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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議題
1. 未登記工廠規劃
2. 原住民族土地規劃
3. 空間發展計畫及成長管理計畫
4.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議題1
未登記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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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認本市產業空間發展區位

產業高潛力地區

圖例

 透過產業發展潛力區位評估，
擇定產業高潛力區位，並將其
定位為本市產業升級軸

土地使用現況
公共設施水準
交通區位優劣

排除環境敏感地區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設定最小用地規模
(大於5公頃)

產業發展潛力區位
評選結果

設定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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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工廠現況

本市農地上之未登記工廠：約1,941公頃

資料來源：106年行政院農委會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

農地轉用內容 轉用面積（公頃） 佔轉用面積比例（%）

農舍 330 6.13

住宅 459 8.52

工廠 1,941 36.04
商場或餐廳 299 5.55

殯葬設施 181 3.36

宗教寺廟 153 2.84

公共或公用設施 254 4.72

土石採取或堆置 100 1.86

遊憩設施 34 0.63
道路或道路設施

(含停車場) 395 7.33

河川或水利設施 939 17.43

其他使用 301 5.59

合計 5,386 100.00

岡山

大社

仁武

鳥松

大寮

路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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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工廠群聚高潛力區位

土地使用分區 類別 名稱 面積(公頃)

都市計畫
農業區

未登記工廠
群聚高潛力

地區

仁武產業園區 74

國10沿線地區 34

鳥松仁武地區 216

大發工業區西側地區 242

小計 566

其它高潛力地區 2,534

小計 3,100

非都市土地
農業用地

未登記工廠
群聚高潛力

地區

岡山嘉華地區 103

仁心路周邊地區 117

小計 220
總計 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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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產業發展用地規劃構想

都市計畫
農業區

城1
產業廊帶

農5

約9,000公頃

非產業廊帶
符合農1條件

其餘劃
圖例

未登記工廠
編定工業區
都市計畫農業區

產業廊帶
非都農業用地

位於產業廊帶之都計農業區
1. 本市高雄市產業發展廊帶由都市外圍
之路竹、岡山、楠梓、仁武、大社一
路延伸至小港、大寮、林園地區

2. 優先劃為城1，作為未來產業發展儲備
用地，如路竹、岡山、大社、仁武、
鳥松、大坪頂以東等都計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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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工廠輔導及管理計畫

 加強取締機制
 優先強制拆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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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地區
 市府報編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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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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輔導專用區規劃構想-以岡山嘉華地區為例

 採過渡時期農工混合使用，逐漸輔導轉型為產業園區

 現況作農業使用者，得繼續維持農業使用

 現況做工業使用者，於規定期限內提供一定回饋，得轉作工業使用

 以現有道路維持通行使用

 回饋費用專款專用於區內公設取得及開闢

+

農工混用

+

專款專用

全市產業區位發展潛力評估 全市農地轉用工廠使用區位調查

高潛力發展區位 未登工廠群聚地區

產業輔導專用區
劃設城鄉2-3

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

勘選園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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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輔導專用區
規劃原則

13

嘉新東路

產業輔導
專用區

岡山第二交流道
預定地

公共設施
用地

•做工業使用
• 農業區變更為工業區須回饋30%，該
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回饋後，得
依規定申請做工廠使用，其工廠使用
項目比照乙種工業區

• 具中央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之產業，
優先輔導土地合法使用

• 非屬低污染產業者，應朝輔導遷廠或
轉型方式處理

•維持農業使用
• 無須辦理回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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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系統規劃構想

14

14

嘉新東路

•除基地周邊聯外道路系統外，基地
內依現有道路系統進行劃設，以維
持通行使用

•道路系統
• 聯外道路

• 華岡路（路寬12公尺）
• 大埔二街（路寬8公尺）

• 主要道路
• 嘉華路17巷（路寬15公尺）

• 區內道路
• 皆為8公尺

選定範圍
國道一號
聯外道路
主要道路
區內道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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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用地（約82.2公頃，佔約80%）

