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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土地使用現況調查、地理資訊系統（GIS） 

一、研究緣起 

陽明山國家公園為北台灣相當重要的一個自然資源的寶庫，在國家公園的範

圍內擁有許多稀有的動植物資源以及奇特的大屯火山地形，是提供民眾認識大自

然最好的教室。此外，陽明山國家公園所處的位置，因緊鄰台北都會區，且為都

市發展地區的邊緣，易受到都市發展的影響，導致在國家公園的範圍內有零星的

不當開發行為發生，甚至於有佔用國有土地的情形。 

雖然管理處曾經於民國八十三、四年針對管有土地的使用現況與地上建築物

的使用進行過全盤性的清查。但是已近十年，對於過去所掌握的土地使用現況與

管有土地佔用的情形，實需積極的再次進行全面性的調查，以防止佔用或墾植的

情形發生。 

本次的委託研究計畫希望協助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有效的瞭解並掌握其

管轄範圍內的土地使用現況與使用者的資料。經由實際的田野調查，全面性將土

地使用現況作明確的紀錄，並建立資料庫，讓管理處能對於管有土地的使用作更

積極的處理，並且有效的掌控土地的資源。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在研究方法上以田野調查法為主軸，透過全面性的土地使用現況調查，輔以

現有使用者二手資料的調查，將陽明山國家公園位於北投區的管有土地作徹底的

瞭解，並且進一步的建立使用現況的資料庫。 

此外，運用疊圖套繪法，將地形圖與地籍圖加以套疊，作為本研究現況調查

的主要工具，對於現況調查的成果，可以藉由在圖上的描繪，增加資料的易讀性。 

三、重要發現 

（一）管有土地多仍維持自然狀態，合乎國家公園規劃的精神，其面積占本

次調查範圍之 90.3%。 

（二）部分管有土地存有已廢棄之建築物及建築廢棄物，破壞環境與景觀。 

（三）小部分管有土地有私人佔用的情形，多位於龍鳳谷與小觀音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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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溫泉管線的分布，多位於馬槽與龍鳳谷區，由溫泉業者各自接溫泉管

線經營，缺乏整體規劃設計，造成管線雜亂分散，視覺景觀不佳。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宜針對管有土地建立全盤的使用現況資料庫。 

（二）未來對於管有國有土地資料庫應定期作資料更新。 

（三）針對私人佔用國有土地的情形，宜以更積極的態度面對與解決。 

（四）管有土地後續的經營管理，可再加強。 

（五）未來如條件可行，宜以衛星照片圖作為使用現況調查之輔助工具。 

（六）使用現況為空地的部分，宜作綠化植被復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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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陽明山國家公園成立至今將近二十年，因鄰近台北都會區，且具有豐富的自

然及人文資源，成為北台灣居民相當重要的一處休閑遊憩場所，再加上完整的生

態資源體系，也提供國人另一處有教育意義的生態教室。因此，在國家公園的發

展目標是保育重於開發利用的原則之下，對於現有管理處所管有的國有土地而

言，更應當加強注意及監控其使用現況，維護生態環境之永續利用，故以本研究

作為基礎現況資料蒐集的手段，進一步的掌控管有土地的現況。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本研究最主要是為了全面瞭解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管有國有土地的現

況，以及現況資料庫的建立，而其發展的背景與研究的目的，詳細說明如下︰ 

一、研究緣起 

陽明山國家公園為北台灣相當重要的一個自然資源的寶庫，在國家公園的範

圍內擁有相當多稀有的動植物資源以及奇特的大屯火山地形，是提供民眾認識大

自然最好的教室。此外，陽明山國家公園所處的位置，因緊鄰台北都會區，且為

都市發展地區的邊緣，易受到都市發展的影響，導致在國家公園的範圍內有零星

的開發行為發生，甚至於有佔用國有土地的情形。 

故從民國七十四年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成立以來，基於生態保育、工程建

設等需求，陸續撥用國有土地及徵收或價購私有土地，至今管有土地在台北市北

投區就有約 700 公頃，另外尚包括士林區以及台北縣的土地，可說是幅員遼闊。

但是，由於部份國有土地上，在管理處成立之前即有民眾使用，或因財政問題無

法全數補償，以及因民眾對於土地有感情不願遷離，或是有其他的政府機關使用

無法遷離，以致於有佔用管有土地的情事發生。雖然管理處曾經於民國八十三、

四年針對於管有土地的使用現況與地上建築物的使用進行過全盤性的清查工

作。但是事隔已近十年，對於過去所掌握的土地使用現況與管有土地佔用的情

形，實需積極的再次進行全面性的調查，以防止佔用或墾植的情形發生。 

本次的委託研究計畫即著眼於此，希望協助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有效的瞭

解並掌握其管轄範圍內的土地使用現況與使用者的資料。經由實際的田野調查，

全面性的將土地使用現況作明確的紀錄，並建立資料庫，讓管理處能對於管有土

地的使用有更積極的處理方式，並且有效的掌控土地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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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管有國有土地使用現況及其使用人資料。 

（二）建立管有國有土地現況調查資料庫。 

（三）研擬目前陽管處管有土地所面臨的課題與對策，以供未來管理上之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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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節中將分為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兩個部分，主要是說明本研究最主要的工

