建

築 43.16 0.3
7%

交
通 13 交通 363.85 3.08% 公

共 18 公共使
用 163.27 1.3

8%

水
利 14 水利 610.27 5.17% 礦

鹽 19 礦鹽 51.34 0.4
3%

商
業 15 商 業

建築 37.47 0.32%
其
他 20 其他 421.93 3.5

7%住
宅 16 住宅 592.20 5.02%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2.土地利用現況課題調查

115

農業使用面積最大(40.86%)，其次為森林使用(39.80%)。

農業使用項目中，以稻作(13.93%)、果樹(13.36%)與旱作(9.81%)為最大宗

美濃區農業及住宅使用比例遠高於高雄市之比例

範圍 農業使用 商業使用 住宅使用 工業使用

美濃區 40.86% 0.32% 5.02% 0.37%

高雄市 16.47% 0.49% 2.87% 2.63%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3.空間發展需求評估

116

比對土地編定與土地利用現況，分析「工業擴張」、「商業擴張」與
「住宅擴張」現象

「工業擴張」受影響之農地共計25.23公頃，佔美濃全數農地之0.53%
「商業擴張」受影響之農地共計24.45公頃，佔美濃全數農地之0.51%
「住宅擴張」受影響之農地共計271.31公頃，佔美濃全數農地之5.63%

類別
工業擴張 商業擴張 住宅擴張 總計

面積 比例 面積 比例 面積 比例 面積 比例

非 都 24.50 0.51% 22.68 0.47% 252.13 5.23% 299.30 6.21%

都計區 0.73 0.02% 1.77 0.04% 19.18 0.40% 21.68 0.45%

總 計 25.23 0.53% 24.45 0.51% 271.31 5.63% 320.98 6.66%

(面積單位:公頃)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3.空間發展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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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擴張」受影響之農地共計25.23公頃，佔美濃全數農地之0.53%，
主要以非都地區的工業擴張為主，面積為24.5公頃，佔美濃農地範圍之
0.51%

範圍 面積(公頃) 佔美濃區全
部農地比例

非 都 24.50 0.51%

都計區 0.73 0.02%

總 計 25.23 0.53%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3.空間發展需求評估

118

「商業擴張」受影響之農地共計24.45公頃，佔美濃全數農地之0.51%，
主要是以非都地區的商業擴張為主，面積為22.68公頃，佔美濃農地範圍
之0.47%

範圍 面積(公
頃)

佔美濃區全
部農地比例

非 都 22.68 0.47%

都計區 1.77 0.04%

總 計 24.45 0.51%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3.空間發展需求評估

119

「住宅擴張」受影響之農地共計271.31公頃，佔美濃全數農地之
5.63%，以非都地區的住宅擴張為主，面積為252.13公頃，佔美濃農地
範圍之5.23%

範圍 面積(公頃
)

佔美濃區全部農
地比例

非 都 252.13 5.23%

都計區 19.18 0.40%

總 計 271.31 5.63%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4.檢討既有分區用地規劃－住宅擴張需求

120

 美濃區可供給作為建築使用之土地(都計區之住宅區、商業區，以及非都地區之
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總計495.20公頃。

 現狀為住宅使用之土地面積總計592.20公頃，佔美濃土地之5.10%。

 美濃區至少具有97公頃之建築土地需求缺口。

類別
可供建築土地 住宅使用 落差

面積 比例 面積 比例 面積 使用率

非 都 360.42 3.58% 505.77 4.28% -145.35 140.3%

都計區 134.78 1.28% 86.43 0.82% 48.35 64.1%

總 計 495.20 4.86% 592.20 5.10% -97.00 119.6%

(面積單位:公頃)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4.檢討既有分區用地規劃－住宅擴張需求

121

 搭配戶政人口資料分析
 非都區平均每人不足49.6平方公尺
 都計區尚餘44.38平方公尺
 全區總額無法符合所需建地總量，仍面臨著建地短缺，平均每人使用面積不足。

類別 戶籍
人口

可供建築土地 住宅使用 使用落差

總面積
(公頃)

每人平均(
平方公尺)

總面積
(公頃)

每人平均(
平方公尺)

面積
(公頃)

每人平均
(平方公尺)

