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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 8月 27日下午 2時 30分 

二、地點：新北市政府 28樓西側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室 

三、主席：陳委員純敬(邱副秘書長敬斌代)                        

四、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紀錄：盧禹廷 

五、列席單位：詳如簽到冊 

六、主席致詞：（略） 

七、主辦單位業務報告：（略） 

八、審議案：（如簡報資料，略） 

九、會議結論： 

（一）請業務單位及規劃單位於後續會議就本次委員所提意見進行修

正及說明。 

（二）請各局處就本次委員所提意見進行檢視及修正，並於108年9月

25日下班前提供部門政策及說明理由予城鄉發展局彙整（如海

岸部分由水利局說明，農業政策及宜維護農地總量等由農業局

說明，產業政策、產業用地需求總量及未登記工廠等由經濟發

展局說明）。 

（三）參考營建署意見，本次版本的新北市國土計畫主要係將可發展

及應保育地區劃設出來，其中新北市區域計畫已指認6處優先辦

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建議於國土計畫沿用並保留未來

發展空間。至有關用地是否保育或作為儲備用地，應由各局處

說明其部門政策，以利委員審議知悉本府政策方向及緣由。 

（四）請業務單位於後續小組及大會時，邀請鄰近縣市參加(包括臺北

市、桃園市、基隆市及宜蘭縣)，俾利計畫擬定及討論。 

十、散會：下午 6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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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一、 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按發言順序排列) 

(一) 施委員鴻志 

1. 請內政部營建署說明清楚國土計畫審議機制，建議未來中央、地

方成立國土發展管理署或國土發展局。 

2. 有關人口估算是否精確?如新北市日間和夜間人口的差距。 

3. 有關未登記工廠部分，建議可與聚落合併變更為產業用地，使用

項目如物流、商業及辦公使用。 

4. 有關圖資及比例尺部分建議依照中央規定辦理，本次審議重點應

為國土功能分區之確立。 

(二) 顏委員愛靜 

1. 宜維護農地面積為0.72萬公頃與本次簡報第10頁3.2萬公頃之落

差，請針對中間差距進行說明。另0.72萬公頃土地可能分布零星

又非完整區域，是否可達到擴大農產經營規模之策略條件? 

2. 從農業生產多功能角度來看，農地不只提供生產，還有保育、淨

化空氣防止洪患等非產品產出功能，惟目前劃設農業發展地區仍

僅從農地生產使用來看。 

3. 建議針對受汙染農地提出改善措施，如改種可吸收汙染物植物或

變更成生態保護用地。 

4. 建議進一步說明工廠輔導管理法的衡宜性問題? 

5. 有關本次會議簡報與國土計畫草案內容，數據部分有許多差異，

建議說明清楚數據推估方式(如製造業用地需求為694公頃)。 

6. 有關成長管理計畫部分，建議將貢寮里山具有農地多功能地區納

入國土計畫，另針對未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建議考量農業多功能

性。並參考歐洲「Re-Think」計畫如何增加農村韌性，可由農業

多功能性、經濟收入多樣化及不同組織間建立社會網絡，以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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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三) 李委員俊霖 

1. 建議業務單位針對第2次至第6次小組及第3次大會之討論議題與

跨領域議題整合，進行事先安排。 

2. 建議新北市計畫審議時程能調整暫緩，俾利更充分討論及審議。 

3. 有關成長管理計畫部分，建議檢視既有開發地區之開發量、開發

率甚至計畫人口達成率，並提出相關說明。 

4. 有關未登記工廠部分，國土計畫法及工廠管理輔導法之法律位階

高低？建議市府針對低汙染工廠之認定、申請核可程序及評估過

程進行檢視，並協助判斷其是否影響周圍農業發展地區及國土保

育地區土地？避免產生國土功能分區破碎情況，並將這部分資料

提供營建署進行跨部會協商參考。 

5. 有關生態系統多功能性付費機制部分，如何與農業發展地區劃設

整合？ 

6. 為利市府完整劃設農業發展地區，建議市府行文行政院農委會提

供農業發展相關政策，俾利整合。另建議應先納入在地農業政策

及特徵整合後再劃設農業發展地區。 

(四) 陳委員姿伶 

1.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區位為討論重點，並建議農業發展地區

劃設與其他周邊土地之功能分區有無競合，建議應先行討論。 

2. 有關宜維護農地總量0.72公頃部分，係包含國保1及國保2面積，

惟後續使用可能朝向限縮農業發展方向，市府卻列為宜維護農

地，如此競合部分，建議市府再說明清楚或不一定要提及宜維護

農地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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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未來發展儲備用地部分(如簡報第25頁及城2-3地區)，請說

