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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12 日

發文字號：營署綜字第 1071123621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一

開會事由：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全國國土計畫（草案）」
專案小組第 7 次會議（國土保育、國土防災）

開會時間：107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2 段
342 號）

主持人：王召集人榮進

聯絡人及電話：呂依錡，02-87712955
出席者：詹副召集人順貴、王委員瑞德、陳委員紫娥、游委員繁結、李委員錫堤、黃

委員書禮(以上為專案小組成員)、邱委員文彥、林委員國慶、林委員盛豐、周
委員宜強、官委員大偉、陳委員璋玲、張委員蓓琪、賴委員宗裕、張委員容
瑛、賴委員美蓉、鄭委員安廷（以上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郭委員翡玉、
王委員靚琇、蔡委員昇甫、劉委員芸真、周委員忠恕、吳委員玉珍、國家發
展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
部、科技部、交通部、教育部、文化部、財政部、國防部、衛生福利部、臺
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
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
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宜蘭縣政
府、澎湖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本
部地政司、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國立中興大學農
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本署都市計畫組、國家公園組、國民住宅
組、城鄉發展分署、綜合計畫組(林組長秉勳、林副組長世民、張簡任技正順
勝、廖簡任技正文弘、蔡科長玉滿、第 2 科、第 3 科)

列席者：

副本：本署警衛室(不含附件)、綜合計畫組(含附件)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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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附會議議程乙份，請攜帶與會；另全國國土計畫（草

案）請逕上本署網站（http://www.cpami.gov.tw）「快捷服

務」項下的「全國國土計畫專區」下載。

二、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本署來賓車位有限，請儘量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http://www.cpa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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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專案

小組第 7次會議提案資料（國土保育、國土防災） 

壹、說明 

一、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 105 年 5 月 1 日公

布施行，依本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

應於本法施行後 2 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業完成全國國土計畫（草

案），並針對重要議題召開國土計畫諮詢委員平台、部

會研商會議、專家學者座談會，以及分區座談會，並

因應座談會與會人員意見，加開說明會，據以修正草

案內容完竣。 

二、依本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

前，應公開展覽 30 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聽

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

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本部業自 106 年

10 月 13 日起，於 6直轄市政府、臺灣省 14 縣（市）

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公開展覽 30 天，並於

106 年 10 月 25 日、106 年 11 月 2 日、7 日、10 日、

11 日及 12 月 1 日會同相關部會辦理北、中、南及東

部公聽會（共 6場次）；會中民間團體提出之訴求及意

見，本部均詳予紀錄，並會將回應資料與參採情形，

以對照表之呈現方式公開於本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

供外界參考。 

三、依據本法第 11 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

擬訂、審議，報請行政院核定。又第 7條第 2 項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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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

理「全國國土計畫之審議」等事項。考量全國國土計

畫(草案)內容議題甚多，為提高審議效率，爰以國土

保育、海洋資源、農業發展、城鄉發展、部門策略及

國土防災等 6 項議題，分別組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專案小組討論。又考量前開各該議題涉及專業不同，

爰就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主管權責及專業背景初

步規劃專案小組成員，各場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除將

邀請專案小組召集人、副召集人及成員參加外，並同

時通知本會其他委員，由各該委員自行斟酌參加。 

四、目前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辦理情形，整

理如下（詳如表 1）： 
 
表 1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情形彙整表 

會議時間 會議名稱 

106.12.21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之「國土保育」

專案小組會議 

106.12.28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之「國土防災」

專案小組會議 

107.01.04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之「海洋資源」

專案小組會議 

107.01.04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之「部門策略」

專案小組會議 

107.01.10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之「農業發展」

專案小組會議 

107.01.11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之「城鄉發展」

專案小組會議 

 
五、另本部營建署業於該署網頁成立「全國國土計畫專區」

(網址：http://www.cpami.gov.tw；路徑：首頁（左

側）/營建署家族/綜合計畫組/全國國土計畫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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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辦理過程、會議資訊及計畫內容等於該專區公開，

並提供民眾表達意見管道。 

六、考量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前討論「國土保育」及「國

土防災」議題，尚有相關問題未獲致具體結論，案經

本部營建署依據會議討論情形檢討修正相關內容，爰

再召開本次專案小組會議，就尚未完成問題繼續討論。 

貳、問題： 

子問題（一）：國土保育地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及土地使

用指導事項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問題前經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討