非都 29,287 360.42 123.06 505.77 172.69 -145.35 -49.6

都計區 10,894 134.78 123.72 86.43 79.34 48.35 44.38

總 計 40,181 495.20 123.24 592.20 147.38 -97.00 -24.14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4.檢討既有分區用地規劃－住宅擴張需求

122

 住宅使用之落差，在都市計畫區時則多落在都市計畫農業區，若在非都土地部
分，則多座落在現有之農牧用地

 非都區中除鄉村區外，大多分布在特定農業區，部分在一般農業區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5.空間發展區位盤點與規劃

123

住宅土地使用需求為主要空間發展需求，找尋適當住宅發展區位為規劃
重點。

同時面臨既有(違規)使用處置，以及新訂住宅區位規劃

類型 既有(違規)使用處置 新訂住宅區位規劃

步驟

 盤點使用狀況

 盤點分布情形

 空間篩選排除

 擬定規劃方案

 盤點使用需求

 潛在區位盤點

 空間篩選排除

 擬定規劃方案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高雄市美濃區
Step5.空間發展區位盤點與規劃

124

搭配縣市國土計畫，模擬未來國土功能分區

中正湖風景特
定區計畫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花蓮光復鄉太巴塱地區

125

透過使用許可啟動

(1) 界定範圍、設定服務中心、潛在區位與用地指認
(2) 土地利用現況與問題盤點
(3) 評估居住與公共基礎建設供需
(4) 檢討既存違規問題
(5) 擬定成長管理規劃
(6) 區位分析與用地規劃
(7) 建立土地利用轉換機制

Step2：實質細部計畫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空間範圍界定 服務中心規劃 空間屬性指認

鄉
村
區
計
畫

•以農4(鄉村區)
為基本單元，
確認計畫範圍

•第2~第4階服務
中心區位規劃

•第2~第4階服務
中心區位分派

•潛在區位與用
地分析指認 使

用
許
可

規劃主題 政
策
工
具

計
畫
層
級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Step1.土地利用現況與問題盤點

126

類
別 序號 土地利用

類別
面積
(公頃) 比例 類

別 序號
土地
利用
類別

面積
(公頃) 比例 小計

農
業

01 稻作 537.40 9.02
%

農
業

07 牧場 0.07 0.00
%

1,670.8
1 公 頃
(28.03
%)

02 旱作 507.40 8.51
% 08 溫室 - -

03 果樹 571.33 9.59
% 09 倉儲

設施 4.56 0.08
%

04 廢耕地 47.43 0.80
% 10

農產
品展
售場

0.05 0.00
%

05 水產養殖 1.14 0.02
%

11
農業
其他
設施

0.27 0.00
%

06 畜禽舍 1.16 0.02
%

森
林 12 森林 3,768.

08 
63.22

%
工
業 17 工 業

建築 2.64 0.04
%

交
通 13 交通 75.78 1.27

%
公
共 18 公 共

使用 14.60 0.24
%

水
利 14 水利 227.69 3.82

%
礦
鹽 19 礦鹽 4.64 0.08

%

商
業 15 商業建築 4.24 0.07

% 其
他 20 其他 131.16 2.20

%
住
宅 16 住宅 60.97 1.02

%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Step1.土地利用現況與問題盤點

127

森林使用面積最大(63.22%)，其次為農業使用(28.03%)。

農業使用項目中，以果樹(9.59%)、稻作(9.02%)與旱作(8.51%)為最大宗

美濃區農業及住宅使用比例高於花蓮縣之比例

範圍 農業使用 商業使用 住宅使用 工業使用

太巴塱 28.03% 0.07% 1.02% 0.04%

花蓮縣 8.83% 0.12% 0.60% 0.17%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Step2.評估居住土地之供需-土地使用分區

128

空間
計畫 分區 面積(公頃) 占全區比例 空間功能

非都
市土
地

山坡地保育區 2805.27 47.7%

生態

森林區 1560.28 26.6%

河川區 149.18 2.5%

風景區 5.51 0.1%

特定農業區 674.71 11.5%

生產一般農業區 553.24 9.4%

特定專用區 89.79 1.5%

鄉村區 37.04 0.6% 生活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Step2.評估居住土地之供需-土地使用編定

