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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變更緣起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自民國 94 年公告實施至今，陽

明山國家公園內之資源與土地利用，除依照國家公園法及其施行細則規定

管制外，並以「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為主要執行依據。惟

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或因內容誤繕、條文內容未盡周延、相關法令修訂

等因素，以致造成執行上之疑義外，另隨著時代變遷，土地利用行為的改

變，目前管制內容未能與時推進，部份管制規定未能符合實際土地利用需

求，於實務上亦常遭受民眾質疑與抱怨，基於國家公園整體土地資源之保

護利用，確有必要進行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規定之全盤檢討。 
依據國家公園法施行細則第 6 條規定，國家公園計畫應每 5 年通盤檢

討一次，而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3 次通盤檢討亦於今(99)年度 8 月即將

進行，管理處雖自 98 年度已提早進行通盤檢討先期規劃工作，但全盤性

之國家公園計畫規劃與審議常需耗費較長時間方能完成，未能即時解決目

前所遭遇之執行問題，為促進土地管理之有效性，同時兼顧資源保護與民

眾權益保障，爰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97 年 10 月 2 日營署園字第 0972916538
號函之原則，將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執行疑義及個案變更原則提送 99
年 3 月 19 日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第 87 次委員會議審議，並決議準

依國家公園法施行細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辦理，故本次特依前述決

議內容，辦理本次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必要點之檢討變更。 

貳、法令依據 

依據國家公園法施行細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及 99 年 4 月 8 日

台內營字第 0990802359 號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第 87 次委員會議決

議(詳附件)辦理。 

参、變更範圍 

依 99 年 3 月 19 日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第 87 次委員會議決議

之提報個案變更 3 大原則，界定本次個案變更計畫範圍為「陽明山國家公

園計畫之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部分條文，包含第 2 點之原

則用語說明、第 12、13、18、20 點之一般管制區管制以及第 25~34 點之

其他等規定，影響範圍為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第三、四類使用地之

土地及建築之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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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行計畫概述 

現行計畫為 94 年 8 月 15 日實施之「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2 次通盤

檢討)」，與本次變更範圍相關之內容摘要如下： 

一、分區計畫 

依國家公園法第 12 條規定，參酌各地區資源內涵同異性、資源利

用相關性、資源分區適宜性等因素，將本區域全區土地劃分為 3 處生態

保護區、7 處特別景觀區、11 處遊憩區及 4 類一般管制區，生態保護區、

特別景觀區為核心區(保護區)功能，遊憩區為緩衝區，做為管理使用區

域，一般管制區則有緩衝區、過渡區功能，邊緣村落範圍為過渡區，作

為合作經營管理區域，總面積約 11,455 公頃(計畫分區示意圖詳圖 1)。 
其中，本次變更主要影響範圍為一般管制區第三、四類使用地(簡稱

管三、管四)，管三係指「已有聚落發展或建築物零星分佈，其環境應予

維護改善之用地」，管四則指仍保有完整之自然環境，需維持其自然型

態之用地，管三屬前述之過渡區，可與縣市政府及當地居民進行合作經

營管理，管四則屬作為與核心保護區之緩衝區功能，各分區計畫面積及

功能詳表 1。 

表 1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分區面積及功能表 

分區別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分區功能 

生態保護區 1,349 11.78 核心區：保護區 

特別景觀區 4,364 38.10 核心區：保護區 

遊憩區 283 2.48 緩衝區：管理使用區 

一
般
管
制
區 

第一類使用地(管一) 42 0.37 過渡區：合作經營管理 

第二類使用地(管二) 6 0.05 緩衝區：管理使用區 

第三類使用地(管三) 1,224 10.69 過渡區：合作經營管理 

第四類使用地(管四) 4,187 36.55 緩衝區：管理使用區 

小計 5,459 47.66 - 

合計 11,455 100.00 - 

二、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 

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為範圍內資源與土地利用管制

依據之一，包含總則、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遊憩區、一般管制區、

其他等 6 章，共 34 條條文，本次變更範圍之現行條文內容詳見表 8 變

更內容明細表之原計畫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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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分區示意圖 

伍、現況分析 

一、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暨周邊區域農業人口發展現況 

由表 2、3 之統計資料，陽明山國家公園所轄 7 鄉鎮區之 96 年農戶

約 10,088 戶，農戶人口約 41,988 人，平均戶量為 4.16 人/戶，而此 7 鄉

鎮區農戶人口約佔全部臺北縣市之 84%，顯示本園區範圍暨周邊區域屬

臺北縣市主要農業人口分佈區域，農業使用需求亦相對較高。 

表 2 90~96 年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暨周邊區域農戶數統計表(單位：戶) 
年度 臺北市部份 臺北縣部份 臺北縣市總計 佔全部臺北縣市百分比

90 3,084 4,916 8,000 80%
91 3,184 6,171 9,355 84%
92 3,525 5,889 9,414 82%
93 3,661 6,028 9,689 83%
95 3,899 6,285 10,184 78%
96 3,841 6,247 10,088 78%

資料來源：臺北政府統計處網站、臺北縣政府主計處網站； 94 年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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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0~96 年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暨周邊區域農戶人口統計表(單位：人) 
年度 臺北市部份 臺北縣部份 臺北縣市總計 佔全部臺北縣市百分比

90 17,215 25,725 42,940 83%
91 14,966 33,555 48,521 87%
92 14,746 31,511 46,257 86%
93 15,017 28,646 43,663 85%
95 18,975 26,332 45,307 79%
96 15,531 26,457 41,988 81%

資料來源：臺北政府統計處網站、臺北縣政府主計室網站； 94 年無資料。 

二、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暨周邊區域相關農業使用管制規定現況 

陽明山國家公園周邊區域分屬於臺北市都市計畫之保護區、臺北縣

非都市土地之山坡地保育區，其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分別依「臺北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規則」、「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臺北縣建築管

理部份則依「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理辦法」規定，臺北市無固定基

礎之臨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設施部分則依「臺北市農業用地上搭建無固

定基礎之臨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設施審查標準」規定，其餘則依主管機

關之「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等法規規定辦理，各類規定差異比

較詳表 4。 
經比較臺北縣、市及主管法規規定後，臺北市係針對特定項目訂有

總量管制規定，而個別之農業相關設施則相對於本園區之規定規模高，

臺北縣管制內容則較為寬鬆。 

表 4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暨周邊區域相關農業使用管制規定比較表 
項次 項目 陽明山國家公園 臺北市 臺北縣 主管法規 

總量管制規定 
01 農業相關設

施總面積 
未規定，但需依

個別項目規定 
農舍及休閒農業

設施(限遊客休

憩分區使用者)
等農業設施總面

積≦165m2；其

餘項目未限定使

用面積 

未規定 
(依主管法規規

定) 

≦土地面積

40% 

02 農業相關設

施總建蔽率 
未規定，但需依

個別項目規定 
≦15% 未規定 

(依主管法規規

定) 

未規定，但需

依個別項目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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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暨周邊區域相關農業使用管制規定比較表(續 1) 
項次 項目 陽明山國家公園 臺北市 臺北縣 主管法規 

各農業相關設施管制規定 
01 農舍 建蔽率≦5% 建蔽率≦10% 建蔽率≦10% ≦土地面積

10% 
建築面積≦

165m2 
建築面積≦

165m2 
建築面積≦

330m2 
未規定 
(依相關法規

規定) 
車庫面積≦30 
m2 

未允許額外設置 未允許額外設置 未規定 
(依相關法規

規定) 
未規定，但需符

合建築高度規定

未規定，但需符

合建築高度規定

總樓地板面積≦

495m2 
未規定 
(依相關法規

規定) 
建築高度≦2F
或簷高 7m 

建築高度≦3F
且絕對高度

10.5m 

建築高度≦3F
且絕對高度

10.5m 

未規定 
(依相關法規

規定) 
地下層≦1F 或

4m 
未規定 
(依相關建築法

規規定) 

未規定 
(依相關建築法

規規定) 

列入總樓地 
板面積計算 

02 休閒農業設

施(限遊客休

憩分區使用

者) 

不允許使用 建蔽率≦10% 未規定 
(依主管法規規

定) 

≦土地面積

10% 

不允許使用 建築高度≦3F
且絕對高度

10.5m 

未規定 
(依主管法規規

定) 

建築高度≦

10.5m 

03 休閒農業設

施(其他) 
建蔽率≦5% 有頂蓋者之建蔽

率≦10% 
無頂蓋者依主管

法規規定 

未規定 
(依主管法規規

定) 

