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國土規劃談關渡平原
短中長期規劃與治理座談會

臺北市政府 2019/09/17



時間 內容 說明單位

14:30-14:35 主席致詞

14:35-14:40 關渡平原發展現況與課題 都市發展局

14:40-14:55 臺北市國土規劃與關渡平原發展 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4:55-15:20 關渡平原短中長期規劃與治理 本府相關單位

15:20-15:30 休息/茶敘

15:30-16:30 綜合討論 各與談人及單位

16:30 賦歸

會議議程

一、時間：108年9月17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北區2樓N206審議室

三、主持人：臺北市政府李副秘書長得全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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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 、 關 渡 平 原 發 展 現 況 與 課 題

二 、 臺 北 市 國 土 規 劃 與 關 渡 平 原 發 展 之 架 構

三 、 關 渡 平 原 短 中 長 期 規 劃 與 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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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渡平原現況發展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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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14.6公頃

約225公頃

約163.1公頃

運動公園
90.8ha景觀公園

85ha

自然公園
56.9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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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都市計畫
區位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關渡平原
農業區 314.6

公園用地 232.7

洲美平原 農業區 163.1

資料來源: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

• 59年7月4日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畫案劃設為農業區

• 82年1月15日變更大度路以南農業區為公園用地(自然公
園、景觀公園、運動公園)

自然公園
已徵收開闢

主要仍作農業使
用，少部分地區
被開發使用。

體育、
景觀公園
尚未徵收開闢

82年配合舉
辦國際賽事以
提升國家之國
際運動地位劃
設。

近1/2以上土
地維持農業使
用；其餘被開
發利用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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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濕地

自然保留區

遺址(列冊)

保護區

關渡遺址

關渡濕地

關渡自然保留區

關渡平原包含關渡濕地、
關渡自然保留區相關自然資源

關渡宮

涉及保育保護性質土地空間分布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7

公私共有

公有

私有

土地權屬

私有

90%

關渡平原 私有

85%

國有
6%

北市
7%未登記

2%

洲美平原

國有
3%

北市
4%

未登記
3%

關渡平原

洲美平原

位置 國有
臺北市 其他

縣市
未登記
土地

私有 面積
合計面積 百分比 面積 百分比

關渡農業區 11.2 12.5 4% 0.1 11.2 295.2 89% 330.1

洲美農業區 10.5 13.5 7% 0.8 4.4 160.2 85% 189.3

景觀公園 4.4 0.9 1% 0.1 0.1 74.0 93% 79.5

自然公園 5.9 50.7 90% 0 0 0 0% 56.5

運動公園 4.1 1.5 2% 0.2 0 84.4 94% 90.2

合計 36.1 79.1 11% 1.2 15.7 613.8 82% 745.6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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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資料來源：107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資訊專區
大度路一段

位置
農業使用 非農業使用

公頃 比例 公頃 比例

關渡
農業區

263.8 62% 162.7 38%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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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設施

資料來源：107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資訊專區

承
德
路
七
段

洲
美
快
速
道
路

位置

農業使用 非農業使用

公頃 比例 公頃 比例

洲美
農業區

85.8 42% 118.6 58%

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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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類別 面積(公頃) 比例

農業利用土地 58.64 32.45%

森林利用土地 13.30 7.36%

交通利用土地 28.11 15.56%

水利利用土地 6.98 3.86%

建築利用土地 15.18 8.40%

公共利用土地 0.22 0.12%

遊憩利用土地 54.16 29.97%

礦鹽利用土地 1.20 0.66%

其他土地 2.91 1.61%

總面積 180.70 100%

第一級類別 面積(公頃) 比例

農業利用土地 35.79 24.71%

森林利用土地 15.72 10.85%

交通利用土地 21.47 14.83%

水利利用土地 26.53 18.32%

建築利用土地 17.53 12.10%

公共利用土地 1.15 0.79%

礦鹽利用土地 4.61 3.18%

其他土地 22.02 15.21%

總面積 144.82 100%

營建剩餘土石相關設施

資料來源：107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資訊專區

大度路一段

大度路一段

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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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查報
件數

