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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18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0 年 7月 13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肆、出席人員：（簽到表如後附）                 

紀錄：魏良諭、廖雅虹 

伍、前（歷）次會議決定（議）辦理情形 

決定： 

一、洽悉。 

二、附帶決定：有關非都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及遊憩用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作業，就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農場建議將高雄場區納入檢討變更

範圍 1節，請作業單位錄案研議。 

 

陸、討論事項 

第一案：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 

結論： 

一、為依行政院指示辦理後續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一）短期：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

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要點，「配

合水利主管機關公告河川區域，劃定或檢討變更

為河川區」係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項目，

已簡化辦理行政作業程序，請直轄市、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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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配合於 110 年 12 月底前完成轄區內河川區檢討

變更作業。 

（二）中長期：後續請配合於「河川區域」公告後半年內，

完成辦理「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 

二、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順利完成前開作業，請經

濟部水利署就下列各點再予研議精進措施，並提後續編

定管制協調會報討論： 

（一）為確保民眾知的權益，經濟部水利署後續將就第 1

次公告河川區域及涉及原住民保留地者辦理公開

展覽及說明會；然因目前尚有約 55%河川區域位

屬非都市土地者尚未劃定為河川區（以下簡稱舊

案），為利後續使用分區劃定作業，請經濟部水利

署針對舊案再予研議配套措施，以確保民眾知的

權利。 

（二）經濟部水利署刻辦理中央管河川之河川區域範圍數

化作業，然地方管河川亦尚未完成，除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積極配合數化縣市管河川圖資

外，並請經濟部水利署研議實質協助及督導措

施，俾加速後續河川區劃定。 

（三）考量水利主管機關公告河川區域後至河川區劃定或

檢討變更完成前，尚有一定空窗期，後續是否於

河川區域公告後，即配合納入土地參考資訊檔，

除請經濟部水利署再予評估外，並請本部地政司

就技術及程序可行性提供意見。 

（四）目前實務辦理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作業過程，依

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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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須知（以下簡稱作業須知）第 17 點規定應會

同河川主管機關審查，然於會辦過程中或有特殊

個案辦理時程延宕情形，請經濟部水利署協助研

議改善措施，並建議後續應於 15至 30天內回復意

見，且應強化橫向聯繫機制，以加速辦理進度。 

（五）考量本項作業涉及中央及地方水利主管機關權責，

亦請經濟部水利署評估再邀集地方水利單位、地

政單位等召開會議，以進一步研商後續作業方

式。 

三、有關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作業是否得免提直轄市、縣

（市）專案小組審議 1 節，考量專案小組具有一定查核

及討論平台功能，針對民眾有疑慮部分，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請水利主管機關於會議說明以釐清相關疑義，爰

初步評估尚應維持該程序，惟仍請作業單位錄案評估，

如有修正作業須知必要時，並請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討論。 

四、為避免建築或土地開發利用誤用河川區域範圍土地情

事，請作業單位評估後續發文函請有關機關配合落實查

詢環境敏感地區或加會水利主管機關確認。 

五、另有關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涉及地用系統操作問題，

請本部地政司協助。 
 

第二案：歷年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 

結論： 

一、本案持續追蹤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

公所及目的事業單位查報處理情形，按季召開列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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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請各有關單位積極辦理，並請本部地政司依權責督

導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後續處理情形及研議給予有關同

仁適當獎勵，以慰其辛勞。 

二、就子議題一：目的事業單位轄管範圍內變異點之查報權

責釐清 

（一）查土地利用監測作業係依據國土計畫法授權訂定之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規定辦理，就土地使用管制

層面而言，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有權裁處機

關為地用主管機關，至臺大實驗林管理處、臺灣

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教育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等土地管理單位或土地所有權人，屬於前

開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未具查處權責機

關（單位），爰其轄管範圍內變異點之現地檢查及

違規查處作業應回歸第 6 條規定，即由鄉（鎮、

市、區）公所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請城

鄉發展分署配合調整「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

系統」通報流程。 

（二）有關林務局及其各林區管理處固得依其目的事業主

管法令森林法裁處，惟非屬土地使用管制之主管

機關，而係屬土地利用監測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未具查處權責機關，應依該辦法第6條規