≦土地面積

10%，但水

保、環保、農

路設施不列

入計算 
建築高度≦1F
或簷高 3.5m 

有頂蓋者之絕對

高度≦10.5m 
無頂蓋者未規定

(依主管法規規

定) 

未規定 
(依主管法規規

定) 

建築高度≦

10.5m 

04 其他農業設

施(有頂蓋者) 
建蔽率≦5% 建蔽率≦10% 未規定 

(依主管法規規

定) 

個別項目規

定 

建築面積≦45 
m2 

未規定 
(依主管法規規

定) 

未規定 
(依主管法規規

定) 

個別項目規

定 

建築高度≦1F
或簷高 3.5m 

建築高度≦7m 未規定 
(依主管法規規

定) 

個別項目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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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暨周邊區域相關農業使用管制規定比較表(續 2) 
項次 項目 陽明山國家公園 臺北市 臺北縣 主管法規 
05 其他農業相

關設施(無頂

蓋者) 

農業蓄水池 
建蔽率≦5% 
建築面積≦30 
m2 

未規定 
(依主管法規規

定) 

未規定 
(依主管法規規

定) 

個別項目規

定 

06 無固定基礎

之臨時性與

農業生產有

關之設施 

建蔽率≦20% 
建築面積≦330 
m2 
柱高≦3m 

建築高度≦1 層

樓、簷高 3m 且

脊高 3.5m 
個別項目規定每

座設施面積規

模，最大者不超

過 330m2，但無

限制可申請數量

無需申請 無需申請 

三、陽明山國家公園歷年農舍興建申請現況 

自 78 年至 98 年止，園區內申請核發執造之農舍案件(含農舍儲藏

室、車庫等)共計 54 件，其中近 5 年(94~98 年)之執照核發數量亦僅 3 件，

由此判斷，農舍實際申請需求不大。 

陸、課題與對策 

一、個案變更原則 1：內容顯有錯誤但無涉全面性檢討者 

(一)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條文內容顯有錯誤，有違條文之嚴謹性 
【說明】 

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部份條文內容顯然具有贅字、錯別字或相似

字等，包含第 12 點之贅字「經」；第 12、18 點之與「臨接」相似之「鄰

接」，；第 25 點之錯別字「勘」。雖未造成實際執行之困擾，但基於條

文內容之嚴謹性，仍需加以修正。 
【對策】 

基於條文內容之嚴謹性，刪除第 12 點之贅字「經」；修正第 12、18
點之「鄰接」為相似字「臨接」；修正第 25 點之錯別字「勘」為「堪」。 

二、個案變更原則 2：具執行疑義而需儘速修正者 

 (一)教育設施定義未明確，導致建蔽率計算之疑義 
【說明】 
1. 依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第 12、15 點規定，陽明山國家公園管三、

管四容許「教育設施」之附條件允許使用，除需符合 94 年 8 月 15 日

(陽明山國家公園第 2 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前已設置且合法登記有案

之教育設施外，並針對 74 年 9 月 1 日(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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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育設施，訂有 40%、10%之不同建蔽率規定。 
2. 依「建築物使用類組及變更使用辦法」第 2 條之「建築物之使用類別、

組別及其定義」規定，D 類係指供運動、休閒、參觀、閱覽、教學之

場所，如教室、教學大樓、相關教學場所等；依教育相關法令規定，

教育設施則指各級學校等教育機構。前者係指單純供教學場所之空

間，後者則係指教育機構之設置。 
3. 如屬前者，則以教學場所空間為建蔽率探討對象，74 年前設置之教

學場所空間建蔽率為 40%、74 年後設置之教學場所空間建蔽率為

10%；後者則指 74 年前成立之教育機構建蔽率為 40%(包含各類使用

空間)、74 年後成立之教育機構建蔽率為 10% (包含各類使用空間)。 
【對策】 
1. 基於國家公園法保障原有使用以及建蔽率管制之精神，考量教育設施

除教學場所空間外，尚有其他必要之相關附屬設施等使用合理性，教

育設施應係指教育相關法令所稱之各級學校，並針對國家公園計畫公

告實施前後設立之各級學校訂定不同建蔽率，而非單指教學場所，故

建議於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第 2 點原則用語，增列「教育設施」之定義

為「係指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公私立各級學校」，並調整第 12
點「教育設施」附條件允許使用條件之文字，以為周延。 

2. 另考量已設立之各級學校因擴校需求而新取得之教育設施土地，應比

照於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後設立之教育設施建蔽率方為合理，故於

第 12 點「教育設施」附條件允許使用條件增列「教育設施之土地於

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以後取得者，建蔽率百分之十，不超過 3 層樓或

簷高 10.5 公尺」之規定。 
(二)建築基地及道路之規定未符合建築相關法令規定，衍生法令競合情形 

【說明】 
1. 依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第 12 點「農舍」附條件允許使用條件規定：

「1.應有現有道路或產業道路通達，道路寬度至少 2.5 公尺。…」、第

18 點「建築基地」申請條件規定：「申請之建築基地，應有道路或產

業道路通達，其寬度至少為 2.5 公尺，但原有合法建築物其建築基地

免受鄰接寬度 2.5 公尺以上道路之限制，但應退縮達 2.5 公尺。」。 
2. 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道路：指依都市計畫法或其他法律公

布之道路（得包括人行道及沿道路邊綠帶）或經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

道。除另有規定外，不包括私設通路及類似通路。」。 
3. 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現有道路或產業道路通達之規定與建築法、建

築技術規則等相關法令之道路、建築線指定之規定未相符，衍生兩者

法令競合問題。 
【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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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法令競合問題，且基於國家公園之精神，為避免未臨接道路之

土地以私設通路或其他通路連接建築線之方式申請建築，造成環境破壞

及安全維護問題，故建議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第 12、18 點修正為「應臨

接寬 2.5 公尺以上之道路」，並於第 2 點增列「道路」之定義為「係指依

公路法或其他法律公布之道路（得包括人行道及沿道路邊綠帶）或經指

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但不包括私設通路及類似通路」。 
(三)農業設施項目名稱與現行農業相關法令不同，易使民眾誤解 

【說明】 
1. 依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第 12 點規定，附條件允許使用項目「農業

設施」之「限自用農產品加工室、農作產銷設施」之規定，農作產銷

設施係指農業資材室。 
2. 依 98 年 3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原名為「農業用地容許作農業設施使用審查辦法」)規定，

農作產銷設施包含農業生產設施、農機具設施、農產運銷加工設施、

農業管理設施、農田灌溉排水設施及其他農作產銷設施等，其中農產

運銷加工設施包含有自產農產品加工室。 
3.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之農作產銷設施

項目眾多，而本園區內卻僅指資材室之使用，且該辦法農產品加工室

係供自產用而非自用用，兩者名稱使用及定義有異，易產生民眾誤解。 
【對策】 

為避免與「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之農作產

銷設施混淆，致民眾誤解其規定之項目均容許興建，故配合該辦法內容

將「自用農產品加工室」、「農作產銷設施」修正為「農產品加工室」、「農

業資材室」，並增列「依生產需要核定」，以利審核。 
(四)農路設置規模及設計規範規定未明確區隔，易衍生農路設置之誤解 

【說明】 
1. 依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第 20 點規定：「…設置之農路限依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路設計規範之農路四級規定，且路寬最大不得超過 2 公

尺」。 
2. 依「農路設計規範」第 11 條所稱之「農路四級」係指「設計行車速

度每小時 15km，路基寬度 2.5m 以上未滿 4m，最大縱坡度 20%之支

線農用道路」。 
3. 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之規定未將農路設置規模及設計規範明確區

隔，衍生民眾誤解農路設置規模等相關陳情問題。 
4. 另現行農路寬度 2 公尺之規定包含路面及排水溝等附屬設施，路面過

於狹小，不利農業使用，並且恐衍生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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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為避免農路設計規範及保護利用管制原則之農路寬度規定不一，易

衍生民眾誤解；此外，配合本次已增訂農業相關設施之總量管制(個案變

更原則 3)、申請建築基地之道路定義之規定，為增加農業使用之彈性，

建議調整農路設置寬度為 2.5 公尺，故建議修正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第 20
點規定為「…，農路寬度最大不超過 2.5 公尺，且農路之設計應依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路設計規範之農路四級規定(路基寬度除外)…」。 

