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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背景計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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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背景計劃背景



• 依區域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5條及國土計畫法（草案）第7條及規定略
以：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區域（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就特定區域範
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就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
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區域（國土）計畫。

• 全國區域計畫：「……，內政部得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定各類型特定區域計
畫，考量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需求，研訂土地利用基本原則，納入本計畫。」

全國區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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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考量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需求，研訂土地利用基本原則，納入本計畫。」

「特定區域計畫」之計畫功能及任務

• 「全國區域計畫」中規定：「鑑於當前流域、重要水庫集水區、海岸、離島、
海域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或原住⺠族⼟地等地區，因具有地理環境或特殊
性，其土地使用方式有別於其他土地，且其空間大多跨越數個直轄市、縣(市)
空間範圍，爰有必要針對該類型⼟地以整體性觀點進行考量。」

• 特定區域計畫屬於全國區域計畫之⼀部分（以附冊方式呈現），具指導相關
範圍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之功能。

� 處理具地理環境或特殊性之土地
� 處理跨數個直轄市、縣(市)空間範圍之議題
� 附冊方式納入全國區域計畫
� 指導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



區域計畫定位及性質

• 全國區域計畫主要規範內容為土地利用基本原則，屬政策計畫性質。
• 原住⺠族特定區域計畫為全國區域計畫之⼀部分，屬法定的政策性計畫。

全國區域計畫
(102年10月17日公告實施)

都會區域計畫 特定區域計畫

� 原住⺠特定區域計畫：

政策計畫政策計畫

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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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99~102年辦理規劃作業，103年起陸續核定)

� 原住⺠特定區域計畫：
Ex.北泰雅原住⺠族
特定區域計畫

� 流域特定區域計畫：
Ex. ○○○流域特定
區域計畫(本計畫研
擬之)

部
門
計
畫

(涉及⼟地
使用或空
間區位者) � Ex. XXX都會區

域計畫

實質計畫實質計畫

彈性彈性

指
導

入

都市計畫 非都市⼟地分區使用計畫

空
間
計
畫

反饋
/建議



泰雅族gaga
規範傳統生

土地使用現

況議題

以原住民為
主體的參與

式規劃技術

跨部門的協

商共識原住民族
特定區域

計畫

規範傳統生

態智慧
商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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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合理使用卻不合法之困境
• GAGA精神納入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 以部落為主體的土地使用管制機制

• 解決合理使用卻不合法之困境
• GAGA精神納入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 以部落為主體的土地使用管制機制



103年度擬定北泰雅原住⺠族特定區域之規劃-鎮⻄堡及斯⾺庫斯部落

■ 計畫成果

1.特定區域計畫的架構與內容生產

2.Ｇａｇａ精神、空間專業語言的轉譯

3.部落參與式規劃方法的操作
�信任感建構
�部落培力：議事討論能力、法令知識傳遞、傳統知識調查
�傳統領域調查：文化的空間性
�部落共識：部落會議策畫與促成、部落願景及空間方案共識

４.跨單位的溝通：政府及⺠間單位

⻑老
教會

村鄰里

社區
組織

部落
頭人

天主
教會

規劃者

鎮⻄堡部落會議
４.跨單位的溝通：政府及⺠間單位

參與部落家庭禮拜參與部落家庭禮拜

傳統領域調查傳統領域調查 鎮⻄堡部落會議鎮⻄堡部落會議 新光部落會議新光部落會議

教會禮拜教會禮拜 獵人工作坊獵人工作坊 耆老拜訪耆老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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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定義與範圍界定 ⼟地利用原則

水源保護區
部落用水的野溪之
取水口其集水範圍。

以嚴格的保護為
主發。

災害管理區

1. 野 溪 Gong
hebung 以 北 至
現況耕地範圍

2.原住⺠保留地內
之 野 溪 (Uru) 兩
側

�以 保 育 為 原 則 ，
限制開發。

�獎 勵 造 林 護 坡 。

居住與農耕生活區
原住⺠保留地範圍，
扣除災害管理區之

建築、農耕與殯
葬及公共設施土

103年度擬定北泰雅原住⺠族特定區域之規劃-鎮⻄堡及斯⾺庫斯部落

計畫範圍

原住民保留地

傳統領域
(規劃/研究範圍)

居住與農耕生活區 扣除災害管理區之
相關範圍。

葬及公共設施土
地使用。

成⻑管理區

1.過去舊部落所在
之地。

2.考量地形、微氣
候及海拔，有著
適宜居住的條件。

�依 人 口 推 估 、
發 展 願 景 所 對
應 之 公 共 設 施
評 估 合 理 的 用
地規模

�以 彈 性 管 理 作
為 經 營 管 理 原
則。

自然生態發展區
計畫範圍內，扣除
所有上述所有分區
之其他地區。。

�同 目 前 非 都 市
管 中 林 業 用 地 。

�在 保 育 的 前 提
下 仍 維 持 傳 統
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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埕

住家

老屋

住家兼民宿

廚房與餐廳

烤火房

大樹護坡

加強保育

水源保護

水源集水區
限制開發

部落水權共
管機制

災害管理

限制發展

輔導造林

依照意願遷
居/換耕

⼟地利用原則 ⼟地利用
內容/ 原則

配套措施/實施方式 ▓ 建築使用

▓ 耕作使用

聚落模式 散居模式

103年度擬定北泰雅原住⺠族特定區域之規劃-鎮⻄堡及斯⾺庫斯部落

治理及
經營管
理架構

現況合理使
用合法化

建築使用

聚落建築合
法化模式

散居建築合
法化模式

耕作使用

自然農法及
有機耕作

混農林模式

殯葬使用

成長管理

彈性管理
原則

分配原則

因災害而必須
遷居的家庭

位於災害管理
區之農牧用地

因家戶人口成
長而新增需求

▓ 殯葬使用

混農林耕作模式

新光-殯葬用地擴大建議 鎮⻄堡-殯葬用地擴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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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擬定北泰雅原住⺠族特定區域之規劃-鎮⻄堡及斯⾺庫斯部落

106/4/28 行政協商會議(一)

106/5/24 行政協商會議(二)



工作方法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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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法工作方法



工作目標 本案之工作內容有六大項：

後續工作
落實 與
效益擴延

一、彙整與研擬103年度「擬定北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之規劃」後續工作

1-1  彙整適合納入全國區域計畫（或全國國土計畫）有關原住民族政策之通案性內容。
1-2  依據研究成果，研增（修）擬「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有關原住民相關條文內容。
1-3  依上開委辦案建議之「特定區域計畫規劃程序」，另擇一部落評估確認其所面臨有關「規劃及土地使

用管制」議題，研訂○○○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草案）。

體制突破

二、蒐集國內、外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劃案例經驗

2-1  國外至少應包含美國、加拿大等國，及世界原住民守護領域聯盟（ICCA）有關原住民族空間規劃之辦
理情形，含法源依據、擬定機關等。

本計畫工作項目本計畫工作項目

體制突破

溝通平台
2-2  國內至少應包括：

2-2.1本署103年度委辦「擬定北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之規劃」成果探討。
2-2.2本部有關「原住民族土地合法化政策方向」辦理完成及執行中個案彙整。
2-2.3原住民委員會105年度委託辦理「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暨土地及海域使用管制機關」案，階

段性研究成果。

族群正義
政策落實

三、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規劃範圍之可行性探討

3-1 分析原住民族部落於都市計畫區、國家公園區及其他非都市土地之分佈情形。
3-2 納入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範疇之部落數量與分布情形。
3-3 改以「族群別」或「其他原住民族土地」擬訂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可行性分析。