作與所運用的科學方法，不僅具有靜態的研究分析工作，尚包含動態的現況調查

作業，詳細說明如下︰ 

一、研究內容 

首先，在研究內容的部分，主要分為以下的三項，包括現況調查、資料庫的

呈現以及課題的研提等，主要是為了建立管有土地的現況資料庫，其詳細說明如

下︰ 

（一）針對計畫範圍內之管有土地使用現況進行調查 

本研究主要的工作範圍將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之管有土地做現況

使用調查，其中將包括對於建築物、構造物資料的調查與蒐集，建築物涵

蓋其使用性質、建物樓層、建物結構等；構造物則包含如：圍牆、水池、

廣告牌…等建築相關資料。 

（二）將土地使用現況調查之成果以圖面的方式呈現 

將現況資料予以圖面化處理，將有助於現況資料庫之建立，並且增加

資料的易讀性與全盤的掌握管有土地之使用現況，不但能有效的管控土地

的狀況，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的處理相關的問題。 

（三）釐清目前土地使用現況之課題 

經由現況調查的資料，對於陽管處之管有土地能有全盤性的瞭解與掌

握，由學術研究和實務操作兩種角度切入，探討並研擬目前陽管處管有土

地所面臨的課題，以供未來管理上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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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田野調查法 

本研究計畫主要是以田野調查為主要的研究方法，透過全面性的土地

使用現況調查，與現有使用者資料的調查，將陽明山國家公園位於北投區

的管有土地作徹底的瞭解，並且能進一步的建立現況使用的資料庫，以利

未來管理處處理管有土地的參考依據。 

（二）疊圖套繪法 

本研究進行現況調查的主要工具，就是地形圖與地籍圖。透過兩種圖

面的套疊，作為現況調查的依據，對於現況調查的成果，可以藉由在圖上

的描繪，增加資料的易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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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流程 

研究範圍的部分主要是界定本研究在地理位置上的區域，以利後續現況調查

及分析工作之劃分。而研究流程是建立本研究之主體架構，確保研究結果能具體

有效。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地區位於台北市北投區湖山、湖田段之陽明國家公園管理處管有國有

土地，研究地區所屬範圍如圖 1-1，面積共約 570 公頃。 

圖 1-1  研究地區所屬範圍圖 

 

資料來源：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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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如下圖所示︰〈圖 1-2〉 

 

圖 1-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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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概要 

第一節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概要 

一、演變過程 

（一）日據時期 

陽明山地區於民國二十四年，被指定為「大屯國立公園」預定區城，

範圍包括觀音山及大屯山一帶地區。 

（二）民國五十二年 

前交通部「觀光事業小組」委託前台灣省公共工程局將鄰近台北市郊

之陽明山公園，併附近之七星山、大屯山以及金山、野柳、石門、富貴角

等北部濱海地區，規劃為「陽明國家公園」，面積約二萬八千四百公頃，惟

因當時國家公園法尚未公布，缺乏法律依據而未實施。 

（三）立法實施階段 

1.民國七十年代 

（1）經內政部邀請專家學者及有關行政單位組成小組，重新調查陽

明山地區之資源潛力與土地利用現況，初步調查結果，發現陽

明山、七星山及大屯山火山群彙中心地區，面積約一萬餘公頃，

由於在軍事管制及台北市政府劃設為都市計畫保護區之長期保

護下，仍具有自然生態景觀之特色。 

（2）且因毗鄰台北市中心，亦為台北盆地北方之重要屏障及國民戶

外休閒遊憩之重要地區，建議應予妥善維護管理。 

（3）後經行政院第一七七九次院會通過之「觀光資源開發計畫」中，

指示內政部將此一萬餘公頃之地區於兩年內規劃為「陽明山國

家公園」。 

（4）內政部於民國六十一年六月訂頒國家公園法。並於七十四年五

月二十三日經行政院第一九三五次會議通過「陽明山國家公園

計畫」並於同年九月一日公告實施。 

2.通盤檢討 

依國家公園法施行細則第六條規定，國家公園計畫主管機關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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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應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更。 

（1）第一次通盤檢討－「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於

八十三年九月二十二日經行政院第二三九九次會議通過並於八

十四年一月一日公告實施。 

（2）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為因應時代潮流及社會演變，配合

生態環境之改變、人文環境之變遷與社會產業之轉型，依規定

自八十九年起開始辦理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目前正在進行法定審議程序中。 

二、計畫範圍與年期 

（一）計畫範圍（圖 1-1） 

1.地理位置：陽明山國家公園位於台灣次北端，以台灣最北端之富貴

角與台北盆地間之大屯火山群彙地區為中心，東面至磺嘴山、五指

山東側；西面至烘爐山、面天山西麓；北面包括竹子山及其北面之

土地公嶺；南面至紗帽山南麓，向東延伸至平等里東側山谷為界。 

2 面積 

（1）原計畫面積為一萬一千四百五十六公頃。 

（2）第一次通盤檢討－增加金山鄉焿子坪一帶，並將淡水鎮白石腳

社區劃出國家公園範圍，面積修正為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五公頃。 

（3）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預計將台北縣淡水鎮興福寮社區、

賓士園社區、楓樹湖社區等劃出國家公園範圍，並調整部分土

地使用分區，計畫面積修正為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一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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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內容概要 

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約略可將此計畫內容

概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一）緒論－分為緣起、計畫範圍、研究方法以及規劃辦理程序。 
（二）自然環境與景觀資源－地理區位、地質地形環境、動植物環境、水文

與溫泉環境、氣候環境。 
（三）人文環境。 
（四）遊憩資源。 
（五）實質發展現況。 
（六）相關預測。 
（七）計畫目標與方針。 
（八）課題與對策。 
（九）實質計畫。 
（十）經營管理計畫。 
（十一）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四、分區計畫 

依國家公園第十二條規定，國家公園區域內土地劃分為五種分區分別為：生

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遊憩區及一般管制區。 

（一）分區策略（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1.充分考慮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之限制與發展條件，並了解園區內居