定辦理。然現階段考量各林區管理處之管轄範圍

遼闊，鄉（鎮、市、區）公所執行量能恐無法負

荷，爰就林務局及其各林區管理處轄管範圍內之

變異點暫採「同時通報鄉（鎮、市、區）公所及林

務局」方式辦理。林務局如主張逕依森林法進行裁

處，請該局比照經濟部水利署模式研提完整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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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後，再予評估檢討。 

三、就子議題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查報範圍釐清 

考量地方政府實務執行係以實際地籍管轄範圍作為

行政管轄權認定之依據，爰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配合調

整監測系統之變異點派送原則，當涉及縣市或行政區邊

界疑義時，以該變異點所在地籍轄區為劃分依據。 

四、就子議題三：「海岸線」及「海域區」之違規案件是否納

入「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 

（一）考量「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統」係為舉報

者之角色，違規查處係屬地用主管機關權責，故

有關變異點之違規後續處理情形自應至本部地政

司系統填寫，並由該司追蹤管理。 

（二）惟經本部地政司表示該系統係以地籍資料作為管理

基礎，而海域範圍因無地籍可供勾稽，故現階段

尚無法納入該系統，現階段擬以人工清冊方式進

行追蹤管理。爰「海岸線」及「海域區」之違規案

件同意由本部地政司按前述替代措施辦理，並請該

司確實掌握海域區違規查處情形，以落實地用主

管機關權責，如有需要請洽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提

供相關案件清冊。 

五、就子議題四：「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統」與「土

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介接問題 

就本部地政司「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未接

收之 1,050 筆變異點，請地政司配合轉錄前開案件；至

有關未來擬採 Web Service 方式即時介接 1 節，涉系統

技術問題，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另案與本部地政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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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團隊先行洽談，並俟獲致共識後再提本會議確認。 

六、就子議題五：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土地之違規案件追蹤

管理機制 

有關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土地使用違規案件，經主管

機關本署國家公園組表示已有完整追蹤管理機制；至都

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使用違規案件，經主管機關本署都

市計畫組表示縣市政府已熟悉於監測系統進行填報，建

議於現有監測系統增加都市計畫案件之追蹤管理系統。

考量現階段該二單位尚有使用監測系統之需求，爰系統

保留該功能，惟後續請本署都市計畫組及中部辦公室積

極研議追蹤管理機制，並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另案召開

會議討論，並俟獲致共識後再提本會議確認。 

七、就子議題六：有關「土石採取」變異點之處理模式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礦務局表示就「土石採

取」案件已有追蹤管理機制，毋須依賴監測系統，故請

本署城鄉發展分署依土地利用監測辦法第 6 條規定，配

合調整「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統」通報流程及

相關填報表單。 

 

第三案：學校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分析及因應作為 

結論：本次會議因會議時間限制未及討論該議題，爰改列下

次編定管制協調會報討論。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2 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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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經濟部水利署 

（一）就劃設河川區域範圍階段是否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部分，目前本署已研議相關強化措施，後續將參

照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針對第一次劃

設河川區域或涉及原住民保留地者，將舉辦公開

展覽及說明會；至說明會通知對象，係土地登記

簿所載之土地所有權人。 

（二）就河川圖籍部分，目前部分河川圖籍為紙圖，惟本

署自 104年後啟動辦理數化作業，並以 TWD97 坐

標系統辦理，因此目前本署公告河川區域均有界

址坐標，而相關公告成果均將公告文及圖籍函送

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單位（包含水利單

位、都計單位、地政單位以及地政事務所等），該

數化作業陸續進行中，預計 114年完成所有中央管

河川區域數化作業；至於直轄市、縣（市）管河川

係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辦理數化工作。 

（三）有關直轄市、縣（市）管河川之河川區域數化作業

部分，107 年審計部曾請本署督導直轄市、縣（市）

辦理縣市管河川及縣市管區域排水劃設河川區域

及排水設施範圍等相關工作，因水利相關事項屬

於地方自治事項，因此有關縣市管河川及縣市管

區域排水設施屬地方自治權責範疇，故未來在河

川區域範圍數化工作，本署得就劃設技術予以輔

導及協助；然目前尚未有相關經費，故就辦理經

費，仍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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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舊案是否補辦通知作業本署將再予研議；惟因

