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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計畫體系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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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與年期

土地面積2,052.57km2，
占全國面積的5.67%，
轄下共29個區

計畫範圍

計畫年期

全市轄區土地範圍及新北市海域區(自已登記

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領海外界限範圍間未登

記者，依據中央劃設之各縣市所屬海域範圍)

配 合 「 全 國 區 域 計
畫」，計畫年期為民
國1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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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域 區 面 積 約
2,966.7265km2，海岸
線長約122公里

面積(km2) 點號 經度 緯度

1694.4592

1 121.70846 25.17529

2 121.79924 25.35736

3 121.6447 25.61283

4 121.20823 25.36029

5 121.28355 25.11726

1257.3175

45 121.96601 24.98318

46 122.18514 24.82511

47 122.27041 25.19724

48 121.88625 25.2791

49 121.80322 25.13583

面積(km2) 點號 經度 緯度

1694.27

1 121.708142 25.174651

2 121.799243 25.357362

3 121.643961 25.614052

4 121.207952 25.361295

5 121.283463 25.117544

1272.45

43 121.965209 24.983777

44 122.185806 24.824635

45 122.272333 25.196826

46 121.886253 25.279097

47 121.803042 25.135515

註：依據內政部102年10月31日台內營字第1020810202
號令訂定「區域計畫之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



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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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北都心
國際創新區

三鶯
文創宜居區

汐止
科技經貿區

東北角
人文旅遊區

大翡翠
生態樂活區

北觀
海洋城邦區

溪南都心
生活商務區

土地使用
計畫

上位計畫指導

環境敏感地區保育
土地使用分區指導
城鄉發展重點地區與順序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指導環境敏感地區

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
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

空間發展構想

發展預測與總量
區域空間協同發展
城市發展願景與定位
城鄉發展模式
成長管理策略
城鄉發展次序

區域性部門計畫

土地使用
基本方針

開發利用申請設施
型使用分區變更

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

七大策略區空
間利用計畫

土地使用
指導原則

自然資源 農業發展
產業發展 觀光遊憩
運輸系統 防救災
公用及公共設施
海岸、海域與河岸流域

發展背景與現況分析

非都市土地
分區編定



計畫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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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規劃階段

工作計畫書

期初報告

100.06.15
100.06.30

100.07.21
100.10.14

期中報告
100.10.28
101.01.25

期末報告
101.02.17
101.05.16

修正本
介紹網頁

101.07.05
101.10.11

•全國區域計畫
•區域計畫修法方向等

區域計畫擬定審議階段 政策環評階段

新北市區委會審議

內政部區委會審議

內政部核定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編定圖(新北市政府)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程
序(環保署)

公聽會103.01.17

區域計畫
書圖草案

101.10.~101.12
政策主文：區域計畫
附冊：政策評估說明書

公展
說明會

101.12.26 ~102.01.24

102.01.02~102.02.27計30場次民眾座談會100.9~100.10
計10場次

民眾座談會101.4.27
專家座談會(III、IV)101.5.3
公告徵求意見101.4.20~101.5.19

依營建署102.6.25營署綜
字第1020037892號函及
環保署102.6.11環署綜字
第1020049336號函

總結報告
區域計畫說明與圖資
整合網頁

公告實施

內政部核備 實施管制

政策環評之意見徵詢作

業，供納入審議及核定
計畫之參考

新北市區域計畫工作小組

專案小組102.06.07~102.10.15(9次)

大會審議102.05.03、102.12.04
專家座談會(I、II)100.12.30

102 .12.26北府城規字第1023343628號函

102.12.25 北
府城規字第
1023343967
號函

專案小組103.06.24~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
專案小組審查進度規劃

議題 討論問題 時間

1 - 新北市區域計畫（草案）整體性報告及提會問題討論 103.06.24

2
國土保
育議題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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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環境敏感地區第1級及第2級之項目、區位、相關發展策略

103.07.03

3
海岸、
流域相
關議題

1-3：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之沿海保護區區位檢討、管理原則及管制事項訂定
1-4：海岸防護範圍研析、配合檢討調整土地使用計畫、相關土地使用管理原則及管制事

項訂定
1-5：水庫集水區、易淹水地區、海岸地區配合檢討調整土地使用計畫、土地使用管理原

則及管制事項

103.07.10

4
農業發
展議題

2-1：宜維護農地資源面積、區位及相關發展策略(含農地可變更數量及其區位、非都市
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區位等)

2-2：都市計畫農業區發展定位及土地使用管制檢討變更指導原則
2-3：農村再生(或發展區)計畫建議區位及相關配合事項

103.07.24

5
城鄉發
展議題

3-1：全國總人口數零成長及重視都市生活環境品質之發展趨勢下，新北市區域計畫之計
畫人口、住宅需求情形、都市階層及其因應策略

3-2：城鄉發展次序、原則及成長管理策略，與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區位、機能、規模
103.08.14

6
城鄉發
展議題

3-3：區域性部門計畫內容是否妥適
3-4：全市及各策略區之空間利用計畫

103.08.28

7

城鄉發
展議題

3-5：新北市土地使用管制指導原則
3-6：計畫目標及土地使用基本方針

其他 4：計畫書（草案）應配合相關政策修正或文字誤繕應配合修正之處理方式 103.09.11

8 （其他新增議題） 103.09.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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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的轉變
9

轉變

臺灣第一大縣市
人口集中過度與生活品質不及

環境敏感地區囿限城鄉邊界

新北市+台北港+航空城
工廠數與就業人口數全國第1

產業轉型與科技廊成形

多元山河海與人文特色
人文化：史前遺址、生活地景
生態源：雪山、大屯山、觀音山系
藍臍帶：淡水河、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
綠細胞：城市公園、社區綠地、低碳建築

