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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一一一、、、、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3 次通盤檢討)」(以下簡稱 3 通)

之發展定位、計畫目標與實質發展計畫之指導，陽明山國家公園蘊含

優美豐富的自然環境、具備當地特色的聚落風貌，以及各式多樣的遊

憩資源，為維持園區整體景觀風貌，同時營造既有火山地區自然人文

地景意象，建議針對園區主要道路、聚落與重點風貌改善地區，提擬

風貌營造內容。 

為落實 3 通景觀風貌營造之計畫與工作，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於 100~101 年委託辦理「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規劃─以管一

用地暨周邊地區聚落、陽投公路次要道路為例」，完成景觀風貌營造

計畫架構與內容等要式，並以管一用地暨周邊地區聚落、陽投公路次

要道路之範圍為例，提出該範圍之景觀風貌保存計畫及管制內容，並

建議逐步推動 7 大景觀風貌區之景觀風貌保存計畫之擬定，俾利落實

於國家公園計畫之保護利用計畫、保護利用管制原則、與分區調整。 

二二二二、、、、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自 74 年公告實施迄今，為維護園區內之主

次要道路沿線重要景觀，採嚴格之分區管制手法，將陽金公路道路兩

側 50 公尺以及 101 甲公路、陽投公路、冷水坑道路兩側 25 公尺範圍

劃設為特別景觀區(以下稱道路特別景觀區)，此範圍屬於第三、四種

一般管制區相鄰之既有聚落、建築分布較多之區域。 

園區道路經國家公園多年之經營保育與管理，整體風貌優美，維

持自然之景觀與壯麗之地景，沿線開發使用亦能有效控制，創造優美

之景觀道路。唯管理處歷年通檢均受民眾陳情，希望變更或縮小道路



 

1-2│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以景觀道路沿

線區域為例 

特別景觀區之劃設或管制。 

考量道路特別景觀區劃設目的有別於核心特別景觀區，主要在保

全維護園區重要道路之視域與風貌景觀。經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計畫研究結果，建議可以透過景觀風貌計畫之確實調

查、指認景觀重點維護地區及管制內容，調整道路特別景觀區之管理

機制，搭配軟性景觀風貌管制規則，達到道路特別景觀區劃設保全之

目的。故本年度延續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所

規劃之景觀風貌計畫架構與內容，優先以本園區內主次要道路沿線區

域為探討對象，進行景觀風貌管制準則之擬定，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

貌優質發展奠基。 

計畫目標如下： 

（（（（一一一一））））    擬定擬定擬定擬定((((陽金公路陽金公路陽金公路陽金公路、、、、101101101101 甲公路甲公路甲公路甲公路、、、、陽投公路陽投公路陽投公路陽投公路、、、、冷水坑道路冷水坑道路冷水坑道路冷水坑道路))))沿線區沿線區沿線區沿線區

域景觀道路域景觀道路域景觀道路域景觀道路之之之之道路景觀風貌管制事項道路景觀風貌管制事項道路景觀風貌管制事項道路景觀風貌管制事項。。。。    

（（（（二二二二））））    法制化規範法制化規範法制化規範法制化規範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之景觀道路之景觀道路之景觀道路之整體景觀風貌整體景觀風貌整體景觀風貌整體景觀風貌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

與營造原則與營造原則與營造原則與營造原則，，，，作為園區內作為園區內作為園區內作為園區內景觀景觀景觀景觀道路道路道路道路維護管理維護管理維護管理維護管理之參考之參考之參考之參考。。。。    

三三三三、、、、推動理念推動理念推動理念推動理念    

陽明山國家公園雖已實施全園區性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對

環境保育與建築發展控制、土地使用組合及密度提供了管制基礎；但

環境品質內涵除了土地使用之管理外，更需加以思考，在園區範圍

中，在地居民與來訪者所共同體驗之實質環境形態與景觀風貌品質，

亦即組織環境空間構成的環境元素，以及空間生成的紋理關係。 

為保護陽明山國家公園重要道路沿線景觀，陽金公路、陽投公

路、101 甲公路、與冷水坑道路指定為景觀道路。並將通過緩衝發展

區第三、第四種一般管制區之景觀道路中心線兩側 25 或 50 公尺範圍

內，劃定為道路特別景觀區，以控制沿線發展，確保自然景觀完整。

道路特別景觀區內，除從其既有之使用，嚴格禁止新建建築或改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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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貌。然由於園區人為利用行為甚早，緩衝發展區第三、第四種一

般管制區之道路沿線，多聚落與私人土地分佈。因道路特別景觀區之

劃設，而限制了道路沿線私人土地興建住宅或農業使用之權利，造成

民眾很大的反彈。在歷次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過程，均有民眾陳情

反應，應彈性調整，或取消劃設道路特別景觀區。 

考量景觀道路與道路特別景觀區之劃設，目的在於保護沿線視覺

景觀；而道路沿線之景觀品質與可見視域範圍，可能因兩側地形坡度

變化或植栽分佈情形，有類型與等級之不同。如道路兩側因坡地阻擋

視野者，景觀控制之重點應可縮小於兩側植被。而位於稜線或懸崖

側，道路視域景觀深遠且開闊者，則可擴大其保全範圍，並定期清理

路旁植被，以免遮蔽眺望視線。 

本計畫將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沿線之景觀風貌進行整

體之評估分析，確認管制與改善關鍵與可能對策。並參酌陽明山國家

公園環境特性與整體發展需求，擬定全區景觀道路的管理維護準則計

畫，以為管理處積極推動道路景觀管理與風貌改善強化之指導。同時

考量居民意願與管理處執行能量，參考國內外景觀道路風貌管制作

法，檢討原道路特別景觀區之劃設範圍與管制內容，提出可行之景觀

風貌保全審議範圍與完整配套，作為管理處修正擬定道路特別景觀區

景觀風貌管制與審議法制架構之參考。 

四四四四、、、、研究規劃範圍研究規劃範圍研究規劃範圍研究規劃範圍((((詳圖詳圖詳圖詳圖 1111----1)1)1)1)    

1. 景觀道路(陽金公路、101 甲公路、陽投公路、冷水坑道路)

沿線區域，包含陽金公路道路特別景觀區、101 甲公路道路

特別景觀區、陽投公路道路特別景觀區、冷水坑道路特別景

觀區。 

2. 前述道路特別景觀區相鄰之核心特別景觀區、遊憩區、第

一至四種一般管制區之景觀影響範圍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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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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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工作流程與步驟與步驟與步驟與步驟    

 

 
 

 

 

 

 

 

 

 

 

 

 

 

  

 

圖 1-2 計畫流程圖 

計畫目標與架構計畫目標與架構計畫目標與架構計畫目標與架構    

� 自然人文資源調查 
� 空間發展紋理調查 
� 現況使用調查 
� 衝擊影響分析 

發展現況與使用發展現況與使用發展現況與使用發展現況與使用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 景觀道路管理 
� 廊道視域景觀與眺望景觀保全 
� 景觀風貌管制準則及相關配套 
� 國家公園開發審議 

風貌管制準則及相關配套案例風貌管制準則及相關配套案例風貌管制準則及相關配套案例風貌管制準則及相關配套案例蒐集蒐集蒐集蒐集

� 國家公園相關法令 
� 建築與土地開發相關法規 
� 環境/資源相關法令 
� 國家公園計畫與管制規定 

 

相關法令計畫相關法令計畫相關法令計畫相關法令計畫    

� 視域分析 
� 現地勘查 
� 街景掃瞄 
� 視域廊道景觀記錄 
� 重要眺望景觀評估 

 

景觀品質評估分析景觀品質評估分析景觀品質評估分析景觀品質評估分析    

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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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審議審議審議流程流程流程流程、、、、文件研擬文件研擬文件研擬文件研擬 

� 初步研究成果說明 
� 地方領袖與專家學者意見諮詢 
� 景觀道路景觀管制內容修正建議 

地方領袖與地方領袖與地方領袖與地方領袖與專家學者諮詢座談專家學者諮詢座談專家學者諮詢座談專家學者諮詢座談    

� 景觀道路風貌營造計畫擬定 
� 景觀風貌保護營造與管制目標 
� 擬定管理維護準則 
� 開發審議範圍劃設 
� 擬定開發審議項目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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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法令與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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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法令與案例研究法令與案例研究法令與案例研究法令與案例研究    

 

一一一一、、、、相關法令相關法令相關法令相關法令    

（（（（一一一一））））    國家公園土地利用管理與景觀風貌管制國家公園土地利用管理與景觀風貌管制國家公園土地利用管理與景觀風貌管制國家公園土地利用管理與景觀風貌管制 

國家公園土地使用管制目前是以分區管制為主，許可制為輔。依

據國家公園法之規定，國家公園區域內主要劃分為生態保護區、史蹟

保存區、特別景觀區、遊憩區與一般管制區等五大分區。其中生態保

護區、史蹟保存區與特別景觀區係屬於嚴格保護地區，而遊憩區與一

般管制區則為國家公園內有條件可允許建築開發之限制發展地區。並

於保護利用管制原則內，分別擬定各分區與細分區之土地使用項目與

強度。 

在景觀風貌之保全營造方面，除針對重要特殊地景劃設為特別景

觀區外，陽明山國家公園為維護區內主、次要道路視覺景觀，並將主

要道路兩側各 50 公尺，與次要道路兩側各 25 公尺範圍，原屬於第三、

第四種一般管制區之土地，劃定為道路特別景觀區，除原有使用外，

禁止開發使用。並考量不同分區內，既有建築之修建，或必要公共設

施與新興開發使用對資源保育與景觀風貌可能之衝擊，並一一規範需

進行審議之項目。內政部另制訂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獎勵補助

傳統舊宅保存、與建築設計符合原則規範之斜屋頂、仿傳統建築設

計、建築材料、色彩等項目內容之建築物。 

 

1.1.1.1. 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法    

條次 內容 

第 13

條 

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左列行為： 

一、焚燬草木或引火整地。 

二、狩獵動物或捕捉魚類。 

三、污染水質或空氣。 

四、採折花木。 

五、於樹木、岩石及標示牌加刻文字或圖形。 

六、任意拋棄果皮、紙屑或其他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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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內容 

七、將車輛開進規定以外之地區。 

八、其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禁止之行為。 

第 14

條 

一般管制區或遊憩區內，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得為下

列行為： 

一、公私建築物或道路、橋樑之建設或拆除。 

二、水面、水道之填塞、改道或擴展。 

三、礦物或土石之勘採。 

四、土地之開墾或變更使用。 

五、垂釣魚類或放牧牲畜。 

六、纜車等機械化運輸設備之興建。 

七、溫泉水源之利用。 

八、廣告、招牌或其類似物之設置。 

九、原有工廠之設備需要擴充或增加或變更使用者。 

一○、其他須經主管機關許可事項。 

前項各款之許可，其屬範圍廣大或性質特別重要者，國家公

園管理處應報請內政部核准，並經內政部會同各該事業主管

機關審議辦理之。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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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次 內容 

第 3

點 

為利經營管理需要，依照資源特性、發展現況與實際需要，

將特別景觀區、一般管制區劃分為下列 7 類： 

(一)特別景觀區：  

1.核心特別景觀區：為維護自然生態環境，或保護無法以人力

再造之自然地理景觀而劃定之特別景觀區。 

2.道路特別景觀區：為維護國家公園內主、次要道路視覺景觀

而劃定之特別景觀區。 

(二)一般管制區： 

1.第一種：係指臺北市士林區陽明里、北投區湖山里原有臺北

市已公告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之地區，准許興建住宅、公共設

施，並提供居民與遊客優質生活、休憩體驗基本需求使用。 

2.第二種：為管理服務中心需要，可供興建公共建築用地。 

3.第三種：係指已有聚落發展或建築物零星分布，其環境應予

維護改善之地區，准許聚落進行環境改造發展。 

4.第四種：係指大部分仍保有完整之自然環境，需維持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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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次 內容 

型態之地區，准許農林使用。 

5.第五種：係指以現有聚落永續發展需求，由居民自提社區改

造細部計畫並符合第三十九點規定，或管理處為經營管理所

需擬定細部計畫之地區。 

第

13 、

14 點 

特別景觀區資源、土地及建築物之利用應依下列規定： 

1.為維護安全，經管理處許可，得為必要之處理。 

2.除為病、蟲、獸害、修護景緻、保全人文史蹟、維護安全所

需之處理、及經林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既有人工林經營作業所

需外，禁止從事林木伐採及林相變更等改變林貌之行為。 

3.除為資源保育需要，與依本原則第十五點設置設施外，禁止

新建任何建築物、道路、橋樑或其他工程設施，與改變原有

地貌之行為。 

4.得維持原有之農業相關使用。除原有或必要之公共服務與公

用事業設施外，特別景觀區建築物僅供住宅或已合法登記之

其他使用。 

第 17

點 

遊憩區資源、土地及建築物之利用，宜發揮自然性與活動性，

配合各該區地形地物，著重環境美化並與自然環境調和，且

避免過多之人工設施。各遊憩區允許使用項目應依規定辦理。 

第 20

點 

第三種一般管制區允許使用項目包括： 

1.第七組：行政設施(村里辦公處以外)。 

2.第十一組：農業。 

3.第十二組：農業設施(農路、休閒農業設施、無固定基礎之

臨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以外)。 

4.第十七組：保育研究設施。 

5.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施。 

附條件允許使用項目包括： 

第一組：住宅。 

第二組：教育設施。 

第三組：社區通訊設施。 

第四組：文教設施之社區活動中心。 

第五組：社區安全設施。 

第六組：公用事業設施(纜車場站以外)。 

第七組：行政設施之村里辦公處。 

第八組：日常用品零售業。 

第十二組：農業設施之農路。 

第十二組：農業設施之休閒農業設施。 

第十二組：農業設施之無固定基礎之臨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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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次 內容 

之設施。 

第十三組：農舍。 

第十四組：宗教設施。 

第十六組：住宿設施之民宿。 

第 21

點 

第四種一般管制區允許使用項目包括： 

1.第十一組：農業。 

2.第十二組：農業設施之農業資材室、農田灌溉排水設施、駁

坎、擋土牆。 

3.第十七組：保育研究設施。 

4.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施。 

附條件允許使用項目包括： 

第一組：住宅。 

第二組：教育設施。 

第六組：公用事業設施(纜車場站以外)。 

第七組：行政設施之村里辦公處。 

第七組：行政設施（村里辦公處以外）。 

第十二組：農業設施之農路。 

第十二組：農業設施之休閒農業設施。 

第十二組：農業設施之無固定基礎之臨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

之設施。 

第十三組：農舍。 

第十四組：宗教設施。 

第 22

點 

第五種一般管制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並依細部計畫或

社區改造細部計畫辦理： 

(一)第一組：住宅。 

(二)第二組：教育設施。 

(三)第三組：社區通訊設施。 

(四)第四組：文教設施之社區活動中心。 

(五)第五組：社區安全設施。 

(六)第六組：公用事業設施。 

(七)第七組：行政設施。 

(八)第八組：日常用品零售業。 

(九)第九組：農產品展售設施。 

(十)第十組：飲食業。 

(十一)第十一組：農業。 

(十二)第十二組：農業設施。 

(十三)第十三組：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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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次 內容 

(十四)第十四組：宗教設施。 

(十五)第十五組：遊憩及服務設施。 

(十六)第十六組：住宿設施之民宿。 

(十七)第十七組：保育研究設施。 

(十八)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施。 

第 34

點 

為生態保育、史蹟保存及景觀美化需要，下列各款，除另有

規定外，應提送管理處審議： 

(一)生態保護區及史蹟保存區之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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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一般管制區之建築物新建、増建、改建及公共工程。 

(五)第三種一般管制區之一百萬元以上公共工程、第二、三、

五、十四、十八組，與第四組之社區活動中心、第七組之村

里辦公處以外之行政設施、第十二組之休閒農業設施、第十

六組之民宿。 

(六)第四種一般管制區之一百萬元以上公共工程、第二、十

四、十八組、第十二組之休閒農業設施。 

(七)第五種一般管制區之一百萬元以上公共工程、第二、三、

五、十四、十五、十八組，與第四組之社區活動中心、第七

組之村里辦公處以外之行政設施、第十二組之休閒農業設

施、第十六組之民宿。 

(八)第二十九點之社區改造細部計畫。 

    

3.3.3.3. 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    

條次 內容 

1-2 國家公園區內之民宅，鼓勵配合傳統建築興趣。現有傳統舊

宅鼓勵妥予維護保存。  

內政部得設計具當地特色之傳統住家建築設計標準圖樣及說

明書供民眾參考，選用標準圖樣申請建築時，得免由建築師

設計及簽章。 

2-1 屋頂層  

（1）建築物屋頂層及屋頂突出物應設置斜屋頂，以形成特殊

的建築風格，但取得綠建築證書之平屋頂，不受此限。  

（2）建築物屋頂應按各幢建築物各部份頂層之總樓地板面積

至少八十%設置斜屋頂，上項斜屋頂面積不含斜版式女兒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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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面積。  

（3）建築物斜屋頂以朝向基地所臨接計畫道路或基地所留設

之主要﹙帶狀﹚法定空地、開放空間、廣場傾斜為原則。  

（4）前項建築物斜屋頂斜率，其坡度不得大於一比二，且不

得小於一比四。  

（5）為因應特殊地形或特殊屋頂造型設計，屋頂坡度超出前

項規定，經各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管理處）審查委員

會認可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2-2 造型及立面  

（1）造型及立面鼓勵配合當地傳統聚落建築或採局部仿當地

傳統聚落建築；屋頂突出物亦應以相同型式之立面予以美化。 

（2）新建築之外牆與頂層之間應有裝飾性線條，此類線條必

須與鄰棟相類似線條至少有部分相連接。  

2-3 建築材料  

（1）宜採配合當地景觀、自然景觀、人文環境之材質如自然

石材、木材、仿石材、紅磚、瓦、清水泥斬假石及洗石子等

材質。（2）經管理處指定或建議採用之材料或其他經管理處

審查委員會認可之材料。 

2-4 色彩  

（1）建築物色彩計畫應考慮環境調和之原則，其顏色以屋頂

色、牆壁色為主，復以一或二種強調色配合而成。屋頂色、

牆壁色彩為黑色瓦對白色或淺黃、淺灰、古銅色、磚色等牆

壁色擇一；或磚紅色瓦對白色、淺黃色、磚色等牆壁色擇一；

或參考圖例訂定色彩計畫。 

（2）外牆材料若採自然材質（木材、石材、磚材）或清水泥

斬假石及洗石子應保持該材質原色。  

（3）自行配色色彩計畫經管理處審查委員會認可亦可設置。 

2-6 法定空地  

（1）建築物之法定空地，其空地綠覆率及透水層，均應超過

50％。（2）前條空地面積應予生態綠化，配合作景觀設計。  

（3）農民住宅為農產生產需要，得不受前項之限制。 

2-7 設備與施工  

（1）儘量採乾式工法以減少濕式工法。  

（2）基地內挖填土石方平衡設計。  

（3）給水設備應採省水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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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國家公園管理處補助園區內建築物美化措施實施要點國家公園管理處補助園區內建築物美化措施實施要點國家公園管理處補助園區內建築物美化措施實施要點國家公園管理處補助園區內建築物美化措施實施要點    

條次 內容 

2 補助對象：在各國家公園計畫區範圍內合法建築物之起造人

或所有權人。  

3 補助條件：於各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管理處）指定之

地區內依規定程序申請新建之建築物，並依「國家公園建築

物設計規範」規定或配合綠建築、生態工法及污染防制理念，

其設計圖說經管理處審查合格，且依法取得建築執照者；原

有合法建築物之增建、改建、修建得比照辦理。 

4 申請程序：  

（1）於取得建造執照後三個月內檢具申請表、建造執照影

本、切結書及相關圖說至管理處提出申請，經管理處審查核

可者，核發補助經費證明單；申請配合綠建築之平屋頂者，

應附綠建築證書。其他配合綠建築、生態工法及污染防制理

念補助者，需另附相關設計原則、達成目標說明書以供管理

處審查。  

（2）申請人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三個月內檢具使用執照影本、

相關圖說及補助經費證明單，提送管理處審核，經管理處派

員實地勘查合格後發給補助經費憑單，並於指定期限內至管

理處領取補助費，未依規定期限內領取補助經費者，其已發

給之補助經費證明單及憑單應予作廢。 

6 設置審查委員會：  

（1）各管理處為辦理補助建築物美化措施審查工作、應設審

查委員會。  

（2）審查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處長或副處長兼任；另

置委員六人，由處長就左列人員聘（派）兼之：  

生態或景觀設計專家學者二人。  

建築專家學者二人。  

管理處企劃經理、工務建設（或建築管理）課主管。  

置幹事二名，由管理處指派業務主辦人員兼任。委員及兼職

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委員超過半數方可召開審查會議，出席委員至少應有專家學

者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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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陽明山國家公園之願

景為「保育臺灣北端自然與文化生態系及棲地核心，建構北臺灣國土

永續發展典範」，並應「護守大屯火山群珍貴地景與完整植被，建構

北臺灣碳吸存與水源涵育基地，保護自然地景與文化景觀的自然演替

與永續傳承，協助促成原住居民生活文化與國家公園保育教育遊憩目

標之共存共榮發展」。計畫核心價值包含： 

(1) 地景多樣性(Geo-Diversity)：大屯火山群具有 20 多座火山，是臺灣

最龐大的火山群，也形成臺灣唯一的放射狀河系，構成獨特的錐

狀火山、鐘狀火山、火山口、火口湖、與幽深峽谷瀑布地形。噴

氣孔、溫泉、地熱等後火山活動地景仍然頻繁可見；火成岩與 2,500

萬年前的五指山層新舊地質並陳，兼具地殼上升造山運動與火山

活動之地質景觀。 

(2) 生態多樣性(Eco-Diversity)：陽明山地區本屬亞熱帶、低海拔山區，

卻因淡水河阻隔，火山活動以及東北季風造成之北降現象影響，

四季分明，擁有火山、地熱、草原、森林、北降型植被、冰河時

期孑遺植物，以及多種稀有動植物。具有多元之棲地生態系，為

臺灣地貌與生態縮影；在生態演化上具有指標地位，具有生態研

究的重要價值。 

(3) 文化多元性(Culture Diversity)：本園之溪谷河階地，自古即為海岸

平原與臺北盆地人類活動交流之重要孔道，留下綿密古道交通景

觀；亦因自然地理、礦產等自然資源與社會經濟政策發展，形塑

採硫牧牛藍染等產業景觀、溫泉洗浴與國家重要紀念建築等文化

遺產，以及梯田水圳聚落之生活地景、迄今仍孕育原住居民、海

岸平原與臺北盆地之文化與生活發展，保有豐富多元文化景觀。 

針對特別景觀區並擬定保護利用綱要，摘錄整理道路特別景觀區

之保護利用綱要如下： 

 

 

 



 

                                                          成果報告書│2-9 

分區 景觀資源類型 保護利用綱要 

道特一 

陽 金 公 路

道 路 特 別

景觀區 

自然人文景觀：紗

帽山、七星山、中

山樓、冷水坑、竹

子山、磺嘴山、磺

溪 

1.確保自然地景之眺望景觀與道路沿線

之自然風貌。 

2.遮蔽改善既有開發使用對道路景觀之

破壞。 

3.於必要節點或休憩停留點，創造入口意

象或休憩空間，但應以與自然地景融合

為原則。 

道特二 

101 甲公路

道 路 特 別

景觀區 

自然人文景觀：竹

子湖、大屯山、烘

爐山、菜公坑山、

面天山、北海岸 

1.確保自然地景之眺望景觀與道路沿線

之自然風貌。 

2.遮蔽改善既有開發使用對道路景觀之

破壞。 

道特三 

陽 投 公 路

道 路 特 別

景觀區 

自然人文景觀：紗

帽山、後山公園、

南磺溪、硫磺谷龍

鳳谷噴氣孔 

1.確保自然地景之眺望景觀與道路沿線

之自然風貌。 

2.遮蔽改善既有開發使用對道路景觀之

破壞。 

3.於必要節點或休憩停留點，創造入口意

象或休憩空間，但應以與自然地景融合

為原則。 

道特四 

冷 水 坑 道

路 特 別 景

觀區 

自然人文景觀：七

星山、山豬湖、冷

水坑 

1.確保自然地景之眺望景觀與道路沿線

之自然風貌。 

2.遮蔽改善既有開發使用對道路景觀之

破壞。 

 

（（（（二二二二））））    都市設計審議都市設計審議都市設計審議都市設計審議 

因應傳統都市計畫與分區管制無法彈性因應都市土地使用需求

以及都市景觀風貌的形成，發展出都市設計機制，針對都市活動、交

通動線、建築及構造物之配置、造型與外觀、開放空間、都市景觀等

事項予以規劃設計，塑造都市風格與提升生活品質。 

臺灣有關都市設計相關法規尚未完全法制化；僅於《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應辦理都市設計之地區與內容事項。在地

方因具有立法權力，則對於都市設計需審議地區、審議程序、審議內

容及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之設置等，制定有相關完整之法規規範。台

北市政府是台灣地區第一個實施都市設計制度的城市。以台北市都市

空間規劃管理架構為例，都市設計機制以都市設計準則都市設計準則都市設計準則都市設計準則彌補都市計畫

僅及於二度空間管制之不足，引導並控制都市開發的形式；都市設計都市設計都市設計都市設計

審議制度審議制度審議制度審議制度則嘗試克服建管法令無法聯繫個別基地之間公共空間的缺

失，以控制個別開發案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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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條次 內容 

9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下列地區應辦理都市設計，納入細部

計畫：1、新市鎮。2、新市區建設地區：都市中心、副都市中

心、實施大規模整體開發之新市區。3、舊市區更新地區。4、

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建築物之周圍

地區。5555、、、、位於高速鐵路位於高速鐵路位於高速鐵路位於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及區域計畫指定景觀道路高速公路及區域計畫指定景觀道路高速公路及區域計畫指定景觀道路高速公路及區域計畫指定景觀道路

二側一公里範圍內之地區二側一公里範圍內之地區二側一公里範圍內之地區二側一公里範圍內之地區。。。。6、其他經主要計畫指定應辦理都

市設計之地區。 

都市設計之內容視實際需要，表明下列事項： 

1、公共開放空間系統配置及其綠化、保水事項。2、人行空間、

步道或自行車道系統動線配置事項。3、交通運輸系統、汽車、

機車與自行車之停車空間及出入動線配置事項。4、建築基地

細分規模及地下室開挖之限制事項。5、建築量體配置、高度、

造型、色彩、風格、綠建材及水資源回收再利用之事項。6、

環境保護設施及資源再利用設施配置事項。7、景觀計畫。8、

防災、救災空間及設施配置事項。9、管理維護計畫。 

    

2.2.2.2.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    

條次 內容 

3 申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之案件，應依規定檢

具完整圖說及文件，送發展局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幹事會審查或預審，應自收件日起，十日內為之。 

二  委員會審議，應自收件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三  須依其他相關法規規定審議之申請案，得同時進行都市

設計審議或採聯席審議方式辦理。 

前項送審圖說及文件不符規定者，由發展局通知限期補正，

逾期不補正者，駁回之。 

4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案件之作業程序，依基地

規模及申請案件性質，分為下列四種： 

一 都市設計審議申請案其建築基地面積在一、五○○平方公

尺以下、案情單純且非屬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採書面審查，

其程序如附件四： 

（一）山坡地。 

（二）申請相關容積獎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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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內容 

（三）依其他相關法規規定審議之基地。 

（四）歷史建築或古蹟附近地區基地。 

（五）陳情或訴願案件。 

（六）可能產生環境影響衝擊者。 

二 都市設計審議申請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依都市設

計審議簡化程序辦理，其程序如附件五。但內容複雜、具爭

議性、陳情案、訴願案或可能產生較大環境影響衝擊者，不

在此限。 

（一）建築基地面積在三、○○○平方公尺以下者。 

（二）公有建築物及各級學校建築物，其增建、修建或改建

之樓地板面積在四、○○○平方公尺以下者。 

三 都市設計審議申請案，不符應書面審查及簡化程序方式辦

理者，依都市設計審議一般程序辦理，其程序如附件六。 

四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申請案，其程序如附件七。 

7 經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案件，各機關於審查時，其變更設計事

項應再提送發展局依程序辦理。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  其建築面積未增加而建築物高度降低在十分之一以下

者。 

二  停車數量增多、樓地板面積增加、建築物高度變高、綠

覆率增加或戶數、平面尺寸、立面尺寸之調整在正負十分之

一以下者。但停車數量增加三十部以上者，或建築基地總樓

地板面積達三○、○○○平方公尺以上者，不在此限。 

三  用途變更為影響強度較低或類似用途互換者。 

四  附屬設施之變更未影響景觀者。 

五  綠化設施係同一種別植栽種類（樹種或草種）變更者。 

六  經指定留設之開放空間，未變更可視性及可及性功能者。 

    

3.3.3.3. 臺北市山坡地建築開發都市設計準則臺北市山坡地建築開發都市設計準則臺北市山坡地建築開發都市設計準則臺北市山坡地建築開發都市設計準則    

條次 內容 

2 山坡地建築基地（以下簡稱基地）之開發，應配合本市山坡

地生態保育、環境品質及防災計畫之整體發展政策，避免過

度或不良之建築開發行為，以防止對基地安全、環境景觀及

自然生態產生負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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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內容 

3 基地之開發，應以環境保育為優先，其建築物及設施之配置，

以減少整地開挖為原則。  

基地內之開放空間或法定空地，應與相鄰開放空間或空地連

接；基地內之公共步道，應銜接視野優良之公共開放空間。 

4 基地建築物及設施之配置，應避免位於地面水、伏流水、地

下水等水量過多及有礙基地排水功能之地區；建築物以避免

位於填方區為原則，位於填方區者，應注意基礎承載及地質

改良。 

5 基地開發之申請，其面積在一公頃以上者，應設置雨量觀測

計，蒐集地區降雨資料，以提供微氣候資料分析、運用及管

控之用。 

6 基地之整地，應順應地形地勢，其整地面以高低階層處理者，

每一階層間應以擋土措施或護坡措施處理，並設置管理維護

必要之路徑，且應有適當之截排水設施。  

前項之護坡措施處理，上下階垂直高度超過五公尺者，每五

公尺應設置寬度二公尺以上之平台及平台截排水溝。 

7 基地整地之挖、填土石方，以區內平衡為原則，且挖、填土

石方量之差額應占總土石方量正、負百分之十以內。  

前項總土石方量與申請基地面積之比例，每公頃不得超過一

萬立方公尺；挖、填深度除必要通路外，不得超過五公尺。 

8 保護區、農業區、風景區及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基地地下層

開挖面積占基地面積之比率，應為法定建蔽率加百分之十以

下。  

因基地地形、地質條件特殊或其他特殊情形，經臺北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議

通過，並經本府核准者，不受前項規定比率之限制。 

9 為建立山坡地之生態廊道及公共人行步道系統，基地應自建

築線或基地內通路邊退縮設置進深一．五公尺以上之人行步

道，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道路或基地內通路邊已設置

人行步道者，可合併計算退縮進深。但基地臨道路退縮留設

部分之進深，仍不得小於九十公分。  

前項人行步道之材質及設計高程，應順應地形與地勢，並設

置適當之排水及止滑設施。  

基地留設之人行步道，因地形及地質條件特殊，經本會審議

通過，並經本府核准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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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內容 

10 基地與毗鄰之建築基地間，應沿境界線留設災害緩衝空間，

基地面積在二公頃以上者，其寬度為五公尺以上；基地面積

未達二公頃或為保護區者，其寬度為三公尺以上。  

前項緩衝空間內，應設置適當之落石防制柵，並以維持原有

地形為原則。 

11 臨道路之擋土設施或護坡設施，其第一進擋土設施或護坡設

施之高度自地面起算達三公尺者，應自道路退縮進深二公尺

以上之緩衝空間。 

12 擋土設施及護坡設施處理，應由相關專業技師作成穩定性分

析報告，並簽證負責。 擋土設施之立面造型、色彩，應與自

然環境及建築物相互協調，並配合建築立面設計，加強表面

材質細部處理。 

13 擋土設施及護坡設施，應依下列規定綠化：  

1.設置於公共空間及公眾視野可及之範圍者，應以自然工法或

景觀式設計為原則。  

2.與自然地形相延續之人工坡面，以配合相鄰自然地形整體設

計為原則。  

3.設施之立面，應利用植物之攀爬及懸垂等特性，進行垂直性

綠化處理。但有妨害設施結構安全或特殊用途之虞者，不在

此限。  

4.自然邊坡及護坡設施之綠化植生，應配合坡地自然景觀，利

用植物特性，進行具視覺層次性之坡面綠化及色彩處理。 

14 基地之綠化，應依下列規定：  

1.依緩衝綠帶、護坡功能性植栽、景觀植栽及人工地盤綠化等

特性，配合基地周圍既有綠覆林相，予以設計，並應回植原

基地植物三分之一之樹種。  

2.調查現有植裁，並以圖面標示其分佈位置。基地內樹高十公

尺以上或米高徑二十公分以上之單株喬木，或植物群聚面積

達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且具良好林相之喬木樹林，或特殊稀有

灌叢、地被，以原地保存為原則。但確有移植之必要者，得

提出基地內移植復育計畫。  

3.於基地與毗鄰之建築基地間沿境界線留設之緩衝綠帶，其綠

覆率應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喬木綠覆率以達百分之七十

以上為原則。  

4.基地地表不得裸露，且基地綠覆面積內應栽植之喬木比率，

應占總綠覆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  

基地之戶外停車場，應順應地形及地貌分層設置，停車場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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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內容 

邊應設置寬度一公尺以上之植栽綠帶；停車場內之綠化，以

栽植喬木配合灌木及地被植物為原則。 

15 基地面積超過二公頃者，其聯外道路出入口以設置二處以上

為原則，其中主要車道出入口應為八公尺以上，次要車道出

入口應為四．五公尺以上；主要出入口之設置，應考量基地

週邊環境之交通衝擊。 

16 基地內之所有公共及私設管線，應以地下化為原則，並避免

破壞山坡地自然景觀。 

17 基地內之水塔、變電箱、機房、蓄水池、污水處理設施等地

面上固定公用設施及設備，應集中設置於建築物內或公用設

備區。前項設施或設備設置於公用設備區者，不得占用緩衝

綠帶或退縮地，並應配合建築物予以設計，或為綠化或美化

處理。 

18 基地建築物之量體及造型設計，應斟酌技術可行性、經濟可

行性及山坡地保育、景觀需求及安全，依下列規定：  

1.考量綠建築技術之應用。  

2.建築物之量體及高度，應考量既有山坡地之地形天際線及相

鄰建築之視野景觀。  

3.建築物之立面，以依山脈背景變化調和處理，避免單調連續

之牆面線為原則；其立面長度超過三十公尺時，並應有轉折

變化之設計處理。  

4.建築物之屋頂型式，應順應地形地勢，避免以平屋頂為主要

型式，其建材及色彩，應與建築物立面作整體設計；屋頂之

突出物及設備設施，應以不外露或以遮蔽設施美化處理為原

則。  

5.建築物及設施之材料、色彩，應依地形地貌處理，避免造成

反光及炫光。  

6.建築物陽台之設計，應兼顧視野環境景觀美化與實用之機能

特性，依其功能選擇適當之設置區位及深度，並配合立面造

型規劃適當之遮蔽設施。 

19 基地鄰近道路或永久性空地界面空間，應以綠、美化方式處

理為原則；確有設置圍牆之必要時，其透空率應達 60％以上。 

20 山坡地之開發建築，經申請人提出申請，確認基地情形特殊，

斟酌技術可行性、經濟可行性及山坡地保育、景觀需求及安

全，經本會審議通過，並經本府核准者，於必要範圍內得不

受本準則原則性規定之限制。  

前項原則性規定，係指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七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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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內容 

項、第十條第二項、第十三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二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

八條第三款、第四款、第十九條。  

第一項之情形，於必要時得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舉行聽證。 

    

4.4.4.4.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條次 內容 

4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發展局）局

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發展局副局長兼任，委員二十

一人，由主任委員就下列人員報府聘（派）之： 

一  都市計畫專家學者一人。 

二  都市設計專家學者二人。三  建築設計專家學者一人。

四  造園及景觀設計專家學者一人。五  土地開發及財務分

析專家學者一人。六  地質大地工程專家學者一人。七  交

通規劃專家學者一人。八  文化藝術專家學者一人。九  建

築投資業代表一人。十  法律專家學者一人。十一  建築師

公會代表一人。十二  相關公益團體代表一人。十三  本府

產業發展局副局長。十四  本府工務局副局長。十五  本府

消防局副局長。十六  本府交通局副局長。十七  本府環境

保護局副局長。十八  本府文化局副局長。十九  本市建築

管理處副處長。二十  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副處

長。 

前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之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時得續聘

（派）之，其連任以二次為限。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應補

行聘（派），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審議案件性質特

殊者，主任委員得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及地區性代表列席。 

9 本會置執行祕書一人，由主任委員遴派人員兼任，承主任委

員之命處理日常會務。 

本會為提升審議效率，得設幹事會協助審查，置幹事十一人

至十四人，辦理審查作業，由本府產業發展局、工務局、消

防局、交通局、環境保護局、文化局、教育局、發展局等有

關機關遴派人員兼任之。 

幹事會開會時，由執行秘書擔任主席。 

10 幹事會審查範圍如下： 

一  審議案件必備圖件項目之查核。 



 

2-16│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條次 內容 

二  審議案件送審作業程序之查核。 

三  前條第二項有關機關就其執掌法規之查核。 

四  針對審議案件規劃設計內容提出建議事項。 

前項第四款建議事項得供委員會審議參考。 

 

 

 

 

 

 

 

 

 

 

 

 

 

 

 

 

 

 

 

 

 

 

 

圖 2-1 臺北市都市設計審議標準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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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與審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與審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與審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與審議作業規範議作業規範議作業規範議作業規範 

我國非都市土地的管理係採取土地使用分區與編定，及開發許可

制並行之方式。開發使用行為符合既有 10 大分區與 18 項編定相關規

定者，可逕為容許使用或附條件容許使用；不符合者，則需依「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申請分區

或用地變更與開發許可。 

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達一定規模者，應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餘者則應在原使用分區範圍內申請變更編定，但開發行為需符合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使用地變更編定原則。原

則上開發許可面積超過 10 公頃以上者，由內政部審議；10 公頃以下

以及用地變更則一律由縣市政府辦理。 

開發流程可概分為規劃、審議、開發及建築等四階段。規劃階段

應先取得土地使用相關證明文件，擬撰審議書圖文件，並取得開發案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申設。位於非都市土地山坡地範圍者，且需辦

理分區變更者，係由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或縣市政府土地開發專責

審議小組進行審議，並增加水土保持規劃書之審議。位於非都市土地

屬用地變更者，則由縣市政府地政局組成專案小組審查。通過審議

後，需先取得雜項使用執照與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後，才得辦理分區

與用地之土地異動登記，並依法繳交開發影響費、土地代金、回饋金。

最後由建管單位依據審議核定之土地使用計畫內容與建築法相關規

定，辦理建築執照之審查核發（經建會，2006）。 

 

1.1.1.1.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條次 內容 

總編

-3 

申請開發區應符合區域計畫保育水土及自然資源、景觀及環境

等土地利用方針，並應符合區域計畫之部門發展計畫之指導。 

總編

-6 

申請開發許可，應檢具： 

(一)申請書。 

(二)開發計畫書圖。 

(三)涉水土保持法令規定應檢附水土保持規劃書者及涉環境

影響評估法令規定應檢附書圖者，從其規定辦理。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書圖文件格式如附件二、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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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內容 

總編

-9 

申請開發之基地不得位於附表二之一所列之土石流潛勢溪

流、嚴重崩塌或其他高危險地區、加強保育山坡地、活動斷層

兩側一定範圍、河川區域等天然災害敏感、…、古蹟保存區、

遺址等文化景觀敏感、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

一定距離內、國有林地、保安林地、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林業

試驗林地等森林地區、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等資源生產敏感

等限制發展地區。 

申請開發基地內如有夾雜之零星屬於限制發展地區之土地，須

(1)基於整體開發規劃之需要，(2)維持原使用分區及原使用地

類別，或同意變更為國土保安用地，(3)不得計入保育區面積

計算，(4)面積不得超過基地開發面積之百分之十或二公頃，

且扣除夾雜土地後之基地開發面積仍應大於得辦理土地使用

分區變更規模，(5)擬定夾雜地之管理維護措施。 

總編

-14 

基地土地形狀應完整連接，如位於山坡地該連接部分最小寬度

不得少於五十公尺，位於平地不得小於三十公尺，以利整體規

劃開發及水土保持計畫。但經認定情況特殊且符合整體規劃開

發及水土保持計畫，並無影響安全之虞者，不在此限。 

總編

-15 

基地內公有土地或未登記土地，基於整體規劃開發及水土保持

計畫需要，應先依規定取得同意合併開發或核准讓售之文件。 

總編

-16 

基地內之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 40％以上之地

區，其面積之 80％以上土地應維持原始地形地貌，且為不可

開發區，其餘土地得規劃作道路、公園、及綠地等設施使用。 

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 30％-40％之地區，以作為開放性之公

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使用為限，不得作為建築基地（含法

定空地）。 

申請開發基地之面積在 10 公頃以下者，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

之平均坡度在 30％以下之土地面積應占全區總面積 30％或三

公頃以上；申請開發基地之面積在 10 公頃以上者，其可開發

面積如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認為不符經濟效益者，得不予審

查或作適度調整。 

總編

-17 

基地開發應保育與利用並重，並應依下列原則，於基地內劃設

必要之保育區，以維持基地自然淨化空氣、涵養水源、平衡生

態之功能： 

(1)基地應配合自然地形、地貌及地質不穩定地區，設置連貫

並儘量集中之保育區，以求在功能上及視覺上均能發揮最大之

保育效果。除必要之道路、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公用

設備等用地無法避免之狀況外，保育區之完整性與連貫性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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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內容 

