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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12次研商會議 

議程資料 

壹、背景說明 

本部依國土計畫法之法定期程，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後續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依法應於 109年 4月 30日前公告實施各該國土計畫，

並應於 111年 4月 30日前公告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圖。 

本署於 107年 7月 13日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規劃作業第 5 次研商會議，該次會議議題三有關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之規劃處理

原則尚有未盡事宜，爰本署研議後續應辦事項及辦理程

序，並召開本次研商會議討論，俾直轄市、縣（市）政

府後續辦理相關作業。 

又本署城鄉發展分署配合行政院政策指示，於 107

年 7月 31日召開「整體規劃台糖公司不適農用而可供產

業發展之儲備用地內部研商會議」，依該次會議結論二：

「為利國公有（營）土地配合政策發展運用，請直轄市、

縣市於國土計畫規劃中配合部門發展計畫，將國公有（營）

土地盤點規劃。」；分署並預定於本（107）年辦理國（公）

有土地適宜性分析。 

為使後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國（公）

有土地之規劃原則更為明確，爰本署再進一步研擬相關

內容，併予提會討論，提供縣市政府作為規劃作業之參

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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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一、議題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土

地規劃作業相關事宜 

（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規劃

作業項目及其分工 

（二）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公共設

施項目 

（三）聚落人口及生活空間需求推計方式 

（四）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生活空

間擴大範圍邊界之決定方式及劃設原則 

（五）原住民族土地鄉村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及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界定原則 

二、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國（公）有

土地之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則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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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規劃

作業相關事宜 

子議題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規

劃作業項目及其分工 

說明： 

一、就全國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規劃作業（原住民

族土地發展策略、城鄉發展總量及檢討原則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辦及配合事項）及其權責分工方式，

歸納如下表： 

工作項目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政

策

指

導 

聚落範圍認定原則 原民會 營建署 

聚落基本公共設施項目 原民會 營建署 

人口推計方式 營建署（分署）  

生活空間需求推計方式 營建署（分署）  

生活、生產活動空間擴大範圍劃設原則 營建署  

城三、農四界定原則 營建署（分署）  

資

料

蒐

集 

蒐集原住民族保留地圖資 縣市（原民）  

蒐集傳統領域範圍圖資 縣市（原民）  

調查部落範圍過去 20年人口數 縣市（城鄉） 營建署（分署） 

調查農村再生計畫相關資料 縣市（原民）  

調查部落公共設施現況 縣市（原民）  

聚落範圍之劃設 縣市（原民） 縣市（城鄉） 

規

劃

作

業 

聚落人口推計 縣市（城鄉）  

聚落生活空間需求面積及區位 縣市（城鄉）  

聚落公共設施需求面積及區位 縣市（城鄉）  

劃設城三、農四、城二之三 縣市（原民） 縣市（城鄉） 

二、有關規劃作業所列聚落人口推計部分，係配合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之空間發展計畫及成長管理計畫所

需訂定之未來發展總量，進而推算聚落生活空間需求

面積及區位與聚落公共設施需求面積及區位，爰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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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將用以指導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劃設，至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功能分

區劃設，仍應以該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條件、參

考指標及操作流程為依據。 

擬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本

權責分工方式表示意見，並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依

討論結論修正後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

劃手冊。 

子議題二、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公共

設施項目 

說明： 

考量原住民族範圍內聚落存在已有一定時間，聚

落日常生活機能運作所需要之基礎公共設施大致應已

具備，其情況確實與一般新開發之住宅社區不同，惟

考量聚落生活環境品質亦有提高之需求，故建議每一

聚落至少應陸續規劃設置「聚會所、社區道路、污水

處理場、自來水系統、下水道系統、電力」等公共設

施，其規劃設置原則應說明附近商業設施、醫療設施、

托兒所、幼兒園、國小、國中、垃圾處理、郵政電信

服務、警察派出所、消防站、長照、社福設施及加油

站之服務範圍，以檢視是否有補充之必要。 

必要性公共設施項目 選擇性服務或公共設施項目 

聚會所、社區道路、污水處理設施、自

來水系統、下水道系統、電力等 6項 

商業設施、醫療設施、托兒所、幼兒園、

國小、國中、垃圾處理、郵政電信服務、

警察派出所、消防站、長照、社福設施

及加油站等 1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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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本