三環三線大台北1小時生活圈

北台極化
具發展腹地，北台活動要徑



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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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動力 空間結構 成長管理

城鄉

核心概念

交通串連

TOD導向

台北港

產業區檢討

旅遊休閒

企業總部
產業轉型

地方特色

首都圈分工
容積管制

敏感區保育

特定區管理

公設開闢

非都土管

都市更新

農地保育

河岸景觀

海岸資源

防救災與
氣候變遷調適

航空城

區域整合

人口引導

產業

都市計畫整併
與新訂擴大

交通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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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區密度疏散

總人口密度1,908人/km2，較十年

前增加201人，是台灣(642人/km2)
的2.97倍

永和、三重、板橋、蘆洲、中和及
新莊等六個靠近台北市的地區人口
密度遠高過台北市，平均每平方公
里 約 2 萬 餘 人 居 住 ， 其 中 永 和 區

（ 41,047 人 /km2 ）， 高達 台 北 市
4.2倍

核心地區發展飽和，現況人口已達

計畫人口，公共設施相對不足

人口密度

105
306

51 46 50 69 101

1,294

340

2,143

5,000

宜居指標 新北市 主城區 溪南 溪北 三鶯 汐止 外環區 北觀 東北角 大翡翠

10,343

90~120

㎡/人

人均都市用地
(都市計畫區面積/計畫人口)

46 50 69
60~90㎡/

人

人均居住用地
(都市計畫區住宅區面積/計畫人口)

22.5

17

14
12

16

24

16

27

24

28

56

宜居指標 新北市 主城區 溪南 溪北 三鶯 汐止 外環區 北觀 東北角 大翡翠

20~25
㎡/人

12 16 1616~25
㎡ /人



開放空間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每人平均公共設施
面積，全國平均值49m2/人，新北市僅
29m2/人
每萬人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體育

場所及廣場面積數
為五都及周邊縣市最低且成長幅度小
綠覆率

溪北32%(五股78%) ；溪南8%(永和2%
板橋3%) ；其它地區除鶯歌外大於50%
人口密集地區，開放空間相對不充足

溪北-19,949人/Km²；1.51m²/人
溪南-22,178人/Km² ；1.15m²/人

0

1

2

3

4

5

新北市 臺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宜蘭縣 桃園縣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每萬人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體育場所及廣場面積數示意圖

資料來源:營建署統計年報

主城區相對不足

人
口
密
度

人
均
公
園

人/Km² m²/人

22178 
19949 

11626 11374 

1347 
59 223 

1.2 
1.5 

2.6 
2.0 

5.7 

4.6 

0.0 

1.0 

2.0 

3.0 

4.0 

5.0 

6.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溪南 溪北 三鶯 汐止 北觀 大翡翠 東北角

62.7

公共設施不足
12

人均公園用地
(都市計畫區公園綠地面積/計畫人口)

10

3.18
1.4 1.15 1.51 2.56 1.98

10.09

5.65

62.7

4.65

宜居指標 新北市 主城區 溪南 溪北 三鶯 汐止 外環區 北觀 東北角 大翡翠

8~12
㎡/人

1.15 1.51 2.56 1.98

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健康城市
人均公園用地指標至少8㎡/人

2~10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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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區老齡化比例

8.30%≦高齡化＜10%

10%≦高齡化

7%≦高齡化＜8.3%

高齡化＜7%

10%

8.3%

7%

高齡化標準：65歲人口超過總人數7%即為高齡化地區，新北市目前65
歲以上人口約8.3%
未達高齡化地區：僅蘆洲、新莊、土城等6區
嚴重高齡化地區：平溪、雙溪、坪林、貢寮、石碇、瑞芳、萬里等地區

偏遠地區高齡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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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型與更新

 產業轉型發展應能強化

產業群聚佈局

 核心區產業用地變更住
商缺乏整合

 工 廠 登 記 家 數 佔 全 臺
28%，為都市創造經濟
活力，但也影響都市環

境品質，部分老舊廠住
合一或工業區與住宅比
鄰，使用型態影響公安

與生產，且造成主城區
公共空間相對壓迫

 未登記工廠群聚農業生

產地區，輔導未登記工
廠轉型或遷移產業專區

外
環

CBD

台北車站

新莊
副都心

新板特區

內
環

中
環

CBD

CBD
萬

大

線

中山路機場線

環

狀

線

特二號

 因應都市發展與捷運路網結構轉變，內環強化商業、服務業機能及產業升級，

中環發展高附加價值產業，外環保持產業使用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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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網串連
25米以上道路63%以上有高架道路或捷運

建設，道路容量擴增空間有限

北桃間為聯外主擁塞點，五楊高可舒緩國1
擁塞，推動大漢溪快道為國3廊帶替代路廊

以高快速道路串連各核心城市

北海岸、東北角一帶高快速道路可及性不
佳，需透過地區道路改善提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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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新北市各地區中心

國道
快道
台鐵
30分鐘可達交流道區域

平溪
雙溪

貢寮

石門

三芝

淡水

烏來現況高快速交流道可及性

新店

三鶯
土樹

新莊

八里

雙和板橋

臺北

淡水

三蘆

汐止

基隆

坪林

瑞芳

國3

國1

台64

台62

現況高快速路網

旅次量

未來年高快速路網

中和支線

特2

淡江大橋 淡北沿河平面

新北環快

大漢溪環快

國5

核心發展城市與高快速路網



綠色交通運輸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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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市區道路寬度不足，且多倚

