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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本署112年7月31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38
次研商會議」紀錄，依經濟部水利署意見修正如附件（詳

如劃底線處），請依結論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依據經濟部水利署112年9月1日經水綜字第11253273400號
函辦理。

正本：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
二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經濟部水利
署第五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經濟部
水利署第八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各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國立政治大學（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
 碩士原住民專班）、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署綜合計畫組（1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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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38 次研商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2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 會議室（視訊會議） 

參、主持人：蘇組長崇哲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廖雅虹、鄭鴻文 

伍、報告事項：  

決定：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 

一、就屬「未按預定期程提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者，請新北市、高雄市、臺南市、雲林

縣、南投縣、臺東縣、花蓮縣、基隆市及嘉義市等 9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趕辦相關法定作業；另

就屬「未按預定期程函報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者，請臺北市、金門縣及連江縣等 3 個直轄市、縣

（市）政府加速辦竣該市（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作業後，儘速將相關法定書件函報本部審議；另建議

前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儘量避免因處理人民陳

情意見，而延宕後續提各該市（縣）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之期程，仍可就其他議題先行提會討論，以凝聚

共識。 

二、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草

案）相關審查、研商會議及各該市（縣）國土計畫審

議會時，應一併通知本署，俾本署掌握相關進度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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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並適時提供協助；另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持續辦理相關作業時，應依作業須知規定按月至本

署建置之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 

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後續將各該市（縣）國土功

能分區圖等相關法定書件函報本部審議前，應按《國

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第 7 條規定，

以「討論案」方式提經各該市（縣）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完竣後，再將國土功能分區圖報本部核定。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

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一、就各階段履約管理及規劃作業進度落者，請新北市、

嘉義縣、宜蘭縣、苗栗縣、南投縣、新竹縣、花蓮縣、

臺東縣及高雄市政府加緊趕辦審查及規劃作業，追

上落後進度，並儘速將原民農 4 成果（草案）提供予

府內第 3 階段單位彙整，避免延宕後續國土功能分

區圖審議作業，俾利國土計畫法如期上路。 

二、就宜蘭縣政府表示預計於 112 年 8 月 10 日前完成上

傳部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資料至本署部落調查圖台

1 節，請縣府確實督導規劃團隊按本署規定之屬性欄

位建置調查資料，並請縣府確認應調查建物均建置

完竣後，按前開預定期程函報本署。 

三、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

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相關

工作、審查及研商會議時，應一併通知本署，俾本署

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助；另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持續積極趕辦相關作業，並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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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規定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

理情形。 

陸、討論事項：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涉及中央管河川之界線

決定原則 

結論： 

一、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涉及中央管河川之界線決

定方式，原則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署 109 年

2 月 3 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7 次研商會議結

論，評估以水道治理計畫線、用地範圍線或尋常洪水

位行水區域，作為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界線。 

二、考量水道治理計畫線(黃線)、用地範圍線(紅線)或河

川區域線(綠線)內之土地，均受水利法相關規定管

制，仍建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 3 條線最寬者

作為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界線，倘直轄市、縣

（市）政府基於其他空間規劃或土地管理考量，仍得

評估以前開第 7 次會議結論所述相關界線，作為劃

設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界線，惟應於繪製說明書加

強敘明理由，並經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另

請水利主管機關等相關單位應協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就前述界線決定方式之妥適性提供具體意見。 

 

柒、散會：下午 3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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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依發言順序） 

報告事項議題一： 

◎新北市政府（書面意見） 

目前刻正處理人民陳情意見中，預計 112 年 9 月工

作會議討論後續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時程。 

◎高雄市政府（書面意見） 

有關提送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期程部分，提送

審議之公文目前尚在陳核中，並俟奉核後將請本府都市

發展局於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時，一併副知貴

署，且同步更新雲端管考表單。 

◎臺南市政府（書面意見） 

本府原訂於 112年 6月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惟因本市民眾所提陳述意見書眾多，處理上花較多時間