129

用地 面積(公頃) 占全區
比例 用地 面積(公頃

)
占全區
比例

甲種建築
用地 17.84 0.30% 國土保安

用地 503.96 8.58%

乙種建築
用地 32.21 0.55% 農牧用地 2543.19 43.28%

丙種建築
用地 5.30 0.09% 遊憩用地 0.10 0.00%

丁種建築
用地 2.72 0.05% 暫未編定 145.32 2.47%

水利用地 170.01 2.89% 窯業用地 1.48 0.03%

交通用地 37.81 0.64% 養殖用地 3.51 0.06%

林業用地 2399.06 40.83%

殯葬用地 3.42 0.06%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9.78 0.17%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Step2.評估居住土地之供需-現況比對

130

類別
可供建築土地 住宅使用 落差

面積 比例 面積 比例 面積 使用率

總計 55.35 0.94% 60.97 1.02% -5.62 110.2%

(面積單位：公頃)

 可供給作為建築使用之土地(非都地區之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
築用地)總計55.35公頃，佔0.94%。

 現狀為住宅使用之土地面積總計60.97公頃，佔美濃土地之1.02%。

 太巴塱至少具有5.62公頃之建築土地需求缺口。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Step2.評估居住土地之供需-現況比對

131

 搭配分區資料分析

 鄉村區之建地使用率達70.56%，鄉村區外建地使用率達167.66%

類別
可供建築土地 住宅使用 落差

面積 比例 面積 比例 面積 使用率

鄉村區 32.78 0.56% 23.13 0.39% 9.65 70.56
%

鄉村區外 22.57 0.38% 37.84 0.63% -15.27 167.66
%

總 計 55.35 0.94% 60.97 1.02% -5.62 110.15
%

(面積單位：公頃)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Step2.評估居住土地之供需-現況比對

• 搭配戶政資料分析
• 鄉村區內每人尚餘35.20平方公尺，鄉村區每人不足78.93平方公尺。
• 依舊具有建地不足，使用面積不足之問題，需透過實質空間規劃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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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戶籍
人口

可供建築土地 住宅使用 使用落差

總面積
(公頃)

每人平均(
平方公尺)

總面積
(公頃)

每人平均(平
方公尺)

面積
(公頃)

每人平均
(平方公尺)

鄉村區 2,741 32.78 119.60 23.13 84.40 9.65 35.20 

鄉村區外 1,934 22.57 116.68 37.84 195.61 -15.27 -78.93 

總 計 4,675 55.35 118.39 60.97 130.41 -5.62 -12.02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Step2.評估居住土地之供需-住宅擴張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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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巴塱住宅擴張現象發生在一般農業區最多(40.45%)，其次為山坡地保育區
(32.9%)

範圍 面積(公頃) 比例

特定農業區 3.93  26.58%

一般農業區 5.99 40.45%

山坡地保育區 4.88 32.97%

總 計 14.19 100%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Step3.檢討既存違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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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針對住宅擴張影響範圍之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進行
檢討，透過實質規劃解決違規使用課題。

範圍 面積(公
頃)

佔所有
農地比

例

擴張範
圍 14.19 0.56%

影響農
地 25.52 1.00%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Step4.擬定成長管理規劃
太巴塱鄉村區之住宅使用率達70.56%，鄉村區外之住
宅土地使用率達167.66%

提高鄉村區使用率
• 太巴塱鄉村區尚餘建地約可提供1,143人次使用，即太巴塱鄉村區現
有人口成長1.42倍後建地才會完全飽和。若人口在短期不會達到，提
高鄉村區使用率應為可行方案。

擴大鄉村區範圍
• 若遇建地使用門檻過高(地價成本)、建地使用結構性問題(土地產權零
碎)時，難以提高鄉村區使用率，即應考量適度擴大鄉村區範圍。

新增鄉村區分區範圍
• 當鄉村區外具有相當程度之建地需求時，且無法在既有鄉村區內獲得
滿足，應考量新增鄉村區。

135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Step5. 區位分析與用地規劃

136

非都分區之區位分析 公共服務範圍分析 農地分級分析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Step5. 區位分析與用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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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鄉村區範圍：搭配分析機制與行政配
套措施，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計畫之細部計畫
落實

