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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海岸地區」劃設準則及範圍研商會議 

議程資料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業務單位報告 

海岸地區係指海陸交互作用之地理空間範圍，本部前依行政

院核定之「國土復育策略方案暨行動計畫」規定劃設「海岸地區」

範圍（臺灣本島部分），並以96年1月30日台內營字第0960800355

號公告在案。考量近年來發展快速，各地區之社經環境與本部96

年1月30日公告「海岸地區」範圍之時空背景可能產生明顯變化，

且海岸管理法業於104年2月4日公布施行，依該法第5條規定本部

應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於6個月內劃定

海岸地區範圍，爰確有重新檢視「海岸地區」劃設準則及範圍之

必要。 

本署前以103年8月28日營署綜字第1032915414號函（附件1）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檢視本部96年1月30日台內營字第

0960800355號公告之「海岸地區」範圍（臺灣本島部分），並就

劃設範圍及8項操作性原則等表示意見。離島部分另以104年1月6

日營署綜字第1032924279號函（附件2）請離島所在縣（市）政

府檢視本署87年委託研究計畫「海岸防護區防護計畫之研擬工作

計畫（Ⅱ）－離島海岸管理計畫（草案）」建議之離島海岸地區

操作性原則及初步劃設範圍。經彙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意

見（如附件一），爰研擬海岸地區劃設準則草案（如表1），召開

本次研商會議。 

參、討論事項 

議題一：海岸地區劃設準則（草案）是否妥適，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國土復育策略方案暨行動計畫」規定海岸地區屬國土保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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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應以永續發展為原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

（市）政府之各項土地使用計畫及容許使用項目應限期檢討，且

海岸地區之公有土地，應立終止租約，回收造林或自然復育，惟

行政院97年9月22日政策已決定不再推動該行動計畫。 

二、行政院96年核定「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作為海岸法完成立法

前，政府各部門研修訂及審議海岸地區各項實質利用計畫之最高

指導原則。另依行政院102年核定「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第

二期）」之適用範圍，包括本部96年 1月30日台內營字第

0960800355號公告劃設「海岸地區」（臺灣本島部分）；至於離島

部分則依各優先實施項目之執行準則、環境特性及實際管理需

要，由各機關劃定適用範圍，如有劃設問題，則暫以潮間帶為實

施地區。 

三、海岸管理法於104年2月4日公布施行，依規定本部應會商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於6個月內，劃定海岸地區範圍

後公告之。有關新北市、桃園市、苗栗縣政府等提及應兼顧民眾

權益，金門縣政府建議先辦理海岸資源調查並辦理民眾參與程序

等部分，查海岸地區係作為海岸資源調查、資訊蒐集或整體規劃

作業所需之範圍界定，其劃設未產生權利義務關係，且非納入海

岸地區即全部禁止開發利用，仍需依未來海岸保（防）護計畫規

定辦理。至於都市計畫賦予民眾土地之權益，係依都市計畫法及

各該都市計畫內容辦理，與本案劃設海岸地區範圍，並無直接關

聯。 

四、為使劃設海岸地區有一致性之標準，爰研擬海岸地區劃設準則（草

案）如表1，提請討論。 

擬辦：依討論結論修正劃設準則，併同海岸地區劃設結果一併公告。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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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海岸地區劃設準則(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文 
96.1.30.海岸地區劃設依據

及操作性原則 
說明 

一、依據海岸管理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五條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

