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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目標
• 總目標：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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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年期
發展現況與課題
國土發展預測

國土永續發展目標

國土空間發展與成⾧管理策略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目標體系 空間指導 防災復育與執行

註：本次國土計畫目標年-民國125年



二、法源依據
 法源依據：國土計畫法第三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四條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應包括住宅、產業、運輸、重要公共設施及其他相關部門。並載明下列事項：（㇐）全國部門發展政策。（二）部門空間發展現況。（三）課題及對策。（四）部門空間發展定位。（五）部門空間發展分布區位。（六）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直轄市、縣（市）分派數量。(國土細則§4)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指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部門發展所需涉及空間政策或區位適宜性，綜合評估後，所訂定之發展策略。(國土§3)



三、全國與各直轄市、縣市部門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計畫層級 全國層次及直轄市、縣(市)層次部門策略

全國國土計畫
• 考量國家發展與生活型態及產業發展。
• 國土計畫係屬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性質，爰明定應提出各該部門空間區位及用地規模總量等事項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有關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之指導，並考量地方發展與生活型態及產業發展。
• 應提出各該部門空間區位及用地面積。



三、全國與各直轄市、縣市部門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法源依據：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六條

五、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應包括住宅、產業、運輸、重要公共設施及其他相
關部門，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直轄市、縣（市）部門發展政策。
（二）部門空間發展現況。
（三）課題及對策。
（四）部門空間發展定位。
（五）部門空間發展分布區位。
（六）直轄市、縣（市）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數量。 (國土細則§6)

本法第十條所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計畫年期、基本調查、直轄市、
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其內容如下：



四、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全 國 國 土 計 畫 涉 及 部 門

住宅
社會住宅

產業
農、林、漁、
牧業
製造業

觀光旅遊業

科技園區

服務業
礦業與土石採
取業

運輸
公路運輸

軌道運輸

民用航空站

港埠

重大公共設施
醫療設施

社會福利設施

教育設施

運動休閒設施

文化設施

環境保護設施

氣象設施

相關設施
能源設施
水資源、水利
設施



(二)填寫之核心概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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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架構 內容說明

政策與目標 說明在未來計畫目標年之全國能源發展政策(或能源發展綱領)為何?
所欲達成計畫目標?

發展現況 1.各類別能源(太陽能、風力、地熱、潮汐等新型態能源)之供給量、
需求量現況
2.各類設施進行或規劃中之重大建設，說明其目的、功能、目前進
度、位置、範圍、預期完成年度等。

發展構想與預測 1.各類別能源發展構想與發展預測量
2.太陽能、風力、地熱、潮汐等新型態能源未來潛力與優勢區位等

課題及對策 1.就發展現況與計畫目標間的落差，提出包括「質(品質、性質)」、
「量(規模)」、「區(區位)」、「時(時序)」等四面向或其它所涉
之課題與對策。
2.涉其它部會配合措施(包括與空間、土地使用有關法規等)亦請提
出。
3.各部會所涉因應氣候變遷之相關策略。

發展定位 1.說明能源部門在全國國土、各區域或縣市之不同層級定位。
2.若涉及國家重大產業發展、區域合作與未來定位者亦請提出。

發展分布區位 1.說明各類別能源在計畫目標年所設定達到的發展量、品質、運輸
配送等之分布區位，可輔以圖或表說明。

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
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
量

1.可輔以圖或表說明各項能源(或設施)之全國、縣(市)供需規模總量
以及縣市分派數量。
2.涉及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事項者亦請提出。



(二)辦理過程-分署協助檢核並提出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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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Step2 Step3
要件式審核及初步彙整內容 是否符合國家未來發展政策 綜整建議內容

105年9月6日部門發展策略第1次研商會議-內容範例

召會討論、函請修正



(四)檢核方式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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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1月9日擬訂

Step2-1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目標及願景

•健全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以降低脆弱度並強化韌性
•達成於13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94年溫室氣體排放量50%以下

聯合國COP21-
巴黎氣候協定

2015.12.12

•簽署者：193
•締約國：100(大陸、美國)

聯合國Rio+20-
我們想要的未來

2012.6.22

•196國政府代表
•200個公民社會團體

㇐、氣候變遷調適
• 提升維生基礎設施韌性
• 確保水資源供需平衡與效能
• 確保國土安全、強化整合管理
• 防範海岸災害、確保永續海洋資源
• 提升能源供給及產業之調適能力
• 確保農業生產及維護生物多樣性
• 強化醫療衛生及防疫系統、提升健康風險管理

P.s.105年11月16日上午10時假文化大學大新館4樓數位演講廳（臺北市延平南路127號）舉辦意見徵詢會議

二、溫室氣體減緩
• 調整能源結構與提升效率
• 轉型綠色創新企業，執行永續生產及消費行動
• 發展綠運輸，提升運輸系統能源使用效率
• 建構永續建築與低碳生活圈
• 促進永續農業經營
• 減輕環境負荷，建立能資源循環利用社會
後續推動以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各部門之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落實