公共設施項目表示意見，並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依

討論結論修正後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

劃手冊。 

子議題三、聚落人口及生活空間需求推計方式 

說明： 

為劃設原住民族聚落合理居住範圍，除既有建成

範圍外，尚應規劃未來居住發展所需空間範圍，用以

指認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面積與區位，故應依

據人口發展趨勢及每人居住空間單元予以推計，相關

推計方式及規劃設置標準如下： 

一、人口推計：鑑於原鄉部落因區域計畫長期缺乏規劃，

致建地、農地等用地不足，原鄉地區族人為就業、謀

生只及因應社會福利和子女就學等問題，多將戶口遷

移至都會區，導致原住民族部落設籍人口長期呈現減

少態勢，惟部落族人雖至都會區謀生、就學，對於原

鄉部落仍有緊密的連結，因此期望藉由縣市國土計畫

妥適規劃原鄉部落生活發展空間，以利族人得以在原

鄉地區維持生計，同時傳承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山林

智慧，是以，聚落人口及生活空間需求之推計方式尚

不宜循都市規劃之思維及模式辦理，爰建議以「部落

範圍過去 20年人口數」之平均值，作為為未來空間規

劃之目標。 

二、生活空間推計：參考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45條規定，原住民為自用住宅興建需要，得就自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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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保留地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面積以 330 平方公尺

為限，故建議生活空間推計宜以每 4 人為 1 戶，每戶

所需生活空間土地面積以 330平方公尺據以推計。 

擬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本部戶政司、地政司及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就上述推計方式表示意見，並請

本署城鄉發展分署依討論結論修正並納入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子議題四、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生活

空間擴大範圍邊界之決定方式及劃設原則 

說明： 

一、為因應未來發展所需，除合理之生活空間外亦應保留

原住民族部落土地之規劃彈性，後續將透過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三之劃設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配合

指認範圍申請使用許可之方式，解決部落範圍內空間

不足的問題，而依全國國土計畫所載之城鄉發展區位

指導內容，城鄉發展需求之土地應避免使用國土保育

地區第一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土地，且應儘量

避免使用環境敏感地區土地。 

二、另查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於符合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畫及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下，為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提供或改善

基礎公共設施、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等原因，得適

度擴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範圍。 

三、綜上，有關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

之生活空間評估擴大範圍劃設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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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位條件 

1.非屬災害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及歷史災害發生

地點。 

2.地勢相對平緩，並有明確地形地物之界線。 

3.高程不高於海拔兩千公尺，且不利於耕作。 

（二）劃設條件 

1.符合原住民族慣習土地利用方式及需求者。 

2.依災害應變機制，於部落周邊地區新闢避災地點

者。 

3.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屬公共設施用地或

未來發展需要者。 

四、分區界線劃設方式： 

（一）分區界線應根據圖面地形地物等顯著標誌，依下列

規定認定之： 

1.以計畫地區範圍界線為界線者，以該範圍之界線

為分區界線。 

2.以水岸線或河川中心線為界線者，以該水岸線或

河川中心線為分區界線，其有移動者，隨其移動。 

3.以鐵路線為界線者，以該鐵路界線為分區界線。 

4.以道路為界線者，以其計畫道路界線為分區界線，

無計畫道路者，以該現有道路界線為準。 

5.以宗地界線為界線者，以地籍圖上該宗地界線為

分區界線。 

（二）調查圖面如有不明晰部分，應實地勘查後劃定之。

並應注意都市計畫及其擴大地區（包括禁建地區）

界線，與實地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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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區界線如有衝突或不切實際部分，應協調有關機

關修正之。 

擬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上

述生活空間擴大範圍邊界之決定方式及劃設原則表

示意見，並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依討論結論修正並

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子議題五、原住民族土地鄉村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及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界定原則 

說明： 

一、查原住民土地依全國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可

區分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等

二類，條件如下： 

（一）農業發展區第四類： 

1.依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屬於農村主要

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

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 

2.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

村區，或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

內之聚落，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

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得予

劃設。 

3.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

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優先劃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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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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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後得適度擴大其範圍。 

