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規劃單位：國立屏東大學

擬定屏東縣國土計畫規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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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成長管理計畫
Part 2. 農地資源及鄉村地區規劃
Part 3. 產業總量及未登工廠規劃
Part 4.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Part 5. 原住民族土地規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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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𡡅Ꟁ盘椚鎙殥

全國供糧食生產之農地總量
城鄉發展總量
成長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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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留公平、合理之農地總量為原則

縣市國土計畫應呈現之內容

應維護
農地區位
(示意圖)

應維護
農地總量

農發1、2、3之農牧、養殖用地

農發5

國保1、2之農牧、養殖用地

❷𡡅Ꟁ盘椚鎙殥

應維護農地總量

農業發展地區應維護農地
國土保育地區應維護農地
鄉鎮市界

圖例



❷𡡅Ꟁ盘椚鎙殥

城鄉發展總量

優
先
發
展
順
序

都市計畫區內農地

非都市土地工業區、產業園區、開發許可地區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5年內有具體需求，符合城鄉2-3劃設條件之地區

• 城鄉發展總量計約22,128.83公頃
（城1+城2-1+城2-2+城3）

• 5年內尚有41.09公頃產業用地需求（城2-3）

都市計畫區內都市發展用地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工業區
發展型都市計畫區

鄉鎮市界

圖例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鄉村區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發展型特專區
原依區域計畫法取得開發許可案件
產業發展需求地區

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

新園產業園區



8❷𡡅Ꟁ盘椚鎙殥

有關單位協助事項
農委會是否已針對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條件繪製相關資料，可提供縣府參考



Part 2.
鴍蛤须彂翌
ꀀ勠蛤繀鋊粞

優先規劃地區



10❷鴍蛤须彂翌ꀀ勠蛤繀鋊粞

農地資源規劃-不符條件之農村聚落（孤島型聚落）
位於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中之農村聚落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之聚落

孤島型聚落
（非鄰近鄉村區）

鄉村區用地不足而外擴
（緊鄰鄉村區）

新園鄉，新園國小南側「港崗聚落」

工業區

一般
農業區 鄉村區

長治鄉，崇華國小東側「新興聚落」

特專區

一般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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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治鄉，崇華國小東南側「新興聚落」
 人口規模：約100戶、280人
 聚落面積：約12公頃（私有地約3.14公頃）
 聚落形成時間：約於民國43年

 使用分區/編定：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土地權屬：國有地面積約占75%

農牧用地

特專區

一般農業區

特目用地

遊憩用地

甲建

甲建

崇華國小

新興聚落

農牧用地

❷鴍蛤须彂翌ꀀ勠蛤繀鋊粞

分區圖

用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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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樹鄉，賽嘉皆豪輕航機場東側「屏30鄉道聚落」
 人口規模：約62戶，推估約171人
 聚落面積：約116.47公頃（私有地約112.07公頃）
 聚落形成時間：約於民國97年

 使用分區/編定：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土地權屬：私有地面積約占96%

一般農業區
口社溪

口社溪

農牧用地

❷鴍蛤须彂翌ꀀ勠蛤繀鋊粞

賽嘉皆豪
輕航機場

口社溪

聚落範圍

分區圖

用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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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埔鄉，屏科大西側「內埔龍泉段聚落」
 人口規模：約28戶，推估為77人
 聚落面積：約3.5公頃
 聚落形成時間：約於1898年（民國前）

 使用分區/編定：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土地權屬：私有地面積100%

口社溪

口社溪

❷鴍蛤须彂翌ꀀ勠蛤繀鋊粞

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丁建用地

聚落範圍 屏東科技大學

分區圖

用地圖



14❷鴍蛤须彂翌ꀀ勠蛤繀鋊粞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依107.9.25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構想座談會會議紀錄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範圍：排除都計區、國家公園地區
項目 指認指標

樣態
一

1. 人口數與建築利用土地比值
2. 建築利用土地與所在轄區土地面積比值
3. 工商使用土地與建築利用土地比值
4. 薪資所得現況
5. 人口成長現況

樣態
二

1. 人口社會增減率現況
2. 稅收現況
3. 公共服務現況（學校、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設施）