民與文化環境之現實，調整限制與管制措施。 

2.善用緩衝區功能：分區採取「核心區／緩衝區／過渡區」模型，以

核心區作為保護區，緩衝區作為管理使用區，過渡區作為合作區。 

3.陽明山國家公園依照現有的分區標準係依國家公園法之規定，以資

源環境空間聚集特性，進行分區之依據，以具有環境敏感區及天然

動植物資源分佈之區域作為生態保護區，以具有特殊之天然景緻作

為特別景觀區，二者均為核心區；適合野外遊憩活動之資源者劃設

為遊憩區，容許有限度的資源利用，為緩衝區；一般管制區則有緩

衝區與過渡區的功能，其中位於邊緣地區被劃入範圍內的村落，可

劃為過渡區，進行合作經營管理。 

4.邊緣村落以過渡區經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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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作經營環境規劃策略：以合作經營方式，與社區居民合作共同規

劃當地環境。此項措施應注意長期與居民進行協商，了解各村落之

環境特色，以及居民需求，不斷調整區域管理策略。 

（二）分區劃設原則 

1.生態保護區 

（1）為供研究生態而應嚴格保護之天然生物社會及其生育環境之地

區。 

（2）具有特殊具有代表性、自然度高（已經復育）之生態系重要珍

稀或特殊之動植物、環境歧異度高、生物多樣性高或為其他地

質、地形、水文環境敏感區。 

（3）需維持自然及原始狀態或不宜破壞自然環境，以免造成環境災

害者。 

2.特別景觀區 

（1）係指具無法以人力再造之特殊天然景緻，而應妥予保護之地區，

即具有特殊而優美的地質、地形景觀。 

（2）劃設原則 

A.生態保護區外圍屬硫氣孔、箭竹草原、火山口湖等特定景觀

之地區。 
B.基於視覺景觀需要： 

a.區域西北面、西南面包括南面中正山、紗帽山一帶海拔標

高五百公尺以上之地區。 
b.東北面往南至鵝尾山一帶海拔標高為七百公尺以上之地

區。 
c.主要景觀道路中心兩旁各五十公尺，及次要景觀道路中心

兩旁各二十五公尺之地區。 

3.史蹟保存區 

本區目前雖有數個較具保存價值之人文遺址，惟尚待調查求

證，目前仍暫不劃設史蹟保存區。 

4 遊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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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可發展國民戶外遊憩之地區。 

（2）劃設原則 

A.區位理想且適宜作為全區國民遊憩服務中心之地區。 
B.景觀優雅，腹地廣大，客觀發展條件優良之地區。 
C.已具遊憩之規模，僅需稍加規劃整理，即可發展為優良遊憩

之地區。 

5.一般管制區 

前述之外圍地區，具緩衝性質，劃設為一般管制區。 

（1）第一類使用地（管一）：係指可供興建住宅及公共設施之用地。 

（2）第二類使用地（管二）：係指可供公共建築使用之用地。 

（3）第三類使用地（管三）：係指己有聚落發展或建築物零星分布，

其環境應予維護改善之用地。 

（4）第四類使用地（管四）：係指仍保有完整之自然環境，需維持其

自然型態之用地。 

（三）實質計畫內容：〈圖 2-1〉 

1.生態保護區： 

（1）生態保護區（一）－鹿角坑生態保護區 

A.以鹿角坑溪原始闊葉林區為中心。 
B.北－竹子山，東－馬槽溪，西－小觀音山，南－陽金公路北

面。 
C.面積－九百一十三公頃。 

（2）生態保護區（二）－磺嘴山生態保護區 

A.以磺嘴山與大尖後山連稜為中心。 
B.範圍包括至半山麓一帶。 
C.面積－四百三十五公頃。 

（3）生態保護區（三）－夢幻湖生態保護區 

A.七星夢幻湖及周圍湖濱區。 
B.面積－一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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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本區之資源特色主要以保護湖內之台灣水韭等，以做為學術

研究。 

2.特別景觀區 

（1）特別景觀區（一）－核心景觀區 

A.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之核心地帶，範圍為生態保護區之外圍。 
B.範圍為本區域東北面往南以迄南面鵝尾山一帶海拔標高七百

公尺以上之地區，以及東北面、西北面、西南面海拔標高五

百公尺以上之地區，包括硫磺谷、龍鳳谷之硫氣孔及部分外

圍火山錐體、火山口湖等地區。 
C.面積－約四千公頃。 

（2）特別景觀區（二）－陽金公路景觀區 

A.為維護陽金公路沿線之視覺景觀。 
B.陽明里、湖山里己公告都市計劃細部計畫範圍線起至本計畫

區東北端界線止，其道路中心兩旁各五十公尺之地帶。 

圖 2-1 分區位置圖 

 

資料來源：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本研究 

所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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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別景觀區（三）－一○一甲公路景觀區 

A.為維護一○一甲縣道（百拉卡公路）沿線之視覺景觀。 
B.自陽金公路交叉路口起至本計畫區西側界線止，其道路中心

兩旁各二十五公尺之地帶。 

（4）特別景觀區（四）－陽投公路景觀區 

A.為維護陽明山後山公園至硫磺谷沿線視覺景觀。 
B.自陽明山後山公園界線起至本計畫區西南端界線止，以及自

陽明山前山公園至龍鳳谷地區，除台北市陽明里、湖山里一

帶已公告都市計畫細部計畫之一段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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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十五公尺地