行後六個月內，劃定海岸

地區範圍後公告辦理。 

一、依據「國土復育策略方案

暨行動計畫」對海岸地區

定義：「平均高潮線至第一

條省道、濱海主要公路或

山脊線之陸域，以及平均

高潮線往海延伸至三十公

尺等深線，或平均高潮線

向海六公里所涵蓋之海

域，取其距離較長者為

界，並不超過領海範圍之

海域及其海床與底土」辦

理。 

一、本準則立法依據。 

二、行政院政策已不再推動國

土復育策略方案暨行動計

畫，且海岸管理法於104

年2月4日公布施行，爰配

合海岸管理法訂定辦理依

據。 

二、中央主管機關劃設海岸地

區範圍時，應包含濱海陸

地、平均高潮線及近岸海

域等，其中濱海陸地及平

均高潮線，比例尺不得小

於五千分之一；公告時應

繪製於適當之背景圖資

上，並應包含濱海陸地及

近岸海域界限之文字說

明。 

 明定海岸地區內容、劃設之比

例尺不得小於五千分之一。公

告時應繪製於適當之背景圖

資上，例如最新版衛星影像，

以驗證繪製結果與現地符

合；並應包含濱海陸地及近岸

海域範圍之文字說明。 

三、本法所稱濱海陸地，係指

以平均高潮線至第一條

省道、濱海道路或山脊線

之陸域為界。 

前項濱海陸地之劃設

準則如下： 

（一）海岸地區為海陸交互作

用，濱海陸地以距海岸

線三公里所涵蓋之區域

為原則。以地形地物為

劃設依據者，其優先順

序如下： 

1.以最近海岸線之第一

二、基於「國土復育策略方案

暨行動計畫」對海岸地區

之定義係以「第一條省

道」、「濱海主要公路」、「山

脊線」三項指標作為劃設

之綜合性指導原則，且應

回歸劃設海岸地區精神在

於將海陸交互作用地區加

以保護之重要意義，並應

確保生態環境敏感地帶

（如溼地、重要野生動物

棲息地、各種生態保護區

等）之完整性及未來操作

一、第一項依本法第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一目，明定濱

海陸地之定義。 

二、參考九十六年一月三十日

內政部公告「海岸地區劃

設依據及操作性原則」，明

定濱海陸地以距海岸線三

公里所涵蓋之區域為原

則。 

三、第二項第一款明定濱海陸

地以地形地物為劃設依據

者，其優先順序分別為第

一條山脊線、省道、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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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山脊線為主。 

2.第一條山脊線如距海

岸線超過三公里，則

以最近海岸線之省道

為主，濱海道路、明

顯山頭之連線及行政

區界為輔。 

3.最近海岸線之省道或

濱海道路如距離海岸

線小於一公里，應以

第二條省道、其他濱

海道路或行政區界為

主。 

（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濱

海陸地之界線得超過距

離海岸線三公里所涵蓋

之範圍： 

1.屬前款第三目情形，

但第二條省道、其他

濱海道路或行政區界

距海岸線超過三公

里。 

2.河口地區得以橋樑或

堤防為界。 

3.為落實管理範圍之一

致性，得以與海岸為

主劃設國家公園或國

家風景特定區所公告

之範圍為界。 

4.為確保生態環境敏感

地帶，得以各種生態

敏感地區（如自然保

留區、溼地、重要野

生動物棲息地、重要

野生動物保護區、自

然保護區、沿海保護

區等）、文化景觀敏感

地區（如古蹟保存

執行之可行性等各項前提

下，有關海岸地區「濱海

陸地」操作性準則同意採

下列八項操作性原則劃設

上開行動計畫國土保育範

圍中「海岸地區」之濱海

陸地： 

（一）以最近海岸線之第一條

山稜線或距海岸線三公

里所涵蓋之區域為主。

（原則一） 

（二）如第一條山稜線距海岸

線超過三公里之範圍，

則以最近海岸線之省道

為主，其他道路、明顯

山頭之連線及行政區界

為輔。（原則二） 

1.如省道與海岸線之距

離超過三公里，則以

最近海岸之主要道路

為主。 

2.如有潟湖、內灣則以

最內之海岸線向內陸

延伸，其原則仍如前

項所述。 

3.如公路通過小山丘

旁，則不彎上山稜

線，其原則仍如前項

所述。 

（三）海岸地區為海陸交互作

用之地區，前項最近海

岸線之省道如距離海岸

線小於一公里，應以第

二條省道、其他道路或

行政區界為主。（原則3）

（四）河口地區以接近海岸線

主要道路之橋樑及堤防

為界；另考慮生態敏感

公路。並規定距海岸線不

同距離時之劃設取捨標

準。 

四、第二項第二款明定濱海陸

地之界線得超過距離海岸

線三公里所涵蓋範圍之例

外情形。 

五、第二項第三款明定考量海

岸地理空間之完整性，港

區、都市計畫地區、工業

區、核電廠及重大建設等

開發地區，應將符合前二

款劃設準則之部分，列入

海岸地區範圍。 

六、第三項明定第一項濱海道

路，以公路法第四條所稱

之公路路線系統為限，包

括國道、省道、市道、區

道、縣道、鄉道及劃歸公

路系統之市區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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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遺址、聚落保存