賴汽機車等私人運具，場站周邊

土地檢討應納入交通轉運與設施

用地之需求考量，如捷運站轉運

、主要臺鐵場站周邊人行設施及

公車接駁服務、公車調度站空間

留設，以提升大眾運輸搭乘意願

 TOD土地開發引導人口重新分配

、提升運量，促使交通建設與都

市發展縝密整合

 自行車路網建構與水岸空間可及

性串連

資料來源：新北市城鄉發展綱要計畫執行
示範輔導計畫-新北市都市發展規劃書



環境敏感地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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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地區範圍約超過全市土地1/3

多分佈於南端烏來區、坪林區，及三峽區、新店區與石碇區南面部分，
北面則有屬陽明山國家公園之部分三芝區、金山區及萬里區等，多屬森
林區、山坡地、水源水質保護區及周圍海岸範圍

應落實環境敏感地區之資源保育與維護、災害預防與土地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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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都市防災

地形 行政區 水環境風險

臺北

盆地

五股、蘆洲、泰山、三重、新莊、

板橋、樹林、土城、永和、中和、

新店、汐止

洪水量增加

林口

臺地

林口、鶯歌 洪水量增加、土砂

災害增加
海岸

地區

林口、八里、淡水區、三芝、石

門、金山、萬里、瑞芳、貢寮

暴潮及海岸侵蝕增

加、洪水量增加
山岳

丘陵

烏來、坪林、石碇、深坑、汐止、

雙溪、貢寮、瑞芳、三峽、鶯歌

土砂災害增加、洪

水量增加 1997年汐止 林肯大郡 國道三號3.1公里崩塌事件

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

 氣候變遷使造成災害巨大化與複合化，主
要現象包括氣溫上升、降雨型態改變、極
端天氣事件發生的強度與頻率升高以及海
平面上升，可能造成的影響包括乾旱、熱
浪、暴雨、暴潮、土石流、颱風、生態變
遷、土地使用與地表覆蓋改變等

 都市化及降雨強度增加，造成都會區及下
游內水排除不易之水患問題

 災害潛勢地區之防救災與土地利用管理

 核電廠之災害預防與應變



關渡平原台北市與新北市交界處耕地分佈圖 農地資源空間變遷

位於都市核心周邊農地，原為都市發展的
緩衝腹地，由於都市發展的壓力，泰山、五
股、樹林、三峽等都市地區周邊農地多半違
規或低度利用、閒置，鮮少作為農耕利用

未登記工廠及農舍林立，造成農地破碎化，
不利農業生產，應加強輔導管理

落實優良農地之保育維護

發揮都市內水系與生態調節功能

19

農地保育與釋出

新五線周邊的農地使用情形

樹林柑園地區工廠分布



關鍵思維：國際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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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階層 亞太階層 國土階層 台北都

全球競爭力第13

全球創新度第7

全球產業群聚第1

農業技術第12

東 協+X總 人 口30

億，佔全球1/2

亞洲競爭力第3

亞洲創新度第2

北台:9,173k㎡，1,050萬人
東京都(1都3縣):1.4萬k㎡，
3,600萬人
首 爾 都 (SNCA):1.2萬 k㎡ ，
2,300萬人
北京都(京津唐):3.2萬k㎡，
3,500萬人

大台北雙子城：與香
港、新加坡同級的國
際都會格局
北 北 基 ： 2,460k㎡ ，
690萬人
香 港 ：1,100k㎡，710

萬人
新加坡：707k㎡，500

萬人

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與新、港同級國際都會格局
在全球城市競爭中，以大台北首都圈併肩立足國際一流城市
亞太城市競爭中․大台北要重質(城市活力)不重量(人口規模)



關鍵思維：產業廊帶
21

具國家代表性企業的營運總部新格局為勝出關鍵

中山高/北二高串連雙子城科技廊帶

台64、特二號快道鏈結創新產業群落



關鍵思維：多成長極
22

三環三線帶來人口疏散與老區振興的契機



關鍵思維：從單核到三核的台北首都圈
23

依托機場捷運、
捷運環狀線及
台北港與航空
城，面向全球
經濟市場

利 用 捷 運 環
狀 線 及 高 鐵 ，
成 為 面 向 國
內 經 濟 商 貿
樞紐



一、計畫架構與進度

二、總體發展議題與潛力

三、區域願景及發展模式

四、重點發展策略

五、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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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發展願景

發展年期 2020 2030 2040

空間結構
都心區 成長核 慢城鏈 海環帶

Aspire  Balance Cross

承 轉 合

國際創新都會 首都黃金三核 綠色嚮居之城

主城 新區 美鄉 麗村

2011

關鍵字

起

新北 雙城 北都

嚮 跨市民 居
旅人 遊 均城鄉 榮

生態 衡
城市 域
產業 界

國際嚮居之都發展願景

發展定位

2026(115年)



26

城鄉發展目標

•以臺北港+桃園航空

港的成長雙引擎，形

成北台灣進出門戶第

一站

•雙門戶、雙國道、雙

快道策略產業雙軸 ，

提升知識型科技涵量

•三核心角色分工，驅動

大台北都會區向外擴展

的幅射中心

•整合多元建設動力加乘

效益，大眾運輸節點周

邊土地緊湊發展

國際嚮居之都

國際創新都會 首都黃金三核 綠色嚮居之城

•以交通與產業成長動力，引

導都市合宜成長

•都市成長用地調控，提升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

•營造城鄉特色，鞏固自然山

海地景及生態網路

願景

定位

目標

引領產業轉型升級，打
造國際科技創新都會

首都圈都市機能互補與分工，
驅動大台北都會區輻射擴展

捷運路網打造1小時生活圈的
Station City

城鄉交通

綿密連結

與低碳綠

色運輸示

範

提升經濟

樞紐功能，

帶動多元

產業與多

心成長

藍 綠 資

源 保 育

與 生 態

地 景 串

連

提升居住

品質，建

立安全舒

適鄰里空

間

具備獨特

觀光體驗

的地域特

色與文化

深耕

建構安全

防災體系

與回應氣

候變遷的

調適

城鄉有序

均衡成長

與核心都

會區緊湊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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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基首都圈空間格局