•公共設施用地（約20.9公頃，佔約20%）

•分期分區開發計畫
• 第一期：開闢公園兼滯洪池、汙水處理廠、電
力及供水等公用設備

• 第二期：開闢道路用地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M2） 比例(%)

產業輔導專用區 822,542 79.6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64,603 6.26

污水處理設施 21,534 2.09

電力設施 10,767 1.04

供水設施 10,767 1.04

道路用地 102,000 9.88

小計 209,671 20.31 

總計 1,032,213 100.00 

土地使用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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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業輔導園區後續使用許可審查之使用規模訂定、變更回饋內容，

是由中央訂定未登記工廠使用許可的特殊規定，或可授權於地方國

土計畫敘明，後續據以辦理審查依據。

2. 未登記工廠數量、產業類別未能明確情況下，未登記工廠清理及輔

導計畫應如何呈現？請協調經濟部工業局儘速輔導地方工業主管機

關辦理未登記工廠清查作業。

向營建署確認事項



議題2
原住民族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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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完成核定並刊登公報之部落

行政院核定21處部落區位
行政區 里 部落名稱

茂 林
茂林 茂林
萬山 萬山
多納 多納

那瑪夏
南沙魯 南沙魯
瑪雅 瑪雅

達卡努瓦 達卡努瓦、瑪星哈蘭

桃 源

寶山 寶山、藤枝、二集團
建山 建山
高中 草水、高中、美蘭
桃源 桃源、四社
勤和 勤和
復興 復興
拉芙蘭 拉芙蘭、樟山
梅山 梅山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107.04.17部落核定彙整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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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完成核定並刊登公報之部落

21處部落：土地使用分區與用地現況
部落名稱 部落數 土地使用分區（用地）現況

茂林、萬山、多納、瑪雅、達卡努
瓦、瑪星哈蘭、建山、桃源 ８ 鄉村區（乙建）

南沙魯、寶山、藤枝、二集團、高
中、四社、復興、拉芙蘭、梅山 9 山坡地保育區（丙建）

草水 １ 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

勤和 １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美蘭、樟山 ２ 森林區（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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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現況屬鄉村區

茂林部落（茂林區公所）

可直接劃入
城三或農四

指認部落範圍內之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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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林區
茂林部落

城3農4

農4
農4

鄉村區劃設原則

 鄉村區：劃設為城鄉3
• 依全國國土計畫：「為因應居住、產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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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由區公所及部落會議提供、原民會協
助依城鄉2-3條件提供具體規劃內容
及財務計畫

 外圍擴大地區及預留發展腹地：劃
設為農發4
• 由區公所及部落會議指認部落內之聚
落範圍

•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22

高
雄
市
國
土
計
畫
規
劃
案

那瑪夏區
瑪雅部落

農4

 非鄉村區：劃設為農發4
• 由區公所及部落會議指認部落內之聚
落範圍

•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 預留部落生
活發展腹地（如居住、殯葬、公共設
施等）

非鄉村區劃設原則

13處部落
南沙魯、寶山、藤枝、二集團、高中
四社、復興、拉芙蘭、梅山草水勤和
美蘭、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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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擷取圖片

藤枝部落

• 由中央原民會提供之部落事典內，擷取高雄市原住民部落圖片
（因目前無部落範圍之數值檔）

• 以下簡稱部落事典內之部

落範圍為部落事典範圍；

本計畫劃設之部落範圍為

聚落範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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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將圖片套疊進GIS
• 底圖為台灣通用電子地圖(不含等高線及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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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套疊既有建物
• 建物圖資為通用電子地圖-E_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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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設定最小群聚規模（10戶）
• 以本市規模最小部落（藤枝部落）之建物群聚（10戶），做為劃定聚落之最小標準
• 且建物面積達13.07平方公尺以上（基本居住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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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設定聚落內建物間最短距離(25公尺)
• 以25公尺做為聚落內建物間最短距離
• 將建物外擴25公尺，25公尺範圍內有相連，且群聚達10棟建物以
上，則視為聚落範圍