區、歷史建築、文化

景觀保存區、地質遺

跡地質敏感區等）或

資源利用敏感地區

（如水產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之範圍為

界。 

（三）考量海岸地理空間之完

整性，港區、都市計畫

地區、工業區、核電廠

及重大建設等開發地

區，應將符合前二款劃

設準則之部分，列入海

岸地區範圍。 

第一項濱海道路，以

公路法第四條所稱之公路

路線系統為限，包括國

道、省道、市道、區道、

縣道、鄉道及劃歸公路系

統之市區道路。 

區之完整性予以納入。

（原則四） 

（五）落實管理範圍之一致

性，以公告之國家公園

及國家風景特定區範圍

為界。（原則五） 

（六）考量海岸地理空間之完

整性，港區及在上述各

項原則內之都市計畫地

區、工業區、核電廠、

重大建設等開發地區亦

列入海岸地區管理範

圍。（原則六） 

（七）第一條山稜線距海岸線

超過三公里，以平均高

潮線向陸地三公里範圍

或其他適當等高線劃

設。（原則七） 

（八）為確保生態環境敏感地

帶（如溼地、重要野生

動物棲息地、各種生態

保護區等）之完整性，

海岸地區得超過距離海

岸線三公里所涵蓋之範

圍。（原則八） 

四、本法所稱近岸海域，係指

以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

伸至三十公尺等深線，或

平均高潮線向海三浬涵

蓋之海域，取其距離較長

者為界，並不超過領海範

圍之海域與其海床及底

土。 

前項近岸海域之劃設

準則如下： 

（一）以直轄市、縣（市）行

政界線及平均高潮線之

交點往海洋延伸。 

三、另國土保育範圍中「海岸

地區」之近岸海域操作性

準則採：「濱海陸地往海

延伸至三十公尺等深

線，或平均高潮線向海六

公里所涵蓋之海域，取其

距離較長者為界，並不超

過領海範圍為限」。 

一、第一項依本法第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目明定近岸

海域之定義。 

二、第二項第一款明定近岸海

域往海延伸之起點為直轄

市、縣（市）行政界線及

平均高潮線之交點。 

三、第二項第二款明定往海洋

延伸係依據內政部公告

「區域計畫之直轄市縣

（市）海域管轄範圍」之

延伸方式辦理。 

四、第二項第三款明定三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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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款往海洋延伸，依據

內政部公告「區域計畫

之直轄市縣（市）海域

管轄範圍」之延伸方式

辦理。 

（三）三十公尺等深線，以比

例尺五萬分之一之海圖

為主，其他比例尺海圖

為輔。 

尺等深線，以比例尺五萬

分之一之海圖為主，其他

比例尺海圖為輔。 

五、離島濱海陸地及近岸海域

操作性準則依下列原則

外： 

（一）濱海陸地： 

1.參照第三點規定辦

理，如劃定面積範圍

涵蓋島嶼之地理中心

點時，則應將全島皆

劃入範圍。 

2.地理中心點距海岸線

小於三公里之小型島

嶼以全島劃入為原

則。 

（二）近岸海域： 

1.參照第四點規定辦

理。 

2.如屬未公告領海基線

者，其範圍以不超過

國防部公告限制、禁

止水域範圍為原則。 

 一、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目規定，離島濱海陸

地及近岸海域：於不超過

領海範圍內，得視其環境

特性及實際管理需要劃

定。 

二、第一款參照第三點濱海陸

地之劃設準則，並以地理

中心點距離海岸線三公

里，作為是否全島劃入濱

海陸地之標準，以簡化行

政程序。 

三、第二款參照第四點近岸海

域之劃設準則，並依全國

區域計畫劃定海域區之

原則，明定如屬未公告領

海基線者，其範圍以不超

過國防部公告限制、禁止

水域範圍為原則。 

六、本法所稱平均高潮線，係

參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年度潮汐表，並採用當日

相對高潮位之衛星影

像，依下列原則劃設： 

（一）衛星影像可辨別海浪到

達處。 

（二）衛星影像無法辨別海浪

到達處者： 

 一、明定平均高潮線，係參考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年度潮

汐表，並採用當日相對高

潮位之衛星影像，並訂定

其劃設原則。 

二、考量海岸地區地形變化，

第二項明定平均高潮線每

三年應重新繪製一次。但

海岸地區因重大開發建設



 7

1.堤防或碼頭：直接臨

海之界限。 

2.河口：以河、海水交

界處或沙洲。 

前項平均高潮線每三

年應重新繪製一次。但海

岸地區因重大開發建設致

產生明顯地形變化者，得

隨時檢討變更之。 

致產生明顯地形變化者，

得隨時檢討變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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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海岸地區」劃設範圍示意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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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具體建議修正海岸地區範圍之個

案討論。 

一、宜蘭縣政府建議： 

1、南澳鄉沿第一條山陵線劃設部分，請重新檢視第一條山陵線

劃設位置（如圖2）。 

2、蘭陽溪口劃設範圍建議以沿蘭陽溪北堤及南堤劃設（如圖3）。 

本署擬辦意見： 

1、宜蘭縣政府第1點意見，建議配合修正第一條山陵線位置（準

則第3點第2項第1款第1目）。 

2、該府第2點意見，考量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之「蘭

陽海岸保護計畫」之完整性（準則第3點第2項第2款第4目），

建議不予調整。 

決議： 

 

