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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33 次研商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1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 會議室（視訊會議） 

參、主持人：蘇組長崇哲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廖雅虹、鄭鴻文 

伍、報告事項：  

決定：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 

一、經彰化縣政府表示目前預計於今(111)年底完成期末報

告審查作業，並於明（112）年 2 月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

會等相關作業，因辦理進度落後，爰請彰化縣政府來函

說明落後原因及改進方式，並請該府積極辦理相關法定

程序，俾依法定期程公告；另請業務單位會後協助彙整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前之應辦

事項，以供該府參考。 

二、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

業（草案）相關審查及研商會議時，應一併通知本署，

俾本署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助；另請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辦理相關作業，並依作業須

知規定按月至本署建置之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

情形。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

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一、請高雄市政府加緊趕辦相關作業，儘速安排部落溝通說

明會期程，確實落實部落溝通作業，並請務必掌握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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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4 劃設成果草案之期程；另公開展覽作業在即，請市

府確認後續公展之農 4 圖資版本及期程。 

二、請嘉義縣、宜蘭縣、南投縣、臺中市、屏東縣、花蓮縣、

苗栗縣及新竹縣政府依調整後時程加緊趕辦相關作業，

並請至雲端管考表單填報最新辦理情形；另請前開原民

單位應確實與府內第三階段劃設單位協調公開展覽相

關事宜（包含農 4 圖資版本及期程），以利後續國土功能

分區公展及審議作業期程如期完成。 

三、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

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相關工作、審查

及研商會議時，應一併通知本署，俾本署掌握相關進度

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助；另請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持續積極趕辦相關作業，並依作業須知規定按月至本

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 

四、後續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有遭遇相關執行困難可再

向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本署提出，該會及本署將視實際情

形提供必要之行政協助。 

陸、討論事項：可建築用地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及農業生產

環境，及既有合法農業不影響國土保安、水

源涵養及避免土砂災害之認定方式 

結論： 

一、 如直轄市、縣（市）政府業於本次會議召開前辦竣徵詢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者，得免再行辦理前開徵詢意見

作業；惟就尚未辦理徵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原則應於公開展覽及公聽會前，依

本次會議結論辦理相關作業，倘因時程緊迫欲併同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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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作業辦理者，仍應於公開展覽函文敘明使用地

土地清冊所列使用地編定類別尚未辦竣徵詢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意見等相關內容。 

二、有關議題一所提「特殊性個案」時間點認定部分，原則

以 99 年 6 月 15 日公告實施「變更臺灣北、中、南、東

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害檢

討土地使用管制」為主，惟請業務單位加強論述以該時

間點作為特殊個案判斷基準之理由，並參考本部地政司

意見後，再予評估是否調整前開認定之時間點。 

三、請業務單位依前開結論修正相關內容於「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柒、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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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依發言順序） 

報告事項議題一： 

◎彰化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目前本縣鄉村區區數眾多(約 800 處)經檢視邊界範圍或

有未臻完整情形，為審慎處理鄉村區單元劃設作業，縣

府業務單位、規劃公司及地所相關人員，參考地所所存

相關分區圖圖資，逐區檢核鄉村區邊界及辦理地籍分割、

更正，以確認鄉村區邊界線之正確性，減少錯誤，因區

數眾多(約 800 處)導致時程落後。 

二、修正時程預計於 111 年 12 月中召開期末報告審查會、

112 年 2 月底前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公展及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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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議題二： 

◎高雄市政府（書面意見） 

本案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對於契約內容部

分有疑義，故尚未訂約，現與廠商協商於訂約後再依契

約約定辦理契約變更事宜，該中心將於本週寄發契約書

資料，將於訂約後，儘速向貴署辦理請款事宜。另該中

心駐地人員於本月與里長、耆老等進行訪談，並於 11 月

29 日召開 11 月工作會議，因本案期程較為緊湊，已請

該中心注意計畫期程。 

◎嘉義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有關部落調查交付調查成果辦理期程延後 5個月之理由，