未相鄰，非屬聚落 相鄰且10棟建物以上，
屬部落範圍內之聚落

相鄰，未達10棟
非屬聚落

建物
建物外擴25米
部落事典範圍

圖例

未相鄰，非屬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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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沿建物邊緣劃設聚落範圍
• 建物外擴25公尺範圍內有相連，且群聚達10戶建物以上
• 聚落範圍以不超過部落事典範圍為原則
• 鄉村區範圍一併視為建物邊緣

建物
建物外擴25米
部落事典範圍
聚落範圍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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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留發展腹地劃設準則
緣起

• 依據本市辦理原住民族土地規劃專家學者座談會建議：
 部落內建地有限，卻面臨沒有土地能夠發展的窘境

 希望優先處理建地嚴重不足問題，使土地能合法化

劃設準則

• 參考農村社區重劃條例施行細則訂定之25公尺擴大準則，未來得依原住
民族發展需求，由聚落範圍往向外擴25公尺，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
類，作為預留發展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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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枝部落

建物
聚落範圍
部落事典範圍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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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林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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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山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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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請中央原民會或城鄉分署儘速提供部落事典部落範圍數值檔

2. 建請確認本市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劃設方式及聚落擴大需求部分是否

可參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以部落內建築線或建築

用地邊緣外推25公尺作為原住民預留發展腹地

3. 建請協調中央原民會儘速補助地方原民單位辦理原住民族使用需求

調查及土地規劃作業

向營建署確認事項



議題3
空間發展及
成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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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高雄市國土計畫 | 四大策略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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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發展構想：農地資源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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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萬公頃

• 總量計算方式＝
農發1、2、3之農牧、養殖用地
（3.04萬公頃）+農發5 （0.15萬公頃）
+國保1、2農牧、養殖用地（1.65萬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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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總面積（公頃）

目標年產業用地供給（現況+報編中） 6,961

目標年產業用地需求 7,641

目標年供需差 -680

 125年產業用地供需差：尚不足680公頃

 125年產業用地需求量=高雄市二級產業產值（3.84兆元）÷

每公頃土地之年產值（497,821千元）÷水資源風險係數（1.011）
• 高雄市二級產業產值:依據105年「高雄市工商普查資料」，以時間序列模型推估至125年
• 每公頃土地之年產值:依據民國95年「高雄縣市工商普查資料」，以時間序列模型推估至125年
• 水資源風險係數:依據水利局104年「高雄地區多元水源方案檢討及推動策略分析」推估至120

年之水資源供給量除以水資源需求量

產業用地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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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管理計畫：城鄉發展總量及型態

• 城鄉發展總量計約46,961.67公頃
• 產業用地供給量現約為6,960.80公
頃，尚有680公頃產業用地需求

城鄉發展總量及型態

5年內有具體需求
符合城鄉2-3劃設條件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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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畫區內都市發展用地優
先
發
展
順
序

空
間
發
展

成
長
管
理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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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範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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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排除都市計畫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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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發展構想：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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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地區優先規劃地區指認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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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內容 計算式 選擇條件

樣
態
一

1. 人口數與建築利用土地比值 非都人口數/非都建築土地面積

均大於
所有行政區之平均值

2. 建築利用土地與所在轄區土地面積比值 非都建築土地面積/行政區面積

3. 工商使用土地與建築利用土地比值 非都工商土地面積/非都建築土地面積

4. 薪資所得現況 薪資所得

5. 人口成長現況 民國102至106年非都人口數

樣
態
二

1. 稅收現況 綜所稅納稅額

均小於
所有行政區之平均值

2. 公共服務現況（學校） 學校1.5km半徑面積/行政區面積

3. 公共服務現況（醫療保健） 醫療5km半徑面積/行政區面積

4. 公共服務現況（社會福利） 社福5km半徑面積/行政區面積

空間發展構想：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42

高
雄
市
國
土
計
畫
規
劃
案

 鄉村地區優先規劃地區指認條件
項目 參數 取得過程與困難

樣
態
一

非都人口數
以行政區人口扣除都計區人口，若都計區橫跨多行政區，以各行政區工商利用土地面積比例分派都
計人口，非都市人口數取得過程無統一標準

非都建築土地面積 高雄市統計年報甲建、乙建、丙建、丁建、遊憩、特目用地面積加總，分行政區計算

行政區面積 高雄市統計年報各行政區面積

非都工商土地面積 國土利用調查之建築利用土地疊合鄉村地區範圍，並計算各行政區面積

薪資所得
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各縣市鄉鎮村里統計分析表-高雄市；判別位於非都之村里，以村里面積80%位
於非都區作為判斷指標，加總各行政區內村里之薪資所得，薪資所得基礎資料為村里所得，位
於非都市之村里判別無統一標準

