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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北部場公聽會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 年 11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貳、會議地點：本部營建署 5樓大禮堂 

參、主持人：林次長慈玲 

肆、與會團體發言要點及回應意見(詳附表) 

記錄：呂依錡 

伍、決議： 

一、本次公聽會與會人員所提意見，涉及本部主管權責者，

本部將納供全國國土計畫（草案）擬訂參考。 

二、另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之建議意見，請各部

會協助依其主管機關權責填寫回應情形（如附表），本

部於彙整後將上網公開，供相關機關、團體參考。 

 

陸、散會：下午 5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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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北部場公聽會發言要點及回應

意見 
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一、高雄健

康空氣

行動聯

盟黃義

英先生 

(一)國土規劃有在1960年規劃

錯誤，105 年 11 月 19 日林

全院長率領各部會首長及

陳菊到高雄小港大林蒲及

鳳鼻頭因污染道歉(因臨

海工業區有 600 家廠商、

891 支囪)把鳳鼻頭大林蒲

圍堵三面變成獨島。然要

把因污染而來遷村，但遷

村之前還要規劃3000公頃

來做石化專區，政府是為

子孫著想，不應規劃填海

造陸，如果硬要做旗津會

消失，目前旗津已退縮嚴

重，政府已錯誤一次，不

可再重蹈覆轍。 

◎經濟部 

經濟部目前已陳報新材料循環

產業園區相關規劃至行政院，

其中規劃並無涉及填海造陸與

石化專區之設置，後續新材料

循環產業園區將配合中央五加

二產業循環經濟之推動進行妥

善規劃利用，希望能達到兼顧

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的產業永

續目標，發展後更希望能提升

大高雄整體環境品質。 

(二)降低燃煤：臺電公司將興

建煤倉，降低空氣污染飛

散，降低燃煤發電占比至

符合 30﹪，那中鋼佔地 78

公頃也應加蓋做貯存槽。

中鋼在此工業區已45年營

運而沒改善，還繼續污

染，能忍受此中鋼行為

嗎？ 

◎經濟部 

中鋼公司因現行廠區作業空間

不足，有關一、二階煉焦爐汰

舊換新及原料儲存場室內化，

須配合一貫作業煉鋼廠操作特

性進行規劃，刻正研究探討施

工方式，研提改善計畫中。 

二、松菸護

樹張宜

山先生 

(一)糧食安全是傾向於糧食之

品質，抑或是糧食自給率

之數據、數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國土計畫法及全國國土計畫

所稱之糧食安全，係基於非

常時期國外農產品輸入受阻

時，國內仍可種植稻米、甘

薯等主要糧食作物，以維持

國人基本熱量需求。故以臺

灣現有 2,300 萬人口數評

估，建議全國農地總量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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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74 萬至 81 萬公頃為目標

值，作為供上述作物種植用

途。 

二、糧食自給率係指國內消費之

糧食（包括食用及非食用）

中，由國內生產供應之比

率，與國土計畫法為保護糧

食安全需求之農地資源涵義

有別。 

(二)是否有專門之特殊法？還

是有對應的相關法律、法

條，抑或是只有行政命

令、規則？安全網已經很

健全，但糧食自給率沒有

安全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查「糧食自給率」一詞有納

入糧食管理法第 5條規定：

「主管機關為策劃糧食產

銷、糧食自給率及台灣糧食

品牌建立與推廣，每年應訂

定計畫，以穩定糧食供需，

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促進國

內農民收益，並提升國產糧

食競爭力。」，賦予穩定國家

糧食供需及糧食安全確保之

責。 

二、然我國糧食消費結構，消費

面之市場因素係造成我國糧

食自給率低落的重要因素，

因此糧食自給率之提高，應

從糧食供給端及消費端共同

努力。 

三、桃園在

地聯盟

潘忠政

先生 

(一)搶救大潭藻礁，已連署留

下海岸資源生態系，是全

球唯一且最大的生態系，

依海岸管理法劃為一級海

岸區，但國土法並沒有劃

入，為什麼？國土計畫法

若沒有政策環評，大潭藻

礁會被忽略，被桃園市政

府劃成海港，作為天然氣

接收站。 

(二)自然海岸需要零損失，中

◎本部營建署 

一、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

等規定，「全國國土計畫」非

屬上述「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政策細項」。考量全國國

土計畫係以全國國土為範

圍，所訂定目標性、政策性

及整體性之政策計畫，係以

國土永續發展為計畫目標，

且辦理過程均已納入環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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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開發公司，柴山多杯孔

珊瑚一級移地復育，環差

說不可行，開放範圍要縮

小，濕地法的生態補償，

生態和面積都不能有損

失。 

(三)要求營建署要做政策環

評，10 月 3 日海岸管理審

議會，觀塘工業區部分沒

有影響環差可有條件通過

開發，藻礁就死了，是國

土計畫的原意嗎？ 

點考量，並加強民眾參與，

故並無辦理政策環評必要

性。 

二、桃園市政府業將「觀音鄉小

飯壢溪到新屋溪間的海岸，

以及新屋溪口至後湖溪口北

側」，於 103 年 7 月 7 日以府

農植字第 1030161744 號公

告「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

生動物保護區」，刻正投入經

費與資源進行保育工作。至

其他海岸段（含大潭藻礁），

是否劃設為藻礁保護區，刻

由桃園市政府審慎評估，目

前尚未有具體共識，亦未完

成相關法定程序。 

二、自然海岸為海岸管理法之管

理標的，故該法第 26 條特定

區位許可條件第 5款已規定

「因開發需使用自然海岸或

填海造地時，應以最小需用

為原則，並於開發區內或鄰

近海岸之適當區位，採取彌

補或復育所造成生態環境損

失之有效措施。」，作為審查

相關申請案件是否許可之要

件。 

三、目前中油公司依海岸管理法

第 25 條規定申請工程建設

階段之特定區位許可，提經

106年 10月 3日內政部海岸

管理審議會第 12 次會議審

查決議，僅同意非與工業專

用港直接關聯（陸域）之「先

期填地工程」及「聯外道路」

等 2項工程項目，其餘現況

屬海域且與工業專用港直接

關聯之「北海堤」、「南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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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台電大潭電廠溫排水

渠道」、「LNG 碼頭護堤」、「填

地工程（先期填地除外）」及

「輸儲設施」等 6項工程項

目，於經濟部工業局主政之

工業專用港未取得相關審查

許可前，不得開發使用，故

目前並未同意可能影響大潭

藻礁之開發行為。 

四、臺灣環

境輻射

走調團

林瑞珠

女士 

(一)在做國土規劃之前，如果

沒有做好土地現況的盤

點，是不可能做好分區分

類，有效的國土計畫。 

◎本部營建署 

本計畫已運用國土利用現況調

查、各部會各類環境敏感地區

及農地盤查圖資就全國土地利

用現況、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

地分區、用地等進行整體說

明。現階段資訊仍有不足之

處，以後會依國土計畫法陸續

建置完整的國土規劃基礎資訊

及土地利用監測系統。 

(二)在思考經濟發展的同時，

也應該好好規劃要怎麼處

理工業產生的廢棄物，不

然臺灣目前的現況就是一

個沒有廁所的建築物，任

由開發商，美其名的環保

業者，在不適合的地方傾

倒廢棄物，或圈地做堆置

場，這跟隨地大小便沒差

別。例如，在這個國土計

畫中，完全沒提到核廢料

要怎麼處置，鼓勵太陽光

電，也沒有考慮未來太陽

能板要在那裡處置。經濟

發展如果不考慮廢棄物，

那就是個沒有效果的計

畫，而且環境會全面崩

壞。所以國土計畫之前，

應該進行國土的盤點，進

◎經濟部 

一、依據廢棄物清理法，事業廢

棄物之清理應委託再利用、

委託清理、共同清理或自行

清理，且事業端從原料使

用、廢棄物產出、委託處理

之流向均須依法申報，以利

環保主管機關掌握流向。另

106 年 1 月廢棄物清理法修

法已強化事業之產源責任，

即使將廢棄物委託處理，若

受託者未善盡清理責任，產

源事業亦有連帶責任。 

二、有關廢棄太陽能板之回收刻

正由各部會及產業界研議適

合國內之回收處理機制。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各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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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策環評，才有可能永

續發展。 

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3 條

及第 34 條規定輔導所屬產

業妥善清理其事業廢棄物；

事業應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31 條規定檢具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

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

後，始得營運。 

二、目前國內太陽光電模組製造

業者所產生之廢棄物，係依

廢棄物清理法由業者自行或

委託清除、處理機構清理。 

三、至於未來廢太陽光電模組回

收處理機制，原則上採生產

者責任的精神辦理。經濟部

及本署將再檢視國外廢太陽

光電模組回收處理案例相關

細節，以做為研商國內機制

的參考。 

 

◎本部營建署 

一、全國國土計畫係政策計畫，

以研訂各類型土地使用指導

原則為主，有關太陽光電設

置區位，本計畫草案已納入

經濟部研擬之能源部門發展

策略，訂定相關指導原則；

至於核廢料處置並未涉及土

地使用規劃，並非本計畫範

疇。 

二、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

等規定，「全國國土計畫」非

屬上述「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政策細項」。考量全國國

土計畫係以全國國土為範

圍，所訂定目標性、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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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體性之政策計畫，係以

國土永續發展為計畫目標，

且辦理過程均已納入環境觀

點考量，並加強民眾參與，

故並無辦理政策環評必要

性。 

五、臺灣水

資源保

育聯盟

粘麗玉

女士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要自

已下載列印，雖是節省紙

張，但其實是給人民浪費。 

◎本部營建署 

一、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增加

民眾參與，本計畫草案業於

本 部 營 建 署 網 站

（http://www.cpami.gov.t

w/）之「首頁/營建署家族/

綜合計畫組/國土計畫法專

區」內公開。 

二、考量本計畫草案尚未定案，

後續仍需配合國土審議會討

論情形進行調整修正，為配

合政府無紙化政策，減少計

畫書一再印製，造成資源浪

費，仍請逕自前開網站瀏覽

下載。 

(二)P81，農委會最新農地盤點

資料已經顯示，現存可生

產糧食之農地數量(57 萬

公頃)已低於糧食安全最

低標準，10 月版全國國土

計畫仍以 104 年的舊資料

為依據(74~81 萬公頃)，竟

沒有以最新盤點數據調

整，反而製造更多問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有關全國國土計畫之農地需

求總量，係基於非常時期國

外農產品輸入受阻時，國內

仍可種植稻米、甘薯等主要

糧食作物，故以 2,300 餘萬

國人基本熱量需求評估，建

議全國農地需求總量面積以

74萬至81萬公頃為目標值。 

二、至於現況積極從事農業生產

面積為 57.5 萬公頃，加計潛

在可供農業使用之土地面積

10.5 萬公頃，故現況可供糧

食生產使用之土地面積為

68 萬公頃，與上述 74-81 萬

公頃之全國農地需求總量目

標值，涵義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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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101~109 天然災害、自然

生態、文化景觀及自然資

源分布空間之保育策略第

三段，國家重大建設應有

生態檢核，是否縣(市)政

府要開發就開發，應再思

考。且「補償方案」是什

麼？什麼時候有生態補

償，應有具體內容。烏溪

沒有復育內容，應把藍圖

劃設出來。 

◎本部營建署 

一、有關重大建設檢核部分，本

法第 17 條已有考量並規範

性質重要且一定規模以上部

門計畫時，除應遵循國土計

畫之指導外，並應於先期規

劃階段，徵詢同級主管機關

之意見。 

二、生態補償部分，將查明釐清

後配合修正。 

三、依據 107 年 1 月 4 日本部國

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

結論：「部門發展策略以研擬

各該部門重要量化目標（總

量）及區位指導原則（區位）

為原則，本次計畫草案所列

具體個別建設計畫名稱地點

和規模，均請配合調整修

正」，是以，將不會列入烏溪

等個案開發或治理計畫內

容。 

(四)P157 科學園區，區位檢討

分析沒有做得詳細，目前

全部都很好嗎？有些只有

一個廠商進駐。 

◎科技部 

一、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目的係為

提供高科技產業投資設廠需

要，除需考量引進產業需求

外，並需減少對環境影響。

目前土地出租率低有宜蘭園

區及二林園區，宜蘭園區於

102 年 6 月完成開發，因引

進產業係以「數位內容」、「通

訊知識服務」與「研發產業」

為主，且該等產業依環評審

查結論，須為低耗能、低污

染且研發產業不得量產，為

提高土地出租率，竹科管理

局除已向環保署提出環評變

更並獲審查通過在案外，亦

與宜蘭縣政府共同研議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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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以提高出租率。 

二、中科管理局所規劃之科學工

業園區均有妥為評估考量所

引進之產業、設置區位，並

調查廠商投資意願，以確認

供需情形、園區開發之急迫

性及必要性。所轄管園區土

地及廠房平均出租率為 90%

以上，廠商對園區土地需求

確實殷切。另二林園區刻正

辦理第一期用地公共工程開

發作業，配合公共工程開發

範圍及環評限制，現階段可

出租土地面積為 15.48 公

頃。二林園區刻正辦理二階

環評，另七星園區二階環評

初審已於 106 年 12 月 14 日

獲通過。中科管理局也正在

爭取盡速通過用水許可及二

階環評，以提高廠商進駐率。 

三、南科管理局所轄管園區，截

至 106 年 11 月，台南園區廠

商家數 138 家，高雄園區 82

家，園區發展狀況良好，且

出租率逾九成，已充分有效

利用園區資源。 

(五)P231、264 水庫集水區 30

﹪不可開發，30﹪以下平

地水庫攔河堰其保育在那

裡，經濟部水利署要有解

釋。 

◎經濟部 

一、水庫集水區分區分級管理政

策，係經國發會邀集有關機

關及地方政府研議共識納入

全國區域計畫，並經內政部

營建署及經濟部水利署共同

徵詢相關機關意見，以一定

坡度(30%)山坡地以上地

區，依通案原則不可彈性開

發辦理，已有加嚴。 

二、水庫集水區內得有條件土地

開發變更案件，應比照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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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水量保護區放流水標