考量事項包含：鄉村區街廓完整性、土地
利用轉換機制、違規清理計畫。

 優先納入鄰近範圍之可供建築土地以及
已有住宅擴張之土地，保持街廓之完整
性

 產生之土地使用轉換，應搭配適當之土
地利用轉換/補償機制

 違規個案應有具體可行之清理計畫或處
置方案，應避免違規者受益為考量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
Step5. 區位分析與用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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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鄉村區分區範圍：搭配分析機制與
行政配套措施，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計畫之細
部計畫與使用許可落實

考量事項包含：鄉村區街廓完整性、土
地利用轉換機制、違規清理計畫。

 針對建地使用需求，從住宅使用現況與建地
供給的空間分布情況分析適合之新訂鄉村區
預定地。

鄉村空間規劃方法之案例試作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是綜合計畫
 整體國土視角觀與分析台灣的空間議題，土地使用管制局
限於都市計畫地區，並未真正對鄉間進行實質規劃。

 國土計畫的實施，在鄉間規劃問題上呈現的並不是一種因
特定產業，如農業、林業或漁業而衍生的特定鄉間聚落課
題，而是各鄉村聚落所擁有的整體性規劃問題。
• 台灣的鄉村聚落多依賴農業生產為經濟基礎，但台灣的鄉村聚落仍有一定比
例在經濟基礎上與產業依賴性上，和以農業為主的鄉村聚落有別，而導致其
空間規劃需求與農村有所差異。

 鄉村整體規劃是一種就鄉村聚落跨目的事業、就生活全面
空間課題與需求，所進行之規劃。因此，尚難認為具有目
的事業的部門(計畫)性質，而即使這些聚落位於農業發展區，
應該仍是一種鄉村聚落的綜合計畫。

139相關法規工具檢討



當前鄉村發展的課題與解決途徑

140



促進鄉村發展策略
 維持鄉村地區的獨特性與自明性

• 鄉村地區的樣貌乃取決於其多元表
現樣態組成

• 而鄉村地區聚落及經濟產業發展上，
應以能依循其空間屬性及特質，使
其獨特性及自明性被永續的維繫

 支持相同價值之發展、滿足空間
服務功能
• 鄉村地區應提供完整生活所需的各
種服務機能

• 每個地區需考量達到「相同價值的
生活與公共空間條件」進行規劃調
整，以維持生活品質

• 強調「相同價值」而非「相同形式」

 維持鄉村地景
• 鄉村地景尤其是農林業地景，
為鄉村風貌及文化之底蘊，
更發揮多元生態及防災價值

• 透過計畫控管、土地轉換生
態平衡機制及其他非直接措
施進行輔導，遏止農地林地
大量轉用

 積極處理不符合鄉村特質
的發展狀況
對於不符合鄉村特質之發展狀
況，尤其是造成環境破壞之不
可逆開發行為，應審慎對待，
並有積極處理之態度及進程。

141鄉村發展原則



當前鄉村發展議題 1
回應地方社會結構的農業規
劃
• 農耕地景作為鄉村經濟的基礎建設

• 一般農業規劃的角度強調適地適作，
但農業就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與地
方社會年齡結構的關係為何？

• 若從這樣的觀點切入，農業規劃如
何積極回應社會結構的議題？

142

太巴塱部落案例
• 太巴塱週邊確實維繫了農地
活絡利用

• 從原住民文化傳承觀點來看，
必須思考面對不同年齡層需
要有一地人口留鄉的課題

階層名稱 年齡層 階層名稱 年齡層 

1 Maorad 馬歐拉勒 102-107 9 Kalafi 卡拉貝 62-67 

2 Latoron 拉多倫 97-102 10 Laceles 拉志勒斯 57-62 

3 Latodoh 拉都路 92-97 11 Lafowak 拉福娃 52-57 

4 Ladiwas 拉帝瓦斯 87-92 12 Maoway 馬武外 47-52 

5 Laowaw 拉武瓦歐 82-87 13 Latiyiwl 拉帝優 42-47 

6 Laowic 拉武威志 77-82 14 Latafok 拉達富 37-42 

7 Latomay 拉都邁 72-77 15 Lacogaw 拉祖敖 32-37 

8 Lakowa 拉鼓娃 67-72 16 Latiyam 拉帝亞恩 27-32 
 

+10%

-15%

-5%

-11%

-5%

+20%

+4%

太巴塱部落原住民人口年齡結構圖

太巴塱部落年齡階層

鄉村發展原則



當前鄉村發展議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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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共同持分與透過規劃解決的可能性
•農村普遍的共同持分議題，特別是祖厝
− (美濃案例) 夥房通常都僵在民法的產權架構下致使難以活用
− 若祖厝維持原建物，將原編定之剩餘容積轉移到適當位置，或提供其他住
屋用地，建地需求面的議題就不必然會受限於產權。