樣態
三

1. 如核定部落範圍、內政部定義屬「偏遠地區」鄉鎮地區等
2. 重大建設計畫（如產業、交通等類型）

樣態一、二之指認指標過於繁雜，且資料取得不
易，建議簡化操作條件

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範圍



15❷鴍蛤须彂翌ꀀ勠蛤繀鋊粞

有關單位協助事項
依107年10月3日，營建署函覆，建議將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
上現存之聚落劃設為城鄉2-3。惟考量該等土地無納入城鄉發展
地區之必要，仍建議先行劃入農發4，配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以期劃內容一次到位
鄉村地區優先規劃地區指認條件過於複雜，資料取得不易，建
議簡化流程



Part 3.
欴噠籏ꆀ翌劢
涬駏鰿鋊粞

未來產業發展需求推估
產業類型及其發展區位
未登工廠清查結果
優先輔導地區及推動措施規劃構想



17❷欴噠籏ꆀ翌劢涬駏鰿鋊粞

未來產業發展需求推估
產業用地總供給量：1,970.53公頃

 產業用地現況面積：1,730.38公頃，佔87.81%
 現況產業園區面積：240.15公頃，佔12.19%

125年產業用地需求量：2,869.83公頃

125年產業用地不足899.30公頃

項目 總面積（公頃）

目標年產業用地供給（現況+報編中） 1,970.53

目標年產業用地需求 2,869.83

目標年供需差 -899.30

分區別
總面積
（公頃）

佔總面積
比例

都市
計畫

工業區（含倉儲區） 648.15 32.89%

非都市
土地

工業區內
丁種建築用地

748.09 37.96%

其他丁種建築用地 334.14 16.96%
現況產業用地合計 1,730.38 87.81%

報編完
成產業
用地

農業生物技術
園區擴充

165.41 8.39

六塊厝產業園區 19.75 1.00
報編中
產業
用地

新園產業園區 24.23 1.23

熱帶農產特色園區 30.76 1.56

現況產業園區合計 240.15 12.19
總計 1,970.53 100.00%



18❷欴噠籏ꆀ翌劢涬駏鰿鋊粞

未來產業發展需求推估
依二級產業人口推估用地需求：1,925.02公頃

 推估125年產業人口 工業部門每位從業員工使用土地面積

依二級產業產值推估用地需求：1,784.12公頃
 推估125年二級產業產值 每公頃土地之年產值

輔導未登工廠合法化產業用地需求：1,015.24公頃
 125年產業用地需求為2,869.83公頃

推估基礎 推估結果面積（公頃）
二級產業從業人口 1,925.02

二級產業產值 1,784.12

未登記工廠面積 1,015.24

推估需求（二級產業人口推估結果+二級產業產值）/2+未登記工廠面積 2,869.83
目標年供需差 -899.30



19❷欴噠籏ꆀ翌劢涬駏鰿鋊粞

農地轉用內容 轉用面積（公頃） 佔轉用面積比例（%）

農舍 355 6.08

住宅 799 13.69

工廠 773 13.24
商場或餐廳 261 4.47

殯葬設施 178 3.05
宗教寺廟 130 2.23

公共或公用設施 230 3.94
土石採取或堆置 419 7.18

遊憩設施 87 1.49
道路或道路設施
(含停車場) 446 7.64

河川或水利設施 1,120 19.19

其他使用 1,039 17.80

合計 5,837 100.00

資料來源：106年行政院農委會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

本縣農地上之未登記工廠：約773公頃



20❷欴噠籏ꆀ翌劢涬駏鰿鋊粞

未登記工廠輔導及管理計畫
加強取締機制

優先拆除105年5月20日以後農地新建工廠
產業園區開發配合聯合稽查

輔導轉型或遷廠推動措施
 輔導轉型：轉導轉型為符合所屬國土功能
分區分類下容許使用範疇之產業使用

 輔導遷廠：遷移至合法產業園區（或產業
用地）及其他可供設廠土地

優先輔導地區指認
縣府報編產業園區
高潛力發展地區

輔導合法使用

一定規模 在地產業

遷廠或轉型

非屬低污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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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工廠清查結果及優先輔導地區

土地使用分區 名稱 面積(公頃)