明其合理性及其緩衝區，以增加其說服力。 

4. 有關未登記工廠部分，考量工輔法已經通過，建議先行討論對農

地可能產生之衝擊，並將面積達5公頃且密度大於20%之區塊進行

套疊，判斷這些區塊在合法後，是否對周遭農地造成影響(如0.72

萬公頃宜維護農地)。 

5. 針對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劃設，是否跟周邊縣市一

致，建議先進行套疊檢討或提供後續檢討操作步驟。 

6. 有關成長管理計畫部分，簡報第36頁提及城鄉發展順序係以城

1、城2-1及城2-2、都市計畫農業區等，這部分是否優先作為未

登記工廠媒合區域或未來住商用地，如無法媒合未登記工廠，或

許可提供一定住商容量，如此新增住商用地233公頃是否有必要

進行限縮。  

(五) 王委員安民 

1. 有關國土計畫尺度問題是重要議題，如何針對現況進行調適並控

制在合理範圍內，其他地方做適當使用調整，為本人認為重要概

念。 

2. 建議說明清楚宜維護農地總量之定義、數量及對應目標，並應針

對簡報第9頁及第10頁，其中農業發展地區面積由6.02萬修正至

3.2萬公頃，應說明清楚修正及轉換至其他功能分區之理由 

3. 針對產業用地劃設，目前係針對未登記工廠零星區塊進行處理，

惟考量新北市功能定位，建議新北市政府從大尺度來看，在大的

願景及合理範圍下進行劃設，而非僅拘泥於違規工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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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列席委員(按發言順序排列) 

(一) 林委員國慶 

1. 統計資料之更新及正確性相當重要，簡報第7頁之農牧戶數資料

為104年資料，請更新相關統計資料，並進行更深入之探討及分

析。 

2. 新北市107年非都市地區農牧用地面積為29,272.93公頃，而簡報

第11頁之農一、農二、農三的農牧用地總面積卻只有4,210公頃，

請問其他的25,000公頃農牧用地現在屬於那些分區，請列清單說

明，並檢討農業發展地區劃設的合宜性，是否符合國土計畫法之

立法意旨與第一條所揭示之政策目標。 

3. 本報告根據工輔法所做的輔導未登記工廠，部分予以遷廠與部分

就地輔導合法部分，應強化配套措施之說明，以符合國土計畫法

第一條之立法精神，以及第三條成長管理中維護社會公義之目

標。包括說明未來五年需要遷廠之廠家與所需要遷廠面積之推

估，以及遷廠後之原來違規土地要如何處理的問題。對於就地輔

導部分，應說明符合社會正義原則之配套措施與回饋辦法，以及

如何不影響周圍的農業經營環境，尤其是如何降低對於周圍農業

經營造成的不利影響。遷廠部分應審慎為之，應以不增加農地變

更使用為原則，更不應該變更優良農地作為遷廠之預定地。有關

工輔法之執行應能促進資源與產業之合理配置，包括促進農業發

展地區之永續發展，促進糧食安全與食品安全之確保，應符合社

會正義原則，追求國家永續發展。 

4. 在國土計畫法之前，新北市的農地總量包括農牧用地

29,272.9256公頃，以及都市計畫區農業區的5,837.其42公頃，

總共為35,110公頃。然而，在宜維護農地總量及區位卻只剩下

4,892公頃，此部分十分重要，應加以清楚分析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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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土計畫法的重要性並不在都市計畫區部分，因為在沒有國土計