政策內涵



(四)檢核方式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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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106年10月擬訂第八屆災害防救專諮委員會-「仙台減災綱領落實策略建議」之建議報告

Step2-2 仙台減災綱領落實策略
全球目標(a) 至2030年前，實質地降低全球因災害的死亡率，以2005-2015年與2020-2030年，全球因災害平均死亡率（每10萬人的因災害死亡人數）進行比較。(b) 至2030前實質地減少因災害影響的人數，以2005-2015年與2020-2030年，全球受災害影響平均人數（每10萬人的受災害影響人數）進行比較。(c) 至2030年前，在全球各國，相對於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減少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d) 至2030年前，實質地減少災害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破壞，以及造成基本服務的中斷（例如有關醫療健康與教育之設施），並包含發展其耐災能力。(e) 至2020年前，大幅增加具有國家和地方減災策略的國家數目。(f) 在2030年前，透過持續與充分的支援，大幅度強化針對開發中國家的國際合作，使其能改善國家作為以落實此防災綱領。(g) 至2030年前，實質地改善民眾對多重危害的早期預警系統和災害風險資訊與評估的資訊之可及性和管道。

聯合國UNISDR-
仙台減災綱領

2015.3.18

•187國家
•2800代表

產業部門 住宅部門 運輸部門 公設部門



(四)檢核方式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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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3 行政院重要政策發展方向

•政策、目標
•區位空間、規模
•預期成效

產業部門

運輸部門

能源部門

教育部門

•政策、目標
•區位空間、規模
•預期成效

•配合政策
•綠色運輸

•政策、目標
•區位空間、規模
•預期成效

•從業-配合需求
•創新-創業公寓住宅部門

•產研中心
•加速器
•建教合作



(二)各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經四次部門研商會議、諮詢平台會議研商討論
• 105年9月6日第㇐次部會研商
• 105年12月13、14、19日第二、三、四次部會研商
• 106年3月9日諮詢平台會議

(五)部門策略研商歷程

分署彙整

各部會修正

召開4次部會研商會議

諮詢平台研商

各部會修正II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回復情形編號 子項 主辦機關 目標年 預估項目
1 農 、 林 、 漁 、 牧業 農委會 125年 休閒農場(2,100公頃)、造林(15,000公頃)2 工業 科技部 109年 -3

經濟部

125年 產業用地需求2,211公頃4 - 土砂採取量
5 服務業 109年 210公頃
6 能源設施 114年 再生能源20%(22,500公頃)、液化石油1,750萬噸/年7 水資源設施 120年 水資源設施8 水利設施 120年 水利設施用地2,406公頃9 觀光旅遊業

交通部

- -
10 氣象設施 109年 海氣象浮標站
11 軌道運輸 106~116年 進行中或規劃中之重大交通設施12 公路運輸13 民用航空站14 港埠15 醫療

衛福部
- -16 ⾧照設施 109年 完成⾧照網絡

17 社會福利設施 125年 托育、社區活動中心、庇護所18 教育設施 教育部 - -19 運動休閒設施 119年 85座場館20 文化設施 文化部 - -
21 環境保護設施 環保署 111年 完成3座廚餘生質能源廠
22 - 現地處理工程分布
24 住宅 營建署 113年、125年 社會住宅113年14萬戶；住宅補貼125年124萬5,088戶



五、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對各部門計畫影響
 法律規定：國土計畫法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七條

國家公園計畫、都市計畫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遵循國土計畫。 (國土§8)

行政院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全國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二、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競合之協調、決定。 (國土§7)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性質重要且在㇐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時，除應遵循國土計畫之指導外，並應於先期規劃階段，徵詢同級主管機關之意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部門計畫與各級國土計畫所定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或計畫產生競合時，應報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協調不成時，得報請行政院決定之。第㇐項性質重要且在㇐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17)



部門 項目 細項 規模
三、運輸 軌道運輸 高鐵 路線新建、改建或延伸工程⾧度達10公里以上

臺鐵 路線新建、改建或延伸工程⾧度達10公里以上捷運 路線新建、改建或延伸工程⾧度達10公里以上
公路運輸 國道 路線新建、改建或延伸工程⾧度達10公里以上

省道 路線新建、改建或延伸工程⾧度達10公里以上
航空運輸 民用機場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30公頃以上（離島地區為15公頃）港埠 商港 新設、擴大或變更計畫土地面積達30公頃以上（離島地區為15公頃以上）（既有合法港區範圍內之新建、擴建工程及填築新生地計畫，屬行政院計畫核定項目者免納入）

(㇐)性質重要且屬㇐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認定標準
依國土計畫法第十七條規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性質重要且在㇐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時，除應遵循國土計畫之指導外，並應於先期規劃階段，徵詢同級主管機關之意見；且前開性質重要且在㇐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各部門計畫納入國土計畫參考