河川區域每 6 到 10 年應辦理 1 次檢討變更作業，

屆時亦將依據本署最新規定辦理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作業，是以，本署將儘速完成所有河川區域之

檢討作業，以踐行通知程序。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會彰化農場（書面意見） 

有關非都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遊憩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案中，建請貴署將本場經管高

雄市美濃區新吉洋段 995地號等 13筆特定事業用地屬高

雄場區範圍土地納入檢討變更特定專用區範圍。 

◎桃園市政府 

（一）河川區域劃定作業影響民眾權益甚大，考量直轄

市、縣（市）政府地政單位辦理河川區劃定工作，

均依據水利主管機關公告範圍辦理，尚無自行調

整河川區域範圍之彈性空間，然民眾往往係於地

政單位配合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調整時，經地政單

位通知才知道其土地業經劃入河川區域，而衍生

相關疑義或問題。是以，建議水利主管機關於公

告河川區域時，應讓土地所有權人知悉，相關公

示、公開展覽程序要應更完備，俾後續辦理使用

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作業更為順利。 

（二）再者，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作業辦理進度亦與河

川圖籍是否數化有關。以桃園市為例，實際上劃

定為河川區之比例已高達 74%，然尚有河川區域

未辦理數化情形，是以，請水利主管機關協助儘

速完成河川圖籍數化及範圍確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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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於議程內有提及短期與中長期階段縣市政府應辦理

事項部分，建議短期 110 年 12 月要完成河川區檢

討變更辦理作業部分，授權予直轄市、縣（市）政

府自行決定，主要係因目前河川區域數化尚未完

成。至於中長期階段辦理事項，建議應有前提條

件，即屬水利主管機關公告範圍明確，且已由水

利主管機關辦理公示作業者為限。 

（四）考量目前尚有已公告河川區域尚未劃定或檢討變更

為河川區，請經濟部水利署評估針對該類舊案比

照補辦公示及通知民眾作業。 

◎臺中市政府 

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應將水利主管機關公告

之河川區域線套繪在使用分區圖上並繪出河川區域範

圍，亦可逕以水利主管機關公告河川圖籍為底圖製作河

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範圍，然目前地政機關困難之處在

於河川主管機關公告資料尚無法直接於地用系統上套

繪，因無法匯入地用系統即不能做地籍清冊，因此需要

地政單位逐筆處理，並與水利主管機關確認，造成作業

上困難，就該問題建議協助處理。 

◎高雄市政府（書面意見） 

（一）本市以往為衡量民眾權益及配合中央調整土地使用

政策，河川區土地檢討變更以辦竣徵收(含協議價

購)、撥用、完成堤防且無涉私權爭議之公有土地

為限，現倘需配合水利主管機關公告河川區域或

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或堤防預定檢討變更河川

區，仍將以前開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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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按國土計畫法第 45條第 2項修正規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應於 110年 4月 30日前公告實施，

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圖應於114年4月30日前公告，

屆時河川區域部分將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爰現階

段是否仍急需辦理河川區檢討變更，是否已有完

整協議價購等配套措施以減經民眾疑慮，建請考

量辦理。 

◎宜蘭縣政府 

（一）為避免誤發建照等情形，建議後續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於核發許可或建照時，建議應落實加會水利主

管機關查詢確認程序。 

（二）就河川區檢討部分，考量河川區域範圍包含紅線

（用地範圍線）或綠線（河川區域線）等不同法線，

建議水利主管機關應一次到位，避免多次公告造

成行政作業重複。 

（三）河川區域調整將直接影響土地地價下跌，該等土地

後續如有辦理徵收時，其所領取補償地價便相對

減少，導致民眾直接向地政機關詢問為何其所有

土地需要調整為河川區；因地政機關係配合辦理

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作業，故該等問題亦請協

助處理。 

（四）水利主管機關辦理河川區域範圍公告後，至河川區

完成檢討變更作業尚有一段空窗期，於空窗期建

議是否可於土地參考資訊檔加以註記（例如參考資

訊檔內有代號 E2 部分），以便民眾可直接查詢其

所有土地是否屬河川區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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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辦理河川區檢討變更程序部分，考量地政機關係

