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聽會時間與地點 

場次 地點 時間 

信義區 信義區深美國民小學視聽教室 11/1（五）16：30 

中山區 中山區協和里里民活動中心 11/2（六）10：00 

仁愛區 仁愛區仁愛國民小學禮堂 11/2（六）14：00 

暖暖區 暖暖區過港社區活動中心 11/3（日）10：00 

安樂區 安樂區三民里民活動中心 11/3（日）14：00 

七堵區 七堵區正光里活動中心 11/10（日）14：00 

中正區 基隆市政府4樓禮堂 11/13（三）10：00 

公開展覽及公聽會資訊 

公開展覽期間 

公開展覽方式 

公告依據及文號 

 書面： 
公告於本府服務中心、本府都市發展
處及本市七區公所公告欄 

 網路： 
公 告 於 本 府 都 市 發 展 處 網 站 
(https://urban.klcg.gov.tw) 
基 隆 市 國 土 計 畫 資 訊 網 
(http://www.rayi.url.tw/klcg/NEWS.aspx) 

 依國土計畫法第12條辦理 
 108年10月25日基府都國壹字
第1080267584B號 

 108年10月28日起公告公開展
覽30日 



基隆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 

民國108年11月 

壹、國土計畫概要 

貳、本市國土計畫規劃內容 

參、資訊及意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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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土地開發之適宜性，為國土開發最高指導原則 
保育不適宜發展區，並將生活需求配置於適宜發展區內 

適宜開發 需要保護 

地區 
發展需求 環境 

敏感地 

用一句話說明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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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現在 未來 

國土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 

中
央 

地
方 

全國國土計畫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 

全國區域計畫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 

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 

台灣北部區域計畫 
台灣中部區域計畫 
台灣南部區域計畫 
台灣東部區域計畫 

無計畫 

整合 

新增 

參考擬定 

參考擬定 

國土計畫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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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推動期程 

國土計畫法施行 
105.5.1 

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107.4.30 

基隆市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109.4.30 

國土功能分區圖 
公告實施 
111.4.30 

國土計畫全面執行 
區域計畫停止適用 

108.10.28起公展30日，辦理7場公聽會，蒐集各界意見，作為基隆市國土計畫重要參考 

公開展覽及
舉辦公聽會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審議 

內政部國土
計畫審議會
審議 

核定基隆市
國土計畫 

基隆市國土
計畫發布實
施 

全國國土計
畫規劃作業 

基隆市國土功能
分區圖劃設作業 

基隆市國土計畫
規劃作業 

第2階段(本階段) 第3階段 第1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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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子法進度 

已完成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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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國土計畫體系，確認國土計畫優位 

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建立使用許可制度 

建立資訊公開機制，納入民眾參與監督 

推動國土保育工作，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保障民眾既有權力，研訂補償救濟機制 

1 

2 

3 

4 

5 

國土計畫5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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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1 建立國土計畫體系 

全國國土計畫 

縣市國土計畫 

都會 
區域計畫 

特定 
區域計畫 

國土計畫法 

計畫指導 

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 

法令規定 

全國空間發展、成長管理、部門空間、防災、氣候
調適策略、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原則、中央、地
方政府應辦及實施事項、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縣市空間發展、成長管理、部門空間、防災、氣
候調適計畫、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建議、國土
功能分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實施管制。 

法源依據，規定中央、地方政府應辦理事項、
計畫時程等 

策略指導 

本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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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2-1 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 

現
行 

未
來 

都
市
計
畫
地
區 

非
都
地
區 

11種分區 

鄉村區 
風景區 

工業區 
森林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 
山坡地保育區 

河川區 
海域區 

國土保育 海洋資源 農業發展 城鄉發展 

區域計畫19種使用地 

國土四大功能分區 
國土計畫23種使用地(草案) 

甲建 乙建 丙建 農牧 窯業 

遊憩 生態保護 國土保安 

特定目的事業 礦業 鹽業 

丁建 

林業 

養殖 

水利 交通 

古蹟保存 

殯葬 海域 

依中央訂定劃設原則進行分區劃設 直接對轉 

建築 產業 交通 

暫未編定 

宗教 

遊憩 

特定 

國土保安 

礦石 

生態保護 

環保 

林業 

能源 水利 

農業生產 

殯葬 

海域 

文化資產保存 

農業設施 

文教 機關 

衛生及福利 

養殖 

管分區不管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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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 