樣
態
二

社會人口數 非都市社會人口數取得困難

綜所稅納稅額 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各縣市鄉鎮村里統計分析表-高雄市；同薪資所得判別方式，困難同薪資所得

學校1.5km半徑面
積 以都發局提供學校點位外擴1.5km，計算各行政區學校服務面積，除以行政區總面積

醫療5km半徑面積 以都發局提供醫療設施點位外擴5km，計算各行政區醫療服務面積，除以行政區總面積

社福5km半徑面積 依社會局福利地圖系統建置點位，並外擴5km，計算各行政區社福服務面積，除以行政區總面積

空間發展構想：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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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民國106年非都市人口數
林園區 14,893 
大寮區 -13,864 
大樹區 25,754 
大社區 -4,253 
仁武區 13,721 
鳥松區 6,408 
岡山區 18,201 
橋頭區 16,414 
燕巢區 8,588 
田寮區 6,968 
阿蓮區 14,087 
路竹區 18,786 
湖內區 10,527 
茄萣區 -428 
永安區 13,980 
彌陀區 7,742 
梓官區 22,546 
旗山區 21,812 
美濃區 30,123 
六龜區 12,856 
甲仙區 3,598 
杉林區 12,038 
內門區 14,540 
茂林區 1,924 
桃源區 4,246 
那瑪夏區 3,125 

取得行政區人口

取得都計區人口

判別跨行政區都計（簡稱跨都）

統計跨都行政區之住商
利用土地面積

以住商面積做為分派比例
分派跨都於各行政區人口

加總各行政區都計人口

以行政區人口扣除行政區都計人口

高雄統計年報

高雄統計年報

檢視高雄市各主要計畫
與特定區計畫範圍

國土利用調查之建築
利用土地（住、商、
住商）

自行計算

自行計算

自行判斷

客觀引用

主觀判斷

空間發展構想：鄉村地區（樣態一）

 非都市土地行政區人口數操作過程

課題：都市計畫人口分派行政區方式眾多，
建議提供全國各縣市一致標準



44

高
雄
市
國
土
計
畫
規
劃
案

取得各村里薪資所得資料

取得圖資-鄉村規劃範圍
-全國村里範圍

疊合兩圖資，篩選80%位於鄉村規
劃範圍之村里（簡稱非都村里）

選取非都村里，並加總行政區中非
都村里之薪資所得

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各
縣市鄉鎮村里統計分析
表-高雄市

政府資訊開放平台-
村里界圖（TWD97）

自行計算

客觀引用

主觀判斷

空間發展構想：鄉村地區（樣態二）
 非都市土地行政區稅收操作過程

自行判斷

課題：位於非都市土地之村里判斷標準眾多，
建議提供全國各縣市一致標準

行政區 綜合所得稅納稅額（納稅單位）
永安區 1,018.00
岡山區 806.45
燕巢區 739.00
梓官區 641.25
路竹區 609.54
阿蓮區 593.29
湖內區 585.33
橋頭區 398.17
平均值 377.49
美濃區 370.20
大樹區 349.81
旗山區 337.50
彌陀區 304.86
仁武區 178.00
杉林區 169.83
田寮區 159.50
那瑪夏區 132.67
甲仙區 120.67
內門區 119.44
六龜區 116.18
茂林區 101.33
桃源區 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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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發展構想：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鄉村地區優先規劃地區指認結果

• 優先指認梓官區、橋頭區、杉林區、那瑪夏區、茂林區、
桃源區共6區

項目 指認指標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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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官區

