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土計畫法下農村社區(聚落)
之擴大機制

會議時間：112.04.27

報告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111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顧問團」委託專業服務案
第2場座談會

簡報大綱

1.當前面臨議題

2.現行法令政策

3.後續建議方向



1.當前面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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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現行區域計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農村社區之擴大應採開發許可及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方式辦理，且應結合農村再生計畫。然因仍有大部分

農村社區未參與農村再生，或擴大範圍未達一定規模以上，無法達到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財務平衡相關規定，為積極改善農村（包括原民聚落及

非原民聚落）生活環境，爰應就該等農村聚落另為研擬適當土地規劃及

開發方式。



2.現行法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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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5 國土空間發展與成
長管理策略

全國國土計畫

CH8 國土功能分區
CH9 土地使用指導

原則

透過計畫(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農村再生)引導適當區位，並以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作為整體開發、公共設施用地提供之其中一項政策工具！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結合農村再生及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取得必要公共

設施，改善鄉村地區生活、

生產及生態環境，提升鄉

村地區生活品質。

於符合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農村再生情形下，

於依本法取得使用許可後

得適度擴大農4範圍。

農業發展地區如有居住需

求，優先於農4、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範圍或農村再

生範圍內，以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等方式辦理，提供

所需住宅用地



2.現行法令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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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相關規定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條例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條例施行細則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範圍勘選作業要點

1.明定農村社區定義(第3

條)

2.縣市主管機關得報請辦

理重劃情形(第5條)

3.土地所有權人得主動申

請辦理重劃情形(第7條)

4.土地所有權人得自組重

劃會辦理重劃(第9條)

1.重劃區涉及非都使用分

區變更者應申請開發許

可(第2條)

2.農村聚落、原住民聚落

定義及範圍認定(第2-1

條)

1.重劃區位須位於已核定

農村再生計畫範圍(第2

點)

2.鄉村區、農村聚落、原

民聚落範圍認定方式

(第3點)

3.重劃區範圍適度擴大原

則(第6點)

4.重劃區適度擴大範圍避

免使用土地類型(第8點)



3.後續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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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

農村社區（聚落）之擴大應以改善公共服務及環境品質
為主，並應透過法定空間計畫具體指導

指認得擴大之範圍以及發展總量，並依據總量具體規
劃擴大範圍內之道路、開放空間、污水處理…等公共
設施配置，以及其餘可建築利用土地。

以提供必要之公共設施或公共服務為主要目的，改善
生活環境品質，並應於各層級國土計畫內，載明擬擴
大之區位及發展總量。

全國
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

訂定擴大區位之指導原則。

3.後續建議方向



3.後續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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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程序

農村社區（聚落）之擴大應以改善公共服務及環境品質
為主，並應透過法定空間計畫具體指導

•針對具有改善公共設施需求之社區(聚落)，由各該社區代
表人或團體洽縣市政府協助，啟動規劃作業

•該社區已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者，則請縣市政府辦理變
更作業

將個別鄉、鎮、市、區之農村社區(聚落)擴大需求納入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並依國土計畫法完成變更縣市國土計畫
之法定作業程序後，續行辦理相關公共設施之建設。

政府主動辦理

社區(聚落)
提出建議

•由縣市政府依據縣市國土計畫指認之優先規劃地區，逐案
完成規劃作業

•或考量地方發展需求，主動辦理前開優先規劃地區以外之
鄉、鎮、市、區規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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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聚落）之擴大應以改善公共服務及環境品質
為主，並應透過法定空間計畫具體指導

於規劃過程進行基本資料調查分析，盤點並提出各社區有擴大必要之
具體佐證資料，再於規劃案內劃設擴大範圍並進行細部規劃。

規
劃
內
容

縣市國
土計畫
有指導
內容

縣市國
土計畫
無指導
內容

•得於規劃案內劃設各農村社區適度擴大之範圍，並
進行細部規劃，包含公共設施、居住或商業等用地

•擴大範圍應以配置社區所需要之公共設施為主，公
共設施配置後之其餘土地始提供居住或社區生活必
要之商業使用。

於規劃案內載明開發區位及開發方式，訂定社區所需配置之公共設施
及搭配可提供居住空間總量，依照土地所有權人整合情形，先行完成
整合者，進行土地使用申請，並接續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程序

分期分
區開發

3.後續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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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具重劃財務效益者，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3.2 未具重劃財務效益者，由政府完成公共設施興闢及相關作業

3.3 其他

農村社區（聚落）擴大之辦理（開發）方式

3.3.1 擬定都市計畫
3.3.2 土地開發回饋
3.3.3 發展權(容積)移轉
3.3.4 碳權交易

3.後續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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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機制 配套措施