三、個案變更原則 3：屬重大議題且未影響計畫整體架構者 

(一)農業使用管制規定合理性問題 
【說明】 
1. 農業使用管制合理性重大議題之衍生：依據 97、98 年度陽管處舉辦

之「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3 次通盤檢討先期規劃民眾座談會」、「陽

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3 次通盤檢討先期規劃案暨國家公園法修正案

公聽會」以及 97 年度至今之民眾陳情案件，其中有關農業使用管制

規定之陳情重點詳表 5，其中第 4~6 項因屬使用項目及內容調整，涉

及層面較為廣泛，故建議納入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3 次通盤檢討探

討，本次個案變更僅探討第 1~3 項。 

表 5 農業使用管制規定人陳案件陳情重點一覽表 
項次 陳情重點 

01 農舍興建建蔽率與樓層數比照全國性規定 
02 放寬農舍興建資格設籍 5 年規定，解決因國家公園劃設而無法興建者

03 農路設置 2m 不敷使用 
04 管四農地利用比照管三，如開放資材室、農舍興建 
05 農業附屬設施之規模管制，限制生產面積不合理 
06 簡寮材質 

2. 經前述分析結果得知，管三、管四為係作為國家公園區內外之緩衝區

或過渡區，主要為農村住宅分佈、農耕使用區域，管理上可為合作經

營管理或管理使用之區域，其性質除與區外之保護區、山坡地保育區

均為限制發展地區外，管制強度及允許利用型態應相近，然管制手法

及管制強度不一，除衍生民眾抱怨外，更甚導致違規事件，探就其影

響因素如下： 
(1) 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之容許使用項目及內容規定限制嚴格：經

前述分析得知，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僅容許部份使用項目並個

別限制其規模，相較於臺北縣市針對農業設施採總量管制、農業

設施之使用項目則依農業主管機關相關辦法規定，較不具農業使

用之彈性且未能符合實際農用需求，導致個別使用項目限制較區

外嚴格且不具彈性而引發民怨，如農舍及其他農業設施之建蔽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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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臺北縣市之一半、農業相關設施使用項目相對限制較多，但在

農業設施總量管制上卻無相對嚴格而使整體環境保護效能降低，

如臺北市農舍及休閒農業設施(僅限遊客休憩分區使用者)等總面

積不得超過 165m2、農業相關設施總建蔽率不得超過 15%，在此

相同基準下，本園區之農舍(含車庫)加總使用面積已為 195m2、農

業相關設施加總建蔽率亦為 20%，皆相對較臺北市高。 
(2) 現行保護利用管原則之農舍興建資格規定限縮部份農民之權利：

依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第 12 點之新建農舍之申請人資格規定：

申請人戶籍所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本園區內，且土地取得應滿 2
年及戶籍登記應滿 5 年，戶籍登記年限雖較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

法之規定嚴格，但為避免農業用地遭不當利用、過度開發及保障

住民權益，屬必要採取之措施，但對於限縮戶籍登記範圍為本園

區，而損害於國家公園成立前即已居住於此，卻因國家公園成立

以致不符合設籍於園區內規定之原居住民，未符公平正義。 
【對策】 

針對上述議題，基於國家公園與園區居民間之良好夥伴關係建立，

以促進國家公園整體保育目標，在不破壞核心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

之保育功能以及維持一般管制區過渡區功能的前提下，適度調整現行管

制規定，以符合民眾生活空間及農業生產所需，並調整新建農舍申請人

資格條件，以保障原住居民之權利，而建議其調整原則如下： 
1. 新增各類農業使用設施之總建蔽率不得超過 15%，各類總使用面積不

得超過 30%(含無固定基礎之臨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之規定，

採總量管制方式，維護整體環境，因計入無固定基礎臨時性設施，故

整體仍有別於區外。 
2. 農舍建蔽率調整為與區外相同之 10%，但 3 層樓應納入地下層之計

算，建築物則採絕對高度 10.5 公尺之嚴格限制，並規定總樓地板面

積不得大於 495 平方公尺；另考量現行農路設置規模 2m，除路面寬

度外，尚包含排水溝等附屬設施，實際可用路面狹窄並易衍生農路違

規設計等情形，故調整為 2.5m，且農業相關設施建蔽率併計不得超

過 15%、總使用面積不超過 30%，以使民眾可針對個別需求調整利用

型態，並同時達到總量管制之目的。 
配合前項已將農舍興建之建蔽率強度調整為 10%，保護利用管制原則

第 26 點原考量使用空間不足而得申請自用車庫額外設置且設置面積

不併入建築面積 165m2計算之規定應予刪除，方為合理，且考量建築

技術規則針對建蔽率、建築面積、車庫皆有明確定義及規定，為避免

衍生法令競合疑慮，故刪除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第 26 點之申請規定，

並配合調整第 12 點農舍附條件允許使用條件、第 27~34 點之條文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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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建農舍申請人資格應將符合現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資格規

定：「戶籍所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需在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且其土地

取得及戶籍登記應滿 2 年」、現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規定之戶籍登記

5 年之基本要件，並且於國家公園成立前即已取得土地(含繼承)之原

居住民納入可申請之資格。 

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調整預先評估環境影響 

依據課題與對策分析結果，因個案變更原則 1、2 之修訂建議係屬內

容錯誤或法令競合問題修正，未影響實質管制內容變更，無需進一步探討

條文修訂對環境之影響。而有關個案變更原則 3 之農業使用管制規定合理

性調整(農舍興建資格調整除外)乙節，因涉及農業使用總量及農舍興建規

模之調整，則進一步探討其對環境之影響。 

一、農業使用管制規定調整前後方案比較 

本次調整原則為在不破壞整體環境協調原則下，針對民眾需求不足

之部份予以調整，故檢討調整提高農舍興建規模規定以及農業相關使用

項目之總量管制進行調整，其調整前後內容如表 6、調整概念如圖 2。 

表 6 農業使用管制規定調整前後方案比較 
使用項目 調整前 調整後 備註 

農舍 

建蔽率≦5% 建蔽率≦10% 增加 
建築面積≦165m2 

建築面積≦165 m2 刪除車庫 
車庫面積≦30 m2 
建築高度≦2F 或簷高

7m 
建築高度≦3F(含地下

層) 
且絕對高度≦10.5m 

總樓地板

面積無增

加，建築

高度降低 
地下層≦1F 或 4m 
-- 總樓地板面積 495 m2 

農業

生產

設施 

農路 
2m 
設置面積≦1/2 農舍建

築面積 

2.5m 
設置面積≦1/2 農舍建

築面積 
 

農業蓄水池 建蔽率≦5% 
建築面積≦30 m2 

建蔽率≦5% 
建築面積≦30 m2  

農業灌溉排水溝渠 -- --  

無固定基礎之臨時性與

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 

建蔽率≦20% 
建築面積≦330 m2 
柱高≦3m 

建蔽率≦20% 
建築面積≦330 m2 
柱高≦3m 

 

休閒

農業

設施 

門票收費設施、眺望設

施、公廁設施、農業及生

態體驗設施、安全防護設

施、平面停車場、標示解

說設施、健行步道、水土

保持設施、環境保護設施 

建蔽率≦5% 
建築高度≦1F 或簷高

3.5m 

建蔽率≦5% 
建築高度≦1F 或簷高

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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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農業使用管制規定調整前後方案比較(續) 
使用項目 調整前 調整後 備註 

農業

設施 
自產農產品加工室、農業

資材室 

建蔽率≦5% 
建築面積≦45 m2 
建築高度≦1F 或簷高

3.5m 

建蔽率≦5% 
建築面積≦45 m2 
建築高度≦1F 或簷高

3.5m 

 

總建蔽率 未規定，建蔽率總和

≦20% 建蔽率總和≦15% 總建蔽率

下降 

總使用面積 
未規定，但各項總使用

面積佔座落土地面積

≦42.5% 

總使用面積佔座落土地

面積≦30% 
總使用面

積下降 

 
圖 2 農業使用管制規定調整概念示意圖 

二、農業使用管制規定調整前後影響分析 

(一)對供給面的影響(詳表 7) 
1. 總量管制規定調整影響： 

(1)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僅管三、管四得從事農林使用，允許之農

業相關設施包含農舍、農業生產設施、休閒農場設施、農業設施

等項目，其中農舍及農業設施僅管三可使用。 
(2) 新增農業相關設施「總建蔽率」、「總面積」之總量管制規定後，

園區內最大可作農業相關設施使用總面積約減少 572 公頃，有助

保留園區內之農林使用景觀，減少設施面積。 
2. 農舍興建規定調整影響 

(1)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僅管三允許興建農舍，且依農業用地興建

農舍辦法規定最小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面積為 0.25 公頃，並考量

建築基地條件之限制因素，於使用分區範圍未調整前提下，農舍

興建規定調整後，可興建總量並未增加，皆為 296 公頃、592 棟。 
(2) 農舍興建建蔽率由 5%調整為 10%，並加以建築面積 165m2、總樓

地板面積 495m2之雙重規範下，僅受惠於面積小於 0.33 公頃之農

業用地可增加約 40 m2之建築面積、120 m2之樓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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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以上兩項分析，可興建總量(土地面積、棟數)未增加、農業用地