論，是次會議結論及與會委員意見摘要如下： 

1.結論： 

(1)分類及其劃設條件：就國土保育地區各分類之

劃設條件，請規劃單位就本次會議與會委員、

機關或團體認尚有疑義項目再予研議，儘量提

出科學性論述、案例、現行管制規定與未來調

整差異、衝擊影響分析等，以為決策參考。 

(2)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1 土地使用基本方針： 

A.有關「配合地方管制需要，研訂因地制宜

土地使用規定」，考量各地方條件不同，離

島、偏遠或其他特殊區域，如一致性規定

應訂定更為嚴格管制，並無法符合地方特

性及需求，故保留地方彈性空間，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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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配合修正相關內容。 

B.有關「維護國內糧食安全，強化農業用地

使用管制」內容與農業發展地區指導事項

重複者，請配合檢討修正。 

C.有關國保四(都市計畫保護區)，請修正土

地使用指導事項。 

○2 考量本部後續應再依國土計畫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研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進

行更為細緻討論，故本計畫草案以研訂指導

性原則為主，不訂定各國土功能分區具體容

許使用項目；又後續請將下列事項納入研議： 

A.國保一得否允許農耕。 

B.國保一得否允許採礦，並請經濟部礦務局

提供國內戰略性礦物資源及分布區位，以

供作業單位納入後續研議參考。 

C.評估訂定水庫集水區績效管制相關內容。 

2.與會委員意見摘要： 

(1)分類方式： 

○1 國保三將國家公園全數納入，該作法過於簡

化。 

○2 國保四是否有必要，或可全部劃設為城鄉發

展地區，後續再逐步檢討。 

(2)劃設條件： 

○1 國保二包括地質敏感地區、嚴重地層下陷地

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地

區等，是否應改列為國保一劃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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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定水土保持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劃設範圍

可能有聚落，且現況可作農耕使用，建議納

入國保二較為合適。 

(3)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1 建議對國保一提出具體願景，究竟是像大小

鬼湖？還是允許一定程度的開發利用？ 

○2 國保一包含許多環境敏感地區，惟因各該環

境敏感地區並非全部不得開發利用；國保一

能否容許農耕？國保一是否允許採礦？ 

（二）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參考前次專案小組會議，

檢討修正如下： 

1.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及其劃設條件： 

（一）第一類 

1.位處山脈保育軸帶(中央山脈、雪山山脈、阿里

山山脈、玉山山脈、海岸山脈)、河川廊道、重

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地區內，具有下列條件之陸

域地區，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1)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形、植物及礦

物之區域。 

(2)於重要特殊或多樣繁複之野生動物棲息環

境，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

然生態之平衡需要，應加強保護之地區。 

(3)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林，具有生態代

表性之地景、林型，特殊之天然湖泊、溪流、

沼澤、海岸、沙灘等區域，為維護森林生態環

境，保存生物多樣性，所應保護之國有林、公

有林地區；及為涵養水源及防止災害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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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劃設國、公有保安林地。 

(4)為保障水資源供應及維護水庫功能，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公告水庫蓄水範圍。 

(5)為確保飲用水水源水質，避免有砍伐林木、礦

石採取及相關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所應劃定

區域。 

(6)符合國土保育性質，或屬於水資源開發、流域

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 

(7)沿海富含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地及生態廊

道，或生態景觀及自然地貌豐富特殊，及具有

重要海岸生態系統，為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劃

定地區。 

(8)海岸河口具生態多樣性及重要保育物種，具有

水資源涵養功能之濕地。 

2.位於前 1.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二）第二類 

1.鄰近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

濕地周邊地區內，具有下列條件之陸域地區，得

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1)國公有林地，依永續使用及不妨礙國土保安原

則，發展經濟營林、試驗實驗、森林遊樂等功

能地區。 

(2)高山丘陵易因地質脆弱鬆軟或坡向特殊，致重

力承載不足並產生坡度災害之地區。 

(3)河川野溪周邊因地質敏感及坡地特性，易因水

土混合及重力作用後，夾帶土石沿坡面或河道

流動所造成災害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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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坡地經實施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查定為宜

加強保育地之地區。 

2.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 

3.位於前 1.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三）第三類：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四）第四類： 

屬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具

有下列條件者，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1.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保

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類劃設條件者。 

2.其他都市計畫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

地，屬於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

經公告之水道範圍內者。 
 

2.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為免後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缺乏上