橋頭區

樣
態
二

1. 稅收現況

2. 學校設施服務現況

3. 醫療保健設施服務現況

4. 社會福利設施服務現況

杉林區

那瑪夏區

茂林區

桃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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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發展構想：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新增樣態三指認指標
 因應在地需求，優先指認永安區、六龜區以及美濃區共3區

項

目
指認指標 參數 結果

樣
態
三

1. 未有都市計畫區公

所所在地且鄉村區

可建築用地出現外

擴情形

非都建築土地面積、鄉村、

工業、特目區面積

永安區

六龜區

2. 已進行鄉村地區規

劃之示範地區
示範地區點位 美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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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市農地總量約為4.84萬，與全國修正區計5.3萬尚有落差，是否可
直接作為本市農地總量

2. 建請協助提供農委會劃設之農業發展地區圖資
3. 目前所列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條件，有下列操作問題，建請提供統一

操作標準：
 樣態一之薪資所得作為判斷條件，是否對於市民敏感性偏高？
 參數多數未有直接統計資料，須由規劃單位自行判斷（如非都市地區人口

數、非都市建築利用土地），因資料來源不一且需分派處理，誤差值較大
 部分參數取得困難（如非都市地區社會人口變化率）

4. 目前所建議之樣態一與樣態二條件內容，無法篩選出高雄市發展急迫
性較高之鄉村地區，是否得授權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選擇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樣態指標，並修正優先劃設地區

向營建署確認事項



議題4
氣候變遷
調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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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調適行動措施
土地
類型

災害
風險

管理
目標 調適行動措施

都市
計畫
區

低脆
弱度

都市
管理

土地成長管理、增加都市透水鋪面、基地綠化
保水、法定空地管理、逕流分擔

中脆
弱度

與水
共存

土地高程管理、建築雨水貯留、公共設施雨水
貯留、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用地轉滯洪空間、
降低土地利用強度、出流管制、人工濕地、逕
流分擔

高脆
弱度

減災
防洪

水患防災社區、洪泛區土地管制、防災蓄洪池
強化排洪、營運持續管理、公共設施雨水貯留
建築防洪設計、土地使用分區檢討都市防災空
間、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用地轉滯洪空間、出
流管制、容積移轉、容積獎勵、濕地開發管制
濕地異地補償

非都
市計
畫區

低脆
弱度

生態
導向

農地綠地保全、環境生態景觀、生態社區、生
態濕地、逕流分擔

中脆
弱度

治山
保水

植樹造林、水土保持、山坡開發管制、山坡地
保育、逕流分擔

高脆
弱度

限制
開發

高標準限制開發、納入禁建範圍、敏感區保護
植樹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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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災害調適行動措施
土地
類型

災害
風險

管理
目標 調適行動措施

都市
計畫
區

低脆
弱度

土地
監測

山坡開發管制、坡地安全監測、土石流敏感地
安全分級、降低土地利用強度

中脆
弱度

防災
社區

土石流防災社區、土石流敏感地安全分級、山
坡開發管制、降低土地利用強度、坡地安全監
測、容積移轉、容積獎勵

高脆
弱度

坡地
保育

林地保護、加強造林及森林撫育、山坡地調查
與監測

非都
市計
畫區

低脆
弱度

保林
防災

加強造林及森林撫育、水土保持、坡地保育綱
要計畫、林地保護、加強造林及森林撫育、重
要生態服務地區限制開發

中脆
弱度

治山
防災

林地崩塌治理、山坡地災害潛勢區調查與範圍
檢討、山坡開發管制、高標準限制開發、納入
禁建範圍、敏感區保護

高脆
弱度

土地
監測

山坡開發管制、坡地安全監測、土石流敏感地
安全分級、降低土地利用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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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災害調適行動措施
土地
類型

災害
風險

管理
目標 調適行動措施

都市
計畫
區

低脆
弱度

預防
防護

海岸防護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檢討海岸防護區
建立海岸地區土地開發制度、人工濕地