配合水利主管機關公告河川區域辦理使用分區檢

討，就民眾反映問題，地政機關無權進行調整河

川區域範圍，該等案件送專案小組審查階段，亦

有同樣情況，如要加速辦理河川區檢討變更案

件，建議是否可免提專案小組審議，以加速辦理

進度。 

◎苗栗縣政府 

（一）就本縣河川區域誤發建築執照、使用執照案例部

分，經查明該案所涉土地係「部分屬河川區」，地

政單位均已配合註記於土地標示部，但相關單位

並未查明，導致有誤發建照情事。 

（二）近幾年本府陸續辦理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於實務

執行上也發生與桃園市政府類似狀況，即於公開

展覽階段，地政單位發文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導

致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使用分區檢討階段才知道

其所有土地被劃入河川區域，是以，建議水利主

管機關應於公告河川區域階段，逐一先行通知相

關土地所有權人。 

◎南投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本府於 105 年開始辦理河川區檢討變更，為給予民

眾陳述意見機會，依作業程序辦理公開展覽及說

明會，公告期間陳情異議案件多達 20 多件，引發

地方及新聞媒體關切，最後簽請緩辦，暫時將案

件擱置，故嗣後再收到水利機關所送之河川區檢

討變更套繪圖籍時，處理態度就相對保守，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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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針對私有地較少的案件才會配合辦理。 

（二）水利署的長官提到，對於第一次劃定河川區域線或

原民地範圍之河川區域調整，會辦理公展及說明

會，但是我們南投縣最近這 10 年來收到的資料都

是關於河川區域變動改劃之套繪圖籍，我們想要

釐清的是，對於河川區域的調整改劃作業，水利

單位是否事前都有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地政

單位是否依照「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

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14點第 3款第 2目規定，

配合水利主管機關變更河川區域線或水道治理計

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而辦理變更者，免舉行公開展

覽及說明會？倘依前開規定程序辦理後續之檢討

變更作業，辦理上就相對單純。 

（三）對於尚未劃設之河川區域，南投縣所需辦理之數量

太多，恐難於 110 年 12 月底前完成轄區內河川區

檢討變更作業，但會儘量配合辦理。 

◎雲林縣政府 

（一）本府前辦理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時，有發生水利主

管機關協助確認作業延宕情事，建議就該等情形

研議因應作為。 

（二）河川區域範圍之徵收部分，過去發生辦理徵收作業

完竣後，仍有一小部分土地位屬河川區範圍、且

有遺漏未辦徵收情事，因此建議水利主管機關於

辦理相關作業時，務必協助清查確定範圍，以避

免行政作業一再重複辦理。 

（三）至於如何避免有誤用河川區域範圍情事 1節，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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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會請民眾自河川區域線再退縮約2公尺申請建

照。 

（四）因河川區域尚未辦理徵收作業前，行政機關並無法

辦理逕為分割，只好由民眾自行花錢申請土地分

割，建議水利主管機關提供 CAD 圖檔予地政事務

所，以利辦理相關作業。 

◎本部地政司（書面意見） 

（一）有關位於河川區域範圍誤發使用執照之憾事，據

悉，係苗栗縣卓蘭鎮老農於 106年 9月間向公所申

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使用，水利單位於審查(查

證)事項「不在河川、海堤區域及水道治理計畫線

範圍內管制使用」，簽註「符合」，公所爰於 106

年間核發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縣政府據以

核發使用執照；嗣經濟部水利署查明上開農業設

施位於河川區域內，爰依水利法處以罰鍰 205 萬

元。查上開系爭土地，地政主管機關已檢討變更

為河川區，因非全筆土地位於河川區域範圍內，

故於土地登記謄本註記「部分位於河川區」；且農

委會已對公所加強教育訓練，就上開審查事項，

應請地方政府水利局或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河川局

審查。 

（二）惟「在河川區域土地尚未完成河川區變更作業前，

該區域土地之容許使用或變更編定案件，應先徵

詢水利主管機關意見，並依其相關規定辦理，以

加強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經本部以 99 年 4

月 2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252號函示有案，

並已列入本部 104年版地政法令彙編 08-03-52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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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故建議地方政府(水利單位)收到經濟部函檢送