帶，劃設為特別景觀區。 

（5）特別景觀區（五）－冷水坑道路景觀區 

A.為維護擎天崗冷水坑至菁山露營場及通至中山樓一帶之道路

沿線視覺景觀。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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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台北市陽明里、湖山里一帶已告有都市計畫細部計劃

之一段外，其道路中心兩旁各二十五公尺之地帶。 

（6）特別景觀區（六）－內雙溪中上游水源涵養區 

A.天溪園內雙溪上游內溝溪支流所夾山嘴。 
B.面積約十九公頃。 

（7）特別景觀區（七）－鹿堀坪周邊地區 

A.頭前溪上游鹿堀坪周邊地區，磺嘴山生態保護區東側三公里

處。 
B.面積約十七公頃。 

3.遊憩區 

（1）遊憩區（一）－馬槽七股溫泉區 

A.位於國家公園之地理中心。 
B.計畫範圍東、西、南三邊皆以陽金公路為界，馬槽溪流經基

地內劃分為東西兩區。 
C.面積－三三．四二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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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本區發展為遊憩區的有利條件︰ 
a.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地理中心，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及北區旅

遊之重要據點，可與金山、萬里一帶旅遊系統相連結。 
b.地形平坦、腹地廣大，與附近七股、八煙一帶熔岩台地平坦

區高冷蔬菜及花卉種苗種作之農業區相連結。 
c.本區可遠眺金山海岸，附近有河谷、硫氣孔景觀，自然植被

景觀、地熱溫泉資源，以及竹子山系、磺嘴山、七股山等火

山地形景觀等，遊憩資源相當豐富。 
d.可發展自然資源為導向之活動型態，包括自然探勝、休憩賞

景、野外健行、自然性野餐、溫泉資源活動等。 
e.目前已有部分餐飲及溫泉浴室之服務設施，依本區之資源特

性，規劃為可供住宿、健行步道及其他自然性野外活動等以

溫泉為特色之遊憩區，並配合附近遊憩帶發展，以馬槽為中

繼站，做兩天一夜之旅遊行程。 

（2）遊憩區（二）－二子坪遊憩區 

A.位於計畫區的西部。 
B.以大屯山主峰、二子山、大屯西峰、大屯南峰等山峰間之火

口盆地為主。 
C.面積－二十一公頃。 
E.本區發展為遊憩區的有利條件︰ 

a.區位良好，為園區多條登山步道之交會點，可發展為優良登

山休憩據點區。 
b.本區以蝴蝶花廊步道串連大屯自然公園，目前大屯自然公園

已規劃完善，兩遊憩區可結合經營管理。 
c.本區蝴蝶花廊二側為二十年以上植生覆蓋良好的次生林，且

四周為本園核心特別景觀區，植生覆蓋良好。 
d.本區地勢平坦，可設登山休息站及自然性野外活動區，並做

為戶外環境教育場所。 
e.本處已取得本區全部私有土地，有利於整體規劃發展。 

（3）遊憩區（三）－大屯自然公園區 

A.位於陽明山公園的西部。 
B.大屯坪之北面。 
C.大屯山與菜公坑山間所圍繞之盆地為中心。 
D.面積－四十一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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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本區發展為遊憩區的有利條件︰ 
a.緊鄰一Ｏ一甲縣道，交通便捷。 
b.地形平坦，水源充足，生態資源豐富，且為公有地，有利於

整體規劃經營管理。 
c.四周為特別景觀區，景觀自然優美，動植物資源豐富，規劃

為自然景觀及戶外環境教育場所。 
d.鄰近多條登山步道、蝴蝶花廊步道、于右任墓園、二子坪遊

憩區等重要據點，可規劃串連整體發展。 

（4）遊憩區（四）－陽明公園區 

A.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南部，為南側主要遊憩區之一。 
B.面積－一百二十公頃。 
C.本區發展為遊憩區的有利條件： 

a.陽明公園早於日據時代即已著手開發，光復後經歷陽明山管

理局、台北市政府等單位之繼續建設整理，具有相當遊憩規

模與水準，中外馳名，每年慕名前來觀賞遊憩之遊客以已百

萬人次計。 
b.本區具有溫泉、瀑布、地質、植生景觀，可進行賞景、溫泉

浴、野餐、健行等活動。 
c.區位適當、交通便捷、坡度緩、腹地廣，現有遊憩設施完備，

可容納大量遊客。 
d.本區有日據時期遺留各具特色之溫泉別墅計三十棟，可做為

溫泉個別主題館之規劃，並配合陽明書屋，歸劃為特殊人文

景觀區。 
e.本區有台北市政府規劃纜車建設之終點站，可進一步與公共

交通整體規劃，改善現有交通問題，提昇遊憩品質。 

（5）遊憩區（五）－童軍露營區 

A.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之中南部，陽明公園第二停車場對面，

以陽金公路東側之現有中國童子軍陽明山露營地為範圍。 
B.面積－約六公頃。 
C.本區發展為遊憩區的有利條件： 

a.現有露營地已具規模與水準，僅需稍加整理與規劃即可。 
b.交通方便，區位適當，與陽明公園遊憩區及國家公園管理處

及遊客中心連結良好，可整體規劃發展。 
c.自然生態資源豐富，保留部分多年生原生次生林優勢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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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與人工林混和，林相優美。 
d.地形平坦，適合作為童子軍寓教於樂之活動場所外，亦可發