四、邀集專家、相關部會與民間團體辦理座談至少兩場

五、參與營建署召開之原住民族議題相關會議

六、配合營建署會議時間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至少六次

規劃團隊
形成/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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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標 本案之工作內容有六大項：

後續工作
落實 與
效益擴延

一、彙整與研擬103年度「擬定北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之規劃」後續工作

1-1  彙整適合納入全國區域計畫（或全國國土計畫）有關原住民族政策之通案性內容。
1-2  依據研究成果，研增（修）擬「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有關原住民相關條文內容。
1-3  依上開委辦案建議之「特定區域計畫規劃程序」，另擇一部落評估確認其所面臨有關「規劃及土地使

用管制」議題，研訂○○○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草案）。

體制突破

二、蒐集國內、外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劃案例經驗

2-1  國外至少應包含美國、加拿大等國，及世界原住民守護領域聯盟（ICCA）有關原住民族空間規劃之辦
理情形，含法源依據、擬定機關等。

本階段工作進度本階段工作進度

四、邀集專家、相關部會與民間團體辦理座談至少兩場

五、參與營建署召開之原住民族議題相關會議(5/11、5/24召開行政協商會議)

六、配合營建署會議時間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至少六次(歷次工作會議辦理情形詳參頁I-21及附錄⼀)

體制突破

溝通平台
2-2  國內至少應包括：

2-2.1本署103年度委辦「擬定北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之規劃」成果探討。
2-2.2本部有關「原住民族土地合法化政策方向」辦理完成及執行中個案彙整。
2-2.3原住民委員會105年度委託辦理「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暨土地及海域使用管制機關」案，階

段性研究成果。

族群正義
政策落實

三、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規劃範圍之可行性探討

3-1 分析原住民族部落於都市計畫區、國家公園區及其他非都市土地之分佈情形。
3-2 納入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範疇之部落數量與分布情形。
3-3 改以「族群別」或「其他原住民族土地」擬訂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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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團隊
形成/運作



資
料
研
析
與
評
估

規劃團隊組成
顧問會議啟動

規劃方法確認

工作計畫提出

工作流程

評
估

課
題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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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勘及製圖
� 原住民族部落區域
空間分布及土地使
用情形

� 國外案例研析
� 擬定北泰雅原住民
族特定區域計畫後
續推動議題

� 個案進度與內容
�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
計畫規劃對象評估

資料收集 GIS疊圖相關計畫交流研討

規劃課題分析



規
劃
部
落
選
定

規劃課題分析

� 規劃對象：
特定區域計畫規
劃部落評估選定

� 增修訂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建議研擬

� 部門平台會議啟動
� 部落同意機制落實

� 納入原住民族特
定區域計畫範疇
之部落數量與分
布情形

工作流程

規
劃
部
落
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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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同意機制落實 布情形

部落會議

取得部落同意

部落說明

不同意

4/20南山部落工作會議



部
落
特
定
區
域
計
畫
規
劃

部落發展願景
•生產面向 •生活面向

原住民族特
定區域計畫
範圍擬定

部落規劃議
題探討

資料蒐集與專家意見
1. 相關文獻資料蒐集
2. 專家座談會
3. 諮詢會議
4. 相關單位訪談

部落參與式規劃工作
1. 土地使用現況
建地、耕地、墓地、水源地

2. 部落傳統領域調查
河川、山脈、地名

3. 部落土地使用模式
水土知識、生產/資源獲取、
生活領域

工作流程

部
落
特
定
區
域
計
畫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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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面向 •生活面向
•生態面向 •文化面向

計畫成果

平台會議

部落會議

空間計畫內容
土地利用指導原則
建築使用、農耕使用、
殯葬使用、公共設施使
用、災害管理

區域空間發展策略
人口成長推估、用地需
求推估、區域空間發展
架構

治理及經營管理規劃
水源保護與災害管理、合
理使用合法化、成長管理

正式同意實施 �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 相關圖資資訊
� 施行機制與配套建議

第一次專家座談會



國外案例研國外案例研析析
原住民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劃體系探討族土地使用規劃體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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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劃體系探討族土地使用規劃體系探討



� 由數個多年來經營原住⺠族與社區保育
區相關議題的NGO組織及部落共同成立。

� 不只廣納原住⺠族部落，更納入政府單
位、⺠間組織及國際機構。

� 自2010年起，聯盟已累積超過75個國家、
94個會員組織、200位專家及行動者。

� ICCA界定原則

1. 原住⺠族部落與⼀個場域（領域、區
域、棲地）有緊密、⻑遠的關係。

2. 某族群、部落實質地經營過這個領域。

� 地方層級：協助已登錄ICCAs或潛在的
原住⺠族社群，若有面臨威脅或衝突的
部落，協助他們提出應對計畫。

� 國家層級：各國的聯盟成員，持續建立
國內網絡及交流學習，以推動相關政策
及特定議題。

� 區域層級：在區域層級，促成同⼀區域
的部落代表與⺠間組織、相關政府單位
的對話與互動。

� 全球層級：與其他國際聯盟合作，推動
國際政策及資料庫，參與原住⺠族與土

� 目前的執行工作以自然保育技術準則、
出版為主，並串連各地的原住⺠族保育
運動。

� 原住⺠族保育運動聚焦於原住⺠族與地
方社區的治理、公平、權利與保護區議
題。

� 協助原住⺠族部落爭取集體的土地、水
權、食物自主權。

� ⿎勵世界各地的原住⺠族，以自⼰的⺟
語命名傳統領域。

世界原住民守護領域聯盟（ I C C A ）
Indigenous peoples’ & Community & Conserved territories & Areas

國外案例
研析

工作層級組織使命組織成員

2. 某族群、部落實質地經營過這個領域。

3. 族人或部落的管理決策與努力對該領
域的物種、棲地、生物多樣性、生態
性、文化價值，具正面的保育功效。

國際政策及資料庫，參與原住⺠族與土
地、自然資源有關的國際活動。

ICCA不取代任何⼀個地區的原住⺠族社群
的發言權，在地方層級的各個案也無既定
的規範或管理方法，仍應在各國的文化與
社會脈絡下，以部落為主體，推動各項工
作。

� ICCAs可被視為對該地的生態系統、文
化價值可發揮⻑遠的保育作用，但不⼀
定要納入國家土地規劃架構中的保護區，
端視該領域相關的社群、部落的自主意
願。

位於非洲貝南(Benin)北部的原住⺠族部落
與村⺠討論討論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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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州案例
印第安保留區土地使用總體計畫
華盛頓州案利 Chehalis印第安保留區土地使用總體計畫

國外案例
研析

區域性組織

� 跨行政轄區之區域性組織 （ MPO,
MetropolitanPlanning Organization 及 COG,
Council of Governments）

多屬地方自發性聯合成立的，主要目
的是辦理聯邦政府交通部要求的區域
層級⻑程運輸規劃，作為編列預算執
行交通建設方案之依據。

此外，也辦理產業部門規劃，近年來
其觸角也逐漸擴及住宅部門預算分配
及環保部門政策規劃。

� 區域規劃單位主要辦理「⻑程運輸規

�美國聯邦政府內政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DOI

為美國土地資源的主
要權責機關，負責管
理聯邦政府擁有的土
地和保護自然資源，
並負責有關印第安人、
阿拉斯加原住⺠和夏
威夷原住⺠領土事務，
和美國島嶼地區。

▲美國聯邦政府內政部(DOI)組織架構圖

� 資源管理計畫 Resource Management Plans

為確保美國公共土地公平的被使用與保
護，透過和地方、州及部落政府、公共
和利益團體合作的方式，採用了廣泛的
土地管理規劃，制定⼀套土地使用計畫-
資源管理計畫，提供⼀個架構來指導每
項決策法案及國家公共土地系統的使用。