 

二、新竹市政府建議：「新竹市香山地區之海岸，改以距離海岸最近

之主要道路『中華路(省道)』為界較為妥適」（如圖4）。 

本署擬辦意見：考量中華路距海岸已小於1公里（準則第3點第2

項第1款第3目），建議不予調整。 

決議： 

 

 

三、臺南市政府建議： 

1、北門區、將軍區、七股區：延台61線往南接至安南區台江大

道西段(2-7-60M)」（如圖5）。 

2、安南區：自七股區台61線接台江大道西段(2-7-60M)，南轉

1-3-60M計畫道路，再西轉北汕尾路(2-9-30M)，接四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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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M)，過四草大橋至安平區。 

3、安平區：過四草大橋接漁濱路、漁光路，過安平港接安平港

聯外道路（如圖6）。 

4、南區：安平港聯外道路往南接省道台17線，再接2-14-30計畫

道路（如圖6）。 

本署擬辦意見：考量臺南市政府建議之路段距海岸已小於1公里

（準則第3點第2項第1款第3目），且考量管理範圍之一致性（準

則第3點第2項第2款第3目），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台江國家

公園仍應納入海岸地區範圍，故建議不予調整。 

決議： 

 

 

四、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建議：對於本部96年1月30日海岸地

區之劃設結果，經本署調查分析尚無具體需修正意見。 

本署擬辦意見：本次依海岸地區劃設準則劃設「海岸地區」，於

公告前將劃設結果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檢核。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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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宜蘭縣政府建議修正位置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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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宜蘭縣政府建議修正位置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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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新竹市政府建議修正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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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台 61 線於安南區部分未開闢。 

圖5  臺南市政府建議修正位置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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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臺南市政府建議修正位置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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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海岸地區之劃設範圍及操作性原則修正建議 

表1、對96年公告海岸地區之劃設範圍及操作性原則修正建議 

 單位 建議內容 本署研處情形 

1 新北市

政府 

103 年 9 月 5 日北府城規字第

1031631016 函（附件一之 1）： 

(1)本市淡水河岸之蘆洲區與三重區等

地區，係依第 4項原則之「河口地區

以接近海岸線主要道路之橋樑及堤

防為界」，採過重陽橋沿淡水河堤防

劃設，惟淡水河口另有關渡大橋以及

未來將興建之淡江大橋，爰有關劃設

原則以橋樑及堤防為界似較為彈

性，未來應該審慎考量該地區有無其

他須加以保護因素，據以重新確認選

定之橋樑或堤防。 

(2)依 96 年公告劃設「海岸地區」範圍

係包含都市計畫土地，有關都市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部分，建議於重新修正

「海岸地區」劃設依據時，應考量民

眾權益並兼顧公共利益，適當保留海

岸地區管制彈性。  

 

(3)另有關本市境內東北角海岸風景特

定區計畫為貴署城鄉發展分署規

劃，其範圍內土地使用管制，涉及東

北角暨宜蘭海岸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轄管，建議仍應詢問該管意見較為妥

適。 

 

 

(1)有關新北市蘆洲區與三重區之海岸

地區劃設，除考量「河口地區以接近

海岸線主要道路之橋樑及堤防為界」

外，亦須含括「淡水河口保護區」之

範圍。目前市府已配合新北市區域計

畫（草案）重新檢視上開保護區之範

圍，劃設結果可供濱海陸地範圍參

據。 

 

 

(2)依本署103年 10月 16日營署綜字第

1030065694 號函（附件 3）略以：行

政院政策已不再推動國土復育策略

方案暨行動計畫，至於都市計畫賦予

民眾土地之權益，係依都市計畫法及

各該都市計畫內容辦理，與本案劃設

海岸地區範圍，並無直接關聯。 

(3)如上開(2)研處情形。另本案請城鄉

發展分署出席說明。 

2 臺中市

政府 

103 年 9 月 10 日府授都企字第

1030176139 號函（附件一之 2）：本市海

岸地區範圍尚無建議調整意見 

-- 

3 臺南市

政府 

104年 3月 23日府水保字第1040271982

號函（附件一之 3）： 

(1)本市海岸地區劃設範圍因時空背景

變化，許多區域已均衡發展為人口密

集之住宅區及都市計畫區，沿海區域

亦已新闢多條濱海道路，故原 9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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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建議內容 本署研處情形 