中脆
弱度

積極
防護

海岸防護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檢討海岸防護區
海堤改善工程、人工養灘、離岸海堤、納入禁
建範圍、建立海岸地區土地開發許可制度、劃
設指定高腳屋建築、防災蓄洪池、強化改善排
洪、營運持續管理

高脆
弱度

自然
保存

建立海岸環境監測、保存自然海岸、生態社區
生態濕地、實踐生態型海岸保護工法

非都
市計
畫區

低脆
弱度

預防
保護

海岸保護計畫、保護與復育自然海岸、保護與
復育海岸自然生態系、實踐生態型海岸保護工
法

中脆
弱度

積極
保護

海岸保護計畫、建立海岸地區土地開發許可制
度、建立海岸環境監測、人工養灘、離岸海堤
保護與復育海岸自然生態系、實踐生態型海岸
保護工法、濕地開發管制、濕地異地補償

高脆
弱度

預防
防護

海岸防護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檢討海岸防護區
建立海岸地區土地開發制度、人工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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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區、彌陀區、茄萣區
• 掌握氣候變遷自然災害易致災資料
進行土地管理

• 海岸地區調適行動

依據各類災害危害程度不同，訂定20項短期行動方案

旗津區

岡山區
• 生態防災社區調適行動

美濃區

• 因應都市水患綜合治理土
地法規檢討調適行動

• 高雄市氣候變遷農業生產
調適行動

仁武區

大樹區

• 因應都市水患綜合治理土地法規檢討調適行動

其餘行動項目無特定空間範圍

• 高雄市維生基礎設施防禦
氣候衝擊調適行動

大寮區
• 高雄市氣候變遷農業生產調適行動

• 海岸地區調適行動

小港區
• 高雄市維生基礎設施防禦氣候衝擊調適行動

前鎮區
• 掌握氣候變遷自然災害易致災資料進行
土地管理

• 因應都市水患綜合治理土地法規檢討調
適行動

• 微滯洪複合空間示範調適行動
• 生態防災社區調適行動 六龜區、桃源區、茂林區

• 山林地區守護調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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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調適行動 短期計畫 優先推動行
政區

掌握氣候變遷
自然災害易致
災資料進行土

地管理

委託學術研究機構建置高脆弱行政區氣候變遷淹水模式，繪製
高精度淹水潛勢圖，作為後續洪患土地管理策略之依據 永安、彌陀、

茄萣

因應都市水患
綜合治理土地
法規檢討調適

行動

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擬定時，應調查淹水潛勢區之土地使
用，評估衝擊影響程度並檢討變更
1.邀集水利防災單位研商，考量計畫區內災害潛勢情形
2.規劃配置防災及滯洪等公共設施，加強檢討基地滯洪、抽水
設備之需求

茄萣、前鎮

水岸地區劃設緩衝、滯洪地帶
加強都更計畫之基地保水、透水等防災措施之審議
市區新建設及大規模開發之審議，應考量滯洪與高程防洪等 前鎮
落實農業區、保護區及濕地之保育與維護管理 美濃

本市氣候變遷短期調適行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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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調適行動 短期計畫 優先推動行
政區

微滯洪複合空間示
範調適行動

依據水災之脆弱度與國土策略分析結果，針對高脆弱且人
口高密集之都計區，挑選示範區，評估公共設施用地地下
微滯洪空間、高程防洪之可行性

前鎮

山林地區守護調適
行動

配合農委會水保訂定之山坡地農業使用行為分類管制，強
化管制山坡地之超限利用行為

桃源、茂林、
六龜

配合農委會林務局所界定之限制伐採環境敏感區域範圍，
落實森林管理，發揮森林國土保安及水源涵養
配合原民會落實原鄉生態保育、環境監測及山林守護，並
協助災區部落土地監測、崩塌地調查、超限利用地改正造
林、原保地造林等工作

高雄市氣候變遷農
業生產調適行動

配合農委會農糧署，辦理運用具適應氣候變遷之作物優勢
品種，推動規模化產銷稻米產銷專業區與外銷蔬菜專區 美濃、大寮

本市氣候變遷短期調適行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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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調適行動 短期計畫 優先推動行
政區