面積較小者增加約 120m2 之樓地板面積之情況，未影響容納人口

數之增加，不但有助於解決擁有小面積農業用地之原住居民居住

空間不足問題，對於整體環境之公共設施供給不足、環境承載增

高等問題影響亦小。 

表 7 農業使用管制規定調整對供給面之影響差異分析表 
項次 項目 調整前 調整後 差異 說明 

總量管制規定調整影響 

01 

最大可農業相關設施使用土

地面積(公頃) 5,411 5,411 ±0  

 管三 1,224 1,224 ±0  
 管四(不允許農舍、農業設施) 4,187 4,187 ±0  

02 

最大可農業相關設施使用總

面積(公頃) 2,195 1,623 -572  

 管三 520 367 -153  
 管四(不允許農舍、農業設施) 1,675 1,256 -419  

農舍興建規定調整影響 
01 最大可建土地面積(公頃) 296 296 ±0  
02 最大可建棟數(棟) 592 592 ±0  
03 預估增加農舍建築面積(公頃) -- -- +2.37  
04 預估增加樓板面積(公頃) -- -- +7.10  

(二)對需求面的影響 
自 78 年至 98 年止，園區內申請核發執造之農舍案件(含農舍儲藏

室、車庫等)共計 54 件，其中近 5 年(94~98 年)之執照核發數量亦僅 3 件，

由此判斷，由於農舍興建尚受到農舍興建資格、山坡地開發及水土保持

等相關法令限制，農舍實際申請需求已不大，且在農業相關設施總量管

制前提下，考量實際農業生產需求，農舍興建之意願亦相對受到影響，

預估農舍興建需求增長空間不明顯。 
(三)對環境面的影響(詳圖 3) 

陽明山國家公園目前採用「簷高」方式管制建築高度，無法有效管

制屋頂高度，且山區地形變化，受限建築法對建築基地地面線之規定，

地面及地下層之計算常影響建築空間之設計，影響居住空間品質，故本

次考量地形特性、空間品質、避免地下層開挖以及維護天際線等因素，

採絕對高度 10.5m、3 層樓(含地下層)之規定，可順應地形進行建築規劃

設計，居住空間使用彈性及品質相對提高，有效提升居住品質，且可選

擇地上 3 層樓之設計，除可避免地下層之開挖，同時採用絕對高度之管

制手法，較現行管制手法更能確實控管建築高度，甚至降低建築高度，

有助整體景觀與環境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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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農業使用管制規定調整對環境面之影響差異分析圖 

捌、變更內容 

本次變更除考量實際執行遭遇問題及需要，修訂保護利用管制原則部

份條文外，並基於維護民眾權益，在不破壞整體環境協調為原則下，適度

調整農業使用之管制規定，其調整內容詳表 8。 
表 8 變更內容明細表 

項次 新計畫條文 原計畫條文 變更說明 
01 二、本原則用語說明如下： 

(一)住宅單位：含 1 個以上相連之居室及非

居室建築物，有廚房、廁所等供家庭居

住使用，並有單獨出入之道路，可供進

出者。 
(二)住宅：專供家庭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三)獨立住宅：僅含 1 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

築物。 
(四)雙併住宅：含 2 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築

物。 
(五)附條件允許使用：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用，須經管理處核准，並附有使用之條

件者。 
(六)使用樓地板面積：係指向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申請使用之營業面積。 
(七)社區通訊設施：係指郵政業務營業處

所，電信業務營業處所。 
(八)社區安全設施：係指消防隊、分隊部，

警察分局、派出所，民防指揮中心。 
(九)公用事業設施：係指公共汽車或其他公

眾運輸場站設施、自來水設施、污水處

理設施、電力設施、有線電視傳輸線

路、行動電話基地台。 
(十)日常用品零售業：係指販售飲食成品、

日用百貨，糧食。 
(十一)飲食業：係指點心店、飲食店、麵食

店、餐廳、咖啡館與茶藝館。 
(十二)農業：係指農藝園藝等作物及林木之

栽培。 
(十三)農業生產設施：包括無固定基礎之臨

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農路、農

業蓄水池與農業灌排水溝渠。 
(十四)教育設施：係指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准

設立之公私立各級學校。 
(十五)道路：係指依公路法或其他法律公布

之道路（得包括人行道及沿道路邊綠

帶）或經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但不

包括私設通路及類似通路。 

二、本原則用語說明如下： 
(一)住宅單位：含 1 個以上相連之居室及非

居室建築物，有廚房、廁所等供家庭居

住使用，並有單獨出入之道路，可供進

出者。 
(二)住宅：專供家庭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三)獨立住宅：僅含 1 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

築物。 
(四)雙併住宅：含 2 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築

物。 
(五)附條件允許使用：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用，須經管理處核准，並附有使用之條

件者。 
(六)使用樓地板面積：係指向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申請使用之營業面積。 
(七)社區通訊設施：係指郵政業務營業處

所，電信業務營業處所。 
(八)社區安全設施：係指消防隊、分隊部，

警察分局、派出所，民防指揮中心。 
(九)公用事業設施：係指公共汽車或其他公

眾運輸場站設施、自來水設施、污水處

理設施、電力設施、有線電視傳輸線

路、行動電話基地台。 
(十)日常用品零售業：係指販售飲食成品、

日用百貨，糧食。 
(十一)飲食業：係指點心店、飲食店、麵食

店、餐廳、咖啡館與茶藝館。 
(十二)農業：係指農藝園藝等作物及林木之

栽培。 
(十三)農業生產設施：包括無固定基礎之臨

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農路、農

業蓄水池與農業灌排水溝渠。 

1. 明確定義

「教育設

施」之意

義，避免

教育設施

之認定與

「建築物

使用類組

及變更使

用辦法」

之建築物

使用類組

及使用項

目混淆。

2. 明確定義

「道路」

之意義，

以為執行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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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1) 
項次 新計畫條文 原計畫條文 變更說明 

02 十二、管三允許使用項目、附條件允許使用

項目及條件： 
允許使用項目 

公務機關及其附屬設施 

社區安全設施 

公用事業設施 

農業 

農業生產設施 

 
附 條

件 允

許 使

用 項

目 

附條件允許使用條件 

獨 立

或 雙

併 住

宅 

１合法住宅或原有合法建築物

就原建築基地建造，或合於第

二十五點規定遷建者。 

２申請雙併住宅者應符合第二

十三點、二十五點之規定。 

教 育

設施 

限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公告實施前已設置且

經教育主管機關合法登記有案

之教育設施，且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 

１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國家公

園計畫公告實施）以前已設立

之教育設施，具有合法建築物

或原有合法建築物者，建蔽率

百分之四十，不超過 3層樓或

簷高 10.5 公尺。 

２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以後設立

之教育設施，建蔽率百分之

十，不超過3層樓或簷高10.5

公尺。 

前項教育設施之土地於民國 74

年 9 月 1日以後取得者，建蔽率

百分之十，不超過 3層樓或簷高

10.5 公尺。 

農舍 １應臨接寬 2.5 公尺以上之道

路。 

２建蔽率空地比，得以一般管制

區內之自有農業用地合併計

算，惟不得重複使用。 

３農舍附設農路，宜以透水性材

質舖設，面積不得大於建築面

積之百分之五十。 

４應符合農舍起造規定。 

５新建農舍之申請人其戶籍所

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本園

區且為同一直轄市、縣(市)