位指導，本次修正後計畫草案仍補充土地使用之

指導原則，並以現行非都市土地 18 種使用地為參

考基礎，整合為「住商」、「工業」、「遊憩」、「採

礦」、「一般性公共設施」、「基礎維生公共設施」、

「農業」、「自然資源保育」、「古蹟」等 9 種類別

分別研訂，以利後續研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相關修正後草案如下： 

一、基本原則 

國土保育地區應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並得禁

止或限制使用。直轄市、縣(市)政府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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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重視自然環境保育並強調永續經營，在因應氣候

變遷調適作為下強化資源利用與管理機制。 

二、各分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 

（一）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1.提供水資源、森林資源、動植物資源、文化景觀

資源保育使用，土地使用以加強資源保育、環境

保護及 不破壞原生態環境及景觀資源為原則，

並得限制或禁止開發利用或建築行為，同時防止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穿孔破碎，除符合公益性、必

要性及區位無可替代性等情形外，原則禁止有妨

礙前開資源保育利用之相關使用。 

2.必要性基礎維生公共設施、維護自然資源保育及

古蹟等，得申請使用。 

3.不得新增住商、工業及一般性公共設施等使用。

但提供當地既有集居聚落日用品零售及服務設

施，得申請使用。 

4.不得新增遊憩使用。但在不影響國土保安原則

下，從事自然資源體驗得申請使用。 

5.除下列情形外，禁止礦石開採： 

(1)經行政院認定重要礦產。 

(2)既有礦業權利範圍與礦業用地，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屬區位具有不可替代性，開採作

業應申請使用許可，且審查時應一併提出生態

補償措施。 

6.不得新增農業使用。但既有合法農業在不影響國

土保安、水源涵養及避免土砂災害原則下，得維

持原來合法使用，配合農業經營引導其改變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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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及限縮農業使用項目。 

7.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除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定不妨礙國

土保育保安者，得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並得

調降其使用強度及減少容許使用項目之外，得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

其所受之損失，應予適當補償。 

（二）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1.提供水資源、森林資源、動植物資源、文化景觀

等資源之永續經營，土地使用在不超過環境容受

力下，得允許一定規模以下開發利用或建築行

為，以避免重要自然資 源與環境破壞。 

2.一般性公共設施、基礎維生公共設施、維護自然

資源保育及古蹟等，得申請使用。 

3.不得新增住商及工業等使用。但提供當地既有集

居聚落之日用品零售及服務設施，得申請使用。 

4.遊憩使用以從事生態旅遊、環境教育及自然資源

體驗為主，設置人為設施應經申請使用許可，其

建築量體限制在一定規模以下，且以必要性需求

為限。 

5.礦業權利範圍與礦業用地，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屬區位具有不可替代性，開採作業應申請

使用許可，且審查時應一併提出生態補償措施。 

6.不得新增農業使用。但既有合法農業在不影響國

土保安、水源涵養及避免土砂災害原則下，得維

持原來合法使用，配合農業經營引導其改變經營

方式及限縮農業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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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者，得

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並得調降其使用強度及

減少容許使用項目。 

（三）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本地區係國家公園計畫地

區，依國家公園法及其國家公園計畫管制。 

（四）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1.本地區係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

計畫地區範圍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國土保育

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或其他都市計畫區內保護

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屬於水資源開發、流域

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範圍內之地

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國土保育地

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檢討土地使用分

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2.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保護或保育

以外相關分區或用地需要時，應先將國土功能分

區檢討變更為城鄉發展地區。 
 
（三）就前開劃設條件修正方式，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再

予補充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各分類劃設條件，其公展

草案與本次修正情形之修正理由、差異說明、優點

及效益等，提會討論。 

（四）就前開土地使用管制指導事項： 

1.本計畫草案第九章土地使用指導事項，明定「土

地使用基本方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

地使用指導事項」，請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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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說明該二者上下位指導關係後，提會討論。 

2.依據本議題前次專案小組結論略以：「考量本部後

續應再依國土計畫法第23條第2項規定研訂國土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進行更為細緻討論，故