（二）城鄉發展區第三類：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域

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得予劃設。 

二、因全國國土計畫並未明確界定城鄉發展區第三類劃設

條件，考量原住民族特殊需求及因地制宜需要，爰原

住民族土地鄉村區之劃設順序，依全國國土計畫農業

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劃設原則，係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

計畫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優先

劃入。是以，已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已有相關農業資

源之挹注，應優先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其餘範

圍則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納入農業發展地

區第四類或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擬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上

述原住民族土地鄉村區劃設界定原則表示意見，並

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依討論結論修正並納入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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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國（公）有土地之

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則 

說明： 

一、公有土地概況 

（一）全國非都市土地面積約 299 萬公頃，其中公有土地

（不含公私共有者）約 201 萬公頃，約佔非都市土

地 67.26%，部分縣市（包含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

縣等）之非都市土地公有土地所佔比例甚至超過

80%。 

（二）檢視非都市土地公有土地使用分區情形，以森林區

所佔比例最高（約 64.33%），其次依序為山坡地保

育區（約 13.67%）及國家公園區（約 13.39%）。然

各縣市情況不一，如彰化縣、雲林縣及澎湖縣等三

縣市，其公有土地面積比例最多者一般農業區，且

彰化縣境內公有土地屬一般農業區及特定農業區者，

超過其非都市土地面積 50%。至於公有土地屬鄉村

區或工業區者，其所佔比例均不到所有公有土地總

和之 1%，然其面積亦分別有 3,440公頃及 9,029公

頃，顯示仍有公有土地可供優先評估利用（如附表

1）。 

二、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 

全國國土計畫內容涉及國（公）有土地規劃原則，

摘錄如下： 

第五章 第二節 成長管理策略 

參、環境品質提升及公共設施提供策略 

一、供給合理公共設施，提高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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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發展地區 

未來發展地區應以整體開發、公有土地撥用等方式提供公共設施或公用

設備，不得影響既有發展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且應先檢討鄰近城鄉發展

地區相關公共設施之服務水準，如有不足者，應透過未來發展地區配合提供。

（P.31） 

伍、策略執行工具建議 

四、公有土地活化機制（P.33） 

（一）公有土地、國營事業土地活化：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盤點城鄉發

展地區內公有及國公營事業土地、設施資源，評估輔助社會弱勢、促

進產業創新發展、落實社會公平正義等需求，協同土地及設施管理機

關共同規劃，優先研擬公有土地及設施之活化策略，且相關公辦之整

體開發、都市更新、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聯合開發等均應以創造

社會公義為目標，進行公益性設施及公共設施規劃，以促使公共資源

有效應用於社會。 

（二）國有非公用土地活化：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考量整體發展需求，

洽土地管理機關，就閒置之國有非公用土地進行規劃，以有效利用土

地，並促進城鄉發展。 

第六章 第三節 住宅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壹、發展對策 

三、都市更新：政府主導都市更新，透過大面積、低度利用，且未符都市應

有機能之國公有土地再開發利用，帶動區域再發展，同時結合民間力量，

引進都市更新相關產業挹注資金及專業，共同推動都市再發展，提升城

市競爭力。（P.45） 

第七章 第一節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三、都市及鄉村集居地區 

（五）透過公有土地活化、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多元更新及大眾運輸導向

土地使用規劃，並考量高齡化社會的趨勢，提供中繼基地或其他方案，

規劃氣候變遷調適遷居戶容納空間，以容納遷居戶。（P.58） 

第十一章 應辦事項 

伍、水庫集水區之治理及土地使用管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及配合事項） 

2.公有土地應優先配合政府水庫集水區或流域相關治理計畫，檢討變更為適當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P.109） 

肆、都市計畫之檢討（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及配合辦理事項） 

5.重要濕地若位於都市計畫地區，公有土地應優先檢討劃設或變更為相關保

護、保育分區或用地，並依明智利用原則修訂相關管理事項內容。（P.114） 

三、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就國（公）有土地之規劃原

則再予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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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屬既有可開發利用土地者（後續將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者）： 