公告之劃設範圍已較不符時宜。  

(2)因「海岸管理法」於 104 年 1 月 20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並於 2月 4日總

統令制定全文 46 條公布及施行，本

府依據本法第 2 條海岸地區之定

義，提送本市「海岸地區」之建議劃

設範圍，建請大署納入後續「海岸地

區」範圍劃設作業參據。 

 

(1)依本署103年 10月 16日營署綜字第

1030065694 號函略以：都市計畫賦

予民眾土地之權益，係依都市計畫法

及各該都市計畫內容辦理，與本案劃

設海岸地區範圍，並無直接關聯。 

(2)納入本次會議議題二討論 

4 高雄市

政府 

103 年 9 月 23 日高市府都發審字第

10305135900 號函（附件一之 4）：無意

見 

-- 

5 宜蘭縣

政府 

103 年 10 月 16 日 府 建 城 字 第

1030169386 號函（附件一之 5）：操作性

原則之內容本府無相關意見，另本府轄

區內「海岸地區」劃設範圍之修正建議

如下： 

(1)南澳鄉沿第一條山陵線劃設部分，建

請貴署重新檢視第一條山陵線劃設

位置。 

(2)蘭陽溪口劃設範圍建議以沿蘭陽溪

北堤及南堤劃設。 

納入本次會議議題二討論 

6 桃園縣

政府 

103年 9月 26日府城景字第1030222210

號函（附件一之 6）： 

(1)本案如涉及漁業權問題請內政部洽

漁業署辦理。 

 

 

 

 

(2)針對原則 8.海岸地區得超過距離海

岸線 3公里所涵蓋之範圍，該範圍是

否會涵蓋私有土地，影響民眾權益，

建請內政部考慮。 

本署 103 年 10 月 13 日營署綜字第

1030064987 號函（附件 4）： 

(1)本案係為重新修正「海岸地區」之劃

設依據，以作為全國區域計畫內海岸

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之檢討參

據，並進而修訂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及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等有關海岸地區之相關規定，並未

涉及漁業權核發或管理事宜。 

(2)海岸地區之劃設並未產生權利義務

關係，且該項原則係以確保生態環境

敏感地帶之完整性為前提，方得予涵

蓋至距離海岸線 3公里範圍，以彈性

因應不同地理環境特性及保護標的

管理經營需要，避免影響保護效益，

爰該項原則仍將予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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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建議內容 本署研處情形 