處理
件數

待處
理數

104年後 442 361 81

94~103年間 697 555 142

84~93年間 380 311 69

合計 1519 1227 292

關渡平原現況 104年後建築違建分布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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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平原現況 土資場分布

忠全

國際

希望
城堡

華冠亞太

磬鴻

德展浤欣

農業區

科技
工業區

公園用地

8家營運中

11.4公頃

最終營運年限110-122年

公園用地
農業區
科技工業區

最大日處理量16,295m³

年轉運量5,105,556m³

位於

北投路一段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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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潛勢

關渡、洲美平原仍具淹水潛勢風險

北投區1 日雨量600 公釐時淹水潛勢地區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北投區第二次通盤檢討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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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平原議題探討

• 民眾期待

1.地主期望開發(蓋大樓)
2.業者期望就地合法

1.洲美違建尚有60件待處理
2.中華賓士、漢諾威馬場等抗
爭激烈

• 違章建築

1. 洲美農業區違規使用52
件

2. 地主、業者無合法使用

• 違規使用

關渡平原農業區477.7公頃

(一)關渡平原現況分析

(二)關渡平原議題面向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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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市國土規劃

與關渡平原發展之架構



推動時程

110/06
子法全數發布

NOW

105/05/01

國土計畫法
施行

107/05/01

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109/05/01

縣市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111/04/30
(或依內政部公布期程)

功能分區圖公告
國土計畫全面執行、區
域計畫法廢止

2年 2年 2年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16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計畫體系

• 國土計畫法公告實施後，主管機關應擬定「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取代現行區域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
遵循全國國土計畫，建立二層級空間計畫體系。(國土計畫法§8)

• 計畫引導使用模式：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 調整使用管制作法

資料來源：營建署

指導指導

(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

17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國土計畫法規定應辦事項及期程

• 全國國土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審
議 ，報請行政院核定。

•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擬訂、審議，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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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計畫

層級

(國土法§11)

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

(國土法§22)

落實土地
使用管制

本市已發布都市計
畫及國家公園計畫
依法§15第1項規定，
得免擬訂直轄市國
土計畫

營建署於108年補
助地方辦理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之規劃
作業

惟依國土計畫法第23條：
實施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及國家公園法實施管制

18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指導原則

–考量全國國土計畫為引導全國國土資源保育及利用之空
間發展計畫，故本市仍應遵循全國國土計畫相關規定，
就行政轄區，依劃設條件及相關子法製作國土功能分區
書圖，報經中央核定後公告，落實全國國土計畫指示相
關內容。

19

全國國土計畫指示及指導

劃設說明書內容
1.直轄市、縣（市）轄區範圍內
天然災害、自然生態、文化景
觀及自然資源分布空間區位。

2.直轄市、縣（市）都市計畫農
業區發展定位、宜維護農地面
積及區位。

3.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或調
整情形。

國土功能分區每5年通檢一次
免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者，其國土功能分區圖得
每5 年通盤檢討1 次，並作必
要之變更；如有符合本法第22 
條第2 項規定情形，並得隨時
辦理。

–指導劃設說明書至少載明事項及通檢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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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國土保育地區

應加強資源保育、環境保護及

維護原生態環境與景觀。

屬原依區計法編定之可建築用

地，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者，

得繼續編定為可建地，並酌予

調降其強度及減少使用項目。

海洋資源地區

以資 源 永續利用為原 則， 整合

多元需求，建立使用秩序

各項 使用應避免 影響海域之生

態 與平衡。 因地 制宜訂定相關

規定 前， 尊重現行 之合法使用。

農業發展地區

 確保糧食安全，保護重要農業生產
環境，避免零星發展。

 農地變更影響農地總量管制者，宜
另擇適當地區檢討變更農地，避免
農地資源流失。

 變更生產環境較優良農地，使用者
應支付較高回饋義務。

城鄉發展地區

 以集約發展、成長管理為原則，創

造寧適和諧生活環境及有效率生產

環境確保完整配套公共設施。

 優先使用既有都計區，透過辦理都

更、整體發展或政策引導等方式，

將居住、商業及產業活動引導至都

計區。

四大國土功能分區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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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依國土計畫法及全國國土計畫指示 - 都市計畫配合事項