為其它道路、公共設施、公用設備用地切割或阻絕。 

(2)保育區面積不得小於扣除不可開發區面積後之剩餘基地面

積之 30％。保育區面積之 70％以上應維持原始之地形地貌，

不得開發。 

(3)劃為保育區內之土地，如屬曾先行違規整地、或土地使用

現況為裸露地、墾耕地者，應補充如何維持保育功能之內容或

復育計畫。 

(4)保育區面積之計算不得包括道路、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

設施、公用設備，且不得於保育區內劃設建築基地。 

(5)滯洪設施如採生態工程方式設置，兼具滯洪、生物棲息與

環境景觀等功能，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同意，其面積得納入

保育區面積計算；前開設施面積納入保育區計算者，仍應符合

第二款規定。 

前項第 5 款得調整保育區變更原始地形地貌比例，不得大於保

育區面積 50％。 

總編

-18 

開發基地內經調查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尚未依相關法規劃定保

護者，應優先列為保育區： 

(1)珍貴稀有之動、植物保護地區。 

(2)主要野生動物棲息地。 

(3)林相良好之主要林帶。 

(4)文化資產之保護地區。 

(5)經濟部認定之重要礦區且地下有多條舊坑道通過之地區。 

(6)特殊地質地形資源：指基地內特殊之林木、特殊山頭、主

要稜線、溪流、湖泊等自然地標及明顯而特殊之地形地貌。 

(7)坡度陡峭地區：指坡度在 40％以上之地區。 

總編

-20 

整地應依審查結論維持原有之自然地形、地貌，以減少開發對

環境之不利影響，並達到最大的保育功能。其挖填方應求最小

及平衡，不得產生對區外棄土或取土。 

總編

-21 

基地開發不得妨礙上、下游地區原有水路之集、排水功能。 

總編

-22 

基地開發後，包含基地之各級集水區，以 25 年發生一次暴雨

產生對外排放逕流量總和，不得超出開發前之逕流量總和。並

應以 100 年發生暴雨強度之計算標準提供滯洪設施，以阻絕因

基地開發增加之逕流量。 

總編

-33～

36 

基地整地應配合自然景觀風貌，儘量自然化，其整地之綠化應

與自然環境配合。 

公共管線應以地下化為原則，管線如暴露於公共主要路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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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內容 

時，應加以美化處理。 

建築配置應儘量聚集，並將法定空地儘量靠近連貫既有之保育

區，使得建築物基地之法定空地能與保育區相連貫，而發揮最

大保育功能。 

基地內之道路應順沿自然地形地貌，並(1)避免道路整地造成

長期之基地開發傷痕。(2)路網之設置應表達基地之自然地形

結構。 

總編

-38 

為維護整體景觀風貌及視野景觀品質，申請開發之基地與相鄰

基地同時暴露於主要道路之公共視野中者，應配合相鄰基地優

良之景觀特色，塑造和諧的整體意象。 

總編

-39 

基地內建築物應尊重自然景觀之特色： 

(1)建築量體、線條、尺度均應順應自然地形地貌之結構，表

達並強化各個地形景觀。 

(2)建築物之容許高度應隨坡地高度之降低而調整，以確保大

多數坡地建築的視野景觀。 

(3)建築尺度、色彩、材質及陰影效果，均應與相鄰地形地貌

配合，並應保持以自然景觀為主之特色。 

(4)利用地形的高低差或建築物本體，提供停車空間以避免增

加整地的面積及大片的停車景觀。 

(5)依建築法令綠建築相關規定辦理之開發基地，應說明綠建

築設計構想並承諾未來於建築許可階段配合辦理。 

總編

-42、

43 

全區綠化計畫應先就現有植栽詳細調查，樹高 10m 以上及樹

高 5m 以上且面積達 500 平方公尺之樹林，應予原地保存。但

在允許改變地貌地區得於區內移植。前項樹林經中央林業主管

機關核可得砍伐林木者，不在此限。 

全區綠化計畫應涵括機能植栽（緩衝、遮蔽、隔離、綠蔭、防

音、防風、防火及地被等植栽）景觀植栽及人工地面植栽，並

以喬木、灌木及地被組合之複層林為主要配置型態。綠化計畫

範圍應包含基地私設之聯絡道路。 

總編

-44 

位於區域計畫景觀道路行經範圍內，應做視覺景觀分析：以區

域計畫景觀道路兩側一公里範圍內或至最近山稜線之範圍，並

擇取其中範圍較小者。 

基地位於山坡地範圍者，其基地整地、排水、景觀等相關設施

之規劃與配置，宜以尊重生態之理念進行設計。 

專編

-住

宅社

申請開發基地位於一般農業區者，面積須為 10 公頃以上。 

申請開發之基地位於山坡地者，其保育區面積不得小於扣除不

可開發區面積後之剩餘基地面積的 40％。保育區面積之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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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內容 

區 以上應維持原始之地形面貌，不得開發。 

基地內之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 30％以下之土地

面積應佔全區總面積 30％以上或 3 公頃以上。 

專編

-休

閒農

場 

指依據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經農業主管機關輔導設置經營

休閒農業之場地。應在確保農業生產環境之原則下，依據農場

周邊交通條件及農場休閒資源之承載量，訂定合理的使用容

量，並據以設置休閒農業設施。 

各分區之土地使用規定如下： 

(1)遊客休憩分區應依總編第十六點規定留設不可開發區，免

留設保育區。其土地使用計畫除本專編另有規定外，適用總編

條文之規定；並應依據審查結果編定為適當之用地。 

(2)農業經營體驗分區內之土地，得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

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之項目，辦理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其開

發計畫書圖格式另定之。 

遊客休憩分區內之休閒農業設施與休閒農場範圍外緊鄰土地

使用性質不相容者，應設置適當之隔離綠帶或隔離設施。 

必要性服務設施之提供應能滿足一般尖峰休閒人次需求，並依

下列規定： 

(1)休閒農場應設置足夠之聯絡道路，其路寬不得小於六公

尺。但經農業主管機關依法列入專案輔導之已開發休閒農場申

請案，有具體交通改善計畫，且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者，不

在此限。 

(2)休閒農場內應設置停車場 

(3)遊客休憩分區內除建築物、道路、廣場、及公共設施外，

宜多留設開放式公園、綠地，其景觀設計並應充分融合當地自

然風貌及農業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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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內政部審查非都市土地（山坡地）開發許可流程圖 資料來源：經建會，2006。 

圖 2-3 縣市政府非都市土地（山坡地）開發許可流程圖 ，資料來源：經建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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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山坡地之保育利用山坡地之保育利用山坡地之保育利用山坡地之保育利用 

 

我國山坡地之保育利用，包含依自然特徵、應用工程、農藝或植

生方法，以防治沖蝕、崩坍、地滑、土、石流失等災害，保護自然生

態景觀，涵養水源等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並為經濟有效之利用。主

要依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委會，地方主

管機關則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1、2、5 條）。 

依法，在山坡地從事 1.宜農、牧地之經營或使用、2.宜林地之經

營、使用或採伐、3.水庫或道路之修建或養護、4.探礦、採礦、採取

土石、堆積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5.建築用地之開發、6.公園、

森林遊樂區、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之開發或經營、7.

墳墓用地之開發或經營、8.廢棄物之處理、9.其他山坡地之開發或利

用，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及期限，實施水土保持之

處理與維護（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9、12 條）。 

 

1.1.1.1. 農業使用農業使用農業使用農業使用    

山坡地供農業使用者，應實施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並由中央或

直轄市主管機關完成宜農、牧地、宜林地、加強保育地查定。土地經

營人或使用人，不得超限利用（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16 條）。其水

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應配合集水區治理計畫或農牧發展區之開發計

畫，由其水土保持義務人實施之（水土保持法第 10 條）。未開發之宜

農、牧、林山坡地，其開發依農業發展條例有關規定辦理（山坡地保

育利用條例第 18 條）。 

適於農業發展者，主管機關應辦理整體發展規劃，並擬訂水土保

持細部計畫，輔導農民實施。山坡地面積在五十公頃以上，具有農業

發展潛力者，主管機關得優先協助土地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實施

水土保持，改善農業經營條件；其所需費用，得予協助辦理貸款或補

助。唯位於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者，主管機

關辦理前二項工作時，應先徵得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山坡

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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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非農業使用非農業使用非農業使用非農業使用    

水庫或道路之修建或養護、探礦、採礦、採取土石、堆積土石或

設置有關附屬設施、建築用地之開發、公園、森林遊樂區、遊憩用地、

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之開發或經營、墳墓用地之開發或經營、廢棄

物之處理、及其他山坡地之開發或利用，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水土保

持技術規範及期限，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第 9、12 條）。從事山坡地建築，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依序申請辦理雜項執照與建造執照。 前項建築農舍及其他經直

轄市、縣（市）政府認定雜項工程必需與建築物一併施工者，其雜項

執照得併同於建造執照中申請之（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第 3 條）。 

雜項工程進行時，應為下列之安全防護措施：1.毗鄰土地及改良

物之安全維護。2.施工場所之防護圍籬、擋土設備、施工架、工作臺、

防洪、防火等安全防護措施。3.危石、險坡、坍方、落盤、倒樹、毒

蛇、落塵等防範。4.挖土、填土或裸地表部分臨時坡面之防止沖刷設

施。5.使用炸藥作業時，應依有關規定辦理申請手續，並妥擬安全措

施。6.颱風、豪雨等天然災害來臨前之必要防護措施。雜項工程施工

中，發現地形、地質與實際工程設計不符時，起造人應會同承造人及

監造人依法變更設計後，始得繼續施工。其有危害安全之虞者，主管

建築機關得令其停工，並為緊急處理（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第 7、8

條）。 

 

（（（（五五五五））））    景觀風貌景觀風貌景觀風貌景觀風貌 

考量我國整體環境景觀因長久以來缺乏整體規劃及經營管理，城

鄉風貌混亂，缺乏特色。如何整頓環境景觀，提昇整體生活環境品質，

實為我國欲掙脫轉型瓶頸，重建國際形象之重要關鍵。為促使各級政

府積極改善環境景觀，並養成國民愛護及美化環境景觀之習性，以提

昇整體生活環境品質，擬具「景觀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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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草案條文 

第 3

條 

本法用語定義如下： 

� 景觀：指人類視覺所及之自然及人文地景，包括自然生態景觀、

人為環境景觀及生活文化景觀。 

� 重點景觀地區：指景觀資源豐富，需特別加以規劃、保育、管理

及維護，或景觀混亂，需特別加以改善之地區。 

� 景觀綱要計畫：指為建構直轄市、縣（市）景觀資源系統及指定

重點景觀地區，所訂定之指導性計畫。 

� 重點景觀計畫：指為加強重點景觀地區景觀資源之保育、管理及

維護，所訂定之計畫。 

� 景觀改善計畫：指為改善重點景觀地區或其他經指定有實施景觀

改善必要地區之景觀，所訂定之具體行動計畫。 

第 4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各該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

為範圍，擬訂景觀綱要計畫。但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已全

部實施都市計畫者，景觀綱要計畫得併入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擬

訂。 

前項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之擬訂、變更、核定、發布、

實施及核定後之復議，準用都市計畫法有關主要計畫規定辦理。 

第 5

條 

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景觀綱要計畫景觀綱要計畫景觀綱要計畫，應就下列事項表明之： 

� 計畫目標。 

� 景觀資源及景觀相關重大課題。 

� 景觀系統之建構。 

� 重點景觀地區之指定。 

� 景觀規劃、保育、管理及維護原則。 

� 其他應加表明事項。 

� 前項第四款重點景觀地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

需要，於直轄市、縣（市）景觀綱要計畫完成擬訂前先行指定。 

第 6

條 

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國家風景特定區、森林遊樂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國

有林班地、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

訂定相關法規，實施環境景觀之保育、管理及維護之地區，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免依前條規定指定為重點景觀地區。 

前項所列地區，得由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重點景觀計由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重點景觀計由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重點景觀計由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重點景觀計

畫畫畫畫，送請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 8

條 

重點景觀地區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重點景觀計畫，

作為區內景觀資源保育、經營及管理依據；其位實施都市計畫地

區範圍者，重點景觀計畫並得併入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規定。第

六條第二項及前項重點景觀計畫之擬訂，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各

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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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草案條文 

第 9

條 

重點景觀計畫應以計畫書及計畫圖，就下列事項表明之： 

� 計畫地區範圍。 

� 現況及景觀要素之調查分析。 

� 計畫目標及課題。 

� 景觀對策、管制事項及基準。 

� 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應表明事項。 

第 10

條 

重點景觀計畫之擬訂、變更、核定、發布及實施等事項，準用都

市計畫法有關細部計畫規定辦理。 

第 11

條 

重點景觀地區內達一定規模以上之下列開發或設施，於先期規劃

階段，應就景觀相關事項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諮詢、協

商，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循都市設計審議程序審查通

過後，始得建築使用或施工、設置： 

一、交通設施。 

二、水利設施。 

三、公共開放空間設施。 

四、公用設備設施。 

五、街道家具設施。 

六、土地開發或建築興建。 

七、都市夜間照明設施。 

第 13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重點景觀地區，應訂定景觀改

善計畫實施之。 

重點景觀地區以外之地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各該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實施景觀改善之必要者，亦得訂定

景觀改善計畫實施之。 

第 15

條 

景觀改善計畫，應就下列事項表明之： 

一、實施範圍。 

二、現況調查及分析。 

三、計畫目標、課題及對策。 

四、景觀改善項目及優先改善次序。 

五、具體改善措施及禁制規定。 

六、分區改善優先次序。 

七、實施期程及經費。 

八、其他。 

第 16

條 

前條第四款景觀改善項目，應包括重點景觀計畫所定景觀改善事

項及下列事項之清潔、美化、綠化、維護、改善或處理： 

一、公共設施。 

二、公用設備。 



 

                                                          成果報告書│2-27 

編號 草案條文 

三、街道家具。 

四、公園及綠地。 

五、廣告招牌及旗幟。 

六、建築物屋頂或外牆附置設施。 

七、建築物騎樓地面高程。 

八、攤販。 

九、違章建築。 

十、閒置荒廢之建築物及建築用地。 

十一、施工圍籬。 

十二、公私有建築外牆、戶外空間及圍籬。 

十三、其他有礙景觀事項。 

前項各款所定事項，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據地方情

況及需要，於自治法規中作必要之規定。 

第 18

條 

景觀改善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其中需配合實施景觀改善及維護

部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土地、建築物或

設施之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或占有人，令其依景觀改善計

畫所定期程，配合實施改善。 

景觀改善計畫內容與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

定相關部門建設計畫間，遇有重大爭議無法解決時，得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各該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調處之。 

 

第 22

條 

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為改善環境景觀，得自行劃定地區範圍，

並依法組織社會團體後，就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事項，自行

擬具景觀改善計畫，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十

七條及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前項之申請，應經所劃定地區範圍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均超過三分之二，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

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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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國內外案例研究國內外案例研究國內外案例研究國內外案例研究    

（（（（一一一一））））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1.1.1.1. 景觀道路計畫景觀道路計畫景觀道路計畫景觀道路計畫    

美國交通部訂定有國家景觀道路計畫(National Scenic Byway 

Program)，指認具有考古、文化、歷史、自然、遊憩、景觀等特質，

且較少交通流量者之道路，推動保護保存其道路景觀，並促進旅遊與

經濟發展。其中，具有兩種以上之特質，且最具有景觀特質者，指認

為全美國道路（All-American Roads）。國家景觀道路計畫係由聯邦公

路管理局（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主管，通常以社

區為主推動之，關注於道路改善、景觀資源保護，以及社區生活與經

濟的平衡發展。同時應擬定廊道管理計畫（Corridor Management Plan，

CMP），制訂景觀道路維護管理改善策略、行動計畫與伙伴合作關係，

以推動景觀道路之保護改善與管理工作。 

此外，由美國州公路暨運輸官員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AASHTO）所提倡的脈絡敏

感性設計（Context Sensitive Solutions，CSS）—對在地自然與建成環

境敏感，採納在地特質的公路設計方法，對於景觀道路的推動保護與

管理，提供了兼顧環境與景觀美學特質之理論與操作執行方法，而為

各州景觀道路計畫廣為採納(The Knoxville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Organization，2011)。以馬里蘭州為例，即擬定脈絡敏感性設

計指南（SHA，2008；SHA，2006），作為州內景觀道路之規劃設計指

導依據。其基本規劃程序包含： 

(1) 指認景觀道路特徵元素； 

(2) 保存景觀道路特徵元素； 

(3) 維護景觀道路特徵； 

(4) 景觀道路的優化以支持其特質。 

擬定應與規範之景觀道路主要特徵元素包含有： 

(1) 安全 

(2) 路線與地形特徵 

(3) 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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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挖方與排水 

(5) 交通與其他設施 

(6) 景觀 

(7) 橋樑與其他小型建築物 

(8) 指標 

(9) 燈光 

(10) 通過管理 

(11) 道路側邊美化 

(12) 自行車 

(13) 維護 

(14) 公有土地之管理 

 

2.2.2.2. 美國漁業與野生動物局道路設計指美國漁業與野生動物局道路設計指美國漁業與野生動物局道路設計指美國漁業與野生動物局道路設計指南南南南（（（（Roadway Design GuidelinesRoadway Design GuidelinesRoadway Design GuidelinesRoadway Design Guidelines））））    

美國漁業與野生動物局管理超過 1 億 5 千萬公頃之野生動物保護

區土地。為利於道路改善發展計畫團隊之溝通與決策，故制訂道路設

計指南，作為道路計畫發展與設計之依據。該設計指南除了一般交通

改善計畫內容（含鋪面、設施、坡度、排水與植栽）外，亦包含停車

場、遊客相關設施，以及生態廊道等改善內容(U.S. Fish & Wildlife 

Service，2011)。 

指南內容包含景觀生態、規劃程序、工程設計、生物通道、暴雨

水管理、遊客體驗等六大項內容，並一一註明各分項之設計原則與參

考資料。摘錄其指南內容項目如下： 

(1) 景觀生態 

改善棲地串連 

減少野生動物與棲地之衝擊影響 

瞭解區域地景之水文過程 

回應區域地景 

回應氣候改變 

(2) 規劃程序 

相關計畫、政策與規範之檢討 

計畫服務內容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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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案的評估 

成本與衝擊的估算 

團隊與權益關係人之溝通 

(3) 工程設計 

原生植栽與自然資源的保存與修復 

入侵物種的管理 

減少挖填方 

道路安全設計 

工程衝擊與最佳方案 

材料使用 

維護需求 

(4) 生物通道 

設計生物通道 

提供且優化水生生物通道 

提供且優化陸生生物通道 

野生生物圍籬與其他引導設施 

駕駛人警示與安全設施 

(5) 暴雨水管理 

污染逕流水之緩衝 

沖蝕與洪水之避免 

暴雨水設施的監測與維護 

水資源之應用 

(6) 遊客體驗 

景觀價值之保護與強化 

促進多元公共運輸使用 

無障礙化 

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之配合 

 

3.3.3.3. 景觀廊道設計規範景觀廊道設計規範景觀廊道設計規範景觀廊道設計規範    

配合國家景觀道路計畫，與對道路景觀之重視，除了國家與州政

府層級之景觀道路計畫外，地方層級之政府（county/city），亦常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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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計畫（general plan）中，為地方重要通道擬定景觀廊道設計規範，

以保存改善道路之自然人文景觀，創造地方之入口意象與自明性，同

時促進地方旅遊與觀光之發展。地方政府之景觀廊道設計規範其形式

與規範內容，往往隨其地方特性、景觀道路發展現況與環境條件特

質，以及景觀廊道的設置目的與願景，而有很大之差異。整理相關規

範（City of Los Angeles, CA，1992；Maricopa County, AZ，2005；San Mateo 

County, CA，2006；City of Scottsdale, AZ，2003），內容包含有： 

(1) 道路 

路寬與連接道 

交通島 

車道與自行車道 

路型設計 

鋪面與免車流穿越清除區 

人行道 

步道 

交通與其他設施 

照明 

指示系統 

景觀 

排水 

維護 

(2) 景觀退縮保護區：景觀道路兩側之禁止開發使用區域 

最小寬度 

開放空間 

禁止與允許使用設施物 

人行道與步道 

指示標示 

景觀 

其他設施 

維護 

特殊發展小區 

(3) 基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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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與挖填方 

敷地計畫 

建築退縮 

車道位置 

儲存空間 

景觀 

電信、通訊設施 

其他設施 

圍籬 

(4) 建築計畫與建築設計 

建築設計風格 

建築材料 

建築色彩 

建築高度 

景觀 

(5) 除外條款 

 

（（（（二二二二））））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1.1.1.1. 班夫國家公園冰原公路班夫國家公園冰原公路班夫國家公園冰原公路班夫國家公園冰原公路(Icefields Parkway)(Icefields Parkway)(Icefields Parkway)(Icefields Parkway)之管理與發展之管理與發展之管理與發展之管理與發展    

冰原公路（Icefields Parkway），也稱為 93 號公路，位於加拿大亞

伯達省，沿途風景秀美，以壯觀的冰原景觀而著名。公路總長 232

公里，與北美洲大陸分水嶺平行，穿越崎嶇的洛磯山脈，與班夫國家

公園和賈斯伯國家公園，與 1 號公路在路易斯湖和卡斯爾山重合之

後，進入不列顛哥倫比亞的庫特尼國家公園；為國家公園內之重要景

觀道路。 

班夫國家公園計畫中，將冰原公路所在分區訂為戶外遊憩區。為

提供遊客遊憩與必要之服務與設施，與體驗國家公園之遺產與價值之

使用。而相關活動與設施應盡量減少對環境與景觀的衝擊。計畫並擬

定冰原公路管理發展計畫，做為公路未來發展依據(Parks Canad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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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與行動包含有： 

� 提供旅客與周圍環境多元之連結機會—景觀/遊憩 

� 不間斷的遊憩體驗—從遊前規劃至遊後記憶 

� 與權益關係人緊密合作—解說、環境保護，國家公園舒適、

安全與便利性的改善 

� 採用可改善、維持自然與人文環境之措施—永續能源、污水

處理、永續設施設計、環境教育 

� 維護冰原公路之景觀道路品質—公路標準、交通管理、駕駛

人教育 

2.2.2.2.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Town of Banff)(Town of Banff)(Town of Banff)(Town of Banff)開發審議規範開發審議規範開發審議規範開發審議規範    

班夫鎮位於班夫國家公園內，鎮內之開發與市政管理係透過與國

家公園簽定之協議，由鎮政府進行管理；然而各類發展計畫均需受到

班夫國家公園與聯邦政府的管理。鎮內設定有明確的人口總數與住民

資格限制，土地屬於聯邦政府所有，但班夫鎮具有規劃、土地使用、

發展與環境規劃之許可權。 

依據班夫國家公園計畫，國家公園內會限制商業的發展，但會鼓

勵既有開發地區的更新，以提供遊客更好的服務與空間品質。班夫鎮

未來應朝永續山林社區發展，並限制其成長範圍、商業與土地之發

展。於班夫大街設置遊客服務設施以突出國家公園的意象，促進歷史

建築的整建活用，並強化市鎮中心的解說服務（Parks Canada，2010）。

發展定位為： 

� 世界遺產地之一部分 

� 國家公園之遊客服務中心 

� 提供遊客多元化之解說與指示服務 

� 維持社區特色並能反映周圍自然環境 

� 提供居民舒適之生活品質 

班夫鎮制訂有社區發展計畫、住民限制、詳盡之土地使用、建築

與廣告招牌管制規範，與綠色發展指南；相關開發均採取開發許可制。 

(1) 班夫鎮住民限制：必須於國家公園內擁有並以商業實際經營

為主要收入，或於班夫國家公園內工作者，才被允許居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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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夫鎮內(Town of Banff，2007)。 

� 主要工作為國家公園所提供； 

� 於國家公園內經營商業，且必須每天於國家公園內執業

者； 

� 退休前五年連續於國家公園內執業的退休人士； 

� 於 1981 年前即已退休且居住在國家公園的退休人員； 

� 於國家公園內的教育機構就學的全職學生； 

� 於 1911 年以前，承租國家公園內之公有土地的人或其子

女。 

(2) 班夫鎮開發許可程序與申請書圖文件規範(Town of Banff，

2010)：開發許可之相關行政程序，與各類使用之開發許可申

請書圖文件要求。包含： 

標示； 

樹木修剪； 

居住； 

民宿； 

單戶/雙拼/四拼建築/商業/機構/多戶建築； 

使用變更； 

交通服務。 

(3) 班夫鎮土地使用規範(Town of Banff，2010)：規範內容包括(詳

附錄)： 

環境評估； 

設計標準； 

環境設計標準； 

樹木移除與保護； 

院子與戶外設施物（遮雨棚、圍籬）； 

附屬設施； 

禁止與限制使用； 

停車； 

垃圾收集與回收； 

戶外照明； 

商業使用與成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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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使用（住家、車輛、民宿、雙拼住宅）； 

標示； 

分區土地使用規範。 

(4) 班夫鎮綠色基地與建築設計指南(Town of Banff，2004)：班夫

鎮政府為減少開發對環境之衝擊，除擬定土地使用與發展規

範外，同時擬定綠色基地與建築設計指南，推廣綠色設計程

序與概念。指南內容包含： 

都市設計； 

交通； 

基地與景觀； 

能源； 

水資源； 

材料； 

固體垃圾； 

室內環境； 

文化與遺產； 

建築管理。 

 

（（（（三三三三））））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1.1.1.1. 日本風景日本風景日本風景日本風景街道街道街道街道    

日本國土交通省於 2003、2004 年間，以「營造美麗之國的政策綱

要」、「觀光立國行動計畫」，與「景觀法」，確立了以觀光立國為目標

之景觀保護與營造推動政策，做為轉換資本主義的治國目標（陳湘

琴，2007）。「營造美麗之國的政策綱要」首先訂定以居民、各地方行

政團體、企業、專業者等多元團隊的整合，來確立景觀基本法制與規

範。並以對地方特色與城鄉內在美化的重視與強調，推動優質環境整

備，促進市場機能再活化，讓生活環境能夠永續經營。「觀光立國行

動計畫」則確立以日本魅力、地方魅力、推展日本在國際的品牌、觀

光立國等，做為環境整備之目標、推展觀光立國的戰略方向。「景觀

綠三法」則依地方鄉鎮等不同的需求，分別提供涉及都市計畫、建築、

都市綠地保全及綠化、都市公園、屋外廣告物有關建設實施之指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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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陳湘琴，2007）。 

因應此以觀光振興為目的之景觀風貌營造保護風潮，參考美國景

觀道路概念，國土交通省亦於 2003 年開始日本風景街道(Scenic Byway 

Japan)之登錄與推動。日本風景街道之推動概念，在於活用組合道路

沿線的觀光資源，整合行政單位、區域住民、道路利用者、NPO 等，

配合街道沿線景觀和自然環境的保護整理活動，創造國土文化的再興

(日本風景街道戰略會議，2007)。日本風景街道推動範圍包含道路本

身與周邊資源所在；推動組織包含活動必要組織（地域住民、NPO、

町內會、自治會、企業、大學、警察、市町村等地方公共團體）與道

路管理者。內容包括： 

(1) 地域資源： 

景觀資源：城市、街道、橋樑、堤堰、夜景、水岸、里程碑、

港口、梯田、農田等。 

自然資源：世界遺產、國立、國定、自然公園、花鳥風月、

森林、地質、生物、氣候、山岳、海岸海洋、川、池、湖、

動植物、溪谷、雪、岩石、沙丘、山道等。 

歷史資源：舊道、古道、歷史人物、寺廟、遺跡史蹟、老舖、

歷史建物、紀念碑、產業遺產、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 

文化資源：世界遺產、重要文化財、登錄有形文化財、童話、

傳統藝能、祭、文化人、藝術、食文化、異國文化、精神文

化等。 

體驗與交流資源：遊憩娛樂設施、體驗交流設施、體驗農場

等。 

(2) 推動工作 

道路本身：植栽、道路清掃活動、占用物件・交通管理施設、

巴士站整備改良、車道、人行道整備、路燈、電信地下化等 

道路景觀軟硬體：道路景觀診斷、現況與資源調查、交流會

推動、人才與 NPO 育成、道路交通情報提供、相關規範活動

之制訂推動、停車空間、車站、步道、看板整備等。 

周邊區域：地域資源保存調查、自然景觀維護管理、遊憩體

驗設施整備、地域商品開發販售、環境教育與生態遊憩推動、

地方觀光情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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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實例（国土交通省，2010）： 

九州横断道草原景観保全 

 

 

 

關東秩夫路沿線森林景觀間伐 

 

 

 

富士山風景街道眺望阻害看板去除 

 

 

 

2.2.2.2. 日本京都府眺望景觀創生條例日本京都府眺望景觀創生條例日本京都府眺望景觀創生條例日本京都府眺望景觀創生條例    

圖 2-4 日本風景街道推動工作與關連資源圖，資料來源：(日本風景街道戰略會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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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市擁有豐富文化資產，很早便開始關注自然與文化景觀之保

護。從早期劃定為風致地區；推動古都歷史風土保存相關特別措施，

以避免二戰後都市重建與開發，對古都景觀之破壞，依據文化財保護

法劃定重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近年則配合景觀法之制訂，推動京都

市景觀計畫。2007 年，因應京都圓通寺借景庭園之眺望景觀消失危

機，擬定京都府眺望景觀創生條例。條例除劃定景觀保護區域，針對

保護區內建築物進行管制，同時分別依據觀景點、觀景對象、眺望景

觀點、與眺望景觀劃定眺望景觀保存區（曾憲嫻、陳柏文，2012）。 

京都府眺望景觀創生條例主要在規範由觀景點眺望特定景觀之視

域範圍內，建築的高度、型態與設計，以確保視域範圍內眺望景觀之

完整，以保護歷史性之重要自然與文化景觀。其主要依據觀景點、觀

景對象、眺望景觀點、與眺望景觀劃定眺望景觀保存區域。目前共有

38 處劃設有眺望景觀保全區域，可分為區域眺望、街道眺望、水岸

眺望、庭園借景式眺望、山脈眺望、俯瞰式眺望與仰望式眺望等 7

大類。而眺望景觀保全區域又可依眺望遠近與可視性差異，分為 3

區，分別提出建築高度、形式、色彩等不同之管制內容（京都市，2012；

橫山夏來，2008；京都市，2007）： 

眺望空間保全區域：從觀景點視域範圍之建築高度。 

近景設計保全區域：觀景點 500 公尺內視域範圍建築設計。 

遠景設計保全區域：觀景點 500-3000 公尺視線範圍內之建築外牆

與屋頂色彩。 

 

 

 

 

 

 

 

圖 2-5 京都市眺望景觀保全區域示意圖。資料來源：京都市（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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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 京都市眺望景觀保全區域分佈圖。資料來源：京都市（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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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臺灣臺灣臺灣臺灣 

1.1.1.1. 景觀道路與道路設施景觀設計與管理維護準則景觀道路與道路設施景觀設計與管理維護準則景觀道路與道路設施景觀設計與管理維護準則景觀道路與道路設施景觀設計與管理維護準則    

台灣各級道路之規劃設計與養護作業，分屬於交通主管部

門、各縣市政府及農林主管機關，並無統一設計規範（陳四川，

2004；逢甲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1999）。針對道路景觀設

施較為明確者，主要有交通部頒佈之「公路景觀設計規範」、「公

路養護規範」；公路總局新修訂之公路養護手冊；與高速公路局訂

定之高速公路養護手冊。 

(1) 公路景觀設計規範 

依公路法第 33 條制訂，做為公路及其相關設施於新建、擴建

或改建時，景觀設計之基本規範。適用範圍包含公路路權範圍內

之公路線形、構造物、附屬設備及相關設施等。規範內容包含： 

� 公路規劃設計施工之景觀作業 

景觀作業與公路規劃設計  

可行性研究階段  

規劃階段  

初步設計階段  

細部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 公路線形及橫斷面之景觀考量 

公路線形  

公路橫斷面  

公路景觀設計區間  

� 公路構造物之景觀考量 

公路排水設施  

橋梁  

隔音設施  

公路邊坡  

隧道  

公路附屬建築  

� 公路附屬設備之景觀考量 



 

                                                          成果報告書│2-41 

標誌及號誌  

突出設備  

照明設備  

交通安全防護設施  

� 公路景觀相關設施及植栽之景觀設計 

地標  

候車設施  

賞景設施  

街道傢俱  

植栽  

其他設施  

(2) 公路養護規範 

因應近年環境天候異常，部份路段發生邊坡滑動事件，為增

進公路之使用安全性，以民國 92 年交通部頒「公路養護手冊」，

及 100 年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高速公路養護手冊」為

藍本，並參考 2007 年美國 AASHTO “Maintenance Manual for 

Roadways and Bridges, 4th Edition”，與日本道路協會「道路維持修

繕要綱」等相關文件，彙編制訂本規範。規範內容以基本性與通

盤性之規定為原則；公路養護管理機關應按本規範，考量其特殊

需求訂定養護制度與養護手冊，其養護作業標準以不低於本規範

規定為原則（交通部，2012）。適用範圍於各級公路，經過市區道

路部分，從各市區道路主管機關辦理。規範內容包含： 

� 養路巡查 

� 路基及邊坡 

檢測及監測方式與執行 

路基養護 

邊坡養護 

護坡及擋土設施養護 

� 鋪面 

鋪面種類及養護作業原則  

柔性鋪面養護方法及適用原則  

剛性鋪面養護方法及適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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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及土壤粒料鋪面養護方法及適用原則 

路肩養護 

人行道養護 

地下埋設物施工後復舊 

� 橋梁 

檢測類別、頻率、項目與評估 

橋梁結構養護 

橋梁基礎保護 

伸縮縫、支承、防落裝置及橋梁附屬設施養護 

人、車箱涵養護 

� 排水設施 

路面排水設施養護 

邊溝 

進水口及集水井 

涵管（箱涵及管涵） 

虹吸工 

渡槽 

沉砂池 

邊坡排水設施養護 

地下水排水設施養護 

構造物排水設施養護 

抽水設備養護 

� 交通工程設施 

� 交控設施 

� 路容景觀 

路容景觀養護 

外來入侵種生物防除 

(3) 公路養護手冊 

公路養護之目的，在使公路、橋梁、隧道及其附屬設施等完

工後，能維持其原有功能、良好行車及安全狀態。公路總局依省

道公路養護需求及特性制訂本手冊。分別就養路巡查、已完工之

路基及邊坡、鋪面、橋梁、隧道、排水設施、交通工程設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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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設施、沿線路權內附屬設施、景觀及植栽等各項設施及其分類

構造物，敘明其內容、養護注意事項、檢測或清查作業及相應之

養護方法等。並訂明各項公路設施之巡查方式、頻率項目、注意

事項與各類參考表格。此外，為因應近年來異常氣候常致重大公

路災害， 亦強化橋梁檢測、橋墩保護等作業規定， 及增列邊坡

監測系統巡查項目，部分項目因應科技發展，或委由專業技術顧

問公司辦理檢測，俾以進行更詳盡之檢查及建議報告，提升管養

作業效能，以確保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總局，2012）。適用範

圍為公路總局所轄之省道公路。內容包含： 

� 養路巡查 

� 路基及邊坡 

路基養護 

邊坡養護 

邊坡檢測 

擋土構造物養護 

� 鋪 面 

柔性鋪面養護 

剛性鋪面養護 

人行道養護 

� 橋 梁 

橋梁結構養護 

橋梁附屬設施養護 

� 排水設施 

鋪面及橫交排水設施之養護 

邊坡排水設施之養護 

地下水排水設施之養護 

構造物排水設施之養護 

排水設施清理 

� 交通工程設施 

標誌 

標線 

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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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島 

道路照明設施 

護欄 

碰撞緩衝設施 

防眩設施 

� 交控設施 

� 路權維護 

� 路容景觀 

路容清潔 

景觀設施養護 

植栽養護 

外來入侵種動植物防除 

� 災害防救之通報、管制及搶修 

公路防汛與災損防治 

突發事件處置 

 

2.2.2.2. 金門國家公園傳統聚落與建築風貌永續發展推動案例金門國家公園傳統聚落與建築風貌永續發展推動案例金門國家公園傳統聚落與建築風貌永續發展推動案例金門國家公園傳統聚落與建築風貌永續發展推動案例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於民國 84 年 10 月 8 日成立後，為維護當地

建築風貌，陸續依照環境條件、實質推動狀況，調整訂定系列法令，

做為傳統聚落建築風貌得以保存並永續發展之執行依據。 

金門國家公園計畫中，將既有依文資法指定之傳統聚落劃設為第既有依文資法指定之傳統聚落劃設為第既有依文資法指定之傳統聚落劃設為第既有依文資法指定之傳統聚落劃設為第

一類一般管制區一類一般管制區一類一般管制區一類一般管制區，並擬定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與細部計畫擬定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與細部計畫擬定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與細部計畫擬定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與細部計畫，規範其土地

與建築使用。第一類一般管制區再將傳統建築較密集且具代表性建築

風貌劃設為歷史風貌用地，管制原貌及維持現有使用強度；傳統建築

較疏落但仍具特色地帶區劃設為生活發展用地，管制其建築外觀及造

型；聚落現存林地田地劃設為外圍緩衝帶。 

依國家公園法，由內政部核定「獎勵補助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實施

要點」與「保存維護傳統建築設計基準」。確認維護傳統建築風貌之

獎勵補助適用範圍，包含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之歷史建築歷史建築歷史建築歷史建築、傳統閩

南式建築及具地方特色之華洋混合建築華洋混合建築華洋混合建築華洋混合建築、結合傳統建築語彙結合傳統建築語彙結合傳統建築語彙結合傳統建築語彙並符合聚

落整體風貌之新建新建新建新建、、、、增建增建增建增建、、、、改建或修建之建築改建或修建之建築改建或修建之建築改建或修建之建築。及其修復補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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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程序，與修復、改建、增建之設計基準與審查機制。並依「保存

維護傳統建築設計基準」，委託建築師事務所制訂「聚落新式建築標

準圖」。 

後因應相關傳統建築與聚落保存因人口外流、產權爭議等實際執

行推動需求，再由處內制訂通過「傳統建築原樣修繕獎勵補助審查原

則」與「地上權設定實施程序」。新訂由管理處與所有權人協商簽訂

借貸合約，得將選定適當之傳統聚落建築地上權，交由管理處修繕後

使用 30 年之原則。 

管理處下設「補助建築物美化措施審查委員會」，及「獎勵補助維

護傳統建築風貌審查委員會」。依據「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內傳統建

築原樣修繕獎勵補助審查原則」、「金門國家公園內結合傳統建築語彙

之新式建物獎勵補助審查原則」、「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地上權設定實

施程序」，進行初步審查、經費補助、完工勘驗等三階段之審查。其

餘行政程序由環境維護課辦理。 

依據莊正己之研究1，自 88-94 年間有關傳統及新式建築總計編列

五億九千九百餘萬元。而 88-93 年，傳統建築獎勵補助案件達 132 件；

新式建築則有 48 件。傳統建築語彙的保存運用為當前相關補助措施

與維護方案之主體，然除明訂依原樣整修與結構性語彙原則外，並未

制訂明確之裝飾性語彙原則，以致產生整舊如新之問題。新式建築所

採用之建築語彙，雖符合標準圖或相關管制規定，但未能符合既有聚

落之風格，因此急需更細緻檢討新式建築建築語彙之獎勵補助規範，

與建築標準圖之內容，將分區風貌管制精神納入標準圖說之樣式規

範。 

新式民居建築未來可能逐漸取代傳統閩南式建築，因此傳統建築

語彙在新式民居建築之運用為影響未來整體聚落風貌之關鍵。此外，

現代生活設備如冷氣機、除水塔、電視天線、採光照、遮雨棚、建築

物門窗，對於傳統建築或新式建築風貌之衝擊，未能有效因應與規

範。未來建議傳統建築應依面積、規模，提高補助金額上限；新式建

築則以採用傳統建築語彙之多寡，調整補助金額之方向修正。並將建

                                                        
1
 莊正己，2005，金門地區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相關獎助措施初探，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學院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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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以外公共空間相關設施樣式設計納入風貌控制，包含道路、鋪面、