內，其土地取得應滿 2年及戶

籍登記應滿 5年。其土地於民

國74年9月1日(國家公園計
 

十二、管三允許使用項目、附條件允許使用

項目及條件： 
允許使用項目 

公務機關及其附屬設施 

社區安全設施 

公用事業設施 

農業 

農業生產設施 

 
附 條

件 允

許 使

用 項

目 

附條件允許使用條件 

獨 立

或 雙

併 住

宅 

１合法住宅或原有合法建築物

就原建築基地建造，或合於第

二十五點規定遷建者。 

２申請雙併住宅者應符合第二

十三點、二十五點之規定。 

教 育

設施 

１限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前已設

置且經教育主管機關合法登

記有案者。 

２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國家公

園計畫公告實施）前之教育設

施，具有合法建築物或原有合

法建築物者，建蔽率百分之四

十，不超過3層樓或簷高10.5

公尺。 

３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後之教育

設施，建蔽率百分之十，不超

過 3層樓或簷高 10.5 公尺。 

農舍 １應有現有道路或產業道路通

達，道路寬度至少 2.5 公尺。 

２建蔽率空地比，得以一般管制

區內之自有農業用地合併計

算，惟不得重複使用。 

３農舍附設農路，宜以透水性材

質舖設，面積不得大於建築面

積之百分之五十。 

４應符合農舍起造規定。 

５新建農舍之申請人其戶籍所

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本園

區內，且其土地取得應滿 2

年及戶籍登記應滿 5年。 

６應自道路退縮 3.64 公尺以上

建築，申請基地鄰接至善路者

應退縮 20 公尺以上建築。 

民國 78 年 7 月 1 日前已領得使

用執照之農舍，其建蔽率同原核

准之標準，樓高依第十三點規

定，地下層開挖範圍依第二十八

點規定。 

1. 為避免教

育設施之

認 定 與

「建築物

使用類組

及變更使

用辦法」

之建築物

使用類組

及使用項

目混淆，

並規範各

學校擴建

時之建蔽

率，除於

第 2 點增

列「教育

設施」之

定義外，

並修正原

計畫條文

部 份 文

字，及增

列「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以後

取得之土

地」建蔽

率及建築

物高度之

規定。 
2. 現行建築

基地應有

「現有道

路或產業

道 路 通

達」之規

定，未符

合「建築

法」、「建

築技術規

則」相關

法令之道

路、建築

線指定之

規定，且

為避免未

臨接道路

之土地以

私設通路

連接建築

線之方式

申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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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2) 
項次 新計畫條文 原計畫條文 變更說明 

02  
 畫公告實施)前已取得者，戶

籍所在地不受本園區範圍之

限制，但仍應在同一直轄市、

縣(市)內；前述土地取得係屬

繼承者，則以該土地前一次所

有權取得時間認定之。 

６應自道路退縮 3.64 公尺以上

建築，申請基地臨接至善路者

應退縮 20 公尺以上建築。 

民國 78 年 7 月 1 日前已領得使

用執照之農舍，其建蔽率同原核

准之標準，樓高依第十三點規

定，地下層開挖範圍依第二十七

點規定。 

社 區

通 訊

設施 

１應臨接寬 6公尺以上之道路。

２限建築物第 1層使用。 

３使用樓地板面積不超過150平

方公尺。 

宗 教

設施 

限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國家公

園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存在並合

法登記有案者，並為合法建築物

或原有合法建築物，得依原有規

模就地拆除重建、修建、改建，

由管理處會同有關機關個案審

查。 

村 里

民 活

動 中

心 

１應臨接寬 6公尺以上之道路。

２須設置完善之隔音設備。 

日 常

用 品

零 售

業 

１限於獨立或雙併住宅之第1層

使用。 

２應臨接寬 6公尺以上之道路。

３使用樓地板面積不超過150平

方公尺。 

文 物

設施 

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報

管理處核備。 

民宿 １依民宿管理辦法規定設置。 

２限於獨立或雙併住宅，或經主

管機關劃設休閒農業區或登

記經營休閒農場屬農業經營

體驗分區內依法興建之農舍。

３經營計畫應經主管機關會同

管理處及有關機關審核辦

理，於核准登記後將經營計畫

書檢送管理處。 

休 閒

農 場

之 農

業 經

營 體

驗 分

區 

１依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規

定設置農業經營體驗分區。 

２農業經營體驗分區容許使用

項目：門票收費設施、眺望設

施、公廁設施、農業及生態體

驗設施、安全防護設施、平面

停車場、標示解說設施、健行
 

 
社 區

通 訊

設施 

１應臨接寬 6公尺以上之道路。 

２限建築物第 1層使用。 

３使用樓地板面積不超過150平

方公尺。 

宗 教

設施 

限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國家公

園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存在並合

法登記有案者，並為合法建築物

或原有合法建築物，得依原有規

模就地拆除重建、修建、改建，

由管理處會同有關機關個案審

查。 

村 里

民 活

動 中

心 

１應臨接寬 6公尺以上之道路。 

２須設置完善之隔音設備。 

日 常

用 品

零 售

業 

１限於獨立或雙併住宅之第1層

使用。 

２應臨接寬 6公尺以上之道路。 

３使用樓地板面積不超過150平

方公尺。 

文 物

設施 

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報

管理處核備。 

民宿 １依民宿管理辦法規定設置。 

２限於獨立或雙併住宅，或經主

管機關劃設休閒農業區或登

記經營休閒農場屬農業經營

體驗分區內依法興建之農舍。 

３經營計畫經應經主管機關會

同管理處及有關機關審核辦

理，於核准登記後將經營計畫

書檢送管理處。 

休 閒

農 場

之 農

業 經

營 體

驗 分

區 

１依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規

定設置農業經營體驗分區。 

２農業經營體驗分區容許使用

項目：門票收費設施、眺望設

施、公廁設施、農業及生態體

驗設施、安全防護設施、平面

停車場、標示解說設施、健行

步道、水土保持設施、環境保

護設施。 

３經營計畫經應經主管機關會

同管理處及有關機關審核辦

理，於核准登記後將經營計畫

書檢送管理處。 

農 業

設施 

限自用農產品加工室、農作產銷

設施。 
 

，造成環

境破壞及

維護安全

問題，故

修 正 為

「應臨接

寬 2.5 公

尺以上之

道路」，另

於第 2 點

增列「道

路」之定

義。 
3. 另為保障

因陽明山

國家公園

之成立，

致使早期

即已居住

於此之原

居住民或

其後代其

土地與戶

籍登記分

別位於區

內 及 區

外，而無

法申請興

建農舍之

權利，故

新增「土

地於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以前

已 取 得

者」之新

建農舍申

請人資格

之但書規

定。 
4. 配合原計

畫條文第

26 點之規

定刪除及

其後之條

文編號調

整，修正

農舍之附

條件允許

使用條件

之地下層

開挖範圍

為「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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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3) 
項次 新計畫條文 原計畫條文 變更說明 

02  
 步道、水土保持設施、環境保

護設施。 

３經營計畫應經主管機關會同

管理處及有關機關審核辦

理，於核准登記後將經營計畫

書檢送管理處。 

農 業

設施 

限農產品加工室、農業資材室，

依生產需要核定。 
 

 二十七點

規定」。 
5. 刪除「民

宿」、「休

閒農場之

農業經營

體 驗 分

區」之第 3
點贅字─

「經」。 
6. 避 免 與

「申請農

業用地作

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

審 查 辦

法」之農

作產銷設

施混淆，

致民眾誤

解其規定

之項目均

容 許 興

建，並配

合該辦法

內 容 將

「自用農

產品加工

室」、「農

作產銷設

施」修正

為「農產

品 加 工

室」、「農

業 資 材

室。」，並

增列「依

生產需要

核定」，以

利審核。

7. 修正「鄰

接」為「臨

接」之統

一用語，

避 免 混

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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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4) 
項次 新計畫條文 原計畫條文 變更說明 