因於調查執行初期，地方民眾對於現地調查完後產出之

圖資，多持謹慎心態，詢問調查結果未來會做何種用途；

調查人員亦擔心建物資料與圖台上顯示之建物門牌或

位置，無法相互對應，會影響該建物所有人未來之權益。

直至 10 月底，縣府及規劃單位至各部落辦竣：農四劃設

前說明會、農四草圖第一版說明會後，地方幹部至部落

居民對於本計畫執行內容有初步的了解及認識，調查進

度才有實質進展。 

二、另有關較難抵達之單棟建物調查辦理方式，營建署於 111

年 11 月 4 日嘉義縣到府服務回應：如無法由駐地人員

逐棟拍攝現況照片者，建議得輔以空拍或其他適當方式

確認該建物之使用現況。故有關後續調查進度，擬於未

來 5 個月內儘可能完成現地調查，並於期間完成各部落

農四草圖第二版說明會之辦理。 

◎宜蘭縣政府（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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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因適逢大選，邀約說明會不易，目前已陸續

敲定第一輪說明會期程，預計 12 月底前完成大部分說

明會，少數幾場排不進去的，再延至明年 1 月辦理。 

◎南投縣政府（書面意見） 

有關南投縣修正第 2 版農 4 聚落草圖進度落後部

分，本縣已於 10 月 29 日完成全縣第一次草圖說明會，

惟發現並非所有族人皆能出席說明會議，為確保族人充

分審閱草圖及表示意見機會，本府將各部落草圖放置各

村辦公處並給予族人一個月的時間表示意見，再請委託

廠商依族人意見修圖，因而耽誤一些時間，預計於 12 月

20 日前完成修正第 2 版農 4 聚落草圖工作。 

◎臺中市政府（書面意見） 

本府已依預定期程辦理 13 個部落調查及第 1 版農

4 聚落草圖，刻正檢視部落調查成果及完成第 1 版農 4

聚落草圖；另顧問公司預定於 12 月中旬前提送期初報

告書審查。 

◎屏東縣政府(書面意見) 

本府已經將農 4 第一版草案提供給府內三階單位

整合，不過部落調查目前大約完成 80%，因為有一些遷

村前的要輔以空拍機後續去處理，後續會儘速完成。 

◎花蓮縣政府 

有關本府 11月 30日完成部落調查成果及農 4聚落

劃設第 1 版草圖 1 節，農 4 聚落劃設第 1 版草圖已於今

日完成。至於部落調查部分，因廠商經實地進行圖台建

置時，發現建物數量龐大，目前已完成 40%，故後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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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空拍機儘速辦理，並預計於明年 2 月底完成部落調

查之建置。 

◎苗栗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草圖劃設進度 

苗栗縣泰安鄉、南庄鄉及獅潭鄉三鄉共 32 個原民

部落之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草圖已完成並辦理 2

場次說明會；預計蒐集劃設草圖疑義意見至 111 年 12

月 15 日，規劃單位後續再針對該意見逐一檢視並評估

是否需要調整劃設內容。 

二、部落溝通辦理進度 

（一）本案至少須辦理三場次說明會讓部落瞭解國土計畫、

部落聚落劃設原則及確認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

並透過部落溝通蒐集族人意見，進行劃設情形修正。 

（二）苗栗縣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前部落溝通及農業

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中部落溝通共計三輪說明會皆

已於 111 年 12 月 1 日辦理完成，三階段辦理期程如

下所示： 

1.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前部落溝通已於 111 年

5 月 17 日至 6 月 8 日辦理完成。 

2.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中部落溝通(劃設草圖

說明)已於 111年 8月 8日至 10月 4日辦理完成。 

3.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中部落溝通(劃設成果

說明)已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1 日辦理完

成。 

三、工作會報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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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苗栗縣 32 部落環境基本調查已於 12 月 1 日完成

部落人口資料蒐集、現地調查（包含部落範圍內建築

物利用型態、部落範圍內既有公共設施、部落範圍內

傳統慣俗設施、部落範圍內歷史災害地點）與部落訪

談。 

（二）部落溝通 

苗栗縣部落溝通已於 111年 12月 1日辦理完成，

並藉各場次說明會的辦理蒐集部落意見並進行劃設情

形修正。考量本計畫攸關部落族人土地權益，然部分

族人因故無法出席辦理於各部落之說明會，為求本計

畫之周全，故於南庄鄉(111 年 11 月 29 日假南庄鄉公

所)及泰安鄉(111 年 12 月 1 日假泰安鄉公所)各增辦

一場全鄉部落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成果說明會，

讓族人可以再行確認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事宜及

表達意見的機會。此外，為落實部落溝通，規劃團隊

持續蒐集部落意見，針對說明會後仍對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劃設成果有疑慮的部落族人可提出疑義聲明至