展成為充滿趣味性之遊憩活動區。 

（6）遊憩區（六）－菁山露營區 

A.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之中南部，北起碧園農路北支線，東至

菁山路一Ｏ一巷及菁山苗圃西側農路，南達菁山路一Ｏ一巷

七十一弄及力行段二小段一三九之三地界，溪底南磺溪支流

畔。 
B.面積－約二十五公頃。 
C.本區發展為遊憩區的有利條件： 

a.距離台北市中心約一小時車程，可及性高。 
b.本區多闊葉林，植生茂密，生態環境良好。 
c.可遠眺紗帽山，且附近有瀑布、草原、山岳及農園等豐富多

樣遊憩據點，且基地展望景觀甚佳，可發展為賞景、夜間體

驗園區與生態教育中心。 
d.現有露營場經多年開發建設，已有具規模之各項露營設施，

發展條件佳，規劃為兼具戶外遊憩、社會教育及自然保育三

大功能之場所。 
e.土地權屬單純，大多為管理處所有，可進行整體規劃。 

（7）遊憩區（七）－雙溪瀑布區 

A.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東南側，西面為鵝尾山之東麓緩坡，以

聖人瀑布及附近雙溪河谷兩岸緩坡地區為主，東面為五指山

支脈陡峭峻坡，形成聖人瀑布，南面至派出所妙法寺，北接

至平等里之登山步道。 
B.面積－約十九．九二三公頃。 
C.本區發展為遊憩區的有利條件： 

a.向東往五指山地區，可連接內湖山區之登山遊憩據點，向南

往故宮博物院、至善園及中影文化城等遊憩據點，可串連為

一高品質遊憩帶。 
b.本區具聖人瀑布及溪流景觀，規劃為觀賞瀑布及溪流生態之

旅導向之遊憩型活動地區，並提供餐飲服務。 
c.鄰近台北都會區，至善路開闢拓寬完成，道路寬闊交通便

利，可與台北市雙溪、五指山以及內湖地區之遊憩計畫整體

串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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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遊憩區（八）－硫磺谷龍鳳谷區 

A.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之西南側，以硫磺谷及龍鳳谷及其交接

地區為主。 
B.面積－約一．二公頃。 
C.本區發展為遊憩區的有利條件： 

a.本區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台北市北投之入口，交通易達性

高，區位甚佳。 
b.本區土地均為管理處所管有，易於整體規劃管理。 
c.附近硫磺谷內有地熱及溫泉活動、其他火山地形景觀、五指

山層受硫磺侵蝕沈積岩變質之岩性與結構，並有特殊之硫氣

孔植物景觀，可供發展為解說教育與學術研究之天然教室。 
d.附近龍鳳谷內溪流豐沛，兩岸林木茂盛，適合健行活動。 
e.鄰近陽明公園，可串連陽明公園遊憩區形成具有特色之遊憩

區帶，導引陽明公園過度密集之遊客，與頂湖、湖底、六窟、

七窟等溫泉餐飲業統一規劃，以疏散導引竹子湖餐飲業之壓

力。 
f.採硫史蹟以及採硫基地富有人文意義，可串連北投溫泉博物

館及附近相關溫泉特殊產業，將溫泉餐飲業集中並導引至北

投地區，以減緩本園區溫泉餐飲業所產生之環境壓力。 

（9）遊憩區（九）－冷水坑遊憩區 

A.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中南部，東至竹篙山西麓，西至七星山

山麓，南近高冷蔬菜專業區，北至七股山南麓。 
B.面積－約十公頃。 
C.本區發展為遊憩區的有利條件： 

a.附近有夢幻湖、七星山、七股山、竹篙山等多處遊憩據點，

又鄰近擎天崗特別景觀區、菁山露營場遊憩區等，可串連為

一完整遊憩帶。 
b.本區具火山湖泊、地熱及溫泉等，遊憩資源豐富。 
c.現有台北市產業道路通達，交通尚稱便利，且地形平坦，腹

地廣大，客觀條件良好。 
d.本區周遭山群環繞，富地形景觀及植生景觀，可設步道、眺

望台等遊憩設施與解說設施，以利遊客瞭解特殊地景或地

物，為優良之野外遊憩區。 
e.本區土地全部為管理處所管有，利於整體規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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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遊憩區（十）－大油坑遊憩區 

A.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中部偏東，以陽金公路與採硫產業道路

交接之附近地區為主，東側鄰近磺溪支流，西側鄰近七股，

北至陽金公路北側。 
B.面積－約三公頃。 
C.本區發展為遊憩區的有利條件： 

a.本區具溫泉、地熱、噴氣景觀、大油坑溪河谷等遊息資源，

且本區山脈青翠，河谷蜿蜒，硫氣噴氣孔形成特殊之地質景

觀，遊憩發展價值高。 
b.火山硫氣孔為本園最大者，景觀特殊，吸引力大，為佳之火

山地理地形解說教育區。 
c.鄰近擎天崗草原景觀區、七星山夢幻湖、馬槽七股溫泉區等

據點，自成一連貫性遊憩系統。 
d.視覺景觀優美眺望視野佳。 
e.早年開採白土礦區具有教育解說功能。 

（11）遊憩區（十一）－小油坑遊憩區 

A.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中部，以陽金公路與七星山小油坑硫氣

孔間平坦地區為主， 
B.面積約三公頃。 
C.本區發展為遊憩區的有利條件： 

a.火山硫氣孔為本園次大者，景觀特殊，且鄰近陽金公路，交

通更利，宜開發為火山解說休憩據點。 
b.本區為七星山登山路線必經之地，平坦地面積廣，發展腹地

充足，客觀條件良好。 
c.本區皆為國有土地，利於整體規劃發展。 
d.附近植生包括台灣箭竹草原、台灣芒草原、五節芒草原景

觀，綿密群落極為獨特，可設計特殊遊憩活動。 
e.聯外道路沿線可展望竹子山與七星山景觀，可藉解說瞭解其

成因及差異。 

4.一般管制區 

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域除上述分區外，餘均留設為一般管制區，

為利國家公園經營管理需要，再依照資源特性、發展現況與實際需

要，劃分為四類使用地，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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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管制區（一）－士林陽明里、北投湖山里 