本計畫草案以研訂指導性原則為主，不訂定各國

土功能分區具體容許使用項目」，惟為使指導性更

為明確，本次所提修正後相關內容是否妥適，提

請討論。 

擬辦： 

（一）就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其劃設條件： 

1.第一類及第二類： 

(1)考量現行區域計畫之環境敏感地區係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及業務需求劃設，

並非基於土地使用管制需求，且並不一定有土

地使用禁止或限制事項，且環境敏感地區類型

及項目不同，性質並未具有一致性，如全面採

同一標準進行土地使用管制，並未合理恰當。 

(2)為回歸國土計畫法立法意旨，國土保育地區「應

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並得禁止或限制使用」，

該範圍以環境敏感程度較高之地區，並採「安

全最小標準(safe minimum standard)」劃設禁

止或限制使用範圍，以保護野生動、植物自然

棲地，避免環境破壞，並規劃適當範圍之緩衝

區（即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以加強國土保育

與保安，兼顧人造環境及自然環境的平衡。 

(3)考量本次所提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之

劃設條件尚符合前開原則，故該相關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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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予以同意。 

2.第三類： 

(1)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3條第 2項規定，實施都市

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

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又依國家公

園法規定，係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

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所訂定。

是以，國家公園範圍業有專法管制，且以資源

保育為優先。 

(2)考量國家公園性質係屬資源保育為先，且與都

市計畫範圍重疊時，係優先適用國家公園管

制，其管制較為嚴格，基於整體國家公園資源

保育及經營管理之完整性，實施國家公園計畫

地區仍維持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尚屬妥適恰

當，故該相關修正內容建議予以同意。 

3.第四類 

(1)考量國土計畫法立法過程，立法院要求國土計

畫應對都市計畫所有指導，且目前外界普遍認

為當前只能透過國土計畫要求都市計畫擬訂機

關配合檢討變更都市計畫，否則對地方既有都

市計畫發展引導束手無策，目前都市計畫尚不

宜全部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國保四仍有保留

之必要性，惟基於尊重地方自治權限，仍應提

供直轄市、縣（市）政府一定彈性空間，故該

相關修正內容建議予以同意。 

(2)惟為強化國土計畫對於都市計畫之指導，建議

再予補充相關配套機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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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針對各該計畫

範圍內之保育型都市計畫保護（保育）相關

分區（用地），依據環境敏感條件進行檢討；

如經各該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確認符合應加強

國土保育保安者，除各該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另有規定者外，應劃設為國土保育

地區第四類，且應維持為保護（保育）相關

分區（用地）。 

○2 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之都市計畫土地，當

地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應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4 年內（或直轄市、縣

（市）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後 2 年內）完成各

該都市計畫之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 

○3 都市計畫擬定機關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及各該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指導事項辦理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時，應檢討土地

使用分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或將一部或

全部範圍土地劃出都市計畫範圍外，並依據

修正後之都市計畫進行管制。 

○4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保護（保

育）相關用分區（用地）以外之分區需要時，

應先行辦理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及國土功能分區之檢討，並經依法將國土功

能分區檢討變更為城鄉發展地區後，該等土

地始得變更為保護（保育）相關用分區（用

地）以外之分區。 

（二）就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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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利外界瞭解「土地使用基本方針」與「土地使

用管制指導事項」之上下位關係，請城鄉發展分

署於第九章序文補充土地使用基本方針優位性之

相關文字內容，指明土地使用指導事項應依循土

地使用基本方針之指導。 

2.本次修正後計畫草案補充土地使用之指導原則，

以現行非都市土地 18 種使用地為參考基礎，整合

為「住商」、「工業」、「遊憩」、「採礦」、「一般性

公共設施」、「基礎維生公共設施」、「農業」、「自

然資源保育」、「古蹟」等 9 種類別分別研訂，考

量該相關內容尚屬合理恰當，並具有指導功能，

故該相關修正內容建議予以同意。 

子問題（二）：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是否妥適，

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問題前經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討

論，是次會議結論及與會委員意見摘要如下： 

1.結論： 

(1)考量本部後續應再依國土計畫法第23條第2項

規定研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進行更

為細緻討論，故本計畫草案以研訂指導性原則

為主，不訂定各國土功能分區具體容許使用項

目。 

(2)因現行區域計畫業配合經濟部「加強保育、良

善治理」之明智管理政策，就「水庫集水區（供

家用或供公共給水）」研訂分級之土地使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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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是以，「水庫集水區」相關內容係延續現