土地管理局

� 主要負責印地安人區域及阿拉斯加原住
⺠區域等特定區域的土地空間管理與多
面向事務管理（如行政、教育、法律、
自然資源與社會福利）等。

� 透過聯邦憲法、法規命令、契約合同等
方式，和不同的印地安人部落及阿拉斯
加原住⺠區域串聯起各州政府之間的關
係，並直接或透過簽立契約與合同的方
式替566 個聯邦所承認的印地安人部落
共1.9 億為印地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
服務。

印地安人事務局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美國現有區域性組織示意圖

� 區域規劃單位主要辦理「⻑程運輸規
劃 （ Long Range Transportation
Plan）」以及「綜合經濟發展策略規
劃 （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同時也
接受地方政府委託辦理地方級規劃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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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國島嶼地區。



美國華盛頓州案例
Tulalip印第安保留區 ⼟地使用總體計畫－以2030年為目標進行未來⼟地使用規劃

國外案例
研析

� 背景

距離⻄雅圖50公里，過去十年間開發了賭場、飯店、商
場、商業中心，部分由部落自行開發，部分與財團合作
開發，自治政府由此獲得稅收。

� Tulalip總體計畫－以2030年為目標，進行未來土地使用
規劃

根據1991年Tulalip部落法第56條制訂，要求此總體計
畫必須包含土地使用、交通與保育三項內容。

1972年首次完成土地使用計畫，1994年進行通盤檢討，
2009年因應經濟活動的發展、人口成⻑等因素，又進行
⼀次通檢。

▲2009年Tulalip保留區內居住分布圖
左下角為五個分區內居住家戶數與面積、比例

▲2009年就業機會分布圖
由此推算2030年所需各種土地使用類別及面積

▲開發潛力區塊分佈

▲開發限制區塊分佈
淺→深＝低→高

Tulalip印第安保留區
土地適宜性分析圖 20

以2030年為目標，依人口成⻑、發展需求，進行未來土
地使用的規劃。將原本的住宅區用地細分為低、中、高
密度住宅區。

� 工作方法與主張

• 以GIS進行土地適宜性分析，了解土地開發機會與條件。

• 以部落為計畫主體，亦含非部落⺠眾。

• 主張土地使用權優於保留區規定。



Tulal ip印第安保留區未來土地使用圖

依據前述居住區與開發/就業的需求預測、
自然與文化資源永續性、土地適宜性分
析，及其他未載明之規劃過程、相關上
位計畫，彙整各項圖層後完成。

美國華盛頓州案例
Tulalip印第安保留區 ⼟地使用總體計畫－以2030年為目標進行未來⼟地使用規劃

國外案例
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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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號州際公路
農業區(1316公畝)
商業區(1129公畝)
保護區(840公畝)
工業區(641公畝)
娛樂區(1064公畝)
綜合使用(372公畝)
一般居住區(1064公畝)
低密度居住區(5728公畝)
中密度居住區(2700公畝)
高密度區住區(202公畝)
資源土地(8091公畝)
湖泊
鹽湖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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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案例
研析

訂定土地使用計畫的優先順序

河川敏感區

洪氾區

美國華盛頓州案例
Chehalis印第安保留區 ⼟地使用總體規劃－原住⺠知識Ｘ⼟地使用：與災害共存

1. 保留區內印地安文化及部落特色的整體保留

2. 特定土地使用及聚落密度的自然環境適宜性

3. 既有基礎建設如道路、公共設施的維護與延伸

4. 保護區內自然資源免於汙染或其他因素危害

5. 所有魚類、森林、野生動植物資源的棲地保護，特別是Chehalis
河流盆地。

6. 盡可能降低當地建設對環境敏感區可能的各種衝擊

7. 保存區內傳統的開放、鄉村環境

8. 確保保留區內居⺠，住居、公共設施、就業機會的充分發展

森林區

商業區

居住區

農業區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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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halis保留區 土地使用分區圖

由於該地區每年會受五次小型洪水侵
害，平均每2.6年會發生⼀次大型洪
水，大型洪水災害影響保留區內2/3
的面積，與水共生，兼容印地安文化
及地區發展需求為該案例之特色。

將土地使用分為五區，包含森林、鄉
村/農業、商業、住宅、環境與文化
敏感區(環境敏感區可能重疊覆蓋其
他分區)。

◀ 2007年12月水災情況
水淹至民宅屋頂高度，主要居住區為相對高地，成為孤島

9. 土地使用計畫應與「Chehalis防災管理條例 」⼀致，即未來的發
展應符合防洪標準。

環境與文化敏感區

環境與文化敏感區是疊圖在所有土地使用分區之上的指定區，包含天
然洩洪道、特定的環境限制（陡坡、重要的考古遺址、歷史或文化地
點），亦包含部落儀式空間、墓地、喪葬場及重要文化場域。

此外，保留區內所有河岸皆劃為敏感區：

1. Chehalis River兩側河岸地

2. 距Chehalis River兩側河岸300英呎（約90公尺）範圍內的土地

3. Black River兩側河岸地

4. 距Black River兩側河岸300英呎（約90公尺）範圍內的土地

5. Willamatte Creek兩側溪床

6. 距Willamatte Creek兩側河岸150英呎（約45公尺）範圍內土地



加拿大育空
Yukon

國外案例
研析

加拿大憲法對於原住民族的基本保障

加拿大共有10個省份(provinces)和3個領土/地區
(territories)。育空（原稱Yukon Territory，2002年
通過Yukon Act後，改直稱Yukon）位於加拿大的⻄
北方。

總面積約為482,000平方公里，總人口數約為35,000

人，其中第⼀⺠族的人口數約為8,000人，佔育空總
人口數的25%。

1982年通過的加拿大憲法的第35條宣示：
1. 加拿大原住⺠族現存各項原住⺠權利和

條約權利受到憲法的承認和確信。

2. 加拿大的原住⺠族包含在加拿大之印地
安人(Indian、因紐特人(Inuit)和梅蒂斯人
(Métis)。

3. 所謂的條約權力包括未來透過土地協定
(agreement)或其他類似機制所取得的原
住⺠族權利。

加拿大原住⺠族 超過100種族群

• Indian
第⼀⺠族 (First Nations)

• Inuit
Inuit過去被稱為愛斯基摩人 (Eskimos)

• Métis (mixed blood)
Métis是原住⺠與歐洲移⺠
（特別是法裔）通婚的後裔

�總體性最終協定（Umbrella Final Agreement,1993）
�自治法案 (Yukon First Nations Self-Government Act,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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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第一民族與聯邦政府、育空領地政府的三方協商

界定行使土地權利

1. 金錢賠償、協商程序的財政
支持與後續處理

2. 傳統領域中土地權利的內涵
、主體、行使方式

3. 土地使用計畫
4. 特定管理區域
5. 管理委員會

建立總體性最終協定 (Umbrella Final Agreement)

第一民族議會與聯邦政府、第一國族政府的三方協商

第一民族自治政府成立

1. 屬人及屬地的立法權 (第⼀
⺠族自治政府制定的法律優
於育空領域政府制訂法律)

2. 徵稅
3. 自治財政
4. 發展計畫及公共服務

最終協定
(Final Agreement)

自治協定
(Self-Government Agreement)

�自治法案 (Yukon First Nations Self-Government Act, 1994)



國外案例
研析

非協定土地
(Non-Settlement Land)

協定土地
(Settlement Land)

傳統領域 (Traditional Territory)

A類土地
(Category A)

第⼀⺠族對土地完全擁有土
地所有權、地下礦權之權利

B類土地
(Category B)

僅擁有地上權

自由買賣、繼承土地
(Free Simple)