海岸地區調適
行動

因應內政部海岸管理法，調查或彙整海岸區域生態與土地資料
作為後續制定海岸保護計畫之依據 永安

因應內政部海岸管理法，評估海面上升、海岸侵蝕、洪氾溢淹
暴潮溢淹等海岸災害分佈，作為制定海岸防護計畫之依據

彌陀、旗津依海岸災害脆弱度分析結果，針對暴潮溢淹區重點行政區：
1.檢討相關區域內建築及結構物低於平均高潮位之狀況
2.研析暴潮溢淹區內既有建築物遷移、新造建築物改變建築
材料、形式、基地高程之可能性

生態防災社區
調適行動

配合委員會水保局調適計畫，協助辦理農村社區自主減災與
防災，推動至少一處減災之生態農村社區 六龜、甲仙

配合消防署，依據氣候變遷水災坡災脆弱度分析結果，從中
挑選示範區，推動至少二處深耕防災社區 岡山

配合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政策，依據氣候變遷水災坡災脆弱
度分析結果，從中挑選示範區，推動至少一處低碳防災社區 前鎮

本市氣候變遷短期調適行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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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雄市推動之102年度高雄市氣候變遷調適及生態城市規劃計畫，

防災構想係以災害類型區分，建議構想圖不應侷限以手冊所指之

「八大領域」作為構想圖分類方式。

向營建署確認事項



功能分區
劃設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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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環敏地套疊後，仍有部分土地無劃設條件屬性，分區為空白約4,000公頃，
多屬山保區林業、暫未編定用地

•國保二屬山坡地保育區丙建之大規模社區
國土保育地區

•與陸地界線以「平均高潮線」區分，部分非都市土地陸地或漁港設施將劃入
海資區，建議有明顯陸地或地籍部分納入農業發展地區或土管訂定時應保留
使用彈性。

海洋資源地區

•國保二農地包含本市重要農業生產區（大樹、旗山、美濃），請營建署與農
委會確認是否可劃設為農發三

•農發2、3屬特農甲建、山坡地保育區丙建之大規模社區

農業發展地區

•建議屬中央已完成重大建設案件，直接以既有建設內容納入城鄉2-3，如前鎮
漁港、興達電廠等案件

城鄉發展地區

劃設後問題點尚待釐清部分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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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問題點處理建議
左圖 內門、旗山、田寮區無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之空白土地，多屬非都市土地山坡

地保育地區林業用地（非環敏地、非農牧用地），建議優先劃設為毗鄰之國土功
能分區，再以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現況使用作為判定功能分區方式。

右圖 旗山都市計畫西側花旗山莊，屬山保地丙建，因涉及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原則
劃為國保2，但其具計畫性質建議劃入城2-2

問題點

花旗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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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龜彩蝶谷風景特定區將劃設為國保4，惟依符合國保1之保護及保育相關分區、用地
劃設後，城1範圍有破碎零星之情形，建議考量其計畫性質及環境資源條件，適當劃設
為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及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

國土保育地區問題點處理建議

問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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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地區問題點處理建議

左圖 彌陀、梓官區西側，多屬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乙種建築用地，農牧用地因屬平
均高潮線向領海側者原則劃為海洋資源地區，屬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保障既有權
益，原則仍劃設為城2-1，但因其現況已屬海洋，劃設城2-1是否合理，另劃設為
海洋資源地區是否涉及補償問題

右圖 左營軍港內港，已屬軍港專用使用範圍，全區劃設為海1-2

問題點
平均高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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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地區問題點處理建議

興達港特定區計畫西側，與平均高潮線向陸地側者為零星夾雜且無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問題點

平均高潮線

海陸域交界之建議處理方式：

• 都市計畫與海洋資源地區交界處
之零星非都市土地，得一併予以
劃入鄰近海洋資源地區。

• 陸域範圍及海域範圍交界處之未
登記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鄰近
海洋資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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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問題點處理建議

