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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因應未來空間規劃思潮的如何因應未來空間規劃思潮的
變遷，並改善以往因空間計畫變遷，並改善以往因空間計畫

1.1.前言前言

變遷，並改善以往因空間計畫變遷，並改善以往因空間計畫
體系之缺失所產生的土地利用體系之缺失所產生的土地利用
問題，一直是台灣的都市及區問題，一直是台灣的都市及區
域規劃界所密切關注之課題。域規劃界所密切關注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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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Nation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Nation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

2.2.台灣現行土地使用計畫體系台灣現行土地使用計畫體系

區域計畫區域計畫
（（Regional PlanRegional Plan））

國家公園計畫國家公園計畫
（（National Park PlanNational Park Plan））

部門計畫部門計畫
（（Sector Development PlanSector Developmen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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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都市計畫
（（Urban PlanUrban Plan））

非都市土地使用計畫非都市土地使用計畫
（（Nonurban Land Use PlanNonurban Land Use Plan））

單一實質建設計畫單一實質建設計畫
（（Physical PlanPhysical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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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土地使用計畫體系形成沿革土地使用計畫體系形成沿革

台灣土地使用計畫體系是由下而上台灣土地使用計畫體系是由下而上
逆向發展而成 先有逆向發展而成 先有『『都市計畫都市計畫逆向發展而成，先有逆向發展而成，先有『『都市計畫都市計畫』』
，次有，次有『『區域計畫區域計畫』』，最後才有全，最後才有全
國性之國性之『『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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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土地使用計畫體系形成之沿革土地使用計畫體系形成之沿革

頒布都市計畫法頒布都市計畫法1939

擬定「台北基隆都會區計畫」擬定「台北基隆都會區計畫」
及「配合高雄港擴建區域計畫」及「配合高雄港擴建區域計畫」

都市計畫法第一次修訂都市計畫法第一次修訂

1960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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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法第二次修訂都市計畫法第二次修訂

頒布區域計畫法頒布區域計畫法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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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核定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核定

2.12.1土地使用計畫體系形成之沿革土地使用計畫體系形成之沿革

1979

區域計畫、國家公園計畫、縣市綜區域計畫、國家公園計畫、縣市綜
合發展計畫等陸續擬定合發展計畫等陸續擬定

都市計畫法第都市計畫法第三三次修訂次修訂

1980
起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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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法第都市計畫法第三三次修訂次修訂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核定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核定

1988

1996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以台灣地區以台灣地區（（含台灣、澎含台灣、澎
湖、金門及馬祖湖、金門及馬祖））之空間之空間

馬祖

基隆

桃園
台北

2.22.2計畫性質計畫性質

湖 金門及馬祖湖 金門及馬祖））之空間之空間
為規劃範圍，屬於一種目為規劃範圍，屬於一種目
標性、政策性的長期發展標性、政策性的長期發展
綱要計畫，據以指導國家綱要計畫，據以指導國家
的實質建設，為土地使用的實質建設，為土地使用
計畫體系中最高層級之計計畫體系中最高層級之計

金門

澎湖

宜蘭

新竹

苗栗

台中

花蓮

南投

彰化

雲林

嘉義

台南

高雄
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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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體系中最高層級之計計畫體系中最高層級之計
畫畫。。

屏東

西部成長管理軸

東部策略發展軸

中央山脈保育軸

離島振興區

海岸發展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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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區域計畫

係基於地理、人口、資源及經係基於地理、人口、資源及經
濟活動等相互依賴及共同利益濟活動等相互依賴及共同利益

2.22.2計畫性質計畫性質
台北台北

台中台中

北部北部
區域區域

中部中部

關係而制定之區域發展計畫。關係而制定之區域發展計畫。
其上承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之政其上承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之政
策構想，對於土地與天然資源策構想，對於土地與天然資源
的保育利用、人口與產業的分的保育利用、人口與產業的分
布及公共建設等進行規劃，並布及公共建設等進行規劃，並
作為下位之都市計畫及非都市作為下位之都市計畫及非都市