行區域計畫規定，故原則予以同意。至於「嚴

重地層下陷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及「海岸

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等相關內容，請規劃

單位參考本次與會委員意見再予修正。 

(3)請規劃單位就本次與會委員、機關或團體所提

意見整理回應處理意見，並請作業單位評估再

行召開專案小組會議續為討論。 

2.與會委員意見摘要 

(1)訂定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是否疊床

架屋？ 

(2)水庫集水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海岸地區土

地使用指導原則是否刪除，應再評估。 

（二）考量災害敏感、資源敏感、文化景觀敏感、生態敏

感等類型環境敏感地區，各類型包含項目亦有所差

異，例如災害類型包含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土

石流潛勢溪流、洪水平原等，其性質差異甚大，如

按「類型」訂定一致性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亦未臻

妥適。惟因環境敏感地區仍有納入土地使用考量之

必要，是以，應評估就環境敏感地區項目逐一訂定

指導原則，俾後續透過重疊管制方式落實，以確保

國土保育保安；又經檢視各環境敏感地區之主管法

令規定，大多有活動或行為之使用或管制規定，具

有績效管制概念，爰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參考

前次專案小組會議，檢討修正相關內容如下： 

一、災害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 

(一)宜視災害敏感之嚴重程度作適度處理，如維持原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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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地貌、規劃作永久性開放空間使用或予以適當退

縮與留設緩衝空間。 

(二)各項災害環境敏感地區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涉及土地

使用相關規定如下，未來該等法令如有修正，依修

正發布後法令規定辦理： 

1.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活動斷層線通過地區，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劃定範圍予以公告，

並依下列規定管制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

理辦法第 4條之 1及第 5條) 

(1)不得興建公有建築物。 

(2)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得為建築使

用之土地，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2層樓、簷

高不得超過 7公尺，並限作自用農舍或自用住

宅使用。 

(3)於各種用地內申請建造自用農舍者，農舍用地

面積不得超過其農業用地面積 10%，且不得超

過最大基層建築面積 330 平方公尺，其總樓地

板面積不得超過 495 平方公尺，建築物高度不

得超過 3層樓並不得超過 10.5 公尺。 

2.特定水土保持區：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

類地區，區內禁止任何開發行為，但攸關水資源

之重大建設、不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及

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自然遊憩區，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水土保

持法第 19條) 

3.河川區域：河川區域內，禁止有水利法第 78 條

規定之行為，且為同法第 78 條之 1 所規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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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經該河川管理機關或水利法主管機關同

意。(水利法第 78 條及第 78條之 1) 

4.洪氾區： 

(1)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內禁止施設房屋等行為，且

有變更原有地形之行為，應依相關規定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基隆河洪氾區

土地使用管制辦法第 7條) 

(2)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內建築物之建造或其他變

更地形之行為，應由當地建築主管機關依其主

管法令及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建築許可審核基

準審核後，始得發給建築執照。(基隆河洪氾

區土地使用管制辦法第 8條) 

5.洪水平原管制區： 

(1)一級管制區內應嚴格限制建築，除不得建造永

久性建造物或種植多年生植物或設置足以妨

礙水流之建造物外，並禁止變更地形或地目。

(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第 4條) 

(2)二級管制區內地上建築物之改建、修繕、拆

除、變更原有地形、建造工廠、房屋或其他設

施者，應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報

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之。(淡

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第 5條) 

6.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土石流)： 

(1)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

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

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但緊急救災者不在此

限。(地質法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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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地地質調查與地質安全評估方法之認定、項

目、內容及作業，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

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規定辦理。(地質法

第 9條) 

7.海堤區域：海堤區域內禁止妨礙堤防排水或安全

之行為，海堤區域內設置改建、修復或拆除建造

物或其他設施，非經許可不得為之。(水利法第

63 條之 5) 

8.淹水風險：經濟部公開之水災潛勢資料僅供防救

災使用；相關土地管制或土地利用限制及其他相

關措施，應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水災潛勢資料公開辦法第 8 條未有土地

開發相關限制等內容)。 

9.山坡地：山坡地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該計

畫未經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核定前，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開發或利用之許可。(水土

保持法第 12 條) 

10.土石流潛勢溪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開之土

石流潛勢溪流係供防救災資訊揭露及各級政府

災防業務執行之參考；相關土地管制或土地利用

限制及其他相關措施，應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11.地下水管制區：為防止某一地區地下水超抽致

影響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海水入侵或地層下

陷，得限制或禁止地下水之開發；其鑿井與水權

登記管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依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規定辦理。(水利法第 47-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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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制區是否取代嚴重地

層下陷地區將於行政機關協商後提報大會報告) 

二、生態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 

（一）應維持原有生態均衡，以不破壞生態環境進行適宜

土地使用。 

（二）各項生態敏感地區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涉及土地使

用相關規定如下，未來該等法令如有修正，依修正

發布後法令規定辦理： 

1.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國家

公園法第 14 條之許可事項，除該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6 款經許可者外，均應予禁止。(國家公

