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稱：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10 月 23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細則依區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章 區域計畫之擬定、變更、核定與公告

 

第 2 條

依本法規定辦理區域計畫之擬定或變更，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委託有關機

關、學術團體或其他專業機構研究規劃之。

 

第 3 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擬定區域計畫時，得要求有關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提

供資料，必要時得徵詢事業單位之意見，其計畫年期以不超過二十五年為

原則。

 

第 4 條

區域計畫之區域範圍，應就行政區劃、自然環境、自然資源、人口分布、

都市體系、產業結構與分布及其他必要條件劃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海域管轄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關劃定。

 

第 5 條

本法第七條第九款所定之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包括土地使用基本方針、環

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檢討等相關事項。

前項所定環境敏感地區，包括天然災害、生態、文化景觀、資源生產及其

他環境敏感等地區。

 

第 6 條

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區域計畫時，得徵詢有關政府機關、事業單位、

民間團體或該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之意見。

 

第 7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定之區域計畫，應遵循中央主管機關擬定之

區域計畫。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區域內之都市計畫及有關開發或建設事業計畫之內



容與建設時序，應與區域計畫密切配合。原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不能配

合者，該都市計畫應即通盤檢討變更。

區域內各開發或建設事業計畫，在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執行而與區域計

畫不符者，主管機關應通知執行機關就尚未完成部分限期修正。

 

第 8 條

主管機關因擬定或變更區域計畫，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派員進入公私有土

地實施調查或勘測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進入設有圍障之土地，應於十日前通知該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二、必須遷移或拆除地上障礙物者，應於十日前將其名稱、地點及拆除或

    變更日期，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並定期協議補償金額。

前項通知無法送達時，得寄存於當地村里長處，並於本機關公告處公告之

。

 

第 9 條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十七條應發給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之補償金，有

下列情形之一時，應依法提存：

一、應受補償人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

二、應受補償人所在不明者。

 

   第 三 章 區域土地使用管制

 

第 10 條

區域土地應符合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並依下列規定管制：

一、都市土地：包括已發布都市計畫及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一條規定為新

    訂都市計畫或擴大都市計畫而先行劃定計畫地區範圍，實施禁建之土

    地；其使用依都市計畫法管制之。

二、非都市土地：指都市土地以外之土地；其使用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訂

    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管制之。

前項範圍內依國家公園法劃定之國家公園土地，依國家公園計畫管制之。

 

第 11 條

非都市土地得劃定為下列各種使用區：

一、特定農業區：優良農地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經會同農

    業主管機關認為必須加以特別保護而劃定者。

二、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三、工業區：為促進工業整體發展，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四、鄉村區：為調和、改善農村居住與生產環境及配合政府興建住宅社區

    政策之需要，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五、森林區：為保育利用森林資源，並維護生態平衡及涵養水源，依森林

    法等有關法規，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六、山坡地保育區：為保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環境，與防治沖蝕、崩

    塌、地滑、土石流失等地質災害，及涵養水源等水土保育，依有關法

    規，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七、風景區：為維護自然景觀，改善國民康樂遊憩環境，依有關法規，會

    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八、國家公園區：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史蹟、野生物及其棲息地

    ，並供國民育樂及研究，依國家公園法劃定者。

九、河川區：為保護水道、確保河防安全及水流宣洩，依水利法等有關法

    規，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十、海域區：為促進海域資源與土地之保育及永續合理利用，防治海域災

    害及環境破壞，依有關法規及實際用海需要劃定者。

十一、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為利各目的事業推動業務之實際需要，

      依有關法規，會同有關機關劃定並註明其用途者。

 

第 12 條

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應按鄉（鎮、市、區）

之行政區域分別繪製，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二萬五千分之一，並標明各種使

用區之界線；已依法核定之各種公共設施、道路及河川用地，能確定其界

線者，應一併標明之。

前項各種使用區之界線，應根據圖面、地形、地物等顯著標誌與說明書，

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以計畫地區範圍界線為界線者，以該範圍之界線為分區界線。

二、以水岸線或河川中心線為界線者，以該水岸線或河川中心線為分區界

    線，其有移動者，隨其移動。

三、以鐵路線為界線者，以該鐵路界線為分區界線。

四、以道路為界線者，以其計畫道路界線為分區界線，無計畫道路者，以

    該現有道路界線為準。

五、以宗地界線為界線者，以地籍圖上該宗地界線為分區界線。

海域區應以適當坐標系統定位範圍界線，並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不受第一項比例尺不得小於二萬五千分之一限制。

 