高雄高雄

南部南部
區域區域

東
部
區
域

東
部
區
域

中部中部
區域區域

9東部區域計畫

作為下位之都市計畫及非都市作為下位之都市計畫及非都市
土地使用計畫之指導。目前台土地使用計畫之指導。目前台
灣地區則分為北、中、南、東灣地區則分為北、中、南、東
四個區域。四個區域。

國家公園計畫國家公園計畫

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
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

2.22.2計畫性質計畫性質

樂及研究，依樂及研究，依《《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法》》
之規定，主管機關得選定範圍之規定，主管機關得選定範圍
劃設為國家公園並研擬國家公劃設為國家公園並研擬國家公
園計畫。目前台灣共劃定了陽園計畫。目前台灣共劃定了陽
明山、玉山、雪霸、太魯閣、明山、玉山、雪霸、太魯閣、
墾丁及金門等六處國家公園墾丁及金門等六處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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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

墾丁及金門等六處國家公園，墾丁及金門等六處國家公園，
其範圍內之土地開發及管理，其範圍內之土地開發及管理，
即以即以《《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法》》及國家公及國家公
園計畫為依據。園計畫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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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部門計畫部門計畫

部門計畫係指在國家經濟部門計畫係指在國家經濟
政策、社會文化及相關實政策、社會文化及相關實

2.22.2計畫性質計畫性質

園
航
空
城
計
畫

政策 社會文化及相關實政策 社會文化及相關實
質規劃政策指導之下，由質規劃政策指導之下，由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全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全
國性、區域性或其特定目國性、區域性或其特定目
的事業需要，所擬定之重的事業需要，所擬定之重
大經建計畫 例如桃園航大經建計畫 例如桃園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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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經建計畫，例如桃園航大經建計畫，例如桃園航
空城綱要計畫、台北都會空城綱要計畫、台北都會
區大眾捷運計畫或高速鐵區大眾捷運計畫或高速鐵
路建設計畫等。路建設計畫等。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為解決區域計畫與都市計為解決區域計畫與都市計
畫間的落差，另擬定以縣畫間的落差，另擬定以縣

2.22.2計畫性質計畫性質

畫間的落差，另擬定以縣畫間的落差，另擬定以縣
市完整行政轄區為範圍的市完整行政轄區為範圍的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其屬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其屬
於一種綜合性的發展計畫於一種綜合性的發展計畫
，並為全縣市未來短、中，並為全縣市未來短、中

長程的整體建設藍圖長程的整體建設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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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程的整體建設藍圖。、長程的整體建設藍圖。

宜蘭縣綜合發展計畫宜蘭縣綜合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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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都市計畫

就都市計畫區範圍內之人就都市計畫區範圍內之人
口、土地使用、公共設施口、土地使用、公共設施

2.22.2計畫性質計畫性質

口 土地使用 公共設施口 土地使用 公共設施
、交通系統、都市設計、、交通系統、都市設計、
都市防災、財務計畫及土都市防災、財務計畫及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地使用分區管制(Zoning)(Zoning)
等方面研擬計畫，作為政等方面研擬計畫，作為政
府進行都市計畫之開發及府進行都市計畫之開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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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進行都市計畫之開發及府進行都市計畫之開發及
管理之依據。至管理之依據。至20022002年底年底
為止，全台灣已發布實施為止，全台灣已發布實施
456456處都市計畫。處都市計畫。 桃園高鐵車站特定區計畫桃園高鐵車站特定區計畫

非都市土地使用計畫非都市土地使用計畫

非都市土地部分，劃分為森非都市土地部分，劃分為森
林區、工業區、鄉村區、國林區、工業區、鄉村區、國

2.22.2計畫性質計畫性質

家公園區等十種使用分區，家公園區等十種使用分區，
而各使用分區內之土地再依而各使用分區內之土地再依
使用性質編定為建築、農牧使用性質編定為建築、農牧
、林業、古蹟保存、生態保、林業、古蹟保存、生態保
護、國土保安等十八種用地護、國土保安等十八種用地

當中除國家公園區另依當中除國家公園區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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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除國家公園區另依。當中除國家公園區另依《《
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法》》進行管制外，進行管制外，
其餘則依其餘則依《《非都市土地使用非都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管制規則》》進行管制。進行管制。 大溪鎮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大溪鎮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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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區