準，加嚴氮及磷管制；政府

機關亦將積極推動水庫集水

區內主要聚落下水道系統興

建及農業非點源污染削減措

施。 

(六)P189 環境保護設施沒有龍

崎掩埋場、馬頭山掩埋場

也沒有納入檢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本國土計畫係提出重點事業廢

棄物處理設置之區位及空間發

展分布指導原則，故未來直轄

市、縣（市）依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擬定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時，再考量地方需求選

擇合適地點設置。 

 

◎本部營建署 

依據 107 年 1 月 4 日本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結

論：「部門發展策略以研擬各該

部門重要量化目標（總量）及

區位指導原則（區位）為原則，

本次計畫草案所列具體個別建

設計畫名稱地點和規模，均請

配合調整修正」，且因全國國土

計畫係屬政策計畫，並非實質

空間計畫，該計畫草案並不會

針對具體個別計畫進行檢討。 

(七)全國國土計畫是上位計

畫，建議主辦單位，請各

部會準備好再開公聽會。 

◎本部營建署 

一、依國土法第 12 條規定，國土

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後，應公

開展覽 30 日並舉行公聽

會，以落實民眾參與，聽取

社會大眾意見納入規劃參

考。 

二、有關公民團體對於全國國土

計畫草案所提意見，本署將

彙整後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

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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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海洋公

民基金

會吳滿

心小姐 

(一)第五章國土空間發展與成

長管理，P98 強化生態多樣

性；P99 確保永續海洋資

源；P103 珍貴景觀敏感程

度高。建議：海洋國土分

析內容過於簡單粗糙，沒

有明確的指導及監測機

制。 

◎本部營建署 

本計畫(草案)第五章第一節，

參、海域範圍內之港口航運、

漁業資源利用、礦業資源利

用、觀光旅遊、海岸工程、海

洋保護、特殊用途分布空間之

保育或發展策略，已修正為「強

化海域基礎調查及現況使用資

料」、「建立用海行為納管，確

保海洋生態保育及用海秩

序」、「建構海洋資源監測系統

及風險管理」等三部分內容。 

(二)第六章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1.P148 推動沿近海棲地保

護，強化特定漁業管理規

劃傷害；P112 農業生產重

要資源系統及保護策略；

P132 城鄉發展總量檢討 7

項原則。建議：海岸及領

海地區漁業資源過渡採捕

和不當漁法，目前已無法

維持或恢復海洋資源，請

全面檢討及改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有關不當漁法之處理部分，

依據漁業法第 48 條規定，禁

止以毒、炸、電之方式採捕

水產動植物，並課以刑事責

任；倘發現該等情事，可立

即洽海巡單位蒐證後移送檢

察機關依法處理。另為強化

沿近海棲地營造與保護，政

府正逐步推動刺網漁業退出

距岸 3浬海域作業，並業已

納入全國國土計畫辦理。 

二、大陸漁船越界捕魚部分，依

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規定，倘發現大陸

漁船於限制或禁止之水域作

業時，可立即洽海巡單位進

行驅離、扣押、留置等相關

處分，並得處新臺幣 30 萬元

以上 1,000 萬元以下罰鍰。 

2.P167 觀光產業在澎湖定義為

國際渡假島嶼。P183~P184

水域運動發展。建議：將

澎湖定義為「離島生態觀

光區」，卻沒有足夠相對應

的機制確保生態觀光區的

◎交通部觀光局 

一、目前交通部於觀光發展重點

為「愈在地、愈國際」，亦即

發展在地特色資源、在地特

色產業及在地旅遊，以吸引

國際遊客來度假旅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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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模式，及觀光區的定

義及範圍。 

離島之觀光發展主軸以營造

其為「特色島嶼」，而澎湖之

觀光發展重點為「國際度假

島嶼、海洋生態旅遊」，均與

本部目前之觀光發展重點相

呼應。本部觀光局澎湖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已推動辦理

「北寮海洋地質生態」之生

態旅遊體驗遊程，即為結合

在地產業、在地資源特色，

發展在地旅遊。 

二、表 6-1-3 之註釋說明該表內

容「係原則性規範，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得因地制

宜，參採及調整其發展重

點。」，因此各地方政府皆可

依其發展策略、資源，滾動

式檢討。 

 

◎本部營建署 

本計畫為全國政策性計畫，至

於實質之發展規劃係於縣市國

土計畫研擬，刻正由各縣市政

府研擬中，也歡迎大家持續關

注並提供意見。 

(三)第七章氣候變遷及國土防

災策略，P212 新興水資源

(如海水淡化、再生再利

用)。建議：海水淡化成本

高耗能，建議增加雨水回

收系統之效益及比例。 

◎經濟部 

依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

境建設」中「推廣水資源智慧

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項下子

計畫「雨水貯留系統建設計

畫」，將協助地方政府以委託代

辦或補助方式，於機關學校規

劃設置雨水貯留設施，除可利

用雨水作為沖廁、澆灌或消防

用水，進而減少自來水之使用

量外，亦可兼具城市防洪的功

能。 

(四)第八章國土功能分區劃 ◎本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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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P227 海洋資源區目的

是規範不同海域使用秩

序；P204 海洋資源永續經

營的 20﹪海域劃為保護區

並有效管理。建議：海洋

資源不只是空間，應以資

源的明智使用和管理為實

行依據。20﹪海域的依據

是什麼為優先？請將「島

嶼區永續管理之原則」納

入各章節當中。 

一、本計畫(草案)業將「依其他

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

(育、留)區」，指定為海洋資

源地區第一類之一，以維護

海域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

其經營管理均依其法律規定

辦理。 

二、至 P204「民國 109 年時距岸

12 浬內水域的 20%的範圍被

劃入保護區，並有效管理。」

係摘錄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

會「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之

內容，該項目係由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主政，未來將移撥

107 年 4 月成立之行政院海

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繼

續推動。至該內容是否宜納

入本計畫（草案），本部將重

新檢視評估。 

(五)第九章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P247 各項使用申請可以

維持「海水」狀態)，問題：

「海水」是什麼？ 

◎本部營建署 

本計畫(草案)第八章，第一

節、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方

式，貳、海洋資源地區，略以

「除實施都市計畫區及國家公

園區外，其餘海域均劃設為海

洋資源地區。」，故非屬海域

者，將不納入劃定為「海洋資

源地區」。爰全國國土計畫(草

案)第九章，第二節，海洋資源

地 區 基 本 原 則 規 定 略 以

「（一）…各項使用申請許可以

維持『海水』狀態之使用為原

則。」 

(六)第十章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之劃設原則(P260 海洋資

源地區之生態敏感類型環

境)。建議：過渡捕撈等現

象經盤點後，生態敏感應

◎本部營建署 

一、有關環境敏感地區生態敏感

類型，包括自然保留區、野

生動物保護區、一級海岸保

護區、二級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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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國土復育範圍，並明

定法條保護、記錄、監測

之。 

項，如符合國土法第 35 條規

定，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二、因過度捕撈係屬漁業不當行

為，而非就特定範圍進行復

育，仍回歸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加強查緝毒、電、炸魚

及濫採、濫捕、濫殺等非法

漁業行為。 

(七)此法案將澎湖定為「國際

渡假島嶼」，但是本案沒有

相對應的內容或發展目標

(細項)來確保生態觀光區

的發展模式及生態指標。

建議以島嶼永續觀光取代

生態觀光。 

◎本部營建署 

全國國土計畫係策略性計畫，

各縣市應於縣市國土計畫具體

載明發展目標及空間發展計

畫、整體發展構想等，該建議

將請澎湖縣政府納入參考。 

七、臺灣生

態學會

楊國禎

先生 

(一)政策環評：這是重大的政

策，應該進行政策環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非屬現行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

策細項」，倘內政部認為本案

有影響環境之虞，得依「政

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

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實施

政策環評，本署續依法辦理

意見徵詢程序。 

二、內政部前依「政府政策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辦法」第 4條

第 2項規定，提送「全國區

域計畫修正案（草案）區域

性產業發展計畫之經濟相關

產業政策評估說明書」至本

署徵詢意見，經提本署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304

次會議報告，委員認為徵詢

過程所提意見，多屬經濟部

權責事項，該案政策研提機

關內政部無法主政研擬答

覆，致委員徵詢意見難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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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且效果不彰，故建議循國

土計畫法中涉及土地利用之

部門計畫，由政策主辦機關

研提政策環評，俾將環境因

素切實納入政策考量。 

三、本署續與內政部多次研商前

項政策環評執行可行性，惟

經檢視確與「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之政策細項」及執行

中之政策環評案件（如科學

園區、水泥礦業等）多有重

複，故建議循「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機制

辦理。 

 

◎本部營建署 

一、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

等規定，「全國國土計畫」非

屬上述「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政策細項」。 

二、考量全國國土計畫係以全國

國土為範圍，所訂定目標

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政策

計畫，係以國土永續發展為

計畫目標，且辦理過程均已

納入環境觀點考量，並加強

民眾參與，故並無辦理政策

環評必要性。 

(二)環境承載的考量：經過過

去 40~50 年經濟發展無限

制的開發，到底在板塊擠

壓，地殼與地層變動的地

震頻繁，颱風豪雨不動，

土石橫流的狀況下，承載

最高密度的人口與慾望，

如何落實永續，必須政策

環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非屬現行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

策細項」，倘內政部認為本案

有影響環境之虞，得依「政

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

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實施

政策環評，本署續依法辦理

意見徵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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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政部前依「政府政策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辦法」第 4條

第 2項規定，提送「全國區

域計畫修正案（草案）區域

性產業發展計畫之經濟相關

產業政策評估說明書」至本

署徵詢意見，經提本署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304

次會議報告，委員認為徵詢

過程所提意見，多屬經濟部

權責事項，該案政策研提機

關內政部無法主政研擬答

覆，致委員徵詢意見難以提

出且效果不彰，故建議循國

土計畫法中涉及土地利用之

部門計畫，由政策主辦機關

研提政策環評，俾將環境因

素切實納入政策考量。 

三、本署續與內政部多次研商前

項政策環評執行可行性，惟

經檢視確與「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之政策細項」及執行

中之政策環評案件（如科學

園區、水泥礦業等）多有重

複，故建議循「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機制

辦理。 

 

◎本部營建署 

一、本計畫草案第五章國土空間

發展與成長管理策略，業訂

定全國天然災害、自然生

態、文化景觀及自然資源分

布空間之保育策略，以達成

國土永續發展。 

二、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

等規定，「全國國土計畫」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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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上述「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政策細項」。考量全國國

土計畫係以全國國土為範

圍，所訂定目標性、政策性

及整體性之政策計畫，係以

國土永續發展為計畫目標，

且辦理過程均已納入環境觀

點考量，並加強民眾參與，

故並無辦理政策環評必要

性。 

(三)屍體與健康生活人的差

別：目前的架構與思考是

屍體，不是一個健康生活

人的運作。 

◎本部營建署 

建請提供具體修正建議。 

(四)國家政策應該由最高權力

運作，負責主持，才是足

夠的能力運作，才不致於

陷入官僚系統的零碎運

作，忽視總體架構的考量。 

◎本部營建署 

一、依據國土法第 2條規定國土

計畫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是

以，由本部研擬全國國土計

畫，係依法辦理。 

二、又本計畫草案後續將提內政

部及行政院國土計畫審議會

二級審議後，報請行政院核

定，並無零碎運作情事。 

八、耘林藝

術人文

生態關

懷協會

林富源

先生 

石化業用地使用了中、南部美

麗海岸，包括發給六輕「臨時

用水執照」，在枯水期無水可

用，等於自動失效，絕不能再

佔用農業用水，工業應該要蓋

海水淡化廠自籌水源，不可為

了工業再規劃美麗海岸供污染

產業使用，國土計畫並沒有針

對工業破壞我國海岸，農地如

何復育，生態復育及環境補

償。如果六輕還在盤算，不捨

投資水資源處理設備，設計廢

水回收循環再利用（包括民

生，工業廢水）。 

◎經濟部 

經洽詢業者表示，已積極辦理

海淡廠之規劃，目前刻正辦理

海淡廠之環評作業中。 

 

◎本部營建署 

一、依本部 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

實施「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業將優良農地改列為第 1級

環境敏感地區，並訂定農地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且農業

用地應依據灌排分離政策，

以維護農業灌溉水質，確保

農地資源。即現行區域計畫

已有農地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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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計畫為確保糧食安全，