路燈、植栽等。同時亦需強化現代匠師之技藝養成與培訓；居民對於

傳統建築原有建築語彙與建築元素之認同與尊重；建築師以及承造廠

商轉化傳統建築風貌精神之專業技術與美學造詣。 

 

（（（（1111））））    金門國家公園第一類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金門國家公園第一類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金門國家公園第一類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金門國家公園第一類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在第一類管制區內劃設三種用地，以管制其土地使用與建築管理： 

 歷史風貌用地 生活發展用地 外圍緩衝用地 

用

地

別

內

容 

為 保存具有地方特色保存具有地方特色保存具有地方特色保存具有地方特色

之傳統建築及地景空之傳統建築及地景空之傳統建築及地景空之傳統建築及地景空

間元素間元素間元素間元素，使地區特有之

歷史風貌及文化得以

持續維護保存。 

為維持聚落完整生活

空間，保存其既有空間保存其既有空間保存其既有空間保存其既有空間

層次與紋理並兼顧居層次與紋理並兼顧居層次與紋理並兼顧居層次與紋理並兼顧居

民改善生活空間需求民改善生活空間需求民改善生活空間需求民改善生活空間需求。 

維持聚落外圍農林自然

環境、緩和本計畫區與

鄰近地區景觀衝擊，提提提提

供聚落人口成長所需建供聚落人口成長所需建供聚落人口成長所需建供聚落人口成長所需建

築及保存維修傳統建築築及保存維修傳統建築築及保存維修傳統建築築及保存維修傳統建築

獎勵容積所需空間獎勵容積所需空間獎勵容積所需空間獎勵容積所需空間。 

建

築

管

理

原有傳統建築以原貌

修繕為原則，但有助於

整體風貌或地景改善

者，得准予拆除並做修

原有合法建築物得依

原貌修建或改建；如採

紅瓦斜屋頂並符合整

體聚落風貌設計者，經

原 有 合 法 建 築 物 之 新

建、增建、改建及修建

可採原建築面積或最大

建蔽率 40﹪，高度不得

圖 2-7 金門國家公園第一類一般管制區細部計畫瓊林聚落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圖。

資料來源：金門國家公園第一類一般管制區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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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風貌用地 生活發展用地 外圍緩衝用地 

規

定 

建、改建、增建或新

建，其建築之形式、材

料、語彙與高度均應符

合傳統建築整體風貌。 

原有空地以原貌維存

為原則，如不妨礙公共

交通與安全或有助於

促 進 整 體 生 活 機 能

者，得准予興建，但其

建築之形式、材料、語

彙與高度均應符合傳

統建築整體風貌。 

管理處審查許可，得在

不超過原有基層面積

2/3 及簷高 7 公尺原則

下增建第二層樓。 

建築物新、增及改建，

其最大建蔽率 60﹪、最

大容積率 180﹪、建築

高度不得超過三層樓

及簷高 10.5 公尺並不

得另設屋突。 

新建建築物基地毗鄰

歷史風貌用地者，其建

築形式應採紅瓦斜屋

頂並具傳統建築語彙。 

超過二層樓或簷高 7m，

且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不

得超過 330 平方公尺。 

新建建築之座向及建築

線應配合聚落整體景觀

或既有脈絡，並應預留

公共設施所需用地…。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住宅 

公共服務設施 

宗祠及宗教設施 

教育設施 

社教設施 

文康設施 

社區遊憩設施 

醫療保健服務業 

日常用品零售業 

一般零售業 

日常服務業 

一般服務業 

自由職業事務所 

其他屬地區傳統特色

產業，且經管理處審查

許可者 

住宅 

公共服務設施 

宗祠及宗教設施 

教育設施 

社教設施 

文康設施 

社區遊憩設施 

醫療保健服務業 

日常用品零售業 

一般零售業 

日常服務業 

一般服務業 

自由職業事務所 

其他屬地區傳統特色

產業，且經管理處審查

許可者 

既有農、林、漁、牧使

用 

住宅 

公共服務設施 

農業生產必要設施 

其他屬地區傳統特色產

業，且經管理處審查許

可者，得為觀光產業、

農特產品展售等使用 

容

積

移

轉

規

定 

傳統建築依原貌完整傳統建築依原貌完整傳統建築依原貌完整傳統建築依原貌完整

修復完成修復完成修復完成修復完成且 承諾永久承諾永久承諾永久承諾永久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者，所有權人及其所有權人及其所有權人及其所有權人及其

直系血直系血直系血直系血 親親親親在當地 設籍設籍設籍設籍

二年二年二年二年以上，因子女結婚子女結婚子女結婚子女結婚

或人口自然增加分戶或人口自然增加分戶或人口自然增加分戶或人口自然增加分戶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得於外圍緩衝用

傳統建築依原貌完整傳統建築依原貌完整傳統建築依原貌完整傳統建築依原貌完整

修復完成修復完成修復完成修復完成且 承諾永久承諾永久承諾永久承諾永久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者，所有權人及其所有權人及其所有權人及其所有權人及其

直系血親直系血親直系血親直系血親在當地 設籍設籍設籍設籍

二年二年二年二年以上，因子女結婚子女結婚子女結婚子女結婚

或人口自然增加分戶或人口自然增加分戶或人口自然增加分戶或人口自然增加分戶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得於外圍緩衝用

作為歷史風貌用地或生

活發展用地之建築容積

獎勵承受基地時，建築

物最大建蔽率 60﹪、最

大容積率 180﹪、建築總

樓 地 板 面 積 不 得 超 過

330 平方公尺、高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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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風貌用地 生活發展用地 外圍緩衝用地 

地內適當基地建築住

宅使用…。 

地內適當基地建築住

宅使用…。 

超過三層樓或簷高 10.5

公尺，其建築應採紅瓦

斜屋頂…。 

 

（（（（2222））））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獎勵補助維護傳統建築風貌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獎勵補助維護傳統建築風貌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獎勵補助維護傳統建築風貌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獎勵補助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    

大項 內容 

補 助

對象 

建築物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建築物代管人，或土地代管人。 

適 用

範圍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之歷史建築、傳統閩南式建築及具地方特色之華洋

混合建築、結合傳統建築語彙，並符合聚落整體風貌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修建之建築。 

補 助

標準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之歷史建築2 

1. 依建築形制與規模分級補助：第一級 500 萬元。第二級 400 萬元。

第三級 250 萬元。 

2. 補助項目包含屋頂、外牆、地坪及其他子項目等工料費用。 

3. 申請人自籌款不得低於補助項目總工程費百分之五十。 

4. 需適度開放參觀。 

傳統閩南式建築及具地方特色之華洋混合建築 

1. 一般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160 萬元。位於歷史風貌用地或特殊型式建

築3，其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200 萬元。 

2. 依原樣修復者，得補助屋頂、外牆、地坪、其他等項目所需工料經

費。 

                                                        
2依建築規模與空間格局，將歷史建築進行分級。第一級指二落單護龍(或凸規)、

一落四攑雙護龍(或凸規)、三落、二落二護龍(或凸規)、六路大厝或更大規模形制

之傳統合院類建築物；建築面積超過一百二十平方公尺之洋樓類（含番仔厝）建

築物（含附屬建築）。第二級指包括二落、三蓋廊或一落四攑單護龍(或凸規)等傳

統合院建築物；建築面積逾八十平方公尺，一百二十平方公尺以下之.洋樓類（含

番仔厝）建築物（含附屬建築）。第三級指大厝身(一條龍)、單伸手、一落二攑、

一落四攑、一落二攑單護龍(或單凸規)或其他小規模形制之傳統合院建築物；建

築面積八十平方公尺以下之洋樓類（含番仔厝）建築物（含附屬建築）。 

3
 指三蓋廊、一落四攑單護龍(或凸規)、二落、六路大厝(或更大規模形制傳統建

築物)、二落單護龍(或凸規)、一落四攑雙護龍(或凸規)、三落、二落二護龍(或凸

規)，與建築面積超過八十平方公尺之洋樓建築（含附屬建築）等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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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人自籌款不得低於補助項目總工程費百分之五十。 

結合傳統建築語彙，並符合聚落整體風貌之新、增、改或修建之建築 

1. 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80 萬元。 

2. 得補助屋頂、外牆、地坪、其他等項目工料經費。 

3. 申請人自籌款不得低於補助項目總工程費百分之五十。 

 

（（（（3））））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保存維護傳統建築設計基準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保存維護傳統建築設計基準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保存維護傳統建築設計基準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保存維護傳統建築設計基準 

對象 設計基準 

歷史及紀念性建築物 � 依原貌保存。修復之修復設計書圖，應報經管理處許

可。 

傳統閩式建築物及具

地方特色之華洋混合

建築物 

� 以維持原有形貌為原則 

� 修復之設計書圖，應報經管理處許可。 

� 增、改建時，應保留建築特色及維持周邊整體建築景

觀。 

應結合地區傳統建築

語彙，並符合聚落整體

風貌之新建、增建、改

建或修建之建築物 

� 平面配置與規劃，應配合傳統聚落空間理念；其法定空

地，應加以美化。 

� 建築物之造型應配合傳統建築之型式及語彙。 

� 屋頂應為紅瓦斜頂，並以傳統建築語彙處理。 

� 女兒牆，應以鏤空紅磚、花格磚或花瓶欄杆等傳統語彙

處理。 

� 騎樓，應採五腳起方式設計，並以傳統建築語彙處理。 

� 門窗應配合傳統門窗語彙處理。 

� 外觀，宜採用配合當地景觀之石材、紅磚或類似之面磚

等材料；其施作方式，應配合傳統建築屬性及語彙處理。 

� 色彩，應與傳統聚落景觀調和為原則。 

公眾使用或其他具紀

念性建築物 

� 其設計有益整體環境景觀、建築藝術者，經管理處同意

得不適用本設計基準之規定。 

 





 

 



 

 

 

 

 

 

 

 

 

 

 

 

 

 

參  景觀道路環境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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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景觀道路環境發展現況景觀道路環境發展現況景觀道路環境發展現況景觀道路環境發展現況    

 

陽金公路、陽投公路、101 甲公路、與冷水坑道路為陽明山國家

公園景觀道路。其通過緩衝發展區第三、第四種一般管制區者，景觀

道路中心線兩側 50 或 25 公尺範圍內，劃定為道路特別景觀區，以控

制沿線發展，確保自然景觀完整。 

道路特別景觀區內，除從其既有之使用，嚴格禁止新建建築或改

變原有地貌。然由於園區開發甚早，緩衝發展區第三、第四種一般管

制區之道路沿線，多聚落與私人土地分佈。因道路特別景觀區之劃

設，而限制了道路沿線私人土地興建農舍或農業使用之權利，造成民

眾很大的反彈。在歷次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過程，均有民眾陳情反

應，應彈性調整，或取消劃設道路特別景觀區。 

考量景觀道路與道路特別景觀區之劃設，目的在於保護沿線視覺

景觀；而道路沿線之景觀品質與可見視域範圍，可能因兩側地形坡度

變化或植栽分佈情形，有類型與等級之不同。如道路兩側因坡地阻擋

視野者，管制重點應可縮小於兩側植被。而位於稜線或懸崖側，道路

視域景觀深遠且開闊者，則應擴大其保全範圍，並定期清理路旁植

被，以免遮蔽眺望視線。 

本計畫將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沿線之景觀風貌進行整

體之評估分析，確認管制與改善關鍵與可能對策。並參酌陽明山國家

公園環境特性與整體發展需求，擬定全區景觀道路的管理維護準則計

畫，以為管理處積極推動道路景觀管理與風貌改善強化之指導。同時

考量居民意願與管理處執行能量，參考國內外景觀道路風貌管制作

法，檢討原道路特別景觀區之劃設範圍與管制內容，提出可行之開發

審議範圍與完整配套，作為管理處修正擬定道路特別景觀區景觀風貌

管制與景觀風貌保全審議法制架構之參考。 



 

 3-2│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一一一一、、、、基本環境背景掃描基本環境背景掃描基本環境背景掃描基本環境背景掃描    

（（（（一一一一））））    自然與人文發展背景脈絡自然與人文發展背景脈絡自然與人文發展背景脈絡自然與人文發展背景脈絡 

大屯火山群彙與放射溪流河谷景觀大屯火山群彙與放射溪流河谷景觀大屯火山群彙與放射溪流河谷景觀大屯火山群彙與放射溪流河谷景觀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於大屯火山彙核心區帶，四周圍

繞海岸平原與台北盆地。區內具有完整放射性溪流系

統，由七星山、大屯山、面天山等山麓向下切割四周平

緩階地，形成許多塊狀台地與溪谷，塑造複雜之地形變

化與豐富多樣之自然生態環境景觀。由於緊鄰臺北盆

地，開發歷史甚早，在歷經新石器時代、凱達格蘭族、

漢人、荷蘭、西班牙、日本等文化迥異族群之洗禮後，

遺留下多樣性之文化軌跡。 

平埔族遺跡與漢人農墾山村聚落發展平埔族遺跡與漢人農墾山村聚落發展平埔族遺跡與漢人農墾山村聚落發展平埔族遺跡與漢人農墾山村聚落發展    

早在漢人大量遷移進入北台灣地區之前，就有凱達

格蘭人利用本區群峰溪谷進行狩獵、採集，與來往北海

岸之交通孔道；並利用大磺嘴、大油坑等火山噴氣孔特

產的硫磺礦，對外進行貿易。清代以降，漢人陸續進入

本區開墾，修築梯田水圳形成聚落。初期以採製硫磺、

靛藍、茶葉為主；並逐漸發展稻作、柑橘、蔬菜、苗圃

花卉等產業，以及燒製木炭、竹木、打石等小型手工業

發展。並因應硫磺、靛藍、茶業、山產運銷，逐漸構成

綿密的古道交通系統。 

日日日日治時期治時期治時期治時期，，，，自然體驗與溫泉休閒活動之興起自然體驗與溫泉休閒活動之興起自然體驗與溫泉休閒活動之興起自然體驗與溫泉休閒活動之興起    

1895 年，日本統治台灣以後，有規模的開發利用陽

明山地區之自然資源與景觀。除積極開闢草山周邊道

路，開採大屯山彙硫磺礦產。並推展自然休閒與登山活

動，利用豐富溫泉資源，在現今前後山公園一帶闢建公

共浴室與市民休閒遊憩風景區；私人別墅、溫泉旅社、

俱樂部、休憩療養所亦蓬勃發展。而因應早期山區自然

水土環境大量受到開墾破壞，為確保大台北地區水資源

陽投公路遠眺七星山山脈 

大屯火山群彙與竹子湖梯田農墾聚落 

攝影 陳明敏 

日治時期大屯國立公園明信片 

資料來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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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養，推動造林運動。於大屯山至菜公坑山，小觀音山至竹子山等區

帶，大量栽植黑松、硫球松與柳山等造林樹種。並提出「大屯國立公

園」設立構想。 

戒嚴時期戒嚴時期戒嚴時期戒嚴時期，，，，黨國重要建築與前後山公黨國重要建築與前後山公黨國重要建築與前後山公黨國重要建築與前後山公

園空間紋理之構成園空間紋理之構成園空間紋理之構成園空間紋理之構成    

1945 年國民政府統治後，草山上

之溫泉建築物與土地，由國民政府接

收，並為蔣中正總統來台首先暫居住

所，及日後夏日避暑辦公場所。1966

年興建中山樓，草山成為國民政府統

治重要決策中心，與國家對外重要門

面。而能於陽明山地區居住，則成為

政府權貴、社會菁英身分地位的象

徵。同時擴大日治時期前後山公園規

模，成為國民賞花遊憩名所。 

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國家公園，，，，環境保育環境保育環境保育環境保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休閒遊休閒遊休閒遊休閒遊

憩與居民之共榮發展憩與居民之共榮發展憩與居民之共榮發展憩與居民之共榮發展    

在民國初期軍事管制下，嚴格控

制了陽明山區之開發，使自然山林景

觀逐漸回復。而因應自然資源與生態

保育之世界潮流，既有之礦業林業陸

續受到禁止。1985 年，為妥善保存臺

灣唯一之完整火山地景，正式成立陽

明山國家公園。伴隨國民旅遊與重視

休閒遊憩風潮興起，陽明山國家公園

成為台灣北部最重要之國民休閒遊憩

與自然體驗場所之一。國家公園環境

保育國土保安目標，陽明山區居民生

活生產之發展，與國民環境教育與休

閒遊憩之平衡，則為引動本區未來發

展之重要因子。 

提供國民大會會議使用的中山樓 

後山公園花鐘為國民共同記憶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完善的步道系統 

後火山作用活躍的大油坑噴氣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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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二二二二））））    空間紋理架構空間紋理架構空間紋理架構空間紋理架構 

� 地形水文地形水文地形水文地形水文    

陽明山國家公園海拔在 1120-200 公尺之間，以七星山主峰為最

高點與磺溪溪谷為最低點。本區為臺灣最重要而完整的火山地形區，

因火山活動與板塊變動形成特殊之地形地質組成，復受地形發育階

段、氣候差異性、動植物分布與人文開發等等因素，形成火山與河谷

相間之錯綜地形。基本上為中央高四周低的地形，水系呈放射狀向四

周分流。 

以東北-西南向之竹子山、菜公坑山、面天山、小觀音山、大屯

山、中正山，與西北-東南向之七星山、紗帽山、竹嵩山、大尖山、

礦嘴山、鵝尾山構成人字形分水嶺。園區內 13 條水系向西北、東北

與南側放射狀分流。 

 

 

 

    

    

    

    

    

    

    

    

    

竹子山竹子山竹子山竹子山    

嵩山嵩山嵩山嵩山    

小觀音山小觀音山小觀音山小觀音山    

大屯山大屯山大屯山大屯山    面天山面天山面天山面天山    

七星山七星山七星山七星山    

紗帽山紗帽山紗帽山紗帽山    

竹蒿山竹蒿山竹蒿山竹蒿山    

石梯嶺石梯嶺石梯嶺石梯嶺    

大尖山大尖山大尖山大尖山    

大尖後山大尖後山大尖後山大尖後山    
磺嘴山磺嘴山磺嘴山磺嘴山    

北磺溪 

瑪鋉溪 

雙溪 

阿里磅溪 
老梅溪 

八連溪 

大屯溪 

公司田溪 

興福寮溪 

貴子坑溪 

磺港溪 

南磺溪 

圖 3-1 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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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植被自然植被自然植被自然植被    

在複雜地形與潮濕多雨的氣候配合下，形成豐富而多樣的植被生

態類型，與特有火山植物生態。以低地常綠闊葉林面積最大，主要包

括相思樹群團及紅楠群團，間雜楓香、昆欄樹等局部林型。其次為白

背芒-包籜矢竹之低地草本灌叢，主要分佈於山稜線迎風面。聚落周

邊與園區周圍則有零星農田與次生人工林分佈。 

 

 

 

 

 

 

 

 

 

 

 

�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陽明山國家公園主要為森林覆蓋。受到火山地形與地質限制，農

業用地散佈於溪谷與河流坡地；建築與聚落區域則多沿道路與水圳發

展，並鄰近於農業使用發展區。遊憩用地域則為點狀分佈，如小油坑、

冷水坑、前後山公園、馬槽、龍鳳谷等地。陽明山國家公園之聚落主

要分佈於溪谷、河流坡地與主要道路沿線。主要聚落有興福寮、十八

分、頂北投、新園街、竹子湖、頂湖、馬槽、七股、八煙、水尾、湖

底與大坪崙等。 

圖 3-2 植被形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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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利 

圖 3-3 陽明山國家公園土地利用分佈圖 

興福寮 

竹子湖 

頂北投 

十八分 
湖底 

馬槽 

山豬湖 

鵝尾山 

溪底 

八煙 

菜公坑 

糞箕湖 

新園街 七股 
大坪崙 

圖 3-4 陽明山國家公園聚落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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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權屬分佈土地權屬分佈土地權屬分佈土地權屬分佈    

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土地權屬大部分皆為公有土地，僅有少部分

為私有土地。公有土地約 8,248 公頃，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行

政農委會林務局、臺北市政府與新北市政府等所有；私有土地約 2,731

公頃，多為農作地與住宅用地，並另有約有 238 公頃其土地權屬不明。 

表 3-1 陽明山國家公園土地權屬面積列表 

所有權屬 公有土地 私有土地 公私共有 權屬未定 合計 

面積(ha) 8248 2731 121 238 11338 

百分比 72.8% 24.1% 1.0 2.1% 100 

 

 

 

 

 

 

 

 

 

 

� 土地使用管制分區土地使用管制分區土地使用管制分區土地使用管制分區    

依據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區內之土地使用分區劃分為

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遊憩區、與一般管制區。而

特別景觀區又分為核心特別景觀區與道路特別景觀區兩種。一般管制

區則依其環境條件與實質發展，區分為第一至五種一般管制區。以下

表列說明: 

圖 3-5 陽明山國家公園土地權屬分佈圖 



 

 3-8│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表 3-2 陽明山國家公園土地使用分區列表 

使用分區 細分區 各分區 

生態保護區 鹿角坑生態保護區、礦嘴山生態保護區、夢幻湖

生態保護區。 

核心特別

景觀區 

竹子山鹿角坑溪外圍、礦嘴山大尖後山外圍、七

星山自然文化景觀、大屯連峰自然文化景觀、陽

明山自然文化景觀、內雙溪中上游水源涵養區、

瑪鍊溪上游水源涵養區。 

特別景觀區 

道路特別

景觀區 

陽金公路、101 甲（百拉卡）公路、陽投公路道

路特別景觀區、冷水坑道路特別景觀。 

史蹟保存區 大油坑史蹟保存區。 

遊憩區 馬槽、二子坪、大屯自然公園、陽明公園、童軍

露營場、菁山露營場、雙溪、硫磺谷龍鳳谷、冷

水坑遊憩區、松園、小油坑。 

第一種一

般管制區 

原臺北都市計畫（住一）細部計畫擬定地區。 

第二種一

般管制區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管理用地。 

第三種一

般管制區 

核心發展區：湖山、馬槽、七股、八煙地區。 

邊緣混和發展區：台北鄉城、糞箕湖、興福寮、

青礜、楓樹湖、十八分、湖底、山豬湖、竹嵩嶺、

內厝、內寮、雙溪、六股林口。 

邊緣獨立發展區：尖山湖、菜公坑、溪底、粗坑、

永春寮、磺溪頭、葵扇湖、倒照湖。 

第四種一

般管制區 

低密度農業使用低度發展緩衝區。農業使用部分

應輔導朝向有機農業使用；或以自然保育為主。

既有聚落住宅應維持既有規模，避免擴大發展。 

一般管制區 

第五種一

般管制區 

配合細部計畫擬定，結合交通轉運發展與蓬萊米

文化景觀之復舊營造工作，整合區內居民共識。

改善本區環境風貌，輔導區內餐飲等休閒產業合

法發展，並推動未來產業轉型與品牌化發展。 

 

園區內 4 條景觀道路主要通過特別景觀區、一般管制區、與遊憩

區等 3 種分區。其中經過第三種與第四種一般管制區之景觀道路，為

保護其沿線視覺景觀，則沿道路中央兩側 50 或 25 公尺範圍，劃設為

道路特別景觀區。以下表列說明其詳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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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陽明山國家公園道路特別景觀區列表 

景觀 

道路 

沿線使用分區 道路特別景觀區範圍 道特景區

面積 

陽金公路 管一、管二、管三、管四、

管五、核特一、核特二、

核特三、核特四、遊一、

遊四、遊五 

自陽明里、湖山里已公告都市計畫細部計畫

範圍線起至本園東北端界線止，除第二種一

般管制區及各遊憩區外，其道路中央兩旁 50

公尺範圍 

55 公頃 

陽投公路 管一、管三、管四、核特

四、遊四、遊八 

自陽明山後山公園界線至本園西南端界線

止；自陽明山前山公園至龍鳳谷地區，除第

一種一般管制區及各遊憩區外；包含東昇

路、泉源路、紗帽路及行義路等構成之環狀

道路中央兩旁 25 公尺範圍 

23 公頃 

101 甲（百

拉卡）公路 

管三、管四、核特一、核

特四、核特五、遊三 

自陽金公路交叉路口 起至本園西側界線

止，除各遊憩區外，其道路中央兩旁 25 公尺

範圍 

14 公頃 

冷水坑道

路 

管一、管三、管四、核特

三、遊六、遊十一 

自陽金公路交叉路口起經冷水坑、菁山露營

場接回陽金公路止，除第一種一般管制區及

各遊憩區外，其道路中央兩旁 25 公尺範圍 

16 公頃 

    

圖 3-6 陽明山國家公園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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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景觀道路特色分析景觀道路特色分析景觀道路特色分析景觀道路特色分析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 4 條景觀道路，分別橫貫山稜與河谷地，地形

起伏變化、路線蜿蜒，沿途為自然山林景觀所包被，偶爾穿插聚落與

梯田景觀，創造豐富多變之遊憩體驗感受。 

（1） 陽金公路:貫穿國家公園南側至東北側，並為臺北市往金山之

主要道路；同時亦為區域計畫指定之景觀道路，橫越七星山、

大屯山與竹子山鞍部，與北磺溪溪谷，沿途景色壯美。 

（2） 陽投公路:園區南側連接士林北投區的主要道路，本身為一環

形路網，環繞紗帽山與南磺溪流域而行，沿途景觀多元且豐富。 

（3） 101 甲公路:橫跨園區西北側，為園區通往淡水三芝之主要道

路。沿途地勢陡峻，植栽茂密，沿途景致自然度高。 

（4） 冷水坑道路:連結第一種一般管制區與冷水坑遊憩區、擎天崗

特別景觀區的重要通道，自然度高，景致優美。 

 

 

 

 

 

 

 

 

 

 圖 3-7 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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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景觀道路沿線風貌景觀道路沿線風貌景觀道路沿線風貌景觀道路沿線風貌 

1111 陽金公路陽金公路陽金公路陽金公路    

陽金公路段係自教師研習中心起銜接仰德大道至新北市金山區的

淡金公路交叉口，為臺北地區進入陽明山國家公園，通往金山之主要

交通要道。由福壽橋穿越松溪進入國家公園後，蜿蜒七星山系北行，

翻過七星山與小觀音山鞍部後，右轉七股山，沿北磺溪河谷蜿蜒至金

山。沿途經過草山、竹子湖、後山、馬槽、八煙、高厝等聚落。 

(1) 景觀風貌概說 

陽金公路沿線景觀資源涵蓋有陽明山國家公園代表之火山地型

與後火山運動硫磺噴氣孔、與包籜矢竹植被景觀，以及早期先民農

墾聚落生活、交通貿易古道、溫泉自然休閒遊憩、以及近代國家重

要紀念建築等人文景觀資源（詳如表），為陽明山國家公園最重要之

景觀道路與景觀櫥窗。  

表 3-4 陽金公路景觀資源列表 

景觀資源 資源內容 

自然資源 紗帽山、七星山、竹子山、北磺溪、硫磺噴氣孔、包籜矢竹

植被景觀 

人文資源 中山樓、梯田景觀、大屯橋、魚路古道、馬槽橋 

聚落資源 草山、竹子湖、後山、馬槽、八煙、高厝 

遊憩資源 前山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中心、陽明公園、童軍露營

場、馬槽遊憩區、七星山步道 

(2) 分段景觀特質 

A. 遊客中心：由草山之都市型歷史人文小鎮，

進入七星山濃密綠蔭道路，予人進入國家公

園之自然氛圍。 

B. 竹子湖：自竹子湖聚落入口始，逐漸開展陽

明山國家公園特色之梯田山村、群峰大山、

圖 3-8 陽金公路景觀分段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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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地形微氣候快速變化之景觀風貌特質。 

C. 後山：右轉穿越七星山與小觀音山之鞍部後，植被景觀由原有低

海拔闊葉林相，逐漸轉變為包籜矢竹為主之草原景觀，同時進入

北磺溪河谷，壯闊之竹子山群峰隨行進途中而開展。 

D. 馬槽：本段融合有山村梯田景觀、馬槽硫磺噴氣孔、北磺溪谷、

以及馬槽橋等人文生活、自然與工程景觀，未來將有馬槽遊憩區

之開發。 

E. 下七股：本段山路蜿蜒，係以北磺溪谷、群峰眺望，與自然植被

景觀為主之自然景觀路段。 

F. 金山入口：本區道路景觀視野較為包被，以沿途之八煙、高厝等

農墾聚落景觀為特色，至國家公園金山入口處時，北磺溪與兩側

大山之壯闊地景再度豁然開展。 

 

2222 陽投公路陽投公路陽投公路陽投公路    

陽投公路自人車分道系統起點之湖山路，接東昇路、泉源路與行

義路，至惇叙高工，再由紗帽路接回陽明山公車總站，為北市進入陽

明山國家公園之次要入口。此路段環繞紗帽山、南磺溪與磺港溪，沿

途經過大坑、頂北投、十八分、龍鳳谷硫磺谷硫磺噴氣孔、湖底、草

山、前山公園等區域。 

(1) 景觀風貌概說 

陽投公路沿線景觀深受放射性溪流河谷地形影響，路線蜿蜒於河

谷綠蔭之間，偶然可眺望河谷，或遠側之臺北盆地景觀。沿線開發

密集，除中大型之山村聚落，並有大片之梯田景觀，以及集中於草

山一帶之日式溫泉建築與南磺溪沿線之溫泉浴室。陽明公園，更為

春季時國人郊遊踏青賞花之名所。紗帽山與硫磺谷、龍鳳谷噴氣孔，

亦為陽明山國家公園著名之地貌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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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陽投公路景觀資源列表 

景觀資源 資源內容 

自然資源 紗帽山、大屯山、松溪、南磺溪、磺港溪、硫磺谷噴氣孔、

龍鳳谷噴氣孔 

人文資源 前山公園、日式溫泉建築、花鐘、梯田、古道 

聚落資源 草山、大坑、頂北投、十八分、杏林路、湖山、湖底 

遊憩資源 前山公園、陽明公園遊憩區、硫磺谷龍鳳谷遊憩區、紗帽山

步道 

(2) 分段景觀特質 

湖山東昇段湖山東昇段湖山東昇段湖山東昇段    

A. 陽明公園：通往陽明公園花鐘與櫻花林園之主要入

口，此段地景富有變化，由公園化之林園道，進入

自然綠林道，至第一停車場後，前方七星山大屯山

山景豁然開展，再逐漸轉變為視野包被之山村聚

落。 

B. 頂湖十八分聚落：主要沿南磺溪谷環繞，沿途以綠

林道景觀為主，途經聚落梯田景觀，並可眺望臺北

盆地景觀。 

C. 磺港溪：經硫磺谷噴氣口後，沿磺港溪往北投，景

觀由火山地質動態景觀轉變為靜態之綠蔭道路。 

紗帽泉源段紗帽泉源段紗帽泉源段紗帽泉源段    

A. 紗帽山：環繞紗帽山而行，經過前山公園之歷史人

文遊憩與城鎮聚落之後，沿松溪進入低度開發之山

林河谷區段，沿途可眺望大亨路、文化大學之火山

熔岩臺地景觀及臺北盆地。 

B. 南磺溪谷：環繞南磺溪谷，沿線多聚落與溫泉浴室發展，景觀風

貌較為混亂。可眺望臺北盆地與龍鳳谷火山地質景觀為特色。 

C. 硫磺谷：本段南接行義路往天母，西接泉源路至北投，以動態之

火山噴氣孔運動、噴氣孔地質與植被景觀為一大特色。 

圖3-9陽投公路湖山東昇段景觀分段

區位圖 

圖 3-10 陽投公路紗帽泉源段景觀分段

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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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101101101101 甲公路甲公路甲公路甲公路    

101 甲公路係自竹子湖北面，陽金公路與 101 甲公路交叉口至興

華國小與北新路交叉口。此路段環繞小觀音山系、大屯山、百拉卡山、

二子山、烘爐山，沿途經過鞍部測候站、鞍部登山口、二子坪、大屯

自然公園、菜公坑山登山口、于右任墓園與北新莊等區域。為通往國

家公園西側與淡水三芝之主要聯絡道路。 

(1) 景觀風貌概說 

101 甲公路沿線大致維持低度發展之自然景觀，景觀風貌景致變

化較為單調。除東側具有眺望竹子湖與小油坑噴氣孔特色火山景觀、

西側中段沿山路蜿蜒眺望淡水、三芝海岸平原外，沿途多為闊葉林包

被之綠蔭景觀，並常受地形氣候影響；整體呈現寧適、靜謐之神秘感。 

表 3-6 101 甲公路景觀資源列表 

景觀資源 內容 

自然資源 小觀音山、大屯山、菜公坑山、百拉卡山、二子山、烘爐山 

人文資源 于右任墓園、菜公坑古道 

聚落資源 車程、櫻花山莊 

遊憩資源 大屯自然公園、二子坪步道 
    

(2) 分段景觀特質 

A. 竹子湖入口：寧適靜謐之

綠蔭道路，並豁然展現竹

子湖盆地之梯田植被、聚

落景觀與背景之小油坑

噴氣孔，以及遠方連綿山

景。 

B. 大屯公園：視野包被之林蔭道路景觀為主，途經大屯公園、二子

坪，為本區主要遊憩據點。 

C. 于右任墓園：視野包被之林蔭道路景觀，沿道路蜿蜒，可眺望淡

水三芝海岸平原。 

 

圖3-11 101 甲公路景觀分段區位圖 



 

                                                          成果報告書│3-15 

D. 百拉卡山腳：綠蔭幽美之林蔭道路景觀。 

E. 北新莊入口：綠蔭幽美之林蔭道路景觀，沿途有聚落零星分佈。 

 

4444 冷水坑道路冷水坑道路冷水坑道路冷水坑道路    

冷水坑道路段係自中山樓銜接菁山路至冷水坑。此路段環繞七星

山系東側，沿途經過中山樓、新園街、頭湖、菁山等區域，可通往冷

水坑遊憩區。 

(1) 景觀風貌概說 

為路程最短之景觀道路，有意料之外可眺望紗帽山、七星山、大

屯山，以及臺北盆地全景之壯麗景觀，並可感受地形氣候造成之闊葉

林與芒草草原植被變化。唯部分聚落發展路段，植被與聚落景觀風貌

較為紊亂。 

表 3-7 冷水坑道路景觀資源列表 

景觀資源 內容 

自然資源 紗帽山、七星山、竹篙山 

人文資源 中山樓、草山御賓館 

聚落資源 新園街、頭湖、菁山 

遊憩資源 菁山遊憩區、菁山自然中心、松園遊憩區 

(2) 分段景觀特質 

A. 新園街：沿溪谷蜿蜒而行，隨地勢與角

度變化，可眺望紗帽山，以及紗帽山、

七星山火山熔岩臺地、大屯山與中山樓

之壯麗景觀。 

B. 菁山遊憩區：沿途聚落零星分佈，土地

開發使用，沿途多雜木景觀，風貌不具

特色。 

C. 菁山路：低度開發之綠色景觀道路，沿途可眺望周邊之七星山或

圖 3-12 冷水坑道路景觀分段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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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篙山山脈，以及菁山一帶之山巒景觀，並隨地形與坡向變化，

呈現植被景觀之變化。 

表 3-8 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景觀特質分析表 

景觀資源 陽金公路 陽投公路 101 甲公路 冷水坑道路 

地形景觀 ◎ ○ ○ ○ 

後火山運動 △ ◎ ○ △ 

大氣景觀 ◎ △ ○ △ 

植被景觀 ◎ ○ ○ ○ 

梯田景觀 ○ ○ △ △ 

聚落風貌 ○ ○ ○ △ 

人文歷史 ○ ◎ △ △ 

遊憩資源 ◎ ◎ ○ △ 

表註：◎景觀資源特色極佳  ○景觀資源優良  △景觀資源一般 

5555 聚落建築風貌聚落建築風貌聚落建築風貌聚落建築風貌    

景觀道路沿線之聚落，主要可分為散村聚落、集村聚落、以及早

期形成之都市計畫區等三類。 

(1)(1)(1)(1) 散村聚落散村聚落散村聚落散村聚落    

為景觀道路沿線常見之聚落型態，聚落戶數多在 10 戶以內，疏

落分佈於道路左右兩側。聚落呈現建築與田畝錯落分佈之空間格局與

景觀。建築則依地形與腹地條件，有機分佈坐落於較為平緩的坡地

上。包含後山、馬槽、七股、八煙、高厝、泉源路沿線、頭湖等聚落。 

(2)(2)(2)(2) 集村聚落集村聚落集村聚落集村聚落    

集村聚落主要座落於較為平緩之河谷階地上，由於特殊之地形與

有限腹地限制，聚落多呈現建築沿等高線，一階一階層次平行分佈之

空間格局與景觀。建築則多為二至三層之長型斜屋頂建築，長側為正

立面面向道路。常見於陽投公路，包含新園街、大坑、頂北投、十八

分、櫻花山莊等聚落。 



 

                                                          成果報告書│3-17 

(3)(3)(3)(3) 早期都市計畫區早期都市計畫區早期都市計畫區早期都市計畫區    

僅分佈於陽明山國家公園陽金公路南側入口之草山聚落。因日本統治

時期溫泉與登山運動之發展，而帶動本區之發展。自日治時期即定有

草山市區計畫，劃設開闢計畫道路與公園，奠定本區空間發展格局。

富有日治時期溫泉相關之公共浴場、療養所、旅館，以及光復初期之

國家歷史建築與公園。並可北眺七星山、西望紗帽山，為陽明山國家

公園重要入口與交通遊憩服務重要核心。 

(4)(4)(4)(4) 常見建築形式風格常見建築形式風格常見建築形式風格常見建築形式風格    

景觀道路沿線以漢族傳統民居建築、日本統治時期建築，與戰後

近代建築這三大類型為主。 

漢族傳統民居建築漢族傳統民居建築漢族傳統民居建築漢族傳統民居建築        

園區傳統民居格局主要有一條龍、曲尺、三合院與多護龍三合

院。其形式除承繼臺灣北部民居傳統，在材料上多使用觀音山或大屯

山區的安山岩，屋簷則多「火庫起」出簷構造；屋頂坡度為利排水，

多採「四分水」或「五分水」等為特色。形體與開口上，正身三開間

最大，屋脊與牆體構造皆連為一體，中央闢中門，或做凹壽式。正面

外牆開口維持高大於寬之比例，使門窗顯得較為修長。護龍部分若常

過三間以上，則做成下降之屋頂相接。 

牆體為主要承重結構；石塊疊砌之牆基呈上小下大的梯型斷面，

常見砌法包括石條平砌、塊石亂砌、與粗石塊亂砌。牆體則多採用土

墼牆、石牆、磚牆、屏仔牆。棟架結構主以擱檁式為最多；少數近代

民居建築採用三角型棟架。屋頂主要以臺灣紅瓦頂、文化瓦或水泥

瓦、與油毛氈頂為主。 

傳統漢族民居建築之主要發展階段在 1895 年以前，但仍持續到

日本統治時期與 1967 年間。除廣泛應用新的砌石法與砌磚法，並進

一步加入具有地方特色的砌石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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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統治時期建築日本統治時期建築日本統治時期建築日本統治時期建築    

� 傳統日本式樣民居建築  

多數日式溫泉建築，係作為私人別墅、機關俱樂部與溫泉旅館使

用，多採用「書院造」的和風住宅構造樣式為主。書院造是完成於

16、17 世紀的日式建築樣式，為日式和風住宅的基本形式；特色在

於具有「床之間」（Tokonoma）、有格柵紙門的「書院」（床之間朝庭

園側附設之棚架空間）、「違棚」（Chigai-Dana）、長押等座敷裝飾。代

表建築包括寶山建設招待所、AIT 招待所。 

� 和洋折衷建築  

日本傳統建築中，使用石頭與磚並存者，多以和洋折衷樣式建築

為主，其歷史發展，主要在明治時期後期（19 世紀後期）才開始形

成。在陽明山地區，因材料來源關係，則轉變為「木骨石造建築」，

即木構架加上石頭壘砌或外貼石板的建築。代表性建築為草山教師研

習中心（原眾樂園公共浴場）。 

戰後近代建築戰後近代建築戰後近代建築戰後近代建築    

� 公家宿舍 

在陽金公路管一地區，常見 1950-60 年代，配合陽明山管理局、

革命實踐研究院、中山樓等機關職員工與教授居住需求興建之公家宿

舍。一般性宿舍多採用類似一般眷村建築之承重牆與柱樑混合構造之

連棟住宅、加強磚造建築、或木造洋小屋建築。較高職等之宿舍則採

用磚造或木造洋小屋建築。 

� 機關建築 

戰後初期新建之機關建築多採用簡易建築風格，以木造或加強磚

造之混合構造，配置寄棟式、切妻造形式或平頂屋頂。重要之機關建

築則採用中國古典式樣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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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近代之機關建築，多採用現代 RC 建築，建築立用僅以開窗、