園法第 14 條) 

2.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4 條) 

3.野生動物保護區：避免污染及破壞環境等行為。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0 條) 

4.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經營各種建設或土地利

用，應擇其影響野生動物棲息最少之方式及地域

為之，不得破壞其原有生態功能。(野生動物保

育法第 8 條) 

5.自然保護區：在自然保護區之永續利用區，經申

請管理經營機關或管理單位轉主管機關許可

者，得改變水文、地形、地貌之行為。(自然保

護區設置管理辦法第 11 條) 

6.一級海岸保護區、二級海岸保護區：不得從事違

反海岸保護計畫所定禁止之使用，以避免毀壞保

護標的；在一級海岸保護區內並禁止改變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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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之使用。（海岸管理法第 12 條、第 13 條）。 

7.一級海岸防護區、二級海岸防護區：不得從事違

反海岸防護計畫所定禁止之使用，以避免毀壞海

岸防護設施。（海岸管理法第 15 條）。 

8.國際級、國家級或地方級重要濕地：非經主管機

關許可，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相關行為。(濕

地保育法第 25 條) 

三、文化景觀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 

（一）應維護文化景觀資源完整及與其相容使用。 

（二）各項文化景觀敏感地區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涉及土

地使用相關規定如下，未來該等法令如有修正，依

修正發布後法令規定辦理： 

1.古蹟保存區：營建工程及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

壞古蹟之完整、遮蓋古蹟之外貌或阻塞其觀覽之

通道；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時，不得

妨礙古蹟之保存及維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0 

條)為利古蹟之修復及再利用，有關其建築管

理、土地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項，不受都市計畫

法、建築法、消防法及其相關法規全部或一部之

限制。(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2 條) 

2.考古遺址：營建工程及其他開發行為，不得妨礙

遺址之保存及維護；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

計畫時，不得妨礙遺址之保存及維護。(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51 條) 

3.重要聚落建築群及聚落建築群：為維護聚落建築

群並保全其環境景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

聚落建築群之保存及再發展計畫後，並得就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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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形式與都市景觀制定維護方針，依區域計畫

法、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

劃定或變更為特定專用區。為利聚落建築群之修

復及再利用，有關其建築管理、土地使用及消防

安全等事項，不受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

築法、消防法及其相關法規全部或一部之限制。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6 條及第 40 條) 

4.重要文化景觀及重要史蹟：為利史蹟、文化景觀

範圍內建造物或設施之保存維護，有關其建築管

理、土地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項，不受區域計畫

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消防法及其相關法規

全部或一部之限制。(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4 條) 

5.水下文化資產：任何人發現疑似水下文化資產

時，應即停止該影響疑似水下文化資產之活動，

維持現場完整性，並立即通報主管機關處理。但

為避免緊急危難或重大公共利益之必要，得不停

止該活動，並應於發現後立即通報主管機關處

理。(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 條) 

6.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國家公園法第 14 條

之許可事項，除該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6 款經

許可者外，均應予禁止。(國家公園法第 14 條) 

7.歷史建築：為利歷史建築之修復及再利用，有關

其建築管理、土地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項，不受

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消防法及其

相關法規全部或一部之限制。(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26 條) 

8.文化景觀、史蹟：為維護文化景觀並保全其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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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會商有關機關訂定史

蹟、文化景觀保存計畫，並依區域計畫法、都市

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

變更為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

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3 條) 

9.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1)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

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

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但緊急救災者不在此

限。(地質法第 8 條) 

(2)基地地質調查與地質安全評估方法之認定、項

目、內容及作業，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

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規定辦理。(地

質法第 9 條) 

10.國家公園內之一般管制區及遊憩區：國家公園

法第 14 條之許可事項。(國家公園法第 14 條) 

四、資源利用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 

（一）應維護資源永續利用，避免不當開發而導致資源耗

竭，並宜採低密度之開發利用。 

（二）各項資源利用敏感地區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涉及土

地使用相關規定如下，未來該等法令如有修正，依

修正發布後法令規定辦理： 

1.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

離內之地區：不得有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前開

行為包括︰「非法砍伐林木或開墾土地」、「以營

利為目的之飼養家畜、家禽」、「工業區之開發或

污染性工廠之設立」、「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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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廢料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新社區

之開發。但原住民族因人口自然增加形成之社

區，不在此限」、「高爾夫球場之興、修建或擴

建」、「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規模及範圍達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鐵路、大眾捷運系統、港