特定農業區

森林區

山坡地保育區

河川區

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

大溪鎮大溪鎮鄉村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都市計畫區

15
大溪鎮非都市土地用地編定大溪鎮非都市土地用地編定

特農

鄉村

一般農

特專

非都市土地用地編定非都市土地用地編定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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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種建築用地
農牧用地
交通用地
水利用地
遊憩用地
古蹟保存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墳墓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林業用地

大溪鎮員樹林段用地編定大溪鎮員樹林段用地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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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實質建設計畫單一實質建設計畫

指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指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相關法令，配合國土綜合相關法令，配合國土綜合

2.22.2計畫性質計畫性質

相關法令，配合國土綜合相關法令，配合國土綜合
開發計畫、縣市綜合發展開發計畫、縣市綜合發展
計畫或部門計畫，所訂定計畫或部門計畫，所訂定
之中、長程事業發展計畫之中、長程事業發展計畫
，例如各縣市政府之工業，例如各縣市政府之工業
區開發計畫區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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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林離島工業區計畫雲林離島工業區計畫

區開發計畫。區開發計畫。

3.13.1國土計畫實質內容國土計畫實質內容

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民國民國6868年年】】
計畫主要概念計畫主要概念

藍
圖
式

藍
圖
式計畫主要概念計畫主要概念

解決空間資源配置及土地使用差異問題，平衡區域解決空間資源配置及土地使用差異問題，平衡區域
間發展差距。間發展差距。

主要課題主要課題
1.1.兩大特徵：工業化與都市化。兩大特徵：工業化與都市化。
2.2.人口移動人口移動 人口集中人口集中。。

式
計
畫

式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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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未有計畫的產業區位。未有計畫的產業區位。
4.4.邊際土地使用轉變邊際土地使用轉變 環境污染。環境污染。
5.5.與增加生產有關的公共實質設施投資保守、與增進公共福與增加生產有關的公共實質設施投資保守、與增進公共福
祉有關的實質設施不敷需求。祉有關的實質設施不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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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國土計畫實質內容國土計畫實質內容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民國民國8585年年】】
計畫主要概念計畫主要概念

政
策
式

政
策
式計畫主要概念計畫主要概念

1.1.尊重市場力量、建立有效率發展機制尊重市場力量、建立有效率發展機制
2.2.保障國土開發公平性。保障國土開發公平性。
3.3.落實永續發展理念，強調三生環境並重。落實永續發展理念，強調三生環境並重。
4.4.落實地方自治，提昇地方政府及民間參與國土發展份量。落實地方自治，提昇地方政府及民間參與國土發展份量。

主要課題主要課題

式
計
畫

式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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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土地經營管理僵化與不當利用，土地資源未能有效利用。土地經營管理僵化與不當利用，土地資源未能有效利用。
2.2.區域內城鄉發展差距增大。區域內城鄉發展差距增大。
3.3.各部門軟、硬體建設不足，影響國民生活品質與產業發展。各部門軟、硬體建設不足，影響國民生活品質與產業發展。

3.23.2區域計畫實質內容區域計畫實質內容

以北部區域計畫（一通）為例以北部區域計畫（一通）為例
1.1.區域發展政策區域發展政策

2.2.計畫目標與構想計畫目標與構想

3.3.發展現況與預測發展現況與預測

4.4.發展計畫發展計畫
‧‧都市發展與住宅建設都市發展與住宅建設 ‧‧水資源開發水資源開發
‧‧生活圈發展與建設生活圈發展與建設 ‧‧觀光遊憩觀光遊憩
‧‧工業區建設工業區建設 ‧‧交通運輸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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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建設工業區建設 交通運輸交通運輸
‧‧自然及人文資源保育利用自然及人文資源保育利用 ‧‧公用及公共設施公用及公共設施

5.5.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管制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管制

6.6.計畫實施計畫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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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區域計畫實質內容區域計畫實質內容