調整議題排程，且本府亦針對部分通案性原則再做檢討，

考量這部分檢討標的較多，故會議資料準備上需花較多

時間，預計於 112 年 8 月中前將資料備妥後，於同年 8

月底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大會。 

◎雲林縣政府（書面意見） 

本府目前正持續處理人陳意見書及國保 1 河川區

域範圍釐清及調整事宜。原則上訂於 112 年 9 月召開工

作會議後，於 112 年 10 月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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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書面意見） 

南投縣政府原預定於 112 年 6 月召開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作業之第 1 次縣國土審議會，惟因人民陳情意見

較多，目前持續受理及彙整中，且仍在尋求較為合理可

行、符合民眾期待之解決方案，目前初步預計本縣國土

計畫審議會會將於 112 年 9 月底前召開大會進行相關

議題之討論。 

◎臺東縣政府（書面意見） 

考量本縣 16 鄉鎮屬原民鄉鎮為 15 個，且目前原民

單位所辦理之農 4(原)劃設成果，將一併影響 15 個鄉

鎮之國土功能分區圖，故經本府相關局處討論共識，將

俟農 4(原)劃設成果提交後，始一併提請本縣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並預計將於 112 年 11 月至 12 月間召開 4

場次之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後，儘速提交內政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 

◎花蓮縣政府（書面意見） 

因本府陸續仍有收到人民陳情案件，且刻將人民陳

情案件簽會府內相關單位中，後續預計於 112 年 8 月底

前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基隆市政府（書面意見） 

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已簽准召開，刻正安排主持長

官與會時間，並預計於 112 年 8 月底前召開。 

◎嘉義市政府（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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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刻正針對「嘉義市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

願景示意圖、空間發展構想圖及國土功能分區繪製理由

進行修正及補充，將加緊趕辦以利 112 年 9 月提報本市

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臺北市政府（書面意見） 

一、本市國土功能分區案於 112 年 7 月 21 日報市長室會

議，經市長室會議討論，現行公開展覽版方案有需要

調整處，後續將透過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國土

功能分區調整方案，爰近期尚無法完成本市國土計

畫審議會審議及報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二、另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 次會議訂於 112 年 8 月

10 日召開，開會通知單已於 112 年 7 月 28 日寄出。 

◎金門縣政府（書面意見） 

本縣國土功能分區案(草案)前於 112 年 6 月提送

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考量地方特性及土地使用管

制允許使用尚未明確等，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對於

劃設內容仍有疑慮，刻依決議籌組專案小組先行討論，

俟獲致具體意見後再提送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審

議，故無法依照原排定期程函報貴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又因後續階段仍有審議作業時間，建議同意調整並延後

本縣報部時間。 

◎連江縣政府（書面意見） 

由於 112 年 6 月恰逢本縣議會期間，府內各單位長

官無法參予會議，惟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業於 112 年 7



7 
 

月 4 日召開，且本府刻依該次會議決議辦理本縣國土功

能分區圖等相關法定書件修正作業，並預計於 112 年 9

月報內政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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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議題二： 

◎新北市政府（書面意見） 

本市烏來區的規劃廠商，刻正修正期末報告，並於

下週檢送修正後成果後，預定 112 年 8 月 15 日辦理期

末審查。 

◎嘉義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期中審查進度：已於 112 年 7 月 11 日完成期中審查，

規劃團隊亦已將修正後期中報告報府，目前本府已

函送修正後期中報告予參與會議人員，並請其確認

是否還需修改。 

二、落後原因：因期初審查通過時間落後，且於 112 年 2

月中辦理完竣之說明會暨部落會議，至 112 年 4 月

底才完整取得部落會議決議之資料，以致期中審查

進度落後。 

◎宜蘭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有關規劃作業，宜蘭縣政府部落調查資料大多已上傳

營建署圖台網站，但經承辦人檢查後仍有許多地方

遺漏，我們會再補齊資料、檢查後再上傳圖台，預計

112 年 8 月 10 日發文營建署並辦理完畢。 

二、農 4 成果交付(總結報告書、繪製說明書)，廠商 112

年 6 月 30 日提出總結成果報告書，經本所審認後仍

有修改之處，廠商於 112 年 7 月 25 日提出修正後總

結報告書，本所已將報告書陳核縣府，預計 112 年 8

月 4 日前發文營建署及縣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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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書面意見) 

