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國土防災專案小組

106年12月28日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大綱

• 壹、社會關注議題
• 貳、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 參、議題討論



壹、社會關注議題
一. 除自然資害外，是否應針對氣爆等人為災害研擬
防災策略？
– 回應：

• 國土計畫從「管理土地資源分配」的角度，達到防災及減災的
目的。氣爆等工業管線、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事件的預防、
因應及災後復原為經濟部。

• 參採公聽會意見，從國土計畫的層次、土地使用區位與強度的
角度，增加因應前述潛在災害風險策略。

二. 高山農業是否有土地使用管制?
– 回應：1.農業發展地區具有國土保育地區性質者，依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
用指導事項規定辦理。2.國土保育地區範圍內之既有合法農業用地，未來應透過申請同意
使用或使用許可等方式，經國土計畫、農業及水利等有關機關審
查同意無妨礙國土保育保安及農業生產環境後，始得從事農耕及
有關農業使用。



貳、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第七章第二節）
二、國土防災策略（第七章第三節）
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原則（第十章）
四、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第九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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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調適策略
• 加強災害風險評估與治理
• 提升維生基礎設施韌性
• 確保水資源供需平衡與效能
• 確保國土安全、強化整合管理
• 防範海岸災害、確保永續海洋資源
• 確保農業生產及維護生物多樣性

土地使用、生態廊道、基盤設施

國土功能分區 (發展)調適策略

(修正內容)

全國國土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各區域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都會區域

城鎮區域

鄉村區域

離島區域

增加多元性
以支持社會
經濟的自我
調適過程

減輕社會經
濟發展外部
性以確保生
態環境及水
資源的穩定

社會經濟 環境保護

北部
區域

中部
區域

南部
區域

東部
區域

離島
區域

環境特性因地制宜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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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北部區域1.因應都會擴張，落實都市環境共生調適2.環境友善前提，配置基礎設施

(二)中部區域1.綠能網絡基底，帶動城鄉結構轉型及傳統產業升級2.全流域治理思維，維護脆弱環境生態系服務功能

(三)南部區域1.因應漸增乾旱風險，加強保水蓄水供水措施2.配合氣候變遷風險及海岸侵淤，調整沿岸土地使用強度

(四)東部區域1.迴避風險及降低風險，檢視城鄉發展及產業升級條件合理性2.善用多元族群文化智慧，因地制宜配置基盤設施

(五)離島區域1.因應氣候變遷風險，強化對外交通及相關基礎設施2.加強濱海近岸生態系保育，集約發展保全自然環境

一、社會經濟調適策略：支持與引導

增加都會區域、城鎮區域、鄉村區域及離
島地區居住及產業土地使用的相容性，並檢討
公共設施及基礎設施系統

(一)加強城鄉發展地區土地使用彈性
(二)規劃氣候變遷調適遷居戶容納空間
(三)加速產業用地整體調適規劃
(四)檢討公共設施類型並更新基盤設施
(五)強化及整合開放空間系統

二、環境保護調適策略：維持穩定

加強農業發展地區及保育區域管理及國土
復育，改善鄉村及離島區域的生活品質及安全

(一)推動農漁村整體規劃，保護周邊農漁業生產
及保育區域

(二)加強農業發展地區及保育區域土地管理，維
護生物多樣性

全國國土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各區域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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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災害領域行動方案(102-106年)」
國土防災指導原則
一. 強化國土防災規劃與功能分區之
聯結

二. 依災害種類、強度及頻率，研訂
土地使用管制指導原則

三. 因應特殊需求管制需要，會商相
關機關訂定管制規則

㇐、水災防災策略 二、坡地災害防災策略 三、海岸災害及地層下陷地區防災策略 四、乾旱災害防災策略
1.調降淹水高潛勢地區發
展強度2.易淹水地區研擬因應策
略3.綜合性發展計畫研擬因
應策略4.自然方式滯洪排水。5.海綿城市(LID)納入都設審
議