北部區域計畫（二通）北部區域計畫（二通）

以「策略性計畫 取代「藍圖式計畫以「策略性計畫 取代「藍圖式計畫以「策略性計畫」取代「藍圖式計畫」以「策略性計畫」取代「藍圖式計畫」

未來二十年會如何變化？未來二十年會如何變化？

趨勢的延伸不代表未來的發展！趨勢的延伸不代表未來的發展！

重要的是規劃好重要的是規劃好發展方向發展方向與與因應策略因應策略。。

最好把最好把機制設計機制設計都做好，都做好，

21

最好把最好把機制設計機制設計都做好都做好

因為我們都不是「神」！因為我們都不是「神」！

所以所以遊戲規則遊戲規則比比空間區位空間區位更重要。更重要。

依遊戲規則協商出來的依遊戲規則協商出來的

3.23.2區域計畫實質內容區域計畫實質內容

北部區域計畫（二通）北部區域計畫（二通）

每個計畫都該有它的歷史任務！每個計畫都該有它的歷史任務！每個計畫都該有它的歷史任務！每個計畫都該有它的歷史任務！

通盤檢討其實有兩種意義：通盤檢討其實有兩種意義：

一、政策的通盤檢討：可以因應環境作大一、政策的通盤檢討：可以因應環境作大

翻修。翻修。

二、土地利用的通盤檢討：迫於現實的考二、土地利用的通盤檢討：迫於現實的考

22

二 土地利用的通盤檢討 迫於現實的考二 土地利用的通盤檢討 迫於現實的考

量，只能局部調整。量，只能局部調整。

區域計畫通盤檢討的定位該是如何呢？區域計畫通盤檢討的定位該是如何呢？

依遊戲規則協商出來的依遊戲規則協商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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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區域計畫實質內容區域計畫實質內容

現況診斷
北部區域計畫北部區域計畫
（二通）（二通）

總體部門

生活環境生態環境 生產環境

高速交通運輸與通信網路

23

特別地區

計畫實施

3.23.2區域計畫實質內容區域計畫實質內容
Chap1 規劃概述

Chap2 現況診斷

Ch 3 總體部門

1.1修訂緣起與背景 1.2計畫範圍與年期 1.3計畫特性 1.4計畫內容

2.1區域發展課題 2.2區域基礎條件 2.3挑戰2008

3 1人口與經濟規模 3 2保育與發展政策目標 3 3規劃原則 3 4空間架構

（二通）（二通）

Chap3 總體部門

Chap4 生態環境

Chap5 生活環境

Chap6 生產環境

Chap7 高速交通運輸

3.1人口與經濟規模 3.2保育與發展政策目標 3.3規劃原則 3.4空間架構

4.1自然保育與環境敏感地 4.2資源永續利用

5.1新市鎮開發策略 5.2公共設施配套 5.3觀光遊憩 5.4國防安全

6.2工業發展 6.3營運總部6.1農地利用

7.2城際交通 7.3通信網路7.1國際交通

24

p
與通信網路

Chap8 特別地區

Chap9 計畫實施

Chap10 規劃圖套

8.2海岸地區 8.3原住民地區8.1台北都會區

9.1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9.2縣市合作推動機制

10.1整體空間規劃概念圖 10.2功能分區圖 10.3交通網絡圖 10.4藍與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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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都市計畫實質內容都市計畫實質內容

傳統的都市計畫傳統的都市計畫【【靜態型靜態型】】

11 相關重大建設計畫相關重大建設計畫1.1.相關重大建設計畫相關重大建設計畫

2.2.發展現況分析發展現況分析

3.3.計畫原則與構想計畫原則與構想

4.4.實質計畫實質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公共設施計畫－公共設施計畫

25

－交通系統計畫－交通系統計畫
－防災計畫－防災計畫

5.5.土地使用管制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計畫（含都市設計）（含都市設計）

6.6.事業及財務計畫事業及財務計畫

3.33.3都市計畫實質內容都市計畫實質內容

開發許可的都市計畫開發許可的都市計畫【【動態型動態型】】

11 上位及相關計畫上位及相關計畫1.1.上位及相關計畫上位及相關計畫

2.2.自然環境及發展現況分析自然環境及發展現況分析

3.3.規劃原則與構想規劃原則與構想

4.4.公共設施負擔與容積試算公共設施負擔與容積試算

55 開發機制開發機制

26

5.5.開發機制開發機制

6.6.開發許可審議要點開發許可審議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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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土地使用計畫體系課題之探討土地使用計畫體系課題之探討