台北首
都圈

黃金雙
子城

大河三
都心

山水五
軸帶

環城六
珠鍊

策略七
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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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模式

總體空間結構：跨域聚合型城市Cross-Border Cohesion 
Mode City 

三大環域系統

六條創新走廊

三大

環域

系統

海環帶－海洋麗村環

生態源－美鄉慢城鏈

主城區－都市生活圈

六條

創新

發展

廊帶

北基經貿走廊：都心區－

汐止－基隆

北桃文化走廊：溪南都心

－三鶯－桃園大溪

國際機場走廊：溪北都心

－林口－桃園機場

國際雙港走廊：桃園航空

城－台北港－淡海新市鎮

雙城都會河廊：新店－都

心區－淡水－八里

捷運內環走廊：溪南都心

－溪北都心－台北市

多核心成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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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模式

多核心成長極
北北基
首都圈

都市階層
中心

成長功能
中心

•台 北 市

(創新 )：

國家政經

中樞

•新 北 市

(嚮居 )：

國際嚮居

之都

•基 隆 市

(休閒 )：

休閒港灣

城市

•主要核心

都市：台

北市及新

北市

•地方中心

層級：宜

蘭 縣 ( 宜

蘭市、羅

東 鎮 ) 及

基隆市

•門戶型功能中心：
台北港區、溪北國
家新區

•都心型功能中心：
溪 南 CBD( 新 板 特
區 ) 、 溪 北 CBD( 新

莊副都心)

•地理型功能中心：
淡水河北十字區、

淡水河南十字區

•產業型功能中心：
大汐止經貿園區、

大新莊知識園區、

大土樹創新園區、
林口產業專區

•旅遊型功能中心：
淡水、野柳、水金
九、三鶯、新店

依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將都市階層分為主要核心都

市(200 萬人、60分鐘到達)、區域中心(100 萬人、45

分鐘到達)、地方中心(50 萬人、30 分鐘到達)及市鎮中

心(5 萬人、10 分鐘到達)等四級，後者向前者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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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區劃分
策略分區 29行政區

溪南都心

生活商務區

板橋東區 中和區 永和區

土城區 新店北區

溪北都心

國際創新區

新莊區 蘆洲區 五股區

泰山區 三重區

樹林北區 板橋西區

汐止

科技經貿區
汐止區(基隆、台北市)

三鶯

文創宜居區

三峽區 鶯歌區

樹林南區

北觀

海洋城邦區

林口區 八里區 淡水區

三芝區 石門區

金山區 萬里區

東北角

人文旅遊區

瑞芳區 平溪區

雙溪區 貢寮區

大翡翠

生態樂活區

新店南區 深坑區

石碇區 烏來區 坪林區

註：配合溪北、溪南主要計畫整併範圍，溪北都心策略區之樹林北區與三鶯策略區之樹林南區係以大漢溪為分界；溪南都心之新店北
區則係包括新店都市計畫區及新店(安坑)都市計畫區範圍及週邊非都市土地，大翡翠策略區之新店南區則為新店水源特定區計畫
及其它非都市土地；另板橋區部分土地(大漢溪以西)因位於樹林都市計畫區範圍內，故區分以板橋西區劃併於溪北都心策略區內

溪北都心
國際創新區

三鶯
文創宜居區

汐止
科技經貿區

東北角
人文旅遊區

大翡翠
生態樂活區

北觀
海洋城邦區

溪南都心
生活商務區

主
城
區

外
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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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總量推計
依人口與產業發展趨勢，並考量環境與土地容受力及重大建設計畫影響，依

空間發展策略進行人口預測與分派

以各預測模式推估之總人口為基礎，配合都市發展政策目標調節居住密度。
主城區疏散密度；外環區適度引導人口進駐

低推計：
410萬人

高推計：
435萬人

考量各策略區是否
具新市鎮或整體開
發區、捷運建設等
重大計畫、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產
業區轉型可能性等，
調整各區人口分派

446

405

441

412

435

410

427

406
390

2026

全國區域計畫人口分派402萬人

單位：萬人 109年 115年 119年 129年

計畫人口(低推計) 406 410 412 405

計畫人口(高推計) 427 435 441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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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指標
人口成長

總量

•都心向外圍的三鶯、北觀疏散，總體呈現先成長再緩降的趨勢

•目標：115年低推計人口總量410萬人；高推計人口總量435萬人

都市化面

積擴張率

•目前都市計畫區之都市化面積約25,342ha，主城區都市發展率多已飽和

•目標：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住商型及產業型)，總擴張率約7%。避免擴張過於快速，造

成環境壓力，配合交通或產業等相關建設推動時程逐步辦理

人均都市

用地

•主城區現況平均約51㎡/人。在人口適度增長，土地資源有限的制約下，主城區朝緊湊城市

(Compact City)集約發展

•目標：主城區60㎡/人、外環區90㎡/人。

人均居住

用地

•主城區現況人均居住用地約14㎡/人，配合工業用地適度轉型及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等發展