可自由買賣、繼承的土地

永續資源委員會
Renewable Resource Councils (RRCs)

是⼀個地方層級的共管組織，透過共同管理，讓
第⼀⺠族得以行使非協定土地上的資源權。
由6名委員組成：3位由育空領域政府、3位由第⼀
⺠族提名，經聯邦政府任命後，再由6位委員推派
主席，採無給職，會議出席差旅費由育空政府和
該第⼀⺠族的財政轉移協定支付。

共同訂定自然資源管理計畫、新設特定管理區域

【平台】
跨區域資源共管委員會

跨⺠族會議(協調跨⺠族、跨領域事務)

區域土地計畫委員會

土地管理架構

加拿大育空
Yu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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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非協定土地內的特定管理區域

包括國家公園、野生動物/魚類/候鳥/水源保護區、
禁獵區、歷史遺址等，協定土地不得劃入特定管
理區域。

第⼀⺠族雖然不擁有其土地所有權，但仍有權自
由在其上進行非商業的採集和漁獵活動（亦即仍
擁有資源權），不須經過加拿大政府的同意，同
時也擁有自由經過這些類別之外的傳統領域土地，
到達上述三類協定土地上，進行土地利用的權利
（無論是商業性或非商業性的利用）。

區域土地計畫委員會
Regional Land Use Planning Commission

第⼀⺠族和加拿大政府共同建立的組織
處理協定及非協定土地，並協調跨區、重疊地帶

1/3由第⼀國族自治政府代表，1/3聯邦政府代表
1/3依照計畫區域總人口數中第⼀⺠族人口比例選出第⼀⺠族代表

育空政府已完成自治的11

個第⼀⺠族政府
加拿大印地安及北方事務部

尚未完成自治的
3個第⼀⺠族政府

加拿大聯邦政府

參與協商,但無投票權
跨區公共事務
共管委員會

◀ 育空第一民族自治與共管關係架構圖
有關第⼀⺠族自治協議內所規範的事項，自治協議賦予第
⼀個⺠族政府等同育空政府的自我治理的權力。因為第⼀
⺠族政府有權制訂與環境、土地相關的事務，育空政府經
常與第⼀⺠族共同討論各種提案。此外，即便與土地協議
或自治協議沒有直接關係的計畫或方案，育空地區的自治
政府仍進行互動與交流。



特別管理區,棲地保護區
保護區,自然環境公園
育空北部坡地，保育目的土地

Peel分水嶺，區域土地使用規劃
用地
臨時保護區，預留為未來第⼀
⺠族協定土地

廢棄礦區，開墾土地

國家／領地公園

加拿大育空
Yukon

國外案例
研析

土地管理架構與實施
▼圖資系統

廢棄礦區，開墾土地

A類協定土地，由第⼀⺠族最終
協議規範各項使用許可

B類及自由買賣繼承土地

特別管理區

傳
統
領
域

狩
獵
區

湖
泊
、
水
域

禁
獵
區

公
園
及
保
護
區



國外案例借鏡
美國華盛頓州 (2009)

Tulalip印第安保留區 土地使用總體計畫
加拿大育空

1.考量日後發展，在此時此刻訂
定未來使土地使用規劃。

2.主張土地「使用權」，優於保
留區規定。

1. 與各族協商，共創自治

1) 單⼀的自治辦法無法適用於多元的原住⺠族組成上，故須透過協商、
簽訂協議，始完成自治權限的定義，符合各區內不同原住⺠族的需
求。

2) 以立法方式保障原住⺠族自治。

2. 「參與式傳統領域地圖」

1) 是原住⺠族對於其土地有優先使用與擁有的法源根據，以作為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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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州 (2003)
Chehalis印第安保留區 土地使用總體規劃

1.藉由土地使用規劃落實與災害
共存的方式。

2.軟硬體之間的配搭，兼顧發展
和防災。

1) 是原住⺠族對於其土地有優先使用與擁有的法源根據，以作為國內、
甚至是國際間的協商基礎。

2) 恢復原住⺠族的舊地名、突顯傳統領域活動範圍、於圖中指認狩獵
與採集活動，都是指認出原住⺠族在地智慧於土地的使用方式。

3. ⼟地管理邏輯

1) 每個第⼀⺠族的傳統領域範圍，可視為其傳統活動範圍的最大值，
但真正由第⼀⺠族擁有、管轄的協定土地，可能不及該傳統領域的
1/10。

2) 多項牽涉共同管理的土地、經濟事務，透過各個永續資源管理委員
會得以充分運作，針對不同的資源管理事務，建立不同的土地管理
分區。



南山部落規劃南山部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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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部落規劃南山部落規劃



（⼀）分析原住⺠族部落於都市計畫區、國家公園區及其他非都市土地之分佈情形。
（⼆）須納入原住⺠族特定區域計畫範疇之部落數量與分布情形。(16族748個部落)

依上開委辦案建議之「特定區域計畫規劃程序」，另擇⼀部落評估確認其所面臨有
關「規劃及土地使用管制」議題，研訂○○○原住⺠族特定區域計畫（草案）。

行政資源有限之考量下，擬定評估機制，評估不同「族群別」或「其他原住⺠族」
特定區域計畫之啟動，達行政資源效率使用之效目標

分析工作

延續及
開展

石門水庫集水區 � 空間計畫與土地
使用管制處理

� 跨部門或行政轄

� 傳統領域相連
� 周邊部落合作、協商機制
� 檜木保護、棲地復育等共同議題

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規劃範圍之可行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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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傳統領域中的流域與族群 以尖石後山為起點的滾動式規劃

南山部落
傳統領域

尖石後山

棲蘭檜木林

� 跨部門或行政轄
區

� 非屬執行不力
� 非單⼀縣市可自

行處理
� 部落有規劃意願

原住⺠族土地
與重疊管理現況

� 檜木保護、棲地復育等共同議題

註：依據103年度「擬定原住⺠族土地使用計畫暨空間發展策略」之滾動、擴連原則：部落 流域或⺠族(跨部落)



蘭蘭

陽陽

美美
優優 溪溪

南山南山 衛生室衛生室

三星分局三星分局
南山南山派出所派出所

三星地區農會三星地區農會
大同辦事處大同辦事處

中國石油中國石油
南山加油站南山加油站

南山部落 Pyanan(埤亞南)
傳統領域橫跨宜蘭/台中
祖先曾經來過的地方－
泰雅族原居於南投縣仁愛鄉瑞岩部落。頭目多拉‧伊
布勇率數十名族人沿北港溪、大甲溪上溯，翻山越嶺
來到此處，這裡地形平坦、土壤肥沃，因而在此創立
「埤亞南社」。思源啞口為泰雅族分散紀念之地。

南山國小南山國小

中

橫

公

路
南山村南山村
辦公室辦公室

大同鄉大同鄉1414號公墓號公墓 溪溪

�面積: 95.31 Km2

�海拔: 1,200m
�地勢: 東傾的埤南台地
�產業: 高冷蔬菜為大宗

�族群: 泰雅族馬力巴溪頭群
�戶數: 261戶
�人口: 861人
�鄰數: 6鄰

(資料來源：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宜蘭縣大同鄉公所全球資訊網)

新竹縣

台中市

宜蘭縣核心聚落區核心聚落區
埤南埤南台地台地

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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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及面積

南山部落發展背景南山部落發展背景

� 區位

南山部落位於宜蘭縣大同鄉南山村，為宜蘭縣最深遠的部落，
與新竹縣尖石鄉、台中市平等區交界，為蘭陽溪沿岸泰雅族部
落中最上游的部落。

� 交通

東⻄橫貫公路宜蘭支線（亦稱中橫公路台七甲線，以下簡稱台
七甲線）為南山部落主要聯外道路，南山部落位於台七甲線
27.5公里處，台七線自四季村為台七甲線，再沿蘭陽溪⻄岸進
入南山部落，往南可直接貫穿至台中市。