目前全台灣目前全台灣2,3002,300萬萬的人口中，約的人口中，約78.3%78.3%居居
住在土地面積僅約住在土地面積僅約12 5%12 5%的都市計畫地區。的都市計畫地區。

居住了全台灣居住了全台灣

都市計畫區都市計畫區
12%12%

住在土地面積僅約住在土地面積僅約12.5%12.5%的都市計畫地區的都市計畫地區

發生了什麼問題？發生了什麼問題？

27

居住了全台灣居住了全台灣
約約78%78%的人口的人口

非都市土地非都市土地
88%88%

4.34.3都市與非都市規劃及管制方式差異都市與非都市規劃及管制方式差異

目前都市土地與非都市土目前都市土地與非都市土
地之兩套管制系統的內容地之兩套管制系統的內容

台灣地區土地

地之兩套管制系統的內容地之兩套管制系統的內容
，不但計畫之擬定或編定，不但計畫之擬定或編定
及變更程序迥異，土地使及變更程序迥異，土地使
用管制之規定亦寬嚴不一用管制之規定亦寬嚴不一
，此對地方主管機關之使，此對地方主管機關之使
用管理帶來相當的困擾用管理帶來相當的困擾

都市土地 非都市土地

都市計畫 非都市土地
使用分區

28

兩套規劃及管制系統兩套規劃及管制系統

用管理帶來相當的困擾。用管理帶來相當的困擾。
而將土地區分為都市及非而將土地區分為都市及非
都市進行規劃及管制的觀都市進行規劃及管制的觀
念亦是陳舊且不合時宜。念亦是陳舊且不合時宜。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非都市土地
使用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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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管制制度僵化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管制制度僵化

目前全台灣都市計畫區之住宅區及商業區土地，開目前全台灣都市計畫區之住宅區及商業區土地，開

闢率僅闢率僅46.7%46.7%，而工業區之開闢率亦僅有，而工業區之開闢率亦僅有50.2%50.2%。。

但政府卻仍不斷接收到民眾要求增加住宅、商業及但政府卻仍不斷接收到民眾要求增加住宅、商業及

工業用地供給之陳情，此一現象反應了政府主導之工業用地供給之陳情，此一現象反應了政府主導之

都市計畫未能符合民眾及市場之需求，進而導致土都市計畫未能符合民眾及市場之需求，進而導致土

地供需失調之結果。剛性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地供需失調之結果。剛性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無法適時因應社會及科技發展型態的需要而改變無法適時因應社會及科技發展型態的需要而改變

29

無法適時因應社會及科技發展型態的需要而改變，無法適時因應社會及科技發展型態的需要而改變，

造成許多違法使用的現象；更有甚者，某些可能有造成許多違法使用的現象；更有甚者，某些可能有

益地方發展的開發機會亦因而消失。益地方發展的開發機會亦因而消失。

核定實施

4.54.5都市計畫審議及核定程序冗長都市計畫審議及核定程序冗長

各級都市計畫須經二至三級各級都市計畫須經二至三級

政府之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政府之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內政部都委會

縣都委會

冗
長
的
三
級
審
議

政府之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政府之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始得依法核定、公通過後，始得依法核定、公

告發布實施。而各級都委會告發布實施。而各級都委會

間之審議內容亦有重複之情間之審議內容亦有重複之情

況。由於審議流程過長，而況。由於審議流程過長，而

審議之內容又欠缺效率，使審議之內容又欠缺效率，使

部訂計畫部訂計畫

30

鄉都委會

議
程
序

都市計畫之擬定曠日廢時，都市計畫之擬定曠日廢時，

無法因應都市快速發展變遷無法因應都市快速發展變遷

之需要。之需要。

鄉訂計畫鄉訂計畫

縣訂計畫縣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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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6環境敏感地的不當開發環境敏感地的不當開發