111 年 12 月 15 日，規劃團隊後續會再持續檢視劃設

情形。 

（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待 111 年 12 月 15 日截止疑義意見蒐集後，農業展

地區第四類範圍方會較明確，後續則依據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既有個別建築面積推算其所需之法定空地（山坡

地按建蔽率 40%、平地按建蔽率 60%），並框劃出其空

間範圍；再者，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範圍涉及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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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環境敏感地區（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土石流潛勢

溪流影響範圍）部分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並彙整相關辦理經過及結果後，就原住民族聚落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情形研擬劃設說明書，並配合苗栗縣國土計

畫第三階段期程，將原住民族聚落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情

形交由本縣工商發展處彙整後送至審議單位進行審議。 

◎新竹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有關標案調查作業因有少數戶數拒絕配合調查，經前次

會議裁示得以空拍方式辦理，刻正補調查未完成戶數。 

二、另草圖部分業於 111 年 11 月 15 日前已有提供初步劃設

版本，並經本府業務單位初步檢核修正。 

三、因本府 8 月起開始辦理宣導會，發現受選舉影響，民眾、

村里鄰長出席情況不佳。為能確實傳達及蒐集民意，已

要求廠商於選後再辦理第 1 次說明會，期中報告配合順

延至 112 年 1 月 31 日。 

◎原住民族委員會 

有關各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1 節，原民會已爬梳

完且配合營建署出席到府服務。因本案攸關原住民族族

人使用土地之權益，且影響深遠，故煩請各縣市政府就

實務執行、推動困難之處不吝於洽詢原民會。凡涉及部

落範圍、部落事典等相關圖資，原民會一定盡全力協助，

故請各縣市政府務必配合期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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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書面意見） 

一、該次會議針對可建築用地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及農業生

產環境之認定方式，將檢討範圍限縮在水庫集水區，並

遴選丁種建築用地跟遊憩用地，而非在短時間內全面檢

討可建築用地是否影響國土保育保安及農業生產環境，

惟公有土地經檢討應編定為國土保育用地時，是否仍得

依據「實施國土計畫管制所受損失補償辦法」受有補償，

可進一步探討。 

二、對於環境影響程度，似乎不會因權屬而有所不同，在議

題一可建地要檢討的量體不多，惟是否有公私有土地錯

落的狀況而需一併檢討？在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的私有土地有多少？其使用狀況應該

事先掌握，後續再分期分區處理。另針對限制行為，可

以土地管制處理。 

三、特定農業區對於現在丁種建築用地的管制，不允許蓋工

廠，未來在國土計畫管制下，也不允許農業發展地區第

一類做工廠使用，遊憩用地也是一樣。所以議題一可建

地要徵詢農業單位的意見，可能也不需要再做審查。議

題二是討論既有合法農業使用是否影響國土保安，惟在

土管方面，均保障其合法之從來使用行為，若再檢討議

題二是否影響國土保安、水源涵養，是否在認定上會有

衝突？尤其國土保育基金只針對可建地有補償，對於原

本可以做農業生產的土地，被認定有影響國土保育保安，

而變更編定為國土保育用地時，這樣的降限利用是沒有

補償的。議題二主要認定的是國土保育地區的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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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跟我們現行的規定，或是允許行為人或是土地所

有人可做的從來使用，似乎會有衝突。這個可能需要考

量。 

◎本部地政司（書面意見） 

一、查作業單位研訂以 99 年 6 月 15 日為時點，於該時點前

經依區域計畫法規定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或

遊憩用地之公有土地者，始為適用對象，係考量自「變

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

-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於 99 年 6 月

15 日公告實施，始有設施開發不得位於水庫集水區(供

家用及公共給水)等限制發展地區（現為第 1 級環境敏

感地區）之限制。惟本次變更為非可建地機制之政策目

標，如係以公有地均不宜於國 1、農 1 存有丁種建築用

地或遊憩用地情形，似得免訂定該時點限制，並宜將第

1 次編定之丁種建築用地或遊憩用地一併納入。倘仍有

訂定時點必要，建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102 年

9 月 19 日、107 年 3 月 19 日增訂該限制規定之時點為

準，以符法制；並建請釐清前述第 1 次編定者，是否免

變更為非可建地及其理由。 

二、經評估需編為國土保育用地者，其後續於國 1、農 1 所

容許使用項目是否與其他土地有明確區分?如容許項目

附帶條件限於原區域計畫之丁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者，

其是否適用?又農 1 內原建築使用雖有妨礙農業生產環

境之虞，惟若得轉作農業使用，似亦符合分區劃設目的，

爰建議就坐落於國 1、農 1 之差異再予區分設計。 

三、本次規劃編為非可建地者既以公有地優先，建議是類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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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得評估依國土計畫法第 32 條規定限期令其變更使用