楹牆等簡單分割而無細節處理，呈現呆板之建築風格。部分則受鄉土

文化運動影響，選擇納入臺灣傳統建築語彙與材料，如斜屋頂、紅瓦

紅磚等，屬於臺灣地域主義之建築風格，包括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

處相關建築、陽明山公園管理所等為代表。 

� 現代民居住宅 

戰後初期之民居住宅，除利用既有日式建築外，多採用簡易之混

合構造建築。60、70 年代以降，伴隨臺灣經濟起飛，開始出現 2 層

樓以上之販厝、公寓電梯大廈等，以及臺式之透天厝、仿洋式之獨棟

或雙拼式洋房別墅，整體呈現拼貼之民間建築風格。 

建築風貌特徵建築風貌特徵建築風貌特徵建築風貌特徵    

整體而言，建築風貌特徵因地形與腹地限制，以 1-2 層樓、斜屋

頂之長條形建築為主。同時，因應地質環境條件，就地取材，在建築

主體、牆基、地基、庭園景石等處，以運用石材為重要特色；另外常

見利用植物、綠籬，形成與相鄰土地或建築之分界。 

 
 

（（（（二二二二））））    關鍵影響因子關鍵影響因子關鍵影響因子關鍵影響因子 

1111 自然地景自然地景自然地景自然地景    

(1) 大屯火山群彙：景觀道路沿線可見由錐狀與鐘狀火山構成之

大屯火山群彙。由於山群受到良好之保護，植被蔥鬱茂密，

形成連綿之綠色山巒。隨四季植被色彩與四時雲霧彩霞流轉

而變化。 

(2) 噴氣孔後火山作用景觀：陽金公路與陽投公路沿線，可經過

硫磺噴氣孔。噴氣與溫泉熱氣蒸騰，聲音嘶嘶作響。岩石因

熱液換質作用形成紅白黃褐等色彩；植被生態景觀亦受酸性

土壤與大氣影響，而有不同。 

冷水坑道路遠眺大屯山山系 

陽投公路俯瞰硫磺谷噴氣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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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溪流河谷景觀：園區地型陡峻，各景觀道路沿線，均

經過不同之溪流河谷。溪谷河流坡降極大，二岸坡度

陡峭。因受國家公園良好保護，兩岸植被茂密。 

2222 農業使用農業使用農業使用農業使用    

除了天然之山脈天際線、河谷、熔岩平臺、硫磺噴氣孔等

自然地形與森林芒草原之自然植被、臺北盆地、關渡平原、金

山平原眺望景觀外，梯田農業景觀為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

沿線最為特出的文化地景；反映了大屯火山地區人類與自然共

生之歷程與象徵。從區外向區內深入，隨景觀道路穿梭於自然

山林之間，在氣候條件適宜之河谷或熔岩平臺處，或是道路兩

側，可見以石塊疊壘砌築之梯田，創造出豁然開朗的農業地

景。豐富了景觀道路沿線之景觀風貌，也記錄著陽明山區早期

以農墾為主之文化生活脈絡。區內以陽投公路與陽金公路沿線

梯田分佈最為集中，以及 101 甲公路下眺竹子湖地區之梯田，

為代表性之梯田景觀。然而以廢棄材料所搭建之農業設施或圍

籬，以及隨意堆放的農業資材，則弱化了梯田景觀之美質感受。 

3333 道路兩側植被道路兩側植被道路兩側植被道路兩側植被    

園區地形陡峭，腹地狹窄，道路兩側之植被狀況，為影響視

野與道路景觀的重要關鍵。 

� 路側為森林植被且生長茂密，可形成優美之林蔭道景

觀。 

� 路側為喬木，但未能成林者，形成可穿透之眺望景觀，

亦可能導致眺望視野的遮蔽。 

� 路側為灌木或草原者，富有眺望景觀，但可能因草木過

高，遮蔽眺望視野。 

� 路側為次生林或竹林者，植相較為混亂，弱化道路景

觀。 

陽金公路梯田聚落景觀 

竹子湖梯田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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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金公路植相變化明顯，北市入口處以林蔭

道為主，大屯橋以後至馬槽橋一帶，以灌木草

原與眺望景觀為特色。馬槽橋至金山入口，路

側植被隨地裡環境條件變化。 

陽投公路富有優美之林蔭道景觀，但因沿線

開發密度較高，多次生林與竹林分佈，植被景

觀較為混亂。 

101 甲公路以綠蔭林道為重要特色，僅有部

分路段具有眺望視野。 

冷水坑道路南端由新園橋至菁山一帶，次生

林植相景觀有待改善，往北至冷水坑一帶，灌

木草原與林蔭道景觀交錯。 

4444 聚落發展與建築設施聚落發展與建築設施聚落發展與建築設施聚落發展與建築設施    

聚落分佈以陽投公路較為密集，其次為陽金公路與冷

水坑道路。除草山為早期都市計畫發展區，其餘多屬於既

有之山村聚落，發展規模較小；或為沿道路分佈之零星住

宅或建築。既有以陽金公路上的草山、陽投公路之頂北

投、十八分，以及冷水坑道路之新園街聚落，對道路景觀

之衝擊影響最大；其餘聚落則較為隱蔽。陽明山國家公園

之傳統建築以石砌閩南建築為特色，然目前景觀道路沿線

已不復見此類傳統聚落。既有建築多為 2 層樓高加上鐵皮

加蓋之現代透天住宅，建築風貌混亂且不具特色，有待推

動建築風貌之輔導改善。 

5555 道路附屬設施道路附屬設施道路附屬設施道路附屬設施    

(1) 路側護欄：既有道路護欄主要採用傳統之紐

澤西護欄，與國家公園整體自然景致較難融合。 

 

101 甲公路綠廊景觀 

陽金公路芒草原景觀 

101 甲公路兩側之雜木竹林 

冷水坑道路眺望新園街聚落 

冷水坑道路上聚落住宅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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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邊溝：為安全考量，公路養護單位正逐漸將原有草溝汰換

為 U 形溝加蓋，可檢討其必要性。 

(3) 電力電信設施：部分電桿設施破壞眺望景觀，如能朝向地

下化，將有助於道路景觀之優化。 

(4) 候車設施：園區既有候車設施係由地方政府設置，形式未

能統一，或未與重要據點整體規劃配置。部分候車站，應

增設遮雨設施，以利遊客候車使用。 

(5) 觀景台：部分觀景台設施過大，或有平台設施遮蔽行車視

線，以及缺乏停車空間等問題。同時部分觀景台因植栽生

長，遮蔽眺望景觀。 

(6) 標示：園區部分機關與商號依其經營行銷需要，設置有標

示牌示等，現依「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內申請設置簡易標示

管理原則暫行方案」申請設置。原則上，限制其大小尺寸、

設置位置、設置期限，標示內容，並禁止設置照明設施，

同時需經管理處審訂許可後才得設置。唯現有部分標示仍

有改善空間，應可藉由更明確之審議規範與示範案例提

供，以提升其整體品質。 

6666 入口意象入口意象入口意象入口意象    

四條景觀道路沿線，在重要交通節點或遊憩據點入口處，

分由國家公園管理處、相關機關團體、與私人設有入口標示或

小型廣場設施營造之入口意象景觀。部分入口意象設施與景觀

缺乏特色或設施紊亂，部分叉路口入口指示標示不明，降低國

家公園景觀道路整體品質與遊憩便利性。 

7777 公共建築設施公共建築設施公共建築設施公共建築設施    

陽金公路沿線有小油坑橋、馬槽橋之大型橋樑設施，為景

觀道路上特殊之觀景據點。未來於陽投公路與陽金公路新設之

北投纜車車站與設施，可能對道路景觀造成衝擊。

陽投公路硫磺谷路側護欄 

陽金公路邊溝 

竹子湖入口意象 

小油坑橋工程地標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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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地景資源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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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冷水坑道路沿線景觀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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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現況使用與管制對道路景觀衝擊影響現況使用與管制對道路景觀衝擊影響現況使用與管制對道路景觀衝擊影響現況使用與管制對道路景觀衝擊影響    

（（（（一一一一））））    分區管制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土地使用 

隨景觀道路穿越不同之土地使用分區，允許土地使用項目不同，

對道路景觀風貌造成不同之影響與衝擊。 

1111 特別景觀區特別景觀區特別景觀區特別景觀區    

特別景觀區係為維護自然生態環境，或保護無法以人力再造之自

然地理景觀而劃定之。基本上除原有之農業使用或既有之公私有建築

設施，禁止改變林貌、原有地貌，與新建任何建築物、道路、橋樑或

其他工程設施。因此，一般均能維持良好之自然景觀，少有因開發使

用破壞道路景觀之情形發展。主要因地形主要因地形主要因地形主要因地形、、、、微氣候影響與植被生長分微氣候影響與植被生長分微氣候影響與植被生長分微氣候影響與植被生長分

佈狀況等自然因素佈狀況等自然因素佈狀況等自然因素佈狀況等自然因素，，，，導致眺望特色地標景觀之視野被遮蔽導致眺望特色地標景觀之視野被遮蔽導致眺望特色地標景觀之視野被遮蔽導致眺望特色地標景觀之視野被遮蔽。。。。 

景觀道路 沿線特別景觀區 

陽金公路 核特一、核特二、核特三、核特四 

陽投公路 核特四 

101 甲公路 核特一、核特四、核特五 

冷水坑道路 核特三 

    

2222 遊憩區遊憩區遊憩區遊憩區    

四條景觀道路分別穿越或途經不同之遊憩區。遊憩區之開發與使

用狀態不同，對景觀道路之影響亦不同。 

(1) 陽金公路經過遊一馬槽遊憩區、遊四陽明公園、與遊五童軍

露營場。未來計畫於遊四陽明公園，陽金公路苗圃用地與現

有第二停車場，新設北投纜車終點站與國家公園交通轉運北投纜車終點站與國家公園交通轉運北投纜車終點站與國家公園交通轉運北投纜車終點站與國家公園交通轉運

站站站站，，，，對於道路景觀衝擊影響較大對於道路景觀衝擊影響較大對於道路景觀衝擊影響較大對於道路景觀衝擊影響較大，，，，需仔細評估其建築設計與需仔細評估其建築設計與需仔細評估其建築設計與需仔細評估其建築設計與

基地配置對景觀之影響基地配置對景觀之影響基地配置對景觀之影響基地配置對景觀之影響。。。。遊一馬槽遊憩區現正進行開發審

議，景觀道路沿線將設置小型之農產品展售中心與車站用

地，其餘則以自然保育與景觀緩衝使用為主，對道路景觀衝

擊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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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陽投公路經過遊四陽明公園與遊八硫磺谷龍鳳谷遊憩區。遊

四陽明公園現正由北市公園路燈管理處推動花鐘、平面停車

場、櫻花庭園與大屯瀑布之更新設計，並朝設施減量、新設

大片櫻花廣場方向發展，對於本區道路景觀有良好之改善。

唯第一停車場一帶未來可能設置北投纜車站，對道路景觀之

衝擊影響有待評估。遊八硫磺谷龍鳳谷遊憩區所在地形封

閉，對道路景觀影響不大。 

(3) 101 甲公路途經遊三大屯自然公園遊憩區水池區。豁然開朗

之自然式園林景觀，為 101 甲公路較為封閉之自然林道遊憩

旅程，帶來不同的體驗。唯現有停車服務空間不敷使用現有停車服務空間不敷使用現有停車服務空間不敷使用現有停車服務空間不敷使用，，，，於於於於

假日與蝴蝶季期間假日與蝴蝶季期間假日與蝴蝶季期間假日與蝴蝶季期間，，，，道路違規停車情形嚴重道路違規停車情形嚴重道路違規停車情形嚴重道路違規停車情形嚴重。。。。 

(4) 冷水坑道路經過遊六菁山露營場與遊十二松園遊憩區。目前

均已開發，對道路景觀衝擊影響不大。 

景觀道路 沿線遊憩區 

陽金公路 遊一、遊四、遊五 

陽投公路 遊四、遊八 

101 甲公路 遊三 

冷水坑道路 遊六、遊十二 

 

3333 一般管制區一般管制區一般管制區一般管制區    

一般管制區嚴格之土地使用與建築強度管制，相當程度確保了道

路沿線景觀風貌。 

第一種一般管制區為早期北市都市計畫細步計畫區，建築發展緊

密，且有較為密集之商業發展。新舊夾雜之建築風貌新舊夾雜之建築風貌新舊夾雜之建築風貌新舊夾雜之建築風貌、、、、高樓層之公寓高樓層之公寓高樓層之公寓高樓層之公寓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與商業使用影響本區道路景觀與商業使用影響本區道路景觀與商業使用影響本區道路景觀與商業使用影響本區道路景觀。。。。配合前山公園與中山樓配合前山公園與中山樓配合前山公園與中山樓配合前山公園與中山樓

園區之活化再生園區之活化再生園區之活化再生園區之活化再生，，，，本區街道亦應配合整體進行更新發展本區街道亦應配合整體進行更新發展本區街道亦應配合整體進行更新發展本區街道亦應配合整體進行更新發展。。。。 

第二種一般管制區為國家公園行政管理中心與遊客中心所在，已

開發完成。未來應可配合陽明公園交通轉運中心之設置，調整相關動

線與入口配置。 



 

 3-32│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第三種一般管制區係指已有聚落發展或建築物零星分佈，環境應

與維護改善之地區。除既有使用與公務機關與公用事業外，僅允許住

宅、農業、休閒農業、宗教、日常用品零售使用。第四種一般管制區

係指大部分仍保有完整自然環境，需維持其自然型態之地區；僅農

業、休閒農業、住宅、宗教與公用事業使用。為確保道路景觀風貌之

保全，第三、四種一般管制區位於景觀道路中心兩側 25-50 公尺之土

地，劃屬於道路特別景觀區；除既有使用外，禁止新建建築與相關使

用。相當程度確保了道路兩側以有限度之農業使用與聚落住宅為主。

然部分既有聚落、建築，及私人土地因位於道路特別景觀區內而被限

制開發，與環境條件類似卻屬於第三、四種一般管制區之鄰近聚落與

建築，形成土地使用管制之不一致，造成民眾之反彈。 

現有之第五種一般管制區，係指陽金公路以西、101 甲公路以南

之竹子湖聚落。其既有分區分屬於第三、四種一般管制區與核心道路

特別景觀區，大致維持農業與住家使用，但有違規之餐飲商業使用。

為因應竹子湖聚落之發展需求，經三通檢討，現已調整為第五種一般

管制區，將持續藉由細部計畫與整體規劃，推動本區聚落景觀風貌與

土地使用之永續發展。 

景觀道路 沿線一般管制區 

陽金公路 管一、管二、管三、管四、管五 

陽投公路 管一、管三 

101 甲公路 管三、管四 

冷水坑道路 管一、管三、管四 

 

（（（（二二二二））））    經營管理權屬經營管理權屬經營管理權屬經營管理權屬 

園區道路的主管機關，分別屬於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

處景美工務段、新北市政府公務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與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所管有。而道路沿線土地，則可簡單區分為管

理處主管、相關單位主管，與私人持有土地。經營管理權屬不同，造

成園區景觀道路沿線風貌之差異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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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道路維護管理主管機關道路維護管理主管機關道路維護管理主管機關道路維護管理主管機關    

園區內四條景觀道路，僅有冷水坑道路屬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主

管，其他均需與其他單位協調合作推動。 

 

表 3-13 景觀道路維護管理權責一覽表 

道路 環境維護 道路設施維修 

陽金公路 公路總局 

公園路燈管理處 

公路總局（上磺橋-金山） 

北市工務局（陽明山-上磺橋） 

陽投公路 公園路燈管理處 北市工務局 

101 甲公路 區公所 公路總局 

北市工務局（鞍部-陽金公路） 

冷水坑道路 陽管處 陽管處 

資料來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維護管理事項及權責單位一覽表，本計畫整理。 

 

2222 公有土地公有土地公有土地公有土地    

景觀道路沿線之公有土地大致均能維持自然景觀風貌。然陽投公

路前山公園、陽明公園一帶，與冷水坑道路新園街一帶，因公有土地

租佔用情形複雜，建築風貌紊亂，導致道路景觀風貌之影響。  

 

3333 私有土地私有土地私有土地私有土地    

園區私有土地因嚴格管制土地使用，大致均能維持自然景觀，然

於主要聚落所在，以及園區外圍之一般管制區範圍，則因聚落建築分

佈，以及農業開發使用，形成道路景觀的變化與影響。景觀良好者，

提供了難得之農墾聚落與梯田水圳文化景觀，為陽明山國國家公園之

人文發展歷史，提供了良好的解說與展示窗口。景觀不佳者，往往因

窳陋雜亂之建築設施，破壞道路景觀風貌，與自然景觀之完整性。 

 

 

 



 

 



 

 

 

 

 

 

 

 

 

 

 

 

 

 

肆  課題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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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課題與對策課題與對策課題與對策課題與對策    

 

一一一一、、、、課題分析課題分析課題分析課題分析    

景觀風貌面向景觀風貌面向景觀風貌面向景觀風貌面向    

（（（（一一一一））））    自然地景風貌之自明性未被強化自然地景風貌之自明性未被強化自然地景風貌之自明性未被強化自然地景風貌之自明性未被強化 

特色之山巒、河谷自然地景未能被明確感知與強化。在重要節點

或眺望點，被植栽、建築設施遮蔽，或被建築與設施色彩形式干擾，

造成山巒、河谷等自然地景之自明性被弱化。同時，在重要節點或眺

望點未能提出有效之景觀引導對策，使區內自然人文景觀之價值與意

涵不能被凸顯，亦未被觀看者（遊客/居民）所珍惜。 

（（（（二二二二））））    歷史人文之風貌紋理逐漸弱化消失歷史人文之風貌紋理逐漸弱化消失歷史人文之風貌紋理逐漸弱化消失歷史人文之風貌紋理逐漸弱化消失 

園區富有山村聚落、梯田景觀、歷史性公園、國家紀念建築等等

之歷史風貌紋理。但由於住民生活模式轉變，由早期農耕聚落，轉為

多元工商服務，導致既有聚落與傳統土地使用風貌之變遷。同時，對

歷史性公園與建築的保護不足，更新或增修建之設施，未能順應或與

既有風格融合。導致歷史風貌紋理因自然損壞、不當更新、開發破壞

等不同之原因而逐漸弱化消失。 

設施建築面向設施建築面向設施建築面向設施建築面向    

（（（（三三三三））））    整體空間定位不清整體空間定位不清整體空間定位不清整體空間定位不清，，，，道路沿線服務設施未能與自然地景融合道路沿線服務設施未能與自然地景融合道路沿線服務設施未能與自然地景融合道路沿線服務設施未能與自然地景融合 

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亦為園區對外交通，或連結區內重要據

點之交通要道，然目前於重要入口、據點或交通節點處，並無適切之

規劃設計，整體指向標示混亂。以致入口或重要節點意象不明，相關

之道路指引與資訊亦不清楚，一般遊客容易迷路。而道路沿線設施，

未能配合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進行規劃設計。設施量體形式色彩與

環境衝突，亦不符合生態道路之標準，未能凸顯國家公園整體自然生

態與環境美學之品質。 



 

 4-2│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四四四四））））    建築設施風貌混亂建築設施風貌混亂建築設施風貌混亂建築設施風貌混亂，，，，老舊窳陋老舊窳陋老舊窳陋老舊窳陋 

道路沿線之公有私有建築風格元素混亂、色彩不協調：部分建築

量體過大，色彩突兀，與週邊環境自然地景衝突。道路沿線如公車等

候站、指標、燈具、護欄等小型街道家具與公共設施風格混亂，老舊

窳陋。居民亦任意搭建臨時性寮舍，或堆置雜物，破壞整體環境風貌。

居民/公務人員等普遍缺乏環境美學意識，對於環境景觀風貌並不重

視。同時既有之建築營造風格以然弱化消逝，區內缺乏統一和諧之建

築營造風格。 

規範管制面向規範管制面向規範管制面向規範管制面向    

（（（（五五五五））））    現有道路特別景觀區管制造成民意衝突現有道路特別景觀區管制造成民意衝突現有道路特別景觀區管制造成民意衝突現有道路特別景觀區管制造成民意衝突 

現有第三種與第四種一般管制區之景觀道路沿線，道路中央兩側

各 50 公尺（陽金公路）或 25 公尺（陽投、101 甲公路與冷水坑道路）

範圍，屬於道路特別景觀區，嚴格禁止建築開發與土地使用行為。然

由於園區地形陡峻、道路沿線腹地狹窄；且開發歷史早，沿道路兩側

分佈有許多私有地與聚落建築，造成民眾很大的反彈。與實際生活需

求造成嚴重衝突。需求更細緻檢討其劃設或管制方式。 

（（（（六六六六））））    區內道路管理機關多頭馬車區內道路管理機關多頭馬車區內道路管理機關多頭馬車區內道路管理機關多頭馬車，，，，溝通整合困難溝通整合困難溝通整合困難溝通整合困難，，，，且缺乏明確且缺乏明確且缺乏明確且缺乏明確

規範為景觀風貌與建築設施管制依據規範為景觀風貌與建築設施管制依據規範為景觀風貌與建築設施管制依據規範為景觀風貌與建築設施管制依據 

現有國家公園之道路組管機關，分屬於交通部公路局、雙北市政

府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各單位間維護管理原則與標準不同，並

缺乏適切之溝通平台，協調各單位對道路建設維護之作法。需求由機

關間之協調，至源頭法律之修定等面向，逐步推動以改善之。 

（（（（七七七七））））    僵化執行手法造成推動困難僵化執行手法造成推動困難僵化執行手法造成推動困難僵化執行手法造成推動困難 

目前除例常性之管理維護作業外，缺乏系統性檢討景觀道路風貌

營造改善之建設或管理計畫。而相關規範著重於剛性禁止管制對既有

景觀風貌之破壞，而弱於引導、獎勵景觀風貌營造改善，與宣導教育

景觀風貌重要性之軟性作法。需求從環境教育、公民教育、政策宣傳、

促成文化與環境友善產業等多元面向協力推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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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對策探討對策探討對策探討對策探討    

（（（（一一一一））））    定位景觀道路為認識定位景觀道路為認識定位景觀道路為認識定位景觀道路為認識與體驗與體驗與體驗與體驗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櫥窗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櫥窗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櫥窗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櫥窗 

(Identical Gateway) 

道路因為人類生活交流之需求而產生；至今流傳下來之著名道

路，即多為社會、經濟、宗教等目的而產生之遷徙、貿易、或朝聖道

路。在歐洲，轉化為促進文化產業再發展之觀光性主題道路（thematic 

road），及以歷史文化保存為核心之歷史文化古道。在美國，則因為

自然保護、汽車與公路文化之發展，而成為制度化推動景觀道路保護

之重要推手。從早期將駕車過程視為遊憩體驗，到連結保護區或風景

區，或以優美景觀著名之公園道(parkway)，及現今以歷史文化自然保

護與經濟遊憩發展為目的的國家景觀道路(national scenic road)。 

陽明山國家公園為鄰近大臺北地區之都會型火山國家公園，在自

然與地景保護之外，亦為國民休閒遊憩之重要場域。區內陽金、陽投、

101 甲與冷水坑道路除串連各重要景點，沿途並可體驗欣賞國家公園

核心之自然人文景觀之美。因此，定位景觀道路為認識陽明山國家公

園核心價值之大屯火山地景、放射性河流系統，與文化景觀多樣性之

經典櫥窗。 

亦即藉由保護保存景觀道路沿線之風貌與眺望景觀，達到傳達與

護守陽明山國家公園珍貴自然人文遺產景觀風貌，促成其自然演化與

永續傳承，及居民生活文化與國家公園保育教育遊憩目標共存共榮發

展之目標。並以自然人文美學之環境體驗，提供潛移默化之環境教育

功能，奠定國土永續發展典範。 

（（（（二二二二））））    由道路景觀改善由道路景觀改善由道路景觀改善由道路景觀改善、、、、道路景觀設施管理維護到景觀風貌保全道路景觀設施管理維護到景觀風貌保全道路景觀設施管理維護到景觀風貌保全道路景觀設施管理維護到景觀風貌保全

審議機制審議機制審議機制審議機制，，，，分層推動道路景觀風貌保全營造分層推動道路景觀風貌保全營造分層推動道路景觀風貌保全營造分層推動道路景觀風貌保全營造 (Layered 

Conservation) 

道路景觀之構成元素，包含有道路本身及其相關附屬設施與植

栽、道路沿線之建築設施與土地使用，以及眺望遠景之自然山林與其

他人為構造物等三大類（道路景觀研究會，1990），共同組構形成道

路之景觀風貌。道路本身與相關設施物景觀美質的構成，主要關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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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硬體設施與周遭自然景觀之調和，達成自然保護與交通安全目標，

並透過良好之管理維護有效維繫其景觀品質。而道路沿線土地使用與

建築設施，與眺望遠景之山林或人為構造物所呈現之景觀風貌，則受

到社會生活產業發展需求，自然地景保護與建築土地使用管理政策之

影響。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既有之土地使用分區，已將重要自然人文地景

納入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與史蹟保護區，並限制區內允許之土地

使用項目與建築使用強度。唯缺乏有關建築設施外觀造型之規定，與

建築設施配置與對自然與景觀影響之控制；以致既有建築設施外觀風

貌紊亂，降低園區道路景觀風貌之品質。因此，進一步擬定道路沿線

景觀眺望視域範圍之土地使用與建築管制規範，為確保道路沿線使用

與眺望景觀風貌之關鍵。 

現有園區道路及其附屬設施，以及植栽之規劃設計與管理，主要

依循一般公路與道路之設計與養護準則，而未能依循國家公園特殊之

自然環境與保育需求，及維護提升道路景觀風貌目標進行調整。包含

維護眺望景觀的植栽修剪原則、綠廊道營造原則、強勢物種清除原

則，及各類道路設施的改善維護原則，均為目前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

道路設施維護管理之重要缺口。 

透過景觀道路沿線實質景觀風貌保全需求之檢核，分層提出道路

設施管理維護準則，景觀道路沿線與景觀眺望視域範圍內之土地與建

築風貌管制規範，依循國家公園環境脈絡、發展限制與需求，建構陽

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之景觀保全架構與內容。以促成道路景觀風貌

之積極維護管理改善，尋求自然保育目標，與居民生活發展需求之最

佳平衡。 

（（（（三三三三））））    建立明確之景觀風貌營造計畫建立明確之景觀風貌營造計畫建立明確之景觀風貌營造計畫建立明確之景觀風貌營造計畫，，，，與相關機關與相關機關與相關機關與相關機關、、、、計畫整合落計畫整合落計畫整合落計畫整合落

實景觀道路之保護實景觀道路之保護實景觀道路之保護實景觀道路之保護 (Practicalable Strategy) 

園區景觀道路及其相關附屬設施，係由道路主管機關與陽管處規

劃設計與分工協調管理。可藉由道路景觀管理維護準則的提出，做為

未來不同單位間，協調統合園區景觀道路設施改善與管理維護的標準

之依據，以使園區內景觀道路之設施與風貌統一，並達到陽明山國家

公園生態保育與景觀維護之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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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之土地使用與建築管理規範，係由陽管處訂定與管理。基於

國家公園保育優先之目標，過往之管制內容較為僵化，未能兼及居民

生活需求之平衡。建議在考量既有聚落建築修繕與再發展需求，同時

兼及景觀風貌之保護之下；藉由原道路特別景觀區土地與建築使用景

觀風貌保全審議規範之訂定，回復道路特別景觀區分區為原一般管制

區，並管制其聚落與建築之使用與發展。經試行之後，可於第四次通

盤檢討時，據以修訂原有保護利用管制原則之規定，與國家公園計畫

景觀風貌保護計畫銜接。 

景觀風貌之保護營造，是為一長期性、動態性、兼及多元尺度之

複雜工作，無法單從線狀或點狀的空間規劃或保護行動，解決所有的

問題。需透過整體性之景觀風貌推動架構，使「景觀風貌保護營造」

能實質納入國家公園及相關機關的長程政策規範、中程建設計畫、與

日常之管理維護工作，持續推動落實。並尋求與社區營造、基礎國民

美學教育之結合，以確保景觀風貌資源之最佳化保育利用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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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景觀道路風貌保全營造計畫景觀道路風貌保全營造計畫景觀道路風貌保全營造計畫景觀道路風貌保全營造計畫    

 

一一一一、、、、願景願景願景願景 

陽明山國家公園為鄰近大臺北地區之都會型火山國家公園，在自

然與地景保護之外，亦為國民休閒遊憩之重要場域。區內陽金、陽投、

101 甲與冷水坑道路等景觀道路除串連各重要景點，沿途並可體驗欣

賞國家公園核心之自然人文景觀之美。因此，定位景觀道路為認識與

體驗陽明山國家公園核心價值之大屯火山地景、放射性河流系統，與

文化景觀多樣性之經典櫥窗。 

本計畫希望藉由透過景觀道路沿線風貌與眺望景觀的保全改善

與強化，達到傳達與護守陽明山國家公園珍貴自然人文遺產景觀風

貌，促成其自然演化與永續傳承，以及居民生活文化與國家公園保育

教育遊憩目標共存共榮發展之目標。並以自然人文美學之環境體驗，

提供潛移默化之環境教育功能，奠定國土永續發展典範。 

 

二二二二、、、、推動綱領推動綱領推動綱領推動綱領 

目標 推動項目 

改善道路路廊景觀 道路路廊景觀 

道路沿線節點景觀 

聚落建築與文化生活風貌 

道路設施 

道路維護管理 

保全重要眺望景觀 重要眺景點之評選與改善 

重要眺景點眺望景觀保全規範 

重要眺景點視域範圍分區變更 

確保景觀道路風貌

保全與發展需求 

建立道路特別景觀區風貌保全審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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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道路路廊景觀改善計畫道路路廊景觀改善計畫道路路廊景觀改善計畫道路路廊景觀改善計畫 

為積極推動陽明山國家公園陽金公路、陽投公路、101 甲公路、

冷水坑道路等四條景觀道路之風貌保全與營造改善工作，特擬定（一）

改善路廊景觀、（二）改善道路節點景觀、（三）保全營造聚落生活風

貌、（四）改善道路既有設施、（五）訂定景觀道路管理維護準則，等

五項行動方案，為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景觀改善核心工作內容。 

圖 5-1 景觀改善計畫行動方案內容架構圖 

 

（（（（一一一一））））    改善路廊景觀改善路廊景觀改善路廊景觀改善路廊景觀 

景觀道路即為陽明山國家公園豐富自然人文地景資源之展示

櫥窗，因此道路兩側之路廊景觀，除要滿足交通服務與安全之基本需

求外，應以能彰顯兩側景觀特質為核心目標。藉由維護管理與人為景

觀設計手法，凸顯與營造路廊優質景觀，並改善沿線不良景觀。 

1111 眺望景觀保全眺望景觀保全眺望景觀保全眺望景觀保全    

為確保重要眺望點之眺望景觀，得進行必要之植被修剪。唯

於保持眺望視域範圍淨空之修剪區（viewing area），至兩側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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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植被之間，應適當保留原有植被，以創造景觀轉化區帶

（Feathering），避免植被被突兀的清空。 

本計畫已指認景觀道路沿線之眺望點及其眺望景觀內容，並

初步指認建議推動保全之重要眺景點。建議後續應進行重要眺望

點之評選；詳見四、重要眺望景觀保全計畫。 

 

（（（（2222））））焦點景觀焦點景觀焦點景觀焦點景觀    

景觀道路沿線，部分路段具有眺望重要山頭地景之焦點景

觀，宜加強兩側植被或山坡之維護管理。包含移除不必要之設施

物、改善與焦點景觀衝突之設施色彩或造型、適當修剪雜亂之植

被。以簡潔低調之序列性空間，創造方向性；突顯並強化遠方之

焦點景觀。 

可適當運用植栽整合焦點景觀，包含：（1）利用喬木與灌木

之配置，凸顯遠景或創造框景(screen)效果：。（2）利用植栽軟化

或掩蔽道路設施：加強道路邊坡與橋墩底部的綠化。 

 

 

2222 綠廊景觀營造綠廊景觀營造綠廊景觀營造綠廊景觀營造    

林蔭夾道與道路兩側的綠意，為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路廊的

重要特質，可依植被狀況大致分為（1）道路兩側喬木樹冠相交合抱

之綠色隧道；（2）道路兩側植被茂密優美，或疏密有致之林蔭道；（3）

次生林或竹林為主，林相一般之一般道路；（4）以芒草原或矮灌木林

為主，少大型喬木生長之灌木草原道等四類。為確保既有之優美綠廊

景觀，並提升改善現況綠廊景觀品質較差之路段，應推動下列工作。 

（1）植物更新修剪：得定時修剪清理兩側植被之枯枝、病蟲害

枝、徒長枝、畸形枝、幹生枝、逆生枝、交叉枝、重疊枝等。竹子類

應每年予以更新與疏枝。生育遲緩老化、枝葉疏落的植物，可採用強

剪促使植物恢復生機。 

圖 5-2 景觀道路眺景點分佈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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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喬木修剪：為維持綠廊道視覺景觀之通透性，若道路兩側

林木生長過密時，可進行疏伐或疏枝。 

（3）選擇性遮蔽：既有道路兩側景觀風貌不佳處，可利用植栽

遮蔽。應考量植物樹型、四季花果葉色之變化，以及落葉與否之生長

習性，並以具代表性種類與原生種為宜。栽植時應以生態綠化或複層

群植為優先，避免單株等距之人工化種植方式。 

（4）添景：於道路景觀較為單調處，可利用點狀植栽配置創造

景觀焦點，豐富道路景觀。應以陽明山地區原生特色植栽為主，儘量

避免高維護管理需求之草花。 

（5）地被割草修剪：道路兩側路肩或護坡上，因植栽生長過密，

妨礙眺望視線與行車安全時，應加以修剪與除草。為保留植物自生潛

在植被，視線不易到達之大面積路堤或路塹邊坡宜避免割草修剪。 

（6）強勢植物清除：園區內主要道路容易有強勢草種及觀賞植

物入侵，如大花咸豐草、非洲鳳仙花、巴西水竹葉等，應定期清除，

避免其擴大入侵。 

（7）外來入侵動植物防除：道路常見之外來入侵動植物包括小

花蔓澤蘭、香澤蘭、菟絲子、入侵紅火蟻、銀合歡、銀膠菊等，對生

態環境影響甚大，發現後應儘速全面清除並持續監測防治。 

（（（（二二二二））））    節點景觀改善節點景觀改善節點景觀改善節點景觀改善 

四條景觀道路上，包含有：國家公園入口、交通節點、各據點入

口等重要節點；為展示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文化特質，與整體環境品

質之重要窗口。現況之空間設計設施具有改善提升之空間，以凸顯國

家公園高品質之環境體驗與遊憩服務機能，並提供遊客更為人性化與

優質之遊憩體驗感受。 

1111 國家公園入口國家公園入口國家公園入口國家公園入口    

主要入口計有：（1）由臺北方向，經陽金公路進入陽明山國家公

園的福壽橋入口，（2）由金山方向，經陽金公路進入陽明山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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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山入口，（3）由北新莊方向，經 101 甲公路進入陽明山國家公園

的北新莊入口共三處。 

既有國家公園入口已設置國家公園制式之入口意象設施，標明進

入陽明山國家公園，但較為不明顯。由於各入口處均缺乏足夠腹地創

造地標景觀，建議可利用植栽設計與維護管理，突顯創造國家公園入

口意象。 

2222 重要交通節點重要交通節點重要交通節點重要交通節點    

四條景觀道路上之重要交通節點計有：陽金公路與湖山路交叉口

（公車總站）、陽金公路與 101 甲公路交叉口、行義路與泉源路交叉

口（惇敘高中）、行義路與東昇路交叉口（大同之家）、東昇路與登山

路交叉口（十八分）等五處。 

陽金公路與湖山路交叉口，與陽投公路沿線上之三處交通節點，

既有道路指向標示紊亂，應簡化整合相關標示，提供用路人簡單明確

之交通資訊，禁止簡易牌示之申請設置。同時協調相關私有地主，利

用整理拆除或遮蔽隱蔽手法，改善整體環境空間與相關設施品質。 

陽金公路與 101 甲公路交叉口，既有道路指向標示較不明顯，用

路人容易錯過該轉彎入口，應重新檢討指向標示之設計與設置位置。 

3333 重要據點入口重要據點入口重要據點入口重要據點入口    

重要據點入口計有：通往陽明書屋之陽金公路中興路交叉口、通

往竹子湖之陽金公路竹子湖路交叉口等二處。兩處據點入口均屬於 T

字型路段，目前均設置有入口意象設施；唯既有設計未能凸顯據點特

色，並善用其環境特質。 

陽明書屋為國家軍政統治歷史之重要史蹟地，由陽金公路進入之

入口空間有足夠之腹地，並具備眺望遠處山巒天際線之眺望景觀。應

重新整理既有空間，避免不必要之人工設施，盡量保持開放空間。利

用列狀或群植植栽，與具有歷史文化意涵之植栽設計，突顯本區之自

然山景與陽明書屋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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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竹子湖以蓬萊米原種田與特殊之農墾梯田生活文化景觀而著

名，並為園區重要遊憩據點。既有入口並具有眺望背景連綿山巒天際

線之開闊景觀，目前則因各類交通設施、電信設施與入口牌示雜佈，

而未能凸顯其歷史文化與自然特質。應重新整理既有入口，利用現有

濕地空間，營造梯田與蓬萊米農業景觀，並保全凸顯背景山巒景觀。

既有各類設施融入整體景觀設計，或予以地下化處理。以凸顯本區之

歷史文化脈絡與自然景觀。 

 

（（（（三三三三））））    營造保全聚落生活風貌營造保全聚落生活風貌營造保全聚落生活風貌營造保全聚落生活風貌 

景觀道路沿線之既有聚落、建築，與農業使用，亦為道路沿線景

觀重要構成要素之一。除了具有特殊歷史文化價值的古蹟、歷史建

築，與特色聚落外；亦有一般性之聚落建築，以及因應陽明山特殊地

理環境發展形成的梯田景觀。古蹟、歷史建築與特色聚落應推動風貌

保全，一般之聚落建築應推動風貌改善，梯田景觀則應推動風貌保全

與改善營造。 

1111 古蹟古蹟古蹟古蹟////歷史建築與特色聚落風貌保全歷史建築與特色聚落風貌保全歷史建築與特色聚落風貌保全歷史建築與特色聚落風貌保全    

 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規劃—以管一用地暨周邊地

區聚落、陽投公路次要道路為例」之研究建議，針對古蹟、歷史建築

與特色聚落之風貌保全，應分別推動：（1）重要史蹟與歷史建築，或

同等級之具保護價值建築之保存修復管理；（2）獎勵補助特色聚落整

體風貌之協調發展等兩項工作。 

（（（（1111））））    古蹟與歷史建築之保存修復管理古蹟與歷史建築之保存修復管理古蹟與歷史建築之保存修復管理古蹟與歷史建築之保存修復管理    

A.A.A.A. 指定原則指定原則指定原則指定原則    

� 文化資產已指定登錄之古蹟與歷史建築； 

� 與古蹟或歷史建築同等級之建築物或設施； 

� 具有歷史價值，反應歷史風貌發展之代表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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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保存修復管理原則保存修復管理原則保存修復管理原則保存修復管理原則    

� 以原貌保存為原則。 

� 公有之具保護價值建築物，管理處應積極協調相關建築所有

或管理機關，合作推動保存修繕維護與活化再利用工作。並

視其重要性，檢討是否劃設為史蹟保存區或史蹟保存用地。

必要時，管理處得協助該所有或管理機關向文化主管機關提

報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築。 

� 私有之具保護價值建築物，管理處得獎勵補助建築或土地之

管理或所有人，有關建築物原貌修復保存之工程費用。或與

之簽訂地上權設定協議，由管理處進行建築修復、活化利用

與管理維護工作。 

� 活化再利用原則：應適當開放，並具備必要之環境教育解說

功能。 

 

（（（（2222））））    獎勵補助特色聚落整體風貌之協調發展獎勵補助特色聚落整體風貌之協調發展獎勵補助特色聚落整體風貌之協調發展獎勵補助特色聚落整體風貌之協調發展    

為確保特色聚落整體風貌景觀保全與協調發展，制訂風貌特定

區。獎勵補助風貌特定區內既有與新建建築，採用該區特色建

築式樣語彙與相關原則。 

A.A.A.A. 分區劃設原則分區劃設原則分區劃設原則分區劃設原則    

聚落或地區具有特殊歷史發展紋理，或地方特色聚落風貌，

且相關紀念性或傳統建築與地景空間元素仍大致保存；或屬

於國家公園重要發展或更新地區者。為使其特有地區景觀風

貌得以永續維護保存，整體景觀風貌得以優質化發展；應予

劃設指定為特定風貌管制區。 

B.B.B.B. 風貌管制原則風貌管制原則風貌管制原則風貌管制原則    

� 各風貌特定區得依其環境資源條件、特殊風貌保存營造或發

展目標，擬定不同之環境風貌與建築式樣管制原則。建議管

制項目可包含環境色彩計畫、建築形式、材料、語彙與高度、

街道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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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風貌管制區內之公、私有建築之新建、修建、改建與增