東⻄橫貫公路宜蘭支線即400年前自南投瑞岩社遷徙至今日南
山部落的道路，即歷史聞名的泰雅族遷徙路線「埤亞南古道」。

� 人口

鄰 戶數 人口數 核定年度 傳統名 族別
1~6鄰 261 861 99年 Pyanan 泰雅族

南山村佔大同鄉總人口比約在13~14%。106年1月最新資料顯
示，南山村人口數為861人，其中男性459人，女性402人，全
村戶數為261戶。

南山村以原住⺠族為主要人口，其中又以山地原住⺠ 為多，佔
全村人口九成。106年1月最新資料顯示，山地原住⺠人口數為
803人，平地原住⺠人口數為6人，非原住⺠族人口數為52人。

區位及交通

30
▲ 南山村區位及交通圖 ▲ 埤亞南古道區位圖

東⻄橫貫公路宜蘭支線即400年前自南投瑞岩社遷徙至今日南
山部落的道路，即歷史聞名的泰雅族遷徙路線「埤亞南古道」。

� 土地面積

南山村總面積為95.3平方公里（9,530公頃）。核心聚落區約
為0.25平方公里。

南山村總人口數
之男女人口數分析圖▶

南山村總人口數
之身分別人口數分析圖▶



地理環境

南山部落發展背景南山部落發展背景
氣候環境與天然災害

� 氣候環境

南山村位處海拔約800至1,200公尺之間，
位於四重溪、實谷富溪與蘭陽溪會和地
段，又因對太平洋，且是雪山山脈與南
湖大山交會處，水氣充足，夏季平均溫
度約在25℃，冬季最寒冷時約在10℃。

南山村位於台灣雲霧帶中，經常雲霧繚
繞。

� 天然災害

•氣候災害

� 地形

南山村所在的「米磨登扇階」（俗稱
埤亞南台地）係由米磨登溪和夫布爾
溪兩溪所沖積下切而成的沖積扇台地。

� 河川

南山部落傳統領域中最重要的就是羅
葉 尾 溪 ， 泰 雅 語 叫 「 Gon-bkan
bilaq 」 ， 是 大 同 鄉 南 山 部 落 的
Qyunam (傳統漁場)。羅葉尾溪是台
中市與宜蘭縣交界處河川，也是櫻花
鉤吻鮭重要的棲地。

南山村海拔高達1,000公尺，⼀旦溫度
急遽下降，都會對部落經濟作物造成影
響，尤以高冷蔬菜最為嚴重。

•地質災害

隨近年氣候巨變，加之高冷蔬菜大規模
種植，造成土壤退化及水源汙染等問題，
也增加了地質災害的發生。

鉤吻鮭重要的棲地。

▲蘭陽溪上游至思源埡口 ⼀帶之坡度圖

� 扁柏檜木林

南山村境內有數十棵扁柏檜木林資源。

� 櫻花鉤吻鮭

南山部落傳統領域中的羅葉尾溪是櫻花
鉤吻鮭棲息地。每年到了五六月份時，
就會由Mrhuw(頭目)召集各qutux gaga
（半部族）的pklahang gaga（祭司）
商討魚撈事宜，在魚撈活動結束後，部
落就會按戶口平均分配魚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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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資源



觀光產業發展概況

南山部落發展背景南山部落發展背景
天然資源

Busilung
檜木步道

南山檜木林道開發較晚，步道終年雲霧繚繞、人煙罕至的南山
部落檜木園區，有千年扁柏檜木、百年杜鵑樹林，亦有國寶鳥
藍腹鷴出沒。

泰 雅 森 林
體驗區

森林體驗區的內容有泰山體驗與獵人體驗兩種，體驗部落祖先
的早期生活方式。

樹屋
南山村在當地山林裡成立山林體驗區，設有樹屋、觀景台與盪
鞦韆等簡易遊憩設施，原希望藉此吸引遊客，但後來成為山友
登山健行之熱門景點。

南山
神木群

南山神木群位於米羅山與左得寒山之間，也是馬告檜木國家公
園預定地範圍內，當地是世界級的太古森林，分布在森林裡的
紅檜與扁柏則是世界性自然遺產、孑遺植物，也是台灣僅存兩
處較大面積原生檜木林區，更是「千齡檜木極相林」最佳研究
區域。

扁柏檜木林 南山村境內有數十棵扁柏檜木林資源，介於海拔500-1,50公
尺間，翁鬱的森林也是台灣獼猴、台灣藍腹鷴出沒之處。

櫻花鉤吻鮭
南山部落傳統領域中的羅葉尾溪是櫻花鉤吻鮭棲息地。過去
這條溪有成千上萬的lngbang （櫻花鉤吻鮭），也是部落與
櫻花鉤吻鮭在文化面的歷史連結。

▲泰山體驗區

▲南山部落旅遊地圖

▲Busilung檜木林道

▲山林中的獵人餐
32

區域。

思源啞口 位於南山村與台中縣和平鄉之交界點，此處可俯瞰蘭陽溪及南
山村、四季村全景，周圍屬國有林保安林，仍保持原始生態。

羅 葉 尾 溪
櫻 花 鉤 吻
鮭復育區

南山部落傳統領域中的羅葉尾溪是櫻花鉤吻鮭棲息地。雪霸國
家公園管理處於2009年6月野放150尾⼀至⼆歲的亞成魚，適
應良好，此後，羅葉尾溪成為櫻花鉤吻鮭重要棲息地。



傳統領域與部落空間

南山部落發展背景南山部落發展背景

� 發展歷史

村人的祖先原本住在南投仁愛鄉發祥村的瑞岩部落，因為人口
增加，在距今約400年前，頭目多拉．伊布勇，率領數十名探
勘隊伍，沿著北港溪上溯，翻越台中和平與仁愛兩鄉交界的分
水嶺，下抵大甲溪後繼續上溯，最後翻越思源啞口，來到目前
部落所在的埤亞南台地，發覺這裡地形平坦肥沃，因而在此創
立「比亞南部落」。

� 部落組織

•宗教組織
天主教、神召會
⻑老教會、基督教曠野教會

部落組織

南山部落的傳統領域
橫跨宜蘭縣與台中市
兩個行政區界，比鄰
新竹縣斯馬庫斯部落、
宜蘭縣大同鄉四季部
落之傳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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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會、基督教曠野教會

•社會組織
宜蘭縣大同鄉南山社區發展協會

•產銷組織
南山蔬菜生產合作社
大同鄉花卉產銷班第⼆班

•環保組織
宜蘭縣大同鄉生態永續發展協會
國寶魚保育巡守隊

▲南山教會詩歌班

▲南山蔬菜生產合作社參與宜蘭
縣府舉辦之宜蘭嚴選高麗菜活動

南山部落國
寶魚保育巡
守隊及與雪
霸國家公園
處合辦在羅
葉尾溪「送
小櫻回家」
放流作業 ▶

▲南山部落傳統領域及其他部落傳
統領域分佈圖

南山部落分為上下兩部落－上部落為古
豪（Koxao），下部落為卡拿旁
（Kanaban）。

�古豪(Koxao)稱為上部落，因其地貌形
狀似鼻，而稱之為Koxao，由於較原部
落為位置較高，乃又稱為上部落，上部
落居⺠多加入天主教及神召會。

�下部落卡拿旁（Kanaban）位於南山
派出所東方約300 公尺處，是埤亞南部
落原來的社地所在。由於此社位於台地
下方，乃又稱之為下部落。下部落居⺠
多加入⻑老教會。