資料來源：營建署及本研究整理

一、環境敏感地區土地，規劃為保護或保育等相關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為原則。

二、對於已無取得計畫或使用需求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評估檢討變更，以適應都
市發展實際需要。

三 、為避免都市計畫工業區流失 ，直轄市 、縣 (市)國土 計畫 應就 全市 (縣) 產業政 策、
工業區變更之定位、目標、方向、轉型策略等研擬整體產業構想，以為都市
計畫工業區指導原則。

四、應優先考量環境容受力，就各該直轄市、 縣(市)範圍之公共設施及資源條件
評估可承載之人口數，並與人口移動與土地使用之關聯性等因素納入綜合分
析後予以推估，核實檢討都市發展用地需求。

五、因應氣候變遷，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依據災害潛勢資料， 檢討規劃防洪及
治水相關設施。

六、考量未來人口成長、各區空間活動強度分布、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及土地環境
適宜性因素，配合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建立「容積總量管控機制」，納入既
有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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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本市依國土計畫法及全國國土計畫指示 - 都市計畫配合事項（續）

資料來源：營建署及本研究整理

七、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範圍內之都市計
畫土地，該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配合辦理完成各都市計畫之
通盤檢討、個案變更，及檢討土地使用分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八、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範圍內之都市計
畫土地，若有檢討變更為保護(保育)或農業區以外之分區需要時，
除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外，應先行辦理國土功能分
區之檢討再行變更。

九、屬於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範圍內之都市計畫土地，應參酌有關
環境敏感地區主管機關意見，並配合保護、保育或防災需要，檢
討土地使用計畫，變更為適當使用分區、用地，並應考量環境敏
感地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研擬檢討變更內容及配套措施。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一、擬定直轄市國土計畫應辦或配合事項
檢討研擬本市國土計畫概要做為本市空間發展上位指導
原則。

二、研擬都會區域計畫之建議
提報中央審議俾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三、都市計畫檢討(同前)

四、涉及海岸地區範圍，優先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五、訂定產業發展策略

六、加強辦理查核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情形

七、加強國土防減災管理

23

其他應辦及配合事項

依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及配合事項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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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展演中心

桃園國際
棒球場

南港展覽館

桃園巨蛋

台北港

桃園機場

基隆
港

台北車站

關渡平原

洲美平原

淡
水
河

主要道路

大眾運輸系統

高鐵

台鐵

關渡平原位於基隆河與淡水河交界處

從區域看關渡平原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25

基隆河流域橫跨基隆、新北與台北，都市與產業發展關聯度高。
檢視流經區域大多為人口密集之地區。

關渡、洲美平原發展與基隆河息息相關

士林
10萬
人

社子
1萬人

中山
23萬
人

內湖
29萬
人

南港
12萬
人

汐止
20萬
人

七堵
5萬
人

暖暖
4萬人

瑞芳
4萬
人

松山
21萬
人

基隆港

台北港

基隆港埠
27萬人

臺北
車站

南港
車站

關渡平原

洲美平原

員山子分洪

三蘆
58萬
人

淡水
18萬
人

1.獨立三河 2.河川襲奪 3.河道轉彎

基隆河流域橫跨基隆、新北與台北，都市與產業發展關聯度高。
檢視流經區域大多為人口密集之地區。

從區域看關渡平原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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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基隆河岸開發解禁】

關渡平原、大度
路以北部分列為
新發展地區，適
宜實施示範性住
宅計畫。

1968(民57) 
【台北市綱要

計畫】

規劃為「住宅區、商
業區、綠地、機關學
校、河道、廣場、公
園、堤防、抽水站及
行水區」

1990(民79) 
【關渡平原規劃報

告書】

1978-1981
(民67-70)
李登輝市長時代：
現代化自給自足
的新社區

政
策
構
想

議
題
討
論

相
關
計
畫

法
定
計
畫

• 改善現有農業區之基礎建設
• 休閒農業、都會休閒活動產業

2006(民95.02.18北投區公所)
【關渡平原農業區未來整體發展座談會】

1990-1994
(民79-83)
黃大洲市長時代：
5萬人大巨蛋
捷運支線

防洪儲洪機能、自然
生態保育區、氣流通
風口區、休閒遊憩區、
住宅區及新商業中心

1992(民81) 
【臺北市綜合發展

計畫】

都會地區大規模、
高密度之遊憩公園，
以保育、自然風貌、
提供原野休閒體驗
為主。

1995(民84) 
【北部區域計畫】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
• 城鄉應朝向集約都市
發展。