•目標：主城區(溪南、溪北及汐止)15㎡/人、三鶯區及外環區25㎡/人

人均公園

綠地

•主城區現況人均公園綠地約1.4㎡/人，配合工業用地轉型，校園空間檢討、都市更新等捐地、

閒置空間綠美化、垂直綠面留設，及大型河岸都會綠廊及郊山等區域型綠地空間等手段

•目標：主城區2㎡/人、外環區10㎡/人

農地需求

存量

•依全國區域計畫及農業主管機關擬定之需求總量與農地分類分級劃設成果，本市宜維護農地

資源目標值0.39-0.41萬ha(本計畫納入宜維護存量0.54萬ha)，並建立農地需求定期檢討機制

公共運輸

相關指標

•目標：119年重點指標：(1)公共運具使用比例50%；(2)境內捷運路線總公里數146km；(3)人

行道新增或整平400km；(4)自行車道總公里數500km；(5)觀光局列管遊憩區之公共運輸使

用比例50%等

低碳城市

相關指標

•目標：使用再生能源比例105年達5％、115年達15％；溫室氣體排放量於105年回到97年、

115年較民國95年減20％等
註：1.都市化面積擴張率指｢該年度都會區內都市計畫地區總面積扣除農業區、保護區及河川區面積｣/｢前一年度都會區內都市計畫地區總面積扣除農業區、保護

區及河川區面積｣x100％)。
2.農地需求存量係依據全國區域計畫指導；公共運輸相關指標依本市交通政策白皮書；低碳城市相關指標依本市｢新北市第二階段低碳城市建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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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捷運三環三線與產業建設軸線，城鄉成長動力

由東向西移動、由南向北擴散

成長管理策略

溪南都
心區

•降低密度，提
高環境品質

•扮演都市生活
及服務功能

溪北都
心區

•產業轉型、工
業用地調整

•扮演產業創新
功能

周邊新
市區

•三鶯、淡海、
林口尚有人口
增量空間

•持續公共建設
投入，帶動人
口移入

外圍山
海帶

•北海岸及東北
角地區，維持
既有總量

•塑造地域特色；
水源區生態保
育優先



34

城鄉發展次序
為避免土地資源浪費與過度耗用，城鄉發展以原有都市計畫內尚未開發土地，及
都市周邊土地為優先考量範圍，並應加速辦理都市更新，以促進土地資源再利用

城鄉發展次序 備註

第1優先
都市計畫地區之推
動都市更新地區及
整體開發地區

1.都市計畫地區之推動都市更新地區、整體開發地區及

都市計畫農業區之開發尚需視計畫推動與整合進度、

財務狀況及民眾配合意願等而訂，仍可視各計畫執行

情形與發展需求，彈性調整優先順序

2.都市計畫農業區之發展應符合各都市計畫區對農業區

發展之定位及構想，並應避免使用農業主管機關界定

之優良農地

第2優先 都市計畫農業區

第3優先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
畫地區或得申請設
施型使用分區變更
地區

主城區所屬之溪南、溪北與三鶯策略區之｢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地區｣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地區｣優

先於外環區之｢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利用

第4優先
其他申請設施型使
用分區變更地區

註:屬興辦國防、行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或緊急救災安置需要者，得免依上開城鄉發展優先順序辦理。

城鄉發展優先次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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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個別地域發展之藩籬，
指導城市整體發展
整合檢討土地使用型態與

規模、公共設施需求
整合分散資源，合宜引導

都市建設
縫合都計邊界土地使用與

道路銜接等

臺北港

林口

淡海新市鎮

淡水

淡水(竹圍)

五股 蘆洲

三重

泰山

新莊龍壽迴龍

樹林(三多里)

樹林

樹林(山佳)
鶯歌(鳳鳴)

鶯歌

板橋

板橋(浮洲)
永和

中和

新店

新店(安坑)

土城

土城(頂埔)

新店水源

三芝

北 海 岸 風 景
石門

金山

萬里

野柳

汐止

深坑 石碇

平溪

十分風景
雙溪

瑞芳

澳底

東北角風景

坪林水源

烏來水源
臺北水源

臺北大學

三峽

北海岸群

東北角群

台北港灣群

三鶯群

大漢溪以
北地區

大漢溪以
南地區

汐止深坑
石碇地區

水源區群

林口

46處都市計畫區區分為九群落
大漢溪以北城鄉發展地區9處
大漢溪以南城鄉發展地區8處

台北港灣地區5處

北海岸地區6處
三鶯地區4處

水源區地區4處

東北角地區6處
汐止深坑石碇3處

林口1處

核心區都市計畫區發展率
超過80%
因應大眾運輸及產業發展
需求
因應人口成長需求及提升
主城區居住水準
提升全市性之公共利益與
公共服務設施
都市計畫區邊緣不適作農
地轉型
相鄰計畫區邊界夾雜非都
市土地縫合

都市計畫整併與新訂擴大



後
續
辦
理
整
併
區
域

現行都市計畫區 非都市土地

人口增長新市區+捷運第三環+捷運綠山線

三鶯地區 4處

10.新訂三峽麥仔園地區都市

計畫(128ha辦理中)

11.大柑園非都土地(615ha)

12.鶯歌都市計畫西側及南側

非都土地(397ha)

台北港灣地區 5處

13.淡水都市計畫西側(55ha)

14.淡水(竹圍地區)都市計畫間

外圍非都土地(50ha)

(21.淡水都市計畫南側(7ha))

水源區群 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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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編號1~10為第一階段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區
2.編號15~21地區，係因應都市計畫縫合，以維持原使用並依現況劃定適當分區為原則，擬逕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