03 十三、管三建蔽率及使用強度： 
使用項目 建 蔽

率 

建築面

積 

高度 

公務機關及

其附屬設施 

社區通訊設

施 

社區安全設

施 

公用事業設

施 

村里民活動

中心 

百 分

之 三

十 

不超過

165 平

方公尺 

不超過

2 層樓

或簷高

7公尺

獨立或雙併

住宅 

百 分

之 四

十 

每戶不

超 過

165 平

方公尺 

不超過

2 層樓

或簷高

7公尺

農舍 百 分

之十 

不超過

165 平

方 公

尺。 

不超過

3 層樓

( 含 地

下

層)，且

建築物

絕對高

度不超

過

10.5

公尺 

休閒農業設

施 

百 分

之五 

－ 不超過

1 層樓

或簷高

3.5 公

尺 

農業設施 百 分

之五 

不超過

45 平方

公尺。 

不超過

1 層樓

或簷高

3.5 公

尺 

農舍之總樓地板面積不超過495平方公尺。

農舍、休閒農業設施、農業設施及農業生

產設施之建蔽率合計不得超過百分之十

五，總使用面積並不得超過座落土地面積

之百分之三十。 

十三、管三建蔽率及使用強度： 
使用項目 建 蔽

率 

建築面

積 

高度 

公務機關及

其附屬設施

社區通訊設

施 

社區安全設

施 

公用事業設

施 

村里民活動

中心 

百 分

之 三

十 

不超過

165 平

方公尺 

不超過

2 層樓

或簷高

7公尺 

獨立或雙併

住宅 

百 分

之 四

十 

每戶不

超 過

165 平

方公尺 

不超過

2 層樓

或簷高

7公尺 

農舍 百 分

之五 

不超過

165 平

方 公

尺。 

不超過

2 層樓

或簷高

7 公尺 

休閒農業設

施 

百 分

之五 

－ 不超過

1 層樓

或簷高

3.5 公

尺 

農業設施 百 分

之五 

不超過

45 平方

公尺。 

不超過

1 層樓

或簷高

3.5 公

尺 
 

1. 基於民眾

生活空間

及農業使

用所需，

參考「臺

北市土地

使用分區

管 制 規

則」保護

區 之 規

定，調整

農舍建蔽

率「5%」

為「10% 
」、樓層數

不超過「2
層樓」為

「3 層樓

( 含 地 下

層 )」、高

度「簷高 7
公尺」為

「建築物

絕對高度

不 超 過

10.5 公

尺」，增列

「總樓地

板面積不

超過 495
平 方 公

尺」，以達

到不影響

整體環境

為前提之

目標。 
2. 為有效控

制農業設

施之興建

量體，以

總量管制

之概念並

考量農業

相關設施

合理使用

之所需，

農舍、休

閒農業設

施、農業

設施及農

業生產設

施(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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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5) 
項次 新計畫條文 原計畫條文 變更說明 

03   固定基礎

之臨時性

與農業生

產有關之

設施、農

路、農業

蓄水池與

農業灌排

水 溝 渠 )
之總建蔽

率不得超

過 15%，

總面積並

不得超過

座落土地

面 積 之

30%。 
04 十八、各類使用地作為申請建築基地之申請

條件： 
(一)平均坡度不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二)申請之建築基地，應臨接寬 2.5 公尺以

上之道路，但原有合法建築物其建築基

地免受臨接寬度 2.5公尺以上道路之限

制，但應退縮達 2.5 公尺。 
(三)除另有規定外應自道路退縮 3.64 公尺

以上建築。 
(四)管三符合第十四點訂有細部計畫者，從

其規範。 

十八、各類使用地作為申請建築基地之申請

條件： 
(一)平均坡度不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二)申請之建築基地，應有道路或產業道路

通達，其寬度至少為 2.5 公尺，但原有

合法建築物其建築基地免受鄰接寬度

2.5 公尺以上道路之限制，但應退縮達

2.5 公尺。 
(三)除另有規定外應自道路退縮 3.64 公尺

以上建築。 
(四)管三符合第十四點訂有細部計畫者，從

其規範。 

同項次「02」
之變更說明

第 2、7 項說

明。 

05 二十、各類使用地因耕作需要，得設置農路、

農田灌溉排水溝渠與農業蓄水池，農

路寬度最大不得超過 2.5 公尺，且農路

之設計應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路設

計規範之農路四級規定(路基寬度除

外)，舖面百分之五十需可透水，並應

於該道路之一側附設排水溝渠；農業

蓄水池建蔽率百分之五，建築面積不

超過 30 平方公尺，高度不超過 2 公

尺。整地面積不得超過申設面積之 1.5
倍。 
    前項申請設置之農路不得視為指

定建築線之依據。 
    申請設置農路、溝渠或農業用蓄

水池，應檢具土地權利證明文件、非

保安林地證明、水土保持計畫書、施

工說明書及工程設計圖等文件辦理。 

二十、各類使用地因耕作需要，得設置農路、

農田灌溉排水溝渠與農業蓄水池，設

置之農路限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路

設計規範之農路四級規定，且路寬最

大不得超過 2 公尺，舖面百分之五十

需可透水，並應於該道路之一側附設

排水溝渠；農業蓄水池建蔽率百分之

五，建築面積不超過 30 平方公尺，高

度不超過 2 公尺。整地面積不得超過

申設面積之 1.5 倍。 
    前項申請設置之農路不得視為指

定建築線之依據。 
    申請設置農路、溝渠或農業用蓄

水池，應檢具土地權利證明文件、非

保安林地證明、水土保持計畫書、施

工說明書及工程設計圖等文件辦理。 

依「農路設

計規範」第

11條所稱之

「 農 路 四

級」係指「設

計行車速度

每 小 時

15km，路基

寬 度 2.5m
以 上 未 滿

4m，最大縱

坡度 20%之

支線農用道

路」，為避免

農路設計規

範及本保護

利用管制原

則之農路寬

度 規 定 不

一，易衍生

民眾誤解；

另現行農路

寬度 2 公尺

之規定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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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6) 
項次 新計畫條文 原計畫條文 變更說明 

05   路面及排水

溝等附屬設

施，路面過

於狹小，不

利農業使用

並恐衍生安

全問題，且

考量本次已

增訂農業相

關設施之總

量管制、申

請建築基地

之道路定義

之規定，為

增加農業使

用之彈性，

建議調整農

路寬度不得

超過 2.5 公

尺，故修正

內容為「農

路寬度最大

不 得 超 過

2.5 公尺，且

農路之設計

應依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

農路設計規

範之農路四

級規定 ( 路
基 寬 度 除

外)」。 
06 二十五、合法建築物及原有合法建築物有下

列情況之一，基於居民實際居住需

要，經管理處同意者，得申請遷建

於管一、管三，其使用管制、強度

及建蔽率依其規定。 
(一)因政府機關辦理公共工程，必須拆遷之

建築物。 
(二)位於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與遊憩區

經管理處核定必須拆除之建築物。 
(三)位於已發生天然災害地區有安全堪虞

之建築物，經建築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

關勘定遷移者。 
    前項建築物如係屬共有，且已完

成所有之地籍分割、建築物及門牌編

定者，共有者得依全棟建物個別權利

持分比例範圍，核實計算其得遷建之

建築面積，辦理單獨遷建，且不得擴

建。並應於遷建完成，使照核領前，

自行拆除原有建物。 
    遷建申請人應為建築物之所有權

人，且未接受其他安置計畫。  

二十五、合法建築物及原有合法建築物有下

列情況之一，基於居民實際居住需

要，經管理處同意者，得申請遷建

於管一、管三，其使用管制、強度

及建蔽率依其規定。 
(一) 因政府機關辦理公共工程，必須拆遷

之建築物。 
(二) 位於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與遊憩

區經管理處核定必須拆除之建築物。 
(三) 位於已發生天然災害地區有安全勘虞

之建築物，經建築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

關勘定遷移者。 
    前項建築物如係屬共有，且已完

成所有之地籍分割、建築物及門牌編

定者，共有者得依全棟建物個別權利

持分比例範圍，核實計算其得遷建之

建築面積，辦理單獨遷建，且不得擴

建。並應於遷建完成，使照核領前，

自行拆除原有建物。 
    遷建申請人應為建築物之所有權

人，且未接受其他安置計畫。 

修正錯別字

「 勘 」 為

「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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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7) 
項次 新計畫條文 原計畫條文 變更說明 

06     依第一項申請遷建經管理處許可

後，應於 3 年內申請建築，不得移轉，

逾期無效。 

    依第一項申請遷建經管理處許可

後，應於 3 年內申請建築，不得移轉，

逾期無效。 

 