A.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南側。 
B.以台北市士林陽明里、北投湖山里原有公告都市計畫，細部

計畫地區為主。 
C.面積約四十二公頃。 

（2）一般管制區（二） 

A.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中南部，童軍露營場南側。 
B.面積約六公頃。 
C.劃設為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及國家公園警察隊之辦公處所，

並興建遊客服務中心。 

（3）一般管制區（三） 

A.一般管制區除管一及管二外，現有人文活動頻繁，自然環境

已稍遭破壞，於不妨礙國家公園計畫前提下，原則上經陽明

山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應予法令管制，得准適當程序開發之地

區。 
B.管三變更後面積約一、一九六公頃。 

（4）一般管制區（四） 

A.一般管制區除管一及管二外，仍保有完整之自然環境景觀，

依環境因子評估應採較嚴格之保護措施，管制上原則以禁止

一切新建行為而應極度保護之地區，指仍保有自然環境，需

維護其自然型態之用地。 
B.本區面積約四、一八七公頃。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管有國有土地使用現況調查研究Ⅰ 

－臺北市北投區（湖山、湖田段） 

 20

表 2-1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分區別 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註 

一 913 7.99 竹子山、鹿角坑溪 

二 435 3.81 磺嘴山、大尖後山 

三 1 0.01 七星山、夢幻湖 

生
態
保
護
區 小計 1,349 11.80  

一 4,000 34.99 核心景觀區 

二 90 0.79 陽金公路景觀區 

三 20 0.17 一Ｏ一甲公路景觀區 

四 30 0.26 陽投、紗帽山環山公路景觀區 

五 30 0.26 冷水坑道路景觀區 

六 19 0.17 內雙溪中上游水源涵養區 

七 175 0.53 鹿堀坪特別景觀區 

特
別
景
觀
區 

小計 4,364 38.18  

一 33 0.29 馬槽七股溫泉區 

二 21 0.18 二子坪遊憩區 

三 41 0.36 大屯自然公園 

四 120 1.05 陽明公園區 

五 6 0.05 童軍露營場 

六 25 0.22 菁山露營場 

七 20 0.17 雙溪瀑布區 

八 1 0.01 硫磺谷、龍鳳谷區 

九 10 0.09 冷水坑遊憩區 

十 3 0.03 大油坑遊憩區 

十一 3 0.03 小油坑遊憩區 

遊
憩
區 

小計 287 2.51  

一 42 0.37 台北市陽明里湖山里 

二 6 0.05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中心 

三 1,196 10.46  

四 4,187 36.63  

一
般
管
制
區 

小計 5,431 47.51  

合計 11,431 100.00 ※詳細面積以實際測量分割為準 

資料來源：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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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研究地區範圍與陽明山國家公園之關係 

本節將探討本研究地區所屬範圍與陽明山國家公園之間的關連性，從地理的

區位與計畫分區兩項進行分析。 

一、地理區位〈圖 2-2〉 

首先，由地理區位的關係分析，陽明山國家公園位於台灣的北部，台北都會

區旁，其中包含大屯山、竹子山、磺嘴山、七星山等等，面積廣達一千多公頃：

而本研究地區所屬範圍分布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包括鹿角坑、馬槽、小油坑、

小觀音、竹子湖、七星山、管一地區、管二地區、龍鳳谷等區域，面積約 570 公

頃。 

本研究地區所屬範圍是以北投區為主，包含湖山、湖田兩個地段的陽明山國

家公園管理處管有之國有土地，就整個國家公園的範圍觀之，主要分布在核心地

區，所以管有的土地，不管是從自然保育的角度或是作為公共設施的使用，都具

有重要的地位。 

圖 2-2  地理區位圖 

 

 

資料來源：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鹿角坑地區

七星山地區 
竹子湖地區 

馬槽地區
小油坑地區

小觀音地區 

管一地區 

管二地區

龍鳳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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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分區〈表 2-2〉 

就計畫分區來說，國家公園範圍內共分為四種使用分區，包括生態保護區、

特別景觀區、遊憩區、一般管制區等，而在各使用分區內又可依使用程度的不同，

再細分數種分區。就本研究的範圍而言，已涵蓋以上四種使用分區，其中特別景

觀區 260.81 公頃，其次為生態保護區面積佔 185.66 公頃及遊憩區 85.14 公頃，

一般管制區 45.85 公頃以及住宅區 0.4 公頃、機關用地 0.5 公頃、區外 0.09 公頃。 

表 2-2 調查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統計表 

使用分區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生態保護區 1,856,630 32.09%  

特別景觀區 2,608,096 45.09%  

遊憩區 458,538 7.93%  

一般管制區 856,577 14.81% 含（住）5,133m2

機關用地 4,014 0.07%  

區外 945 0.02% 國家公園範圍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因此，本研究地區所屬範圍主要是位於國家公園核心的地區，而管有土地又

是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可運用的土地，所以目前這些管有土地的現況，也影響

到管理處未來在處理或發展的空間。位於遊憩區的管有土地可以提供作為服務性

設施、道路、公共設施等使用；而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觀區的管有土地則受限於

計畫分區的使用管制，應作為生態保護的使用；一般管制區則需依照國家公園計

畫管制內容，對管有土地管制其容許使用項目。故本研究將有助於管理處未來在

處理未經允許的使用行為或是提供管有土地作為陽明山國家發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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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況資料庫之建立 