畫下，就有都市計畫區與都市計畫法，因此重點應該是在都市計

畫區以外的非都市地區的整體規劃，以及都市地區擴大的成長管

理規劃。由農業土地與農業發展地區的大幅縮小，顯然違反以上

國土計畫之主要精神，此部分必須要清楚舉證與分析說明，為何

農業發展地區與農地面積會大幅減少，到底減少部分是併入那一

些分區，其所根據之資料與分析根據為何？ 

6. 有關城2-3之待發展地區應強化分析，包括此區內之農牧用地，

優良農地之分佈，以及生產狀況，是否是屬於未來五年已經有計

畫的部分，是否有避免使用優良農地，是否有造成對於周遭農業

經營之衝擊，以及不符合社會正義原則，都有必要以更多的資

料，作更細緻的分析、說明與規劃。 

7. 有關非都市地區之鄉村區，如何劃至農四與城一，如何劃分都市

計畫區農業區至農五與城一，都有必要進一步分析與說明。要說

明劃入城一與農五之差別為何？劃入農四與城一之差別為何？

山坡地保育區劃入農三與國保二之差別為何？應更清楚的說明

與分析，並佐以相關資料，將可以降低土地所有權者之疑慮，以

及降低劃設之困難度。 

(二) 賴委員宗裕 

1. 簡報第9頁及第10頁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總面積部分，由6萬公頃變

成3.2萬公頃，減少之2.8萬公頃是否跟非都市土地之農牧用地有

關？農2減少645公頃、農5增加401公頃，應說明清楚面積增減理

由。另除宜維護農地外之農業發展地區土地就不需維護?建議說

明清楚。 

2. 有關促進大規模農業經營部分，本次會議僅有簡報呈現，沒有技

術報告，或許提供建議會有所落差。若既有策略係為促進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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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營，如何促進、哪些區位優先促進，以及就建立安全生產

農地部分，哪裡應保護或受到違規影響之農地區位、範圍及相關

之配套措施是什麼。建議市府提出農業發展政策及相關配套措

施，俾利討論農地總量或宜保護農地等。 

3. 有關未登記工廠部分，建議明確提出新北市未登記工廠總量、類

型、各種類型面積及處理時程。若需要異地媒合，其需求安置面

積、區位及時程等亦建議說明清楚。因未登記工廠將涉及農業生

產之環境問題，故周邊農地保護措施也應納入討論重點。 

4. 成長管理即是品質管理，引導適量開發，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健

康，相關論述建議補充納入。另建議既有發展地區將部門空間發

展計畫一併討論，未來發展地區建議搭配重大建設計畫討論。 

5. 針對新增產業用地面積提出694公頃需求，惟未來人口趨勢減

少、空屋量等情況，請市府提出產業政策及定位內容。另針對住

商用地需求部分，請市府補充成長管理論述(如土地再利用計畫

之都市更新部分)。 

(三) 張委員蓓琪 

1. 請補充公展階段、府內相關會議針對國土計畫討論或修正內容以

及新北市之城市位階、定位及未來城市面貌。 

2. 建議補充新北市未來產業政策與發展樣態(如說帖內容)。 

3. 有關報告書提到親生命－發揚親生命性、打造六級農業部分，但

內容僅看到一級農業，其他部分並未提到。另針對報告書第68頁

提到將三鶯地區作為文化創意核心，建議先從整體背景來看，接

著才看匡列地區，如此才能將問題聚焦。 

4. 針對未登記工廠部分，並未看到新北市整體產業發展軸帶及未登

記工廠扮演之角色。另未登記工廠可能對於農業部門產生危害，

建議釐清。簡報第16頁五股、林口及樹林為未登記工廠前3名，

惟其中沒有針對林口及樹林提出解決策略，亦或此非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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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建議調整呈現方式，媒合比率若調整面積亦會調整，應再細部

討論。 

(四) 邱委員文彥 

1. 有關農地維護及優良農地總量保護策略文字內容應再更為精

準、正確(如用水建議改為水資源、建立潔淨圳水系統建議改為

潔淨於完整水圳系統等)。 

2. 有關未登記工廠處理原則中，未登記工廠如何輔導及其配套為何?

產業政策為何?汙染如何判讀? 