台灣地區地形起伏變化大，地台灣地區地形起伏變化大，地
質脆弱、易生自然災害，但以質脆弱、易生自然災害，但以
往傾向以開發為導向之觀念往傾向以開發為導向之觀念往傾向以開發為導向之觀念，往傾向以開發為導向之觀念，
加上欠缺完整之國土資料庫，加上欠缺完整之國土資料庫，
國人對於在環境敏感地開發可國人對於在環境敏感地開發可
能造成危害之認知及警覺都較能造成危害之認知及警覺都較
為不足且不夠重視。於是近年為不足且不夠重視。於是近年
來各地因不當開發引起大自然來各地因不當開發引起大自然

31

來各地因不當開發引起大自然來各地因不當開發引起大自然
反撲，造成人民生命及財產重反撲，造成人民生命及財產重
大損失之案件不斷發生，而國土資源亦因此受到不大損失之案件不斷發生，而國土資源亦因此受到不
可回復之破壞。可回復之破壞。

4.74.7國土發展基本資料不足國土發展基本資料不足

我國雖有所謂「國土資訊系統」我國雖有所謂「國土資訊系統」
，但乃是由下而上集合各機構現，但乃是由下而上集合各機構現 自然環境自然環境

國土資訊系統國土資訊系統

有調查成果而組成，並未設定明有調查成果而組成，並未設定明
確的應用標的，且無系統化的規確的應用標的，且無系統化的規
劃與架構，因此缺乏規劃、管理劃與架構，因此缺乏規劃、管理
及執行的機制，而且不利於資料及執行的機制，而且不利於資料
的互通，以致原本即有限的資料的互通，以致原本即有限的資料

土地土地

社會經濟社會經濟

環境品質環境品質

自然資源與生態自然資源與生態

32

的互通 以致原本即有限的資料的互通 以致原本即有限的資料
亦無法做到有效的分享與利用。亦無法做到有效的分享與利用。

區域及都市計畫區域及都市計畫

交通網路交通網路

公共設施管線公共設施管線

基本地形圖基本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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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8公共建設與政府財務計畫脫節公共建設與政府財務計畫脫節

雖然雖然《《都市計畫法都市計畫法》》已有明文規定，都市計已有明文規定，都市計
畫必須擬具事業及財務計畫，都市計畫書中畫必須擬具事業及財務計畫，都市計畫書中
亦多表列事業及財務計畫之經費預估、來源亦多表列事業及財務計畫之經費預估、來源
、實施期程等內容，惟因各計畫之擬定未與、實施期程等內容，惟因各計畫之擬定未與
財政主計單位研商及配合首長之施政計畫，財政主計單位研商及配合首長之施政計畫，
致都市計畫之公共建設常因政府之財政不足致都市計畫之公共建設常因政府之財政不足
而無法落實執行，不僅造成公共設施用地所而無法落實執行，不僅造成公共設施用地所

33

而無法落實執行 不僅造成公共設施用地所而無法落實執行 不僅造成公共設施用地所
有權人因土地被限制開發卻未補償之損失，有權人因土地被限制開發卻未補償之損失，
也造成地方公共建設延宕，影響環境品質。也造成地方公共建設延宕，影響環境品質。

效率效率 公平公平

5.5.未來土地使用計畫體系之改進方向未來土地使用計畫體系之改進方向

未來未來
土地使用土地使用
計畫體系計畫體系
改進之目標改進之目標

EfficiencyEfficiency EquityEquity

34

改進之目標改進之目標

永續發展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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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1 當前重點：當前重點：推動國土計畫法之立法推動國土計畫法之立法

1.1.國土規劃體制法制化國土規劃體制法制化

‧‧確立土地使用計畫體系之層級、功能及階層關係。確立土地使用計畫體系之層級、功能及階層關係。

‧‧建立國土綜合發展計畫與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之法定地位。建立國土綜合發展計畫與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之法定地位。

‧‧釐清各級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劃、審議及執行釐清各級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劃、審議及執行