未來農業土地將劃設農業發

展地區，供農業生產及其設

施使用，不得任意變更轉

用。此外，生態環境已嚴重

破壞退化地區，亦可依國土

法第 35 條規定，得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擬訂復育計畫。 

三、涉及海岸議題，說明如下： 

(一)本部依海岸管理法於 106 年

2 月 6 日公告實施「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將雲林縣全縣

海岸段，指定為一級海岸保

護區，刻由經濟部水利署依

該法擬訂「一級海岸防護計

畫」，將於 109 年 2 月前公告

實施。 

(二)上開防護計畫之內容，將含

括海岸管理法第 14 條第 3

項並規定「第 1項第 1款(海

岸侵蝕)因興辦事業計畫之

實施所造成或其他法令已有

分工權責規定者，其防護措

施由各該興辦事業計畫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九、臺灣水

資源保

育聯盟

陳椒華

女士 

(一)為保護國土、請具體納入

公民意見，「行政院國土計

畫審議會設置要點」擬定

應納入公民意見、「行政院

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應

公開接受推薦並至少納入

三位民間團體委員、公布

「行政院國土計畫審議會

設置要點」及其委員會名

單，建議內政部審議委員

應有「監督全國國土計畫

聯盟」推薦專家學者至少

◎國家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層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參

與人員之遴聘(派)，將配合全

國國土計畫(草案)審議進度，

依國土計畫法第七條第一項規

定辦理，陳報行政院核定。 

 

◎本部營建署 

本部 106 年 7 月 20 日訂定「內

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

點」，委員包括關注國土發展事

務之民間團體代表。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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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政院之「全國國

土計畫」審議會也至少應

有三名「監督全國國土計

畫聯盟」推薦代表。 

專家學者至少三人 1節，將納

入後續年度委員遴聘考量。 

(二)要求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後之國土計畫草案，

行政院不應草率修改、如

要修改，應提出具體足夠

理由並召開聽證會!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土計畫法第七條規定，行政

院應遴聘（派）學者、專家、

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

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

式辦理全國國土計畫核定之審

議。有關全國國土計畫內容之

審酌將依審議會決議辦理。 

 

◎本部營建署 

一、本計畫草案後續報請行政院

國土審議會討論時，本部亦

將陳情意見一併報院納入考

量。 

二、本部為落實憲法正當行政程

序之要求，以及司法院釋字

第七○九號、第七三九號有

關都市更新計畫及自辦市地

重劃審核等土地案件之行政

決定，應給予當事人、利害

關係人以言詞為意見陳述及

論辯機會之意旨，爰依行政

程序法及審酌本部所審理都

市計畫、重要濕地、海岸管

理、都市更新、土地徵收及

市地重劃等案件之性質，訂

定本部舉行聽證作業要點，

辦理相關聽證事宜。惟全國

國土計畫並無就特定對象產

生利害關係，爰無辦理聽證

會之必要。 

(三)本計畫及部門計畫擬定皆

須政策環評，除了部門計

劃，第八章、第九章、第

◎行政院環境保署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非屬現行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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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章、土地容許使用、

土地容許使用指導事項、

應辦事項，都涉及實質上

之土地利用，故要求應進

行政策環評。 

策細項」，倘內政部認為本案

有影響環境之虞，得依「政

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

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實施

政策環評，本署續依法辦理

意見徵詢程序。 

二、內政部前依「政府政策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辦法」第 4條

第 2項規定，提送「全國區

域計畫修正案（草案）區域

性產業發展計畫之經濟相關

產業政策評估說明書」至本

署徵詢意見，經提本署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304

次會議報告，委員認為徵詢

過程所提意見，多屬經濟部

權責事項，該案政策研提機

關內政部無法主政研擬答

覆，致委員徵詢意見難以提

出且效果不彰，故建議循國

土計畫法中涉及土地利用之

部門計畫，由政策主辦機關

研提政策環評，俾將環境因

素切實納入政策考量。 

三、本署續與內政部多次研商前

項政策環評執行可行性，惟

經檢視確與「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之政策細項」及執行

中之政策環評案件（如科學

園區、水泥礦業等）多有重

複，故建議循「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機制

辦理。 

 

◎本部營建署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有關各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土地使用

指導事項，經提本部國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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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審議會專案小組討論後，

結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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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全國國土計畫

草案有關容許使用項目等內

容，均將配合調整，不予納

入該計畫草案，惟本部後續

於訂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時，將依據法制程序

審慎辦理。 

二、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

等規定，「全國國土計畫」非

屬上述「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政策細項」。考量全國國

土計畫係以全國國土為範

圍，所訂定目標性、政策性

及整體性之政策計畫，係以

國土永續發展為計畫目標，

且辦理過程均已納入環境觀

點考量，並加強民眾參與，

故並無辦理政策環評必要

性。 

(四)第 252 頁、農業發展地區，

「未依國土計畫辦理檢討

前，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若

欲變更為農業區以外分

區，公展前須經徵ȹ同

級ȹ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

意」，以臺中市、臺南市為

例，請問ȹ都發局ȹ會不

同意ȹ都發局ȹ變更嗎? 

我們要求刪除「未依國土

◎本部營建署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都

市計畫主管機關配合事項，本

部已於106年11月6日召開國

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實

施後對於都市計畫之指導效力

座談會已有相關討論，原則將

予以刪除，並提本部國土計畫

審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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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辦理檢討前，都市計

畫主管機關若欲變更為農

業區以外分區，公展前須

經徵ȹ同級ȹ國土計畫主

管機關同意」。 

(五)P246 國保四、反對在「未

依國土計畫指示辦理檢討

前，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如

有檢討變更為保護或保育

以外之分區或用地需要

時，應於公開展覽前先徵

得同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以臺中市、臺南市

為例，請問都發局會不同

意都發局變更嗎? 我們要

求刪除「未依國土計畫指

示辦理檢討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

保護或保育以外之分區或

用地需要時，應於公開展

覽前先徵得同級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同意」。 

◎本部營建署 

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4 類，都

市計畫主管機關配合事項，本

部已於106年11月6日召開國

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實

施後對於都市計畫之指導效力

座談會已有相關討論，原則將

予以刪除，並提本部國土計畫

審議確認。 

(六 )P289 農地違法工廠問

題，ȹ農委會ȹ應辦事項

沒定，等於違規農地立即

拆除沒定。農委會於ȹ強

化農地規劃與管理“沒定

農地違法工廠立即拆除。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有關「強化農地規劃與管理」

之應辦及配合事項，農委會認

為應列舉農業發展地區作為農

產業、農村發展規劃及管理項

目(P.289)；至於農地違規工廠

之拆除事宜，建議列入「強化

督導查核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

情形」(P.291)，並由中央工業

主管機關、中央國土主管機關

主辦之。 

(七)P293 農地違法工廠問題，

縣市政府應辦事項，沒定

農地違法工廠立即拆除。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有關農地違規工廠之拆除事

宜，建議列入「擬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P.293)。 

(八)P299 農地違法工廠問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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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應辦事項，沒定

農地違法工廠立即拆除。 

一、全國國土計畫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辦及配合事項，

其內容尚應配合全國國土計

畫審議結果配套修正。 

二、有關農地違規工廠之拆除事

宜，農委會認同應列入「加

強辦理查核未登記工廠土地

使用情形」(P.299)。 

(九) P300 海平面上升，填海

造地放油槽，不必評估嗎? 

應該政策環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非屬現行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

策細項」，倘內政部認為本案

有影響環境之虞，得依「政

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

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實施

政策環評，本署續依法辦理

意見徵詢程序。 

二、內政部前依「政府政策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辦法」第 4條

第 2項規定，提送「全國區

域計畫修正案（草案）區域

性產業發展計畫之經濟相關

產業政策評估說明書」至本

署徵詢意見，經提本署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304

次會議報告，委員認為徵詢

過程所提意見，多屬經濟部

權責事項，該案政策研提機

關內政部無法主政研擬答

覆，致委員徵詢意見難以提

出且效果不彰，故建議循國

土計畫法中涉及土地利用之

部門計畫，由政策主辦機關

研提政策環評，俾將環境因

素切實納入政策考量。 

三、本署續與內政部多次研商前

項政策環評執行可行性，惟

經檢視確與「應實施環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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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評估之政策細項」及執行

中之政策環評案件（如科學

園區、水泥礦業等）多有重

複，故建議循「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機制

辦理。 

 

◎本部營建署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等規

定，「全國國土計畫」非屬上述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

細項」。考量全國國土計畫係以

全國國土為範圍，所訂定目標

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政策計

畫，係以國土永續發展為計畫

目標，且辦理過程均已納入環

境觀點考量，並加強民眾參

與，故並無辦理政策環評必要

性。 

(十)P195 油氣設施，包括桃園

煉油廠遷移 400 公頃、桃

園天然氣廠址、高雄港洲

際貨櫃二期石化油品儲運

中心，176.11 公頃，6 座

深水 18 公尺碼頭，先刪

除，環評通過才放入。 

◎經濟部 

一、考量將來桃園煉油廠可能配

合政策遷廠，故將其用地需

求預先擘劃，納入全國國土

計畫。 

二、桃園天然氣接收站廠址屬已

核定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涉及全國層次、影響重要資

源之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

爰整合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三、高雄洲際貨櫃二期設置石化

油品中心屬能源部門空間策

略一環，未來大林煉油廠部

分儲槽及前鎮儲運所將可搬

遷至該儲運中心，大林廠區

內騰出之土地將可做為煉製

結構改善用地，除可增進國

內油品及石化原料之穩定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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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外，並將促進煉化事業長

遠發展，符合國土計畫之目

的。 

四、油氣設施開發案應依環評法

等相關規定辦理，爰無須刪

除。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環境影響評估係為預防及減

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

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

目的，就開發行為對環境有

不良影響之虞者，進行環境

影響評估。 

二、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 條第

1項及第 2項前段規定：「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

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

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

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

無效。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定

不應開發者，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

可。」 

 

◎本部營建署 

依據 107 年 1 月 4 日本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結

論：「部門發展策略以研擬各該

部門重要量化目標（總量）及

區位指導原則（區位）為原則，

本次計畫草案所列具體個別建

設計畫名稱地點和規模，均請

配合調整修正」，是以，全國國

土計畫草案將不納入具體個

案。 

(十一) 循環經濟產業園區、

109 年中遷村，請確定後才

◎經濟部 

一、有關大林蒲遷村計畫，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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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放，因為現在沒有遷村

計畫 

經濟部委託高雄市政府辦

理，依據高市府之遷村規

劃，將於 106~107 年辦理大

林蒲遷村先期調查及評估作

業；108~111 年度執行拆遷

補償及安置等作業。 

二、目前辦理情形:高市府於 105

年 12 月函頒「高雄市政府大

林蒲鳳鼻頭沿海六里專案普

查實施計畫」，成立大林蒲鳳

鼻頭普查專案辦公室，106

年 4 月啟動大林蒲遷村意願

普查、7 月底初步完成並公

布於市府網站。 

 

◎本部營建署 

依據 107 年 1 月 4 日本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結

論：「部門發展策略以研擬各該

部門重要量化目標（總量）及

區位指導原則（區位）為原則，

本次計畫草案所列具體個別建

設計畫名稱地點和規模，均請

配合調整修正」，是以，全國國

土計畫草案將不納入具體個

案。 

(十二)P47，山坡地超限利用嚴

重,列管近 7,000 公頃，不

可再鬆綁開發。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依水土保持法第 22 條規定，

超限利用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會同相關機關通知水土

保持義務人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依第 33 條規定處

罰。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基於

督導職責，皆逐案以「違規

檢舉通報單」函各縣（市）

政府依法查處，並以「山坡

地管理資訊系統」專案列

管，每半年召開「強化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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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超限利用處理檢討座談

會」督導各縣（市）政府積

極辦理。 

二、有關山坡地可否開發利用，

應依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等土地使用

法規管制。另倘於山坡地或

森林區從事開發利用行為，

水土保持義務人應依水土保

持法第 12 條規定，先擬具水

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審

後實施，違反者，依水土保

持法第 33 條規定，裁處新台

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以下罰

鍰。故山坡地之開發行為涉

及水土保持部分已有一定程

度之管制。 

三、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加

強山坡地開發之水土保持處

理與維護，推動預防管理及

事前管制，並從嚴取締不

法。為加強山坡地違規開發

之查報、制止及取締，提供

免費檢舉電話、網路檢舉等

方式，提供民眾多元化之檢

舉管道並加強衛星影像監

測，以防止山坡地違規開發。 

(十三)P264 “水庫集水區保

育實施計畫ȹ應先政策環

評，不能草率以此為根據

來訂定水庫集水區之土地

利用計畫，包括山坡地 30%

以下可開發，以及廢水於

放流水標準下就可排放

等。 

◎經濟部 

一、水庫集水區分區分級管理政

策，係經國發會邀集有關機

關及地方政府研議共識納入

全國區域計畫，並經內政部

營建署及經濟部水利署共同

徵詢相關機關意見，以一定

坡度(30%)山坡地以上地

區，依通案原則不可彈性開

發辦理，已有加嚴。 

二、水庫集水區內得有條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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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變更案件，應比照水源

水質水量保護區放流水標

準，加嚴氮及磷管制；政府

機關亦將積極推動水庫集水

區內主要聚落下水道系統興

建及農業非點源污染削減措

施。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水庫集水區保育實施計畫」

非屬現行「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之政策細項」，倘經濟部

水利署認為有影響環境之

虞，得依「政府政策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辦法」第 4條第

2 項規定實施政策環評，本

署續依法辦理意見徵詢程

序。 

二、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 7條規

定，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視轄區內環境特殊或

需特予保護之水體，就排放

總量或濃度、管制項目或方

式，增訂或加嚴轄內之放流

水標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後核定之。 

 