3. 儲備用地概念應不只考量發展需求，更應兼顧未來生活環境品

質。 

三、 其他列席單位(按發言順序排列) 

(一) 內政部營建署 

1. 全國國土計畫並未規定分配各縣市之宜維護農地面積，且宜維護

農地總量無須套疊國土利用調查資料。 

2. 有關國保2及農3用地因位於山坡地重疊情況很多，目前經與相關

部會討論後，劃設原則為若沒有國土保安及水源疑慮者，可劃為

農3，相關圖資將再提供市府參考。 

3. 有關未登記工廠部分，工輔法屬特別法應優先國土計畫法適用。

並針對就地輔導合法之負擔義務部分，如大面積違章工廠若就地

合法，在規劃時就必須劃設綠帶。 

4. 針對未登記工廠部分，因工廠輔導管理法修正通過，只要符合規

定者，即可申請特定工廠登記證，並有機會進行就地輔導合法。

因此全國國土計畫之配套措施必須調整，故建議規劃單位評估，

若有未登記工廠群聚面積達5公頃、且土地面積密度達20%者，評

估劃為城2-3分區，並透過有計畫方式使其合法。 

5. 有關成長管理計畫部分，產業用地部分似乎劃設面積不足？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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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部分，報告書第26頁寫到既有可建築用地能容納509萬人

口，然計畫人口為440萬，為何仍劃設233公頃供住商使用？以及

237公頃位於二重疏洪道要做何種使用，建議說明清楚。 

6. 本次縣市國土計畫核心目的為界定可發展及不可發展地區區位

域，惟後續仍將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對地區進行更細致調整。 

7. 有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部分，建議針對未來鄉村發展需求進行整

體評估並提出說明。 

8. 依照國土計畫法規定，各縣市國土計畫應在109年4月30日前完成

公告，故目前審議時程無法暫緩。 

(二)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有關人口推估部分，在報告

書第24頁有相當多種推估方式，但並未說明以何種方式為主。年

輪組成法應為最準確推估方式，為何仍需要劃設這麼多住商用

地？請業務單位加強說明。 

(三) 環境法律人協會 

1. 針對城2-3地區，對於整體人口推估及實際上住宅用地需求仍具

有疑慮，需要進一步確認。就報告書第28頁可以發現，部分地區

缺乏住宅用地，部分地區過多將如何處理？ 

2. 針對產業用地推估部分具有疑慮，應再說明清楚。並建議提供新

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之相關資訊，讓民間單位進一步檢核。並

在未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區時，能夠加強民眾參與。 

3. 有關淡海新市鎮部分，因現已成為停滯發展區，是否應納入農業

發展資源評估，或進一步建議將其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四) 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依照本次公展計畫書，農業發展地區總量為3.2萬公頃，至宜維

護農地總量部分目前係就農業發展地區內農牧養殖部分進行估

算，後續將依營建署意見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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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後續將參考營建署所提未登記工廠面積達5公頃、且土地面積密

度達20%者，先行模擬劃設，再行評估是否預留劃設城2-3分區。 

(五)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1. 針對產業用地面積694公頃推估，係以計畫年125年作為目標年推

估，而劃設城2-3分區係針對目前3到5年內有需求部分，因此兩

者間會有落差。 

2. 有關目前城2-3分區之土地，原則上係以當初新北市區域計畫指

認優先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及對於未來產業用地有需

求範圍進行劃設。至後續擴大都市計畫部分，將依相關法令及程

序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3. 有關配合鄰近縣市發展，將於後續會議邀請鄰近縣市代表出席。 

4. 針對簡報第9頁及第10頁之農業發展地區面積差距，部分係包含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六) 地球公民基金會 

1. 有關資訊公開部份，建議若有操作技術手冊，可將其公布出來，

否則在公展計畫書中推估方法與常態線性推估方式不同。 

2. 針對新北市擁有完整鄉村、漁村、農村、礦村之村落結構，建議

市府思考如何在鄉村地區進行綜整性規劃(如預留腹地及地方需

求)。 

3. 建議全臺灣應回歸維持79萬公頃農地總量，並誠實面對過往工業

發展所造成的汙染，並建議市府參考日本於1965年至1985年處理

東京都住工混和問題方式以及越南、馬來西亞相關問題，反思如

何解決如此課題。 

4. 建議市府針對都市計畫工業區如何有不同策略及思考，如解編，

將導致工廠往其他縣市移動。未登記工廠需要地方政府提出完整

性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