建，均應以符合該區風貌管制項目為原則。 

C.C.C.C. 獎勵補助原則獎勵補助原則獎勵補助原則獎勵補助原則    

� 傳統式樣建築：針對其他雖具歷史價值，但傳統建築風貌與

結構改建或破壞嚴重；或無特殊歷史價值，但反應園區建築

歷史發展風格，且非國家公園指定具保護價值建築之早期建

築。建議以獎勵補助方式，鼓勵其維持原有建築式樣為原

則，於增修改建時，採用原有建築式樣風格特色及維持周邊

整體建築景觀。 

� 一般建築之增修改建或新建：獎勵補助其採用分區指定建築

式樣之建築型式、語彙、材料、色彩、平面配置與規劃。 

 

 

 

 

 

 

 

 

 

 

2222 既有聚落建築風貌綠美化與修繕既有聚落建築風貌綠美化與修繕既有聚落建築風貌綠美化與修繕既有聚落建築風貌綠美化與修繕    

早期聚落係以通用材料工法、營造技術，對應環境地理、地緣以

及自然氣候條件，依循一定的社會文化共識，形成一種約定俗成的營

建規則，建造形成具有整體風格的聚落景觀風貌意象。陽明山國家公

園既有聚落從早期漢人囤墾之山村聚落，逐漸演變納入日本風格之溫

泉風景區，以及國民政府統治與國家公園旅遊風景地之發展。經歷社

表 5-9 古蹟/歷史建築與特色聚落風貌保全架構表 

劃設史蹟保存區 

指定登錄文化資產 

獎勵補助原貌保存修繕 

獎勵補助依原有建築式
樣風格修繕 

獎勵補助符合風貌特定
區分區式樣與原則者 

依國家公園法 

依文資法 

擬定獎勵補助辦法 

擬定獎勵補助辦法 

擬定分區管制原則
與獎勵補助辦法 

指定具保護價值建築物 

文化資產已指定登錄之古蹟與歷史建築； 

與古蹟或歷史建築同等級之建築設施； 

具有歷史價值，反應歷史風貌之代表建築 

傳統式樣建築物 

非國家公園指定具保護價值建築之早期建築 

具歷史價值但風貌與結構改建破壞嚴重 

無特殊歷史價值，但反應園區建築風格發展 

其他一般建築物 

古
蹟/

歷
史
建
築
與
特
色
聚
落
風
貌
保
全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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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濟、政治之變遷，逐漸喪失其獨特之風格特質，加之隨科技、

營建技術進步，與追求流行的建築創意表現；造成聚落集體空間形式

品質之失調與不和諧，以及對公共空間使用需求的忽視，因此，亟待

重新改造（陳信安，2011）。本行動計畫即透過聚落空間與建築風貌

的修繕改善與綠美化，來促成陽明山國家公園既有聚落實質景觀風貌

與居民生活品質的提升。 

聚落建築風貌，可概分由聚落環境中之開放空間，包含植栽綠

地、田圃、閒置空地、道路、水圳、水路，公共設施，如等車亭、涼

亭、守望相助亭、佈告欄、管線、電信設施、招牌標示、社區意象等；

以及各類私人或少數公共建築及其附屬空地與設施所構成。 

（（（（1111））））    推動方式推動方式推動方式推動方式    

管理處可參考以下「聚落建築風貌綠美化與修繕改善建議手法與

原則」，優先推動（1）聚落環境開放空間與公共設施綠美化改善整理

之補助；配合（2）私人建築、公共建築與宗教建築及其空地與設施

之更新修繕與綠美化手法之宣導教育；做為核可（3）居民申請修繕

之依據與參考。逐步推動既有聚落風貌與環境品質之改善與提升。 

（（（（2222））））    聚落建築風貌綠美化與修繕改善建議原則聚落建築風貌綠美化與修繕改善建議原則聚落建築風貌綠美化與修繕改善建議原則聚落建築風貌綠美化與修繕改善建議原則    

分

類 
景觀元素 改善原則與手法 

聚落環境 

植栽綠地 定期維護並清除任意棄置之雜物垃圾。 

種植適宜陽明山地區氣候之原生樹種。 

必要之座椅設施應採用低調簡單樸素之設

計，並以安山岩、磚等自然耐久之材料為主。 

可結合聚落排水路設置滯水池與濕地。 

停車或鋪面空間應符合透水保水原則，並搭

配喬木提供遮蔭。 

開

放

空

間 

田圃 避免堆置農業資材或植物殘株。 

盡量保留傳統之石砌田畝。 

農業設施應避免使用色彩繁複之再生材料，

應以自然之木、竹、石、磚、瓦，或現成之

創造優質社區的綠地空間 

富有生活感的遊憩空間 

閒置空地轉化為優質公共空間 



 

5-10│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分

類 
景觀元素 改善原則與手法 

建築材料為主。避免採用反光性強之亮面材

質，色彩應以低彩度、低明度之大地色為主。 

閒置空地 定期清理整頓，消除髒亂源，並保留原有樹

木。 

透過系統化調查整理，整合零星空間，取得

地主同意，改善做為聚落綠地、公共休憩與

公共服務空間使用。 

廢棄閒置建物可確認結構安全性，配合使用

需求，予以拆除或改造，提供公共使用。 

道路 定期清理整頓，消除髒亂源。 

保留原有樹木，加強道路綠化，並透過簡易

綠美化改善隙地空間風貌。 

檢討道路照明，以行人或車輛安全使用為限，

避免照明溢出；並優先利用鄰近建築照明。 

水圳、水路 以保留自然水路為優先，避免三面光、水泥

化溝渠化之處理。 

避免使用仿竹式、全金屬，與過量之欄杆設

施，應與整體環境風貌協調。 

坡嵌/擋土牆 盡量利用塊石、卵石與土包等材料堆砌，以

提供植物與小生物棲息空間。 

或配合植栽予以軟化，融入周圍自然環境。 

避免不必要之牆面塗裝與裝飾。 

公共服務設施 

（ 等 車 亭 、 涼

亭、守望亭） 

設施設計應以減量簡單樸素為原則，配合周

圍環境設施，避免使用既成品；並配合植栽

綠美化。 

停車或鋪面空間應符合透水保水原則，並搭

配喬木提供遮蔭。 

社區意象、佈告

欄、招牌標示 

設施形式、尺度應適當，避免誇張之造型色

彩，材質材料質感應與周邊環境諧調。 

外露管線 定期清理整頓棄置管線，消除髒亂源。 

管線應盡量共構，並利用地形、植栽、設施

予以隱蔽。 

公

共

設

施 

電信設施 以共構為原則；重要入口處推動地下化。 

 

聚落內之水圳水路應盡量
維持自然風貌 

道路隙地綠美化 

   富有設計感之洗衣空間設計 

樸質之社區意象與佈告欄設計 

簡單調和之建築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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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景觀元素 改善原則與手法 

私人建築/公共建築/宗教建築 

建築立面 

（ 含 樑 柱 牆

面、陽台露台、

樓梯等） 

拆除違建設施。 

應採用色彩與質地統一協調之建築材料，顏

色、質感應與周遭環境協調，避免使用反光

性強之材質。 

鼓勵使用安山岩、紅磚等陽明山特有材料。 

立面設計應以自然、樸素、簡單為原則，避

免過於繁複與誇張之造型與塗裝設計。 

應定期清理修整，重新塗裝。 

建築門窗 

（含雨遮、防盜

設施等） 

雨遮大小尺寸設計應符合建築法規規定。 

防盜設施應設置在門窗內側。 

應避免使用反光性強之材質。 

應定期清理修整，重新塗裝。 

屋頂 鼓勵設置斜屋頂，並以朝向基地所臨接景觀

道路或基地所留設之主要﹙帶狀﹚法定空地、

開放空間、廣場傾斜為原則。建築基地鄰接

景觀道路者，其斜屋頂面或山牆面應面向該

道路設置。而建築物各部分，應按其同一面

向道路設置同一坡度之斜屋頂。 

斜屋頂坡度不得大於一比二，且不得小於一

比四。 

斜屋頂之屋面排水，應以適當之設施引至地

面排水系統。 

建築物於屋頂層附設之各種空調、視訊、機

械等設施物，應自女兒牆或簷口退縮設置，

且應配合建築物造型予以影觀美化處理。 

應定期清理修整，重新塗裝。 

建

築

本

體 

附掛管線設施 

（冷氣機、抽風

扇 、 天 線 、 招

牌、與其他附掛

設施） 

附掛管線設施應符合相關建築法規規定。 

管線應共構設置。 

利用色彩、設施、植栽予以隱蔽。 

應定期清理整頓，移除廢棄設施管線。 

戶

外

大門、圍牆圍籬 應符合陽明山國家公園相關規定。 

鼓勵應用鄰近植被種類與陽明山原生物種為

利用綠籬與石垣，創造出聚落內優
雅樸實之風貌景觀 

以斜屋頂營造園區聚落風貌特色 

利用自然材料遮蔽附掛設施 

石砌駁坎融入園區自然風貌 

設置於門窗內之防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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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景觀元素 改善原則與手法 

主之綠籬取代圍牆圍籬。且避免以單一樹種

列式栽植，而應採用仿自然之複合式、簇群

式栽植。 

應採用陽明山地區常見之建築材料與工法，

如安山岩、紅磚等。避免使用反光性強之亮

面材質。 

駁坎/擋土牆 盡量利用塊石、卵石與土包等材料堆砌，以

提供植物與小生物棲息空間。 

或配合植栽予以軟化，融入周圍自然環境。 

避免不必要之牆面塗裝與裝飾。 

簡易牌示 設施形式、尺度應適當，避免誇張之造型色

彩，材質材料質感應與周邊環境諧調。 

附屬設施 

（棚架、車棚、

資材室、與其他

設施） 

設施設計應以減量簡單樸素為原則，配合周

圍環境設施，避免使用既成品；並配合植栽

綠美化。 

應與主要建築之風格、尺度、外觀、位置、

色彩協調。 

空

間 

植 栽 綠 地 與 戶

外開放空間 

應以生態性、自然型與低維護管理需求的景

觀設計為原則；但建築基地位於既有聚落內

或鄰近第一種一般管制區者，得採用幾何

式、精緻型之設計，但應以與鄰近之既有發

展或自然景觀協調為原則。 

定期維護並清除任意棄置之雜物垃圾。 

種植植栽宜選擇適宜陽明山地區氣候之陽明

山地區原生物種。 

必要之座椅設施應採用低調簡單樸素之設

計，並以安山岩、磚等自然耐久之材料為主。 

可結合地形地勢設置滯水池與濕地。 

停車或鋪面空間應符合透水保水原則，並搭

配喬木提供遮蔭。 

 

 

素雅大方之宗教空間 

自然生態風格之優美庭園景觀 

以園區常見植物與石材搭建之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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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梯田景觀保全營造梯田景觀保全營造梯田景觀保全營造梯田景觀保全營造    

依據管理處委託「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

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景觀道路沿線梯田景觀主要分佈於

十八分、竹子湖、馬槽以及八煙地區。其中竹子湖、八煙已由管理處

積極推動整體風貌景觀之保全營造中。十八分亦評選為該研究案之示

範保育展示區，進行規劃中。未來應持續過去之成果，積極推動景觀

道路沿線梯田之保全營造工作。 

以下整合相關計畫之推動策略方案（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

2008；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2011；山桐子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2011；中國文化大學，2013），以為後續景觀道路沿線梯田

景觀保全營造推動之綱要參考。 

(1)(1)(1)(1) 文化景觀復舊文化景觀復舊文化景觀復舊文化景觀復舊    

� 梯田水圳復舊 

修復既有梯田水圳設施，使其維持正常運作。包含：毀損

傳統圳路修復與復舊、田間引水塑膠管線隱藏作業、改善

先端引水圳路、石砌田埂修復與復舊、梯田回復種作等。

可逐步由試作計畫，建立居民之能力與信心，進而推動全

線設施之檢視與修復，與水泥化水路與田埂之復舊工作。 

� 傳統屋舍整建 

園區內傳統建築在近年以鐵皮水泥等現代材質之翻修下，

已漸漸失去原有面貌，應配合技藝傳承工作坊，逐步推動

傳統建築房舍之復舊工作。 

� 復舊傳承模式 

透過相關環境協力改善計畫，可知地方年長居民仍保有傳

統之梯田水圳與建築房舍修復整建之傳統關鍵技法，可配

合社區風貌改善與營造等相關工作，以點工叫料方式，以

有給職方式推動技藝傳承工作坊，訓練地方年輕居民及相

關專家學者或學生，傳承學習梯田水圳文化景觀復舊之傳

統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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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生態聚落活化生態聚落活化生態聚落活化生態聚落活化    

� 人員組織培訓 

協助鼓勵社區組織之發展，以及以地方居民為主之聚落活

化發展人員知能培訓工作。 

� 生活文化與資源潛力之調查研究 

持續推動聚落生活文化、自然人文資源與相關歷史之調查

研究，以深化聚落生活文化永續發展之基礎。 

� 農產品販售 

協助行銷推廣在地優質農產品之販售。 

(3)(3)(3)(3) 發展生態旅遊發展生態旅遊發展生態旅遊發展生態旅遊    

� 聚落自然人文資源體驗 

配合聚落生活文化、自然人文資源與相關歷史之調查研究

成果，由居民為主體，推動聚落自然人文資源與生活文化

之體驗。 

� 整合周邊遊憩資源 

整合聚落周邊包含國家公園遊憩區與重要據點、公私有遊

憩服務設施等等，推動完整之生態旅遊套裝行程規劃。 

� 軟硬體設施服務之改善與設置 

配合聚落活化與生活空間改善，改善聚落自然人文資源與

聚落生活空間，及必要之軟硬體服務設施之改善與充實。 

 

（（（（四四四四））））    改善道路設施改善道路設施改善道路設施改善道路設施 

道路設施除維持功能性、安全性外，應改善朝向生態保育與環保

節能，提高使用之舒適性與品質，並清除不合時宜與廢棄之設施。 

1111 邊坡邊坡邊坡邊坡    

� 邊坡之設置應儘量保留既有植栽，與原始地質型態。 

� 配合四周景物、地質條件與天然地形，採用自然材料（如石

材、植物），並融入自然環境與既有之設施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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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量減少工程或景觀施工技術之種類，使邊坡具有統一之風

格。 

� 在邊坡、擋土牆上栽植植物，為蟲鳥生物提供棲地和覓食環

境。 

2222 護欄護欄護欄護欄    

� 應兼顧視覺穿透性、美感及與整體環境之配合，避免阻擋行

車用路者之視線。。 

� 護欄之色彩材質應與周邊景觀相融，以同色調低彩度明度霧

面為原則。避免對比、高彩度明度、完全無彩色或金屬亮面

色系。必要時可利用表面貼石、巨大石塊等自然材質，或利

用植栽遮蔽之。 

� 同路段設置不同種類之護欄時，應考量彼此之搭配與連接。 

3333 排水設施排水設施排水設施排水設施    

� 為避免生物受到道路阻隔，穿越道路之排水設施應考量兼具

動物通道之功能。 

� 路側排水溝應維持草溝或砌石溝為宜。 

� 排水設施宜配合周邊地形及景觀，塑造自然渠道意象。 

� 停車場應配合地形，設置人工濕地滯水空間，利用植栽淨化

停車場逕流污水，減少對周圍環境之衝擊。 

4444 賞景設施賞景設施賞景設施賞景設施    

� 賞景設施之設置應依基地條件與景觀特質，以量身訂做的方

式，進行規劃設計。避免破壞既有地形地貌時。 

� 賞景設施之設計，應避免破壞既有地形地貌，以與週邊環境

融合為原則。包含材質、色彩與造型之選取。材質應能耐候、

安全且維護方便，並以當地常見之材料為原則。 

� 設施色彩之選取應以自然色系或其調和色為主。避免鏡面亮

面等反射性高，或大面積之無彩色。量體造型應減量並與地

景呼應。尤其避免欄杆阻擋視線。 

5555 人行步道人行步道人行步道人行步道    

� 自然景緻優美地區之人行步道，應配合地形與景觀資源設

置。保留路徑上重要植栽，鋪面與設施應選用當地常見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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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材質，與環境融合。 

� 聚落所在之人行步道，其設置應與沿線建築物協調，襯托出

地區環境與道路個性，並配合設置必要之廣場空間與街道傢

具。公共設施應與街道傢具整合。 

� 人行步道之寬度應依循人行流量設計，以 1.8 公尺為基本原

則；腹地不足者，亦應達 1.5 公尺寬。   

� 損壞修補：步道維修最重排水，各式各樣鋪面若有破損、龜

裂、陷落積水、凹凸不平，予以修補、整平或更換。步道階

梯應維持相當之粗糙面，以免濕滑。 

� 步道坡度過陡，可檢討加設階梯與無障礙坡道，並符合相關

設置標準。 

6666 照明照明照明照明    

� 照明應以行人或車輛安全使用所需為限，並以提高整體環境

品質為原則，以中性色、LED 燈、金屬鹵素燈為主。 

� 照明設施應有適當的遮罩、擋板、百葉和截光配套，照明光

線不得溢出需要照射範圍。禁止使用閃爍式、間歇式、螢光、

霓虹、以及聚光燈、投射燈之類的裸光源。 

� 燈具造型應以簡單、低調、樸素為原則。 

7777 指示標示指示標示指示標示指示標示    

� 各類指示標示牌之背面應以深色做處理，以減少視覺衝擊。 

� 各類指示標示牌應以共構系統化為原則，以減少園區指示標

示牌數量及其視覺衝擊，並提供用路人明確之指示資訊。 

8888 電信設備電信設備電信設備電信設備    

� 各類電信設備應以地下化為原則。受環境條件限制無法地下

化時，則以共構為原則，並利用地形與植栽隱蔽之。 

9999 其他公共設施其他公共設施其他公共設施其他公共設施    

� 園區內之公車停靠設施形式應予統一，並考量環境條件，增

加雨遮與座椅。設置位置、造型及色彩宜與景觀或植栽設計

等因素綜合考量，以達良好景觀成效。 

� 橋梁應依公路橋梁相關設計規範設計之，但其造型、量體、

色彩及質感應與背景環境融合。橋梁之橋護欄或欄杆，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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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當地自然或人文景觀特色予以設計。外露之管線及排水設

施應力求美化，以降低對整體景觀之不良影響。 

� 應與專家配合檢討既有生物通道之設置；監測路段熱點，同

時進行道路對於生物遷徙移動影響之研究。 

� 廢棄或不具功能之設施應予移除。 

 

（（（（五五五五））））    擬定景觀道路管理維護準則擬定景觀道路管理維護準則擬定景觀道路管理維護準則擬定景觀道路管理維護準則 

針對全區景觀道路，擬定景觀風貌管理維護準則，規範道路沿線

植栽景觀與設施之管理維護工作，並做為與其他道路維護管理單位對

於道路景觀與設施維護管理工作執行溝通之依據。管理維護準則內容

主要針對景觀道路路廊範圍內既有之物理環境，包含植栽、設施、建

築等。準則內容詳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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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重要眺望景觀保全計畫重要眺望景觀保全計畫重要眺望景觀保全計畫重要眺望景觀保全計畫 

（（（（一一一一））））    重要眺景點的評選與改善重要眺景點的評選與改善重要眺景點的評選與改善重要眺景點的評選與改善 

1111 重要眺景點評選原則與方法重要眺景點評選原則與方法重要眺景點評選原則與方法重要眺景點評選原則與方法    

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園區核心資源包含火山地景資源、特

殊動植物資源、人文資源、與水資源等四大類。 

表 5-2 陽明山國家公園核心資源列表 

核心資源 類項 

火山地景資源 1. 大屯火山連峰系列之全景景觀與天際線。 

2. 獨立火山錐體特殊景觀。 

3. 火山口湖、火口盆地之封閉景觀。 

4. 斷層破碎帶、岩性破碎及不良岩性分布區。 

5. 硫氣孔特殊景觀及敏感區。 

6. 崩坍災害敏感區。 

7. 其他特殊小地形景觀等。 

特 殊 動 植 物 資

源 

1. 臺灣芒、五節芒、臺灣包籜矢竹草原景觀。 

2. 紅楠、長梗紫苧麻、大葉楠、昆欄樹森林景觀。 

3. 野生杜鵑。 

4. 臺灣水韭、火山口湖沼澤景觀。 

5. 火山植被景觀。 

6. 臺灣藍鵲、紫嘯鶇、五色鳥。 

7. 蝴蝶。 

人文資源 1. 古道。 

2. 採硫、瓷土、靛藍、炭窯等產業遺跡。 

3. 梯田水圳、牧牛與製茶農林漁牧文化景觀。 

4. 蓬萊米原種田文化景觀。 

5. 傳統聚落、建築。 

6. 日式溫泉建築。 

7. 水道系統。 

8. 國家重要紀念性建築。 

水資源 1. 放射性溪流與河川廊道。 

2. 重要水源水質保護區。 

3. 下游有重要保全對象之集水區。 

4. 瀑布、濕地。 

5. 溫泉資源。 

6. 地下水。 

資料來源：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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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應依以下原則，藉由管理處與在地民眾共同討論與評選，選

定應予推動保護其眺望景觀之重要眺景點。 

� 眺望地景之代表性：具有園區核心資源景觀； 

� 眺望地景之完整性：具有遠中近景之全景景觀，視線開闊，未受

植栽或地形遮擋阻隔； 

� 眺望地景之生動性：眺望景觀應富有生動活潑之特質。 

    

2222 重要眺景點景觀改善原則與推動策略重要眺景點景觀改善原則與推動策略重要眺景點景觀改善原則與推動策略重要眺景點景觀改善原則與推動策略    

評選出重要眺景點後，應積極推動眺景點之景觀改善工作。研究

團隊初步依上該原則挑選出各景觀道路之重要眺景點，考量各眺景點

之景觀特質、現況課題與環境潛力，分別擬定初選重要眺景點之後續

改善保全策略，與重要眺景點之景觀改善原則。提供管理處短中長期

推動眺景點景觀改善工作之參考。 

短期，可優先依初選重要眺景點之建議後續改善保全策略，進行

眺景點植栽植被修剪，與相關解說牌示與設備之維護調整工作；並依

評選原則，推動重要眺景點之評選工作。中程，依評選結果，進一步

修正擬定重要眺景點之改善保全策略，並進行重要眺景點視域範圍保

全規範之擬定（詳(二)重要眺景點眺望景觀保全規範）。長期，推動

重要眺景點賞景平臺設施之修整建，並進行重要眺景點視域範圍分區

變更以及保全工作。 

(1)(1)(1)(1) 重要眺景點初選與建議改善保全策略重要眺景點初選與建議改善保全策略重要眺景點初選與建議改善保全策略重要眺景點初選與建議改善保全策略    

研究團隊依重要眺景點評選原則，挑選出各景觀道路之重要

眺景點。共選出 12 處初選重要眺景點。其中以陽金公路與陽投

公路數量最多，各分別有 4 處，101 甲公路與冷水坑道路次之，

各有 2 處。考量各眺景點之景觀特質、現況課題與環境潛力，並

分別擬定其後續改善保全策略。茲分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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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初選重要眺景點與後續景觀改善保全策略列表 

景 觀

道路 

重 要 眺

景點 

眺望景觀 環境現況 改善保全策略 

陽 金

公路 

中湖 嵩山、竹子山與

七股山、大尖後

山 層 層 包 被 之

鹿 角 坑 溪 谷 景

觀 

線型 � 道路沿線應定期割草除草，確保眺

望景窗完整。 

� 道路腹地足夠者，可增設臨時停車

空間或賞景平台，但不建議設置涼

亭設施。 

 馬槽橋 馬 槽 溪 、 磺 溪

谷、竹子山山景

與 馬 槽 噴 氣 孔

景觀 

馬 槽 橋 橋

頭，馬槽遊

憩 區 西 區

入口 

� 增加解說牌示，說明眺望景觀與地

質地理特性。 

� 調整馬槽橋欄杆用色，建議採用白

色等無彩色。 

� 調整交通標線，增設臨時停車格與

斑馬線。 

� 規範馬槽遊憩區建築造型與色彩。 

� 可配合遊憩區入口設計，重新規劃

賞景平台設施。 

 頂八煙 竹 子 山 群 峰 與

磺溪溪谷景觀 

線型 � 不建議增設賞景平台。 

� 道路沿線應定期割草除草，確保眺

望景窗完整。 

 金山 景觀開闊，大山

包 被 的 磺 溪 溪

谷景觀 

既 有 國 家

公園入口 

� 重新規劃植栽配置，應保持視線之

開闊。 

� 賞景台結構造型可更簡潔，將視覺

重點移回眺望景觀。 

101

甲 公

路 

竹子湖 竹 子 湖 火 山 堰

塞 湖 與 聚 落 梯

田，及小油坑火

山噴氣孔 

既 有 線 型

賞 景 平 台

道 路 狹

窄，腹地空

間不足 

� 於周邊適宜區域劃設臨時停車格，

增設標示提醒民眾注意道路狹窄及

停車空間所在。 

� 定期修剪植栽，確保眺望景窗完

整。 

� 規範竹子湖建築造型與色彩。 

 于 右 任

銅像 

百 六 砌 溪 谷 而

行，眺望金山平

原 與 太 平 洋 景

觀 

道 路 狹

窄，腹地空

間不足，唯

車 流 量 不

大 

� 不建議增設賞景平台。 

� 道路沿線應定期修剪植栽，確保眺

望景窗完整。 

陽 投

公路 

第 一 停

車場 

七星山山景 既有停車

場 

� 停車場設施與相關電信照明設施應

盡量簡化，縮小量體、地下化，或

利用造型、色彩等方式，以與環境

融合。 

 十八分 陽 明 山 區 梯 田

與文大台地，遠

方 臺 北 盆 地 與

線型，道路

狹窄，腹地

空間不足 

� 不建議增設賞景平台。 

� 道路沿線應定期割草除草，確保眺

望景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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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觀

道路 

重 要 眺

景點 

眺望景觀 環境現況 改善保全策略 

林口台地 

 硫磺谷 眺 望 關 渡 平

原、磺港溪谷與

梯田景觀 

線型，道路

狹窄，腹地

空間不

足，既有賞

景平台 

� 賞景平台、以及與車道間之欄杆應

予減量予調整高度，避免阻擋行車

視線。 

� 道路沿線應定期割草除草，確保眺

望景窗完整。 

� 於周邊適宜區域劃設臨時停車格，

並增設標示提醒民眾注意道路狹窄

及停車空間所在。 

 上半嶺 眺 望 龍 鳳 谷 噴

氣孔、文大臺地

與臺北盆地 

道路狹

窄，腹地空

間不足，既

有賞景平

台 

� 賞景平台應定期割草除草，確保眺

望景窗完整。 

� 於周邊適宜區域劃設臨時停車格，

並增設標示提醒民眾注意道路狹窄

及停車空間所在。 

冷 水

坑 道

路 

新園街 眺望七星山、大

屯山連峰、紗帽

山山景 

線型 � 既有路燈等設施應予地下化，避免

破壞完整眺望景觀。 

� 不建議增設賞景平台。 

 菁 山 自

然中心 

眺 望 臺 北 盆 地

與 周 圍 山 巒 天

際線 

線型，道路

狹窄，腹地

空間不足 

� 道路沿線應定期割草除草，確保眺

望景窗完整。 

� 不建議增設賞景平台。 

 

 

 

 

 

 

 

 

 

 

 

 

 

 

圖 5-3 初選重要眺景點分佈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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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重要眺景點景觀改善原則重要眺景點景觀改善原則重要眺景點景觀改善原則重要眺景點景觀改善原則    

綜整上該初選重要眺景點之環境特質與建議改善策

略，擬定下列原則，以為陽明山國家公園重要眺景點擬定景

觀改善策略之依據。 

� 定期清理整理植栽，確保眺望景窗完整。 

� 既有設施設備應予減量或輕量化結構量體，並利用色彩

造型等隱藏弱化之。 

� 除非空間腹地足夠，避免新設賞景平台，且以棧道平台

為原則，避免設置涼亭棚架設施遮蔽阻擋行車用路人之

視線。 

� 眺望景觀視域範圍分區應與變更，或規範建築與土地之

使用，以避免建築設施造型色彩，與土地使用開發破壞

眺望景觀之完整性。 

 

（（（（二二二二））））    眺望景觀保全眺望景觀保全眺望景觀保全眺望景觀保全規範規範規範規範 

建議可將重要眺景點之近景(0-500m)與中景（500 公尺-2 公里）

眺望視域範圍，劃設為近景與中景之眺望景觀保全區。並分別將眺望

視域範圍內，建築設施開發與配置方式，與相關造型材料用色之設計

納入規範與管制，以確保重要眺景點眺望景觀風貌之永續。 

表 5-4 眺望景觀保全區管制原則 

區域

類型 

保全範圍 管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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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景

保全

區 

由眺景點所

見 500 公尺以

內之景觀眺

望視線範圍 

視野淨空與美質管制視野淨空與美質管制視野淨空與美質管制視野淨空與美質管制    

1 建築、設施與植栽高度不可阻擋眺景點之眺望景觀。 

2 視域範圍內之設施，包括電線、電線桿、廣告物、燈具、交通

號誌等，應拆除或地下化。 

3 視域範圍內之建築設施應利用造型、材質、色彩予以掩蔽。 

� 量體設計以分散簇群為宜，避免巨大單體。 

� 禁止使用反光性強、亮面之材質。 

� 建築主色與屋頂使用低彩度明度之大地色。 

 

區域

類型 

保全範圍 管制原則 

中景

保全

區 

由眺景點所

見 500-2000

公尺以內之

景觀眺望視

線範圍 

地景風貌管制地景風貌管制地景風貌管制地景風貌管制    

1 禁止建築、設施破壞既有天際線輪廓。 

2 土地利用應避免與周邊地景產生衝突感。 

3 視域範圍內之建築設施應利用造型、材質、色彩予以掩蔽。 

� 量體設計以分散簇群為宜，避免巨大單體。 

� 禁止使用反光性強、亮面之材質。 

� 聚落建築、產業設施之色彩，應與整體環境協調。 

 

（（（（三三三三））））    眺望景觀分區變更眺望景觀分區變更眺望景觀分區變更眺望景觀分區變更 

必要時，可透過將重要眺景點視域範圍之分區變更，經原有屬於

一般管制區者，變更為特別景觀區，以確保景觀道路沿線重要眺望景

觀之保全。 

利用 arcMAP 視域分析工具，分析各景觀道路重要眺景點之視域

範圍與既有土地使用分區如下圖；並分別計算重要眺景點 500 公尺，

以及 500-2000 公尺範圍內，可視區域中道路特別景觀區與一般管制

區的面積如下表。 

 

表 5-5 重要眺景點視域範圍既有分區面積列表 

視域 500 公尺近景視域範圍 500-2000 公尺中景視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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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道特景 管三 管四 管五 管三 管四 管五 

陽金公路 150349.6 85020.4 242448.5 0 229100.8 210872.2 0 

百拉卡公路 67235.4 0 0 78502.6 43280.8 57614.0 702047.3 

陽投公路 197889.0 334141.6 104706.3 0 366980.8 526336.2 48678.0 

冷水坑道路 26298.0 108988.9 7715.8 0 150501.4 102023.6 0 

小計 441772.0 528150.9 354870.6 78502.6 789863.8 896846.0 750725.3 

 

 

 

 

 

 

 

 

 

 

 

 

 

 

 

 

 

 

圖 5-4 陽金公路重要眺景點視域範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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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陽投公路重要眺景點視域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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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道路特別景觀區景觀風貌保全審議機制道路特別景觀區景觀風貌保全審議機制道路特別景觀區景觀風貌保全審議機制道路特別景觀區景觀風貌保全審議機制 

園區景觀道路沿線之道路特別景觀區，係將景觀道路中心兩側

25 公尺至 50 公尺之原有第三、四種一般管制區，劃定為道路特別景

觀區，禁止開發以確保道路景觀之保護。然由於既有道路特別景觀區

多屬於私人土地，早期即有聚落與農業使用，因此歷次陽明山國家公

園計畫通盤檢討，居民均陳情建議取消該分區之劃設。 

表 5-5 道路特別景觀區列表 

景觀道路 原道路特別景觀區範圍 面積 

陽金公路 自陽明里、湖山里已公告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範圍線起至本園東北端界

線止，除第二種一般管制區及各遊憩區外，道路中央兩旁 50 公尺範圍 

55 公頃 

陽投公路 自陽明山後山公園界線至本園西南端界線止；自陽明山前山公園至龍

鳳谷地區，除第一種一般管制區及各遊憩區外；包含東昇路、泉源路、

紗帽路及行義路等構成之環狀道路中央兩旁 25 公尺範圍 

23 公頃 

101 甲 

公路 

自陽金公路交叉路口起至本園西側界線止，除各遊憩區外，其道路中

央兩旁 25 公尺範圍 

14 公頃 

冷水坑 

道路 

自陽金公路交叉路口起經冷水坑、菁山露營場接回陽金公路止，除第

一種一般管制區及各遊憩區外，其道路中央兩旁 25 公尺範圍 

1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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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規劃—以管一用地暨周邊地

區聚落、陽投公路次要道路為例」之研究，與本計畫案對全園景觀道

路沿線景觀風貌之調查。陽明山國家公園之道路景觀，受地形起伏與

植被狀況影響，除部分既屬於核心特別景觀區之路段，以及眺景點具

有眺望或焦點特徵景觀外，多數道路特別景觀區路段，多因地形與林

木包被而形成林蔭道路。因此，透過保全重要眺景點之視域範圍，即

可確保道路沿線之重要地景風貌。再由指認訂定道路沿線景觀風貌特

色與保全審議原則，以確保道路特別景觀區沿線相關之使用，能利用

地形以及植被，在造型色彩上隱蔽及融合於整體環境景觀中，應可達

到園區景觀道路風貌保全與居民權益平衡之理想。 

相關學者研究指出（吳綱立，2003），傳統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無法有效營造空間情境與地域自明性、未能有效反應動態土地使用變

遷。而運用得當之開發許可審議制度，則具有重視環境與發展動態平

衡、願景實踐與開發管理的特點。而透過審議規範設計及審議委員會

的運作，也易於依個案性質將都市設計與生態規劃設計理念納入申請

開發案。既有之道路特別景觀區原屬於一般管制區，因位於景觀道路

沿線，為避免不當開發利用破壞國家公園道路景觀風貌，而劃為特別

景觀區。私人土地受到嚴格限制，同時亦未能形塑出園區道路之景觀

特質。透過景觀風貌保全審議機制之規範，則可適當引導既有聚落建

築風貌之營造改善，運用民間力量，突破既有限制。針對新興相關使

用，亦可規範使其融合或改善既有道路景觀風貌，創造整體景觀風貌

與私人權益之平衡。 

圖 5-8 陽明山國家公園道

路特別景觀區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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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配合道路景觀改善計畫，與重要眺景點之景觀風貌保全

管制規範之配套下。建議可透過景觀道路各路段景觀風貌保全審議內

容之指導與規範，在維持既有核心特別景觀區，以及變更或維持重要

眺景點視域範圍為特別景觀區之情況下。依既有環境條件與周邊分

區，調整原道路特別景觀區為既有之第三、四種一般管制區，透過景

觀風貌保全審議機制，落實相關路段相關土地使用之景觀風貌管制，

以達到保全道路景觀風貌與平衡居民權益之目標。 

 詳細之景觀道路沿線開發許可審議機制內容與作業事項，請參見

第六章，景觀道路景觀風貌保全審議作業事項。 

 

表 5-7 道路特別景觀區、第三種、第四種一般管制區允許使用項目列表 

使用

分區 
道路特別景觀區 第三種一般管制區 第四種一般管制區 

允 

許 

使 

用 

� 原 有 或 必 要 之

公 共 服 務 與 公

用事業設施。 

� 合 法 建 築 物 及

原 有 合 法 建 築

物 依 原 有 規 模

原 地 拆 除 後 之

新修改建。 

� 原 有 之 農 業 使

用。 

� 原 有 住 宅 或 已

合 法 登 記 之 其

他使用。 

� 行政設施(村里辦公

處以外)。 

� 農業。 

� 農業設施(農路、休

閒農業設施、無固

定基礎之臨時性與

農業生產有關之設

施以外)。 

� 保育研究設施。 

� 安全及保護設施。 

� 農業。 

� 農業設施之農業資

材室、農田灌溉排

水設施、駁坎、擋

土牆。 

� 保育研究設施。 

� 安全及保護設施。 

附 

條 

件 

允 

許 

使 

用 

� 學術研究 

� 維 護 安 全 必 要

之處理。 

� 病、蟲、獸害、

修護景緻、保全

人文史蹟、維護

安 全 所 需 之 處

� 合法住宅或原有合

法建築物原地拆除

後之新增改修建。 

� 已設置並合法登記

有案之教育設施。 

� 社區通訊設施。 

� 文教設施之社區活

� 合法住宅或原有合

法建築物原地拆除

後之新增改修建。 

� 已設置並合法登記

有案之教育設施。 

� 公用事業設施(纜

車場站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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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分區 
道路特別景觀區 第三種一般管制區 第四種一般管制區 

理。 

� 林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既 有 人

工林經營作業。 

動中心。 

� 社區安全設施。 

� 公用事業設施(纜車

場站以外)。 

� 行政設施之村里辦

公處。 

� 日常用品零售業。 

� 農業設施之農路、

休閒農業設施、無

固定基礎之臨時性

與農業生產有關之

設施。 

� 農舍。 

� 已存在並為合法建

築物或原有合法建

築物之宗教設施。 

� 住宿設施之民宿。 

� 行政設施 

� 農業設施之農路、

休閒農業設施、無

固定基礎之臨時性

與農業生產有關之

設施。 

� 農舍。 

� 已存在並為合法建

築物或原有合法建

築物之宗教設施。 

資料來源：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本研究整理 

 

 





 

 



 

 

 

 

 

 

 

 

 

 

 

 

 

陸  景觀道路景觀風貌保全 

審議作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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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    景觀道路景觀風貌保全審議景觀道路景觀風貌保全審議景觀道路景觀風貌保全審議景觀道路景觀風貌保全審議    

作業事項作業事項作業事項作業事項    

 

 

一一一一、、、、審議目標審議目標審議目標審議目標 

為確保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景觀風貌保全，維護自然環境生

態品質與安全，健全建築與土地使用管理。考量建築與土地使用可能

對於景觀道路景觀風貌景致之影響，擬定景觀道路景觀風貌保全審議

作業事項，以為景觀道路景觀風貌保全審議執行依據。 

二二二二、、、、審議範圍審議範圍審議範圍審議範圍 

位於陽金公路道路中央兩旁 50 公尺範圍，以及陽投公路、101

甲公路、冷水坑道路道路中央兩旁 25 公尺範圍，屬於第三種一般管

制區與第四種一般管制區之原道路特別景觀區之： 

� 新建、或拆除後新建之公共與私人建築； 

� 公共與私人建築增修改建，或改變其既有建築風貌外觀者； 

� 公共工程； 

� 改變既有地形地貌者1。 

三三三三、、、、審議流程審議流程審議流程審議流程 

景觀道路景觀風貌保全審議之作業程序，依申請案件性質及規

模，分為授權主辦單位書圖審查、景觀風貌保全審議小組審議二種： 

                                                        
1
 改變既有地形地貌包含改變原有自然植被與地形做農、林業或建築使用，或原有

建築、農、林業使用變更為其他使用者（含廢耕與回復自然植被者）。 



 

6-2│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一一一一））））    主辦單位書圖審查主辦單位書圖審查主辦單位書圖審查主辦單位書圖審查 

 

1111 適用案件類型適用案件類型適用案件類型適用案件類型    

� 新建(含拆除後之新建)之建築； 

� 增建、修建、改建，或改變其既有建築風貌外觀者； 

� 公共工程； 

� 改變既有地形地貌者。 

2222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授權企劃經理課與環境維護課相關業務主辦人員辦理。 

3333 書面審查流程書面審查流程書面審查流程書面審查流程    

    

    

    

    

    

    

    

    

    

    

    

申請人檢具完整圖說（紙

本 2 份與電子檔案光碟 1

份）送管理處掛號收件。 

主辦單位於文到 20 日內

將審查意見簽陳機關主管

核定後函送申請人修正。 

申請人應於通知期限內，

檢送修正後圖說（紙本 2
份與電子檔案光碟 1 份）。

簽陳機關主管辦理核定作

業，依相關規定申請使用。 

送審圖說及文件不符規
定者，由主辦單位通知
期限補正，逾期不補正
者，駁回該申請案。 

申請案經主辦單位檢
視不適用書面審查程
序者，於簽陳機關主管
後，送「小組審議或委
員會審議程序」辦理。 

主辦單位書面審查。 

圖 6-1 主辦單位書圖審查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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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景觀風貌保全審議景觀風貌保全審議景觀風貌保全審議景觀風貌保全審議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審議審議審議審議 