7 新竹縣

政府 

103年 9月 24日府地用字第1030370397

號函（附件一之 7）：尚無其他意見。 

-- 

8 苗栗縣

政府 

103年 10月 1日府商產字第1030201879

號函（附件一之 8）： 

(1)近岸海域與海域區範圍劃設原則統

一：綜整「全國區域計畫」、「海岸

地區劃設原則」及「區域計畫法施行

細則」有關『海域』之範圍界定，可

發現海域區範圍係包含近岸海域與

部分濱海陸地。而就全國區域計畫之

指導，未來海岸地區土地使用之指導

將落實於「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容許使用項目、許可使用細目及

強度等。考量後續實際執行非都市土

地使用管制，建議有關『海域』範圍

界定劃設原則統一，以降低範圍重疊

管制、管理權責不明或競合的問題。

(2)海岸地區如接近人口發展密集區，應

因地制宜，第一條省道與西濱公路

（濱海主要公路）建議取其近海者。

A.基於「國土復育策略方案暨行動計

畫」對海岸地區之定義為「第一條

省道」、「濱海主要公路」、「山脊線」

三項指標，作劃設之綜合性指導原

則，惟台灣受限於地形中央高聳兩

側漸緩，由於腹地有限，於山脈和

海岸間平緩地形為都市主要發展地

區，近年都市發展逐漸擴張，海岸

地區接近人口密集區域，以本縣而

言濱海路地範圍多以台 1 省道而劃

設，現況所既有竹南鎮、後龍鎮等

都市計畫區位於濱海陸域範圍，海

岸地區日後納入管制，恐損及都市

計畫賦予民眾土地之權益。 

B.由於濱海主要公路臨海而建，於規

劃、興闢之初必須經過環境影響評

估過程，檢視對於開發行為對環境

影響及可能影響之相對保護措施，

可證於濱海公路向陸地對於海岸地

本署 103 年 10 月 16 日營署綜字第

1030065694 號函（附件 3）： 

(1)考量近岸海域與海域區二者之劃設

目的與依據並不相同，故其範圍劃設

原則尚不宜統一。 

(2)上開建議與本部96年 1月 30日公告

海岸地區之劃設依據及操作性原則

二、（二）、「1.如省道與海岸線之

距離超過 3公里，則以最近海岸之主

要道路為主。」之意旨相符，惟實務

劃設時，仍需考量前開操作性原則

（三）「海岸地區為海陸交互作用之

地區，前項最近海岸線之省道如距離

海岸線小於 1公里，應以第二條道、

其他道路或行政區界為主。」之規

定。 

(3)行政院政策已不再推動國土復育策

略方案暨行動計畫，至於都市計畫賦

予民眾土地之權益，係依都市計畫法

及各該都市計畫內容辦理，與本案劃

設海岸地區範圍，並無直接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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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建議內容 本署研處情形 

區環境應無重大影響，回歸劃設海

岸地區精神在於將海陸交互作用區

加以保護之重要意義，並無衝突。

9 彰化縣

政府 

103年 9月 24日府地用字第1030317889

號函（附件一之 9）：無意見。 

-- 

10 雲林縣

政府 

尚未回復 -- 

 

11 嘉義縣

政府 

103年 9 月 5 日府經城字第 1030163097

號函（附件一之 10）：尚無意見 

-- 

12 屏東縣

政府 

103 年 10 月 27 日屏府城規字第

10372517400 號函（附件一之 11）： 

(1)本案「海岸地區」濱海陸地之 8項操

作性原則係貴署依據「國土復育策略

方案暨行動計畫」所訂定，劃入「海

岸地區」之土地利用與管制現階段並

無法源。爰對人民之權利義務關係未

明確前，本府對前揭操作性原則不表

意見。  

(2)另對於本縣劃入「海岸地區」之沿海

鄉鎮非都市土地，自枋寮以降，因背

山臨海，區間土地狹隘空間不足，請

貴署於修正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及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時，審慎考量本轄地區、地形特性，

避免設施型使用分區土地限制過

多，造成土地開發及觀光發展受限。

至於有關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建

議部分與本案無涉，本署業以 103年 11

月 3 日營署綜字第 1030071519 號函（附

件 5）轉地政司卓處。 

13 花蓮縣

政府 

103年 9月 26日府建計字第1030178826

號函（附件一之 12）：建議於第 8 項操

作原則加入「⋯及文化資產（古蹟、歷

史建築、聚落、文化景觀、遺址等）之

完整理⋯」，俾利本縣文化資產之保存維

護。 

已納入海岸地區劃設準則修正。 

 

14 臺東縣

政府 

103年 9月 25日府建都字第1030188544

號函（附件一之 13）： 

本縣海岸地區係沿第一條山稜線劃設，

進入台東市區係沿省道台１１線劃設，

本署 103 年 10 月 2 日字第 1030064380

號函（附件 6）： 

(1)經查海岸地區範圍之公告，係以海域

與陸域交互作用影響之濱海陸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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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建議內容 本署研處情形 