07 (刪除) 二十六、區內之合法建築物或原有合法建築

物得申請自用車庫，依下列方式辦

理： 
(一)其面積不得超過 30 平方公尺，簷高不

得超過 2.5 公尺，需與該合法建築物併

同增建(併入建蔽率計算，但不算入建

築物面積內，如已有停車場者，不得再

行申請)。 
(二)其造型及色彩應配合該建築物及當地

自然景觀為原則。 
(三)建蔽率超過百分之四十者，建築面積合

計不得大於 165 平方公尺。 
(四)擅自變更使用者，應註銷申請許可，並

列入違章建築拆除。 

考量農舍興

建之建蔽率

強度已調整

為 10%，自

用車庫設置

面積應併入

建蔽率計算

方為合理，

另考量建築

技術規則針

對建蔽率、

建築面積、

車庫皆有明

確定義及規

定，故刪除

自用車庫之

申請規定。

08 二十六、園區內得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或

營造業承造之工程如下： 
(一)選用內政部或管理處訂定之各種標準

圖說者，免由建築師設計。 
(二)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其面積不超過

45 平方公尺者，高度不超過 3.5 公尺

者。 

二十七、園區內得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或

營造業承造之工程如下： 
(一)選用內政部或管理處訂定之各種標準

圖說者，免由建築師設計。 
(二)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其面積不超過

45 平方公尺者，高度不超過 3.5 公尺

者。 

配合原計畫

條文第 26
點之規定刪

除，調整條

文編號。 

09 二十七、建築物之新建應符合內政部頒訂「國

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設計建

築，並得依內政部頒訂之「國家公

園管理處補助園區內建築物美化措

施實施要點」規定申請補助。 
    遊憩區與一般管制區建築物地

下層開挖範圍除另有相關規定者

外，其面積不得大於建築物投影面

積，其深度以 1 層或 4 公尺為限，

但因公共建築物之停車、機電、防

空避難等需求較大或其他特殊需求

考量，得酌為放寬至地下 2 層。 
    工程造價在新台幣五千萬元以

上之建築物於領取使用執照前，應

獲內政部核發候選綠建築證書。 

二十八、建築物之新建應符合內政部頒訂「國

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設計建

築，並得依內政部頒訂之「國家公

園管理處補助園區內建築物美化措

施實施要點」規定申請補助。 
    遊憩區與一般管制區建築物地

下層開挖範圍除另有相關規定者

外，其面積不得大於建築物投影面

積，其深度以 1 層或 4 公尺為限，

但因公共建築物之停車、機電、防

空避難等需求較大或其他特殊需求

考量，得酌為放寬至地下 2 層。 
    工程造價在新台幣五千萬元以

上之建築物於領取使用執照前，應

獲內政部核發候選綠建築證書。 

同項次「08」
之 變 更 說

明。 

10 二十八、為生態保育及景觀美化需要，除另

有規定外，下列各款應提送管理處

審議： 
(一)生態保護區之公共工程。 
(二)特別景觀區之建築物新建、増建、改建

及公共工程。 
(三)遊憩區之開發及設施新建計畫。 
(四)管一住宅用地之日常用品零售業、飲食

業、村里民活動中心、民宿；公園用地

及停車場用地之相關設施。 
(五)管三一百萬元以上之公共工程、公務機

二十九、為生態保育及景觀美化需要，除另

有規定外，下列各款應提送管理處

審議： 
(一)生態保護區之公共工程。 
(二)特別景觀區之建築物新建、増建、改建

及公共工程。 
(三)遊憩區之開發及設施新建計畫。 
(四)管一住宅用地之日常用品零售業、飲食

業、村里民活動中心、民宿；公園用地

及停車場用地之相關設施。 
(五)管三一百萬元以上之公共工程、公務機

同項次「08」
之 變 更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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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8) 
項次 新計畫條文 原計畫條文 變更說明 

10 關及其附屬設施、社區安全設施、教

育設施、社區通訊設施、村里民活動

中心、民宿、休閒農場之農業經營體

驗分區、社區環境改造計畫。 
(六)管四休閒農場之農業經營體驗分區。 

關及其附屬設施、社區安全設施、教

育設施、社區通訊設施、村里民活動

中心、民宿、休閒農場之農業經營體

驗分區、社區環境改造計畫。 
(六)管四休閒農場之農業經營體驗分區。 

 

11 二十九、管理處經審議為值得保存之古蹟、

歷史建物，且建築物所有權人願意

配合保存、維護者，其建築物之管

理維護、獎勵補助如下： 
(一)修繕準則 

１保存原有之色彩、形貌。 
２採用現有或相近之材料。 
３使用傳統之技術及方法。 
４非有必要不得解體重建。 
５必要裝設現代設備時，以維持其原有

風貌為原則。 
(二)獎勵補助：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修繕、

維護，經管理處審議後補助。 

三十、管理處經審議為值得保存之古蹟、歷

史建物，且建築物所有權人願意配合

保存、維護者，其建築物之管理維護、

獎勵補助如下： 
(一)修繕準則 

１保存原有之色彩、形貌。 
２採用現有或相近之材料。 
３使用傳統之技術及方法。 
４非有必要不得解體重建。 
５必要裝設現代設備時，以維持其原有

風貌為原則。 
(二)獎勵補助：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修繕、

維護，經管理處審議後補助。 

同項次「08」
之 變 更 說

明。 

12 三十、在不妨礙景觀的原則下，區內設置引

排水設施及管線，申請人應檢具下列

資料，經管理處邀集權責機關現場勘

查後辦理。 
(一)申請人身份證影本。 
(二)水權狀、臨時用水執照或免為水權登記

證明文件影本（申請排水設施者免

附）。 
(三)引排水設施及管線經過地區土地使用

同意書。 
(四)引排水設施位置圖（包括自引排水地點

至用水地點之各項設施）。 
(五)施工計畫書圖，位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

觀區者應加附環境影響說明。 
(六)現場照片。 

三十一、在不妨礙景觀的原則下，區內設置

引排水設施及管線，申請人應檢具

下列資料，經管理處邀集權責機關

現場勘查後辦理。 
(一)申請人身份證影本。 
(二)水權狀、臨時用水執照或免為水權登記

證明文件影本（申請排水設施者免

附）。 
(三)引排水設施及管線經過地區土地使用

同意書。 
(四)引排水設施位置圖（包括自引排水地點

至用水地點之各項設施）。 
(五)施工計畫書圖，位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

觀區者應加附環境影響說明。 
(六)現場照片。 

同項次「08」
之 變 更 說

明。 

13 三十一、園區內林業經營依森林法、國家公

園法、台灣森林經營管理方案、國

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林區域管

理經營配合辦法規定辦理。 

三十二、園區內林業經營依森林法、國家公

園法、台灣森林經營管理方案、國

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林區域管

理經營配合辦法規定辦理。 

同項次「08」
之 變 更 說

明。 

14 三十二、園區內礦業之經營管理依礦業法、

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區域內礦業

案件處理準則規定辦理。 

三十三、園區內礦業之經營管理依礦業法、

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區域內礦業

案件處理準則規定辦理。 

同項次「08」
之 變 更 說

明。 
15 三十三、園區內既有軍事設施及營區之土地

使用管制，依國家公園法及國軍現

行有關規定辦理，如需變更、增設

設施或遇軍事必需使用園區土地

時，由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給予適切

之配合與協助。 

三十四、園區內既有軍事設施及營區之土地

使用管制，依國家公園法及國軍現

行有關規定辦理，如需變更、增設

設施或遇軍事必需使用園區土地

時，由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給予適切

之配合與協助。 

同項次「08」
之 變 更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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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變更後計畫內容 

本次個案變更計畫涉及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之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

利用管制原則之修訂，變更後之內容如下(未載明者，依現行計畫規定)： 
【第一章  總則】 

二、本原則用語說明如下： 

(一)住宅單位：含 1 個以上相連之居室及非居室建築物，有廚房、廁所

等供家庭居住使用，並有單獨出入之道路，可供進出者。 

(二)住宅：專供家庭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三)獨立住宅：僅含 1 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築物。 

(四)雙併住宅：含 2 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築物。 

(五)附條件允許使用：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須經管理處核准，並附有

使用之條件者。 

(六)使用樓地板面積：係指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使用之營業面積。 

(七)社區通訊設施：係指郵政業務營業處所，電信業務營業處所。 

(八)社區安全設施：係指消防隊、分隊部，警察分局、派出所，民防指

揮中心。 

(九)公用事業設施：係指公共汽車或其他公眾運輸場站設施、自來水設

施、污水處理設施、電力設施、有線電視傳輸線路、行動電話基地

台。 

(十)日常用品零售業：係指販售飲食成品、日用百貨，糧食。 

(十一)飲食業：係指點心店、飲食店、麵食店、餐廳、咖啡館與茶藝館。 

(十二)農業：係指農藝園藝等作物及林木之栽培。 

(十三)農業生產設施：包括無固定基礎之臨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

施、農路、農業蓄水池與農業灌排水溝渠。 

(十四)教育設施：係指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公私立各級學校。 

(十五)道路：係指依公路法或其他法律公布之道路（得包括人行道及沿

道路邊綠帶）或經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但不包括私設通路及類

似通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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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般管制區】 

十二、管三允許使用項目、附條件允許使用項目及條件： 

允許使用項目 

公務機關及其附屬設施 

社區安全設施 

公用事業設施 

農業 

農業生產設施 

 