區域計畫 

國家公園 

依國家公
園法管制 

劃定11種分區 
(指導用地編定類別) 

編定19種用地 
(指導土地使用項目) 

依各種用地
容許使用項
目進行利用 

非都市土地 

國土計畫 

都市土地 

依都市計
畫法管制 

劃定4大功能分區，19種次分類 
(指導土地使用項目) 

依各功能分區使
用項目規範進行

利用 

編定23種使用地 
(暫定) 

申
請
開
發
許
可
變
更 

開發行為與
容許使用項
目不同 

開發行為
與使用項
目不同 

除
通
檢
及
國
防
、
重
大
建
設
外
，
無
法
變
更
功
能
分
區 本市97%人口 

位於都計區 
原則不受影響 

都市土地 

依都市計
畫法管制 

國家公園 

依國家公
園法管制 

重點2-2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機制 
 由現行區域計畫「開發許可」轉變為未來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制度 
 未來非都市土地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管分區，不管用地」 
 都市計畫區之土地使用管制，依既有都市計畫管制，原則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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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2-2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機制 

資料來源：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108年8月版）{內政部營建署刻正研擬中} 

 土地使用項目表（73大項314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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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3 推動國土保育復育工作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自然環境 森林 

海岸資源 水源 森林 

易致災 國家公園 
具保育自然價值 
之區域或棲息環境 

具保育自然價值之 
原始林地 

保育復育海岸資源 
劃定地區 

水質水量保護區 
流域治理水系 

實驗林園 
森林遊樂區 

水域周邊易致災地區 
地質脆弱或坡項特殊地區 

都市計畫區 
符合第一類劃設條件者 

哪些土地區要維護呢? 

 因應環境變遷，國土計畫將劃定出必須維護的區域，以保護國民與其他珍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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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4&5 加強維護國民權益 

擬定前廣尋意見 

擬定後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審議中陳述意見或旁聽 

資訊公開廣泛周知 
定期公告國土白皮書 

原為可發展土地 

被劃為不適宜發展土地 
且不適合興蓋建築 

政府單位 
成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補償人民土地發展權力 

知的權利 補償制度 檢舉制度 

違反功能分區使用 
視情節輕重按實處罰 

提供檢舉獎勵 
共同監督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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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變與不變 

改變 不變 

• 合法土地使用權益不變 
   Ex:居住、農作權利 

• 環境敏感地區範圍維持 
   依目的事業主管法令限制 

• 違規使用應負擔義務不變 
   無法就地合法 

• 增加民眾監督制度 
    民眾可檢舉違規使用 

• 強化民眾參與 
    容納民眾意見 

• 補償制度建立 
    補償人民土地發展權力 

• 開發方式改變 
    分區原則下申請使用許可 

• 土地身份改變 
    劃設國土功能分區訂定適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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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域面積：約132.76㎞2 
 海域面積：約3,578.46㎞2 

 計畫人口設定為38~40萬人 

 

計畫人口 

計畫範圍 

陸域 

都市土地 

面積55% 

人口97% 

非都市土地 

面積45% 

人口3%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計
畫年期民國125年 

計畫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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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發展策略 

 

空間機能定位 計畫目標 策略方案 

首都東側 
國家門戶 

宜居新創 
山海城 

北海岸觀
光核心 

智慧貨運
旅運 

海洋文化
教育場域 

新創、會
展產業 

創新產業
環境打造 

宜居休閒
場域塑造 

災害威脅
與調適 

建構生態
與韌性廊
道 

城
市
定
位 

區
域
定
位 

北海岸及東北角
區域核心 

首都圈海洋生活及
產業研發重鎮 

天然
災害 

自然
生態 

自然
資源 

文化
景觀 

海域 

國土
復育
及保
育 

鄉村 

產業 

機能 
定位 

面向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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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港灣城市角色，提供智慧化之貨旅運機能及產業、營造觀光休憩場域、實踐海洋文化教育、
積極引入新創及會展產業等機能，並以「一個核心、兩個翅膀」概念連結北海岸、東北角遊憩資
源及「河谷廊帶」吸收首都發展動能，吸引新創、高值產業進駐。 