民國78年部落空間配置圖

▶



南山部落基礎環境資料調查分析南山部落基礎環境資料調查分析
原住民保留地

南山村原住⺠保留地沿蘭陽溪兩側分布，

即南山聚落所在之平台地區，與台中市交

界思源啞口⼀帶，亦有原住⺠保留地分布，

有少數部落居⺠在此耕種、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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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部落基礎環境資料調查分析南山部落基礎環境資料調查分析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編定 面積
(公頃) 

總面積
(公頃) 

山坡地保育區

林業用地 538.436 

917.578 

農牧用地 348.324 

交通用地 29.184 

墳墓用地 0.632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561 

丙種建築用地 0.370 

國土保安用地 0.031 

� 其土地使用分區有山坡地保育區（917.578公頃）、森林區
（8,569.898公頃）、鄉村區（3.036公頃）、河川區（0.756
公頃），暫未編定為40.197公頃。以山坡地保育區為大宗，森
林區次之。

�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項目中，南山村以林業用地（1,046.241
公頃）為多，其次為國土保安用地（8,062.084公頃）。

▼南山村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與編定表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編定

35▲ 南山村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 南山村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圖

國土保安用地 0.031 

水利用地 0.024 

暫未編定 0.016 

森林區

國土保安用地 8,062.084 

8,569.898 

林業用地 507.805 

農牧用地 0.005 

交通用地 0.004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001 

鄉村區
⼄種建築用地 2.572 

3.036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0.464 

河川區 農牧用地 0.756 0.756 

暫未編定
暫未編定 40.192 

40.197 國土保安用地 0.004 

總面積 9,531.465



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土地使用現況

參考國土使用調查，南山

部落土地利用類別包含農

業、森林、交通、水利、

建築、公共、遊憩及其他

等土地使用。使用型態原

住⺠保留地以外之地區，

36

住⺠保留地以外之地區，

為森林使用之土地，原住

⺠保留地內則以農業使用

為主，居住形式則為南山

平台聚居之聚落。

計畫範圍內除了高冷蔬菜

種植為主之農業活動，僅

少數區域有開發行為。

▲南山村土地利用分布圖 ▲南山村聚落區土地利用情形



農業發展情形

A.四季接南山入口區
四季村有較多花卉種植，但進到

Ａ

C.南山主要聚落區
在此區，核心聚落與農田在
同⼀平台上，由於聚落分佈

Ｃ

D.南山第二主產區
此區是Ｃ區外，南山村的重
要產區，除河道旁的河灘地

Ｄ

依分區說明

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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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村有較多花卉種植，但進到
南山村範圍後，以高麗菜、薑為
大宗，主要種植於緩坡上，即便
腹地小，仍然可見高麗菜的種植。

B.南山村坡地區
此區為相對陡峭的地區，同時也是
邊坡塌陷較嚴重區域，主要栽種高
麗菜和茶葉，但仍有零星種植柿子
、桃子等水果。

Ｂ

同⼀平台上，由於聚落分佈
於主要道路（泰雅路七段）
兩側周邊，因此有較為熱絡
的商業活動，農田部分除靠
近河邊的河灘地外，皆為地
質穩定的地區，茶葉栽培多
往陡峭的山坡地延伸，以及
零星桃子柿子種植。

要產區，除河道旁的河灘地
外，皆屬於地質穩定的區域，
此區也是海拔最高的地方，
種植的高冷蔬菜品質最佳，
另有少部分種植海芋等花卉，
茶葉栽培則往較陡峭的山坡
地延伸，少數種植柿子。

Ａ 高麗菜、薑、花卉

Ｂ 高麗菜、茶葉、柿、桃

Ｃ 高麗菜、茶葉

Ｄ 高麗菜、茶葉、海芋、柿
▲盛產高冷蔬菜的南山部落，被稱為「高麗菜的故鄉」



農業發展情形

美優溪河床

蘭陽溪河床

高冷蔬菜

此處海拔達1,200公尺，平均溫度約6℃，濕冷的氣候環境適宜高冷蔬菜的
生產，以甘藍（高麗菜）、包心白菜、菠菜等為大宗，每年5~11月為盛
產期，因此又被稱為「高麗菜的故鄉」。

高麗菜除分佈於坡地、平台外，沿著蘭陽溪的河灘地上亦有大面積的高麗
菜種植。河灘地上的高麗菜十分容易受到天候影響。種植於河川區的高麗
菜，係依據水利法合法承租種植，個別農戶可與河川局簽訂三年。

�3-11月是的主要農作時間

�農曆年元宵節過後開始整地

�3-11月從事整地→種植→灌溉→

施肥→噴灑農藥→採收等工作

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果樹茶葉花卉

38▲南山村內永大茶行商品

施肥→噴灑農藥→採收等工作

�11月上旬為最後⼀期採收

�爾後返家休息或至都市打零工，

並在2月時準備第⼀期的育苗工作，

翌年春天再度開始蔬菜的種作。

南山村的茶葉種植，多分散
於地勢較高的山坡地。品質
佳，除自行銷售，也有梨山
或其它高山茶區業者來收購

有少部分農⺠零星種植
果樹，主要為柿子、桃
子兩類，面積都不大。

因氣候濕冷，亦有落果
與裂果現象，果樹種植
並不興盛，種植面積也
逐年減少。

▲南山部落積極研發彩色海芋

南山村的花卉種植主要為海芋
以及少數麒麟菊、金絲桃、寒
梅等花種。為了推廣花卉種植
輔導產業轉型，村內亦有花卉
產銷班，主打平地無法種植的
花卉，共同鑽研花卉種植技術



多數農業使用之土地屬於農牧用地，為合法使用。
未編定之河川行水區亦有大面積高冷蔬菜之種植。
位於河川區之農業使用，依據水利法，由個別農
戶向河川局承租種植，就水利法而言多數皆為合
法承租使用。

農業使用情形 農作使用與編定套疊

序 用地編定 面積(m2) 比例

1 農牧用地 2,129,481.18 56.424%

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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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業用地 377,463.61 10.001%

3 交通用地 67,591.63 1.791%

4 國土保安用地 27,907.13 0.739%

5 殯葬用地 765.58 0.020%

6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47.84 0.017%

7 丙種建築用地 529.81 0.014%

8 水利用地 130.33 0.003%

9 ⼄種建築用地 82.57 0.002%

10 未編定用地 1169495.72 30.987%

總 合 3,774,095.40 100%



建物使用現況調查

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類型 項目 數量 面積
(㎡)

占全建物面積比
例

A.住宅

01住宅 187 24,696.93 53.56%
02⺠宿 5 919.61 1.99%
03附屬設施（浴廁、車
庫、倉庫）* 31 1,629.59 3.53%

小計 223 27,246.13 59.08%

B.教育設施
01幼兒園 1 531.43 1.15%
02學校（中小學） 1 1,306.28 2.83%

小計 2 1,837.71 3.99%

C.行政及文教設
01活動中心 1 402.24 0.87%
02村里/社區或相關組 1 282.45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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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行政及文教設
施

02村里/社區或相關組
織辦公室 1 282.45 0.61%

小計 2 684.69 1.48%
D.衛生設施 01衛生所(室) 1 144.10 0.31%
E.安全設施 01警政及其他警衛設施 1 346.69 0.75%
F.殯葬設施 01公墓 1 6,570.00 14.25%