過利嘉溪接中華路４段、中華路３段、

中華路２段、中華路１段、西接中正路、

更生路（省道台９線），再北接省道台１

１線，該範圍以東皆為海岸地區，本縣

可利用開發之較平緩地區（含蘭嶼、綠

島全鄉）皆劃入限制開發，影響甚鉅。

建請先將地勢較平緩區域及已發展區域

劃出，另請中央各部會（機關）將有保

護需要或有安全之虞之範圍確立，如非

為需受保護區應全部劃出，以地盡其利。

近岸海域為適用範圍，作為基本規劃

範圍及後續管制事項之基礎，以進行

海岸資源調查、資訊蒐集或整體規劃

作業所需之範圍界定，並非全部禁止

開發利用。 

(2)另海岸地區兼具海、陸生態體系之特

性，除擁有許多豐富之自然資源外，

易遭受海流、潮汐及波浪等作用力影

響，具高度敏感性及脆弱性，此外，

海岸地區受氣候變遷影響面臨災害

威脅加劇，加以我國現有海岸地區土

地競用、誤用、濫用之情形普遍，易

產生環境災害，其土地利用需兼顧多

元與不可逆特性，故貴縣地勢平緩地

區或已發展區域之海岸土地，亦須妥

予規劃管理（非全面限制開發），以

維護自然資源及人民生命財產安

全，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 

(3)綜上，本署後續將依上開構想及規劃

原則辦理「海岸地區」劃設之修正作

業。 

15 基隆市

政府 

103 年 9 月 19 日基府產事貳字第

1030136741 號函（附件一之 14）：本府

所轄海岸地區原則依循 96 年所公告之

依照「國土復育策略方案暨行動計畫」

規定劃設之海岸地區範圍。 

-- 

16 新竹市

政府 

103年 10月 2日府都規字第1030179463

號函：（附件一之 15） 

新竹市香山地區之海岸，改以距離海岸

最近之主要道路「中華路(省道)」為界

較為妥適。 

納入本次會議議題二討論 

17 澎湖縣

政府 

103年 9月 12日府建城字第1030845001

號函（附件一之 16）： 

依據 大部目前劃設範圍及操作原則，本

縣土地應皆列入海岸地區，將對本縣各

項經建方案推動及觀光發展影響甚鉅，

因案涉及層面甚廣，故仍建議比照 96年

之採行方案，即離島劃設範圍及操作原

有關離島劃設海岸地區之操作性原則及

劃設範圍，本署已於 104年 1 月 6 日函

（附件 2）請相關各位表示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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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建議內容 本署研處情形 

則，另以專案處理。 

18 金門縣

政府 

103年 9 月 1 日府建都字第 1030073158

號函（附件一之 17）：依海岸地區之 8

項操作性原則等文字敘述，尚無法預想

本府未來劃定為海岸地區之範圍為何，

故未能配合評估範圍是否妥適，俟提供

相關圖說資料後再協助轉送本府各單位

檢視評估為宜。 

有關離島劃設海岸地區之操作性原則及

劃設範圍，本署已於 104年 1 月 6 日函

（附件 2）請相關各位表示意見。 

19 福建省

連江縣

政府 

103年 9 月 4 日連工都字第 1030036491

號函（附件一之 18）：本縣既未劃入海

岸地區，本府尚無異議。 

有關離島劃設海岸地區之操作性原則及

劃設範圍，本署已於 104年 1 月 6 日函

（附件 2）請相關各位表示意見。 

註 1：本署 103年 8 月 28 日營署綜字第 1032915414 號函（附件 1）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表示意見。 

註 2：本署 103年 9 月 22 日營署綜字第 1032917055 號函（附件 7）請尚未提供意見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於文到 3日內提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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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對87年離島劃設海岸地區之操作性原則(草案)修正建議 

 單位 建議內容 本署研處情形 

1 連江縣

政府 

104年 1月 13日連工都字第1040000486

號函（附件一之 19）： 

(1)依內政部102年 10月 17日台內營字

第 1020810668 號公告實施之「全國

區域計畫」明訂之海域劃定原則，未

公告領海基線者：自已登記土地外圍

之地籍線起，至該地區水域範圍，該

範圍參照國防部 93年 6 月 7 日猛獅

字第 0930001493 號公告修正「臺

灣、澎湖、東沙、金門、東碇、烏坵、

馬祖、東引、亮島、南沙地區限制、

禁止水域範圍及事項」劃定。   

(2)內政部102年 10月 31日台內營字第

1020810202 號令訂定之「區域計畫

之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

本縣尚未納入，現 鈞署既依「全國

區域計畫」研議劃設本縣海岸區，87

年之研究計畫援引資料較國防部 93

年劃定水域早，時空背景及考量自

異，建請依國防部公告範圍為準。 

同意連江縣政府意見，將「如屬未公告

領海基線者，其範圍以不超過國防部公

告限制、禁止水域範圍為原則。」作為

離島近岸海岸之劃設準則。 

2 金門縣

政府 

104年 2月 17日府建城字第1040013690

號函（附件一之 20）： 

(1)貴署 87 年委託研究計畫「海岸防護

區防護計畫之研擬工作計畫(Ⅱ)-離

島海岸管理計畫（草案）」內容，將

大、小金門陸地全部範圍皆劃設為海

岸地區之濱海陸域，本案研擬時並未

就地區實際發展等進行檢討，惟本縣

係屬海島，腹地有限，其聚落發展及

相關建設等為散狀發展，部分設施及

建設皆瀕臨海岸，若依前開劃設原則

將嚴重限制地區建設，影響發展甚

鉅，況海岸管理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三目規定之「離島濱海陸地及近

岸海域：於不超過領海範圍內，得視

其環境特性及實際管理需要劃定」，

依本條法規意旨，離島濱海陸地並非

 

 

(1)查金門縣已全縣納入都市計畫範

圍，依本署 103年 10 月 16 日營署綜

字第 1030065694 號函（附件 3）略

以：都市計畫賦予民眾土地之權益，

係依都市計畫法及各該都市計畫內

容辦理，與本案劃設海岸地區範圍，

並無直接關聯。至對於離島海岸地區

之劃設準則將另以其他條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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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建議內容 本署研處情形 