• 尊重自然與人文資產，
創造開放空間。

2018(民107) 
【全國國土計畫】

• 關渡平原推動農業再生示
範區，作為田園城市的實
證場域。

• 優先開發社子島地區，並
視開發情形再予檢討，故
建議維持農業區。

2019(民108) 
【北投都市計畫
(二通)(公展版)】

1994-1998
(民83-87)
陳水扁市長時代：
與社子島共同區段徵
收，部分地主可於關
渡平原分回住宅

1998-2006
(民87-95)
馬英九市長時代：
• 5萬人競技體育館
• 國際花博會展場。
• 總統府遷至關渡。

2006-2014
(民95-103)
郝龍斌市長時代：
關渡奧林匹克體育
園區

2014-至今
(民103-至今)
柯文哲市長時代
關渡平原專案
（短中長期規劃）

2007 【砷汙染(我們的島)】

2012 【違棄土場取締及臨時棄土場】

2001 【基隆河岸禁建】

1999 【台北市營建工程
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
設置及管理暫行要點】

歷
年
市
長

上
位

歷年討論議題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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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土法、濕地法及海岸法看關渡平原

• 自然保留區及國家級重要

濕地為一級海岸保護區。

• 關渡遺址為列冊遺址以及

涉及部分都市計畫保護區

範圍為二級海岸保護區

臺北市涉及海岸保護區範圍

重要濕地

自然保留區

一級海岸保護地區
遺址(列冊)
保護區

濱海陸地範圍

二級海岸保護地區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關渡平原可能涉及之國土功能分區

功能分區 劃設條件

國保4

屬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具有下列條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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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國保1劃設條件者。
2.其他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符合國土保育性
質 ，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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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發5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能維持糧食安全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者，符合
農發1劃設條件、或土地面積完整達10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80%之
都市計畫農業區。

城鄉1 非屬國保4及農發5範圍之都市計畫土地。

28

「本府已於108年4月啟動
『臺北市主要計畫銜接全國
國土計畫及劃設國土功能分
區之應辦規劃及相關作業委
託專業服務案
』案辦理規劃及法定作業

配合中央
期程辦理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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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渡平原

短中長期規劃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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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平原整體發展方案推動歷程

4/2市長室會議結論
關渡平原的利用，請李副
秘書長擔任PM，併同士
北科及社子島一併討論。

6/27

工輔法
3讀通過

6/19

專家學者
研商會議

6/3

市長室交下
辦理研商會議

5/24

行政院同意解除
基隆河流域禁令

5/3

市長室
會議

4/30

蔡總統宣布基隆
河流域解禁

5/29

市長室
會議

4/2

市長室
會議

5/3市長室會議結論
中長期納入國土功能分區
內檢討；短期活化利用專
案請李副秘賡續處理。

5/29市長室會議結論
違規裁罰、違建拆除，應考量
執行可行性，請李副祕書長擔
任PM確認方案，併短期活化
使用規劃及配套方案。

6/3市長室交下
針對立賢路一帶違規情形，盡速召開專家學者
研商會議，建議可找當地汽車業者與會，俟會
議彙整相關意見後，再提市長室晨會報告。

6/19專家學者研商會議結論
委員支持短期活化利用委辦案，長期
納入國土功能分區檢討。違規使用及
違建部分建議將與會委員及單位意見
納入考量，評估研擬相關輔導機制及
配套措施可行性。

108年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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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依原計畫
拆除違建