G.公用事業設施 01電信、微波收發站 1 108.07 0.23%

H.宗教建築
01教會(堂) 3 1,277.09 2.77%
02其他宗教建築物 1 194.47 0.42%

小計 4 1,471.55 18.74%

I.日用品零售及服
務設施

01零售設施（雜貨店、
小吃店） 15 4,208.88 9.13%

J.觀光與遊憩設施 01休息站 1 209.61 0.45%

K.農作產銷設施
01工廠 4 1,062.14 2.30%
02工寮* 41 2,224.23 4.82%

小計 45 3,286.37 16.71%
合計 296 46,113.80 100%

*工寮數量為約略，有待再確認



結構材質與建造樓層

結構材質 數量
鋼筋混凝土 189

鐵皮 110
磚造 4
木造 2

總 計 305

建造樓層 數量
1層樓 175
2層樓 107

建物使用現況調查

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41

鋼筋混

凝土

62%

鐵皮

36%

磚造

1%
木造

1%

1層樓

57%

2層樓

35%

3層樓

8%

2層樓 107
3層樓 23

總 計 305

1. 南山村內部份建物以多種材
質建築結構而成，本計畫之
調查以主結構為主。

2. 本案已將核心聚落及米摩登
溪北邊工寮調查完畢，但村
境內仍有幾處菜園鐵皮工寮
待盤點。

▲南山村建物結構材質分佈圖 ▲南山村建物建造樓層分佈圖



建物使用現況調查

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建物使用現況與土地使用地編定套疊

類型 ⼄種建
築用地

丙種建
築用地

農牧
用地

林業
用地

特定目
的事業
用地

交通
用地

殯葬
用地

總合
(㎡)

比例
(%)

A. 住宅 11112.75 797.62 14404.42 130.14 - 801.20 - 27246.13 57.5

B. 教育設施 - - 897.72 - 939.99 - - 1837.71 3.88

C. 行政及文
教設施 - - 684.69 - - - - 684.69 1.45

D. 衛生設施 144.10 144.10 - - - - - 144.10 0.3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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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安全設施 346.69 - - - - - -- 346.69 0.73

F. 殯葬設施 - - - - - 343.00 6227.00 6570.00 13.88

G. 公用事業
設施 98.73 - 9.34 - - - - 108.07 0.23

H. 宗教建築 91.56 544.61 785.88 - - 49.50 - 1471.55 3.11

I. 日用品零售
及服務設施 479.60 487.91 2563.92

106.13
371.86 199.46 - 4208.88 8.89

J. 觀光與遊憩
設施 - - - 209.6 - - - 209.61 0.44

K.農作產銷設
施 10.23 - 4136.73 - - 356.17 - 4503.12 9.51

合計(㎡) 12283.66 1830.13 23692.32 236.27 1131.85 1749.33 6227.00 47330.56 100

比例(%) 25.95% 3.87% 50.06% 0.50% 2.77% 3.70% 13.16% 100%



民生用水

南山村的核心聚落已建置簡易自來水系統，且已劃為「南山飲
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以及「南山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較無破壞之虞也較無⺠生用水問題。

名稱 主責單位 所屬流域 保護區 劃定面積(公頃)

南山飲用水水
源水質保護區 宜蘭縣 蘭陽溪 南山取水口

(集水區內) 270.53

南山自來水水
質水量保護區

台灣自來水
公司第⼀區

管理處
- - 295

水源使用
南山村蓄水池分佈圖

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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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用水

農⺠會各自接管引用山上的水，由於各自引管，管線
紊亂，有待整治。除接管外，南山村內也可見到不少
蓄水池，以為儲備灌溉用水，有兩種儲水池類型－

簡易型儲水池 水泥型儲水池

直接在農田相對高點挖出⼀土槽，
上面覆蓋帆布、加馬達與管線後，
即成⼀簡易的儲水設備另種則是固
定式的水泥儲槽，多分佈於道路旁。

為固定式的水泥儲槽，雖然儲水量
較多，但村內較少見水泥型儲水池。



大同鄉南山段
819-1號

殯葬情形
段籍 地號 所有權 管理者 使用分區 使用編定 面積

(公頃)

大同鄉
南山段

819 中華⺠國 大同鄉公所
山坡地保育區

殯葬用地 0.6227

819-1 中華⺠國 原住⺠族委員會 交通用地 0.0343

� 南山村境內有大同鄉南山第十
四 公 墓 ， 占 地 為 0.662 公 頃
（6.82分）。

� 部落已有殯葬空間不足之問題。 土地使用分區皆在
山坡地保育區

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南山部落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大同鄉南山段819號

819-1號

2017/6/8原住民族電視台報導
族人喪葬習俗多採土葬，而且部落公
墓多位在山坡地，受限水保法無法新
闢公墓，宜蘭縣大同鄉南山村就因公
墓只有6分多地，目前僅剩下10多個
位置能夠使用，族人擔心如果不趕快
規劃興建新公墓，未來會面臨無墓可
葬的窘境。
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e7mTqn_-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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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部落環境敏感地區南山部落環境敏感地區
�位屬河川區域
�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定距離內之地區
�位屬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鄰近野生動物保護區
�鄰近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第１級
環境敏感

南山飲用水水源
水質保護區

45

▲南山村所在及鄰近河川及流域分佈圖 ▲南山村所屬及鄰近之飲用水水源水質
水量保護區分佈圖

▲南山村鄰近之國家公園範圍及分區
分佈圖

▲南山村所在及鄰近野生動物棲息環
境及野生動物保護區分佈圖

南山村位屬蘭陽溪流域，且鄰
近淡水河流域、大甲溪流域、
立霧溪流域及和平溪流域。

名稱 主責
單位

所屬流
域 保護區 劃定面積(公

頃)
計畫範

圍內 南山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宜蘭縣 蘭陽溪 南山取水口
(集水區內) 270.53

鄰近計
畫範圍

四季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宜蘭縣 蘭陽溪 四季取水口
(集水區內) 49.09

石門水庫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護區 環保署

淡水河
系

大漢溪

石門水庫
(集水區內) 55,923.80

七家灣溪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護區 台中縣 大甲溪 石岡壩

(集水區稜線內) 7,415.47

� 南山村位屬棲蘭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此環境中最重
要的就是相當大面積之檜木
林，廣達 12,780 公頃。

� 南山村鄰近台中縣武陵櫻花
鉤吻鮭重要棲息環境。

� 南山村鄰近櫻花鉤吻鮭野生
動物保護區，南山部落傳統
領域中羅葉尾溪流經其中，
亦是重要的櫻花鉤吻鮭棲息
河流。

� 南山村未處於國家公園區內
� 鄰近雪霸國家公園生態保護

區、⼀般管制區，及鄰近太
魯閣國家公園之生態保護區。



�位屬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
�位屬山坡地
�位屬土石流潛勢溪流
�位屬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位屬山坡地管制區

第２級
環境敏感

並
無
經
濟
部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公

佈
之
活
動
斷
層
。

南山部落環境敏感地區南山部落環境敏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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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村境內土石流潛勢溪流分佈圖