本縣農 4成果初稿業於 112年 7月 26日審查通過，

目前刻由廠商趕製成果定稿本，預計於 112 年 8 月 4 日

前提送本府 3 階單位。 

◎南投縣政府(書面意見) 

依照本案契約規定，目前仍屬辦理期末事項期間，

並未違反契約規定，惟已請廠商加速辦理，預計 112 年

8 月中提送期末報告後儘速辦理審查作業。 

◎新竹縣政府（書面意見） 

有關期末審查會議業於 112年 7月 21日辦理完竣。

廠商刻正辦理期末報告修正，預計 1 個月內提送修正後

期末報告。 

◎花蓮縣政府(書面意見) 

本案業配合 112 年 6 月 26 日內政部營建署到府服

務備忘錄所提相關意見進行修正後，於 112 年 7 月 31

日提供修正後農 4 草圖(shp 檔)與 3 階規劃單位。 

◎臺東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部落溝通： 

（一）由於本縣部落數眾多，且 112 年 7 月及 8 月為本縣

部落祭典活動，時程較難安排。 

（二）為使部落族人能儘量參與，在辦理時間上，尊重部落

所擇定時間。 

（三）目前已訂於 112 年 8 月開始辦理第 2 次說明會，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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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9 月中旬前能結束第二說明會。 

二、農 4 成果交付進度落後：於辦理第 1 次說明會，因應

族人要求，意見單回收截止日為 112 年 7 月底，目前

仍在處理意見單相關內容，預計 112 年 9 月底能繳

交農 4 成果。 

三、請款部分：預計本周將函發會議紀錄，將俟審查會議

紀錄函發後儘速去函請領第 2 期補助款。 

◎高雄市政府（書面意見） 

一、農 4 成果交付進度落後：本會原訂 112 年 7 月 27 日

與本市議員、區長召開會議，是日因颱風天延期，將

儘快召開相關會議討論後提交。 

二、請款部分：將於近期辦理請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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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一、有關本案建議處理方式（三）徵收範圍外且位屬河川

區域線（綠線）內之土地是否亦屬水利法管制範圍部

分，查河川區域範圍並非單純由徵收範圍確定，如徵

收範圍外之未登錄地或國有土地，仍可依「河川區域

劃定及變更原則與審查要點」第 13 點劃設河川區域

線，作為保留預備使用之土地。 

二、承上，凡劃設於河川區域內之土地(即綠線範圍)悉依

水利法第 78 條及 78-1 條之規定管制使用，與是否

徵收無涉。縱完成水道治理工程，於未劃出河川區域

前，仍依水利法管制。 

三、有關雲林縣政府所提之大湖口溪案例，經查大湖口溪

治理工程甫完工，目前本署第五河川局刻依治理工

程完工部分辦理河川區域局部變更作業中。 

四、本案界線決定原則，建議仍依循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河川區)之劃定原則： 

（一）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線或水道治理

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並以其較寬者為界

劃定。 

（二）尚未公告河川區域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

者，由河川管理機關依河川實際水路所及、土地編

定使用與權屬或其他相關資料認定應行管制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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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本局意見同水利署書面意見，亦即建議經水利主管

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線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

範圍線內之土地，以其較寬者為界劃定。 

◎雲林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有關本縣人民陳述意見案仍有多數民眾反映，倘已徵

收且興建堤防完竣，其徵收後之剩餘土地不宜再予

納入河川區域範圍內，並表示土地為人民之財產，我

國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的財產權，應予保障，如土

地仍有納入河川區域範圍並受水利法管制之必要性，

應將其受限制之土地範圍予以徵收或給予適當之補

償，避免民眾權益有所損失，是以，本府建議已完成

水道治理工程部分仍應盡速辦理河川區域範圍檢討

作業，以符實際。 

二、另部分民眾表示其土地已劃入河川範圍內且位於堤

防內側已有數十餘年，至今仍未被徵收，使其土地使

用上受到諸多限制，本府亦建議經濟部水利署及河

川局再予考量評估有關河川堤坊內之私有土地徵收

事宜，以保障人民之權益。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考量新北市及桃園市同屬淡水河系範圍，建議新北