1.延續既有政策，辦理重
劃區位應位於已核定農
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地
區

2.且以農業發展地區內已
劃設為農4、符合農4劃
設條件，或屬「與農業
生產、生活、生態之關
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
者得辦理

1.得辦理重劃之農村社區，
為符合財務可行性須達
一定面積規模以上，依
國土計畫法規定原則應
申請使用許可

2.前開使用許可案件，應
於使用許可計畫書內載
明重劃範圍內之土地使
用細部規劃，包括公共
設施、可建築土地等配
置區位

1.已完成範圍勘選並已申
請 開 發 許 可 ：
112.04.30前儘速完成
開發許可，並據以調整
適當國土功能分區

2.重劃範圍勘選評估中：
請縣市政府儘速啟動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
載明規劃內容並完成法
定程序後，辦理重劃作
業。

3.1 具重劃財務效益者，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3.後續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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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機制 配套措施

位處偏遠或屬原住民族土
地之農村社區，未具辦理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財務
可行性，難以透過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方式辦理者

1.擬定各聚落之細部計畫，
包含公共設施配置區位
及其餘可建築土地

2.由縣市政府籌措財源，
或尋求政策資源挹注，
依照土地使用計畫規劃
內容完成公共設施興闢

3.因已有空間規劃並完成
公共建設，後續從事住、
商等生活所需使用，得
簡化應經申請同意辦理
程序，或改採免經申請
同意

辦理規劃過程，可配合案
內資源盤點成果，依照各
該鄉村地區屬性向有關部
會洽詢資源投入可行性

3.2 未具重劃財務效益者，由政府完成公共設施興闢及相關作業

3.後續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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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都市計畫法第11條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之地區包括「鄉公所所
在地」、「人口集居五年前已達3,000人，而在最近5年內已增加1/3
以上之地區」、「人口集居達3,000人，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
人口50%以上之地區」以及「其他經縣政府指定應依都市計畫法擬
定鄉街計畫之地區」。

⚫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過程，經盤點確認各該聚
落達到擬定鄉街計畫之門檻，或經計畫整體評估有擬定鄉街計畫之必
要者，得於計畫內敘明（指認為城2-3）並完成法定程序（變更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後，依照法定計畫指導並依都市計畫法相關
規定，辦理新訂都市計畫作業，規劃配置相關公共設施並引導聚落有
續發展施。

3.3.1 擬定都市計畫

3.後續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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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都市土地除大面積開發（區域計畫開發許可、國土計畫使用許可）
於母法明定開發回饋機制外，小面積開發長期未有針對補強在地公
共設施之回饋機制。考量部分聚落未具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財
務可行性，或未達都市計畫擬定門檻，為使該類地區仍有機會改善
基礎公共設施、維持生活環境水準，可評估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規劃土地開發回饋機制，包括適用區位、回饋項目（開闢/管理公共
設施、現金、可建築土地……等）、回饋比例等事項。

⚫ 參考現行包括都市計畫（第27條之1）、區域計畫（第15條之3）之
回饋機制均於母法明定，考量開發回饋事項涉及人民權利義務，建
議後續配合國土計畫法修正時機，評估納入開發回饋規定，並結合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以明確對應地方需求。

3.3.2 土地開發回饋

3.後續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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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縣市政府多宥於財政因素無法直接徵收或價購取得鄉村地區所需
之公共設施土地，後續可評估透過發展權(容積)移轉機制，將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指定興闢之公共設施土地，其受限之發展權移轉至同一鄉(鎮、
市、區)之可建築土地。惟前開移轉應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內，建構
容積總量管控機制，並律定係由政府於規劃案內主動進行發展權之調
派，或於成立交易平台之前提下，允許私人視需求購置所需之發展權。

⚫ 此外，同前述開發回饋機制，因國土計畫法目前並未授權得辦理發展
權移轉，建議後續納入國土計畫法修正考量。

3.3.3 發展權(容積)移轉

3.後續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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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鄉村地區的樹木與植物具有固碳
的功能，建議縣市政府可以透過調查
計算鄉村地區的固碳量，換算為碳權
並藉由政府成立之交易平台，出售給
需要購入碳權之企業，進而獲取財源
以取得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內指定之
公共設施用地。

⚫ 此機制從鄉村的特性與利益出發，強
化鄉村的功能與地位，亦有助地方財
務平衡與自主性，吸引企業資源與資
金挹入，同時鼓勵鄉村地區種植固碳
量高之樹木。惟後續亦應納入國土計
畫法修正考量，以明定相關權利義務。

3.3.4 碳權交易

3.後續建議方向



4.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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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下之農村社區(聚落)擴大機制建議方向，

於法制面、實務操作面是否可行，

有無其他應調整修正建議，提請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