潛勢
溪流

初步保
全戶數

風險
潛勢
等級

災害
歷史

警戒
值

DF078 無 低 － 500

DF079 無 低
90年
納莉
颱風

500

DF080 無 中 － 500

DF081 1~4戶 低 － 500

DF082 無 中 － 500
DF083 無 中 － 500
DF084 無 低 － 500

名稱 區域

南山自來水
水質水量保護區 宜蘭圈

石門自來水
水質水量保護區

桃園
中壢圈

大甲溪流域天輪壩以上自
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台中圈

▲南山村境內及鄰近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分佈圖

▲南山村所在之疑似活動
斷層分佈圖

▲南山村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分佈圖

並
無
經
濟
部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公

▲南山村山地管制區分佈圖

管
制
區
內
。

南
山
村
位
於
宜
蘭
縣
大
同
鄉
經
常

▲南山村山坡地範圍圖

約
略
沿
蘭
陽
溪
河
谷
延
伸
。

南
山
村
境
內
有
山
坡
地
範
圍
劃

定
，



歷史災害及環境敏感區劃設

事
件 蘇拉颱風 蘇拉颱風 梅姬颱風 梅姬颱風

時
間 101 年8 月2日 101年8 月2 日 99年10 月21 日 99年10 月21 日

位
置 米羅產業道路 南山村加油站 米磨登溪

（宜縣DF080） 宜縣DF081

災
損
描
述

邊坡發生崩塌約
80m，⻑約200m，
崩落土砂掩埋下方
房舍造成2 人死亡。

土 石 流 潛 勢 溪 流
宜縣DF079 溪水
暴 漲 ， 水 流 沖 刷
鄰 近 農 田 造 成 洪
水災害。

該土 石流 集 水區
源頭 有大 面 積崩
塌地 分布 ， 具有
土砂 下移 致 災之
潛勢。

溪床土砂淤積，且
橋涵堵塞導致漫地
流災害並沖損路面
護欄。

災
害

四南地區
梅姬颱風後崩塌地
道路
南山村界

南山部落環境敏感地區南山部落環境敏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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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害
照
片

梅姬颱風後衛星影像
及崩塌地分布圖

四南地區
天秤颱風後崩塌地
道路
南山村界

天秤颱風後衛星影像
及崩塌地分布圖

01：道路通行良好，但
崩塌地仍呈現裸露狀態

02：道路通行良好，但
崩塌地仍呈現裸露狀態

03：農路已恢復通行但
崩塌地仍呈現裸露狀態

04：已進行坑溝整治及
崩塌地治理工程



歷史災害及環境敏感區劃設

南山部落環境敏感地區南山部落環境敏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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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區
等級 高 中高 中 中低 低 合計

面積(公頃) 21.9 107.6 1974.5 6874.7 1.0 9042.7

比例 0.24% 1.89% 21.84% 76.02% 0.01% 100%

各項因子權重配比參酌該計畫農委會水土保持局『集水區整體調查規劃參考手冊』



南山部落環境敏感地區南山部落環境敏感地區

南山聚落環境敏感區分布圖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



規劃課題規劃課題 及及 後續工作後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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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面向
議題 對策

(一)高冷蔬菜種植

� 大規模的高冷蔬菜種植，為維持蔬菜種植
的地力，因而大量使用生雞糞、化肥，以
及除草劑等化學藥劑。在河床種植的部分
雖已透過相關法令約束，但在原住⺠保留
地的合法種植卻產生了嚴重的環境衝擊。

� 有31%的農業使用位於未編定的河川行水
區，缺乏明確的土地使用管理機制。

� 產業提升與輔導轉型。目前宜蘭縣政府輔
導部分頭人轉作松露，尚須三年時間收成，
需延續相關措施進行輔導與產銷協助。

� 在土地使用的相關規範當中，結合耕作農
法的關聯配套。

� 以傳統泰雅族的gaga檢視土地使用現況，
並以傳統方式提出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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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轉型的帶動
南山部落具備良好的生態旅遊資源，但由於高
冷蔬菜的利潤引導，因而未由下而上發展出結
合在地文化與環境保育的產業。

� 生態旅遊轉型輔導。

� 傳統gaga文化傳承強化。

� 產業轉型需求之公共設施建構。

(三)生產活動中的水資源使用

南山部落已完成簡易自來水的建置，其飲用水
之水源地亦已劃設保護區加以保護。
然而，灌溉水則是個別農戶自山澗野溪私設管
線取用，造成環境景觀問題，以及用水的公平
性問題。
各生產田區多數建構小型蓄水池，縮減田區並
且無生態價值。

� 飲用水保護之再確認。

� 部落公約管理灌溉水之使用與管線管理規
範。

� 建構生態蓄水池。



生活面向
議題 對策

(一)人口成長，耕地發展、聚
落空間擴張

� 南山部落因高冷蔬菜之產業足具規模，因
而有別於⼀班原住⺠部落，人口呈現成⻑
的趨勢。且該產業維持了整個大同鄉原住
⺠部落的生計，而不只是南山部落之居⺠，
其發展趨勢造成耕地的規模擴張，以及聚
落範圍擴大的趨勢。

� 因應成⻑趨勢訂定成⻑管理的內容，並結
合環境敏感區之分析，在成⻑發展的過程
中，有效達到避災與防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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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範圍擴大的趨勢。
� 50%的建築使用位於農牧用地，其合法性

與適宜性有待進⼀步釐清。

(二)公共設施缺乏

南山部落因位處偏遠，除南山國小以外，有
關衛生、教育、醫療等公共設施匱乏。
因應產業發展需求，亦有新設公共設施之議
題。

� 公共設施建構及相配套之土地使用管理機
制。



生態面向
議題 對策

(一)檜木林巡守
珍稀檜木林曾遭盜伐，部落組成比雅楠檜木
巡守隊，但受限於人力與資源，以及狩獵文
化的逐漸消失，不容易⻑久維持。

� 與林務局相關資源結合，促進部落巡山機
會，強化森林資源保育。

� 部落產業與森林資源結合，並且達到環境
教育的效果。

� 輔導進行友善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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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產所帶來的生態衝擊

原住⺠保留地之耕作，皆屬於合法使用，慣
行耕作農法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劑，對環
境帶來嚴重的衝擊。加上耕地擴張，以臨界
山坡地與森林地區。

� 合法使用卻未見得合理之情形，透過其他
誘因促進調整土地使用方式。

� 限制耕地發展規模。

� 耕地開發模式規定，例如護坡、種植大樹、
植栽多樣化。

(三)土石流與崩塌災害衝擊 天秤颱風等風災造成土石流災害，雖已逐步
完成治理，強烈防災需求。

� 依據環境敏感區套疊結果，輔以相對應之
土地使用管理機制。



文化面向

議題 對策

(一)gaga精神傳承 傳統gaga傳承在老年人與年輕世代間產生斷
裂，傳統文化面臨失傳的困境。

� 傳統領域知識的調查與擴延分享。

� 與土地使用的傳統知識收集並實質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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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環境知識傳承
泰雅族傳統環境知識含括永續性的資源取用
與復育，例如捕魚、毒魚及護魚知識，傳統
知識逐漸式微，不利於環境保育及管理。

� 傳統環境知識的復振。

� 傳統環境知識與現代土地使用管理制度的
運用。

(三)傳統領域跨越
宜蘭縣與台中市兩縣市

南山部落之傳統領域跨越宜蘭與台中兩縣市，
不利於傳統組織方式與土地管理機制運作

� 傳統領域調研

� 環境管理機制與傳統領域關聯性釐清



規劃課題小結
�合法使用但是否合理的疑慮

在高冷蔬菜產業，每年三億產值的發展
規模的背景，而有「合法使用是否合
理」的疑慮。也因為人口及產業呈現穩
定的成⻑，成⻑的趨勢也明顯產生新發
展區的需求。

�環境敏感應對策略
南山聚落所在的南山平台，以及周邊野
溪，在多次颱風之後，已發生過多次的
土石流災害造成人員傷亡，從相關計畫
的研究探討，已套疊出南山部落環境敏

加強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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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探討，已套疊出南山部落環境敏
感區的分布，區分出低、中低、中、中
高與高五大環境敏感潛勢分級。除了災
害地點的治理之外，其分級的結果，可
應對未來土地使用管理機制，作為南山
部落未來十年發展的願景藍圖與土地使
用管理的依據。

�後續對策
將以加強保育、成⻑管理，以及合法使
用卻不合理之情形，提出配套措施，作
為後續土地利用原則的三大方向。並透
過部落工作坊與部落會議擬定部落發展
願景。

合法使用卻不合理之

土地使用管制配套
成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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