灣及機場之開發」及「道路及運動場地之開發，

未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等，

另前項行為(除「道路及運動場地之開發，未經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外)，為

居民生活所必要，且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

限。(飲用水管理條例第 5條) 

2.水庫集水區：於水庫集水區內修建道路、採礦、

採取或堆積土石、開發建築用地、開發或經營遊

憩與殯葬用地、處理廢棄物及為其他開發或利用

行為者，應先徵得其治理機關 (構) 之同意，並

報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第 32 條之 1) 

3.水庫蓄水範圍：於蓄水範圍內為施設建造物、變

更地形地貌等行為，其行為人應向其管理機關

(構)申請許可。(水利法第 54 條之 1) 

4.森林(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大專院校實驗林

地及林業試驗林地)：經編為林業用地之土地，

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但經徵得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地政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森林法第 6

條) 

5.溫泉露頭：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內，不得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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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為。(溫泉法第 6 條) 

6.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除依漁業法第 44 條及

第 45 條公告，經漁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漁業利用

外，禁止其他非漁業用途使用。(漁業法第 44

條、第 45條) 

7.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自來水法規定禁止或限

制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土石採取或探礦、污

染性工廠、設置垃圾掩埋場或焚化爐、高爾夫球

場之興建或擴建、核能或其他能源之開發、放射

性廢棄物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及其他足以貽

害水質、水量，經中央自來水主管機關會商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行為等。各項行為，為居民

生活或地方公共建設所必要，且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自來水法第 11 條) 

8.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指定礦種及區

域作為礦業保留區，禁止人民探採；另山坡地有

危害安全之礦場或坑道者，不得開發建築。(礦

業法第 29 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62 條) 

9.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1)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

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

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但緊急救災者不在此

限。(地質法第 8 條) 

(2)基地地質調查與地質安全評估方法之認定、項

目、內容及作業，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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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規定辦理。(地質法

第 9條) 

五、其他類型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原則 

本類型環境敏感地區土地，應依各該目的事業

主管法令規定辦理。 
 
（三）至於尚未有專法主管或其專法並未有土地使用績效

管制規定者，本次修正後計畫草案內容仍納入土地

使用指導原則如下： 

壹、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一、水庫集水區範圍(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範圍由水庫管

理機關(構)擬訂水庫集水區保育實施計畫，由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落實執行，始得依規定開發利用，開發

行為不得影響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保

育實施計畫之執行，其使用土地應申請使用許可者，

應依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

項及下列(一)～(四)規定辦理；應經申請同意使用

者，應依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及下列(一)～(二)規定辦理： 

（一）開發案應採低密度開發利用，申請人並應提出土砂

災害、水質污染、保水及逕流削減相關影響分析及

因應措施，徵得相關主管機關同意。 

（二）申請人應設置雨、廢(污)水分流及廢(污)水處理設

施，排出區外或處理至符合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放

流水標準後排放區內水體。 

（三）申請人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地點設置

水質監測設施，且監測資料應定期送直轄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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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管機關備查。開發位置已納入污水下水道系

統或鄰近區域已有水質監測設施，足以進行水質管

控，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免設置

水質監測設施。 

（四）申請人應於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異動前，提撥一定

年限之維護管理保證金至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專戶，以確保前述廢(污)水處理設施、水質監測設

施有效營運。 

二、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配合行政院核定之水庫集水區保

育實施計畫加強土地使用管制，並針對檢討問題癥結

研擬因應策略，以利保育水源並管制水庫集水區內之

分散性點源污染及不當之使用。 

三、配合經濟部推動「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推動逕流分

擔及出流管制、加強非工程及與水共存等治水新思

維，水庫集水區範圍內土地使用應儘量採低衝擊開發

方式(LID)，增加透水、滯洪及綠地面 積，減少下游

河川或排水系統負擔，以加強水源涵養與降低洪災風

險。 

四、依據「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查定為山坡

地加強保育地者，應供作國土保安使用，並應依水土

保持法規定辦理，加強辦理水土保持、造林、維護自

然林木、植生覆蓋等工作，避免造成土砂災害；查定

為宜林地者，應以林業使用為主，並積極加強巡察取

締，避免有超限利用之情形。 

五、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之發生頻率增加，為減

少土砂災害之影響，對於水庫集水區範圍內之大規模

崩塌地區，得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劃定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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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復育促進地區及擬訂復育計畫，並列為優先治理區