8/26

林瑞圖等
議員
協調會

108年

9/4

府內研商

9/11

各公協會
研商會議

9/17

專家學者及
各公協會座談會

10月

召開地區
說明會

11月

短期
計畫
確認

12月

短期
計畫

公告實施

109年

1月

短期活化
受理申請
(6個月)

8/2
8/12

林瑞圖議
員及吳思
瑤立委
協調會

8/12

市長室
會議

8/2、8/12協調會結論
1.提出輔導承德商圈提出
具體辦法。

2.依工輔法規定程序及期
程報請中央輔導業者。

3.針對上述疑義未釐清前
暫緩執行拆除

8/12市長室會議
結論
請建管處先依規劃
期程拆除違建，後
續關渡平原整體方
案須秉合情合理合
法辦理。

關渡平原整體發展方案推動歷程

8/19

市長室
會議

8/19市長室會議結論
1.請建管處於今(108)年底前清
除104年1月1日以後新增之違
建，餘短期活化方案依李副秘
規劃時程辦理。

2.本案須追究政治責任，請秘書
長處理，列管1個月。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1)汙染查處(環保局)
2)違規使用(都發局)
3)違章建築(建管處)
4)消防安全(消防局)

1)水土汙染整治(環保局)
2)自然棲地復育(動保處)
3)區域防洪規劃(水利處)

1)關渡自然公園改善(動保處、
環保局、水利處)

2)貴子坑溪自行車道(水利處)
3)農業輔導升級(產發局)
4)景觀公園活化(公園處)
5)運動公園活化(體育局)
6)短期使用活化(都發局)

1)國土功能分區(都發局)
2)都市計畫規劃(都發局)

關渡平原整體發展方案工作架構

一、違規預防查處

二、環境復育整備 四、長期發展規劃

三、短期活化使用

本府併社子島府級專案辦公室，成立工作小組，督導推動關渡平原
短中期相關工作：

32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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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類別 項目內容 市府單位

短期
(108年底)

一、違規預防查處

• 污染預防查處：針對本局列管處所每月稽查至少1次。環保局
• 全面針對納管行業場所加強宣導消防安全事項和用火

用電安全。
• 協助訂定納管方案之消防安全事項。

消防局

• 輔導納管方案研擬。
• 違規使用裁罰(104.1.1後)。

都發局

• 違建拆除(104.1.1後)。 建管處
• 協辦關渡景觀公園預定地違規預防查處。 公園處

二、環境復育整備
• 關渡自然公園設施改善(舊貴子坑溪木棧橋及園區木

棧道改善工程)。
動保處

• 人工濕地水質提升：水質水量達污染削減目標。 環保局

三、短期活化使用

• 輔導農民持續耕作，並藉由各項推廣活動(如水稻季)
推廣關渡水稻文化。

• 辦理「臺北市農業發展分析計畫」，藉調查、發展情
勢與問題研析，提出都市農業發展方向建議。

• 辦理「北投磺溪及磺港溪遭污染造成水生環境及灌溉
水質劣化之改善對策」案(執行至109.3.31)，提出關
渡平原農業灌溉供水改善對策建議。

產業局

• 配合都發局清查關渡平原業種業態。 商業處
• 人工濕地活化：已完成解說涼亭及看板修繕更換、辦

理環教生態推廣活動20場次。
環保局

四、長期發展規劃 • 中長程發展定位及策略方案。 都發局

短、中長程計畫研擬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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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類別 項目內容 市府單位

中期
(109-110年)

一、違規預防查處

• 污染預防查處：針對本局列管處所每月稽查至
少1次

環保局

• 違規使用裁罰(104.1.1前)。 都發局
• 109年7月起違建拆除(104.1.1前)。 建管處

二、環境復育整備

• 人工濕地水質提升：植栽、土堤維護及底泥清
淤工作，處理水質達輕度污染程度。

環保局

• 區域防洪規劃：堤防設施改建。 水利處
• 自然保留區生物棲地監測。 動保處

三、短期活化使用

• 輔導納管方案執行。
• 修訂土管。

都發局、
建管處

• 審查納管方案消防安全項目及輔導業者執行。 消防局

• 人工濕地活化：設施保養維護，規劃辦理環教
生態推廣活動40場次。

環保局

• 延續關渡水稻文化，輔導農民持續耕作，提高
民眾親近農村意願。

產業局

四、長期發展規劃
• 關渡平原整體空間發展指導原則以及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說明書草案。
• 啟動都市計畫第一階段檢討、變更規劃作業。