權責。權責。

‧‧確定各層級計畫的主要內涵。確定各層級計畫的主要內涵。

22 建立公平有效率的土地使用 開發 管理制度建立公平有效率的土地使用 開發 管理制度

35

2.2.建立公平有效率的土地使用、開發、管理制度建立公平有效率的土地使用、開發、管理制度

‧‧確立發展許可制之架構及法律基礎。確立發展許可制之架構及法律基礎。

‧‧建立國土經營管理及土地開發之公平制度。建立國土經營管理及土地開發之公平制度。

5.25.2當前重點：當前重點：簡化都市計畫審議法定程序簡化都市計畫審議法定程序

落實地方自治為今後國土計畫推動的主要關落實地方自治為今後國土計畫推動的主要關
鍵，中央政府就全國性的角度制定有關資源鍵，中央政府就全國性的角度制定有關資源
分配與管理制度，而地方政府均應本著地方分配與管理制度，而地方政府均應本著地方
自治的精神，依據地方的特性，擬訂計畫並自治的精神，依據地方的特性，擬訂計畫並
執行，發揮地方應有的功能。執行，發揮地方應有的功能。
此外，未來應配合地方自治的落實，釐清中此外，未來應配合地方自治的落實，釐清中
央與地方之權責分工，使各級都市計畫之審央與地方之權責分工，使各級都市計畫之審

36

央與地方之權責分工 使各級都市計畫之審央與地方之權責分工 使各級都市計畫之審
議核定程序簡化至一至二級，以求大幅提升議核定程序簡化至一至二級，以求大幅提升
都市計畫擬定之效率。都市計畫擬定之效率。



19

直轄市、縣直轄市、縣((市市))政府政府
都委會審議都委會審議

發布實施發布實施 發布實施發布實施

新
制
新
制

委託縣市政府委託縣市政府
專責單位審議專責單位審議

簡化土地使用變更層級簡化土地使用變更層級

都委會審議都委會審議

都市計畫之細部計畫都市計畫之細部計畫 1010公頃以下非都市公頃以下非都市
土地使用變更土地使用變更

制制
專責單位審議專責單位審議

舊舊內政部都委會審議內政部都委會審議

發布實施發布實施
發布實施發布實施

37

非都市土地使用變更非都市土地使用變更

舊
制
舊
制直轄市、縣直轄市、縣((市市))政府政府

都委會審議都委會審議

內政部都委會審議內政部都委會審議
中央區域計畫中央區域計畫
委員會審議委員會審議

都市計畫之細部計畫都市計畫之細部計畫

5.35.3推動發展許可制推動發展許可制

建立「動態性」的規劃及管理制度，即利用原則性建立「動態性」的規劃及管理制度，即利用原則性
、指導性之計畫內容，在現行既有土地使用分區架、指導性之計畫內容，在現行既有土地使用分區架
構下 逐步推動發展許可制構下 逐步推動發展許可制構下，逐步推動發展許可制構下，逐步推動發展許可制(Development Permission)(Development Permission)
。在政府所指定之地區並依開發許可之相關規範，。在政府所指定之地區並依開發許可之相關規範，
由開發者研擬整體開發計畫向政府申請開發，並自由開發者研擬整體開發計畫向政府申請開發，並自
行負擔土地開發之義務。行負擔土地開發之義務。

如此將突破以往土地使用僵硬的管制，增加可開發如此將突破以往土地使用僵硬的管制，增加可開發
利用土地之供給 而政府亦可藉由向開發者要求相利用土地之供給 而政府亦可藉由向開發者要求相

38

利用土地之供給，而政府亦可藉由向開發者要求相利用土地之供給，而政府亦可藉由向開發者要求相
關的義務負擔，完成地區之公共設施，改善以往公關的義務負擔，完成地區之公共設施，改善以往公
共設施興建經費不足及進度緩慢之情況。共設施興建經費不足及進度緩慢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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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發展許可

城鄉
發展地區

水利地區

自然保育地區

農業生
產地區

城鄉
發展地區

農業生
產地區水利地區

自然保育地區

申請發展許可範圍申請發展許可範圍發展許可地區發展許可地區

發
展
許
可

發
展
許
可

發展地區
自然保育地區

住宅區

變更綱要計畫發布變更綱要計畫發布

((農業生產地區變更為城鄉發展地區農業生產地區變更為城鄉發展地區))

實施計畫發布實施計畫發布

發展地區
自然保育地區

開
發
許
可

開
發
許
可

可
制
實
施
構
想

可
制
實
施
構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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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
發展地區