域。 

六、水庫集水區除屬鄉公所所在地依法應擬定鄉街計畫，

應避免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七、水庫集水區範圍內城鄉發展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第四

類，因人口集居，應優先建設雨、污水下水道系統。 

八、農業主管機關應輔導農業耕植合理化施肥，以避免農

業使用之農藥、肥料遭雨沖蝕流入水庫致使水體優養

化。 

九、應配合內政部土地利用監測計畫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山坡地監測計畫之實施，加強對違規使用及超限利用

之查處，並嚴處不法行為，以利水庫及其集水區之保

育及永續利用。 

貳、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制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一、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制區用水計畫應依經濟部訂定

之「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審查通過後為之。 

二、開發案如有用水需求時，應取得水利主管機關規定之

供水或用水證明文件。 

三、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制區所在直轄市、縣(市)政

府，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過程，應配合水

利主管機關水資源規劃分析及地質法水文地質調查

結果，針對地下水補注敏感地區規範適當土地使用方

式及不透水層比例，以避免影響地下水補注。 

四、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制區且位於高速鐵路沿線一定

距離之開發申請案，應進行開發基地荷重對高速鐵路

結構與下陷影響評估分析，並徵詢高速鐵路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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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無安全之虞後始得開發。 

參、海岸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一、海岸之利用管理目標為促進海岸地區天然資源之保育

利用，各種開發利用行為應更為審慎，以達成海岸土

地最適利用；同時確保民眾親水權、公共通行權及公

共水域之使用權。基於國家長期利益，海岸資源保

護、災害防護與開發利用應兼籌並顧，開發利用過程

中，對自然環境有重大之影響者，應以保護與防護為

優先考慮。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針對擬進行填海造地

範圍，應以「行政院專案核准之計畫」或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之電信、能源等公共設施或公

用事業，並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定為城鄉發

展地區者為限。另為避免任意需地機關任意填海造

地，破壞海岸自然環境，填海造地開發之面積，以適

用為原則，不宜擴大需求，開發計畫應明確說明其土

地需求之計量方式。 

三、配合 106 年 2 月 6 日公告實施「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土地使用主管機關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依該計畫第三章，海岸地區之保護原則、防護原則、

海岸永續利用原則，各級國土計畫應檢視相關土地

使用管制內容，是否妥適。 

（二）依該計畫第四章第 4.3.2 節，三「都市設計準則」，

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研（修）訂相關都市

設計準則（非限於都市土地）。 

（三）依該計畫第五章，發展遲緩或環境劣化地區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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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復育及治理原則，於研訂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時，應適修土地利用管制相關內容。 

（四）配合未來陸續公告之「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

計畫」所訂定「禁止及相容之使用」之內容，適時

修定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 

（五）依海岸管理法第 7 條「海岸地區應避免新建廢棄物

掩埋場」之政策，該計畫第 5.3 節研訂「廢棄物掩

埋場設置檢討」相關原則。故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應避免於海岸地區規劃新建廢棄物掩埋

場，並配合地方環境保護主管機關移除或改善既有

廢棄物掩埋場措施，規劃調整國土功能分區。 

肆、離島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一、離島建設應以永續發展為最高目標，以促進居民基本

生活照顧、島嶼生態保育、島嶼特殊文化保存及優質

產業之和諧發展。 

二、無人島嶼除必要之氣象、導航及國防設施外，以保持

原始自然狀態為原則，應避免開發及建築；已過度開

發之島嶼，應依其環境承載力採取開發降溫及環境保

全對策。 

三、各縣(市)國土計畫應依據各離島特性確立發展定位與

成長管理策略，並就離島地區未來發展需求提出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內容並研擬適當的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以指導離島地區之空間發展與土地使用。 
 
擬辦： 

（一）考量環境敏感地區係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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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劃設，且依其主管法令規定進行規範，具有績

效管制精神，是以，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原則不分別

訂定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而回歸依據各該目的事

業主管法令規定辦理，以避免土地使用管制有疊床

架屋情況，故該相關修正內容建議予以同意。 

（二）本次修正後之水庫集水區、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

制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因尚未有主管法令規定，

且係延續現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並配合國土計

畫法相關規定予以修正，內容尚屬妥適；又海岸地

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係依據海岸管理法規定辦理，

以利該二計畫銜接。基於前開理由，故該相關修正

內容建議予以同意。 

（三）惟因現行環境敏感地區項目之主管法令規定，有部

分項目並未有具體使用規範，請規劃單位再予補充

應納入後續應辦事項，提醒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後續配合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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