左圖 興達港特定區計畫南側未登錄土地，無劃設條件之空白分區，依鄰近農業發展地區
劃設

右圖 路竹阿蓮地區農地，屬農、水路無劃設條件之空白分區，依鄰近農業發展地區劃設

問題點

農、水路



64

高
雄
市
國
土
計
畫
規
劃
案

城鄉發展地區問題點處理建議

左圖 永安區公所周邊，除鄉村區範圍劃為城2-1，其餘既有建物無可納入城2-1劃設條
件，將永安區納入下階段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範圍，建議優先指認規劃順序為（1）
未有都市計畫區公所所在地（2）鄉村區周邊已有大規模可建築用地

右圖 澄清湖都市計畫東側建築聚落，屬非都市土地山坡區丙種建築用地，原則劃設為
農3，但其具計畫性質建議劃入城2-2

問題點

永安區公
所

問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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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熱帶社區

城鄉發展地區問題點處理建議

左圖 六龜區公所周邊，除鄉村區範圍劃為城2-1，其餘特農甲建聚落無可納入城2-1或
農4劃設條件，建議同前述理由，納入下階段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優先地區

右圖 梓官區亞熱帶社區，為約7公頃非都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建議如前述作法

問題點

六龜區公所



66

高
雄
市
國
土
計
畫
規
劃
案

城鄉發展地區問題點處理建議
左圖 那瑪夏區南沙魯部落，鄉村區範圍劃為城3，其餘既有建物劃為農4，另考量原住

民使用需求，建議參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中原住民聚落認定方
式，以部落內建築線或建築用地邊緣外推25公尺作為聚落範圍

右圖 桃源區美蘭部落，既有建物劃為農4 ，擴大部分建議如上述作法

丙建 農牧

林業

圖
例

人口集居範圍

原民會部落
範圍未位於鄉村區之
人口集居建築範圍

森林區

圖
例

人口集居範圍

原民會部落範圍
未位於鄉村區之
人口集居建築範圍

乙建

農牧林業

鄉村區

山坡地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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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問題點處理建議

左圖 前鎮漁港係屬非都市土地範圍且無分區用地編定，因已具備開發事實且為必要性
公共設施，建議其屬既有重大開發建設性質納入城2-3

右圖 興達火力發電廠，屬一般農特目用地，依劃設條件應劃入農2。因已具備開發事
實且為必要性公共設施，建議考量其產業需求納入城2-3

問題點興達火力
發電廠

前鎮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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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問題點處理建議

左圖 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及楠梓交流道特定區計畫間夾雜非都市農牧用地

右圖 高雄市主要計畫與南星計畫間夾雜非都市土地，建議此類情形劃設為城2-3，未
來於該都市計畫區通盤檢討時納入都計區，且其劃設城2-3程序及條件應予簡化

問題點

大林蒲
細部計畫

高雄新市鎮
特定區計畫

楠梓交流道
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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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本市操作準則】
海洋資源
地區

 都市計畫與海洋資源地區交界處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鄰近海洋資源地區
 陸域範圍及海域範圍交界處之未登記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鄰近海洋資源地區

原住民族
土地

 部落範圍內之聚落，鄉村區範圍劃為城3，其餘劃設為農4
 參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原住民聚落認定方式，以部落內建築線
或建築用地邊緣外推25公尺作為原住民族預留發展腹地（劃設為農4）

都市計畫
農業區

 位於本市產業高潛力地區之都市計畫區，其農業區劃為城1，預留做為產業儲備
用地使用

 其他都市計畫區則依國土計畫劃設條件規定辦理

既有重大
公共建設

 非屬城2-1或城2-2劃設條件且經開發完成之重大公共建設，依既有建設內容劃設
為城2-3（如興達火力發電廠、前鎮漁港）

零星土地  其他功能分區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其規模未達2公頃得一併予以劃入
 現況作道路使用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鄰近國土功能分區

未有劃設
條件地區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劃入國土保育地區，其餘土地則依下列方式處理：
1. 山坡地範圍內之土地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2. 非屬山坡地範圍內之土地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於全國國土計畫劃設條件下，本市建議操作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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