都發局

短、中長程計畫研擬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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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類別 項目內容 市府單位

長期
(111年後)

一、違規預防查處 • 違規違建依法查處。
都發局、
建管處

二、環境復育整備 • 自然保留區生物棲地監測。 動保處

四、長期發展規劃

• 111年4月30日以前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後，確
立關渡平原發展定位及推動策略。

• 111年底辦理第一階段都市計畫變更法定作業。
都發局

• 輔導地主、業者申請開發。
產業局、
都發局

• 持續輔導及推廣關渡農業，維持農地耕作，拍
攝關渡農村文化紀實影像，逐步宣導農業慢活
休閒。

產業局

短、中長程計畫研擬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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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都市休閒農業推動
 第17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三）糧食、（四）蔬果、
（五）肉品、水產

 第19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二十）種子、園藝及其用品

 第40組：農產品批發業
配合本府畸零地活化政策
 第37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配合本府土資場管理輔導政策
 第46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

置或處理(四)土石方資源、營
建混合物、營建廢棄物

新
增
附
條
件
允
許
使
用
項
目

農業區

 第４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第
８組：社會福利設施之附設老人
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第10組：社會安全設施、第12組：
公用事業設施、第13組：公用機
關

 第46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
處理（六）廢止、廢布、（七）
廢橡膠品、（八）塑膠製品、
（九）舊貨整理、（十）資源回
收、（十一）垃圾以外之其他廢
料

 第50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現
行
附
條
件
允
許
使
用
項
目

允許使用
第49組：
農藝及園
藝業

預告
修正

法務局
審議

法規會
審議

提送議
會審議

三讀通過後
送中央備案

短期輔導納管方案

土管農業區放寬使用修正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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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建築之構造
 木構造、磚造、鋼構造及冷軋型鋼構造等之地面上一

層建築物為限，簷高不得超過3.5公尺。但前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六款之臨時建築以木構造、鋼構
造及冷軋型鋼構造建造，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當地都市計畫發展情形及建築結構安全核可者，其
簷高得為10公尺以下。

 第一項第六款以鋼構造或冷軋型鋼構造建造，經當地
直轄市或縣（市）交通主管機關依其都市發展現況，
鄰近地區停車需求、都市計畫、都市景觀、使用安全
性及對環境影響等有關事項審查核可者，其樓層數不
受前項之限制。

臨時建築之鄰接道路
 應與2公尺以上既成巷道相連接。其連接部份之最小寬

度應在2公尺以上，未連接既成巷道者，應自設通路。

臨
時
建
築
之
規
定

1. 臨時建築權利人之自用住宅。

2. 菇寮、花棚、養魚池及其他供
農業使用之建築物。

3. 小型游泳池、運動設施及其他
供社區遊憩使用之建築物。

4. 幼稚園、托兒所、簡易汽車駕
駛訓練場。

5. 臨時攤販集中場。

6. 停車場、無線電基地臺及其他
交通服務設施使用之建築物。

7. 其他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一條
規定得使用之建築物。

臨
時
建
築
使
用
項
目

• 位於大度路以南公園用地(景觀公園、運動公園)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
使用辦法」申請臨時建築使用。

• 不得妨礙既成巷路之通行，鄰近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其他法令規定之禁止或限制建築事項，
並以下列建築使用為限：

• 申請為臨時建築使用，應具備申請書，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土地租賃契約，
工程圖樣及說明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申領臨時建築許可證後始得為之。

短期輔導納管方案

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短期輔導納管方案 本市土地使用分區可合法申請汽車產業之區位