如後續經協調或審議未能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則納入本計畫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且依現況使用為主。
3.相關計畫面積依實際核准之計畫為準

先

行

辦

理

整

併

區

域

現行都市計畫區 非都市土地

城鄉發展核心地區+捷運第一、二環+捷運安坑線

大漢溪北都市
計畫地區

9處

1.擴大五股(部分更寮及水碓地區)都市計畫(201ha審議中) 2.擴大三重及蘆洲都市計畫

(58ha辦理中) 3.泰山楓江非都土地(82ha) 4.泰山、五股間非都土地(32ha) 5.新北產業園區

(133ha) 6.擴大五股都市計畫與新北產業園區及泰山楓江間非都土地(28ha) 7.新莊都計區

北側至新北產業園區間非都土地(13ha) 8.二重疏洪道非都土地(237ha)

(15.三重大漢溪北側河岸非都土地(3.1ha) 16.新莊大漢溪北側河岸非都土地(8.6ha) )

大漢溪南都市
計畫地區

8處

9.擴大土城都市計畫(土城彈藥庫附近地區)(162ha審議中)

(17.板橋與土城交界處非都土地(0.8ha) 18.中和與新店交界處非都土地(2.6ha) 19.板橋大

漢溪南側河岸非都土地( 7.4ha) 20.土城大漢溪南側河岸非都土地( 28.1ha))

都市計畫整併與新訂擴大



土地空間利用構想
37

• 工業區轉型產專區、住宅區、商
業區與公共設施等其他使用

優先以鄰近人口稠密區，且有捷

運路網規劃通過地區

溪北之頂嵌工業區(三重)、中山北路

工業區(三重)、化成工業區(新莊)、丹

鳳站周邊工業區；溪南之二八張工業

區(中和)、永寧工業區(土城)等

• 都市計畫整併縫合與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區

• 不適作農業區轉型與未登記工廠
輔導

泰山楓江地區、麥仔園、柑園地區等

土地使用轉型

整體開發地區及新開發區(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區)
落實低碳、透水、生態城市發展 (綠覆率、雨水貯

留置洪設施、透水率改善、大眾運輸使用率等)
帶動週邊地區整合發展效能
捷運場站週邊土地強化商業服務機能及人本交通
串連
強化河岸高灘地可及性之串連
主要道路沿線綠廊串連
公園綠地等地區型及區域型公設回饋

都市更新、建成
地區
加速取得公共設
施土地
垂直綠面、綠廊
串接 - 社 區 鄰 里
公園妝點；道路
沿線綠帶留設
重點交通節點改

善
地方商圈環境優

化

工業區變更轉型
都市核心捷運內環線周邊一
定範圍、捷運交會場站週邊
為優先，並應強化商業服務
機能及人本交通串連
具備帶動週邊地區整體發展

效能
強化河岸高灘地可及性之串

連
主要道路沿線綠廊串連
公園綠地等地區性及區域型
公設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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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空間利用計畫



一、計畫架構與進度

二、總體發展議題與潛力

三、區域願景及發展模式

四、重點發展策略

五、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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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創新都會•首都黃金三核•綠色嚮居之城

自然資源

以修補為基
礎，推動綠
色建設，建
構循環有機
生態城市

觀光遊憩

魅力新都；
深度玩城

運輸系統

打造宜行
宜遊；永
續宜居城
市

防救災

打造安心好
家園、新北
市優質防災
城市

海岸、海域
與河岸流域

海岸維護，
保障人民安
全；流域治
理，土地合
理利用

產業發展

全球研發服務基
地；國際觀光發
展重鎮；北台產
業黃金走廊核心

公用及
公共設施

嚮居新北、
跨域服務；
均質發展、
機能分工

富-精緻卓越、
健康農業；
麗-樂活休閒、
都會後花園

農業發展

優
質
觀
光
環
境
建
構

國
際
觀
光
品
牌
行
銷

生
態
旅
遊
環
境
深
化

低
碳
旅
遊
環
境
優
化

永
續
交
通
脈
絡
連
結

低
碳
遊
憩
運
輸
營
造

國
際
運
輸
賦
能
強
化

商
務
研
發
文
創
產
業
引
進

產
業
園
區
升
級
活
化
發
展

科
技
產
業
軸
帶
群
聚
發
展

地
域
特
色
產
業
磁
吸

商
圈
活
化
與
產
業
觀
光
行
銷

優
良
農
地
資
源
維
護

農
村
再
生
活
化

農
業
經
濟
多
元
發
展

農
業
環
境
境
整
備

區
域
型
公
共
設
施
健
全

公
共
設
施
機
能
活
化
利
用

公
共
設
施
多
元
複
合
使
用

生
態
資
源
復
育

綠
色
生
活
營
造

綠
色
生
態
串
連

海
岸
地
區
管
理
防
護
保
全

海
域
海
岸
生
態
資
源
維
護

河
川
流
域
治
理
整
體
規
劃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管
理

都
市
災
害
保
全

環
域
災
害
避
險

能
源
災
害
防
護

城鄉交通綿
密連結與低
碳綠色運輸
示範

提升經濟樞
紐功能，帶
動多元產業
與多心成長

藍綠資源
保育與生
態地景串
連

提升居住品
質，建立安
全舒適鄰里
空間

具備獨特觀
光體驗的地
域特色與文
化深耕

建構安全防
災體系與回
應氣候變遷
調適

城鄉有序均
衡成長與核
心都會區緊
湊發展

願
景
與
目
標

部
門
計
畫

部門計畫願景



生態地景維護與串連
41

多元山河海與人文特色
•海岸線長達122km
•景點多樣，旅遊人口全國第2
•漁港30處，居本島第1
生態地圖

•生態源：雪山、大屯山、觀音山系、、海岸、
濕地

•藍臍帶：淡水河、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
•綠細胞：城市公園、社區綠地、低碳建築
•人文化：文化資產、生活地景