之河川區域公告變更文及相關圖籍，應知會府內

(建管、農業、地政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公

所，密切協調聯繫、配合，確實依上開本部 99 年

4 月 21 函示辦理，以避免滋生土地使用爭議，並

兼顧民眾生命財產權益。 

（三）目前實務執行上，變更編定案件可透過單一窗口查

詢(河川區域係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原則禁止變

更編定)，農業用地容許農業設施案件亦定有審查

機制，但建築用地逕向建管單位申請建造執照及

雜項執照時，應如何加強審查是否位於河川區域

範圍內，而避免誤發執照等情事，建請貴署建管

組研處。 

（四）有關宜蘭縣政府(地政處)建議，在河川區域土地尚

未完成河川區變更作業前，建議於土地參考資訊

檔建立相關參考資訊1節，建請經濟部水利署會後

洽本司(地籍科)研議。 

（五）另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所提河川區圖籍運用地用系統

套繪地籍圖遭遇問題(河川圖籍劃設多年，與地政

機關坐標系統不一致，經套繪後，不僅平移，甚

有旋轉及扭曲等情形；如為重測前分幅地籍圖，

經人工拼接，相對位置均已位移，與河川圖籍(紙

圖)比對有明顯差異；河川圖籍之地籍線與目前地

籍線因分割、合併、重測等有明顯差異，致比對

困難等），因涉圖資套疊等技術性問題，會後可洽

有經驗之地所(斗南所或平鎮所)克服解決。 

（六）至因水利主管機關之前公告的河川圖籍所套疊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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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圖，與現行地籍圖不一致，而導致地所同仁無

法準確、迅速製作分區檢討應備之圖冊，而影響

時效，或可參考桃園市政府之精進作法，請水利

主管機關提供公告河川圖籍時，一併提供 GIS 圖

資予地所，可節省製作圖冊之時程，加速完成分

區檢討變更作業。如仍有執行疑義，建請經濟部

水利署另案邀請水利、地政等單位開會研商。 

（七）河川區之劃設涉及民眾權益甚鉅，贊同桃園市政府

地政局意見，請水利主管機關於公告河川區範圍

時，應確實通知地主，並加強溝通、協調，避免

日後徒增地政主管機關機關依其公告之河川區範

圍辦理分區檢討變更作業之困難度及時程。 

 



 16 

附件 2、歷年國土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嘉義縣政府（書面意見） 

針對本次會議第2案說明一、(四)變異點通報110年 1~4

月提高回報率及辦結率乙節，經查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

因於該期間適逢【375租約換約期間】，人力作業吃緊，致

未能依限辦理回報及報送違規查報表作業，地政處業請各

鄉鎮市公所加緊趕辦中。 

◎南投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縣府人力配置：辦理編定管制作業及違規查處承辦

人員共 4 人，均為兼辦。 

（二）各公所配合查報業務人力均為 1人，且均為兼辦。 

（三）提高辦結率之因應作為：目前縣內辦理非都市土地

違規查處係依照本縣分工作業要點，各變異點均

按公所查報之主要違規型態，即時由地政單位移

請府內各目的事業主管單位或使用地主管單位依

其法令權責辦理，但移回續處之案件數量太低，

所以我們會再研議加強府內各單位之橫向聯繫，

請各單位積極配合後續查處作業。 

◎臺北市政府都發局 

針對查報系統執行細節建議一事，將配合城鄉發展

分署召開會議時再一併提供意見。 

◎本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書面意見） 

（一）現行各國家公園範圍內違規土地使用案件之查處，

係由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及本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

七總隊同仁積極巡查列管，並依國家公園法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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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園計畫相關規定據以裁罰之，尚無執行窒礙