1.適度規劃並提供社會弱勢、產業創新發展等需求，

協同土地及設施管理機關共同規劃，優先研擬公

有土地及設施之活化策略。 

2.透過大面積、低度利用，且未符都市應有機能之

國公有土地再開發利用，以公辦都市更新方式，

配合都市計畫及國土計畫之規劃用途，推動都市

再發展，並提供社會住宅之需求。 

（二）非屬既有可開發利用土地者： 

1.提供未來發展者：未來應以整體開發、公有土地

撥用等方式，提供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為優先。 

2.加強資源保育者：配合國土保育政策，將水庫集

水區、流域相關治理計畫或重要濕地保護（育）

地區，優先檢討劃設或變更為適當使用分區或使

用地。 

四、綜合前開說明，為引導後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就國（公）有土地之規劃方向，後續將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一）基本資料蒐集調查：國有土地、公有土地（公用或

非公用）之筆數、面積及分布狀況等基礎資料。 

（二）提出空間發展構想：按全國國土計畫於符合成長管

理計畫之發展總量、成長區位及發展順序等指導原

則，提出空間發展構想。 

（三）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依各級國土計畫指導原則，

按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條件及順序，予以劃設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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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分區及分類。 

（四）明訂國（公）有土地後續利用方式，又其方向如下：  

1.資源保育型：配合國土保育政策，屬國土保育地

區第一類、水庫集水區、流域相關治理計畫或重

要濕地保護（育）地區等範圍內土地，優先規劃

供生態保育、國土保安使用；配合國家糧食安全

政策，屬農業發展地區土地者，優先提供為農業

相關使用。 

2.公共設施型：配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

都市計畫，屬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之一、

第二類之二、第二類之三、第三類及農業發展地

區第四類者，優先規劃供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使

用。 

3.開發利用型：無規劃供國土保育、公共設施或公

用設備使用之土地，提供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使

用。 

擬辦：本案後續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作為各該國土計

畫之規劃作業參考；並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將相關

內容納入規劃手冊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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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各縣市公有土地面積比例比較表 

縣市名

稱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特別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 河川區 小計 合計(公

私有土

地) 
公有 公有 公有 公有 公有 公有 公有 公有 公有 公有 公有 

面積 
佔公有

比例 
面積 

佔公有

比例 
面積 

佔公有

比例 
面積 

佔公有比

例 
面積 

佔公有

比例 
面積 

佔公有

比例 
面積 

佔公有

比例 
面積 

佔公有

比例 
面積 

佔公有比

例 
面積 

佔公有

比例 
面積 

佔公私

有土地

比例 

面積 

臺中市 2817.38  2.85% 1189.34  1.20% 168.97  0.17% 119.8716  0.12% 46909.28  47.45% 13495.25  13.65% 16.24  0.02% 3137.43  3.17% 30260.28  30.61% 752.55  0.76% 98866.59  70.14% 140964.22  

基隆市 0.00  0.00% 0.00  0.00% 0.09  0.00% 0.0000  0.00% 1434.68  35.73% 2549.77  63.50% 21.24  0.53% 0.26  0.01% 0.00  0.00% 9.16  0.23% 4015.20  65.18% 6160.50  

臺南市 3319.52  5.79% 8941.35  15.59% 346.12  0.60% 464.07  0.81% 27548.75  48.02% 11418.64  19.90% 718.80  1.25% 2724.18  4.75% 643.71  1.12% 1244.98  2.17% 57370.13  36.25% 158266.17  

高雄市 1249.96  0.68% 2570.06  1.40% 242.31  0.13% 104.65  0.06% 115106.66  62.62% 26432.28  14.38% 710.35  0.39% 2002.53  1.09% 34805.89  18.93% 599.06  0.33% 183823.75  76.50% 240290.05  

新北市 257.74  0.74% 276.18  0.80% 45.62  0.13% 53.66  0.15% 14527.12  41.94% 13229.82  38.20% 0.00  0.00% 649.43  1.87% 4934.56  14.25% 663.44  1.92% 34637.57  40.83% 84832.94  