雙都心․水系+山系都會綠廊

蘆洲北未來水岸

溪北二重疏洪道
水系都會公園

新莊、板橋開
放水岸

浮州河濱公園

溪南天上山
系都會公園

縱向關聯都市綠化系統

溪南天上山
系都會之丘

溪北 – 二重疏洪道大台北
都會綠帶

溪南 –天上山系區都會之丘

全長7.7km，424ha大臺北都會公園

約4000ha，已有簡易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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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都市防災下實踐透水城市

氣候變遷 洪水特性改變都市化短延時強降雨 保透水能力降低

透水
城市

基地
保水

雨水
滯蓄生態

綠化

土地
利用

複合災害

河域都市土地必要的因應策略－保水、滯水、

綠建築

下游水域濕地生態維護、中游沿岸滯洪效應、

上游水源區水土保持

結合防洪、環保、生態保育、土地有效利用，

減緩都市熱島效應與能源消耗

增加透水能力之城市設計，提昇城市生活品質



運輸走廊週邊產業轉型發展
44

產業區土地使用調整轉型

產業群 (CLUSTERING)用
地規劃

多元與彈性土地供應機制

藉土地變更集中回饋大型
公設

以運輸走廊帶動產業軸群聚效益

運輸

走廊

產業軸

群聚效益

產業區
重新
定位

強化
CBD商
業機能



車站城市TOD成長極引動

雙捷運交會站轉乘
節點，成長極帶動
都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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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區域型公共建設

未來公共服務設施趨勢

400萬

人公設

教育

設施

醫療

衛生

休閒

娛樂

文化

設施

強化現有都市大型開場空間和綠地

圖書館功能複合發展

引進一流教育機構
獨立教育機構

Melbourne Docklands
墨爾本Alexandra 
Gardens

Melbourne 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

橫濱都市發展紀念館 墨爾本小型音樂中心
洛杉磯極限體育訓
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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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1&ved=0CHsQFjAA&url=http://www.docklands.com/&ei=K9vCT9WiFsKKmQXB1sG5Cg&usg=AFQjCNHYaQXG209k_G6vunDZDpg-0z5uBw&sig2=vyOKy6UYnwgxuIY3KpQMh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1&ved=0CHsQFjAA&url=http://www.docklands.com/&ei=K9vCT9WiFsKKmQXB1sG5Cg&usg=AFQjCNHYaQXG209k_G6vunDZDpg-0z5uBw&sig2=vyOKy6UYnwgxuIY3KpQMhg


美鄉麗村特色地區慢城之路
47

三芝
石門

金山

萬里

烏來

深坑

石碇

坪林

平溪
雙溪 貢寮

瑞芳

具潛力地區

優先發展區

人口、
文化與
慢食

活化潛
在經濟

行銷
地域

新價值

享樂
慢哲學

融合傳
統與現
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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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階段
49

地方意見領袖訪談
辦理時間:100.8~100.10

辦理時間：100.9~100.10

參與者：議員、區長、里長

與一般民眾

發放份數：約1000份

回收有效份數：約220份

訪談對象：鄰近縣市政府主管、各區區長、環境產業等相關議題專家學者

台北市府都發局局長 瑞芳區公所區長 IKEA營運管理部

桃園縣府城鄉局局長 三峽區公所區長 荒野保護協會

基隆市府都發處副處長 汐止區公所區長 綠色陣線協會

宜蘭縣府吳澤成副縣長 坪林區公所主任秘書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板橋區公所高副區長 萬里區公所區長 新北市商業總會

中和區公所區長 前三重區區長 仲量聯行

三重區區公所區長 台北大學都計研究所 新北市觀光協會

淡水區公所區長 輔仁大學教務長 都市更新研發基金會

八里區公所區長 插角國小金敏分校主任 臺北港貨櫃碼頭公司

新店區公所區長 Ours(專業都市改革組織) 信義房屋

問卷調查

100.12.30、101.5.3舉辦四場次

參與者：各領域專家學者、市府顧問、

相關中央單位及市府局處代表

研析議題：發展定位、空間發展策略與

成長管理、防災與資源保育、優良農田

維護、產業空間發展策略、交通發展策

略、人口引導與密度疏散、環境敏感區

治理、高齡少子趨勢、鄰避設施策略等

專家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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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座談會