醫療設施
社會福利設施
教育設施
氣象設施
文化設施

重大公共設施

住宅
產業
運輸

重大公共設施
相關設施

農、林、漁、牧業 經濟相關產業 觀光旅遊業科技園區

能源設施 水資源、水利設施

公路運輸 軌道運輸 民用航空站 港埠

社會住宅 老屋健檢 公辦都市更新

運動休閒設施 環境保護設施

涉及空間建設需求
屬公設品質、轉型

納入部門策略明確載明

於成⾧管理策略說明競合原則

於成⾧管理策略說明發展公設轉型、策略原則

納入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參考

註：各直轄市、縣(市)醫療、社福、長照、教育、氣象、文化等設施如有具體空間區位，得視情形於
各直轄市、縣(市)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中說明，以利空間發展與各部門需求相互配合



(二)各部門計畫納入國土計畫參考

區域發展與交通連結

資料來源：本分署委託案繪製
資料來源：本分署委託案繪製

發展潛力地區指導



(三)國土計畫對各部門計畫指導
於成⾧管理策略說明競合原則
城鄉發展成⾧區位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區位• 優先使用聯外交通、基礎公共設施（備）較為完備地區土地。• 應考量申請範圍與鄰近既有都市計畫區、鄉村區、開發許可區等之空間發展連續性與互補性，據以研擬土地使用、產業、交通運輸、公共設施等實質發展計畫。• 大眾運輸系統場站或路廊於城鄉發展地區規劃時，應儘量使用既有都市發展用地。
 計畫面積規模• 基於因應大眾運輸系統發展需要新訂都市計畫者，為避免因都市發展用地過量供給，造成排擠
效應，反使既有都市計畫發展停滯，應按其服務範圍（場站鄰近300 至500 公尺）核算規模（
約為30 至80 公頃）

跨區域性基盤設施之建設應透過分期發展方式使之完善
•交通與土地使用整合發展：應配合不同層面的交通成⾧管理原則，結合階層的分期發展，使得公共運輸網絡透過優先順序的安排，發展越趨完善
•依都市階層不同進行交通設施規劃
都會區聯合成⾧管理之協調事項
•為提升都會區內整體之運輸效率，以達到節能減碳之目標，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加強區域運輸路網及資訊之整合，如：推動區域捷運路網之興建，以提供大眾運輸全程無縫式的服務



(四)各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內容相互配合
納入部門策略明確載明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產業發展 農林漁牧業

經濟相關產業
科學工業園區
觀光產業

交通運輸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公路、港埠、機場、軌道運輸
住宅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社會住宅、公辦都更、建物健檢
重要公共設施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運動休閒設施

水質淨化設施
環境保護設施

能源及水資源 能源
水資源

公路

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用地取得計畫機場

軌道

港埠

全國國土計畫部門策略

部門計畫先期規劃

符合 •減少部門競合
•符合國土計畫指導
•加速審議程序



六、各部門計畫整合方式分享
(㇐)召開會議確認各部門項目及主辦機關
住宅、產業、運輸、重要公共設施及其他相關部門



六、各部門計畫整合方式分享
(二)依法令規定製定格式供各單位參考
五、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應包括住宅、產業、運輸、重要公共設施及其他相關部門，並載明下列事項：（㇐）直轄市、縣（市）部門發展政策。（二）部門空間發展現況。（三）課題及對策。（四）部門空間發展定位。（五）部門空間發展分布區位。（六）直轄市、縣（市）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數量。



六、各部門計畫整合方式分享

要件式審核及初步彙整內容 是否符合國家未來發展政策 綜整建議內容 召會討論、函請修正
Step1 Step2 Step3

(三)就回傳內容檢視是否完整、符合發展政策

計畫格式發展政策

是否符合政策 要件查核



23● ：已符合 ▲：建議補充或修正 X：未填寫

(三)召開會議研商修正方向
說明各主辦機關部門計畫撰寫情形與法令規範差異，請建議修正方向
依各直轄市、縣(市)實際需求決定各部門細項納入國土計畫情形



結論與建議
1.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部門空間發展計畫相較於全國國土計畫於空間分布更具體明確，與國土功能分區、土地使用指導之間應更緊密配合。
2.建議各直轄市、縣(市)於辦理國土計畫研擬之時，即應由首⾧(副首⾧)邀集各局處召開會議協調分工，促進各部門建設需求與國土保育、空間發展策略相互結合，以利後續計畫之統合。
3.國土計畫法第6條與部門計畫有關至少有：

• 城鄉發展應以集約、成長管理為原則，創造寧適和諧之生活環境及有
效率之生產環境確保完整之配套公共設施

• 各部門計畫是否考量氣候變遷，確保國土防災及應變能力
• 是否考量國土保育、海洋資源保育、農業發展維護
• 是否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

為未來計畫審議重點，應請規劃單位審慎評估各部門計劃與發展策略之相互配合，以利審議過程說明。



簡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