◎本部營建署 

又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等

規定，「全國國土計畫」非屬上

述「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

策細項」。考量全國國土計畫係

以全國國土為範圍，所訂定目

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政策

計畫，係以國土永續發展為計

畫目標，且辦理過程均已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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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觀點考量，並加強民眾參

與，故並無辦理政策環評必要

性。 

(十四)P289 反對水庫集水區

公有地可讓售。 

◎本部營建署 

國土計畫法係主管土地使用，

有關水庫集水區公有土地得否

「讓售」，係屬地權相關事宜，

並無法透過全國國土計畫予以

規範，仍依回歸由公產主管機

關依法辦理。 

(十五)P296 國土規劃，開發案

應有總量管制概念，應擴

及空氣。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9 條規

定，針對需特予保護之水體

由地方政府劃定總量管制

區、擬訂總量管制方式。 

二、本署 105 年 1 月 6 日修正發

布「放流水標準」及 1 月 19

日修正發布「水污染防治措

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理

辦法」，針對需特予保護農地

水體，將排放廢(污)水重金

屬分級管理，完備總量管制

制度。 

三、目前已實施水污染總量管制

區劃設有桃園市政府 105 年

2 月 3 日公告「桃園市新街

溪及埔心溪流域廢（污）水

排放總量管制方式」，彰化縣

政府 105 年 5 月 17 日公告

「彰化縣東西二、三圳廢

（污）水排放總量管制方

式」，臺中市政府 105 年 12

月 23 日公告「臺中市詹厝園

圳廢（污）水排放總量管制

方式」。 

四、後續將持續針對需特予保護

水體，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9

條規定擬訂推動總量管制方



30 

式，或依同法第 7條規定加

嚴放流水標準。 

五、本署已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

於104年6月30日會同經濟

部針對高雄及屏東地區公告

實施「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

總量管制計畫」，為強化其他

地區固定污染源改善作業，

本署並已於空污法修正草案

納入三級防制區訂定既存污

染源應削減污染排放量準則

之授權，供主管機關指定既

存污染源排放削減有所遵

循。 

六、各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3 條

及第 34 條規定輔導所屬產

業妥善清理其事業廢棄物；

事業應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31 條規定檢具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

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

後，始得營運。 

 

◎本部營建署 

國土計畫目的為分配土地空間

資源，適度引導開發及維護國

土保安及生態保育。有關空氣

品質總量管制，應為環保署所

推動之節能減碳及空氣汙染防

制相關政策。本計畫考量將空

氣汙染納為土地使用規劃之環

境容受力評估項目，並透過土

地使用管制、審議及工業區轉

型等策略，管理開發案對環境

的衝擊。 

(十六)P73，134 請釐清臺灣由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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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至 109 年產業用

地需求約增加 2,211 公

頃，是全國國土計畫草案

P15 ｢產業用地政策革新

方案｣（104.01）所推估

的，或是｢臺灣經濟研究院

｣所做的推估 ? 為何 P73

和 P134又提出新的產業用

地需求1005公頃呢 ?這些

未經政策環評的產業用地

需求推估不切實際的數

據，讓人覺得研究單位只

顧經濟與產業發展，毫不

關心農地與糧食安全。 

一、至 109 年全國產業用地需求

總量係經濟部工業局委託台

灣經濟研究院進行規劃研

究，在考量產業發展趨勢與

政策目標，以及水、電資源

條件的限制，透過未來經濟

成長的預測，推估未來須增

加 2,211 公頃產業用地面

積，以滿足產業發展需求。 

二、未來在國土計畫法下，為保

留優良農地，並促進土地有

序發展利用，透過預先規

劃、保留產業發展所需之土

地，規劃至 125 年產業用地

增加需求，以因應產業發展

需求，同時降低產業發展對

環境的衝擊。 

(十七)P25，P26，現行都市計

畫用地顯有供過於求的情

況 ( 如 表  2-1-2 、  表 

2-1-3)所以，未來非都市

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應更為審慎。 

◎本部營建署 

一、現行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係透過徵詢區

域計畫主管機關意見後，再

依據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擬

定、審議及核定等相關程序。 

二、為使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案

件更為審慎，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案件，應以位

屬城鄉發展地區者為限。」，

是以，未來預定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之地區，應先於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內指

明其區位及範圍，經本部審

議核定，並經公告實施後，

再由各該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主管機關劃設國土功

能分區為城鄉發展地區，且

亦應經本部核定後，始得辦

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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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審議及核定等相關作

業。是以，就法定程序而言，

辦理程序就現行機制嚴謹。 

三、此外，為指導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區位及範圍，全國國土

計畫草案業已依循納入「修

正全國區域計畫」納入非都

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包

含既有都市計畫發展率應達

80%以上，避免使用環境敏感

地區土地及優良農地等，俾

劃設內容更臻妥適。 

(十八)P64 產業用地區域供需

失衡，產業發展課題都指

出產業用地的供需區位失

衡問題，經濟部應先針對

此問題檢討，提出解決之

道，勿一再動歪腦筋想搶

奪農地。國土功能分區農

業發展地區之劃設，應將

都市計畫農業區全部劃入

農五，不得打折扣。P228｢

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良好，

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者之

都市計畫農業區，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和

P236｢農業生產環境維護

良好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

者，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

一類劃設條件之都市計畫

農業區。｣均應刪除未有都

市發展需求者。 

◎經濟部 

為改善產業用地北部、中部及

南部區域供需失衡的現象，經

濟部將透過強化土地清查及媒

合機制，促進閒置產業用地開

發利用；未來亦將持續藉由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推動地方工業

區公共設施建設，加速既有工

業區土地利用。 

 

◎本部營建署 

一、全國都市計畫農業區面積 10

萬公頃，根據農委會農地資

源分級調查結果，其中約

2.3 萬公頃為優良農地。考

量都市計畫農業區依都市計

畫規劃原意部分屬於都市計

畫擴展之儲備用地，因此農

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條件

仍應考量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的規劃構想。 

二、另都市計畫農業區未來仍應

維持糧食生產功能，且農委

會已宣示未來農地補貼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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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資源投入，將結合國土計

畫農業發展地區。全國國土

計畫(草案)功能分區劃設條

件將都市計畫區內具國土保

育性質及糧食生產功能者，

分別劃設為國土保育區第四

類及農業發展區第五類，係

基於上述因素考量。 

三、國土功能分區依法係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劃設，

然其劃設原則係由內政部訂

定，且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劃設完成後，並應送

請內政部核定，以檢視其劃

設結果是否符合農業政策目

標，不致產生農地流失情形。 

四、都市計畫農業區全部劃入農

5 等意見，納入本部國土計

畫審議會討論。 

(十九)請各部會回覆意見後再

召開公聽會(臺北場內政

部次長林慈玲承諾) 

◎本部營建署 

本部業於106年12月1日召開

北部場公聽會延續會議。 

十、中華民

國不動

產開發

商業同

業公會

全聯會

張興邦

先生 

(一)國土法內容，6年內國土功

能分區重新盤點土地、環

境重新分區，將來重新洗

牌，目前只有可建地變非

建地才會補償，降低強度

的部分民眾權益有局部受

損的情況，希望再處理修

正。 

◎本部營建署 

一、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440

號：「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

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

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

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

者，國家應予合理補償。」

參考國外經驗及行政學者見

解，如因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土地容許使用改變時，未

達「特別犧牲」程度，屬於

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 

二、基於前開原因，國土計畫法

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

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經依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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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變

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時，其所

受之損失，應予適當補償。

因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並不

會將其可建築用地變更為不

可建築，故國土計畫法並未

規定該等情形後續應予補

償。 

(二)計畫年期 20 年，建議民眾

權益 20 年內完成補償 

◎本部營建署 

本部業依國土法第 32 條規

定，研擬實施國土計畫所受損

失補償辦法，該項建議將納入

後續辦理相關作業之參考。 

(三)依國土法規定行政轄區全

區都計區，免擬國土計

畫，但這次草案都市計畫

範內農業區、保護區要劃

為國土功能分區，與之前

立法有違，建議都市計畫

應劃為城發區，才不會影

響分區的價值。 

◎本部營建署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 20 及 21 條，

城鄉發展區第一類係指人

口、產業活動密集，都市發

展程度較高之地區。部分都

市計畫係以水源保護、景觀

維護管理為目的，範圍內仍

有許多環境敏感程度較高之

地區，若全部歸類為城鄉發

展區第一類，易引起外界誤

解。 

二、另都市計畫農業區未來仍應

維持糧食生產功能，且農委

會已宣示未來農地補貼等農

業資源投入，將結合國土計

畫農業發展地區。全國國土

計畫(草案)功能分區劃設條

件將都市計畫區內具國土保

育性質及糧食生產功能者，

分別劃設為國土保育區第四

類及農業發展區第五類，係

基於上述因素考量。 

三、都市計畫農業區全部劃入城

鄉發展地區意見，納入本部

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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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地球

公民基

金會吳

其融先

生 

(一)工業區劃設沒有空間規

劃，建議總盤查有那些土

地可以使用，有些現況做

農業、住宅使用建議做檢

討。 

◎經濟部 

全國國土計畫於產業部門之規

劃係屬提出空間發展策略。實

質產業空間盤點與布設將透過

縣市國土計畫之產業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進行空間盤點與供給

需求等分析。 

(二)建議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提出願景、規劃，是長

期願景及規劃。 

◎本部營建署 

一、國土法第 9條及國土法施行

細則第 4條業規定部門空間

發展策略載明事項： 

(一)全國部門發展政策。 

(二)部門空間發展現況。 

(三)課題及對策。 

(四)部門空間發展定位。 

(五)部門空間發展分布區位。 

(六)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

總量及直轄市、縣（市）分

派數量。 

二、本部將會同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訂定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內容，以符合未來國土發展。 

(三)農委會農業土地現況盤

點，全臺農地已零碎化，

整體工業土地建議能盤點

違規工廠。   

◎經濟部 

依農委會農地盤查屬「工廠使

用」土地明細資料，其明細包

含工業土地部分，後續將責請

縣市政府分期分年逐步盤查確

認。 

(四) 國土計畫明年 5月 1日公

告實施，如何創造出更多

地方權限及管制，例如工

業不當炒作、農業土地炒

作。 

◎本部營建署 

一、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8 條規

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應遵循全國國土計畫，以

進行土地實質規劃；且未來

國土功能分區圖並應函送本

部核定，以檢視其劃設成果

是否符合規定，俾國土功能

分區更臻妥適，是以，地方

權限為擬定各該直轄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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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國土計畫及劃設國土功

能分區，且相關內容均應遵

循全國國土計畫，此為法所

明定。 

二、至土地不當炒作之情事，仍

需回歸財稅相關規定進行處

理。 

十二、臺灣

環境資

訊協會

張淑貞

女士 

(一)國土計畫宣導溝通對民眾

宣傳不夠，座談會有針對

特定對象，說明會不利民

眾參與，建議增加場次。

建議提供新版本計畫，變

更對照表說明。 

◎本部營建署 

一、本部營建署已依建議彙整新

舊草案修正內容對照表，並

於城鄉發展分署全國國土計

畫專區供公眾閱覽。 

二、本部業於 106 年 12 月 1 日召

開北部場公聽會延續會議。

相關計畫書修正版本將於本

署網頁公開。 

(二)農地分類分級資料何時能

公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本會歷年協助相關直轄市、縣

(市)政府推動農地資源分類分

級劃設作業，係從區域整體規

劃觀點，就縣市所轄農地資源

予以彙整與分類，該成果亦提

供予內政部納入「修正全國區

域計畫」，作為研擬土地利用方

向之參考。然基於各種土地亦

包含不同程度之農業及非農業

使用、僅呈現農糧產業數據、

未落入地籍等因素，且農地資

源分類分級與國土計畫農業發

展地區之劃設範圍、分類方式

等皆截然不同，不宜混淆使用。 

(三)未登記工廠功能分區劃

設，保護農地-拆除農地上

新增違規工廠行動方案 

10 月完成核定，現已 11

月，拆除進度何時能公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基於外界關心「保護農地 -
拆除農地上新增違規工廠

行動方案」執行情形，已設

置進度平台並分別於農委會、

內政部及經濟部之網站公開，

亦將定期對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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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134，新增產業發展儲備

原則，直轄市縣(市)配合

事項無法恢復農作，可劃

城 2，沒有明確劃設條件及

土地使用管制，如何指導

地方政府，又群聚達 5 公

頃，不只是面積，還有密

度應考量。 

◎本部營建署 

有關劃設條件、指導原則已於

第八章、第九章明敘，將調整

本章有關內容於各該章節說

明。因部分劃設規定較技術、

操作性質，將納入本署城鄉發

展分署刻正擬定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手冊辦理。 

(五)基礎資料缺乏，要求縣

(市)政府臨時登記調查產

業環境的影響，建議全面

調查查核、清理農地調查

查核工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本會根據農業及農地盤查作

業成果，於 106 年 10 月 30

日將農地上設置工廠之 1.3

萬公頃資料提供經濟部，以

掌握 1.3 萬公頃違規工廠坐

落區位、類型、規模及家數，

據以研擬分類輔導方向。 

二、各縣市應就違規工廠群聚地

區擬定產業園區整體規劃構

想及清理計畫，逐步引導違

規工廠遷至產業園區，並就

原廠址研提恢復農用或造林

等可行作法。 

十三、要健

康婆婆

媽媽團

高雄團

長洪秀

蘭女士 

(一)簡報 54 頁，未來發展需求

目標是指那些政策？ 

◎本部營建署 

已依各部會提供資料，於第六

章各部門彙整說明各部門政策

目標。 

(二)應停止填海造陸，反對南

星無止盡的廢棄物、填

海、煤灰、爐渣、底渣、

中鋼爐石污染海洋生態，

錯誤的新生國土計畫。 

◎經濟部 

有關中鋼爐石污染海洋生態部

分，高雄市政府為解決早期大

林蒲周遭海岸線侵蝕問題及創

造海埔新生地需求，而規劃大

林蒲填海計畫(即南星計畫)，

復由中鋼集團協助高雄市政府

提供轉爐石作為填海造陸回填

材料之一。高雄市環保局自 85

年起執行南星計畫區施工前中

後之環境品質監測工作，監測

至今，結果顯示該計畫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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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負面影響。 