1111 適用案件類型適用案件類型適用案件類型適用案件類型    

� 經主辦單位認定申請事項涉及專業技術，或內容具爭議性之

案件。 

2222 審議小組之設置審議小組之設置審議小組之設置審議小組之設置    

由處長擔任小組召集人，另置小組委員 7 人，包含：副處長、

秘書、企劃經理課、環境維護課與其他相關課室主管。此外，視

案件需要，得邀請相關單位代表，或景觀、生態規劃設計、建築、

工程等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3-5 人，擔任外聘小組委員。由主辦單

位相關主辦業務人員，協助執行辦理審議小組相關事務。開會時

間視業務需要，簽請小組召集人核定，並由小組召集人擔任主席。 

3333 小組審議流程小組審議流程小組審議流程小組審議流程    

 

 

 

 

 

 

 

 

 

 

 

圖 6-2 景觀風貌保全審議小組審譯流程圖 

申請人檢具完整圖說（紙

本 2 份與電子檔案光碟 1

份）送管理處掛號收件。 

自收件日起 20 日內，由小
組召集人召開小組會議。 

核定後依相關規定申請使用 

通 
過 

未通過 
申請人應於通知期限內，檢
具修正圖說送管理處掛號收
件。逾期駁回。 

送審圖說及文件不符規
定者，由主辦單位通知
期限補正，逾期不補正
者，駁回申請案。 

申請案經主辦單位檢視，
簽陳機關主管認定後，依
「小組審議程序」辦理。 

審議小組會議審議（會議
紀錄簽陳機關主管核定） 



 

6-4│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四四四四、、、、審議內容審議內容審議內容審議內容 

 

（（（（一一一一））））    景觀景觀景觀景觀道路道路道路道路風貌保全審議風貌保全審議風貌保全審議風貌保全審議基本精神基本精神基本精神基本精神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 4 條景觀道路，分別橫貫山稜與河谷地，地形

起伏變化、路線蜿蜒，沿途為自然山林景觀所包被，偶爾穿插聚落與

梯田景觀，創造豐富多變之遊憩體驗感受。整體景觀風貌保全審議原

則應符合以下基本精神： 

� 維繫營造陽明山國家公園地景多樣性、生態多樣性與文化多

元性之核心保育價值目標； 

� 確保該路段自然人文景觀風貌之融合與協調； 

� 確保該路段自然人文資源之保全與保育； 

� 土地使用與建築設施應以景觀風貌保全與環境保育為優

先；與周邊自然人文特質協調呼應，創造高品質之道路風貌

景觀，並以達到對於道路視域景觀與區域生態環境之最小衝

擊為最高原則。 

 圖 6-3 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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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景觀道路風貌保全審議原則景觀道路風貌保全審議原則景觀道路風貌保全審議原則景觀道路風貌保全審議原則 

1111 陽金公路陽金公路陽金公路陽金公路    

貫穿國家公園南側至東北側，並為臺北市往金山之主要道路；同

時亦為區域計畫指定之景觀道路，橫越七星山、大屯山與竹子山鞍

部，與北磺溪溪谷，沿途景色壯美。 

(1)(1)(1)(1) 景觀風貌特色景觀風貌特色景觀風貌特色景觀風貌特色    

陽金公路沿線景觀資源涵蓋有陽明山國家公園代表之火山地型

與後火山運動硫磺噴氣孔、與包籜矢竹植被景觀，以及早期先民農

墾聚落生活、交通貿易古道、溫泉自然休閒遊憩、以及近代國家重

要紀念建築等人文景觀資源，為陽明山國家公園最重要之景觀道路

與景觀櫥窗。  

(2)(2)(2)(2) 分段之審議原則分段之審議原則分段之審議原則分段之審議原則    

圖 6-4 陽金公路景觀分段區位圖 



 

6-6│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A. 遊客中心 

� 由草山之都市型歷史人文小鎮，進入七星山濃密綠蔭道路，

予人進入國家公園之自然氛圍。除少數眺望點，沿途喬木包

被，道路西側以相思樹型之低地常綠闊葉林為主，東側則以

柳杉型之人工林為主。 

� 應以自然林蔭道為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重點。 

B. 竹子湖 

� 自竹子湖聚落入口始，由重要節點與景觀道路焦點，逐漸開

展陽明山國家公園特色之梯田山村與群峰大山景觀，並富有

變化多端之地形微氣候動態景觀。道路西側以相思樹型之低

地常綠闊葉林為主，東側則為人工開發之次生林。 

� 應以營造自然林蔭道，強化道路焦點景觀及重要節點、眺景

點之自然人文地景為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重點。 

C. 後山 

� 右轉穿越七星山與小觀音山之鞍部後，植被景觀由原有低海

拔闊葉林相，逐漸轉變為白背芒-包籜矢竹為主之草原景觀，

同時進入北磺溪河谷，壯闊之竹子山群峰隨行進途中開展。 

� 應以確保開闊自然之草原植被，與眺望竹子山群峰與北磺溪

河谷景觀為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重點。道路沿線應避免各類型

之人工設施或土地使用。 

D. 馬槽 

� 本段景觀風貌多元，具有梯田山村之人文景觀，馬槽硫磺噴

氣孔、北磺溪谷之自然地質景觀，以及馬槽橋之工程景觀，

未來將有馬槽遊憩區之開發。 

� 審議重點在確保眺望自然地質景觀以及馬槽橋工程景觀之

視野；維持梯田山村人文景觀風貌之協調，避免凸兀衝突性

之使用行為；以及整體自然景觀風貌之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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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下七股 

� 本段山路蜿蜒，係以北磺溪谷、群峰眺望，與自然植被景觀

為主之自然景觀路段。道路北側以紅楠型之常綠闊葉林為

主，南側則以相思樹型之低地常綠闊葉林為主。 

� 應以維繫眺望北黃溪谷與竹子山群峰之眺望景觀，以及自然

植被景觀為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重點。 

F. 金山入口 

� 本區道路景觀視野較為包被，以沿途之八煙、高厝等農墾聚

落景觀為特色，至國家公園金山入口處時，北磺溪與兩側大

山之壯闊地景再度豁然開展。 

� 應以維持農墾聚落人文景觀風貌之協調，以及整體自然景觀

風貌之維繫，避免凸兀衝突性之使用為審議重點。 

 

2222 陽投公路陽投公路陽投公路陽投公路    

園區南側連接士林北投區的主要道路，本身為一環形路網，環繞

紗帽山與南磺溪流域而行，沿途景觀多元且豐富。 

(1)(1)(1)(1) 景觀風貌特色景觀風貌特色景觀風貌特色景觀風貌特色    

陽投公路沿線景觀深受放射性溪流河谷地形影響，路線蜿蜒於河

谷綠蔭之間，偶然可眺望河谷，或遠側之臺北盆地景觀。沿線開發

密集，除中大型之山村聚落，並有大片之梯田景觀，以及集中於草

山一帶之日式溫泉建築與南磺溪沿線之溫泉浴室。陽明公園，更為

春季時國人郊遊踏青賞花之名所。紗帽山與硫磺谷、龍鳳谷噴氣孔，

亦為陽明山國家公園著名之地貌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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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2)(2)(2)(2) 分段之審議原則分段之審議原則分段之審議原則分段之審議原則    

湖山東昇段湖山東昇段湖山東昇段湖山東昇段    

    

    

    

    

    

    

    

    

    

    

    

    

    

A. 陽明公園 

� 通往陽明公園花鐘與櫻花林園之主要入口，此段地景富有變

化，由公園化之林園道，進入自然綠林道，至第一停車場後，

前方七星山大屯山山景豁然開展，再逐漸轉變為視野包被之

山村聚落。 

� 應以綠林道及道路焦點景觀之營造保全，以及山村聚落風貌

之協調發展，為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重點 

B. 頂湖十八分聚落 

� 主要沿南磺溪谷環繞，沿途以綠林道景觀為主，途經聚落梯

田景觀，並可眺望臺北盆地景觀。道路北側有局部之柳杉人

工林，全線則以紅楠型之常綠闊葉林為主。 

� 應以綠林道之營造，山村聚落風貌之協調發展，以及眺景點

視域之保全，為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重點。 

圖 6-5 陽投公路湖山東昇段景觀分段區位圖 



 

                                                          成果報告書│6-9 

C. 磺港溪 

� 經硫磺谷噴氣口後，沿磺港溪往北投，景觀由火山地質動態

景觀轉變為靜態之綠蔭道路。 

� 硫磺谷沿線應以維繫眺望火山地質景觀視域保全，與沿線噴

氣口植被特色為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重點；往北投之東昇路

段，則以相思樹型闊葉林之綠林道營造為保全審議重點。 

    

紗帽泉源段紗帽泉源段紗帽泉源段紗帽泉源段    

    

    

    

    

    

    

    

    

    

    

    

    

    

A. 紗帽山 

� 環繞紗帽山而行，經過前山公園之歷史人文遊憩與城鎮聚落

之後，沿松溪進入低度開發之山林河谷區段，沿途可眺望大

亨路、文化大學之火山熔岩臺地景觀及臺北盆地。 

� 應以前山公園歷史街道景觀之保全與協調發展，及低地常綠

闊葉林道及沿途眺望景觀之保全為審議重點。 

 

圖 6-6 陽投公路紗帽泉源段景觀分段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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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南磺溪谷 

� 環繞南磺溪谷，沿線多聚落與溫泉浴室發展，景觀風貌較為

混亂。可眺望臺北盆地與龍鳳谷火山地質景觀為特色。 

� 應以相思樹型之低地常綠闊葉林道及沿途眺望景觀之保

全，以及散村聚落建築風貌之協調發展為審議重點。 

C. 硫磺谷 

� 本段南接行義路往天母，西接泉源路至北投，以動態之火山

噴氣孔運動、噴氣孔地質與植被景觀為一大特色。 

� 硫磺谷、龍鳳谷沿線應以維繫眺望火山地質景觀視域保全，

與沿線噴氣口植被特色為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重點；往北投之

泉源路段，則以相思樹型闊葉綠林道營造為保全審議重點。 

 

3333 101101101101 甲公路甲公路甲公路甲公路    

橫跨園區西北側，為園區通往淡水三芝之主要道路。沿途地勢陡

峻，植栽茂密，沿途景致自然度高。 

(1)(1)(1)(1) 景觀風貌特色景觀風貌特色景觀風貌特色景觀風貌特色    

101 甲公路沿線大致維持低度發展之自然景觀，景觀風貌景致變

化較為單調。除東側具有眺望竹子湖與小油坑噴氣孔特色火山景觀、

西側中段沿山路蜿蜒眺望淡水、三芝海岸平原外，沿途多為闊葉林包

被之綠蔭景觀，並常受地形氣候影響；整體呈現寧適、靜謐之神秘感。 
    

(2)(2)(2)(2) 分段之審議原則分段之審議原則分段之審議原則分段之審議原則    

A. 竹子湖入口 

� 寧適靜謐之綠蔭道路，並豁然展現竹子湖盆地之梯田植被、

聚落景觀與背景之小油坑噴氣孔，以及遠方連綿山景。 

� 以維繫紅楠型林蔭道路，及竹子湖眺望景觀為審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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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屯公園 

� 視野包被之林蔭道路景觀為主，途經大屯公園、二子坪，為

本區主要遊憩據點。 

� 以維繫紅楠型林蔭道路為審議重點。 

C. 于右任墓園 

� 視野包被之林蔭道路景觀，沿道路蜿蜒，可眺望淡水三芝海

岸平原。圖 3-10 

� 以維繫紅楠型林蔭道路，與眺望景觀為審議重點。 

D. 百拉卡山腳 

� 綠蔭幽美之林蔭道路景觀。道路西側以相思樹型之低地常綠

闊葉林為主，東側則以紅楠樹型之常綠闊葉林為主。 

� 以維繫林蔭道路為審議重點。 

E. 北新莊入口 

� 綠蔭幽美之林蔭道路景觀，沿途有聚落零星分佈。 

� 以維繫相思樹型之林蔭道路，並確保沿線散村聚落建築風貌

之協調發展為審議重點。 

    圖 6-7 101 甲公路景觀分段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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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冷水坑道路冷水坑道路冷水坑道路冷水坑道路    

連結第一種一般管制區與冷水坑遊憩區、擎天崗特別景觀區的重

要通道，自然度高，景致優美。 

(1)(1)(1)(1) 景觀風貌特色景觀風貌特色景觀風貌特色景觀風貌特色    

為路程最短之景觀道路，有意料之外可眺望紗帽山、七星山、大

屯山，以及臺北盆地全景之壯麗景觀，並可感受地形氣候造成之闊葉

林與芒草草原植被變化。唯部分聚落發展路段，植被與聚落景觀風貌

較為紊亂。 

(2)(2)(2)(2) 分段之審議原則分段之審議原則分段之審議原則分段之審議原則    

 

A. 新園街 

� 沿溪谷蜿蜒而行，隨地勢與角度變化，可眺望紗帽山，以及

紗帽山、七星山火山熔岩臺地、大屯山與中山樓之壯麗景觀。 

� 以確保道路沿線自然人文地景之眺望景觀與焦點景觀為審

議重點。 

圖 6-8 冷水坑道路景觀分段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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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菁山遊憩區 

� 沿途聚落零星分佈，土地開發使用，沿途多雜木景觀，風貌

不具特色。 

� 以營造改善道路綠廊景觀，以及聚落建築風貌之協調發展為

審議重點。 

C. 菁山路 

� 低度開發之綠色景觀道路，沿途可眺望周邊之七星山或竹篙

山山脈，以及菁山一帶之山巒景觀，並隨地形與坡向變化，

呈現次生林、草原與常綠闊葉林等植被景觀之變化。 

� 以確保道路兩側自然植被景觀，以及眺望景觀為景觀風貌保

全審議重點。 

 

（（（（三三三三））））    沿線聚落建築沿線聚落建築沿線聚落建築沿線聚落建築風貌保全審議原則風貌保全審議原則風貌保全審議原則風貌保全審議原則 

1111 聚落景觀風貌特色聚落景觀風貌特色聚落景觀風貌特色聚落景觀風貌特色    

景觀道路沿線之聚落，主要可分為散村聚落、集村聚落、以及早

期形成之都市計畫區等三類。 

(1)(1)(1)(1) 散村聚落散村聚落散村聚落散村聚落    

為景觀道路沿線常見之聚落型態，聚落戶數多在 10 戶以內，疏

落分佈於道路左右兩側。聚落呈現建築與田畝錯落分佈之空間格局與

景觀。建築則依地形與腹地條件，有機分佈坐落於較為平緩的坡地

上。包含後山、馬槽、七股、八煙、高厝、泉源路沿線、頭湖等聚落。 

(2)(2)(2)(2) 集村聚落集村聚落集村聚落集村聚落    

集村聚落主要座落於較為平緩之河谷階地上，由於特殊之地形

與有限腹地限制，聚落多呈現建築沿等高線，一階一階層次平行分

佈之空間格局與景觀。建築則多為二至三層之長型斜屋頂建築，長

側為正立面面向道路。常見於陽投公路，包含新園街、大坑、頂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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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十八分、櫻花山莊等聚落。 

(3)(3)(3)(3) 早期都市計畫區早期都市計畫區早期都市計畫區早期都市計畫區    

僅分佈於陽明山國家公園陽金公路南側入口之草山聚落。因日本

統治時期溫泉與登山運動之發展，而帶動本區之發展。自日治時期即

定有草山市區計畫，劃設開闢計畫道路與公園，奠定本區空間發展格

局。富有日治時期溫泉相關之公共浴場、療養所、旅館，以及光復初

期之國家歷史建築與公園。並可北眺七星山、西望紗帽山，為陽明山

國家公園重要入口與交通遊憩服務重要核心。 

 

2222 常見建築形式風格常見建築形式風格常見建築形式風格常見建築形式風格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建築形式風格，主要以漢族傳統民居建

築、日式建築，與 1945 年以後之戰後近代建築為主。 

(1)(1)(1)(1) 漢族傳統民居建築漢族傳統民居建築漢族傳統民居建築漢族傳統民居建築        

園區傳統民居格局主要有一條龍、曲尺、三合院與多護龍三合

院。其形式除承繼臺灣北部民居傳統，在材料上多使用觀音山或大屯

山區的安山岩，屋簷則多「火庫起」出簷構造；屋頂坡度為利排水，

多採「四分水」或「五分水」等為特色。形體與開口上，正身三開間

最大，屋脊與牆體構造皆連為一體，中央闢中門，或做凹壽式。正面

外牆開口維持高大於寬之比例，使門窗顯得較為修長。護龍部分若常

過三間以上，則做成下降之屋頂相接。牆體為主要承重結構；石塊疊

砌之牆基呈上小下大的梯型斷面，常見砌法包括石條平砌、塊石亂

砌、與粗石塊亂砌。牆體則多採用土墼牆、石牆、磚牆、屏仔牆。棟

架結構主以擱檁式為最多；少數近代民居建築採用三角型棟架。屋頂

主要以臺灣紅瓦頂、文化瓦或水泥瓦、與油毛氈頂為主。傳統漢族民

居建築之主要發展階段在 1895 年以前，但仍持續到 1967 年間。除廣

泛應用新的砌石法與砌磚法，並加入具有地方特色的砌石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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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日本統治時期建築日本統治時期建築日本統治時期建築日本統治時期建築    

傳統日本式樣民居建築傳統日本式樣民居建築傳統日本式樣民居建築傳統日本式樣民居建築        

多數日式溫泉建築，係作為私人別墅、機關俱樂部與溫泉旅館使

用，多採用「書院造」的和風住宅構造樣式為主。特色在於具有床之

間、有格柵紙門的書院（床之間朝庭園側附設之棚架空間）、違棚、

長押等座敷裝飾。代表建築包括寶山建設招待所、AIT 招待所。 

和洋折衷和洋折衷和洋折衷和洋折衷建築建築建築建築        

日本傳統建築中，使用石頭與磚並存者，多以和洋折衷樣式建築

為主，其歷史發展，主要在明治時期後期（19 世紀後期）才開始形

成。在陽明山地區，因材料來源關係，則轉變為「木骨石造建築」，

即木構架加上石頭壘砌或外貼石板的建築。代表性建築為草山教師研

習中心（原眾樂園公共浴場）。 

(3)(3)(3)(3) 戰後近代建築戰後近代建築戰後近代建築戰後近代建築    

公家宿舍公家宿舍公家宿舍公家宿舍    

在陽金公路管一地區，常見 1950-60 年代，配合陽明山管理局、

革命實踐研究院、中山樓等機關職員工與教授居住需求興建之公家宿

舍。一般性宿舍多採用類似一般眷村建築之承重牆與柱樑混合構造之

連棟住宅、加強磚造建築、或木造洋小屋建築。較高職等之宿舍則採

用磚造或木造洋小屋建築。 

機關建築機關建築機關建築機關建築    

戰後初期新建之機關建築多採用簡易建築風格，以木造或加強磚

造之混合構造，配置寄棟式、切妻造形式或平頂屋頂。重要之機關建

築則採用中國古典式樣之風格。 

較為近代之機關建築，多採用現代 RC 建築，建築立用僅以開窗、

楹牆等簡單分割而無細節處理，呈現呆板之建築風格。部分則受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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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運動影響，選擇納入臺灣傳統建築語彙與材料，如斜屋頂、紅瓦

紅磚等，屬於臺灣地域主義之建築風格，包括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

處相關建築、陽明山公園管理所等為代表。  

現代民居住現代民居住現代民居住現代民居住宅宅宅宅    

戰後初期之民居住宅，除利用既有日式建築外，多採用簡易之混

合構造建築。60、70 年代以降，伴隨臺灣經濟起飛，開始出現 2 層

樓以上之販厝、公寓電梯大廈等，以及臺式之透天厝、仿洋式之獨棟

或雙拼式洋房別墅，整體呈現拼貼之民間建築風格。 

(4)(4)(4)(4) 建築風貌特徵建築風貌特徵建築風貌特徵建築風貌特徵    

� 因地形與腹地限制，以 1-2 層樓、斜屋頂之長條形建築為主； 

� 因應地質環境條件，就地取材，在建築主體、牆基、地基、庭園

景石等處，運用石材為重要特色； 

� 利用植物、綠籬，形成與相鄰土地或建築之分界。 

 

3333 保全審議原則保全審議原則保全審議原則保全審議原則    

� 應配合相鄰聚落建築之既有景觀風貌特質，塑造和諧的整體

意象。 

� 除非經審議委員會許可，建築設施禁止採用與陽明山地區歷

史發展歷程無關連之建築風格形式。 

� 鄰近古蹟歷史建築周邊者，應考量古蹟風貌延續性，與古蹟

歷史建築保持合宜間距，並應與古蹟色彩、建築風格與建築

語彙相容為原則。 

� 新建或增修改建之建築，應能反應或呼應周圍既有之自然與

人文地景特質與建築發展。避免在建築風格、比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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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色上突然之轉變，導致整體風貌不協調之產生。 

� 任何建築與設施外觀品質應符合或更優於其周圍發展與既

有設計規範標準。 

� 建築設施以使用陽明山地區傳統常見之建材，如木材、紅

磚、安山岩等為原則，或顏色、質感與現地環境相近之材料。 

� 建築物應設斜屋頂，且以朝向基地所臨接景觀道路為原則。 

� 需設置隔離設施時，鼓勵應用鄰近植被種類與陽明山原生物

種為主之綠化圍籬。避免以單一樹種列式栽植，而應採用仿

自然之複合式、簇群式栽植。 

� 景觀道路可視範圍內之設施，應利用地形、植栽、與材質色

彩與環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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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行政作業表單書件行政作業表單書件行政作業表單書件行政作業表單書件 

（（（（一一一一））））    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 

申請人申請土地使用風貌保全審議，應包含下列書圖文件（參見

附錄五）： 

1 審議申請書 

2 委託書 

3 審議簡要查核表 

4 敷地計畫 

5 設計構想及說明 

6 相關法令檢討 

7 其他。 

表 6-1  景觀道路沿線土地使用發風貌保全審議圖件基準表 

審議必備之圖件 圖件內容說明 

一、景觀道路沿線土地使用開發申請計畫

書（Ａ３橫式）應包括：書件查核表、

申請書、委託書、切結書、土地及建

物所有權人同意書、審查檢核表、敷

地計畫、設計構想及說明、都市設計

相關法令檢討及其他。 

 

二、審議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地址、電話及簽章。 

(二)設計人姓名、地址、電話及傳真號

碼、開業證書字號及簽名或蓋章。 

(三)設計標的地址、地號及土地使用分

區。 

 

三、委託書：含委託書及兩造簽名或蓋章

正本乙份。 

 

四、景觀道路沿線土地使用開發風貌保全

審議簡要查核表： 

(一)土地使用計畫資料表。 

(二)審議書件查核表。 

一、土地使用計畫資料表查核：  

（一）申請資料。 

（二）案件送審範圍及條件說明。 

（三）土地使用及環境設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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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必備之圖件 圖件內容說明 

（四）適用獎勵類型及獎勵情形。 

（五）受理過程。 

（六）簽章用印。 

（七）電腦檔案一份（楷書字型填寫）。 

二、審議書件查核表之查核： 

（一）基本資料填寫。 

（二）建築師簽認用印。 

五、敷地計畫：以基地與相鄰區域之土地，

進行下列各項內容說明及分析： 

(一)基地區位與周邊環境現況說明： 

1 基地現況圖及附近環境特徵。 

2 基地現況使用說明。 

3 基地景觀風貌分析說明。 

4 基地自然與人文資源現況調查說明 

5 鄰地現況使用說明。 

(二)交通動線說明： 

1 基地周邊道路動線關係。 

2 基地周邊道路情形。 

一、基地區位與周邊環境現況說明內容，

應表明如左： 

（一）基地土地使用分區圖、現況地形

圖、地籍套繪圖。 

（二）基地附近環境特徵說明（含周邊

自然人文環境資源、公共設施名

稱及位置標示）。 

（三）基地及鄰地使用現況、彩色照片

及拍攝位置說明。 

（四）基地景觀風貌與環境特徵現況說

明、彩色照片（含自然人文環境

資源、既有使用、設施及位置標

示）。 

二、交通動線說明內容，應表明如下： 

（一）人行動線系統分析。 

（二）基地周邊道路與汽、機車動線系

統分析。 

 

六、設計構想及說明： 

(一)開發內容、設計目標及構想簡要說

明。 

(二)戶外空間設計說明（彩色）： 

1 平面配置計畫（圖說比例至少 1200

分之 1）。 

2 開放空間計畫（圖說比例至少 1200

分之 1）。 

3 設施配置計畫（圖說比例至少 1200

分之 1）。 

4 舖面材質平面配置設計。 

5 設施設計說明（彩色）：設施立面、

一、戶外空間說明圖說內容如下： 

（一）基地平面配置計畫（含建築物人、

車出入口配置及動線計畫）。 

（二）基地開放空間留設計畫。 

（三）量體設施配置分析計畫。 

（四）開放空間地坪舖面設計、材質、

色彩及高程計畫。 

（五）開放空間設施設計、材質、色彩

及立面圖。 

（六）以平面配置圖說明法定及增設停

車位數量及位置，與汽、機車停

車與出入動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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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必備之圖件 圖件內容說明 

材質與色彩說明 

6 汽、機車停車與出入動線說明。 

7 基地內人行動線說明。 

(三)植栽配置計畫（彩色）： 

1 既有植被調查圖（樹木調查計畫） 

2 植被配置圖（圖說比例至少 500 分之

1）、保留植被、新增植被種類及栽

種位置。 

3 照明計畫。 

(四)建築物設計說明（彩色）： 

1 建築物平面與立面圖（圖說比例至

少 100 分之 1）及色彩。 

2 建築物外牆、屋頂材質、色彩說明。 

（五）景觀模擬圖或模型照片等景觀分

析圖說。 

（六）開挖整地計畫（圖說比例至少 500

分之 1）。：內容說明及開挖整地

前、後等高線地形對照圖，開挖

整地縱、橫剖面圖。 

 

（七）人行動線系統合理性。 

二、植栽配置計畫圖說內容如下： 

（一）現地植栽調查分析（含植被類型、

分佈位置、面積與數量估算、生

態與景觀價值分析、特殊性、稀

有性、重要性分析說明，應附現

場照片與位置圖說明。） 

（二）基地植栽整體配置計畫（含高程

變化設計、樹種、位置、數量等，

免附植栽照片圖）。 

（三）照明整體配置計畫（含照明燈具

形式、位置、數量）及夜間照明

模擬效果。 

三、建築物設計說明圖說內容如下： 

（一）各樓層空間使用項目標示、平面

配置圖及面積計算。 

（二）建築物高度及樓層高度（以建築

剖面圖表示）。 

（三）建築物四向彩色立面圖說。 

（四）建築物外牆材質、色彩說明（含

圍牆造型、材質、色彩等）。 

四、以視覺景觀模擬圖說，分析基地開發

完成後對景觀道路視域景觀影響情

形。 

五、開挖整地計畫：內容說明及開挖整地

前、後等高線地形對照圖，開挖整地

縱、橫剖面圖，挖方填方數量評估。 

 

七、相關法令檢討及查核： 

(一)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 

(二)景觀道路沿線景觀風貌保全審議原

則 

(三)國家公園預先環境影響評估 

(四)水土保持法 

(五)臺北市、新北市農業使用相關規範 

(六)適用相關獎勵規定之檢討 

 

一、基地適用之相關法令規定，應列表逐

項檢討及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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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必備之圖件 圖件內容說明 

八、其他（視基地開發性質、條件與規劃

構想，補充下列資料）： 

(一)回饋措施。 

(二)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書（停車總數超

過一百五十部應檢送交通影響評估

報告書，並得依開發計畫規模與使

用類別調整內容）： 

1 緒論 

(1)開發內容說明。 

(2)評估範圍。 

3 基地周邊現況 

(1)土地使用分區與周邊土地使用現

況。 

(2)重大建設計畫。 

(3)周邊道路動線分析。 

(4)道路幾何特性與服務水準分析。 

(5)停車供需分析。 

(6)大眾運輸系統服務狀況。 

(7)人行動線分析。 

3 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 

(1)基地開發衍生交通量推估。 

(2)衍生停車需求分析。 

(3)基地開發衝擊分析。 

4 停車場規劃與設計 

(1)停車需求預測分析。 

(2)停車場出入口分析。 

(3)進出場動線分析。 

(4)內部空間動線規劃。 

5 交通改善措施與建議 

(三)綜合設計公共開放空間圖件。 

(四)簡易水土保持計畫： 

1 地質現況分析： 

(1)基地平均坡度（坵塊邊長以不大

於 10 公尺且不小於 5 公尺並以

公尺為單位計算）。 

(2)基地坡度陡峭區位置（依坡度 30

％以下、超過 30％/55％及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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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必備之圖件 圖件內容說明 

％以上分別著色）。 

(3)地質鑽探資料 

(4)地下水位資料（含乾、雨季至少

六個月）。 

2 簡易水土保持計畫內容及圖說： 

(1)計畫目的。 

(2)計畫範圍：土地座落及面積。 

(3)基地實測地形圖。 

(4)開挖整地計畫：內容說明及開挖

整地前、後等高線地形對照

圖，開挖整地縱、橫剖面圖。 

(5)擋土設施計畫：內容說明及擋土

設施與建物配置圖，擋土設施

與建物位置剖面圖。 

(6)挖、填土石方量：內容說明及挖、

填土石區位圖。 

(7)基地集水面積地形圖。 

(8)永久排水系統計畫：含永久排水

系統配置圖。 

備註： 

一、各項書圖與文字比例得依開發申請案規模大小彈性調整比例，以

供審議判讀。 

二、除建築圖視申請規模調整書件數量外，各圖樣應以一至二頁書(圖)

件集中清楚表達設計內容為原則。 

 

（（（（二二二二））））    處內行政作業表單處內行政作業表單處內行政作業表單處內行政作業表單 

受理申請開發案件時，應查核其開發計畫及有關文件，並分別依

案件類別，填寫書件查核表（參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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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地方領袖與專家座談會議地方領袖與專家座談會議地方領袖與專家座談會議地方領袖與專家座談會議 

為了解地方居民與專家學者對於景觀道路風貌營造計畫內容之

意見，辦理兩場次之地方領袖與專家學者之座談會議，除說明計畫研

究成果，並針對相關計畫內容與審議機制與相關與會人員，進行深度

對話與討論。 

（（（（一一一一））））    地方領袖座談會議地方領袖座談會議地方領袖座談會議地方領袖座談會議 

1111 會議時間地點會議時間地點會議時間地點會議時間地點    

102 年 9 月 25 日上午，假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菁山自然中心

2F 會議室舉辦。 

2222 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    

邀請景觀道路沿線途經之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與管理處

企劃課共同參與討論。計有湖田里、湖田社區發展協會、泉源里、

泉源社區發展協會、興華里、樂天社區發展協會參與，與會人員

總計 9 名。 

3333 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    

時間 Time 議程 Program 

09：10 - 09：30 報到 

09：30－09：40  會議說明 

09：40－10：10  

Session 1  研究內容說明 
【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風貌營造計劃與審議內容】 

報告人：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 

10：10－11：40  

Session 2  座談討論 

討論議題 

（一）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風貌保全營造策略內容 

（二）景觀道路開發審議原則修正建議 

與 談 人：士林區陽明里、士林區菁山里、北投區泉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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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Time 議程 Program 

北投區湖田里、北投區湖山里、北投區中心里、北投區林
泉里、北投區永和里、淡水區水源里、三芝區興華里、金
山區重和里、菁山社區發展協會、湖山社區發展協會、湖
田社區發展協會、陽明山社區發展協會、草山溫泉社區發
展協會、泉源社區發展協會、林泉社區發展協會、泉之鄉
社區發展協會、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樂天社區發展協會、
重三社區發展協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課 
主持人：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 

11：40 – 12：00 
Session 3  意見彙整與回應說明/會議結束 

主持人：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 

    

4444 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    

� 支持廢除道路特別景觀區分區。 

� 保全審議原則應保持一定彈性，避免過於硬性之規範。 

� 現有道路沿線設施風格紊亂，應盡速召開與各道路主管與維

護機關之協調會議，對於道路設施之設置與維護應有一致性

之處理。    

（（（（二二二二））））    專家諮詢座談會議專家諮詢座談會議專家諮詢座談會議專家諮詢座談會議 

1111 會議時間地點會議時間地點會議時間地點會議時間地點    

102 年 9 月 26 日下午，假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菁山自然中心

2F 會議室舉辦。 

2222 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    

邀請國內有關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環境規劃設計審議、景觀道

路規劃設計專家學者，與管理處企劃課共同討論。與會人員總

計 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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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    

時間 Time 議程 Program 

14：00 - 14：10 報到 

14：10－14：20  會議說明  

14：20－14：50  
Session 1  研究內容說明 
【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風貌營造計畫與開發審議內

容說明】 

14：50－16：10  

Session 2  座談討論 

討論議題：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開發審議準則探
討 

主 持 人：郭瓊瑩教授（國家公園規劃與管理/文化大學
景觀學系） 
與 談 人： 
汪荷清教授（設計審議/內政部營建署都市設計委員） 
林益厚教授（國家公園規劃與管理/內政部營建署前署長） 

廖慶隆教授（景觀道路/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趙家麟教授（設計審議/中原大學景觀學系所） 
蔡厚男教授（景觀道路/金門大學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張順發課長（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課） 
林計妙技士（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課） 
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 

16：10 – 16：30 Session 3  意見彙整與回應說明/會議結束 

 

4444 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    

� 園區道路在國家公園之管理下，確實整體景觀風貌有優質化

發展，因此系統性之管理與控制是有必要的，包含自然人文

景觀風貌、社區風貌等等。 

� 建議不宜全面取消道路特別景觀區分區，可選取道路特別景

觀區內關鍵建成聚落區，擬定風貌管制規則，推動風貌改

善。或採個案分區檢討方式，允許符合設定條件者，局部變

更道路特別景觀區之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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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可嘗試選取相關聚落進行風貌改善之試行規劃操作，以此

擬定風貌改善規則。 

� 風貌管制原則應明確可執行，並由處內進行審議。或結合環

保署既有環評機制或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既有架構，避免新

設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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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計畫透過對於園區景觀道路景觀風貌之分析調查，以及相關國

內外景觀道路之管理維護與規劃設計作法之探討。依循陽明山國家公

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之精神，指認園區景觀道路景觀風貌特質，並

擬定景觀道路風貌營造計畫，分類架構景觀道路風貌推動工作。計畫

內容包含： 

1 道路景觀改善 

(1)路廊景觀改善：眺望景觀保全、綠廊景觀營造； 

(2)節點景觀改善：國家公園入口、重要交通節點與據點入口； 

(3)聚落生活風貌營造保全：古蹟、歷史建物與特色聚落風貌保

全、既有聚落建築風貌綠美化與修繕、農墾文化景觀保全營

造； 

(4)道路設施改善； 

(5)道路管理維護準則擬定； 

2 保全重要眺望景觀 

(1)重要眺景點之評選與改善； 

(2)重要眺景點眺望景觀保全規範。 

3 推動景觀道路沿線景觀風貌保全審議機制 

並依照計畫要求，參酌管理處未來執行需要，擬定景觀道路沿線

景觀風貌保全審議作業事項；包含審議範圍、審議流程、審議內容、

與相關行政作業書圖表單。並透過景觀衝擊影響評估、舉辦地方領袖

座談會議與專家諮詢座談會議等方式，探討研究成果之可行性與共識

度，以做為管理處評估推動相關建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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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區域為例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案係作審議原則及作業之初步探討，建議未來仍需經再進一步

之試操作與研究探討，調整擬定景觀風貌保全審議之條文內容。此

外，並強烈建議管理處在推動景觀道路之風貌保全審議機制之前，應

已優先推動景觀道路景觀風貌保全營造計畫提出之相關行動計畫為

前提，包含(1)路廊景觀改善、(2)節點景觀改善、(3)聚落生活風貌營

造保全、(4)道路設施改善、(5)道路管理維護準則擬定、(6)保全重要

眺景點眺望景觀。以為推動景觀道路風貌保全審議機制，調整道路特

別景觀區分區，允許相關使用之配套。 

在後續試操作重點方面，建議可優先以陽投公路泉源路沿線之集

村與散村聚落，頂北投、十八分聚落，推動進行景觀道路風貌保全審

議之示範操作，以利相關審議作業原則內容之調整。 

操作執行重點包含有：聚落建築景觀風貌特色之探討研究、聚落

景觀風貌保全審議原則之修正與操作，以及整體聚落景觀風貌與既有

建築更新改善營造之規劃設計。實際執行成果，是為景觀風貌保全審

議原則與機制修正之重要依據，以確保全面性實施景觀道路沿線景觀

風貌保全審議作業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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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審查會議意見回應說明表審查會議意見回應說明表審查會議意見回應說明表審查會議意見回應說明表    

一、期中簡報審查會議回應說明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詹 委 員

添全 
(一)景觀風貌之營造分三大

類，主要道路、聚落、重點風

貌，基本資料已很多，請予更

大架構將主要道路等三類再

分類，其風貌之塑造應分別塑

造為宜。 

(二)聚落之調查請與未來營造

法制之分類結合，如閩南式與

日 式 傳 統 民 居 目 前 分 佈 如

何，可塑造成特色村莊嗎？如

果有困難，應建議分年編列預

算以補助外型、外觀立面之方

式，逐年達到統一之目的。 

(三)道路之規範是否更明確予

以量化，如寬度、曲線半徑、

邊溝、轉彎處之會車解決方案

等。 

(四)景觀點如何配合車流或停

車場規劃，避免景觀點之流失

與衝突。 

(五)重點風貌請加入人文(書

屋、名人故居…)、歷史(古蹟、

歷建…)、地質、生態、工程(如

馬槽橋為國內早期建造之拱

橋，可具特色)。 

(六)請考量建築之設計準則執

(一)感謝委員指導，已補充擬撰景

觀道路風貌營造計畫，分類架構景

觀道路風貌推動工作。內容包含： 

1.道路景觀改善：(1)道路路廊景

觀、(2)道路沿線節點景觀、(3)

聚落建築與文化生活風貌、(4)

道路設施、(5)道路維護管理； 

2.平衡道路景觀保全與居民發

展需求：(1)調整道路特別景觀區

細分區 (2)推動景觀道路沿線之

開發審議機制； 

3.保全重要眺望景觀：(1)重要眺

景點之評選與改善、(2)重要眺景

點眺望景觀保全規範等。 

請詳見第五章，景觀道路風貌營造

計畫。 

（二）感謝委員建議。既有特色聚

落之調查、分佈，主要參見管理處

歷年委託調查報告，包含陽明山國

家 公 園 傳 統 聚 落 暨 建 築調 查 研

究、陽明山國家公園日式溫泉建築

調查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日式溫

泉建築解說及保存規劃、以及陽明

山國家公園第三次通盤檢討先期

規劃。其中景觀道路沿線，以管一

以及遊四地區，具有營造特色聚落

風貌區之潛力，並已於陽明山國家

公園日式溫泉建築解說及保存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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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不要彈性太大，如斜屋

頂就是特色之一，平屋頂應逐

年改善。閩南式與日式民居應

有不同之規範。 

(七)登山道路是否納入規劃，

請參考。 

(八)是否有博物館設立之可能

性？(陽明山公園之野生動物

標本) 

劃、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

規劃—以管一用地暨周邊地區聚

落、陽投公路次要道路為例之委託

研究案中，提出特色聚落風貌營造

建議。本研究案除於第五章提出古

蹟、歷史建築與特色聚落風貌保全

與既有聚落建築風貌綠美化與修

繕作法。同時參酌上該委託研究案

有關聚落與建築營造法式之研究

成果，於第六章第四節審議規範中

之分區性審議原則內，提出上該聚

落建築風貌營造規範原則。請管理

處參酌上該研究建議，視其可行性

推動之。 

（三）感謝委員建議。考量陽明山

國家公園未來新闢改建道路可能

性極微，且本研究重點在於景觀風

貌營造與作業規範之擬定上。考量

研究期程，故僅針對道路設施與維

護管理提出建議，未針對道路設計

規範進行研究處理。 

（四）感謝委員提醒，已針對園區

重要眺望景觀點之景觀特色、空間

環境與車流條件，分別提出眺望景

觀改善保全策略，請參見報告書

p5-24。 

（五）感謝委員提醒，已補充相關

內容，請詳見第三章景觀道路實質

環境發展現況。 

（六）感謝委員提醒，已重新參酌

台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

準則、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審議規範、新北

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非都市土地

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修正調整審議

規範內容。請參見第六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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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感謝委員建議。考量本研究