第 13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編定各種使用地時，應按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所示範圍，就土地能供使用之性質，參酌地方實際

需要，依下列規定編定，且除海域用地外，並應繪入地籍圖；其已依法核

定之各種公共設施用地，能確定其界線者，並應測定其界線後編定之：

一、甲種建築用地：供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區內建築使用者。

二、乙種建築用地：供鄉村區內建築使用者。

三、丙種建築用地：供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及山坡地範圍之農

    業區內建築使用者。

四、丁種建築用地：供工廠及有關工業設施建築使用者。



五、農牧用地：供農牧生產及其設施使用者。

六、林業用地：供營林及其設施使用者。

七、養殖用地：供水產養殖及其設施使用者。

八、鹽業用地：供製鹽及其設施使用者。

九、礦業用地：供礦業實際使用者。

十、窯業用地：供磚瓦製造及其設施使用者。

十一、交通用地：供鐵路、公路、捷運系統、港埠、空運、氣象、郵政、

      電信等及其設施使用者。

十二、水利用地：供水利及其設施使用者。

十三、遊憩用地：供國民遊憩使用者。

十四、古蹟保存用地：供保存古蹟使用者。

十五、生態保護用地：供保護生態使用者。

十六、國土保安用地：供國土保安使用者。

十七、殯葬用地：供殯葬設施使用者。

十八、海域用地：供各類用海及其設施使用者。

十九、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供各種特定目的之事業使用者。

前項各種使用地編定完成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報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變更編定時，亦同。

 

第 14 條

依本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編定各種使用地與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檢討之作業方

式及程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使用分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定：

一、使用分區之更正。

二、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

三、面積未達一公頃使用分區之劃定。

 

第 15 條

本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開發計畫，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開發內容分析。

二、基地環境資料分析。

三、實質發展計畫。

四、公共設施營運管理計畫。

五、平地之整地排水工程。

六、其他應表明事項。

本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所稱有關文件，係指下列文件：

一、申請人清冊。

二、設計人清冊。

三、土地清冊。



四、相關簽證（名）技師資料。

五、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六、相關主管機關或事業機構同意文件。

七、其他文件。

前二項各款之內容，應視開發計畫性質，於審議作業規範中定之。

 

第 16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開發案件後，經查對開發計畫與有關

文件須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敘明處理經過，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主管機關辦理許可審議時，如有須補正事項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應為駁回之處分。

 

第 17 條

本法第十五條之四所定六十日，係指自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

請開發案件之次日起算六十日。

本法第十五條之四所定九十日，係指自主管機關受理審議開發案件，並經

申請人繳交審查費之次日起算九十日。

 

第 18 條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依本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申請開發之案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審議許可。但

一定規模以上、性質特殊、位於環境敏感地區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者，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許可。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依本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申請開發之案件，除前項但書規定者外，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許可。

第一項所定一定規模、性質特殊、位於環境敏感地區，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 19 條

為實施區域土地使用管制，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定

期實施全面性土地使用現狀調查，並將調查結果以圖冊（卡）記載之。

 

第 20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各種使用地編定結果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除應依本法第十六條規

定予以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外，並應自公告之日起，依照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實施土地使用管制。

土地所有權人發現土地使用分區界線或使用地編定有錯誤或遺漏時，應於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申請更正。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前項之申請經查明屬實者，應彙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後更正之，並復知申請人。

各種使用地編定結果，除海域用地外，應登載於土地登記簿，變更編定時

亦同。

 

第 21 條

依本法實施區域土地使用管制後，區域計畫依本法第十三條規定變更者，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即檢討相關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

使用編定，並作必要之變更編定。

 

   第 四 章 區域開發建設之推動

 

第 22 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視需要，依本法第十八條規定，聘請有關人員設置區域建

設推行委員會，辦理本法第十九條規定之任務，其設置辦法由各該主管機

關定之。未設置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者，本法第十九條規定之任務，由各

級主管機關指定單位負責辦理。

 

第 23 條

各級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或辦理其任務之單位對區域建設推行事項應廣為

宣導，並積極誘導區域開發建設事業之發展，必要時並得邀請有關機關公

私團體，舉辦區域建設之各種專業性研討會，或委託學術團體從事區域開

發建設問題之專案研究。

 

第 24 條

各級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或辦理其任務之單位依本法第十九條所為協助或

建議，各有關機關及事業機構應盡量配合辦理。其屬於區域公共設施分期

建設計畫及經費概算者，各有關機關編製施政計畫及年度預算時應配合辦

理。

 

   第 五 章 附則

 

第 25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