都市計畫農業區

屏東市及周邊地區 153.80

萬丹新園地區 195.55

潮州地區 34.61

東港地區 52.61

枋寮地區 17.06

其它地區 49.68

小計 503.31

非都農業用地

台27線沿線地區 226.22

長治地區 99.30

小計 325.52

總計 828.83

屏東市及
周邊地區

萬丹新園
地區

東港地區

潮州地區

枋寮地區

長治地區

台27線沿線地區

本縣產業發展高潛力套疊未登記工廠群聚區位



22❷欴噠籏ꆀ翌劢涬駏鰿鋊粞

未登工廠合法進駐之意願辦理情形
已於107年9-11月進行縣內未
登記工廠調查作業，目前共
完成訪談91家廠商

受訪未登記工廠普遍表示，
若提供合適之產業用地，將
有進駐願意

配合產業園區申設作業，預
計於108年2-4月辦理6場輔導
說明會，吸納適宜之廠商進
駐

受訪狀態 數量（家） 比率（%）

同意受訪 91 50.56

不同意受訪 29 16.11

尚未回覆 25 13.89

聯繫不上 30 16.67

已停業 5 2.78

總計 180 100.00

註：資料更新截至107年11月27日



23❷欴噠籏ꆀ翌劢涬駏鰿鋊粞

依輔導機制規劃中的產業用地
屏東縣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引入食品加工及觀光工廠

產業園區預期效益

釋出30.76公頃園區，輔導農業高
值化

創造822個就業機會，形成全縣農
產業聚落

引入1,347名活動人口，打造新型
態觀光景點



24❷欴噠籏ꆀ翌劢涬駏鰿鋊粞

依輔導機制規劃中的產業用地
屏東縣新園產業園區：形塑金屬、食品製造產業群聚效益

產業園區預期效益

提供35公頃園區，並輔導未登工廠
進駐標準廠房

新增投資額約68.49億元
創造年產值超過60億元
預計新增1,600工作機會



25❷欴噠籏ꆀ翌劢涬駏鰿鋊粞

有關單位協助事項
現有群聚未登記工廠（萬丹、長治）劃設為城鄉2-3之可能操作方式：

採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方式辦理
依使用許可方式辦理，惟應俟中央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產業用地需求推估方式：（二級產業人口推估結果+二級產業產值）/2+未登
記工廠面積，提請確認