本研究最主要的工作項目為建立管有土地現況資料庫，而本章將由初期的調

查工作設計、現況資料分析兩項工作著手，說明本次調查研究的做法與資料庫呈

現的方式，以下將分為兩個部分作說明。 

第一節 調查分區與調查表格設計 

本節將從兩個方面說明本次調查工作的分區，以及所要調查的表格項目，使

資料庫的建構能更清楚易懂。詳細說明如下︰ 

一、調查分區〈圖 3-1〉 

本次調查工作因研究地區範圍廣大，故為了易於責任分工，將研究範圍劃分

為九個分區，包括︰鹿角坑地區、馬槽地區、小油坑地區、小觀音地區、竹子湖

地區、七星山地區、管一地區、管二地區、龍鳳谷地區等。依順序排列並說明其

面積與土地如下︰ 

圖 3-1  調查分區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鹿角坑地區

小觀音地區 

小油坑地區

管二地區 七星山地區

馬槽地區 

龍鳳谷地區 

管一地區

竹子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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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鹿角坑地區 

調查面積 162.74 公頃，計有 46 筆土地。 

（二）馬槽地區 

調查面積 50.28 公頃，計有 65 筆土地。 

（三）小油坑地區 

調查面積 85.85 公頃，計有 35 筆土地。 

（四）小觀音地區 

調查面積 91.23 公頃，計有 3 筆土地。 

（五）竹子湖地區 

調查面積 0.58 公頃，計有 16 筆土地。 

（六）七星山地區 

調查面積 31.04 公頃，計有 17 筆土地。 

（七）管一地區 

調查面積 2.15 公頃，計有 20 筆土地。 

（八）管二地區 

調查面積 137.70 公頃，計有 37 筆土地。 

（九）龍鳳谷地區 

調查面積 17.83 公頃，計有 26 筆土地。 

（十）總面積 

上述各區面積總合為 579.4 公頃，計有 265 筆土地。 



 第三章 現況資料庫之建立        

 25

二、調查表格設計〈表 3-1〉 

調查表格將作為資料庫的呈現型式之一，藉由表格紀錄使用現況，並且輔以

照片的說明，使現況能被充分的掌握。以下將就表格當中所列項目作進一步的說

明︰ 

（一）地上物編號 

地上物編號主要的目的是為了標註位置以及計算數量時使用，本研究

將地上物分為建築物、結構物及其他三種，其代號說明如下︰ 

1.建築物－一、二、三……..依此類推。 

2.結構物－A、B、C………..依此類推。 

3.其他－1、2、3……………依此類推。 

編號的方式是以同一筆土地內分別予以編號，至下一筆土地則重新編

號。 

（二）建築物現況 

建築物現況當中的調查項目共分為使用、結構、樓層及面積四項，其

代號說明如下︰ 

1.使用－分商業使用、住宅使用、工業使用、農業使用、其他使用等。 

2.結構－分鋼筋混凝土、磚造、土石木造鐵皮、鋼構、其他等。 

3.樓層－分 1 樓、2 樓、3 樓、3 樓以上等。 

4.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m2）。 

（三）結構物現況 

結構物現況的部分，調查項目共分為使用、材質及面積三項，其代號

說明如下︰ 

1.使用－分駁崁使用、圍牆使用(含量高度)、蓄水塔（池）、.棚架；寮

舍等。 

2.材質－分木、石、塑膠、.鐵皮、磚、鋼筋混凝土、竹等。 

3.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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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現況 

其他現況的部分，調查項目包括使用及面積兩項，其代號說明如下︰ 

1.使用－分種菜使用、種花使用、種苗木、廢棄物使用、空地、停車、

堆置生財工具、道路（含舖面）、其他使用、未使用【雜草、雜木林】

等。 

2.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m2）。 

（五）使用人及使用幾年 

使用人及使用幾年的部分，主要是為了方便管理處在處理管有土地撥

用前已存在的土地使用情形，以及掌握撥用後所新增的使用人，以便管理

處能夠有效的處理管有土地佔用的問題。 

（六）照片編號 

拍照的用意是為了能取得該地現況，一方面避免調查人員主觀的判斷

誤差過大；另一方面提供管理處作為處理的依據。 

而照片的編號是以地號作為區別，並在地號後以阿拉伯數字加以編

號。(例如︰738-1、736-2….依此類推) 

對於調查工作所進行的拍照工作有以下兩點的原則︰ 

1.建築物的部分由建築物四面進行拍照四張。 

2.結構物及其他部分拍照一張，範圍較大者則視情形增加拍攝張數。



 

 27

一、 地上物編號 

（一）建築物：一 

（二）結構物：A 

（三）其他： 1 

表 3-1  現況調查表 

調查員姓名：                            

調查日期：                              

調查區段：                              

建築物 結構物 其他 門牌號碼 使用人
使用

幾年

照片 

編號 
備註 

地段 地號 取得原因 使用分區 
地上物

編號 
使用 結構 樓層 面積 使用 材質 面積 使用 面積      

                   

                   

                   

                   

                   

                   

                   

                   

                   

                   

                   

                   

                   

                   

                   