重點在於景觀風貌營造與作業規

範之擬定，以及研究期程之限制，

故未針對登山道路進行規劃。 

林 處 長

永發 

請受託單位將詹委員意見納

入考量。 

已說明相關建議回應作法如上。 

企 劃 經

理 課 張

課 長 順

發 

(一)本處目前有道路測量(3D

掃描)、景觀道路植物、環境

色彩調查等案，與本案相關，

建議可納入參考。 

(二)整體景觀風貌之架構於 3

通已有提到，建議本案之前提

論述(取消道路特別景觀區)應

補充完整。探討內容之論述建

議應從點、線、面說明。景觀

處 理 原 則 則 分 為 對 內 及 對

外，對內之相關管理原則請環

境課、遊憩課協助檢視內容是

否可行；對外之申請事項及審

議規範，審查事項應依規模與

區位分類，審議原則則可分為

書 面 審 查 ( 以 住 宅 、 農 舍 為

主)、簡易審議(處內單位，以

公共建築為主)、一般審查(以

聚落風貌等重點為主)。 

(三)目前整理之審議原則有點

零散，建議分類整理，某些原

則應標準化(如退縮規定)，並

應考量現況及區位。此外國外

案例中有提到綠化計畫，建議

將配合鄰地景觀原則納入。 

(四)有關眺望點，建議現階段

先朝如何挑出眺望點探討，以

後有必要再作管制區之討論。 

(一)感謝委員建議，已收整相關研

究案內容，斟酌納入參考。 

(二) 感謝委員建議，已分別於第

五章補充論述景觀道路風貌營造

計畫完整架構與內容。有關審議事

項與處理原則，亦參酌委員建議重

新調整，如第六章。 

(三)感謝委員提醒，已重新參酌台

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

則、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審議規範、新北市

都市設計審議原則、非都市土地開

發審議作業規範，以及園區環境條

件限制，並參考加拿大班夫國家公

園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規 範 與設 計 指

南，調整修正審議規範內容。請參

見第六章第四節。 

（四）感謝委員建議，有關眺望景

觀之保全作法，已修正為：1.優先

推動重要眺景點之評選與改善，在

取得民眾共識，2 後續再推動重要

眺景點眺望景觀保全規範。詳見第

五章第五節內容。 

 

林 處 長

永發 

(一)目前挑出之眺望點位置皆

屬既有，可以再考量一下，有

（一）感謝委員建議，已針對園區

重要眺望景觀點之景觀特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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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具有特色之眺望點，目前

沒有腹地者，可以先點出來，

可於後續執行業務考量，預先

避免遭到破壞。 

(二)開發審議範圍除道路特別

景觀區外，還包含 3 通許多項

目，3 通內容太多了，建議仍

應著重在景觀風貌上。 

環境與車流條件，分別提出眺望景

觀改善保全策略，請參見報告書

p5-24。 

（二）感謝委員建議，已重新修正

開發審議範圍。詳參見第六章第二

節。 

解 說 教

育 課 韓

課 長 志

武 

(一)準則訂太細，如割草次

數、公分數等，建議再考量。 

(二)人行步道寬度留設 1.8m，

在山區恐有困難度。 

(三)道路名詞應清楚一點。 

(四)每類之規範內容建議依照

統一之事項順序，特別規定則

放較後面，於表達上會清楚一

點。 

（一）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處

理。 

（二）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處

理。 

（三）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處

理。 

（四）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處

理。 

林 處 長

永發 

(一)本案之重點架構應先說明

清楚，如陽明山整體通案如

何、要塑造成怎樣，除為維護

景觀並要兼顧民眾權益，要分

區討論細目，因為可行，所以

才能取消道路特別景觀區。 

(二)視覺景觀的維護屬於用路

人的視野，但仍要考量地主的

權益，目前綜觀國內的土地使

用規範，要退縮 50m 才可以建

築之規定太過嚴苛，有無相關

配套措施。 

(三)目前報告書建議之退縮規

範明顯與保護利用管制原則

之 3.64m 牴觸，50cm 綠帶如何

運用，且就大前提考量，市區

退縮係考量人行道要連貫，但

山區之退縮係為保留視野，但

不一定要留人行道等，請重新

(一、五)已補充擬撰景觀道路風貌

營造計畫，分類架構景觀道路風貌

後續推動工作。內容包含： 

1. 道路景觀改善：(1)道路路廊

景觀、(2)道路沿線節點景觀、(3)

聚落建築與文化生活風貌、(4)

道路設施、(5)道路維護管理； 

2.平衡道路景觀保全與居民發

展需求：(1)變更道路特別景觀區

細分區，調整為一般管制區，(2)

推動景觀道路沿線之開發審議

機制； 

3.保全重要眺望景觀：(1)重要眺

景點之評選與改善、(2)重要眺景

點眺望景觀保全規範等。 

請詳見第五章，景觀道路風貌營造

計畫。 

(二)相關配套策略除以第六章之

開發審議機制，提供景觀道路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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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規範內容，避免與現有規

定衝突。 

(四)目前所提之審議原則，針

對聚落區、既有合法房屋部分

是否要受規範？這些內容可

不可以實施？建議要配合相

關法令檢討。 

(五)取消 50m、25m 道路特別

景觀區要如何維護陽明山景

觀風貌之架構應明確補充。 

(六)各法令規範、前述大架構

應先整理後，再討論、檢視及

修改審議機制(彈性調整、因

地制宜、經過專家學者審議決

定)。 

私有地主開發彈性，並配合第五章

景觀道路風貌營造計畫內容，保全

道路視覺景觀。 

（三、四）已重新參酌台北市山坡

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委員審議規範、新北市都市設計

審議原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陽明山國家公園第三次通

盤檢討保護利用管制原則，以及園

區環境條件限制，調整修正審議規

範內容。請參見第六章第四節。 

(六)已重新調整修正計畫架構與

規範內容。 

叢 秘 書

培芝 

(一)準則之研擬應屬原則性，

報告僅評估取消道路特別景

觀區後將增加多少新建農舍

數量，但尚未評估新建農舍對

於景觀之影響。 

(二)陽投公路沿線有許多原有

建物，現有部分如何改善風

貌。 

(三)報告書 P.5-24 之取消道路

特別景觀區之用語應調整。 

（一）已補充未來新增農舍對景觀

可能之衝擊影響分析。請參見第六

章第六節。 

（二）已於第五章第三節提出既有

聚落建築風貌綠美化與修繕改善

建議原則與手法，請參見報告書

p5-10~5-13。 

（三）已修正處理。 

詹 委 員

添全 

建議本研究案以陽明山現有

之調查資料為元素，考量審議

原則之訂定，採正面表列的方

式、不要採禁止方式。 

已重新參酌台北市山坡地開發建

築都市設計準則、臺北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審

議規範、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

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陽明山國家公園第三次通盤檢

討保護利用管制原則，調整修正審

議規範內容。請參見第六章第四

節。 

詹 副 處

長德樞 

(一)有關退縮之規定建議應先

檢視山區狀況為宜。 

（一）已重新參酌園區環境條件限

制，調整修正退縮規定，請參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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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書 P.3-15、3-16，照片

標示位置有誤，請修正。 

六章第四節。 

（二）已修正處理。 

林 處 長

永發 

(一)有關詹委員所提博物館意

見，本處於菁山自然中心已設

置有 1 處標本展示館。 

(二)本研究案之文字表達宜以

同理心方式書寫，儘量不要以

管制之方式呈現。 

(三)請受託單位先將本案架構

整理說明清楚，再檢視細部審

議原則之可行性，會更完整。 

(四)受託單位已先用街景車掃

描各景觀道路，請將每段景

觀、特色分析出來，然後再檢

視、刪修或補充審議原則內

容。 

(五)有關標準圖部分可參考陽

光 農 舍 標 準 圖 ( 但 不 一 定 適

用)。 

（一）感謝委員說明。 

（二）已重新參酌台北市山坡地開

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臺北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

員審議規範、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

原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進行文字之修正。 

（三）已補充完整架構，並重新修

正審議原則內容。請詳見報告書第

五章與第六章。 

（四）已補充各景觀道路特色分

析，詳見第三章。 

（五）感謝委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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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末簡報審查會議回應說明 

委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陳 委 員

惠美 
(一)本案已將景觀風貌重要性及

議題點出來，大致可以分為 3 大

部份─道路設計與維護、建築管

制、眺望遠景區域保全。道路設

計與維護目前已有許多規範，問

題不大；建築管制，則希望解除

道路特別景觀區並採用開發許

可，應屬可行方向，但應考量審

議程序冗長問題，簡報 P.45 將審

議作業分為 3 個層次，建議各層

次審議重點、項目與文件等應有

差別整理；眺望遠景區域保全，

提出 12 個重要景觀眺望點，但僅

強調管制點本身，重點應在對岸

遠景，對於中近景應提出審議重

點的建議。 

(二)本案所提案例─美國漁業與

野生動物局道路設計指南之概念

比較廣大，就近期來說，目前研

究所提內容已解決大部份問題，

如本案尚有時間，可以針對環境

變遷對景觀的影響著墨。 

(三)本案於景觀風貌風格與技術

原則之間，建議依景觀事項，將

每一條景觀道路之風貌定調，將

主調提供將來審議委員參考，如

地質、植被等，將更有助於未來

審議作業。 

 

（一）感謝委員認可，有關審議

作業審議重點、項目與文件會修

正已參酌審查會議意見，及與主

辦課室工作討論，修正相關內

容，詳見第六章。有關近中遠景

的管制內容，近景部份已提出相

關審議原則。中景、遠景部分除

回歸所屬分區管制外，第伍章、

四重要眺望景觀保全計畫之重

要眺望景觀保全規範提出管制

規範建議。 

（二）感謝委員建議，考量計畫

時間經費限制，本案將不再針對

環 境 變 遷 對 景 觀 影 響 進 行 研

究，建議由管理處委託後續研究

辦理。 

（三）感謝委員建議，已參酌審

查會議意見，及與主辦課室工作

討論修正處理，詳見第六章、四

之審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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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 委 員

添全 

(一)期末報告已將期中意見做適

度修正與回應；但期中提到國家

公園內有許多動植物標本應保

留、展示之建議，可再考慮看看。 

(二)審議作業分為 3 層次，但陽明

山狀況多屬內部事務較多，以

「點」的管制為主，可以將特色

格式化、塑造街廓整體意象。陽

明山建築形式現有分布如何？建

築特色為何？建議提供幾種類型

並保留給設計者空間，慢慢要

求，汰舊換新後就可以慢慢營造

出來。 

(三)小組設置建議簡化，如臺北

市迪化街審查小組固定 5 人且有

明確規範；而三峽則是直接把立

面設計出來。 

(四)審議原則表格編排方式建議

調整，新增「審議內容」欄位、

將「審議原則參考」刪除。並建

議修正以下內容： 

１、報告書 P.6-7，倒數第 5 列之

審議原則，「應避免大面積採用工

業式…、薄膜結構等」刪除。 

２、報告書 P.6-7，倒數第 6 列之

說明，「牆身以磚砌或石砌為主」

修正為「牆身以磚砌或石砌圬工

磚結構材料為主」。 

３、報告書 P.6-7，倒數第 3 列之

說明，請確認環境色彩圖譜與規

範原則是否已制訂？ 

４、報告書 P.6-7，倒數第 2 列之

說明，「臨時性材料」建議修正為

「臨時性與非耐久性材料」。 

５、報告書 P.6-12，各比例尺要

求建議配合建築法相關規定調

（一）感謝委員建議，建請管理

處將園區內之動植物標本予以

保留，並於適宜之公共空間加以

展示，以凸顯國家公園區內之自

然景觀風貌特色。 

（二）感謝委員建議，已參酌審

查會議意見，及與主辦課室工作

討論修正處理，詳見第六章、四

之審議內容。 

（三）感謝委員建議，已參酌審

查會議意見，及與主辦課室工作

討論修正處理，詳見第陸之四。 

（四）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

意見修正處理。詳見附錄五，與

陸之五。 

（五）感謝委員建議，，已參酌

審查會議意見，及與主辦課室工

作討論修正處理，詳見陸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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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６、報告書 P.6-14，「初步水土保

持計畫」建議修正為「簡易水土

保持計畫」，其他請確認配合相關

法令名詞調整。 

(五)目前所提審議程序有問題，

建議應先針對計畫書進行大原則

審查，再進入建築圖說製作及建

照申請等程序。 

林 處 長

永發 

(一)簡報 P.45 的審議作業層次太

過複雜，操作上恐有困難，建議

分為 2 層次，第 2、3 層次合併為

處內小組審核，必要時得邀請處

外專家學者擔任委員。 

(二)本案主要為陽明山將主次要

道路兩旁一定範圍劃設為道路特

別景觀區，其嚴格管制方式對於

人民權益是否合理？故透過本案

進行有關道路特別景觀區納入景

觀風貌管制機制探討。 

(三)有關審議原則內容涉及細節

建築規範事項，請確認是否與其

他法令相違背，且各項原則不應

過細或死板，與多元性的核心價

值相違背。 

(四)審議原則條文應嚴謹，依契

約規定，屬條文草案或僅是條文

建議？如非屬條文草案，建議納

入附錄即可。若未來希望透過景

觀風貌管制，建議可以由某些聚

落優先示範，試行後再作審議原

則調整。 

(五)本案非以一次全部解除道路

特別景觀區為出發，而是分析保

全重要性，應保全部份還是需要

維持，其他則透過審議才可以容

（三）感謝委員建議，已參酌審

查會議意見，及與主辦課室工作

討論修正處理，詳見第陸之三。 

（二）感謝委員提醒。 

（三）感謝委員建議，已參酌審

查會議意見，及與主辦課室工作

討論修正處理，詳見陸之四。 

（四）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

意見修正處理。 

（五）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

意見修正處理。 

（六）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

意見修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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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相關使用。 

（六）本案應將什麼景觀、特色

等保全重點釐清。除既有眺望平

臺外，經過調查之重要眺望點，

其重要視域範圍可建議列入特別

景觀區，也是未來的審議重點。 

企 劃 經

理 課 張

課 長 順

發 

(一)本案主要延續 3 通指導，為形

塑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意象，從

道路特別景觀區開始研究，包含

道路特別景觀區意象形塑及分區

調整可行性。而有關景觀風貌審

議依據來源建議配合保護利用管

制原則第 30 點規定。 

(二)本案建議先釐清景觀道路之

重點景觀元素，再提出重點審議

項目及原則。 

(三)有關報告書架構，建議如下： 

１、有關道路特別景觀區分區調

整，其取消係回歸原分區管制，

特別景觀區、管三或管四…等，

應分別論述清楚。 

２、審議作業之申請表格，建議

配合 2 級制進行調整。 

３、結論與建議，結論應強調本

案係作審議原則及作業之初步探

討，未來需再進一步試操作及調

整；建議則應強調分區調整應有

哪些完善配套措施為前提，並建

議後續試操作重點或方向及後續

工作事項。 

（一）感謝委員建議與說明。 

（二）感謝委員建議，已參酌審

查會議意見，及與主辦課室工作

討論修正處理。 

（三）感謝委員建議，已參酌審

查會議意見，及與主辦課室工作

討論修正處理。 

 

保 育 研

究 課 羅

課 長 淑

英 

(一)道路特別景觀區之劃設係為

保護陽明山重要景觀，以陽金公

路來說，當初強調電線需地下

化，即為維護重要地景，不能僅

以非影響不大來說明，因部分路

段與民眾生活有關係，故本案應

（一）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

意見修正處理。 

（二）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

意見修正處理。 

（三）感謝委員建議，已刪除以

100 萬元之分隔界定，而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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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說明如何處理。 

(二)有關視覺衝擊，建議應作分

級探討及處理。 

(三)審議作業層次以 100 萬作為

分隔似乎不適當。 

爭議性、環境衝擊性加以界定。 

 

解 說 教

育 課 韓

課 長 志

武 

依陽明山特性，建築物應四面都

要考慮，而非僅單面，請納入考

量。 

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意見修

正處理。 

陽 明 書

屋 管 理

站 呂 主

任理昌 

陽明山地區當初為日本皇太子來

臺，於陽投公路設置第 1、2 展望

亭即為眺望瀑布及天母等重要景

觀，景觀道路研究有些具有歷史

建築(雖尚未全面調查)，是否應

有相關規範？ 

感謝委員建議。第二展望亭既已

納入重要眺景點；第一展望亭疑

因地形地貌改變，目前無眺望瀑

布之景觀，建議暫不納入重要眺

景點。有關景觀道路沿線古蹟或

歷史建築相關之規範建議，已於

第五章三、道路路廊景觀改善計

畫，（三）保全營造聚落生活風

貌加以規範建議。 

環 境 維

護 課 陳

技 士 威

戎 

報告書 P.5-17，有關道路特別景

觀區取消之目的不夠強烈，道路

特別景觀區係為維護景觀而劃

設，遊客欣賞美景之權利亦應保

護，且各項人為設施、環境污染

行為皆為不可逆，建議應再考

量。 

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意見修

正處理。 

叢 秘 書

培芝 

有關第 6 章之景觀衝擊影響評

估，目前僅針對新增量體評估，

卻無對實際景觀衝擊之詳細分

析，如需透過個案評估較為妥

當，則本節內容是否有必要？ 

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意見修

正處理。 

林 處 長

永發 

有關新增量體評估部份，可考量

納入附錄，且本案非取消道路特

別景觀區，而是透過配套措施而

容許相關使用。 

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意見修

正處理。 

詹 副 處

長德樞 

(一)報告書 P.6-5，倒數第 2 列之

審議原則，「農舍為農業生產需

（一）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

意見修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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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不受前項之限制」內容，

應寫明另依相關規定辦理。另像

斜屋頂斜率等應檢討不能逾越上

位計畫之規定。 

(二)百拉卡公路至山頭最高點區

域應列入重要保全區域。 

（二）感謝委員建議，本區既已

屬於特別景觀區，陽明山國家公

園自然景觀之重要保全區域。已

依委員意見修正處理。 

 

詹 委 員

添全 

有關「地質景觀」或「自然地景

景觀」名詞，是否應針對陽明山

特色調整？或採用法令名詞。 

感謝委員建議，依據會議結論，

採用地景名詞。 

林 處 長

永發 

(一)地質名詞較為狹隘，仍建議

採用地景。 

(二)請受託單位依各意見進行相

關調整，後續細部調整結果請承

辦課審視。 

(三)報告書 P.6-5 請放至附錄，應

補充風貌保全與特色分析內容，

如不同景觀道路、不同段的特

色；加強補充審議重點及項目；

並應符合相關法令規範。 

（一）感謝委員說明。 

（二）感謝委員建議，已參酌審

查會議意見，及與主辦課室工作

討論修正處理。 

（三）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

意見修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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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    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道路

管理維護準則管理維護準則管理維護準則管理維護準則    

    

一一一一、、、、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針對全區景觀道路，擬定景觀風貌管理維護準則。以確保景觀道

路沿線重要地標的眺望景觀不被遮蔽，並維持景觀道路全線，優美的

自然人文景觀風貌。其管理維護對象主要針對景觀道路沿線及視域範

圍內既有之物理環境，包含植栽、設施、建築；但仍以道路沿線為主。 

 

二二二二、、、、準則內容準則內容準則內容準則內容 

（（（（一一一一））））    基本原則基本原則基本原則基本原則 

� 利用道路線型、眺景點、植栽破空處之設計，有效引導用路人

欣賞路廊特色景觀；並讓沿線優質景觀風貌自然呈現。避免人

為設施干擾路廊既有景觀，設施設置以滿足交通服務與安全之

基本需求為原則。 

� 道路沿線具豐富人文與自然地景，或環境敏感區域者，其道路

景觀與設施設置應以協助發揮，或彰顯既有景觀特質為主。或

以生態工法、生態設計手法，達到設施減量、將設施融入自然，

以及對環境最小影響方式，避免對環境過渡干擾。 

� 道路沿線景觀風貌不佳者，可配合道路沿線風貌特質，與實際

環境條件，以人為景觀設計手法，改善道路景觀風貌。 

 

 



 

附錄四-2│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二二二二））））    選擇性清理選擇性清理選擇性清理選擇性清理(selective clearing) ：：：：沿線植栽或設施的清除沿線植栽或設施的清除沿線植栽或設施的清除沿線植栽或設施的清除

整理準則整理準則整理準則整理準則，，，，以確保特色景觀的可見性以確保特色景觀的可見性以確保特色景觀的可見性以確保特色景觀的可見性 

2.12.12.12.1    重要眺望景觀之保全重要眺望景觀之保全重要眺望景觀之保全重要眺望景觀之保全    

2.1.1 為確保重要眺望景觀之視野，得進行必要之植被修剪。 

2.1.2 唯於保持眺望視域範圍淨空之修剪區（viewing area），

至兩側原有自然植被之間，應適當保留原有植被，以創

造景觀轉化區帶（Feathering），避免植被被突兀的清空。 

2.1.3 樹胸高直徑（離地 1.3 公尺所量測之樹木直徑）0.8 公尺

以上、樹胸圍（指離地 1.3 公尺所量測之樹木直徑）2.5

公尺以上、樹高 15 公尺以上、樹齡 50 年以上、珍稀或

具生態、生物、地理及區域人文歷史、文化代表性之樹

木，包括群體樹林、綠籬、蔓藤等；非經許可，不得砍

伐、移植或以其他方式破壞。應原地保留，並維護其良

好生態環境。 

2.1.4 依生態價值與視覺影響決定是否移除植栽清理產生之

枝條殘餘。 

2.22.22.22.2    眺望景觀之維護眺望景觀之維護眺望景觀之維護眺望景觀之維護    

2.2.1 為維持一般性眺望景觀視覺之通透性，若道路兩側林木

生長過密，可進行疏伐或疏枝。 

2.2.2 避免為促進開花、維持造型之修剪作業。 

2.32.32.32.3    綠廊道之維護管理綠廊道之維護管理綠廊道之維護管理綠廊道之維護管理    

2.3.1 為確保道路兩側既有綠廊道景觀，得定時修剪清理兩側

植被之枯枝、病蟲害枝、徒長枝、畸形枝、幹生枝、逆

生枝、交叉枝、重疊枝等。 

2.3.2 竹子類應每年予以更新與疏枝。 

2.3.3 生育遲緩老化、枝葉疏落的植物，可採用強剪促使植物

恢復生機，可於冬季休眠期至春季萌芽期剪除 2/3 枝

圖 5- 1 景觀轉化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NP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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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再施給充分水分、肥料，使其重生而後側芽若萌發

過多時，應適時疏剪以免樹型雜亂。 

2.42.42.42.4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2.4.1 針葉樹如松、杉類，一般不須修剪。 

2.4.2 主幹造型明顯或塔型樹種（如小葉欖仁、楓香等），以

及無分孽性，僅能頂芽生長之大王椰紫、蒲葵、海棗等，

應保持完整樹型，避免截頭。 

2.4.3 灌木綠籬相鄰同樹種之植株，應保持一貫高度，樹型儘

量保持自然之圓弧型，灌木叢內部枝條較易遮蔽死亡，

可改以疏枝方式修剪。 

2.4.4 重要路段應避免於重要活動節慶前修剪，可提前或延

後，使活動期間能保持最好樹型。 

（（（（三三三三））））    割草與移除強勢植物割草與移除強勢植物割草與移除強勢植物割草與移除強勢植物  (mowing & invasive species 

removal) 

3.13.13.13.1    地被割草修剪地被割草修剪地被割草修剪地被割草修剪    

3.1.1 道路兩側路肩或護坡上，因植栽生長過密，妨礙行車

視線與安全時，應加以修剪與除草。 

3.1.2 為保留自生植物潛在植被，用路人視線不易到達之大

面積路堤或路塹邊坡宜避免割草修剪。 

3.1.3 割草時注意不得割傷樹木莖幹、支架或其他道路設施。 

3.23.23.23.2    強勢植物清除強勢植物清除強勢植物清除強勢植物清除    

3.2.1 園區內主要道路容易有強勢草種及觀賞植物入侵，如

大花咸豐草、非洲鳳仙花、巴西水竹葉等，應定期清

除，避免其擴大入侵。前兩類因開花量大且結實率高，

易於繁殖，應於其開花結實前進行拔除；後者應隨時

拔除減少其族群量以降低蔓延速度。 



 

附錄四-4│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3.33.33.33.3    外來入侵動植物防除外來入侵動植物防除外來入侵動植物防除外來入侵動植物防除    

3.3.1 道路常見之外來入侵動植物包括小花蔓澤蘭、香澤

蘭、菟絲子、入侵紅火蟻、銀合歡、銀膠菊等，對於

植物生長及生態環境影響甚大，發現後應儘速全面清

除並持續監測防治。 

3.3.2 各類物種清除及防治方法可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

站辦理。 

（（（（四四四四））））    景觀改善景觀改善景觀改善景觀改善 (landscape enhancemen) 

4.14.14.14.1    節點景觀節點景觀節點景觀節點景觀    

4.1.1 園區主要節點類型包含有國家公園入口、重要交通節

點、重要據點入口等。 

4.1.2 陽明山國家公園主要入口計有：福壽橋入口、陽金公

路入口，與 101 甲公路入口三處。既有入口節點缺乏

足夠腹地創造景觀地標，應利用良好之植栽設計與維

護管理，突顯並塑造進入國家公園之入口氛圍。 

4.1.3 重要交通節點計有：陽金公路湖山路交叉口、陽金公

路 101 甲公路交叉口、行義路泉源路交叉口、行義路

東昇路交叉口、東昇路登山路交叉口等五處。現有道

路指向標示紊亂，環境設施與景觀雜亂。應簡化整合

相關標示，提供用路人簡單明確之交通資訊，禁止簡

易牌示之申請設置。同時協調相關私有地主，利用整

理拆除或遮蔽隱蔽手法，改善整體環境空間與相關設

施品質。 

4.1.4 重要據點入口計有：通往陽明書屋之陽金公路中興路

交叉口、通往竹子湖之陽金公路竹子湖路交叉口等二

處。前兩處據點入口均屬於 T 字型路段，具備眺望遠

處山巒天際線之眺望景觀，且具有腹地空間。應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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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腹地空間，避免不必要之人工設施，盡量保持開

放空間。利用列狀或群植植栽，或具有歷史文化意涵

之植栽設計，突顯自然山景與文化特色，營造國家公

園據點以自然人文保育為核心之入口意象。 

4.24.24.24.2    焦點景觀焦點景觀焦點景觀焦點景觀    

4.2.1 景觀道路沿線，部分路段具有可眺望重要山頭地景之

焦點景觀，宜加強兩側植被或山坡之維護管理，避免

不必要之設施物、衝突性之色彩或造型、雜亂之植被。 

4.2.2 以簡潔低調之序列性空間，創造方向性，突顯並強化

遠方之焦點景觀。 

4.34.34.34.3    道路景觀道路景觀道路景觀道路景觀    

4.3.1 景觀調和：適當運用植栽整合道路與其周圍環境。（1）

透過植栽凸顯遠景或創造框景(screen)的效果：利用喬木

與灌木之配置，創造上下左右之框景。（2）利用植栽軟

化道路設施：加強道路邊坡與橋墩底部的綠化。 

4.3.2 選擇性遮蔽：既有道路兩側景觀風貌不佳處，可利用植

栽造景與遮蔽。應考量植物樹型、四季花果葉色之變化，

以及落葉與否之生長習性，並以具代表性種類與原生種

為宜。栽植時應以生態綠化或複層群植為優先，避免單

株等距之人工化種植方式。 

4.3.3 添景：於道路景觀較為單調處，可利用點狀植栽配置

創造景觀點，豐富道路景觀。應以陽明山地區原生特

色植栽為主，儘量避免高維護管理需求之草花。 

（（（（五五五五））））    道路設施的改善道路設施的改善道路設施的改善道路設施的改善(improvement of roadside facility) 

5.15.15.15.1    基本原則基本原則基本原則基本原則    

5.1.1 道路設施之維護，除維持功能性、安全性外，應注意

提高使用之舒適性、符合環保節能、在地化及特色化。 



 

附錄四-6│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5.1.2 養護過程中視需要評估是否進行「減去法」，將不合時

宜之設施清除或調整。 

5.1.3 道路設施原則上應每月巡檢 1 次，發現外觀清潔髒污

或破損等情形，應立即處理，使設施經常維持整潔及

堅固安全。 

5.25.25.25.2    邊坡邊坡邊坡邊坡    

5.2.1 邊坡之設置應儘量保留既有植栽，與原始地質型態。

配合四周景物、地質條件與天然地形，採用自然材料

（如石材、植物）為關鍵。若需採用人工材料，應儘

量融入自然環境與既有之設施風貌。 

5.2.2 儘量減少工程或景觀施工技術之種類，使邊坡具有統

一之風格。 

5.2.3 在邊坡和擋土牆上栽植植物，為蟲鳥等生物提供棲地

和覓食環境。 

5.2.4 高度在 2 公尺以下之擋土護坡，應以規則或不規則之

在地石塊堆砌，或以 RC 結構為基礎，表面堆砌石塊；

其次係採用大型原木或枕木。或利用下垂、上攀、表

面覆蓋之植栽，或是綠帶遮蔽之。 

5.2.5 一定高度以上之擋土護坡，應採用分層分接之設計為

佳，並搭配植栽綠化，降低連續垂直面之高度。 

5.35.35.35.3    護欄護欄護欄護欄    

5.3.1 護欄雖以交通安全考量為主，但亦應兼顧視覺穿透

性、美感以及與整體環境之配合。包含護欄之材質、

形式、色彩、統一性與變化性。 

5.3.2 護欄之色彩材質應與周邊景觀相容，以同色調低彩度

明度霧面為原則。避免對比、高彩度明度、完全無彩

色或金屬亮面色系。必要時可利用表面貼石、巨大石

塊等自然材質，或利用植栽遮蔽之。 

5.3.2 當同路段設置不同種類之護欄時，應考量彼此之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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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連接。 

5.3.3 護欄高度應不超過 60 公分，或增加其透空率，避免阻

擋行車用路者之視線。 

5.45.45.45.4    排水設施排水設施排水設施排水設施    

5.4.1 排水設施之設置原則為不使積水侵入車道、不妨礙行

車安全、易於清理。且為避免生物受到道路阻隔，穿

越道路之排水設施應考量兼具動物通道之功能。 

5.4.2 路側排水溝應以草溝或砌石溝為佳，且在道路與水溝

間應有適當植草綠帶（以 50-60 公分寬為佳）。 

5.4.3 坡面排水溝應視坡面植被、地質環境狀況，選取砌石

溝、草溝、客土袋、水泥溝與暗溝等型式與材質。 

5.4.4 排水設施宜配合周邊地形及景觀，塑造自然渠道意象。 

5.4.5 停車場內應配合地形，於植栽槽帶設置滯水空間，利

用植栽淨化停車場逕流污水，減少對周圍環境之衝擊。 

5.55.55.55.5    賞景設施賞景設施賞景設施賞景設施    

5.5.1 賞景設施之設置在提供景觀道路使用者一可以休息、

觀景、眺望，或取得資訊之場所。其設置應依基地條

件與景觀特質，以量身訂做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

腹地不足，或為避免破壞既有地形地貌時，可以出挑

或高架方式設置。 

5.5.2 賞景設施包含有賞景平臺空間、座椅、欄杆、解說牌、

停車空間、休憩涼亭等。然應配合環境條件加以取捨。 

5.5.3 賞景設施之設計，以與週邊環境融合為原則。包含材

質、色彩與造型之選取。材質應能耐候、安全且維護

方便，並以當地常見之材料為原則。色彩之選取應以

自然色系或其調和色為主。避免鏡面亮面等反射性

高，或大面積之無彩色。量體造型應減量並與地景呼

應。尤其避免欄杆阻擋用路人之視線。 

5.5.4 外觀清潔：賞景設施包括桌椅、欄杆、台階、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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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垃圾桶等，予以經常擦拭清掃。若被用路人塗

抹書寫或雕刻文字圖案者，予以洗刷去除。植栽加以

修剪，以免妨礙觀景視線。有蔓藤植物生長其上者，

應注意誘引、協助附著、修剪施肥，使其發揮功效。 

5.5.5 損壞修補：檢查相關設施是否有彎曲、破損、傾斜、

變形、腐朽等情形，若涉及結構安全應立即處置（如

補強固定、增加支撐或封閉暫停使用），以免意外發

生。有屋頂者若破損，而導致滲水，予以更換材料或

修補。油漆脫落斑駁者，予以重新油漆。 

5.5.6 其他事項：如有蜘蛛網、蟲蟻等附著，可用掃帚毛刷

清除。若有虎頭蜂巢，即洽由消防隊或專業人士清除。 

5.65.65.65.6    人行步道人行步道人行步道人行步道    

5.6.1 自然景緻優美地區之人行步道，應配合地形與景觀資

源設置。保留路徑上重要植栽，鋪面與設施應選用當

地常見之自然材質。 

5.6.2 聚落所在之人行步道，其設置應與沿線建築物協調，

襯托出地區環境與道路個性，並配合設置必要之廣場

空間與街道傢具。公共設施應與街道傢具整合。 

5.6.3 人行步道之寬度應依人行流量來調整，但以 1.8 公尺

為基本原則；腹地嚴重不足者，亦應達 1.5 公尺寬。  

5.6.4 外觀清潔：步道鋪面如有口香糖、垃圾、影響步行之

枯枝落葉、泥砂、雜物等，予以清理乾淨；油漬、青

苔予以清洗刮除，水泥或瀝青混凝土鋪面之縫隙雜

草，予以清除。 

5.6.5 損壞修補：步道維修最重排水，各式各樣鋪面若有破

損、龜裂、陷落積水、凹凸不平，予以修補、整平或

更換。步道階梯應維持相當之粗糙面，以免濕滑。坡

度若大於 20%，可加設階梯，應檢討階梯段加設無障

礙坡道，若有新設之無障礙坡道坡度應符合設置標準。 

5.6.6 其他事項：步道欄杆及木棧平台等基礎結構、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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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需要訂定堅固性檢查頻率及油漆頻率。 

5.75.75.75.7    照明照明照明照明    

5.7.1 照明應以行人或車輛安全使用所需為限，同時優先利

用鄰近之照明。 

5.7.2 照明應以提高整體環境品質為原則，應以中性色、LED

燈、金屬鹵素燈為主。 

5.7.3 照明設施應有適當的遮罩、擋板、百葉和截光配套，

照明光線不得溢出需要照射範圍。 

5.7.4 禁止使用閃爍式、間歇式、螢光、霓虹、以及聚光燈

(spotlight)、投射燈(floodlight)之類的裸光源 

5.7.5 燈具造型應以簡單、低調、樸素為原則。 

5.85.85.85.8    標示標示標示標示    

5.8.1 各類指示標示牌之背面應以深色做處理，以減少視覺

衝擊。 

5.8.2 各類指示標示牌應以共構系統化為原則，以減少園區

指示標示牌數量及其視覺衝擊，並提供用路人明確之

指示參考資訊。 

5.95.95.95.9    電信設備電信設備電信設備電信設備    

5.9.1 各類電信設備應以地下化為原則。受環境條件限制無

法地下化時，則以共構為原則，並利用地形與植栽隱

蔽之。 

5.105.105.105.10    其他公共設施其他公共設施其他公共設施其他公共設施    

5.10.1 園區內之公車停靠設施形式應予統一，並考量環境條

件，增加雨遮與座椅。設置位置、造型及色彩宜與景

觀或植栽設計等因素綜合考量，以達良好景觀成效。 

5.10.2 橋梁應依公路橋梁相關設計規範設計之，但其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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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體、色彩及質感應與背景環境融合。橋梁之橋護欄

或欄杆，應配合當地自然或人文景觀特色予以設計。

外露之管線及排水設施應力求美化，以降低對整體景

觀之不良影響。 

5.10.3 應與專家配合檢討既有生物通道之設置；監測路段熱

點，同時進行道路對於生物遷徙移動影響之研究。    

5.10.4 廢棄或不具功能之設施應予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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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    景觀景觀景觀景觀道路道路道路道路風貌保全審議原則參考風貌保全審議原則參考風貌保全審議原則參考風貌保全審議原則參考    

    

一一一一、、、、通案性原則通案性原則通案性原則通案性原則    

類項 審議原則 說明 參考條文體例來源 

國家公園

核心保育

價值目標 

1 基地之開發利用應配合陽明山國家公園地景多樣性、生態多樣性與文化多元性之核心價值與保

育目標，避免過度或不良之開發行為，防止對基地與週邊環境景觀風貌、自然生態與環境安全

產生負面影響。 

定義景觀道路沿線開發許可審議之核心保育價值與目

標，與訂定審議原則之目的。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第 2 條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土地使用規範 8.3.1 

區域景觀

風貌保全 

2 為維護整體景觀風貌及視野景觀品質，申請開發之基地，應配合相鄰基地優良之景觀，塑造和

諧的整體意象。 

景觀道路沿線之開發使用，首要必須確保開發基地能與

周邊整體景觀風貌和諧共存，而不至弱化整體景觀風貌

或造成衝突。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壹-38 

 3 新建或增修改建之建築，應能反應或呼應周圍既有之自然與人文地景特質與建築發展。避免在

建築風格、比例、材料、用色上突然之轉變，導致整體風貌不協調之產生。 

新建與增修改建建築物之建築外觀應與周邊自然人文地

景風貌呼應。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土地使用規範 8.2 

 4 景觀道路可視範圍內之設施，應利用地形、植栽、與材質色彩與環境融合。 景觀道路沿線之設施外觀應與環境融合，且禁止堆置材

料物品，造成景觀道路沿線品質之衝突。 

 

 5 鄰近古蹟周邊之申請案，應就街道景觀考量古蹟風貌延續性，與古蹟區內建物保持合宜間距，

並應與古蹟色彩、建築風格與建築語彙相容為原則，鄰避性設施或管線應有所遮蔽或隱藏。 

古蹟周邊之建築設計原則。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規

範 3-8-1、3-8-2 

 6 任何建築與設施外觀品質應符合或更優於其周圍發展與既有設計規範標準。 建築設施之規劃設計品質應至少符合，並鼓勵更優於既

有之周邊發展與相關規範。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土地使用規範 8.2.1 

 7 位處本園特殊風貌區之申請案，應參考該地區人文歷史與周邊建築風格，設計應能呼應整體環

境景觀風貌紋理。 

新建與增修改建建築物之建築外觀應與周邊自然人文地

景風貌呼應。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規

範 3-8-3 

自然人文

資源保育 

8 開發基地內經調查有下列情形，應維持自然狀態：一、珍貴稀有之動、植物棲地。二、主要野

生動物棲息地。三、林相良好之主要林帶。四、文化資產定著土地。五、經濟部認定之重要礦

區且地下有多條舊坑道通過之地區。六、特殊地質地形資源：指基地內特殊之林木、特殊山頭、

主要稜線、溪流、湖泊等自然地標及明顯而特殊之地形地貌。七、坡度陡峭地區：指坡度在百

分之四十以上之地區。 

確保基地內既有之自然人文地景資源得已被保全，不受

開發之破壞。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壹-18 

 9 基地開發不得妨礙上、下游地區原有水路之集、排水功能。且為確保園區生態廊道之串連，避

免變更基地內既有河道，應保留或補植河道兩側適當寬度之緩衝綠帶。 

確保基地開發不致影響區域之生態系統功能。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 第 3 條 

 10 應維持自然區域、緩衝綠地、法定綠地與景觀綠地應與串連，提供最大保育功能。 既有基地之生態系統功能。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壹-21 

 11 基地上既有河道兩側，應保留緩衝綠帶。緩衝綠帶上應保留既有原生植栽，或配合周邊自然植

被加以復育，以為生態與水文保護廊道。 

減少基地開發使用對河川廊道水質與生態功能之影響。  

 12 建築或土地的開發應利用透水、貯蓄水池、生態水池之設計，避免造成周邊水文環境之改變、

衝擊與污染。 

應以設計手法降低基地開發對整體水文環境之影響。  

類項 審議原則 說明 參考條文體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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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建築設施之配置，應避免位於地面水、伏流水、地下水等水量過多及有礙基地排水功能之地區；

建築物以避免位於填方區為原則，位於填方區者，應注意基礎承載及地質改良。 

建築設施之配置應避免影響基地排水功能。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第 4 條 

 14 建築物之法定空地應予生態綠化，配合作景觀設計。農舍為農產生產需要，得不受前項之限制，

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開發基地法定空地之綠化原則。 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 2-6 

基地規劃

與使用 

15 基地之開發使用應以景觀風貌保全與環境保育為優先，基地之使用，與整地、排水、建築與景

觀等相關設施之規劃配置，以尊重環境生態與景觀風貌，造成道路景觀最少之視覺衝擊與基地

內最小量之整地開挖為原則。 

定義基地開發施工與規劃設計應遵守原則。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 第 3 條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壹-36 