使用組別 允許使用 附條件允許使用

第20組：一般零售
業乙組(四)汽車、機
車、機械器具及其
零件、附屬用品等
之出售或展示。

商1、商2、
商3、商4

住3-1、
住3-2、
住4-1

1. 設置地點應臨接寬度10公尺以上之道路。
2. 限於建築物第1層、第2層及地下1層使用。設於第2層者，其同

層級同層以下地面各樓層需均為非住宅使用。
3. 營業樓地板面積應在1000平方公尺以下。

住4
1. 設置地點應臨接寬度10公尺以上之道路。
2. 限於建築物第1層及地下1層使用。
3. 營業樓地板面積應在1000平方公尺以下。

第27組：一般服務
業(十四)汽車保養所
及洗車。

商1、商2、
商3、商4、
工2、工3

住3-1、
住3-2、
住4-1

限於建築物第1層及地下1層使用。營業樓地板面積應在500平方公
尺以下。設置地點應臨接寬度8公尺以上之道路。

第31組：修理服務
業(一)汽車修理廠。

商2、商3、
商4、工2、
工3

商1
1. 設置地點應臨接寬度10公尺以上之道路。
2. 限於建築物第1層及地下1層使用。

本市商業區面積計：897.88公頃、工業區面積計：423.48公頃

汽機車、修護、銷售、展示之使用樓地板面積，應達總
樓地板面積2/3 以上，汽車展示、銷售之面積不得超過
總樓地板面積1/3。

38

2.變更臺北市濱江街汽車修護專用工業區第二種工業區為汽車修護展售工業區計畫案

1.依據本市土管自治條例規定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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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平原輔導納管計畫(草案)

 輔導納管對象
大度路以北農業區、大度路以南景觀公園、運動公園，以及洲美農業區，面積約
653.5公頃，104年以前低汙染之既有違建及違規使用。

 輔導納管時間
申請截止時間：109.1.1至109.6.30
輔導期限：至111.12.31

 申請計畫內容

 配套條件

1. 繳交納管保證金。

2. 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及火險。

污染防治計畫

公共及消防安全

土地使用計畫

--環保局

--消防局、建管處

--都發局、建管處

後續視申請情形啟動都市計畫第一階段
檢討、變更規劃作業

商圈組織及自主
管理計畫

--產業局

尚在研究階段 僅供參考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本市土地使用分區可合
法申請汽車產業之區位



 土地使用計畫

一、應提供土地使用項目(使用組別)、基地面積及建築面積、建築物型態、高度
等基本資料。

二、104年以前保留之違建，應以非永久性建材搭設，且室內裝修應為不燃材料。

指除鋼筋混凝土（RC）、鋼骨（SC，不包含小尺寸之H型鋼）、鋼骨鋼筋混
凝土（SRC）、加強磚造等以外之材料。

三、違建場所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及建物火災險。

 環境改善計畫

公共開放空間

• 建築基地內應留設公

共開放空間，其鋪面

應考量與道路人行道

鋪面之配合，鋪面應

平整，材質須注意防

滑、耐壓、透水及易

於管理維護。

基地綠化

• 建築空地應於綠化，

並應負維護管理之義

務。

• 建築基地綠覆率不得

小於70%，應依相關

規定辦理。

停車空間

• 建築基地停車空間內

部化處理。

關渡平原輔導納管計畫(草案)配套措施



關渡平原輔導納管計畫(草案)配套措施

 污染防治計畫

源頭審核：盤點業者申請納管應辦事項

管末稽查：定期主動稽查，違規即依環保法令規定告發，要求改善



 消防安全計畫

符合 不符合

(一)場所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檢討項目包

含滅火器、標示設備和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等消

防安全設備。

(二)場所面積超過500平方公尺以上，檢討項

目包含滅火器、標示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緊急廣播設備、室內消防栓設備和緊急電

源等消防安全設備。

(三)參照內政部訂定「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

空間指導原則」之消防車輛救災動線、消防車

輛救災活動空間及狹小道路巷弄有關消防救災

管理之規定。

備註
若場所有特殊用途使用者，另案檢討消防安全

事宜。

消防安全審核標準

關渡平原既有違建及違規使用

納管行業類別消防安全審核標準檢核表

檢核結果
項目 檢核內容 其他

關渡平原輔導納管計畫(草案)配套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