(三)請經濟部回答，大林蒲鳳

鼻頭遷村後土地規劃。 

◎經濟部 

遷村後大林蒲土地的利用，經

濟部工業局將在尊重民眾意

見、跟地方充分溝通的大前提

下，配合現在中央五加二產業

循環經濟之推動來設置「新材

料循環產業園區」，希望能達到

兼顧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的產

業永續目標，發展後更希望能

提升大高雄整體環境品質。 

(四)請交通部回答，國道七號

不應開發，在未有完整評

估計畫的南星不穩定地

質，應撤銷國道七號建設。 

◎交通部 

一、國道 7號可行性研究報告業

經行政院同意並據以辦理環

評作業，環說書經環保署環

評委員會議結論，應進行二

階環評，目前由環保署召開

範疇界定會議，將依審查結

論及環評法相關規定辦理後

續環境影響與調查評估作

業。 

二、全國國土計畫包括部會發展

策略，納入發展策略之計

畫，仍需完成環評審查程序

並陳報建設計畫奉核後，始

得據以推動。 

(五)過去的錯誤國土計畫，如

十大建設，中鋼老舊設備

濕式淬火塔，經濟部應督

促改善。79 公頃的原物料

堆置場，應改善設置室內

儲存場。 

◎經濟部 

中鋼公司因現行廠區作業空間

不足，有關一、二階煉焦爐汰

舊換新及原料儲存場室內化，

須配合一貫作業煉鋼廠操作特

性進行規劃，刻正研究探討施

工方式，研提改善計畫中。 

(六)強化連結海陸雙港產業腹

地，是指那一塊腹地？ 

◎本部營建署 

海陸雙港文字誤繕，修正海空

雙港，另國土計畫將不再指認

個別開發案，目前僅引導海空

周邊現有產業空間(如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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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轄港區)應強化與海空港運

輸連結，實質空間規劃應由縣

市國土計畫視資源特性、運輸

條件及發展需求進行規劃。 

十四、中科

污染搜

查線徐

宛鈴小

姐 

(一) 經濟部提出的產業用地

總量，應以「產業發展計

畫」先送審政策環評後，

才能放進全國國土計畫。

P73，經濟部提出從 110 年

至 125 年需再新增 1,005

公頃產業用地總量，應該

先提出此產業用地需求的

「產業發展計畫」，並經過

「政策環評」審議通過

後，才能正式納入全國國

土計畫進行上位指導，而

不是現在這樣趁亂包裹在

龐大的國土計畫中就想草

率闖關! 如此非但無法妥

善規劃國土，甚至將成為

糟蹋國土的計畫! 

◎經濟部 

產業用地需求總量估算係考量

產業發展趨勢與政策目標，以

及水、電資源條件限制，透過

未來經濟成長預測，推估未來

產業用地隨經濟成長趨勢增加

之需求用地面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產業發展計畫」非屬現行「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

項」，倘經濟部認為有影響環境

之虞，得依「政府政策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實施政策環評，本署續

依法辦理意見徵詢程序。 

 

◎本部營建署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等規

定，「全國國土計畫」非屬上述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

細項」。考量全國國土計畫係以

全國國土為範圍，所訂定目標

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政策計

畫，係以國土永續發展為計畫

目標，且辦理過程均已納入環

境觀點考量，並加強民眾參

與，故並無辦理政策環評必要

性。 

(二)可生產糧食之現有農地存

量已低於糧食安全基準，

再下放給地方政府劃設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將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有關全國國土計畫之農地需求

總量，係基於非常時期國外農

產品輸入受阻時，國內仍可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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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更多問題。農委會最新

的農地盤點資料已經顯

示，現存可生產糧食之農

地數量(57 萬公頃)已低於

糧食安全最低標準(74 萬

公頃)，10 月版全國國土計

畫仍以 104 年的舊資料

(P81)為依據，竟沒有以最

新盤點數據來調整，反而

製造更多問題。 

植稻米、甘薯等主要糧食作

物，故以 2,300 餘萬國人基本

熱量需求評估，建議全國農地

需求總量面積以 74 萬至 81 萬

公頃為目標值。上開目標值係

根據國內人口數等參數推估而

得，尚非以現況農地數量進行

設算。 

 

◎本部營建署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

國土功能分區係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劃設，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劃

設完成後，並應送請該部核

定，以檢視其劃設結果是否

符合農業政策目標，不致產

生農地流失情形。 

二、至於是否按農委會最新農地

盤點資料調整全國農地資源

控管面積，將尊重農委會意

見。 

(三)計畫書 8 月及 10 月版本，

有細節調整，公聽會並沒

有延後如何檢視？農發第

1 類不是依據農委會農地

分類，是地方政府自已

劃，臺中市明年就要做如

何做，能力、時間有限，

且依臺中市經驗農地要做

產業儲備用地，希望後續

資訊公開、加強民眾參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針對全國國土計畫之農業發展

地區劃設條件，農委會參考農

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作業準則

予以訂定，故國土計畫之農業

發展地區各分類劃設，實具有

農地資源分級分區意涵，且未

來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各級

國土計畫辦理農業發展地區劃

設作業時，亦應按農業發展地

區劃設條件辦理。 

 

◎本部營建署 

一、關於全國國土計畫(草案)8

月及 10 月版本差異比較資

訊，已上傳至本分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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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cd.gov.tw/index.ph

p？stp=land105)。 

二、關於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所需

圖資，已依國土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請相關主管機關配

合提供予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另農業發展地區

劃設仍將延續區域計畫農地

規劃，並參考農委會農地盤

點現況進行調整。本署亦成

立縣市國土計畫輔導團及研

訂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

手冊中，以協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相關

規劃事宜。 

三、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規

定，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各該

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國

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

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

當使用地，報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後公告，並實施管

制。是以，直轄市、縣(市)

政府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草案後，除應依規定辦理公

開展覽及公聽會外，並應函

送本部核定，屆時本部將依

據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條件，及各該縣

(市)國土計畫所訂宜維護農

地資源面積予以檢視，如有

未符合規定者，將不予核定。 

四、本部營建署於 106 年 11 月

17 日 營 署 綜 字 第

1061130875 號函檢送「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

畫訊公開及民眾參與機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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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配合辦理，俾落實民眾參與。 

(四)城鄉發展問題中，如何處

理農地上的未登記工廠最

受矚目，在國土計畫中卻

隱身在最後「地方政府應

辦及配合事項」中，有刻

意規避並將責任轉嫁地方

之嫌. P293，直轄(縣)市

政府應辦與配合事項第 4

項，指示地方有「群聚達

一定規模之未登記工廠，

且至該農地無法恢復農作

使用，朝產業園區規劃者

得納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二

類，以利輔導未登記工廠

依都市計畫法或國土計畫

法申請土地使用變更或使

用許可」，卻在第 8-9 章的

城鄉發展地區的劃設條件

和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中隻

字未提，有刻意規避，並

將此問題責任轉嫁給地方

之嫌，應明確寫入城鄉發

展地區劃設條件與使用指

導中，接受謹慎監督、討

論與審議。 

◎本部營建署 

一、全國國土計畫為上位政策性

計畫，具體空間規劃內容須

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層次進行，且依國土計畫法

第 22 條規定，國土功能分區

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劃設，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劃設完成後，並應

送請本部核定，權責分工法

已明定，並無刻意規避。 

二、針對農地工廠議題，將協商

農委會、經濟部研擬未登記

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內

容，並配合國土計畫審議會

之審議情形適度納入全國國

土計畫(草案)中，作為直轄

市、縣(市)政府執行參考。 

十五、林園

反公害

護家園

協會蘇

義昌先

生 

全國國土計畫先做政策環評，

透過政策環評檢視高雄市重工

業的石化、鋼鐵等轄區工業區

鄰近十公里居民是否能承受臨

海大林蒲遷村後設置循環經濟

工業區後的健康風險，現有既

存的重工業區(大社、仁武、大

發、林園、臨海)則要做完整的

流行病學調查。 

◎經濟部 

園區後續將依現行相關規定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如經環保署

認定須依「政府政策環境影響

評估作業辦法」提出政策環

評，定將配合辦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非屬現行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

策細項」，倘內政部認為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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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響環境之虞，得依「政

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

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實施

政策環評，本署續依法辦理

意見徵詢程序。 

二、內政部前依「政府政策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辦法」第 4條

第 2項規定，提送「全國區

域計畫修正案（草案）區域

性產業發展計畫之經濟相關

產業政策評估說明書」至本

署徵詢意見，經提本署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304

次會議報告，委員認為徵詢

過程所提意見，多屬經濟部

權責事項，該案政策研提機

關內政部無法主政研擬答

覆，致委員徵詢意見難以提

出且效果不彰，故建議循國

土計畫法中涉及土地利用之

部門計畫，由政策主辦機關

研提政策環評，俾將環境因

素切實納入政策考量。 

三、本署續與內政部多次研商前

項政策環評執行可行性，惟

經檢視確與「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之政策細項」及執行

中之政策環評案件（如科學

園區、水泥礦業等）多有重

複，故建議循「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機制

辦理。 

 

◎本部營建署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等規

定，「全國國土計畫」非屬上述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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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項」。考量全國國土計畫係以

全國國土為範圍，所訂定目標

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政策計

畫，係以國土永續發展為計畫

目標，且辦理過程均已納入環

境觀點考量，並加強民眾參

與，故並無辦理政策環評必要

性。 

十六、反雙

溪水庫

聯盟林

曾文彥

先生 

(一)國土計畫應政策環評，不

能只開幾場公聽會，草草

結束，不符小英說的「最

會溝通的政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非屬現行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

策細項」，倘內政部認為本案

有影響環境之虞，得依「政

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

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實施

政策環評，本署續依法辦理

意見徵詢程序。 

二、內政部前依「政府政策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辦法」第 4條

第 2項規定，提送「全國區

域計畫修正案（草案）區域

性產業發展計畫之經濟相關

產業政策評估說明書」至本

署徵詢意見，經提本署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304

次會議報告，委員認為徵詢

過程所提意見，多屬經濟部

權責事項，該案政策研提機

關內政部無法主政研擬答

覆，致委員徵詢意見難以提

出且效果不彰，故建議循國

土計畫法中涉及土地利用之

部門計畫，由政策主辦機關

研提政策環評，俾將環境因

素切實納入政策考量。 

三、本署續與內政部多次研商前

項政策環評執行可行性，惟

經檢視確與「應實施環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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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評估之政策細項」及執行

中之政策環評案件（如科學

園區、水泥礦業等）多有重

複，故建議循「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機制

辦理。 

 

◎本部營建署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等規

定，「全國國土計畫」非屬上述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

細項」。考量全國國土計畫係以

全國國土為範圍，所訂定目標

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政策計

畫，係以國土永續發展為計畫

目標，且辦理過程均已納入環

境觀點考量，並加強民眾參

與，故並無辦理政策環評必要

性。 

(二)請問雙溪水庫在簡報中註

1(13)水庫集水區…到底

如何定義？ 

◎經濟部 

依據水土保持法第 3條定義，

水庫集水區係指水庫大壩(含

離槽水庫引水口)全流域稜線

以內所涵蓋之地區。爰雙溪生

態水庫集水區，係指該水庫大

壩及其支流丁子蘭溪全流域稜

線以內所涵蓋之地區。 

(三)經濟部自訂臺灣水資源指

導綱領中，要有節約用水

策略，…及合理水價，但

全無如此政策。放任水利

署興建水庫。明明新北市

政府表示雙溪水庫位於地

震區，及屈尺斷層，憂潰

堤危害居民。基隆市長林

右昌說，基隆有 2 個水庫

不應缺水，是因自來水漏

◎經濟部 

一、推動雙溪水庫主要係因應基

隆地區自有水源不足，雖然

台北翡翠水庫已跨區支援每

日 8萬至 10 萬噸，但枯水期

基隆地區仍常發生枯旱缺水

現象，故須積極推動改善方

案。於雙溪水庫完成後，可

增加自有水源每日 12.6 萬

立方公尺，且基隆地區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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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高達近 30﹪，已跟自