之處，並納入本署營建統計年報公開資訊。 

（二）至於現行變異點回報未辦結案件之處理，尚屬實際

系統管考之執行細節，建議加強後續查處之監督

查復機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本局於民國 95 年即已加入國土監測計畫，有關變

異點於國有林事業區內系統通報轄管，林管處皆

可進行查報。變異點係屬林地開發之違法行為，

林管處得按森林法進行查處，因此並非是會議資

料所提及未具查處權責。 

（二）變異點查處作業涉及區域計畫法及森林法之主管機

關，本局建議採用方案二進行查報作業。就林班

地及國有林事業區範圍內之變異點皆由本局辦理

查報，其餘變異點則由各縣市政府辦理查報。 

（三）另會議資料提及嘉義林管處、南投林管處在 110年

1月至 4月新增變異點之未回報率超過 50%部分，

是因 1月至 4月森林火災頻繁，當時人力皆投入救

災，現階段已完成變異點查報事項。 

（四）針對非都市土地從區域計畫銜接至未來國土計畫法

之查報機制目前仍須再討論，另配合國土計畫法

之各項土地使用管制，林業用地有多少範圍受到

森林法之管制，目前本局仍在討論中，後續森林

法管制範圍可能會集中於林班地及國有林事業區

範圍，至於該範圍外現行已有依非都市土地管制

相關法規辦理查報之機制，為避免在銜接上有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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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所以本局仍建議先以方案二方式執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依土地利用監測辦法，現行林務局及林管處確實沒

有查處之權責，建議其權責仍回到各縣市政府，若各縣

市政府人力不足，且尚有違反森林法部分，本處可協助

處理，但違反其他法令部分則交由各縣市政府來回報處

理。 

◎經濟部礦務局 

因後續查報作業要回歸地用主管機關，若疑似有問

題之處，會函請相關單位及各縣市政府依權責進行處

理，基本上每個月皆會函詢各縣市政府是否有土石採取

之違規行為並予以回覆，因此在追蹤管理機制上尚不需

依賴表單附件二之內容，若貴署有意要移除此表單本局

尚無意見。 

◎本部營建署都市計畫組（書面意見） 

就子議題五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之違規案件追蹤管

理機制部分，依本次議程資料說明二所提，國土利用監

測整合通報查報系統主要功能為通報權責機關，非屬土

地使用管制措施，惟地方政府於該系統填列都市計畫案

件之查報情形，已與該系統目的有別，爰有關都市計畫

後續違規案件之追蹤管理機制，請本組及中辦研議 1 節，

依土地利用監測辦法第 7 條規定：「各機關經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加入通報系統後，依其主管權責辦理下列事項：

一、提供變異點之查證結果。二、變異點之追蹤管考，

並提供處理情形。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配合提供變異點相關資訊。」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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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通報系統已將偵測變異點、變異點通報與查報、變

異點回報追蹤管考及違規處理等階段，制定成一套變異

點通報及回報程序。考量都市計畫為國土利用之範疇，

且地方政府已熟悉本系統之作業程序，為利地方政府後

續執行之一致性，建議維持本系統涉及都市計畫之查報

作業，並增加追蹤管考功能，後續將定期追蹤及督導違

規使用後續處理情形。 

◎本部地政司（書面意見） 

（一）就子議題 3「海岸線」及「海域區」之違規案件是

否納入「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建議本司

於圖資系統增修海岸線、海域區(未登記土地)違規

案件列管功能 1節： 

1.依「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之設計，係將非

都市違規使用案件列管等作業，建置於非都應用功

能之項下，並以地籍資料庫之登記資料為基礎，將

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分布套疊於地籍圖、(航照)

地圖等圖資上，由地方政府建置案件查處情形，並

加以應用產製相關報表，以追蹤列管辦理情形。惟

海岸線及海域區屬未登錄土地部分，因無地籍資

料，無法循現有系統架構辦理，需獨立設計資料表

單，將增加系統架構複雜性；又考量海域區內之違

規使用裁罰案件數量較少，目前係由地方政府自行

以人工方式列管，並未納入圖資系統。 

2.為利本司能掌握「海岸線」及「海域區」之違規使

用案件，建議貴署定期以人工方式送本司，本司再

督請地方政府依規定查處後，逕至「國土利用監測

整合通報查報系統」之「後續違規處理」功能中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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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查處情形，後續亦將列入地政機關業務督導之考

評事項。 

（二）就子議題 4「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統」與

「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介接問題/請本司

同意監測系統改採 web service 方式介接圖資系統

資料 1節： 

1.建議先由雙方系統維護廠商瞭解資料未能完成傳

遞之原因，再就問題提出有效之解決方法。 

2.如擬改採 web service方式辦理，考量現有網路頻

寬有限，且涉及資料如何傳遞、資料傳遞頻率、如

何提供查詢檢索介面、如何避開網路尖峰等細節性

及技術層面問題，亦須由雙方系統維護廠商評估確

認，是有關資料介接方式是否調整，又如何確保兩

邊系統介接資料之一致性，建議另案召集雙方系統

維護廠商研議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