一定得劃設而係視環境特性及實際

管理需要劃定之，故考量離島地區島

嶼特殊性及發展狀況，本案應重新調

整本縣海岸地區劃設範圍，並踐行海

岸管理法規定之劃設程序。  

(2)因劃設範圍後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

益甚鉅，為保障人民權利及財產權，

本案建議以領海範圍，視其環境特

性、實際管理需要，完成各項海岸資

源調查與資料庫建置後劃定，並辦理

公開展覽、舉行說明會，以聽取人民

及團體之意見，現地會勘確定劃設範

圍之必要性與合理性，而非僅以原則

性就圖面作業，相關適法性及行政程

序應完備，以維護民眾權益，避免重

蹈濕地法公告慈湖為國家重要濕地

民眾抗爭類似情形發生。 

 

 

 

 

(2)依本署 103 年 10 月 2 日字第

1030064380 號函（附件 6）略以：「經

查海岸地區範圍之公告，係以海域與

陸域交互作用影響之濱海陸地及近

岸海域為適用範圍，作為基本規劃範

圍及後續管制事項之基礎，以進行海

岸資源調查、資訊蒐集或整體規劃作

業所需之範圍界定，並非全部禁止開

發利用。」至於海岸管理法對於擬定

可能涉及人民權益之「整體海岸管理

計畫」、「海岸保護計畫」及「海岸

防護計畫」等，均訂有嚴謹之民眾參

與程序，本署及各類計畫之擬訂機關

均當依規定辦理。 

3 澎湖縣 104年 3月 19日府建城字第1040008216

號函（附件一之 21）： 

(1)因本縣位屬離島海岸線綿長，倘依旨

揭研究計畫及「海岸地區」範圍(臺

灣本島部分)劃定原則，已將本縣全

島陸域納入濱海陸域範圍管理，將對

於本縣未來發展引響甚鉅。  

(2)本縣區域計畫進入期末規劃報告階

段，針對海岸部分已參照海岸管理法

規劃中，將邀請相關海岸權責單位

(交通部澎湖國家風景管理處、內政

部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澎湖防衛司

令部、海巡署等)，研商本縣海岸管

理建議，故「離島海岸管理計畫之海

岸範圍」擬配合本縣區域計畫之作業

及有關單位意見函報 貴署，以健全

離島海岸地區之管理。 

 

 

(1)依本署 103 年 10 月 2 日字第

1030064380 號函略（附件 6）以：「經

查海岸地區範圍之公告，係以海域與

陸域交互作用影響之濱海陸地及近

岸海域為適用範圍，作為基本規劃範

圍及後續管制事項之基礎，以進行海

岸資源調查、資訊蒐集或整體規劃作

業所需之範圍界定，並非全部禁止開

發利用。」 

(2)貴府所提意見將納入研訂「整體海岸

管理計畫」、「海岸保護計畫」及「海

岸防護計畫」參據。 

4 臺東縣 104年 1月 28日府建都字第1040001810

號函（附件一之 22）：內容適切，建請

貴署依上開原則及劃設範圍辦理後續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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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建議內容 本署研處情形 

業。 

5 基隆市 104 年 1 月 19 日基府產事貳字第

1040201786 號函（附件一之 23）：無意

見 

-- 

6 宜蘭縣 104年 1月 16日府建城字第1040001439

號函（附件一之 24）：無相關意見。 

-- 

7 屏東縣 104.02.09 月屏府城規字第 1040411980

號函（附件一之 25）：  

有關貴署於民國 87年委託研究之「海岸

防護區防護計畫之研擬工作計畫（II）-

離島海岸管理計畫（草案）」，將琉球嶼

全島陸地劃入「海岸地區」範圍，惟該

島於已於民國 79 年發布實施風景區特

定（應是風景特定區）計畫，並於 89年

將其納入大鵬灣國家風景區之經營管理

範圍。是以，本案將全島納入「海岸地

區」後，各單位業務及各主管法規對當

地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是否有衝突或牴

觸部分，宜請貴署審慎研議。 

查琉球嶼全島已納入都市計畫範圍，依

本署 103 年 10 月 16 日營署綜字第

1030065694 號函（附件 3）略以：都市

計畫賦予民眾土地之權益，係依都市計

畫法及各該都市計畫內容辦理，與本案

劃設海岸地區範圍，並無直接關聯。 

註 1：本署 104年 1 月 5 日營署綜字第 1032924279 號函（附件 2）請離島所在縣（市）政

府表意意見。 

註 2：本署 104年 2 月 5 日營署綜字第 1042902107 號函（附件 8）請尚未提供意見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於文到 3日內提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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