來水郭董事長談好3年降4

﹪的漏水率，年省 1,000

萬噸的水。但水利署不理

會新北市政府及基隆市的

意見及居民反對的聲浪仍

蠻橫推動建水庫。 

有雙重水源，可以讓區域供

水更加穩定，再加上台水公

司推動降低漏水率計畫，預

計111年可降低漏水率8.5% 

(約減少每日 2.9 萬立方公

尺自來水漏損)，將有效提升

基隆地區供水穩定。 

二、經濟部水利署長期辦理雙溪

生態水庫壩址地質調查及可

行性評估，確認雙溪水庫壩

址地質良好，承載力高，具

優良壩址條件，壩址及淹沒

區皆無活動斷層，至於屈尺

斷層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公

告並非活動斷層。 

三、另為利完整說明雙溪生態水

庫計畫內容，並與民眾雙向

溝通交流，經濟部水利署除

於規劃階段持續與地方溝通

外，近期亦辦理多場說明會

及座談會，例如 106 年 6 月

7日及8月10日召開關心團

體座談會，並配合雙溪區 12

里辦理 10 場次里民座談

會，以利公民充分參與，提

升溝通成效，相關意見並將

納入後續計畫推動參考。 

四、關於本案環境影響評估程

序，經濟部已依環評法規定

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辦理現

勘及公聽會，向地方民眾、

學者專家及各相關單位蒐集

意見，作為環保署辦理第 2

階段環評審查之參考資料。 

五、面對未來缺水可能成為常態

情勢，我國水資源政策需以

不同思維重新通盤檢討，使

水資源使用更有效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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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水利署已於 105 年核定推

動「節約用水常態化行動方

案」，並透過推動強制省水標

章，落實政府機關學校部隊

帶頭節水，紮根節水教育宣

導。 

十七、臺灣

環保聯

盟劉志

堅先生 

(一)對國土永續發展目標(簡

報 17 頁)所提有序、和諧

似不明確、妥切。是否應

朝「永續臺灣家園方向確

立價值、願景」宜重視農

地、山地、海岸之生態價

值。尤應考量永續發展目

標，如 SDG。 

◎本部營建署 

目前發展目標係兼容考量整體

土地空間發展所需之經濟、環

境、生態、居住、安全等各面

向，系規劃過程中多次邀集各

領域專家學者及相關部會、專

業團體共同研商彙整，逐漸整

合達成之共識。 

(二)國土計畫雖目前以「分區

劃設」為工作重點，但其

「使用管理」相關法規及

其執行甚為薄弱。(如區域

計畫法第 15、21、22 條只

罰 6~30 萬元)，應該盤點

相關法規，並予強化。又

其與其他法令之相關？應

整理及強化之，如與環評

法、都計法、保產法、促

進農村發展條例、原住民

基本法。 

◎本部營建署 

一、現行區域計畫法罰則為 6~30

萬元，未來國土計畫法依其

違規程度，最高可罰 500 萬

元，已大幅提高罰鍰金額。 

二、國土計畫法之罰則係針對違

反土地使用管制案件，其他

法規多係基於目的事業主管

關權責或管轄事務，以達成

特定管制目的，視個案情形

所為之裁處，與國土計畫法

之處罰標的或目的皆有不

同。 

(三)國土區劃及管理是國家發

展的基本依據、架構，但

考量上是否與環境管理相

關聯、整合、查核？如空

氣污染狀況、排碳、再生

能源發展需求，生態負荷

等相貼合？ 

◎行政院環境保署 

一、由於空氣污染來源眾多、成

因複雜，且因氣候變遷、氣

象變化的不確定性以及臺灣

先天地理條件特徵，使得空

氣品質改善的工作更加艱

鉅。因此，本署針對空氣品

質改善之策略已從管末管

制，進一步到能源使用、產

業發展、農業政策及健康影

響評估等面向之整合，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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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

案，建構更為完整之空氣品

質管理制度。 

二、溫室氣體排放非屬區域污染

問題，係排放至大氣中衍生

之全球氣候變遷暖化等議

題，仍須倚賴長期觀測科學

研究，由各相關部會釐清其

可能遭遇之風險及應採行之

相關管理作為。 

 

◎本部營建署 

全國國土計畫為土地使用計畫

性質，研訂各類型土地使用指

導原則，有關空氣汙染等，將

考量納為土地使用規劃之環境

容受力評估項目；至於空氣汙

染防制等規範建議回歸空氣汙

染防制等各相關法令主管機關

處理。 

十八、桃園

國一甲

反興建

聯盟陳

志銘先

生 

(一)公聽會、公民團體發言眾

多，各單位代表無法針對

自已職掌有詳盡嚴謹的討

論回答，請進行政策環

評，以利國土正確合理規

劃。 

◎行政院環境保署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非屬現行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

策細項」，倘內政部認為本案

有影響環境之虞，得依「政

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

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實施

政策環評，本署續依法辦理

意見徵詢程序。 

二、內政部前依「政府政策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辦法」第 4條

第 2項規定，提送「全國區

域計畫修正案（草案）區域

性產業發展計畫之經濟相關

產業政策評估說明書」至本

署徵詢意見，經提本署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304

次會議報告，委員認為徵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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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所提意見，多屬經濟部

權責事項，該案政策研提機

關內政部無法主政研擬答

覆，致委員徵詢意見難以提

出且效果不彰，故建議循國

土計畫法中涉及土地利用之

部門計畫，由政策主辦機關

研提政策環評，俾將環境因

素切實納入政策考量。 

三、本署續與內政部多次研商前

項政策環評執行可行性，惟

經檢視確與「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之政策細項」及執行

中之政策環評案件（如科學

園區、水泥礦業等）多有重

複，故建議循「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機制

辦理。 

 

◎本部營建署 

一、有關公聽會公民團體所提意

見，本部均請有關部會研擬

回應意見，並於本部營建署

網頁公開。 

二、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

等規定，「全國國土計畫」非

屬上述「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政策細項」。考量全國國

土計畫係以全國國土為範

圍，所訂定目標性、政策性

及整體性之政策計畫，係以

國土永續發展為計畫目標，

且辦理過程均已納入環境觀

點考量，並加強民眾參與，

故並無辦理政策環評必要

性。 

(二)桃園航空城請立即檢討，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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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要的蛋白區開發，不

當配合之國一甲交通計畫

請撤回，保護桃園珍貴最

後綠帶(林口特定區保護

區) 

一、經查桃園航空城特定區計畫

屬部訂都市計畫，係由內政

部擬定，前於 103 年 7 月 29

日經內政部都委會第 832 次

會議審定，嗣經檢討於 106

年 8~9 月辦理都計再公開展

覽，該修正草案縮減剔除面

積約 127 公頃，目前送請內

政部都委會審議中。 

二、至於國道 1號甲線可行性研

究報告業經行政院同意並據

以辦理環評作業，環說書經

環保署環評委員會議結論，

應進行二階環評，目前由環

保署召開範疇界定會議，將

依審查結論辦理後續環境影

響及調查評估作業。 

(三)國土審議會請通知給今日

參加發言團體。 

◎本部營建署 

本部為健全公民參與管道，已

建置「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

訊專區」，可於前開專區報名參

加國土審議會相關會議。 

十九、鄭小

姐 ( 書

面 意

見) 

(一)目前地方政府已受理及審

議中的開發許可案件，在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後，是否仍續審？倘目前

申請開發之基地，非屬城

鄉發展地區，在取得許可

後，是否逕劃為城鄉發展

地區？ 

◎本部營建署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

起，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

換言之，區域計畫法至國土

計畫法用地編定公告後才予

以廢止，爰區域計畫法廢止

前，地方政府受理及審議中

開發許可案件仍持續審查。 

二、有關開發許可審議案件應符

合國土利用適當、合理性方

得許可，爰本部辦理開發許

可審議時，針對全國土計畫

（草案）之指導等事項予以

說明，並經委員審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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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發開發許可地區，未來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將調整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2）。 

三、為減緩制度轉換期間之衝

擊，本部業已研訂「國土計

畫法土地使用管制實施前，

申請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及

用地變更編定之因應」措

施，將於提經審議同意後，

納入全國國土計畫，以指導

後續土地使用。 

(二)產業用地總量至 125 年共

需增加 3,216 公頃，水、

電等資源是否足以供應？

是否已考量這些產業用地

開發後所衍生的空氣污染

問題、排碳總量？ 

◎經濟部 

產業用地需求總量估算係考量

產業發展趨勢與政策目標，以

及水、電資源條件限制，透過

未來經濟成長預測，推估未來

產業用地隨經濟成長趨勢增加

之需求用地面積。 

(三)臺灣廢棄物總量、處理地

及處理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5 年臺灣廢棄物 746 萬公

噸，事業廢棄物 1,897 萬公

噸，本署已提報「一般廢棄物

減量及資源循環推動計畫」「多

元垃圾處理計畫」及「提升天

然災害廢棄物應便處理量能設

施計畫」報行政院核准辦理，

針對廢棄物處理設施用地需

求，已於本國土計畫提出。 

(四)農地 57 萬→68 萬，有休

耕、恢復耕種時灌溉水源

是否足以供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據農委會辦理農業及農地資源

盤查結果，目前國內可供糧食

生產使用面積為 68 萬公頃，係

屬現況使用，為承平時期的農

地基本存量，未來仍須因應氣

候變遷之風險，考量農地儲備

事宜。後續將分析潛在可供糧

食生產(10 萬公頃)農地條

件，投入農業輔導資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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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環境，引導恢復農業生產

使用。 

二十、新竹

縣不動

產開發

商業同

業公會

王靖元

( 書 面

意見) 

(一)全國國土計畫不可逾越母

法之規範，縣(市)府轄區

已實施都市計畫者，仍依

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法規

實施管制。 

◎本部營建署 

一、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規

定，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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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已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自應依據都市

計畫法實施管制。 

二、惟國土計畫法第 8條規定，

都市計畫應遵循國土計畫，

是以，都市計畫縱然仍依據

都市計畫法規定進行管制，

然都市計畫均應依據國土計

畫之指導進行檢討變更，以

符合國土計畫規定。 

(二)本「保障既有合法權利，

允許土地使用」原則，降

低管制使用規定，本會建

議：囿於土地使用基本原

則第 8 項「保障既有合法

權利，允許土地使用」之

原則，對於國土保育地

區、農業發展地區屬原依

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

用地，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農業主管機關

認定不妨礙國土保育、農

業生產環境者，得繼續編

定為可建築用地，「除符合

必要條件外」應維持原有

「使用強度及容許使用項

目」。 

◎本部營建署 

一、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

後，區域計畫法將不再適

用。基於社會安定考量，將

以既有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為

基礎，並且參考社會大眾意

見，針對具有共識要改進的

地方才會進行調整，以和緩

漸進方式，引導土地使用更

為合理。 

二、有關建議應維持原有「使用

強度及容許使用項目」，本部

營建署將納入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研擬參考。 

二十一、臺

南社大

晁瑞光

先 生

(一)政府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失信於民」，人民不再相

信政府，這是最大的危

機。因此，現況仍屬國土

◎本部營建署 

一、國土計畫法立法目的係為落

實國土保育保安、強化海洋

管理利用、維護農業多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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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面

意見) 

保安、自然環境良好、農

業發展良好之土地，應先

檢討收回回復原功能，以

展現政府誠意。不然現今

看到的都是一塊塊的失

去，又有誰還相信國土法

真的能夠解決什麼問題。 

展及引導城鄉有序發展。 

二、未來將依土地資源特性，將

國土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海洋資源地

區及城鄉發展地區，未來不

得任意變更使用，又促進國

土永續發展。 

(二)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

建綱要計畫，請政府說

明，就這個版本的國土計

畫法，我們在面對氣候變

遷下颱風、強降雨、風暴

潮、乾旱、水災、及農損

欠收，及自然災害之地

震、風暴潮，山崩土石流

等等，我們如何因應?因為

此計畫講了一堆美美的口

號，但實質上是： 

1.破壞環境違法開墾的，依

舊，甚至合法化。可以從

P244 開始，看看各項的

「容許範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本國土計畫已提出下列指導原

則，針對事業廢棄物處理，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其所主

管產業發展之需求，於新設之

產業園區、科學園區，合理考

量規劃配置適當之事業廢棄物

清除處理設施用地。另環保機

關依個案需求，協助民營廢棄

物處理機構申設，以紓緩事業

廢棄物處理問題，並促進區內

現地處理。 

 

◎本部營建署 

一、全國國土計畫草案有關各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土地使用

指導事項，經提本部國土計

畫審議會專案小組討論後，

結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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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全國國土計畫

草案有關容許使用項目等內

容，均將配合調整，不予納

入該計畫草案。 

二、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規

定，本部應另訂國土計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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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管制規則，是以，土

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均將依

據法制程序審慎辦理。 

2.侵占農地的違法工廠，依

舊現地合法。農地大縮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針對農地違規工廠之處理原

則，農委會意見如下： 

一、依據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農

業用地應作農業使用，為中

止違規工廠持續設立於農業

用地，行政院已核定中央跨

部會專案小組擬具之「保護

農地-拆除農地上新增違規

工廠行動方案」，並確立優先

就105年5月20日以後農地

上新增之違規工廠予以拆

除。 

二、為銜接國土規劃，違規群聚

地區，經評估幾無回復農業

使用之可能性者，配合政

策，例外同意低污染工廠群

聚地區則劃設一定的面積範

圍，以產業園區方式規劃配

置隔離綠帶、公共設施及廢

污水處理設備等，並預留提

供區外零星低污染工廠優先

遷廠進駐之空間，在不影響

周邊農業生產環境前提下，

並基於外部成本內部化及生

態補償原則，至少需課予廠

商生態補償費用，始得輔導

土地合法化，後續始得劃歸

為城鄉發展地區。 

三、至農業發展地區內之違規工

廠，依國土計畫法規定，既

不符合功能分區及分類使

用，即應予拆遷，無就地合

法之餘地，使工業生產區域

得與農業生產區域明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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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3.講是以國土保育保安為重