鄉村發展原則



當前鄉村發展議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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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擴大與公民參與機制
•務農者在農村地區的比例是相對少數，非務農者的移入
常造成需地或是以農舍作為住宅需求的出口
− 傳統上宅地供給議題，會從趨勢與需求端配合區位合理性來估算(基本設
定宅地供需流轉是自由的，在沒有配套前提下，容易助長土地炒作的空間)

•宅地需求供給應需積極納入公民參與，由住民討論並決
定發展定位
− (美濃、太巴塱案例)建地需求明確界定在「提供自己小孩返鄉所需」即使
客觀條件滿足鄉村區擴大，但不意味要滿足所有宅地需求。

− 滿足宅地需求的手法也須進一步釐清商議，包括住民優先條款，例如居住
時間、夥房共同持分人身分、有小孩、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等權重因子

− 只租不賣的供給手段，做為新增宅地的前提，才有可能回應農村社會結構
變遷的真正需求

鄉村發展原則



土地使用策略及管理原則 1
 建立計畫引導土地利用行為之機制

針對鄉村的土地利用行為(尤其是農四/鄉村區)，應建立計畫工具及機制以引導
鄉村區空間合理發展，滿足公共設施需求

 土地節約原則—鄉村區內以既有的空屋或建地優先再利用
• 針對鄉村宅地需求規劃，朝土地節約(再密實)原則進行思考
• 應優先盤點聚落內既有的空屋或閒置建地，媒合開發或改建成新的居住空間
• 避免持續規劃開發新宅地卻使得舊聚落區空洞化

 建立土地轉換之衡平機制
• 農地轉為非農業使用時應有相對應的措施
• 鄉村之個別國土分區與用地提出使用許可時，應增列土地使用轉換之衡平機
制，以重視生態系統服務或農業多功能服務之價值
− 參考德國案例：衡平調節及推展生態帳戶(Ökokonto)：持續調整土地利用的需求，不斷調節衡平

措施的土地，預先找好地主簽同意書

145鄉村發展原則



土地使用策略及管理原則 2
鄉村地區成長管理及鄉村區擴大原則

• 實質主要計畫/訂定成長管理及土地利用轉換之衡平策略
− 規劃範圍內各鄉村區就其擴大或新增範圍、區位適宜性等，進行初步討論及協調，

提出包含土地利用轉換機制等策略建議

• 實質細部計畫/規劃擴大範疇進入變更，作為申請使用許可的計畫依據
− 農四鄉村區及其週邊範圍進行實質規劃，包括居住及公共設施、工商服務或產業設

施等，透過土地利用及供需分析盤點及用地協調，進行落實劃定
− 經變更後，可依計畫配合使用許可

• 評估鄉村可擴大條件(以農四/鄉村區為主，以宅地及配套公共設施為主要考量)
−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對該鄉村地區的屬性指導，及全鄉(鎮、市、區)調

研分析後的空間策略原則允許
− 透過空間發展需求分析，確定符合實質需求
− 完成供需及區位相關適宜性分析，確定用地規劃合理性
− 土地轉換之衡平方案提出並已協調確認
− 符合計畫程序並透過公民參與規劃之機制，獲得民意之支持

146鄉村發展原則



土地使用策略及管理原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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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公民參與規劃程序
• 不僅止於說明會、公聽會、聽證
會等，應該要進入規劃過程

• 工作圈的組成促進在地公民參與
的可及性

• 以德國Weyarn小鎮推動公民參
與的案例作為參考

鄉村發展原則



為什麼要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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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都的土管問題，不可能因為劃設而解決

• 劃設，還會直接產生新的問題

• 沒有計畫，根本無法解決問題

•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找到預算，每個單位都可以啟動

• 背景音樂：土地炒作高房價高地價再也回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