水利地區

自然保育地區

農業生
產地區

住宅區

公

住宅區

商業區

住宅區

停

商業區

可
通
過
及
開
發
完
畢

可
通
過
及
開
發
完
畢

未來將以建立透明化、標準化、合理化與制度化之未來將以建立透明化、標準化、合理化與制度化之

開發義務制度為目標。要求土地開發者基於受益者開發義務制度為目標。要求土地開發者基於受益者

5.45.4建立公平合理之開發義務回饋制度建立公平合理之開發義務回饋制度

負擔原則，提供土地開發相當比例之回饋，該項回負擔原則，提供土地開發相當比例之回饋，該項回

饋主要包括有內部性設施負擔饋主要包括有內部性設施負擔（（開發基地內之公共開發基地內之公共

設施負擔設施負擔））、外部性影響負擔、外部性影響負擔（（開發行為造成環境開發行為造成環境

影響負擔影響負擔））及其他義務負擔等。政府得藉此獲得地及其他義務負擔等。政府得藉此獲得地

方建設之財源，而開發者的獲益亦因此更為公平合方建設之財源，而開發者的獲益亦因此更為公平合

40

理。例如配合發展許可制的推動，建立開發影響費理。例如配合發展許可制的推動，建立開發影響費

(Development Impact Fees)(Development Impact Fees)之機制。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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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限制發展地區之劃設限制發展地區之劃設

19981998年行政院經建會召開「全國及國土及水年行政院經建會召開「全國及國土及水
資源會議」中，針對未來國土開發及利用之資源會議」中，針對未來國土開發及利用之
方向決議將國土依土地之環境特性及功能，方向決議將國土依土地之環境特性及功能，
劃分為限制發展地區及可發展地區，並分別劃分為限制發展地區及可發展地區，並分別
採計畫管制及發展許可方式管理之建議。採計畫管制及發展許可方式管理之建議。
其目的乃在藉由限制發展地區及可發展地區其目的乃在藉由限制發展地區及可發展地區
之劃設，明確告知開發者何處可開發，何處之劃設，明確告知開發者何處可開發，何處

41

之劃設 明確告知開發者何處可開發 何處之劃設 明確告知開發者何處可開發 何處
不可開發，除減少開發者之開發風險外，更不可開發，除減少開發者之開發風險外，更
可確保國土資源不致因不當開發造成不可回可確保國土資源不致因不當開發造成不可回
復之災害。復之災害。

限制發展地區劃設構想限制發展地區劃設構想

42

可 發 展 地 區
非 限 制 發 展 地 區

已 發 展 地 區

禁 建 地 區

條 件 發 展 地 區

限 制 發 展 地 區

圖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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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6加速國土調查，建構國土資訊系統加速國土調查，建構國土資訊系統

加速建構國土資訊系統，提供客觀、詳實與加速建構國土資訊系統，提供客觀、詳實與
精確之訊息予決策者、規劃師及社會大眾，精確之訊息予決策者、規劃師及社會大眾，

數位台灣數位台灣

Di it l Di it l 

國土資源國土資源 政府施政政府施政

I

公
私
部

公
私
部

做為進行國土規劃、開發及管理上之參考。做為進行國土規劃、開發及管理上之參考。

43

Digital Digital 
TAIWANTAIWAN

社會經濟社會經濟 民生育樂民生育樂

Internet 部
門
部
門

6.6.結論結論

台灣如何在土地相關台灣如何在土地相關
資源不足的限制條件下，資源不足的限制條件下，

全國國土計畫

資源不足的限制條件下，資源不足的限制條件下，
透過合理的規劃及開發，透過合理的規劃及開發，
完成重要之硬體建設並適完成重要之硬體建設並適
時提供產業足夠之發展空時提供產業足夠之發展空
間，完善之土地使用計畫間，完善之土地使用計畫
體系將扮演關鍵的角色體系將扮演關鍵的角色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

都會區域計畫

特定區域計畫

44

體系將扮演關鍵的角色。體系將扮演關鍵的角色。

【未來計畫體系】

城鄉
發展計畫

農業
發展計畫

國土
保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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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45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