要，但實質卻是看到以城

鄉發展為優先。 

◎本部營建署 

全國國土計畫永續發展目標係

安全、有序及和諧，以國土保

育保安為優先，惟仍要考量法

律保障既有權益原則，例如水

源保護區內仍有都市計畫區，

須兼顧其原有權益，但應加強

其廢汙水排放處理設施建設，

避免水質汙染。 

4.農地在城鄉發展等地區劃

分下，農地一樣大失血。 

◎本部營建署 

一、城鄉發展地區之劃設，原則

上以現況為區域計畫鄉村區

(屬城鄉性質者)、工業區、

特定專用區(開發型)、都市

計畫區等建成地區為範圍。 

二、縣市政府應基於實際需求且

應符合可行性評估或經行政

院核定且有具體財務計畫

者，始得則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三。 

三、國土功能分區依法係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劃設，

然其劃設原則係由內政部訂

定，且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劃設完成後，並應送

請內政部核定，以檢視其劃

設結果是否符合農業政策目

標，不致產生農地流失情形。 

5.為滿足廠商取得設廠用地

需求，該方案推估臺灣由

民國 101 年至 109 年產業

用 地 需 求 約 需 再 增 加 

2,211 公頃，亦即平均每

年約均增加 270 公頃，包

含每年成功媒合 70 公頃

既有產業用地、新增 200 

公頃產業用地。 P15 這裡

◎經濟部 

產業用地需求總量估算係考量

產業發展趨勢與政策目標，以

及水、電資源條件限制，透過

未來經濟成長預測，推估未來

產業用地隨經濟成長趨勢增加

之需求用地面積。 

 

◎本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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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確協助取得土地，但

有關國土保育、農業發

展，卻只提安全量，未提

及現在已經失去多少，要

收回多少。(P73 也有)我們

有人口增加，產業增加，

廢棄物增加，建築用地增

加，但卻沒看到農業要增

加，國土保育要增加… 城

鄉發展地區，原計畫取

得，但現況仍屬國土保

安、農業發展良好之土

地，應檢討回復原功能。 

一、以往產業園區開發確實可能

會由農地或環境敏感地區變

更而來，國土計畫最重要目

的即在保育重要生態及環境

資源，維護糧食生產安全，

未來主要環境敏感地區大都

會納入國土保育地區，重要

糧食生產地帶也都納入農業

發展地區，僅允許功能分區

性質相符之活動型態。而產

業園區、都市發展等活動都

僅限於城鄉發展地區，成長

管理策略將強調以既有已發

展地區及閒置用地為優先，

以鼓勵節約使用，提升土地

利用效率。 

二、為維護農業生產環境，農業

發展地區劃設將延續區域計

畫農地規劃，並參考農委會

農地盤點現況進行調整，且

考量農業產製儲銷完整性。

另基於國土保育、保安劃設

國土保育地區，必要時指定

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並擬

定復育計畫。 

6.國土計畫必須根據正確精

準的基礎資料，但基礎資

料很多都還是舊的未更

新，例如均溫、海平面上

升、斷層、風暴潮、強降

雨等等，且不同區域之強

降雨有不同的標準與致災

性，民國 100 年之後至今，

未跟上國際論述及更新。 

◎本部營建署 

國內現有相關規劃資訊未臻完

備，本計畫已運用國土利用現

況調查、各部會各類環境敏感

地區及農地盤查圖資就全國土

地利用現況、都市計畫及非都

市土地分區、用地等進行整體

說明。現階段資訊仍有不足之

處，以後會依國土計畫法陸續

建置完整的國土規劃基礎資訊

及土地利用監測系統。 

7. P81 農地面積需求為 74 

萬公頃至 81 萬公頃。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掌握農地資源現況並維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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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農地具有糧食生產、生

態、調節氣候、防災、文

化、景觀、涵養水源等多

元功能與價值，且因農地

變更使用具有不可逆性，

基於因應未來危急情況需

要，本計畫以前開數量(74 

萬公頃至 81 萬公頃)作

為農地需求總量之目標

值。農委會 10/30 新聞「為

確保糧食安全之農地總

量，絕無農地大面積解編

之情事」但現今實際量呢?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違法工

廠，汙染農地，或再利用、

水資源汙染之農地，例

如：經濟部 101 年 6 月 2

日公告全國劃設 186 個特

定區，開放違章工廠申請

遷入或就地合法化。彰化

10/31 6農特區完成土地變

更…104 年底未登記工廠

合法經營政策報告指出，

全臺大約有 3.9 萬家未

登記工廠。經檢視未登記

工廠坐落區位，其大多係

屬非都市土地之特定農業

區。 2017/9 農地生產僅

剩 57 萬公頃，農地非農用

10 萬公頃。 

定品質與數量的農地資源，

本會推動農業及農地資源盤

查作業，全面盤點農地數量

及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使用之

區位與面積、以及瞭解法定

農業用地提供建築使用之態

樣及其屬性與面積等資訊。 

二、據上述盤查作業結果，現況

積極從事農業生產面積為

57.5 萬公頃，加計潛在可供

農業使用之土地面積 10.5

萬公頃，故現況可供糧食生

產使用之土地面積為 68 萬

公頃；另農地供非農業使用

面積為 4.5 萬公頃，其中屬

工廠使用面積為 1.3 萬公

頃。 

 

◎本部營建署 

一、有關農地需求總量，農委會

表示以 74~81 萬公頃為農地

需求總量之目標值，至於農

委會 106 年 8 月公開全國農

地資源盤查結果，係屬農地

現況而非農地需求總量。 

二、有關農地總量、未登記工廠

等議題，本部營建署將持續

與農委會、經濟部討論，並

提本部國土審議會討論。 

8. P189 環境保護設施廢棄

物，全部各項所需近 500

公頃 P191，事業廢棄物處

理機構必須要到產業旁的

工業區，就近處理，即已

被汙染之土地，就近整治

與掩埋。而不是往山區、

往河流上游、往偏鄉送。 

◎經濟部 

有關事業廢棄物之委託處理，

其運輸距離為重要因素之一，

而依目前我國事業廢棄物處理

與再利用機構之分布，北部地

區以桃園、中部地區以臺中、

南部地區以高雄為最多，與工

業區分布有正相關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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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192-P196 能源政策與目

標，臺灣四面環海，卻不

會好好利用海洋動能，例

如波浪發電，臺灣自己都

有很好的設計，卻未見納

入計畫。 

◎經濟部 

為加速我國波浪發電機組商業

化技術開發，經濟部能源局已

洽請專業研究機構投入技術精

進，厚植產業技術能量，俾利

後續驗證應用。 

10. P224 地震潛勢防災策略

圖 斷層資料仍是舊的未

更新。地調所資料為什麼

不更新? 近年來又有許多

新的發現，既然為國土計

畫之基礎資料，當然應該

根據國際趨勢要更新資

料。每天都在動的潛移式

斷層未列入。國三田寮隧

道口龍船斷層就是一例。

P232 地質敏感區(活動斷

層、山崩與地滑、土石流、

地質遺跡、地下水補注)：

指依據地質法規定，中央

地質主管機關應將具有特

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

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

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  

◎經濟部 

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持續

進行活動斷層之資料收集與

更新，相關調查成果需經專

業審查，方得公布以供各界

參考。 

二、目前龍船斷層並無十萬年內

之活動證據，大地觀測顯示

之變形形貌亦非活動斷層潛

移形貌，因此並未納入現階

段已發現之活動斷層中。 

 

◎本部營建署 

一、本計畫相關資料係由各該管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最新

資料為主。 

二、依據經濟部地調所的資料說

明，龍船斷層並未列為活動

斷層，故未列入示意圖。 

三、本計畫為政策性質的計畫，

相關圖資以示意為主，實際

開發仍透過環境敏感地區及

相關地質鑽探報告審議機制

處理。 

11.P272 環境敏感地區查詢

機制，申請使用許可、申

請同意使用，均應先辦理

環境敏感地區查詢，但依

據的資料如果是舊的未更

新，有何意義? 例如：龍

船斷層。所以同時必須先

更新資料。環境敏感地區

◎本部營建署 

一、本計畫相關資料係由各該管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最新

資料為主。 

二、為落實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1 項重疊管制原則，全國國

土計畫草案除納入前開原則

外，並將評估訂定同時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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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依

據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國土保育地區

以外之其 他國土功能分

區，如有符合國土保育地

區之劃設原則者，除應依

據各該國土功能分區之使

用原則進行管制外，並應

按其資源、生 態、景觀或

災害特性及程度，予以禁

止或限制使用。是以，農

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

區及海洋資源地區，如有

屬本計畫規定之環境敏感

地區者，除應依據各該國

土功能分區之使用原則進

行管制外，並應符合本節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進行

重疊管制。(一)資源利用

敏感類型之環境敏感地區

(2)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

或檢討變更之鄉村區、工

業區、其他 設施型使用分

區或一定規模以上之可建

築用地者，應於申請使用

許可或使用地變更編定

時，應規劃為不得開發區。 

P259-260 例如：臺南龍崎

牛埔、高雄馬頭山…… 

2 種以上國土功能分區（同

時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及其他

分區情形）之土地使用指導

原則。 

三、本計畫為政策性質的計畫，

相關圖資以示意為主，實際

開發仍透過環境敏感地區及

相關地質鑽探報告審議機制

處理。 

12.P238 國土保育地區、農業

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

區，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

之工業區。有許多對環境

有破壞及汙染之虞，用錯

位置，應該要改回來。  

◎本部營建署 

國土計畫依國土計畫法為因應

氣候變遷，追求國家永續發

展，係以保育為考量。既有已

依法劃設之發展區後續應以個

案方式檢討調整或補充調適作

為。 

13.P276-283 國土復育促進

地區，應包括受工業破壞

◎本部營建署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係依國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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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汙染土地。包括用水被

截斷，或用水被汙染。例

如旗山爐碴、桃園滲眉

埤……. 

畫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擬定劃設

原則，後續將另協調指定主管

機關擬定復育計畫。 

14.農業發展地區，不管是第

一類或第二類，都應該嚴

格禁止<廢棄物處理及再

利用及相關堆置、處理>。 

◎本部營建署 

農業發展地區係考量農業產製

儲銷需求以農業相關使用為原

則，並將另定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予以規範。 

15.就算是工業地，工業、廢

棄物處理及再利用設施，

與農地都必須有一定安全

之隔離設施，以四周避免

環境遭到破壞。 

◎本部營建署 

本點建議將考量適度納入使用

許可審議規則中。 

16.營建剩餘土石方，尤其是

土資場，現今有非常多的

是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要

區分開來。土方歸土方，

再利用歸再利用，必須分

開使用。 

◎本部營建署 

一、土資場除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所核准設立可兼收容處

理營建混合物外，其他目的

事業產生事業廢棄物，不得

於土資場兼收容。 

二、營建混合物須依廢棄物清理

法第 39 條第 2項規定，訂定

「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

理辦法」規定辦理。 

17.土地指導原則 P241，保

障合法權利，允許土地使

用。 P234 因此在國土法上

路前，盡數變更及使其合

法化? 所以應該要嚴格取

締非法。尤其「工廠輔導

法」當廢止，違法工廠本

當取締，工廠輔導法應輔

導的是合法工廠，保障合

法工廠之權益。 

◎經濟部 

依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

輔導土地合法使用範圍，僅限

於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群聚

未登工廠)，且屬於非都市土地

一般農業區內之土地，另需同

時具備已取得補辦臨時工廠登

記的低污染事業等條件。土地

變更尚需負擔公共設施及配置

適當隔離綠帶，在不影響或污

染其周邊農業生產環境，符合

環保、消防、水利、水保等規

定，經地方及中央的地政、農

業、環保、工務等單位共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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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同意，並施作公共設施（含

污水處理設施）、繳交農地變更

回饋金後，始能申請變更廠地

為合法用地。 

另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

規定之輔導期間至 109 年 6 月

2 日止，輔導期間屆滿前，特

定地區內之未登記工廠，可免

除相關土地及建築法罰則，但

仍需符合環境保護、消防、水

利、水土保持等法律之相關規

定。屆滿後，即依據工廠管理

輔導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

畫法及建築法等相關法令，加

強取締裁罰。 

 

◎本部營建署 

一、「保障合法權利」係指為了國

土保育保安之需要而限制未

來使用及開發時，必須考量

原有合法權益保障，目前國

土計畫法第 32 條已納入補

償機制，至於農地違規事項

非屬上開維護事宜。 

二、既有違規工廠處理原則 

(一)積極處理零星違規：為遏止

農地違規工廠之不當情形，

行政院已請農委會、內政

部、經濟部共同擬定行動方

案，針對 105 年 5 月 20 日後

新增之違規工廠擬採施工中

即報即拆、已完工則處連續

罰(含斷水斷電等強制執行

手段)辦理。另未來國土計畫

法第 38 條已提高行政罰鍰

額度(針對違規情節之輕重

訂定不同罰鍰額度)，期能遏

止不當土地使用違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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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務實處理舊有群聚大規模

產業聚落之現況，全國國土

計畫草案亦保留規劃彈性，

於不影響國土保育、全國糧

食安全等原則下，經縣市政

府評估具可行性者，類此聚

落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之三類，以輔導其合法

化，惟其開發利用應除應依

據農業主管法令規定，繳交

生態補償回饋外，並依據國

土計畫法規定繳交國土保育

費及開發影響費，並非就地

解編。 

(三)未登記工廠輔導合法處理原

則，本部將提報內政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 

二十二、海

洋公民

基金會

辦公室

主 任  

孫繼智

( 書 面

意見) 