宜蘭縣 1744.67  1.04% 1201.43  0.71% 53.64  0.03% 227.43  0.13% 149815.62  88.91% 12944.36  7.68% 723.93  0.43% 475.15  0.28% 0.00  0.00% 1315.57  0.78% 168501.81  83.74% 201215.52  

桃園市 1986.45  5.38% 1411.87  3.82% 140.26  0.38% 672.04  1.82% 21358.12  57.81% 7870.66  21.30% 415.72  1.13% 2524.26  6.83% 0.00  0.00% 563.78  1.53% 36943.15  42.78% 86349.07  

新竹縣 1494.60  2.16% 343.61  0.50% 62.61  0.09% 124.84  0.18% 49727.46  72.01% 10502.96  15.21% 0.00  0.00% 1664.84  2.41% 5139.93  7.44% 0.00  0.00% 69060.86  52.58% 131351.28  

苗栗縣 2787.06  3.23% 1054.52  1.22% 66.08  0.08% 384.48  0.45% 15838.09  18.34% 27757.67  32.14% 0.00  0.00% 165.54  0.19% 37912.22  43.90% 393.95  0.46% 86359.60  52.36% 164948.65  

南投縣 2315.45  0.74% 1424.28  0.46% 234.96  0.08% 81.90  0.03% 247888.81  79.27% 28028.98  8.96% 134.44  0.04% 520.66  0.17% 31783.50  10.16% 297.16  0.10% 312710.14  81.70% 382751.67  

彰化縣 4480.31  27.02% 4502.75  27.15% 310.06  1.87% 2798.39  16.87% 2314.77  13.96% 1089.46  6.57% 0.00  0.00% 1088.08  6.56% 0.00  0.00% 0.00  0.00% 16583.81  18.55% 89405.61  

新竹市 256.72  15.11% 267.41  15.74% 32.50  1.91% 0.00  0.00% 0.00  0.00% 414.31  24.39% 0.00  0.00% 696.73  41.01% 0.00  0.00% 31.19  1.84% 1698.86  29.41% 5776.28  

雲林縣 4251.72  16.02% 5518.12  20.79% 296.20  1.12% 3394.16  12.79% 5368.97  20.23% 4742.64  17.87% 646.37  2.44% 912.16  3.44% 0.00  0.00% 1410.48  5.31% 26540.83  23.03% 115238.48  

嘉義縣 2830.74  3.09% 3220.57  3.51% 280.57  0.31% 202.79  0.22% 67349.22  73.46% 11230.54  12.25% 502.34  0.55% 3803.20  4.15% 1405.76  1.53% 855.95  0.93% 91681.68  53.63% 170955.91  

屏東縣 1482.66  1.13% 7955.20  6.09% 618.49  0.47% 229.05  0.18% 70632.48  54.06% 35563.10  27.22% 190.85  0.15% 2551.50  1.95% 9335.87  7.14% 2106.46  1.61% 130665.64  56.25% 232284.86  

花蓮縣 2392.63  0.61% 6027.47  1.54% 215.98  0.06% 171.73  0.04% 220207.37  56.31% 29040.21  7.43% 11092.05  2.84% 1291.39  0.33% 118753.03  30.36% 1897.08  0.49% 391088.94  90.01% 434512.48  

臺東縣 2916.68  0.98% 2607.90  0.88% 229.13  0.08% 0.38  0.00% 237810.41  80.17% 33189.88  11.19% 18471.55  6.23% 602.44  0.20% 0.00  0.00% 798.14  0.27% 296626.51  88.63% 334672.40  

澎湖縣 0.00  0.00% 2246.45  46.72% 96.18  2.00% 0.00  0.00% 457.00  9.50% 0.00  0.00% 1706.88  35.50% 301.72  6.28% 0.00  0.00% 0.00  0.00% 4808.23  42.20% 11393.70  

小計 36584.28  1.82% 50758.49  2.52% 3439.76  0.17% 9029.44  0.45% 1294294.82  64.33% 269500.52  13.39% 35350.77  1.76% 25111.51  1.25% 274974.76  13.67% 12938.97  0.64% 2011983.31  67.26% 
2991369.7

7  

資料來源:107 年 2 月取得之數值地籍圖;統計資料不計無法判斷使用分區別及公私有別者. 

面積單位:公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