或遷移、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以為表率。 

四、查農牧用地、養殖用地經編為國土保育用地後，仍得從

其原來合法之使用，倘其未設置農業設施，亦無重建、

新建必要，實務上無論是否變更為國土保育用地，就純

作農作使用者似無影響。惟長期而言，針對有礙國土保

育之農作使用，將其農牧用地編為國土保育用地者，宜

研議訂定補償之機制，及經補償後得命其變更原農作使

用等相關規定，始得達成國土保育目的。 

◎嘉義縣政府 

本府預計於 12 月公告辦理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公

開展覽及公聽會，惟依本次議程資料，各直轄市、縣（市）

應於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前辦理相關徵詢作業，恐將

造成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作業期程延宕；另考量特殊個案

僅涉及公有土地，民眾權益影響程度甚低。故提請確認

得否同步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及徵詢作業，後續倘有變

更為非可建築用地之情形，再行補辦相關公聽會及說明

會等作業，並提至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確認。 

◎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有關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之補償，依國土計畫法第 32 條

第 2 項規定立法原意，並未限縮公私有土地之補償適用

範疇，故不論公有或私有土地皆應予適當補償。 

二、考量經檢討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及遊憩用地者，係經開

發主體取得土地後，申請興辦事業計畫並辦理使用地變

更編定作業，故實務上應較少有公私有土地錯落之情形，

惟考量可能仍有特殊個案存在，本署將再予評估分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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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公私有土地錯落之情形及其數據。 

三、有關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經檢討變更為國土保育用地後，

依據國土計畫法及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意旨，其後續之土

地使用管制應以從事國土保育保安等相關容許使用項

目為原則，故本署後續將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研議。 

四、有關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及農業生產環境之特殊個案判

斷基準所訂時間點（按：民國 99 年 6 月 15 日以前）係

考量「變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

盤檢討）-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於民

國 99 年 6 月 15 日公告實施，即具計畫宣示意義，故建

議仍維持以前開時間點作為特殊個案之判斷基準；惟倘

經本部地政司評估仍建議有調整時間點之必要，請該司

協助本署盤點符合調整後時間點之特殊個案數量及面

積增減等相關數據。 









長豐工程顧問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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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查作業單位研訂以99年6月15日為時點，於該時點前經依區域計畫法規定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或遊憩用地之公有土地者，始為適用對象，係考量自「變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於99年6月15日公告實施，始有設施開發不得位於水庫集水區(供家用及公共給水)等限制發展地區（現為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之限制。惟本次變更為非可建地機制之政策目標，如係以公有地均不宜於國1、農1存有丁種建築用地或遊憩用地情形，似得免訂定該時點限制，並宜將第1次編定之...
	二、經評估需編為國土保育用地者，其後續於國1、農1所容許使用項目是否與其他土地有明確區分?如容許項目附帶條件限於原區域計畫之丁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者，其是否適用?又農1內原建築使用雖有妨礙農業生產環境之虞，惟若得轉作農業使用，似亦符合分區劃設目的，爰建議就坐落於國1、農1之差異再予區分設計。
	三、本次規劃編為非可建地者既以公有地優先，建議是類土地得評估依國土計畫法第32條規定限期令其變更使用或遷移、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以為表率。
	四、查農牧用地、養殖用地經編為國土保育用地後，仍得從其原來合法之使用，倘其未設置農業設施，亦無重建、新建必要，實務上無論是否變更為國土保育用地，就純作農作使用者似無影響。惟長期而言，針對有礙國土保育之農作使用，將其農牧用地編為國土保育用地者，宜研議訂定補償之機制，及經補償後得命其變更原農作使用等相關規定，始得達成國土保育目的。

	◎嘉義縣政府
	◎本署綜合計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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