附條件允許使用項

目 

附條件允許使用條件 

獨立或雙併住宅 １合法住宅或原有合法建築物就原建築基地建造，或合於

第二十五點規定遷建者。 

２申請雙併住宅者應符合第二十三點、二十五點之規定。

教育設施 限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前已設置

且經教育主管機關合法登記有案之教育設施，且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 

１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以前已設

立之教育設施，具有合法建築物或原有合法建築物者，

建蔽率百分之四十，不超過 3層樓或簷高 10.5 公尺。

２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以後設立之教育設施，建蔽率百分之

十，不超過 3層樓或簷高 10.5 公尺。 

前項教育設施之土地於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以後取得者，建

蔽率百分之十，不超過 3層樓或簷高 10.5 公尺。 

農舍 １應臨接寬 2.5 公尺以上之道路。 

２建蔽率空地比，得以一般管制區內之自有農業用地合併

計算，惟不得重複使用。 

３農舍附設農路，宜以透水性材質舖設，面積不得大於建

築面積之百分之五十。 

４應符合農舍起造規定。 

５新建農舍之申請人其戶籍所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本

園區且為同一直轄市、縣(市)內，其土地取得應滿 2 年

及戶籍登記應滿 5 年。其土地於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國

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取得者，戶籍所在地不受本園

區範圍之限制，但仍應在同一直轄市、縣(市)內；前述

土地取得係屬繼承者，則以該土地前一次所有權取得時

間認定之。 

６應自道路退縮 3.64 公尺以上建築，申請基地臨接至善路

者應退縮 20 公尺以上建築。 

民國 78 年 7 月 1 日前已領得使用執照之農舍，其建蔽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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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條件允許使用項

目 

附條件允許使用條件 

原核准之標準，樓高依第十三點規定，地下層開挖範圍依

第二十七點規定。 

社區通訊設施 １應臨接寬 6公尺以上之道路。 

２限建築物第 1層使用。 

３使用樓地板面積不超過 150 平方公尺。 

宗教設施 限民國 74 年 9 月 1 日（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存在

並合法登記有案者，並為合法建築物或原有合法建築物，

得依原有規模就地拆除重建、修建、改建，由管理處會同

有關機關個案審查。 

村里民活動中心 １應臨接寬 6公尺以上之道路。 

２須設置完善之隔音設備。 

日常用品零售業 １限於獨立或雙併住宅之第 1層使用。 

２應臨接寬 6公尺以上之道路。 

３使用樓地板面積不超過 150 平方公尺。 

文物設施 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報管理處核備。 

民宿 １依民宿管理辦法規定設置。 

２限於獨立或雙併住宅，或經主管機關劃設休閒農業區或

登記經營休閒農場屬農業經營體驗分區內依法興建之農

舍。 

３經營計畫應經主管機關會同管理處及有關機關審核辦

理，於核准登記後將經營計畫書檢送管理處。 

休閒農場之農業經

營體驗分區 

１依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規定設置農業經營體驗分區。

２農業經營體驗分區容許使用項目：門票收費設施、眺望

設施、公廁設施、農業及生態體驗設施、安全防護設施、

平面停車場、標示解說設施、健行步道、水土保持設施、

環境保護設施。 

３經營計畫應經主管機關會同管理處及有關機關審核辦

理，於核准登記後將經營計畫書檢送管理處。 

農業設施 限農產品加工室、農業資材室，依生產需要核定。 

十三、管三建蔽率及使用強度： 
使用項目 建蔽率 建築面積 高度 

公務機關及其附屬設

施 

社區通訊設施 

社區安全設施 

公用事業設施 

村里民活動中心 

百分之三十 不超過 165 平方

公尺 

不超過 2 層樓或

簷高 7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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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或雙併住宅 百分之四十 每戶不超過 165

平方公尺 

不超過 2 層樓或

簷高 7公尺 

農舍 百分之十 不超過 165 平方

公尺。 

不超過 3 層樓(含

地下層)，且建築

物絕對高度不超

過 10.5 公尺 

休閒農業設施 百分之五 － 不超過 1 層樓或

簷高 3.5 公尺 

農業設施 百分之五 不超過 45 平方

公尺。 

不超過 1 層樓或

簷高 3.5 公尺 

農舍之總樓地板面積不超過 495 平方公尺。 

農舍、休閒農業設施、農業設施及農業生產設施之建蔽率合計不得超

過百分之十五，總使用面積並不得超過座落土地面積之百分之三十。 

十八、各類使用地作為申請建築基地之申請條件： 

(一)平均坡度不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二)申請之建築基地，應臨接寬 2.5 公尺以上之道路，但原有合法建築

物其建築基地免受臨接寬度 2.5 公尺以上道路之限制，但應退縮達

2.5 公尺。 

(三)除另有規定外應自道路退縮 3.64 公尺以上建築。 

(四)管三符合第十四點訂有細部計畫者，從其規範。 

二十、各類使用地因耕作需要，得設置農路、農田灌溉排水溝渠與農業蓄水

池，農路寬度最大不得超過 2.5 公尺，且農路之設計應依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路設計規範之農路四級規定(路基寬度除外)，舖面百分之五

十需可透水，並應於該道路之一側附設排水溝渠；農業蓄水池建蔽率

百分之五，建築面積不超過 30 平方公尺，高度不超過 2 公尺。整地

面積不得超過申設面積之 1.5 倍。 

前項申請設置之農路不得視為指定建築線之依據。 

申請設置農路、溝渠或農業用蓄水池，應檢具土地權利證明文件、

非保安林地證明、水土保持計畫書、施工說明書及工程設計圖等文件

辦理。 

 



 

27 
 

【第六章  其他】 

二十五、合法建築物及原有合法建築物有下列情況之一，基於居民實際居住

需要，經管理處同意者，得申請遷建於管一、管三，其使用管制、

強度及建蔽率依其規定。 

(一)因政府機關辦理公共工程，必須拆遷之建築物。 

(二)位於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與遊憩區經管理處核定必須拆除之建

築物。 

(三)位於已發生天然災害地區有安全堪虞之建築物，經建築主管機關會

同有關機關勘定遷移者。 

前項建築物如係屬共有，且已完成所有之地籍分割、建築物及門

牌編定者，共有者得依全棟建物個別權利持分比例範圍，核實計算其

得遷建之建築面積，辦理單獨遷建，且不得擴建。並應於遷建完成，

使照核領前，自行拆除原有建物。 

遷建申請人應為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且未接受其他安置計畫。 

依第一項申請遷建經管理處許可後，應於 3 年內申請建築，不得

移轉，逾期無效。 

二十六、園區內得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或營造業承造之工程如下： 

(一)選用內政部或管理處訂定之各種標準圖說者，免由建築師設計。 

(二)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其面積不超過 45 平方公尺者，高度不超

過 3.5 公尺者。 

二十七、建築物之新建應符合內政部頒訂「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設計

建築，並得依內政部頒訂之「國家公園管理處補助園區內建築物美

化措施實施要點」規定申請補助。 

遊憩區與一般管制區建築物地下層開挖範圍除另有相關規定者

外，其面積不得大於建築物投影面積，其深度以 1 層或 4 公尺為限，

但因公共建築物之停車、機電、防空避難等需求較大或其他特殊需求

考量，得酌為放寬至地下 2層。 

工程造價在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建築物於領取使用執照前，應

獲內政部核發候選綠建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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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為生態保育及景觀美化需要，除另有規定外，下列各款應提送管理

處審議： 

(一)生態保護區之公共工程。 

(二)特別景觀區之建築物新建、増建、改建及公共工程。 

(三)遊憩區之開發及設施新建計畫。 

(四)管一住宅用地之日常用品零售業、飲食業、村里民活動中心、民宿；

公園用地及停車場用地之相關設施。 

(五)管三一百萬元以上之公共工程、公務機關及其附屬設施、社區安全

設施、教育設施、社區通訊設施、村里民活動中心、民宿、休閒農

場之農業經營體驗分區、社區環境改造計畫。 

(六)管四休閒農場之農業經營體驗分區。 

二十九、管理處經審議為值得保存之古蹟、歷史建物，且建築物所有權人願

意配合保存、維護者，其建築物之管理維護、獎勵補助如下： 

(一)修繕準則 

１保存原有之色彩、形貌。 

２採用現有或相近之材料。 

３使用傳統之技術及方法。 

４非有必要不得解體重建。 

５必要裝設現代設備時，以維持其原有風貌為原則。 

(二)獎勵補助：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修繕、維護，經管理處審議後補助。 

三十、在不妨礙景觀的原則下，區內設置引排水設施及管線，申請人應檢具

下列資料，經管理處邀集權責機關現場勘查後辦理。 

(一)申請人身份證影本。 

(二)水權狀、臨時用水執照或免為水權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申請排水設

施者免附）。 

(三)引排水設施及管線經過地區土地使用同意書。 

(四)引排水設施位置圖（包括自引排水地點至用水地點之各項設施）。 

(五)施工計畫書圖，位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觀區者應加附環境影響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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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9.04.08 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9080235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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