Part 4.
鿈瑠
涮鑥鎙殥

產業部門
交通部門
觀光部門
重要公共設施部門



❷欴噠鿈涮鑥瘼殜

以產業高值化、發展綠色經濟與健康照護產業為目標

協助未登工廠移入適當之產業空間
擴大產業群聚效果，指認潛力發
展腹地，創造高值與升級

審視產業用地規劃，活化閒置既設工
業區

土地違規利用

農地資源定期評估，保存農地並妥善活
化土地

因應氣候變遷及地區特性導入韌性發展
策略

擴大農業加值效益，打造完整農業加值
體系

扶持綠能科技等新興產業

氣候變遷衝擊

醫療結合照護產業，落實在地老化
目標

推廣照護產業及健全地方醫療
因應高齡化趨勢，評估產業用地轉
型契機

人口老化趨勢

課
題
分
析

對
策

27



❷欴噠鿈涮鑥繀町

於潛力腹地導入綠經與全齡產業
新園產業園區計畫

熱帶農產業特色園區計畫六塊厝產業園區計畫

屏東健康產業園區計畫

28



❷琋鸒鿈涮鑥瘼殜

以發展TOD、永續公共運輸與智慧跨域整合為目標

高鐵南延屏東，健全國土發展促進
南北均衡

擴大DRTS服務，發展人本運輸
佈建鐵道緊密綠運輸網絡，帶動
區域發展

區域發展不均

改善離島往返交通船之設施與服務，
提昇交通運輸水準

積極推動恆春機場活化，以轉向國際
化發展為目標，拓展半島地區產業發展

海空運效益不彰

建置半島智慧低碳運輸圈網絡
落實臺鐵東港線、恆春線作為西部
沿海路廊之觀光運輸主幹

運用轉乘接駁及交通管制疏通
交通瓶頸

交通擁塞

29

課
題
分
析

對
策



❷琋鸒鿈涮鑥繀町

依國土計畫指導，完善路網，打造智慧綠色運輸
30

DRTS



❷錚秒鿈涮鑥瘼殜莅繀町

強化既有資源，推展低碳觀光並彰顯南島文化

185

31



32❷ꅾ銴稷穀鏤倷鿈涮鑥瘼殜莅繀町

現依各局處規劃中案件，提出空間發展用地需求

水質淨化設施
東港鎮污水下水道系統

水質淨化設施
潮州水資源回收中心

環境保護設施
倉儲式資源永續再生廠

醫療及社會福利設施
屏東縣健康產業園區

運動休閒及藝文活動設施
日遺飛行宿舍群

醫療及社會福利設施
高雄榮總屏東大武營分院

環境保護設施
台糖綠能養豬循環園區



Part 5.
罶畀字停蛆
蛤鋊粞瘼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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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 排灣族 魯凱族

牡丹鄉 三地門鄉 瑪家鄉 泰武鄉 來義鄉 春日鄉 獅子鄉 牡丹鄉 滿州鄉 三地門鄉 霧臺鄉 瑪家鄉

旭海(馬查
蘭)部落

安坡部落 瑪家部落 泰武(吾拉
魯滋)部落 古樓部落 古華部落 內獅部落 橋東部落 大梅部落 分水嶺

部落 青葉部落 好茶部落 美園部落

口社部落 北葉部落 佳平部落 望嘉部落 士文部落 內文部落 橋西部落 牡丹部落 里德部落 金大露安
部落 阿禮部落

大社部落 涼山部落 武潭部落 文樂部落 歸崇部落 伊屯部落 上丹路
部落 四林部落 長樂部落 霧台部落

青山部落 佳義部落 平和部落 丹林部落 力里部落 南世部落 下丹路
部落 石門部落 佳暮部落

賽嘉部落 排灣部落 佳興部落 義林部落 春日部落 楓林部落 和平部落 高士部落 谷川部落

三地部落 玉泉部落 萬安部落 來義部落 七佳部落 竹坑部落 東源部落 吉露部落

馬兒部落 白露部落 馬仕部落 大後部落 下草埔
部落 安藤部落 大武部落

達來部落 三和部落 安平部落 白鷺部落 雙流部落 神山部落

嘟估甫了
部落

達那瓦功
部落 達里部落 喜樂發發

吾部落 新路部落

北巴部落 高見部落 中心崙
部落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107.04.17部落核定彙整總表

3大部族分布於9個原民鄉，共81個部落

圖例
原民部落活動範圍
鄉鎮界
縣界
部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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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部落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1
現況為鄉村區者：劃設為城鄉3

鄉村區外圍擴大地區及預留發展腹
地：劃設為農發4

以賽嘉部落為例

依聚落分布位置納入生活發展腹地
（如本案納入三地門鄉幼兒園、賽
嘉村衛生室等）

未來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三地門鄉
賽嘉部落

城3

屏29

山坡地
保育區

城鄉區

三地門鄉
幼兒園

賽嘉村
衛生室

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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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部落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2
現況非屬鄉村區者：劃設為農發4

以分水嶺部落為例

依聚落分布位置納入生活發展腹地
（如住宅、分水嶺社區活動中心、
健身房、八瑤教會等）

未來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規劃
部落生活、生產及生態腹地

滿州鄉
分水嶺部落

山坡地
保育區

農4

170m

150m

健身房

分水嶺社區
活動中心

八瑤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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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範圍內之聚落邊界認定原則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以台灣通用電子地圖套疊部落事典範圍
 需待營建署提供部落事典內之部落範圍數值檔

以既有建物分布情形檢核聚落範圍
 建物圖資採通用電子地圖

設定原住民族聚落最小單元
 參考本縣部落現況，以10戶建物群作為劃定聚落之最小單元，且建物
相鄰在25公尺範圍內

 參考基本居住水準，家戶範圍以投影面積大於13.07㎡之建物為準

依建物邊緣指認聚落範圍
 聚落範圍以不超過部落事典範圍為原則
 鄉村區範圍一併納入



規劃單位：國立屏東大學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