地區別 場次 時間 含括行政區

大新板地

區

1 100.09.16 板橋區

2 100.09.22 土城區、樹林區

3 100.09.23 中和區、永和區

大新莊地

區

4 100.10.05 新莊區、五股區、泰山區

5 100.10.03 三重區、蘆洲區

台北港灣

區
6 100.09.16

林口區、八里區、淡水區、

三芝區、石門區、萬里區、

金山區

汐金九地

區
7 100.09.28

汐止區、瑞芳區、平溪區、

雙溪區、貢寮區

坪林地區 8 100.10.14 坪林區

大新店地

區
9 100.10.06

新店區、深坑區、石碇區、

烏來區

三鶯地區 10 100.09.29 三峽區、鶯歌區

全市 11 101.04.27 於新北市政府辦理

辦理時間：100.9~100.10、101.4.27

公告徵求意見30天：101.4.20~101.5.19

規劃階段



場次 地點 時間

1 萬里區 萬里區公所 1.03上午

2 林口區 林口區公所 1.07上午

3
八里區

八里區文化

活動中心
1.07下午

4 三重區 三重區公所 1.09上午

5 蘆洲區 蘆洲區公所 1.09下午

6 中和區 中和區公所 1.11上午

7 永和區 永和區公所 1.11下午

8 板橋區 板橋區公所 1.15上午

9 新莊區 新莊區公所 1.15下午

10 淡水區 淡水區公所 1.17上午

11 三芝區 三芝區公所 1.17下午

12 鶯歌區 鶯歌區公所 1.21上午

13 三峽區 三峽區公所 1.21下午

14 瑞芳區 瑞芳區公所 1.23上午

場次 地點 時間

15 汐止區 汐止區公所 1.23下午

16 新店區 新店區公所 1.25上午

17 坪林區 坪林區公所 1.25下午

18 樹林區 樹林區公所 1.29上午

19 土城區 土城區公所 1.29下午

20 石碇區 石碇區公所 1.31上午

21 貢寮區 貢寮區公所 2.04上午

22 五股區 五股區公所 2.06上午

23 泰山區 泰山區公所 2.06下午

24 金山區 金山區公所 2.19上午

25 石門區 石門區公所 2.19下午

26 雙溪區 雙溪區公所 2.22上午

27 平溪區 平溪區公所 2.22下午

28 深坑區 深坑區公所 2.25上午

29 烏來區 烏來區公所 2.27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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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內政部100.11.30台內營字第1000809985號函頒｢擬定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實
施要點｣第六點第三項之規定：｢區域計畫擬定後送各該管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公
開展覽三十天及舉行說明會；任何機關、團體或民眾得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載明名
稱或姓名及地址向該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管機關參考審議。｣

公開展覽30天：101.12.26 ~102.01.24

市政府場次：102.01.02下午02:30

各行政區場次：

審議階段



意見彙整
52

觀光
發展

土地
使用

跨域
治理

產業
公共
設施

交通

自然
資源

防救
災 外環區

主城區七大
策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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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資源

外環區

主城區

都會綠廊

河岸空間規劃

老街建築物維護

河堤內外景觀整體發展

永續海岸推動

外環區

主城區

河沙淤積處理

基隆河沿岸土地利用

山坡地災害防護

核災防護因應

防救
災

意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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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彙整

外環區

主城區

不適作農業區轉型

產業區整體長遠規劃

未登記工廠處理

商業機能強化

都計區邊緣不適作農業區轉型

未登記工廠產業專區規劃

漁港轉型兼顧漁民權益

外環區

主城區

大型及區域型公共設施需求

公園綠地等議題

人口老化等趨勢對公設影響

未開闢公設之稅捐徵收疑慮

醫 療 、 教 育 、 交 通
等基礎設施不足

公 設 三 度 空 間 規 劃
(管線地下化等)

公共
設施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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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彙整

外環區

主城區

配合土地開發之交通
配套

地區道路雍塞等問題

停車空間不足

捷運系統建設需求

鐵路地下化需求

救災道路需求

聯外交通不足不利觀光發展

捷運系統延伸需求

大眾運輸系統串連整合

外環區

主城區

觀光景點盡速辦理細部
計畫以加速發展

北觀處、陽管處、礦區、水
源區等法令多重限制

國營事業等用地取得

對外交通聯繫不足

觀光設施缺乏與維護擴充

都市計畫可用土地欠缺，盡
速檢討並適度低密度發展

溫泉旅館管理

觀光資源整合，維護在地特
色並帶動人潮

交通
觀光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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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彙整

外環區

主城區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需求
整體考量城市規劃，並保留老街風貌

文化及歷史沿革
配合捷運建構，整合規劃檢討周邊土

地使用分區
都市更新放寬標準，加速舊社區更新
不適作農地及公有土地妥善規劃
軍事用地釋出轉型應考量地方需求
盡速辦理通盤檢討

閒置土地研擬政策或開放建設並活化土地，鼓勵年輕人回鄉
金山、萬里、石門、三芝整合為核能特區
考量核電廠除役後之土地利用及放寬限制
配合鐵路地下化整合都市發展
農業區、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工業區等使用分區與使用現況檢討
世界遺產潛力點議題
法令限制過多阻礙地方發展
盡速辦理通盤檢討
反對淡海新市鎮第二期開發

整體性

訂定因地制宜之指導原則

與周邊縣市發展整合

土地
使用

跨域
治理



57

本計畫機關、團體或民眾所提意見，部分屬可落實於區域計畫中執行之意見；

部分屬地方建設改善或推動、個案土地分區變更調整之建議；部分則屬中央

推動計畫之陳情建議。

意見處理
一、就陳情意見屬可落實於區域計畫中執行者，納入本計畫空間發展策略或

相關部門計畫等內容參酌辦理。

二、屬地方建設改善或推動、個案土地分區變更調整之建議者，另案納入本

府各局處相關規劃或建設計畫推動、個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或新訂擴大

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使用檢討等研處辦理。

三、有關反對淡海新市鎮第二期開發之陳情意見，因係屬中央長期推動計畫，

已於102年1月21日以北府城規字第1021120575號函請營建署妥處逕

復，請中央納入考量並回應地方意見，相關開發建設應能顧及地方居民

權益，並兼顧環境與生態保育、災害防護等。後續視中央研處情形，再

配合就與本計畫相關部分納入檢討。

意見彙整



綠色
嚮居之城

首都
黃金三核

國際
創新都會

Balance

Cross
跨

均城鄉 榮
生態 衡

城市 域
產業 界

Aspire  
嚮市民 居

旅人 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