市政府比照桃園市政府於表 2 所載之界線決定方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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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書面意見） 

本市業於 110 年間召開機關研商會議邀集經濟部

水利署研議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邊界劃設事宜，且

該次會議決議以河川區域線為界，有關經濟部水利署第

十河川局所提建議處理方式，後續將納入評估研議。 

◎高雄市政府（書面意見） 

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涉及中央管河川部分，倘

於河川區域檢視修正過程中，有新增劃入國土保育地區

第 1 類土地，是否仍需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

製作業辦法第 6 條規定，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嘉義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有關鈞署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38 次研商

會議」，該會議討論事項議題之建議處理方式第 5 項

（略）：「…倘直轄市、縣（市）政府基於其他空間規

劃或土地管理考量，仍得評估以水道治理計畫線、用

地範圍線或其他界線決定方式調整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界線，惟請水利主管機關應協助就界線決定認定

方式之妥適性提供意見…」。 

二、針對上述直轄市、縣（市）政府基於其他空間規劃或

土地管理考量，仍得評估以水道治理計畫線、用地範

圍線或其他界線決定方式調整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

界線情形，是否需要經程序取得水利主管機關就界

線決定認定方式之同意意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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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書面意見） 

為落實河川管理及保障民眾權益，會適時辦理河川

區域檢討變更公告作業，與國土計畫之期程有不一狀況，

建議能隨時配合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檢討變更作業，據

以調整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劃設界線，並納入「國土功

能分區使用劃設作業手冊」說明項。 

◎綜合計畫組 

一、考量水利主管機關辦理河川區域之劃定作業，係基於

人民財產及「生命安全」，原則建議以河川區域線、

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取最寬者，作為劃設

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而直轄市、縣（市）政府現階

段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圖時，則係基於人民財產及「權

益保障」，爭取以用地範圍線或實際徵收範圍，作為

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 

二、又因河川區域徵收係採分期分區方式辦理，且河川區

域局部變更公告係於治理工程完工後 2 年內辦理完

成，爰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現階段以受水利法

管制範圍之河川區域線（綠線）作為劃設國土保育地

區第 1 類界線，且後續河川區域線如經完成變更公

告，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依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隨時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檢討變更

作業。 

二、另就辦理河川區域界線調整是否需再行通知國土保

育地區第 1 類土地所有權人 1 節，考量直轄市、縣

（市）政府業依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

辦法第 6 條規定，辦竣公開展覽及公聽會，原則無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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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辦理前開法定作業，惟倘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評估有再行通知新增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土

地所有權人之必要，得以郵寄通知或說明會等其他

適當方式加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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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書面意見）
	◎綜合計畫組
	一、考量水利主管機關辦理河川區域之劃定作業，係基於人民財產及「生命安全」，原則建議以河川區域線、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取最寬者，作為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而直轄市、縣（市）政府現階段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圖時，則係基於人民財產及「權益保障」，爭取以用地範圍線或實際徵收範圍，作為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
	二、又因河川區域徵收係採分期分區方式辦理，且河川區域局部變更公告係於治理工程完工後2年內辦理完成，爰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現階段以受水利法管制範圍之河川區域線（綠線）作為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界線，且後續河川區域線如經完成變更公告，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依國土計畫法第22條第2項規定，隨時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檢討變更作業。
	二、另就辦理河川區域界線調整是否需再行通知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土地所有權人1節，考量直轄市、縣（市）政府業依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第6條規定，辦竣公開展覽及公聽會，原則無須再行辦理前開法定作業，惟倘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有再行通知新增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土地所有權人之必要，得以郵寄通知或說明會等其他適當方式加強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