區域發展定位－首都東側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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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郵輪旅客為發展契機，
結合北海岸、東北角觀光
廊帶及歷史場景計畫，打
造山海遊憩文化港都 

 藉由積極改善市港環境、適當活化河谷廊帶及港灣周邊地區，導入新興產業發展極，同時透過
山海景觀營造與保護，再現基隆特色與丰采。 

 以三大次分區、四條發展軸，作為本市未來空間發展布局。 
透過「市港再生標竿計
畫」實踐重大建設，改善
遊憩場域營造國門意象 

市港共生U軸 

觀光遊憩M軸 

連結西岸貨櫃物流區、大
武崙工業區、河谷廊帶與
汐止、南港、內湖園區 

產業發展S軸 

透過區位優勢連結首
都圈，積極引入輕軌
建設及重大產業建設，
強化本市發展動能，
扮演北臺首都圈之產
業發展腹地 

透過市港合作創造多
元使用，並利用港埠
轉型發展及導入新興
高值產業進駐 

海灣發展地區 

河谷廊帶發展地區 

以既有休閒產業及山
林遊憩資源打造本市
生態綠廊及山林空間 

生態資源保護地區 

積極維護本市自然環境棲
地及限制坡地開發，營造
都市微氣候與生態廊道 

生態綠肺H軸 

空間發展架構－宜居新創山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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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區位及建議 

包含基隆市都市計畫、
鄉村區及開發許可等。 

既有發展地區 

基隆輕軌、市港再生、
北五堵國際研發新鎮、
協和電廠更新改建…等
重大建設計畫 

重大建設區位 

 

 

綠葉山莊 
麗景天下社區 

長安社區 

火炭坑 
處置場 

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提高生活品質 
資源集約利用 

都計區細部計畫整併 
都計區計畫人口修正 
高坡度之發展用地檢討 
完善容積調配機制 

依循政策 
指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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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概述 

• 導引都市緊湊發展，
善用有限空間創造高
度價值，本市主要發
展區位（都計區），
依既有專法管制 

依中央法規及
原則劃設辦理 

明確界定未來本市 
適宜發展區位 

• 維護與友善利用維持
農林生產環境，提高
一級產業發展價值 

• 保護優良自然景觀與
資源，創造永續發展
可能性，包含本市新
山、西勢水庫及相關
水質保護區等 

• 明確保護保育海洋資
源標的及區位 

• 配合中央法令規定申
請利用 

國土保
育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本市宜維護及
保護地區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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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國土保育及保安及環境永續發展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

離內之地區 

亟需保護並維護
之自然環境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類條件之都市計畫
內河川廊道之保護或
保育相關分區 

中央管河川-基隆河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三類 

國土保育地區
第四類 

資源保護、保育緩衝區域 

中央管河川-基隆河 

國家公園地區
（基隆市暫無） 

土石流潛勢溪流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 

野生動物保護區 

保安林、公有森林區 

水庫蓄水範圍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土保育地區模擬劃設 



22 

國保4 
主要分布於都市計
畫區內基隆河河川
範圍 

國保1 

依都市計畫管制 

國保2 
主要分布於七堵區
境內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 

主要分布於新山、
西勢水庫，及其相
關飲用水水源水質
保護區 

供自然資源體驗、
必要性公共設施、
既有合法建築使用 

供生態旅遊、環境
教育、自然資源體
驗、一般公共設
施、既有合法建築
使用 

（模擬劃設示意圖） 
應以111年公告發布實施之 
基隆市國土功能分區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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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農業生產環境、確保糧食安全 

優良農業生產環境 
（基隆市無）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農業發展地區
第二類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 

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 

農業發展地區
第五類 

山坡地 
農林業土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
無發展需求且 
符合農業發展地
區第一類條件 
（基隆市無） 

面積規模大於25公
頃以上與農業生產
使用面積比例達80%

以上 

曾投資建設重大農
業改良設施之地區 

不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
一類但具備良好農業生
產環境(基隆市無) 

 

屬農村聚落之鄉
村區(基隆市無) 

農業發展地區模擬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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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發三 
主要分布於七堵

區山坡地農、林
土地 

供坡地農業生

產、必要產製儲
銷設施、營林必

要之設施之使用 

（模擬劃設示意圖） 
應以111年公告發布實施之 
基隆市國土功能分區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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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約發展、成長管理為原則，創造寧適和諧生活環境 