1.災害敏感地避免允許公
眾使用2.檢討山坡地使用問題研
擬土管措施3.加強監測及違規查處4.人口集居附近丘陵地區
避免新增建築土地。

1.計畫研擬及審議納入海
岸災害衝擊評估2.易淹水地區研擬整體策
略3.針對海嘯災害歷史災區
掌握相關潛勢及規劃避難
應變對策

1.乾旱高風險地區應避免
引進高耗水性產業2.既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
應逐步提升水資源利用效
率3.積極推動多元水資源開
發，加速取得相關用地

(修正內容)二、國土防災策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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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災害領域行動方案(102-106年)」
國土防災指導原則
一. 強化國土防災規劃與功能分區之
聯結

二. 依災害種類、強度及頻率，研訂
土地使用管制指導原則

三. 因應特殊需求管制需要，會商相
關機關訂定管制規則

五、地震災害防災策略 六、都市災害防災策略 七、複合型災害防災策略
1.活動斷層兩側一定範圍，應儘量維持
開放空間；加強建築管理2.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地質敏感區、
山坡地、土石流潛勢溪流等重疊地區
應加強土地使用管制3.土壤液化高潛勢地區，優先辦理老舊
建物更新，尚未開發基地應進行地質
改良4.經評估為火山噴發高風險區域者，土
地使用應以保育及防護為目的，必要
時得限制其開發。

1.災害高潛勢地區納入低衝擊開發準
則，並進行容積管制及低密度開發管
制、或研議徵收防洪衝擊費用。2.掌握易致災地區並檢討調整土地使用。3.主動劃定老舊市區都市更新地區；老
舊建物則輔導或獎勵進行耐震補強。4.依據「逕流分擔、出流管制」原則研
擬河川及區域排水治理計畫，各類土
地開發基地應進行出流管制。5.都會型坡地社區評估坡地災害風險，
定期檢查與維護排水及水土保持設。6.強化爆炸防災整備及低強度開發管制。

1.針對轄區內水土複合型歷史災區
及災害高潛勢地區中研擬其保育或
復育原則，周邊公共設施與聚落應
研擬防災應變計畫。2.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對於新建重大公共工程
與重大開發計畫，須落實極端氣候
適應力評估，據以提升應變能力。

(修正內容)二、國土防災策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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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以國土土地使用調和及整合的觀點，加速恢復自然及人文
原有的形式、機能、價值或品質，並避免自然災害擴大或促進整體保育效益。

(修正內容)

國土復育
效率與效果不彰
• 價值觀分岐（利
害關係人太多元）

• 區位不連貫
• 預算期程不連續
• 方法不一致
• 不知道誰負責

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
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
地區

生態環境已
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
或安全之虞地區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

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
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
地區

生態環境已
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
或安全之虞地區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行政合作平台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國土復育計畫

提昇國土復育效率與效果

複雜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
但是複雜的答案讓單一主管
機關不知如何以及無法承擔…→NO!

依法各行其是

研究
評估

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原則1/3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辦法（草案）劃設流程

彙整國土復育建議
復育促進範圍、復育標的及必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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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一. 降低自然危害風險，減少人民生命財
產損失。

二. 復育過度開發地區。
三. 降低環境敏感地區的開發程度。
四. 有效保育整體水、土及生態環境。

兩大主軸：促進災後重建、恢復生態

必要性

迫切性 可行性

保護標的：
聚落、重大公共設
施、重要生態等

1.安全性評估2.生態環境劣化評估
1.復育技術可行性2.成本效益可行性3.調查資料完整性4.土地權屬與當地原住民、
居民、或土地所有權人意
願。

中央相關主管機關依據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所提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
項或相關分析資料，以及「必要性」、
「迫切性」、「可行性」，進行專案規劃
研究後，依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辦
法」所規定之程序，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
區並擬定復育計畫。

劃定原則：

(修正內容)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以國土土地使用調和及整合的觀點，加速恢復自然及人文
原有的形式、機能、價值或品質，並避免自然災害擴大或促進整體保育效益。