 16 基地之綠化，應依下列規定：一、依緩衝綠帶、護坡功能性植栽、景觀植栽及人工地盤綠化等

特性，配合基地周圍既有綠覆林相予以設計。二、調查現有植裁，並以圖面標示其分佈位置。

基地內之大樹或具良好林相喬木樹林，或特殊稀有灌叢、地被，以原地保存為原則。但確有移

植之必要者，得提出基地內移植復育計畫。三、於基地與毗鄰之建築基地間，應沿境界線留設

緩衝綠帶。四、植栽設計應依當地生態氣候等條件，選擇適當之本土原生樹種。 

要求基地開發應作植栽調查，並規範基地內綠地空間與

植栽設計之生態、緩衝、保安與景觀原則。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第 14 條 

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7-1 

 17 應維持自然區域、緩衝綠地、法定綠地與景觀綠地應予串連，提供最大保育功能。基地內建築

配置應儘量聚集，順應地形地貌發展。 

確保基地內綠地空間之串連，以達生態保育與環境保全

之目標。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壹-44-5 

 18 基地鄰近道路或永久性空地之界面空間，應加以退縮，並以生態綠美化方式處理為原則。  基地與景觀道路介面之處理原則，應予綠美化。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規

範 2-5-5 

 19 申請開發基地應做視覺景觀分析以及景觀道路之視域景觀影響評估。 要求基地開發前應作視覺景觀分析，以及景觀道路視域

景觀影響評估，以瞭解開發使用對於景觀道路視域景觀

之衝擊。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壹-44 

 20 基地之規劃設計應能盡量保全既有之水文與植被。既有林地與原生植被應盡可能予以保留，或

融入土地利用與建築景觀設計。 

基地既有水文與植被之保全與利用原則。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設計標準 3.7 

 21 整地應順應並維持原有之自然地形地貌與景觀風貌。挖填方應求最小及平衡，以減少開發對環

境之不利影響，並達到最大的保育功能。 

基地整地之規模與原則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壹-20 

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 2-7-2 

 22 基地內道路應順沿自然地形地貌，並依下列原則設置：一、避免道路整地造成長期之基地開發

傷痕，以維護基地之自然景觀。二、路網之設置應表達基地之自然地形結構，避免平行道路產

生之階梯狀建築基地平台所形成之山坡地平地化建築現象，並避免產生違背基地自然特性之僵

硬人工線條。  

基地內道路規劃設計原則。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壹-36 

 23 符合雙北市樹木保護標準之樹木，包括群體樹林、綠籬、蔓藤等，不得砍伐、移植或以其他方

式破壞，並應維護其良好生態環境。現地保留之樹木，在開發過程中，應予以適當保護。 

植栽保護原則。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設計標準 3.7 

 24 應以生態性、自然型與低維護管理需求的景觀設計為原則；但既有聚落內之建築基地，得採用

幾何式、精緻型之設計，但應以與鄰近之既有發展或自然景觀協調為原則。 

景觀設計原則。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設計標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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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項 審議原則 說明 參考條文體例來源 

建築設施

規劃設計 

25 基地建築物之量體及造型設計，應斟酌技術可行性、經濟可行性及山坡地保育、景觀需求及安

全，於申請圖說文件內詳載說明：一、考量綠建築技術之應用。二、應考量既有山坡地之地形

天際線及景觀道路之視野景觀。三、建築物之立面，以依山脈背景變化調和處理。建築物及設

施之材料、色彩，應依地形地貌處理，避免造成反光及炫光。對影響道路景觀之立面，皆應以

正立面處理，並應考量使用分區及使用用途合理規劃。空調主機、設備管線及工作陽台勿配置

於對道路景觀衝擊較大之立面，並應加以遮蔽美化，並應合理規劃空調適外機空間，並加以遮

蔽美化。四、建築物之屋頂型式，應順應地形地勢，以斜屋頂為主要型式，建材及色彩，應與

建築物立面作整體設計；屋頂之突出物及設備設施，應以不外露或以遮蔽設施美化處理為原則。 

建築物規劃設計原則。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第 18 條 

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5-1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壹-39 

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5-3 

 26 除非經審議委員會許可，建築設施禁止採用與陽明山地區歷史發展歷程無關連之建築風格形

式。 

為確保園區整體建築風格形式與風貌之協調，應避免任

意引入不同於園區既有建築風格之設計。 

根據研究（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2012）指出，陽明

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建築形式風格主要有南島語族原民建

築、漢族傳統民居建築、傳統日本式樣民居建築與和洋

折衷建築，以及近代以日式建築、中國古典式樣、臺灣

地域主義、現代主義風格為主之機關宿舍等公共建築，

與一般販厝及仿洋式之民居建築。 

其中分佈最廣，且發展歷史最久，應為閩南式傳統民居

建築。其特色在於，建築形式順應地形地勢，以一條龍

或單護手為多，正身三開間最大，但維持高大於寬之比

例。中央闢中門，或做凹壽式。屋頂多採四分水或五分

水比例。牆身以磚砌或石砌、圬工結構材料為主（中華

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1988）。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設計標準 3.1 

 

 27 基地內之水塔、變電箱、機房、蓄水池、污水處理設施等地面上固定公用設施及設備，應集中

設置於建築物內或公用設備區，並配合建築物予以設計，或為綠化或美化處理。擋土設施及護

坡設施處理之立面造型、色彩，應與自然環境及建築物相互協調，並配合建築立面設計，加強

表面材質細部處理。  

基地內之相關設備設施應集中設置且需綠美化。擋土護

坡等安全設施應有專業認證，並予以適當美化處理。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第 12 條臺北市山

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第 17 條 

 28 基地內之所有公共及私設管線，應以地下化為原則，並避免破壞山坡地自然景觀。 管線設施應地下化，以確保與環境風貌之協調。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第 16 條 

 29 簡易牌示應與整體基地景觀與建築設計風格，在形式、材質與用色上相統合。照明應採間接照

明，且與其他設施共構，避免單獨站立之牌示。其豎立位置、大小、數量、材質與內容，應符

合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內申請設置簡易標示管理原則暫行方案。 

規範簡易牌示之設置，以確保與環境風貌之協調。 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內申請設置簡易標示管理原則暫行方

案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規

範 3-4-1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設計標準 3.5 

 30 照明設計應以行人或車輛安全使用所需為限，以能節省電力、減少眩光為原則。宜採用 LED

或省電燈泡，並建議以再生能源設計。為保全園區生態環境功能，照明設施應有適當的遮罩、

擋板、百葉和截光配套。避免建築設施外觀之照明。 

照明設計不可過亮，以減少對園區動植物之干擾。 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5-4-2 

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5-4-3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設計標準 3.6 

 31 建築材料以使用陽明山地區傳統常見之建材，如木材、紅磚、安山岩等為原則，或顏色、質感

與現地環境相近之材料。 

考量建築設施外觀風貌與自然環境之協調，相關材料應

以園區傳統常見之建築材料為主，避免選用常用於都市

化地區或工業科技風格之建築材料。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設計標準 3.3 

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 2-3-1 

 32 連同屋頂之建築外觀裝修主要使用材料應避免過於繁複之材料與用色。 考量建築設施外觀風貌與自然環境之協調，避免選用複

雜繁複之建築材料。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設計標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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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建築設施色彩之選擇與搭配應參考陽明山環境色彩圖譜與規範原則。 配合管理處推動之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色彩相關研究，

未來可納入相關研究成果，制訂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色

彩圖譜與規範原則，做為審議規範之參考依據。  

 

 34 禁止使用臨時性與非耐久性之材料。 考量現況建築設施利用如帆布、鐵皮、回收門窗等臨時

性材料，降低整體建築風貌環境品質，建議未來應明文

禁止。 

 

 35 建築物斜屋頂以朝向基地所臨接景觀道路或基地所留設之主要﹙帶狀﹚法定空地、開放空間、

廣場傾斜為原則。建築基地鄰接景觀道路者，其斜屋頂面或山牆面應面向該道路設置。而建築

物各部分，應按其同一面向道路設置同一坡度之斜屋頂。 

為促成建築聚落斜屋頂特色之一致性，明確規範建築斜

屋頂之朝向。 

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 2-1-3 

 36 斜屋頂坡度不得大於一比二，且不得小於 1/4。 考量陽明山地區傳統閩南式建築屋頂比例採四分水或五

分水，修正原規範斜屋頂斜率由 1/2～1/4 為 1/2～1/5。 

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 2-1-4 

 37 為建築基地與土地安全維護必要，需設置隔離設施時，鼓勵應用鄰近植被種類與陽明山原生物

種為主之綠化圍籬。避免以單一樹種列式栽植，而應採用仿自然之複合式、簇群式栽植。 

鼓勵圍籬應採自然式之綠化圍籬之設計，以強化基地與

自然之協調及其生態功能。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設計標準 3.7 

 38 圍牆、圍籬應採用陽明山地區常見之建築材料與工法，如安山岩、紅磚等。避免使用反光性強

之亮面材質。 

規範圍離圍牆之材料與工法，以與自然環境協調。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設計標準 3.7 

 39 出入口之設計不可妨礙鄰接道路之人行與車行，應低調、樸素，與周圍發展或自然景觀協調。 出入口之設計應與周圍協調。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設計標準 3.7 

 40 擋土設施及護坡設施，應依下列規定綠化：一、設置於公共空間及公眾視野可及之範圍者，應

以自然工法或景觀式設計為原則。二、與自然地形相延續之人工坡面，以配合相鄰自然地形整

體設計為原則。三、設施之立面，應利用植物之攀爬及懸垂等特性，進行垂直性綠化處理。但

有妨害設施結構安全或特殊用途之虞者，不在此限。四、自然邊坡及護坡設施之綠化植生，應

配合坡地自然景觀，利用植物特性，進行具視覺層次性之坡面綠化及色彩處理。  

擋土護坡設施應予以適當綠美化處理，以與自然環境協

調。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第 13 條 

 41 景觀道路可見範圍，避免使用閃爍式、間歇式、螢光、霓虹、以及聚光燈(spotlight)、投射燈

(floodlight)之類的裸光源。 

限制景觀道路範圍之照明光源類型，以確保環境風貌品

質。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設計標準 3.6 

 42 照明燈具以嵌燈或地燈為優先，燈具造型應以簡單、低調、樸素為原則，除非必要之古蹟或歷

史建築，避免採用特殊風格之燈具。 

簡化燈具造型，以維護強化自然環境風貌品質。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鎮設計標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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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分區性原則分區性原則分區性原則分區性原則    

分區 類別 審議原則 

特別

景觀

區 

分區通則 1 本區係為維護自然生態環境，或保護無法以人力再造之自然地理景觀而劃定。 

2 緊鄰景觀道路之建築基地，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建築，並保留既有之原生植栽，或補植與周邊既有植被相似之複層植栽；圍牆應隱藏於植栽綠帶中或之後，以維護核心特別景觀區之自然

風貌。 

3 各類建築設施不可設置於地形制高點，以免破壞山稜線之完整。 

4 各類建築設施應利用地形地勢、造型、材料、植栽、色彩等方式，隱蔽、隱藏或融合於環境之中。 

5 各類建築設施不可緊鄰特殊地貌景觀或歷史文化遺跡。除非對自然文化資源造成不可逆的影響，各類設施管線應以地下化為主。 

6 停車設施與機電機械設備應利用建築設施掩蔽之，不可暴露於景觀道路可視範圍內。 

7 基地與次要道路相連者，因地形環境條件限制，非不得已，應避免由景觀道路出入。 

8 景觀道路視域範圍禁止推放各類物品材料。 

 公共建築設

施 

1 應符合景觀道路管理維護準則。 

2 行動電話基地臺及既有廣播電視無線電基地臺，應以與人工設施物共構為原則。 

3 新增設之灌溉（水利）設施、自來水設施與廢污水處理設施與系統，應提出增設必要性與環境影響評估說明。 

4 環境條件允許之公眾運輸場站設施，應提供遮雨亭等設備。 

遊憩

區 

分區通則 1 本區係指適合各種野外育樂活動，並准許興建適當育樂設施及有限度資源利用行為之地區。 

2 各類建築設施不可設置於地形制高點，以免破壞山稜線之完整。 

3 各類建築設施不可緊鄰特殊地貌景觀或歷史文化遺跡。除非對自然文化資源造成不可逆的影響，各類設施管線應以地下化為主。 

4 各類建築設施應利用地形地勢、造型、材料、植栽、色彩等方式，隱蔽、隱藏或融合於環境之中。 

5 建築基地緊鄰景觀道路者，建築牆面線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既有聚落內之新建建築，與既有聚落內之合法住宅或合法建築物就原地拆除後之新建除外。退縮空間應保留既有之原生植栽，

或補植與周邊既有植被相似之複層植栽；圍牆應隱藏於植栽綠帶中或之後，以維護遊憩區之自然風貌。 

6 停車設施與機電機械設備應利用建築設施掩蔽之，不可暴露於景觀道路可視範圍內。 

7 基地與次要道路相連者，因地形環境條件限制，非不得已，應避免由景觀道路出入。 

8 後山公園一帶，富有日本傳統民居建築式樣、和洋折衷建築式樣，與中國古典式樣建築之特色建築群。既有建築之增修改建，或重要古蹟歷史建築周邊之新建建築，應與該特色建築樣式

呼應。 

9 景觀道路視域範圍禁止推放各類物品材料。 

 農業使用 1 農業使用不可影響國家公園之自然文化景觀與核心價值，並且應於開發與操作過程中，做好水土保護、生物保護，盡可能避免與減少對生物棲息環境、自然地形水文之破壞或污染。 

2 應以保留維持自然地形，最小擾動為原則；因地形限制有整坡需求時，應以基地內挖填方平衡為限，且需符合水土保持法規之相關規範。 

3 農地之開發使用應能盡量保全既有之水文，配合必要之排水用水與防災規劃。並利用貯蓄水池、生態水池、綠籬緩衝帶之設計，避免農業使用對周邊水文環境之改變、衝擊與污染。 

4 景觀道路可視範圍內，禁止堆置囤放各類農業資材與廢棄物，應利用地形、植栽、設施加以掩蔽覆蓋。 

5 農業資材室應避免使用色彩過於繁複之再生材料。應以自然之木、竹、石、磚、瓦，或現成之建築材料為主。禁止採用反光性強之亮面材質，且色彩應以低彩度、低明度之大地色為主。 

 公共建築 1 應符合景觀道路管理維護準則。 

2 行動電話基地臺及既有廣播電視無線電基地臺，應以與人工設施物共構為原則。 

3 新增設之灌溉（水利）設施、自來水設施與廢污水處理設施與系統，應提出增設必要性與環境影響評估說明。 

4 環境條件允許之公眾運輸場站設施，應提供遮雨亭等設備。 



 

                                                         成果報告書│附錄五-6 

分區 類別 審議原則 

第一

種一

般管

制區 

分區通則 1 本區原係都市計畫地區，富有日治時期與國家軍政憲政時期之重要歷史建築與空間脈絡，並為陽明山國家公園重要入口與交通遊憩服務核心，應提供居民遊客優質生活與休閒體驗服務。 

2 建築之新建、修建、改建再發展前，應進行建築基地本身及其周邊之歷史風貌研究調查。 

3 任何新發展計畫之基地配置發展與建築景觀風貌，應與周邊整體環境協調，創造高品質開放性之街景風貌。改善整體人行環境與公共開放空間，促成全區人行動線之串接。禁止以圍牆阻

隔景觀道路觀看建築基地之視線。 

4 緊鄰景觀道路之建築，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視地形條件許可，留設人行空間。退縮空間應保留既有之原生植栽，或補植與周邊既有植被相似之植栽。 

5 建築之新建、修建、改建應重複本區重要之建築景觀風格、造型、元素、材料與色彩。 

6 建築正立面牆腰堵、裙堵、櫃台腳，或圍牆，應利用陽明山地區傳統安山岩或與之色彩質感相似之石材，以平砌、人字砌、番仔砥砌等方式裝飾之。 

7 本區富有日本傳統民居建築式樣、和洋折衷建築式樣，與中國古典式樣建築之特色建築。既有建築之增修改重建，或重要古蹟歷史建築周邊之新建建築，應與該特色建築樣式呼應。 

8 宗教建築、民宿、村里辦公處與商業建築得利用牌示標示，強化其建築所在。但仍應與環境融合，避免造成景觀風貌之衝突。景觀道路視域範圍禁止推放各類物品材料。 

 公共建築設

施 

1 應符合景觀道路管理維護準則。 

2 建築設施之配置與位置，應對陽明山國家公園核心資源衝擊影響最小，不可緊鄰特殊自然地貌景觀或歷史文化遺跡，且避免設置於地形制高點。 

3 應利用地形地勢、造型、材料、植栽、色彩等方式，使建築設施隱蔽、隱藏或融合於環境之中。除非對自然文化資源造成不可逆的影響，各類設施管線應以地下化為主。 

4 各類建築設施應盡量符合或採用綠建築標準，與生態工法之原則。減少能耗及對生態環境之衝擊。 

5 應使用耐候性佳，可抗硫磺腐蝕，低維護管理需求，不易剝落侵蝕變色發霉，且易於清洗之材質。 

6 公共建築得利用牌示標示，強化其建築所在。但仍應與環境融合，避免造成景觀風貌之衝突。 

7 行動電話基地臺及既有廣播電視無線電基地臺，應以與人工設施物共構為原則。 

8 新增設之灌溉（水利）設施、自來水設施與廢污水處理設施與系統，應提出增設必要性與環境影響評估說明。 

9 環境條件允許之公眾運輸場站設施，應提供遮雨亭等設備。 

10 安全及保護設施應以自然材料或適當工法予以軟化與隱蔽。 

第

三、

四、

五種

一般

管制

區 

分區通則 1 本區係指聚落發展或建築物零星分布，允許農林與聚落使用發展，環境應予維護改善，並維持其自然型態之地區。 

2 建築基地緊鄰景觀道路者，建築牆面線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既有聚落內之新建建築，與既有聚落內之合法住宅或合法建築物就原地拆除後之新建除外。退縮空間應保留既有之原生植栽，

或補植與周邊既有植被相似之複層植栽。圍牆應隱藏於植栽綠帶之中或之後，以維護景觀道路之風貌。 

3 停車設施與機電機械設備應利用建築設施掩蔽之，不可暴露於景觀道路可視範圍內。 

4 基地與次要道路相連者，因地形環境條件限制，非不得已，應避免由景觀道路出入。 

5 景觀道路視域範圍禁止推放各類物品材料。 

6 後山公園一帶，富有日本傳統民居建築式樣、和洋折衷建築式樣，與中國古典式樣建築之特色建築群。其既有建築之增修改重建，或重要古蹟歷史建築周邊之新建建築，應與該特色建築

樣式呼應。 

7 宗教建築、民宿、村里辦公室與商業建築得利用牌示標示，強化其建築所在。但仍應與環境融合，避免造成景觀風貌之衝突。 

 農業使用 1 不可影響國家公園之自然文化景觀與核心價值，並且應於開發與操作過程中，做好水土保護、生物保護，盡可能避免與減少對生物棲息環境、自然地形水文之破壞或污染。 

2 應以保留維持自然地形，最小擾動為原則；因地形限制有整坡需求時，應以基地內挖填方平衡為限，且需符合水土保持法規之相關規範。 

3 農地之開發使用應能盡量保全既有之水文，配合必要之排水用水與防災規劃。並利用貯蓄水池、生態水池、綠籬緩衝帶之設計，避免農業使用對周邊水文環境之改變、衝擊與污染。 

4 景觀道路可視範圍內，禁止堆置囤放各類農業資材與廢棄物，應利用地形、植栽、設施加以掩蔽覆蓋。 

5 農業資材室應避免使用色彩過於繁複之再生材料。應以自然之木、竹、石、磚、瓦，或現成之建築材料為主。禁止採用反光性強之亮面材質，且色彩應以低彩度、低明度之大地色為主。 

6 應符合景觀道路管理維護準則之相關規定 

7 各類設施之設置應提具整體規劃與經營使用構想說明。安全防護與水土保持設施應利用地形、造型、工法、植栽等方式加以軟化遮蔽，以與環境融合。鄰避性設施應禁止設置於景觀道路

可視範圍、主要活動區與下風處。 

8 各類設施應以功能整併複合與設施減量為原則，避免純粹之裝飾造型，並符合節能、環保、生態設計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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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類別 審議原則 

9 各類設施應利用地形地勢、造型、材料、植栽、色彩等方式，與環境融合。 

10 各類設施避免使用色彩過於繁複之再生材料；應以自然之木、竹、石、磚、瓦，或現成之建築材料為主，並考量其後續維護管理需求。禁止使用反光性強之亮面材質，且色彩應以低彩度、

低明度之大地色為主。 

 公共建築設

施 

1 應符合景觀道路管理維護準則。 

2 建築設施之配置與位置，應對陽明山國家公園核心資源衝擊影響最小，不可緊鄰特殊自然地貌景觀或歷史文化遺跡，且避免設置於地形制高點。除非對自然文化資源造成不可逆的影響，

設施管線應以地下化為主。 

3 各類建築設施應盡量符合或採用綠建築標準，與生態工法之原則。減少能耗及對生態環境之衝擊。 

4 應利用地形地勢、造型、材料、植栽、色彩等方式，使建築或設施隱蔽、隱藏或融合於環境之中。 

5 公共建築得利用牌示標示，強化其建築所在。但仍應與環境融合，避免造成景觀風貌之衝突。 

6 行動電話基地臺及既有廣播電視無線電基地臺，應以與人工設施物共構為原則。 

7 新增設之灌溉（水利）設施、自來水設施與廢污水處理設施與系統，應提出增設必要性與環境影響評估說明。 

8 環境條件允許之公眾運輸場站設施，應提供遮雨亭等設備。 

9 安全及保護設施應以自然材料或適當工法予以軟化與隱蔽。 

10 應使用耐候性佳，可抗硫磺腐蝕，低維護管理需求，不易剝落侵蝕變色發霉，且易於清洗之材質。 



 



 

成果報告書∣附錄六-1 
 

 

 

附錄六附錄六附錄六附錄六    

    

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    

景觀風貌保全審議作業景觀風貌保全審議作業景觀風貌保全審議作業景觀風貌保全審議作業    

基本書圖基本書圖基本書圖基本書圖    



 

附錄六-2│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2 

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 
「「「「景觀景觀景觀景觀風貌保全審議申請風貌保全審議申請風貌保全審議申請風貌保全審議申請書書書書」」」」 

書件查核表書件查核表書件查核表書件查核表 
 

註：本表由申請單位勾選 

收文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收文字號  

申請基地資料     市    區    段  小段  等  筆地號 

檢核結果 編

號 
項目 檢核文件 

合格 不合格 

(一)申請書   

(二)委託書（非委託辦理者免備）   

(三)切結書   

(四)協議書   

(五)公有土地使用同意書（無公有地者免備）   

(六)申請基地範圍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一 
基本 
資料 

(七) 開發計畫審議報告書   

(一)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二)申請基地所有權人土地登記謄本   

(三)申請基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四)申請基地建物登記謄本   

二 
檢附 
資料 

(五)基地標示圖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申請人自行檢核結果：□符合規定           

□ 不符規定         

 

                 申請人：                         （簽章）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複核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須補正附件：                          ） 

 

                 承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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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景觀景觀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風貌保全審議風貌保全審議風貌保全審議    

申 請申 請申 請申 請 書書書書    
 

 
 

 

 

 

 

 

 

 

 

申請基地：  

申請人註：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申請人如為公司併請填公司聯絡人 



 

附錄六-4│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4 

委委委委    託託託託    書書書書    

立委託書人            ，茲委託            辦理 

       市    區    段  小段        等地號土地，依「陽明山

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申請審議作業等一切事宜，恐口無

憑，特立本委託書乙份為據。 

此致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委託人 

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姓名或公司名稱：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公司則免填）：民國   年     月    日通 

訊 住 址：    市    路  段  號 

戶 籍 住 址：    市    路  段  號 

聯 絡 電 話： 

負責人姓名：            （簽章） 

負責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負責人戶籍地址： 

負責人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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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 

姓名或公司名稱：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公司則免填）：民國   年     月    日通 

訊 住 址：    市    路  段  號 

戶 籍 住 址：    市    路  段  號 

聯 絡 電 話： 

負責人姓名：            （簽章） 

負責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負責人戶籍地址： 

負責人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1.如為公司行號，請填入公司名稱、公司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併請簽章）、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地址及電話。 

    2.如土地、建物所有權人數眾多，請列冊填入。 

    3.所有權人如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為之。 

    4.土地及建物若已完成信託程序者則以受託人名義為之。 



 

附錄六-6│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6 

切切切切    結結結結    書書書書    

立切結書人（填入申請人填入申請人填入申請人填入申請人）      ，茲切結所檢附    市 

    區段  小段         等地號，依「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

保全審議」申請審議作業，申請書件均正確且屬實。上開書圖文件

內容，如有不實，由立切結書人自行承擔，並同意由 貴處撤銷原

授予之行政處分，不得異議，且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此致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立切結書人 

姓名或公司名稱：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公司則免填）：民國   年     月    日通 

訊 住 址：    市    路  段  號 

戶 籍 住 址：    市    路  段  號 

聯 絡 電 話： 

負責人姓名：            （簽章） 

負責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負責人戶籍地址： 

負責人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如為公司行號，請填入公司名稱、公司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併請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地址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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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風貌保全審議風貌保全審議風貌保全審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為辦理    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申請土地使用風貌保全審議事宜，立同意書人（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所有

附列土地及建築物，同意參加「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申請作業。 

立同意書人參加土地及建築物標示及面積如下： 

編號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資料 

1、姓名或公司名稱：  8、負責人戶籍地址： 

2、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字號： 9、負責人聯絡電話： 

3、出生年月日（公司則免填）：民國  年  月  日 

4、通訊地址： 

5、聯絡電話： 

6、負責人姓名： 

1    

7、負責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10、簽章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填寫說明： 

  1.如為公司行號，請填入公司名稱、公司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併請簽章）、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地址及電話。 

    2.如土地、建物所有權人數眾多，請列冊填入。 

    3.所有權人如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為之。 

    4.土地及建物若已完成信託程序者則以受託人名義為之。 



 

附錄六-8│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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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審查書件查核表審查書件查核表審查書件查核表審查書件查核表 

收文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收文字號  

公司（機關） 地址 
    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申請人 

負責人（首長）： 
申請地點 

地號 等  筆地號 

檢核結果 檢核結果 編

號 
項目 檢核圖件 

合格 不合格 

編

號 
項目 檢核圖件 

合格 不合格 

(一)申請書（申請人、設計人相關基本資料、簽

章、營開業證書字號及設計標的地址、地

號、土地使用分區） 
  (一)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   

(二)委託書（申請人、設計人兩造簽章用印正本

乙份） 
  (二)景觀風貌保全審議原則   

(三)切結書   (三)國家公園預先環境影響評估   

一 基本資料 

(四)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四)水土保持法   
     (五)臺北市、新北市農業使用相關規範   

(一)基地區位與周邊環境現況說明   (六)適用相關獎勵規定之檢討   
1.基地現況圖及附近環境特徵      
2.基地現況使用說明      
3.基地景觀風貌分析說明      
4 基地自然與人文資源現況調查說明      
5.鄰地現況使用說明      

(二)交通動線系統關係      
1.基地周邊道路動線關係      

二 敷地計畫 

2.基地周邊道路情形      
        

(一)開發內容、設計目標及構想簡要說明      
(二)戶外空間設計說明（彩色）      

1.平面配置計畫      
2.開放空間計畫   

四 
相關法令檢

討與查核（應

逐條敘明） 

   
3.設施配置計畫        
4.舖面材質平面配置計畫   (一)回饋措施   
5.設施設計說明   (二)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書   
6.汽、機車停車與出入動線說明   (三)簡易水土保持計畫   
7.基地內人行動線說明      

(三)植栽配置計畫   

五 

其他（視基地

開發性質、條

件與規劃構

想，補充資

料）    
1.既有植栽調查圖        
2.植栽配置圖      
3.照明計畫      

(四)建築物設計說明      
1.建築物平面與立面圖   

七 
其他需檢附

資料 

   
2.建築外觀、屋頂材質色彩說明        

(五) 景觀模擬圖或模型照片等景觀分析圖   
(六)開挖整地計畫   

   
   

三 
設計構想及

說明 

   

     

註：本表由設計單位勾選。 

設計單位自行檢核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設計建築師用印：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複核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須補正圖件：                  ）  

                                        承辦人用印：                          

 

主辦單位書圖審查用 



 

成果報告書∣附錄六-9 
 

 

「「「「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審審審審查書件查核表查書件查核表查書件查核表查書件查核表 

收文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收文字號  

公司（機關） 地址 
台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申請人 

負責人（首長）： 
申請地點 

地號 等  筆地號 

檢核結果 檢核結果 編

號 
項目 檢核圖件 

合格 不合格 

編

號 
項目 檢核圖件 

合格 不合格 

(一)申請書（申請人、設計人相關基本資料、簽

章、營開業證書字號及設計標的地址、地

號、土地使用分區） 
  (一)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   

(二)委託書（申請人、設計人兩造簽章用印正本

乙份） 
  (二)景觀風貌保全審議原則   

(三)切結書   (三)國家公園預先環境影響評估   

一 基本資料 

(四)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四)水土保持法   
     (五)臺北市、新北市農業使用相關規範   

(一)基地區位與周邊環境現況說明   (六)適用相關獎勵規定之檢討   
1.基地現況圖及附近環境特徵      
2.基地現況使用說明      
3.基地景觀風貌分析說明      
4 基地自然與人文資源現況調查說明      
5.鄰地現況使用說明      

(二)交通動線系統關係      
1.基地周邊道路動線關係      

二 敷地計畫 

2.基地周邊道路情形      
        

(一)開發內容、設計目標及構想簡要說明      
(二)戶外空間設計說明（彩色）      

1.平面配置計畫      
2.開放空間計畫   

四 
相關法令檢

討與查核（應

逐條敘明） 

   
3.設施配置計畫        
4.舖面材質平面配置計畫   (一)回饋措施   
5.設施設計說明   (二)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書   
6.汽、機車停車與出入動線說明   (三)簡易水土保持計畫   
7.照明計畫      

(三)植栽配置計畫   

五 

其他（視基地

開發性質、條

件與規劃構

想，補充資

料）    
1.既有植栽調查圖        
2.植栽配置圖      

(四)建築物設計說明      
1.建築物平面與立面圖      
2.建築外觀、屋頂材質色彩說明   

七 
其他需檢附

資料 

   
(五) 景觀模擬圖或模型照片等景觀分析圖        
(六)開挖整地計畫   
   

   
   

三 
設計構想及

說明 

   

     

註：本表由設計單位勾選。 

設計單位自行檢核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設計建築師用印：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複核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須補正圖件：                  ）  

                                        承辦人用印：                          
 

審議小組審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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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10 

「「「「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風貌保全審議」」」」審審審審議意見議意見議意見議意見表表表表 

大項 內容 審議意見 

開發內容、設計目標

及構想 

 

 

 

 

 

戶外空間

設計說明 

平面配

置計畫 

 

 

 

 

 

 開放空

間計畫 

 

 

 

 

 

 設施配

置計畫 

 

 

 

 

 

 舖面材

質平面

配置計

畫 

 

 

 

 

 

 設施 

設計 

 

 

 

 

 

 汽、機車

停車與

出入動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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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項 內容 審議意見 

植栽配置

計畫 

既有植

栽調查 

 

 

 

 

 

 植栽 

配置 

 

 

 

 

 

建築物設

計說明 

建築物

平面與

立面 

 

 

 

 

 

 建築外

觀、屋頂

材質色

彩 

 

 

 

 

 

景觀模擬分析  

 

 

 

 

開挖整地計畫  

 

 

 

 

委員審議結果：  □同意 

                □不同意  

 

審議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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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附錄七附錄七附錄七    景觀道路風貌保全審議景觀道路風貌保全審議景觀道路風貌保全審議景觀道路風貌保全審議    

衝擊影響評估衝擊影響評估衝擊影響評估衝擊影響評估    

    

原道路特別景觀區，係將景觀道路中心兩側 25 公尺至 50 公尺之

原有第三、四種一般管制區，劃定為道路特別景觀區，嚴格禁止開發，

以確保道路景觀之保護。現擬調整原道路特別景觀區分區，配合景觀

風貌保全審議取代原有禁止開發使用之限制，雖可達到民眾權益與園

區道路景觀之平衡，但亦可能增加道路兩側之新興開發使用行為。原

道路特別景觀區取消後，土地允許使用項目將回歸原第三、四種一般

管制區之規範。除原有使用外，主要新增加農業、農舍之開發使用，

以下將針對未來可能新增農舍以及農業使用，對於景觀道路之衝擊影

響進行評估。 

 

一一一一、、、、新增農舍之建築數量與區位評估新增農舍之建築數量與區位評估新增農舍之建築數量與區位評估新增農舍之建築數量與區位評估 

依據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以及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

原則規定，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面積不得小於 0.25 公頃，建築

基地坵塊5平均坡度不得超過 30％（三級坡以下）；且需位於第三種

一般管制區範圍內。 

（（（（一一一一））））    以原道路特別景觀區內可開發土地面積比例計算以原道路特別景觀區內可開發土地面積比例計算以原道路特別景觀區內可開發土地面積比例計算以原道路特別景觀區內可開發土地面積比例計算 

以原有道路特別景觀區範圍內，可開發興建農舍土地之總面積

（屬於私人、國私與市私共有土地，且土地坵塊平均坡度在 30％以

                                                        
5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坵塊大小以 25m*25m 計算之。 



 

附錄七-2│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下者），除以允許興建農舍之最小農業用地面積（0.25 公頃），計未來

可能增加 109 座農舍。此估算方法未考量 3 級坡坵塊之連續性、既有

土地地籍大小，現況是否已有建築；且未排除應劃屬於第四種一般管

制區之土地。故實際可以新建之農舍數量將小於本估算值。 

 

附錄表 7-1 原道特景區內可開發土地面積比例計算農舍興建數量表 

景觀道路 總面積（㎡） 可開發土地

面積（㎡） 

可 開 發 土 地 面

積百分比（％） 

可 興 建 農

舍數量 

陽金公路 554512.7535 123210.1668 22.2195371 49 

101 甲公路 136993.9513 88364.61883 64.5025696 35 

陽投公路 235902.0671 54800.56799 23.2302195 21 

冷水坑道路 156024.2545 10022.00363 6.42336261 4 

合計 1083433.026 276397.3573 - 109 

 

 

 

 

 

 

 

 

 

 

 

 

 

 

 

 

附錄圖 7-1 景觀道路審議範圍內可開發土地分佈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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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納入道路特別景觀區沿線土地地塊估算納入道路特別景觀區沿線土地地塊估算納入道路特別景觀區沿線土地地塊估算納入道路特別景觀區沿線土地地塊估算 

考量私人擁有土地不限於原道路特別景觀區內，故以有部分位於

道路特別景觀區內，面積大於或等於 0.25 公頃的私人與國私、市私

共有土地，目前沒有房舍，且道路特別景觀區內具有 3 級坡以下可供

建築的地塊估算。在不考慮土地分割情況下，亦即一塊土地原則只興

建一棟農舍；預計可能新增 93 座農舍。若進一步排除未與第三種一

般管制區鄰接者，則可能新增農舍數量降低至 45 座。 

 

附錄表 7-2 道路特別景觀區沿線土地可新建農舍數量估算表 

景觀道路 
陽金 

公路 

百拉卡 

公路 

陽投 

公路 

冷水坑 

道路 
合計 

私人與共有土地地塊數量 206 340 497 32 1075 

私人與共有土地面積（㎡） 327799.2 432151.3 4241469.7 61477.2 1245574.4 

0.25 公頃以上地塊數量 33 54 41 9 137 

0.25 公頃以上地塊面積（㎡） 223607.4 291633.3 244466.0 34995.4 794702.1 

道路特別景觀區內有 3 級坡以

下坵塊之地塊數量 
32 47 24 9 112 

道路特別景觀區內有 3 級坡以

下坵塊地塊面積（㎡） 
219642.8 253183.0 149520.8 34995.4 657342.0 

道路特別景觀區與管三鄰接地

塊數量 
30 36 21 6 93 

道路特別景觀區與管三鄰接地

塊面積（㎡） 
194329.2 188954.5 110992.9 23469.9 517746.5 

現況無建築之地塊數量 12 26 3 4 45 

現況無建築之地塊面積（㎡） 76001.4 144534.1 12988.0 46311.2 279834.7 

 

 

 

 

 

 



 

附錄七-4│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附錄圖 7-2 陽金公路沿線可新建農舍位置分佈圖 

附錄圖 7-3 百拉卡公路沿線
可新建農舍位置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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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7-4 陽
投公路沿線可
新建農舍位置
分佈圖 

附錄圖 7-5 冷水坑道路沿線可新建農舍位置分佈圖 



 

附錄七-6│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二二二二、、、、新增農舍對於道路視域景觀之衝擊影響新增農舍對於道路視域景觀之衝擊影響新增農舍對於道路視域景觀之衝擊影響新增農舍對於道路視域景觀之衝擊影響 

以納入道路特別景觀區沿線土地之未來潛在新增農舍地籍，與各

景觀道路沿線景觀分析圖加以疊合，進行未來新增農舍對於道路視域

景觀之衝擊影響評估。 

（（（（一一一一））））    陽金公路陽金公路陽金公路陽金公路 

陽金公路潛在之新開發區域，主要分佈於八煙、高厝一帶，現有

土地利用多為農業使用，亦屬於既有之低密度開發區，少數地塊位於

眺望點眺望範圍內，但均非屬於重要眺景點。可配合相關聚落之風貌

保全工作，強化本區之景觀風貌特質。 

（（（（二二二二））））    101 甲公路甲公路甲公路甲公路 

101 甲公路之潛在開發區域位於國家公園邊界一帶，少數為農業

使用，其餘為林地，現況多為林蔭道路。有少量土地位於眺景點上，

但非屬重要眺景點。未來之開發應注意建築設施之退縮，以及退縮綠

帶之運用，以避免對本區景觀風貌特質之衝擊影響。 

（（（（三三三三））））    陽投公路陽投公路陽投公路陽投公路 

陽投公路潛在之新開發土地，主要位於東昇路上，屬於既有聚落

範圍，現況使用分別為農業與林地。其中一土地位於一般眺景點範圍

內，但非屬於重要眺景點。對陽投公路整體景觀風貌特質與品質衝擊

不大。 

（（（（四四四四））））    冷水坑道路冷水坑道路冷水坑道路冷水坑道路 

冷水坑道路之潛在開發區集中於菁山露營場遊憩區至菁山路

101 巷之間，現況為雜木林地使用，無特殊景觀資源。未來之開發主

要需注意建築設施之退縮，以及退縮綠帶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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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7-6 陽金公路景觀資源衝擊影響分佈圖 



 

附錄七-8│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附錄圖 7-8 101 甲公路景觀資源衝擊影響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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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7-9 陽投公路景觀資源衝擊影響分佈圖 



 

附錄七-10│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附錄圖 7-10 冷水坑道路景觀資源衝擊影響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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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新增農業使用分析新增農業使用分析新增農業使用分析新增農業使用分析 

（（（（一一一一））））    基本限制基本限制基本限制基本限制 

依據「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以及「陽明山國家公

園保護利用管理原則」規定，得進行農業開發使用之土地坵塊6平均

坡度不得超過 40％（四級坡以下）；且需屬於第三、四種一般管制區

範圍內。 

（（（（二二二二））））    原道路特別景觀區範圍內新增農業使用原道路特別景觀區範圍內新增農業使用原道路特別景觀區範圍內新增農業使用原道路特別景觀區範圍內新增農業使用 

以原有道路特別景觀區範圍內，屬於私人、國私與市私共有土

地，且該筆土地內有土地蚯塊平均坡度在 40％以下者，並扣除現為

農業與建築使用土地，估算未來可供新增農業使用土地面積為

277424.9 ㎡。其中以百拉卡公路與陽投公路之泉源路東昇路分佈最為

密集。陽金公路主要分佈於後山、八煙一帶。冷水坑道路則集中於菁

山露營場遊憩區一帶。此估算方法未扣除不適宜農業使用之五級坡以

上土地，故實際可開發土地面積較小。 

附錄表 7-3 原道路特別景觀區內可供農業使用土地面積表 

景觀道路 
總面積

（㎡） 

道特景四級

坡以下土地

面積（㎡） 

道特景私人與

公私共有土地

面積（㎡） 

既有農業與建

築使用土地面

積（㎡） 

可新增農業

使用土地面

積7（㎡） 

陽金公路 554512.8 380000 157434.6 76712.4 97220.0 

101 甲公路 136994.0 124375 135151.2 18967.0 115788.8 

陽投公路 235902.1 176250 122717.8 73087.1 56723.9 

冷水坑道路 156024.3 117500 13252.5 12925.3 7692.2 

合計 1,083,433.2 798,125.0 428,556.1 181691.8 277,424.9 

                                                        
6參照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坵塊大小以 25m*25m 計算之。 

7原有道路特別景觀區範圍內，屬於私人、國私與市私共有土地，且該筆土地內有

土地坵塊平均坡度在 40％以下者，並扣除國土利用調查資料中，現為農業與建築

使用土地。 



 

附錄七-12│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景觀風貌保全與營造法制架構及準則擬定之探討 

—以景觀道路沿線區域為例 

    

    

    

    

    

    

    

    

    

    

    

 

 

 

附錄圖 7-11 原道路特別景觀區內新增農業使用土地位置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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