(一)海洋國土分析內容過於簡

單粗糙 

    海洋國土問題分析過於粗

糙，缺乏海洋國土經營管

理計畫與內容，造成海洋

國土那麼大，卻只有四種

分類，是否因為缺乏海洋

國土問題分析所造成。相

關前瞻管理規範及論述嚴

重不足，包括國土保育區

沒有海域等(P104)，沒有

海 洋 國 土 復 育 觀 念

(P108)，(P118-P120)雖然

有提到海域及海岸保育，

但內容空泛，相對於陸域

地區，海域與海岸國土並

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以澎

湖縣為例，海洋國土比陸

地國土大 65 倍，然而中央

版國土計畫如果不重視海

洋國土，佔澎湖縣國土面

◎本部營建署 

一、本部依現行區域計畫法，海

域用地區位許可機制，蒐集

各單位實際用海資料，模擬

分析 4種分類之劃設結果，

提報 107 年 1 月 4 日內政部

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

議討論，獲致共識。俟全國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將據

以指導各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實質內容，並利

地方政府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二、本計畫(草案)第五章第一

節，參、海域範圍內之港口

航運、漁業資源利用、礦業

資源利用、觀光旅遊、海岸

工程、海洋保護、特殊用途

分布空間之保育或發展策

略，已修正為「強化海域基

礎調查及現況使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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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98.5%以上的海岸及海

域地區將會被忽視，其他

縣市海洋國土也應受到重

視，而不是只專注於陸域

國土的經營，完全不符合

海洋國家精神。建議:徵詢

海洋生物與事務方面學者

專家做更完整的論述。 

「建立用海行為納管，確保

保洋生態保育及用海秩

序」、「建構海洋資源監測系

統及風險管理」等三部分內

容。 

(二)海洋國土區域內過漁問題

未受到重視，海岸及領海

地區漁業資源過度採捕問

題應加以確認，海洋國土

的糧食生產能力也應受到

重視，(P121)提到建立農

業生產重要資源系統及保

護策略，卻完全不提漁業

發 展 與 保 護 ， 只 有 在

(P157)提到一點點，臺灣

地區除花東海域外，幾乎

都有漁業過度採捕和不當

漁法(電毒炸、底拖網、底

刺網)問題，目前的管理方

式已無法維持或恢復海洋

漁業資源，必須即刻全面

檢討改善。P256 第一項維

持(海水)狀態指的是什

麼? 第二項關於現行之合

法使用是否忽視現存多數

海域過漁現象的問題。建

議:包括投入更多調查研

究、全面檢討縣市政府漁

業權管理制度、減少漁船

總噸位量、落實漁業管理

各項規定、全面禁止破壞

性漁法在領海及專屬經濟

海域內作業、針對底拖網

漁船劃設專屬作業區、積

極劃設更多漁業保護區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針對底拖網漁船劃設專屬作業

區部分，說明如下： 

一、政府自民國 56 年起即限制拖

網漁船建造，同時依漁船大

小限制拖網漁船之作業海

域。 

二、前臺灣省政府於 66 年間訂定

「臺灣省漁業管理辦法」，針

對拖網漁業設置禁漁區措

施，精省後，由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接續於 88 年間依漁

業法第44條第1項第4款公

告「台灣地區拖網漁船禁漁

區位置及有關限制事宜」，規

範拖網漁船禁止於距岸 3浬

內作業，總噸位 50 噸以上拖

網漁船禁止於 12 浬內作業 

三、農委會於 106 年 3 月 28 日修

正公告「拖網漁船禁漁區位

置及有關限制事宜」，違反者

除依規定核處罰鍰外，並得

收回相關漁業證照 1 年以

下，情節重大者，得撤銷之。 

四、政府持續拖網漁船禁漁區一

貫政策，迄今並未改變。 

 

◎本部營建署 

一、本計畫(草案)第八章，第一

節、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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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有效執法等。 方式，貳、海洋資源地區，

略以「除實施都市計畫區及

國家公園區外，其餘海域均

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故

非屬海域者，將不納入劃定

為「海洋資源地區」。爰全國

國土計畫(草案)第九章，第

二節，海洋資源地區基本原

則規定略以「（一）…各項使

用申請許可以維持『海水』

狀態之使用為原則。」 

二、國土計畫係以規範「空間規

劃」及「土地使用管制」為

主，至有關過漁、漁業權管

理制度、減少漁船總噸位量

等問題，應回歸漁業管理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

規範及執行。 

(三)海域執法能力不足，海域

管理無效化，國土計畫形

同虛設。以澎湖為例大陸

漁船越界以底拖網捕魚，

破壞海洋生態，今年以來

海巡署已沒有繼續進行超

前部署作為，導致大陸漁

船又開始非法捕魚。建議:

在海洋保護分區中增列海

洋資源保護區，並配合有

效執法。 

◎本部營建署 

一、國土計畫法第 41 條業明定：

「各級主管機關為執行海域

內違反本法之取締、蒐證、

移送等事項，由海岸巡防機

關協助提供載具及安全戒

護。」先予敘明。 

二、另國土計畫法並未授權劃設

「海洋資源保護區」，故其劃

設作業仍回歸各目的事業法

規定辦理。至有關非法捕魚

等問題，應回歸漁業管理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

規範及執行。 

(四)島嶼觀光發展跟不上國際

趨勢，草案中雖然明訂離

島生態觀光區，卻沒有足

夠相對應的國土計畫內容

來確保生態觀光區的發展

模式。(P167)的觀光產業

◎交通部觀光局 

一、「觀光產業部門空間發展策

略」之表 6-1-3「各區域觀

光發展主軸及發展重點」，提

及澎湖發展重點為「國際度

假島嶼」，並非「離島建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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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中並沒有把離島設定

為生態觀光區，又扯出國

際 度 假 島 嶼 的 說 法 。

(P183~P184)提到水域運

動發展，澎湖等離島是全

臺灣最適合發展水域遊憩

活動的縣市。建議: 

1.在草案中增加相關內容，

確認國土分區計畫將以生

態觀光作為基礎原則。 

2.前後文完整論述離島發展

生態觀光的內容，不要前

後不一，另外計畫中生態

觀光的定位應明確說明，

建議以島嶼永續觀光取代

生態觀光。在海域與海岸

管理分區中加入水域遊憩

許可區或發展區概念。 

例」第 10-2 條所提之「國際

觀光度假區」，亦非等同發展

觀光賭場(博弈)，先予澄清。 

二、目前交通部於觀光發展重點

為「愈在地、愈國際」，亦即

發展在地特色資源、在地特

色產業及在地旅遊，以吸引

國際遊客來度假旅遊；因此

離島之觀光發展主軸係以營

造其為「特色島嶼」，而澎湖

之觀光發展重點為「國際度

假島嶼、海洋生態旅遊」，均

與本部目前之觀光發展重點

相呼應。本部觀光局澎湖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已推動辦理

「北寮海洋地質生態」之生

態旅遊體驗遊程，即為結合

在地產業、在地資源特色，

發展在地旅遊。 

三、另表 6-1-3 之註釋說明該表

內容「係原則性規範，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得因地制

宜，參採及調整其發展重

點。」，因此各地方政府皆可

依其發展策略、資源，滾動

式檢討。 

四、P183~P184 所提「水域運動

發展」相關內容，係教育部

體育署權管及研擬，建請洽

請該署表示意見。 

 

◎本部營建署 

全國國土計畫係策略性計畫，

有關離島各縣市具體發展目

標，將請各縣市政府於縣市國

土計畫載明。 

(五)區域空間結構分析應確認

離島區的地位-北中南東

◎本部營建署 

一、考量離島空間特性，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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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離島區 業就離島地區擬訂個別土地

使用指導原則提送審議，並

以永續發展及確保島嶼特殊

性為原則。 

二、離島地區空間發展分散，各

離島層級、區位、交通連結

性均有各地區特殊性，建議

保留規劃彈性於離島各縣市

國土計畫分別載明其空間發

展結構。 

(六)離島區國土計畫以島嶼永

續發展為原則，P221 提到

離島區域因應氣候變遷事

項: 因應乾旱風險，開發

新興水資源(如海水淡化

廠 、再生水利用 )並健全

島嶼生態自給自足，但是

在其他章節的離島國土規

劃中並沒有包含這樣的概

念。建議:離島國土計畫部

分內容請前後文統一用促

進島嶼永續發展原則來做

規劃及撰寫。海水淡化成

本高又耗能不符合島嶼永

續發展原則，應推動節約

用水，增加雨水回收比

例、汙水回收再利用等；

島嶼生態自給自足包括農

業糧食、能源、土地資源

供給，也應有更嚴謹的發

展總量管理規範。 

◎本部營建署 

一、考量離島空間特性，本計畫

業就離島地區擬訂個別土地

使用指導原則提送審議，並

以永續發展及確保島嶼特殊

性為原則。 

二、離島地區空間發展分散，各

離島層級、區位、交通連結

性均有各地區特殊性，建議

保留規劃彈性於離島各縣市

國土計畫分別載明其空間發

展結構。 

 

(七)海洋資源區目的是規範使

用秩序?P235 海洋資源地

區不應只是規範不同海域

使用方式的秩序，海洋資

源不只是空間，還有漁業

資源與海床礦物資源等，

資源的明智使用和管理更

◎本部營建署 

一、國土計畫法並未授權劃設「海

洋保護區」，故其劃設作業仍

回歸各目的事業法規定辦

理。本計畫（草案）業將「依

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

保護(育、留)區」，指定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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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點，卻被完全忽略。

P213 海洋資源永續經營的

20%海域劃為保護區並有

效管理，並無相關作法，

是否為政策空頭支票? 分

母是什麼? 有效管理指的

是什麼? 第 10章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中沒

有將海域地區中有過漁現

象的海域納入國土復育範

圍。P269 提到的海洋資源

地區之生態敏感類型環

境，若不是位在海岸地

區，現行相關法規沒有辦

法將其劃入海 1-1 範圍或

其他海洋保護區時，應透

過國土計畫法加以保護。

建議:  

1.納入海洋資源和島嶼區域

永續管理之原則到全國國

土計畫各章節中。P248 海

三地區劃設有問題，大部

分應是漁船作業區，領海

內除花東地區外都是淺水

域，也是漁船作業區，建

議把海三分區拿掉。 

2.第九章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中，第四項應加入漁業資

源供給安全，第六項國土

保育應加入海洋國土復育

區。 

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以

維護海域生態環境與自然資

源，其經營管理均依其法律

規定辦理。 

二、本計畫(草案)有關海洋資源

地區第 3類之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擬修正為「其他尚未

規劃或使用之海域，以維持

其自然狀態為原則，除漁

撈、非動力機械器具之水域

遊憩活動、船舶無害通過等

行為，或劃設各類海域保護

區外，其餘行為應依本法有

關申請使用許可之規定辦

理。」 

三、至 P204「民國 109 年時距岸

12 浬內水域的 20%的範圍被

劃入保護區，並有效管理。」

係摘錄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

會「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之

內容，該項目係由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主政，未來將移撥

107 年 4 月成立之行政院海

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繼

續推動。至該內容是否宜納

入本計畫（草案），本部將重

新檢視評估。 

四、有關漁業資源供給等問題，

應回歸漁業管理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範及執

行。 

(八)海岸及海洋保護區盤點粗

糙，以澎湖縣為例，海岸

地區保護區調查非常粗

糙，自然保護區調查完全

沒有澎湖縣的資料，包括

重要濕地：青螺濕地（國

家級）、菜園濕地（地方

◎本部營建署 

一、國內現有相關規劃資訊未臻

完備，本計畫已洽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索取最新相關資

料。現階段資訊仍有不足之

處，以後會依國土計畫法陸

續建置完整的國土規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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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自然保留區（澎湖玄

武岩自然保留區２處）、野

生動物保護區（貓嶼海鳥

保護區、望安島綠蠵龜產

卵棲地）；漁業法劃設的保

護區等。建議:補足各離島

及海岸地區所有保護區的

資料，並檢視當初各保護

區劃設目的，目前是否有

實際成效? 是否需要提高

保護層級或擴大範圍以達

到當劃設保護區之原意。   

資訊及土地利用監測系統。 

二、本案另有主管機關法令規

範，建議回歸濕地保育法及

海岸管理法等規定辦理。相

關建議並將反應至各該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三、本計畫(草案)業將「依其他

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

(育、留)區」，指定為海洋資

源地區第一類之一，以維護

海域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

其經營管理均依其法律規定

辦理。故相關保護區 之劃設

作業仍回歸各目的事業法規

定辦理，並得逕依各該規定

劃設，無須申請許可使用。 

四、依海岸管理法規定公告實施

之「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已

彙整海岸地區依其他目的事

業主管法令所劃設之各類保

護（育、留）區，計 15 種法

律、33 種項目，原則回歸各

目的事業主管法令相關規定

辦理；但仍將逐一檢視，協

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否

需擬訂「海岸保護計畫」，其

中亦有包含澎湖縣之各類保

護（育、留）區。另持續盤

點具劃設為海岸保護區條件

潛在地點（例如中華白海豚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重

要野鳥棲地、地景登錄點、

地質公園等），未來進行資源

調查確認保護標的及範圍

後，將依循程序劃設為海岸

保護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