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原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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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

。

必要性
1.人口集居地區：城鄉集居地區、原住民部落、
山坡聚落等居民生命財產安全脆弱之地區。2.重大公共設施：如水庫、防災避難設施、能
源、鐵路、主要公路、重要交通節點及設施等。3.重要物種棲息環境：保育、珍稀、特有、受
威脅或瀕危物種集中分布之繁殖地、覓食地、
遷徙路徑或其他棲息環境。4.其他具有重要功能或價值地區：其他可維持
居住安全、支持鄉村聚落發展、或維持當地生
態穩定之地區；具有自然性、代表性及特殊性
之地區。

迫切性1.安全性評估
(1)災害受損現況：災害影響範圍、影響對象、影響程
度及其他等。(2)風險潛勢等級：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開之風險
潛勢資料。(3)保全對象安全性評估：重大公共設施(橋樑、道路
等)、保全戶數、建築物狀況(公共設施及民宅)及其他
等。(4)災害歷史：過去發生災害歷史及損害狀況。(5)災害潛勢：未來較易因氣候變遷影響(如極端降雨
增加或海平面上升)提高致災潛勢者。2.生態環境劣化評估
(1)棲地破壞或劣化現況：生態劣化影響範圍、影響對
象、影響程度及其他等。(2)生物多樣性減少狀況：生態系完整程度、棲地面積
及規模、保育類物種、生物族群數量及其他等。可行性

1.復育技術可行性。2.成本效益可行性。3.調查資料完整性。4.土地權屬與當地原住民、居民、或土地所有權人
意願。

經規劃評估後認為無必要者，回歸權責單位加強辦理安全維護、生態廊道
建置、或其他國土復育及必要之安置及配套計畫。

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原則3/3



四、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定距離內之地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給水)、水庫蓄水範圍、森林、溫泉露頭及其㇐定範圍、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護區、㇐級海岸保護區、二級海岸保護區、國際級重要濕地、國家級重要濕地、地方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

生態

古蹟保存區、考古遺址、重要聚落建築群、聚落建築群、重要文化景觀、文化景觀、重要史蹟、史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國家公園內之㇐般管制區及遊憩區、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活動斷層兩側㇐定範圍、特定水土保持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山坡地查定加強保育地、河川區域、洪氾區㇐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級管制區、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區域排水設施、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土石流)、特定區域、土壤液化潛勢區

文化景觀 災害

考量國土保育地區係以環境敏感地區為基礎進行劃設，為將環境敏感特性納入土地使用考量，爰本計畫依循全國區域計畫「環境敏感地區」，並配合保育需求，檢討修正「環境敏感地區」項目。
資源利用

類型及項目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資源利用敏感類型
1. 該類環境敏感地區範圍內土地以維護水資源、森林資源、動植物資源或礦產資源永續利用為原則。2. 農業發展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得從農業生產、漁業或建築等原來合法之使用、改變妨礙目的較輕或各該項環境敏感地區目的事業主管法令允許之使用。3. 城鄉發展地區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土地：1)屬實施都市計畫者：應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配合保護或保育需要，檢討土地使用計畫，必要時變更為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或依據環境敏感特性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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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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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計畫需要之地區者，應避免將該類環境敏感地區土地納入；惟基於整體規劃需要，對於因不可避免夾雜之零星小面積土地而納入者，應規劃為不得開發區為原則。4)尚未開發公有土地得優先變更為保護或保育相關使用，既有發展區依據環境敏感特性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或研擬配套措施。

四、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類型及項目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修改後)