都市計畫地區扣
除國保4、農5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一 

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二 

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三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三類 

未來城鄉發展需求地區 

重大建設計畫 

開發許可地區 

非都土地鄉村區 

非土地特定專用區 
(具城鄉性質) 

非都土地工業區 

原住民土地範圍 
非都土地鄉村區 
(基隆市無) 

城鄉發展地區模擬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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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劃設示意圖） 

城2-3 

協和電廠更新改

建填海造陸範圍 

城1 
基隆市都市計畫

區範圍（不含基

隆河川） 

城2-2 
基隆嶼、七堵區

火炭坑處置場、

麗景天下、綠葉

山莊社區 

城2-1 
七堵區長安社區 

（模擬劃設示意圖） 
應以111年公告發布實施之 
基隆市國土功能分區圖為準 

 

供住商、產業、
遊憩、一般性公
共設施等使用 

依原開發計畫實
施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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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地區模擬劃設 

以資源永續利用為原則，建立使用秩序 

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海域各類保護、
育、留、區 

具相容性之海域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一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二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三 

海洋資源地區 
第二類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三類 

具排他性之海域 

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專用漁業權範圍 

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 

海域重大建設
（基隆市暫無） 

尚未規劃或
使用之海域 

海底纜線或管道 
設置範圍 

海堤區域範圍 

港區範圍 

航道及疏濬工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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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1-2 
主要為離岸海底

纜線或管道 

海2 
主要為沿岸漁業

權及離岸軍事相
關設施 

海3 

其他海域區 

海1-1 
主要為沿岸之海

域保育區 

（模擬劃設示意圖） 
應以111年公告發布實施之 
基隆市國土功能分區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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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 

城1 
54.19% 

農3 
17.03% 

國保2 
15.57% 

國保1 
11.60% 

國保4 
1.06% 

城2-1（0.08%） 
城2-2（0.46%） 
城2-3（0.01%） 

陸域 

海2 
17.48% 

海3 
74.84% 

海1-2 
6.91% 

海1-1 
0.77% 

基隆市國土功能分區模擬劃設 

城2-1 

城2-2 

城2-3 

城1 

國保2 

國保3 

農3 

國保1 

海1-2 

海2 

海3 

海1-1 

（模擬劃設示意圖） 
應以111年公告發布實施之 
基隆市國土功能分區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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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構想 

以流域為單元進行協
調，優先推動流域整
體規劃及治理，並配
合水利法修正，要求
開發執行「逕流分擔
與出流管制」 

推動流域綜合治理 

優先處理複合性災害
風險增加之氣候變遷
高風險地區，建構韌
性社區 

優先處理氣候變遷 

之高風險地區 

港埠地區為人口集居
處，都市土地規劃及
管理制度集基盤設施
應酌予調整或加強 

提升港埠地區 
調適、防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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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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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石 流 高
潛勢地區 

建議復育區域 

嚴 重 山 崩 、
地滑地區 

 因應環境變遷，國土計畫得劃設出必須復育的區域， 
 國土復育地區非永久分區，於復育階段完成後，即回復為原功能分區。 
 相較於功能分區中之國土保育地區，其屬於積極且綜整性之復育措施。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積極性綜合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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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 

新山水庫地區>> 國道三號部分路段>> 

 劃定範疇與範圍 
建議以新山水庫及該特定專用區之適當地區由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範圍 

新山水庫為本市主要水源供給來源之一。 曾於99年發生嚴重山崩事件，造成多人罹難。 
 劃定範疇與範圍 
建議以國道3號3.31k路段周邊，位於山崩地滑潛
勢範圍內適當地區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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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有基隆市國土計畫相關寶貴意見或建

議，可以透過會場發放意見單或下方聯

絡方式將您寶貴的意見提供給我們。 

主辦單位 
基隆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 
國土計畫科 
謝亞丞先生 

規劃單位 
睿誼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何侑軒先生 

線上意見反應網址
https://goo.gl/forms/No1XxqSlkfkViKri1 

基隆國土計畫網站 
http://www.rayi.url.tw/klcg/ 

(02)2420-1122#1810 

hyc3201@mail.klcg.gov.tw 

(04)2255-6657 

yousyuan@rayi.com.tw 

聯 絡 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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