1. 以生態保護為原則，土地開發利用應以對影響當地生態最小之方式或範圍為之，禁止改變或破壞原有生態功能。2. 農業發展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得從農業生產、漁業或建築等原來合法之使用、改變妨礙目的較輕或各該項環境敏感地區目的事業主管法令允許之使用。3. 城鄉發展地區之生態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土地：1)屬實施都市計畫者：應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配合保護或保育需要，檢討土地使用計畫，必要時變更為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或依據環境敏感特性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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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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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計畫需要之地區者，應避免將該類環境敏感地區土地納入；惟基於整體規劃需要，對於因不可避免夾雜之零星小面積土地而納入者，應規劃為不得開發區為原則。4)尚未開發公有土地得優先變更為保護或保育相關使用，既有發展區依據環境敏感特性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或研擬配套措施。

四、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類型及項目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生態敏感類型 (修改後)



1. 以保存既有文化景觀風貌為原則，土地開發利用應避免妨礙文化景觀之保存及維護。2. 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或城鄉發展地區之古蹟保存區、考古遺址、重要聚落建築群、聚落建築群、重要文化景觀區、文化景觀區及重要史蹟等文化景觀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土地，應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或本法及其相關規定，檢討變更為適當使用分區或用地。3. 申請人應依基地所位屬之環境敏感地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規，針對從事開發行為或土地利用之限制或禁止等規定，提出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納入使用計畫後，徵詢該主管機關是否符合其主管法規規定，作為各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核准使用許可或使用地變更編定與否之參據。

1. 宜儘量維持原始地形地貌，或規劃作永久性開放空間使用。2. 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或城鄉發展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土地，屬公有土地者，應避免開發利用，但為國防、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定者，不在此限；屬私有土地者，可建築用地應採低密度開發為原則。

四、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類型及項目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生態敏感類型  災害敏感類型
(修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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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水庫集水區

• 水庫集水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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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原則

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

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

非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

依國土保育地區第㇐類土地使用指導事項辦理。

1.開發案應採低密度開發利用。2.申請人應設置雨、廢(污)水分流及廢(污)水處理設施或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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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管機關備查4.申請人應於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異動前，提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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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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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
• 加強土地使用管制，會商水庫管理相關機關，研訂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下適宜之
應經申請同意使用及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
• 應經申請同意使用或申請使用許可，應儘量採低衝擊開發方式(LID)，以增加透水、滯
洪與綠地面積及不增加下游河川、排水系統負擔為原則。
• 山坡地加強保育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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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農地者，應限縮作農業使用之容許使用項目；宜林地者，應以
林業使用為主，並加強巡察取締，避免超限利用情形。

土地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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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超過10公頃、影響重要保全對象者)，得由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評估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擬訂復育計畫，並列為優先治理區域。

復育

汙水處理

• 配合內政部國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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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

其它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公展草案)

• 水庫集水區範圍內都市計畫地區、相關城鄉發展區或農業發展地區內人口集居聚落，
為避免隨雨水逕流而汙染水庫水源，應優先建設雨、污水下水道系統；而新增建築應

附建污水處理設施，避免汙水處理成本外部化。
•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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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輔導農業耕植合
理化施肥，並於農業用地之下坡處應輔導規劃人工濕地等或綠地緩衝區，有助於過濾

及吸附廢水中的有機物，削減農業、肥料等非點源汙染對水源水質的衝擊。



其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 用水計畫應依經濟部訂定「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審查通過。
• 用水需求應取得水利主管機關供水或用水證明文件。
•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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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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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管控

•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檢討嚴重地層下陷之易淹水地區，進行整體綜合治水
規劃，調整土地使用計畫。
•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且位於高速鐵路沿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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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認無安全之虞後始得開發。
• 區內整體開發計畫應優先利用鄰近滯洪池的挖土方進行土地高程調整，減輕
低地聚落淹水情況。
• 鼓勵開發案留設人工濕地或生態滯洪池等設施，強化基地污水自然淨化及滯
洪防災功能。
• 農(漁)村社區之規劃及整建，應注意維護水土資源與環境，改善農(漁)村社
區道路、溝渠設施，提升聚落整體環境品質。

土地利用

(公展草案)



參、議題討論
子問題㇐：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及國土防災策略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子問題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原則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子問題三：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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