二、 建築物 
（一）使用： 

1.商業使用 
2.住宅使用 
3.工業使用 
4.農業使用 
5.其他使用 

三、結構物： 
（一）使用 

1.駁崁使用 
2.圍牆使用(含量高度) 
3.蓄水塔（池） 
4.棚架；寮舍 

四、其他： 
（一）種菜使用 
（二）種花使用 
（三）種苗木 
（四）廢棄物使用 
（五）空地 

（二）建築物結構 
1.鋼筋混凝土 
2.磚造 
3.土石木造鐵皮 
4.鋼構 
5.其他 

（三）建築物樓層 
1.1 樓 
2.2 樓 
3.3 樓以上 

（六）停車 
（七）堆置生財工具 
（八）道路（含舖面） 
（九）其他使用 

（十）未使用【雜草、雜木林】 

5.化糞池 
6.車庫 
7.橋；涼亭 

8.其他使用 

（二）材質︰ 
1. 木 
2. 石 
3. 塑膠 
4. 鐵皮 

5.磚 
6.鋼筋混凝土 
7.竹 
8.水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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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區現況資料分析 

本研究最主要的工作是建立管有土地現況資料庫，針對本次調查工作及資料

庫的資料，依各分區作以下的統計與分析，說明目前管有土地的使用現況。 

一、鹿角坑地區〈圖 3-2〉 

圖 3-2 鹿角坑地區位置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使用分區〈圖 3-3〉 

本調查範圍內，從調查單位的地籍筆數觀之，位於生態保護區有 16 筆

土地，面積 637,280平方公尺，占 39%；特別景觀區有 24筆土地，面積 613,168
平方公尺，占 38%；一般管制區則有 6 筆土地，面積 376,919 平方公尺，占

23%。〈表 3-2〉 



 第三章 現況資料庫之建立 

 

 29

表 3-2 鹿角坑地區使用分區統計表 

使用分區 數量（筆數）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生態保護區 16 637,280 39  

特別景觀區 24 613,168 38  

一般管制區 6 376,919 23  

總計 46 1,627,367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3 鹿角坑地區使用分區面積圖 

鹿角坑地區使用分區面積比例圖

39%

38%

23%

生態保護區 特別景觀區 一般管制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地上物統計 

本調查範圍內，屬建築物者有 1 棟，面積 20 平方公尺；屬其

他項目者有 45 處，面積 1,565,794 平方公尺，占 100%。〈表 3-3〉 

表 3-3 鹿角坑地區地上物統計表 

項目 數量（棟、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建築物 1 20 －  

其他 45 1,627,347 100  

總計 46 1,627,367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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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築物 

本區內僅 1 棟建築物，面積 20 平方公尺，為國防設施使用。〈表

3-4〉 

表 3-4 鹿角坑地區建築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其他使用 1 20 100 國防設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其他 

在其他調查項目部份，本區內有 1 處為空地，面積 24 平方公

尺；2 處為道路，面積 465 平方公尺；42 處未使用（雜木林），面

積為 1,565,313 平方公尺，占 100%。〈表 3-5〉 

表 3-5 鹿角坑地區其他項目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空地 1 24 － 

道路 2 510 － 

未使用（雜木林） 42 1,626,813 100 

總計 45 1,627,347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交叉分析 

1.建築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 

以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在特別景觀區內

有一棟建築物，面積 20 平方公尺。〈表 3-6〉 

表 3-6 鹿角坑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特別景觀區 其他(軍事設施) 1 2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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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項目部分 

（1）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 

以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作交叉分析，在生態保護區

內，未使用有 15 處，面積 678,792 平方公尺，占 42%；道路有

1 處，面積 7 平方公尺。在特別景觀區內，未使用有 22 處，面

積 612,503 平方公尺，占 38%；空地有 1 處，面積 16 平方公尺。

在管三內，有未使用 3 處，面積 93,444 平方公尺，占 6%；道

路 1 處，面積 458 平方公尺。在管四內，未使用 3 處，面積 242,122
平方公尺，占 15%。〈表 3-7〉 

表 3-7 鹿角坑地區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未使用 15 678,792 42 
生態保護區 

道路 1 7 － 

未使用 22 612,503 38 
特別景觀區 

空地 1 16 － 

未使用 3 93,444 6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道路 1 458 － 

一般管制區第

四類使用地 

未使用 3 242,122 14 

總計 ─ 46 1,267,34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綜合分析 

本區經調查之後的成果可看出，在使用分區的部份，面積最大的為生

態保護區，其次為特別景觀區，最後為一般管制區。在地上物的部份，大

部分為其他項目，建築物僅一棟，而在其他項目中又以未使用（雜木林）

為本區大宗，說明本區之管有土地多維持原始的風貌。 

其次，由交叉分析的結果，在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部分，已生態保

護區內的未使用面積最大；特別景觀區內的未使用面積次之。顯示本區內

之管有土地絕大多數未開發使用，符合分區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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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槽地區〈圖 3-4〉 

圖 3-4 馬槽地區位置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使用分區〈圖 3-5〉 

本調查範圍內，從調查單位的地籍筆數觀之，位於特別景觀區有 48 筆

土地，面積 456,532 平方公尺，占 91%；一般管制區則有 18 筆土地，面積

46,256 平方公尺，占 9%。〈表 3-8〉 

表 3-8 馬槽地區使用分區統計表 

使用分區 數量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特別景觀區 48 456,532 91  

一般管制區 18 46,256 9  

總計 66 502,788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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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馬槽地區使用分區面積比例圖 

馬槽地區使用分區面積比例圖

91%

9%

特別景觀區 一般管制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地上物統計 

本調查範圍內，建築物有 1 棟，面積 16 平方公尺；結構物 9
處，面積 280 平方公尺；其他有 65 處，面積 502,628 平方公尺，

占 100%。〈表 3-9〉 

表 3-9 馬槽地區地上物統計表 

項目 數量（棟、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建築物 1 16 －  

結構物 9 280 －  

其他 65 502,492 100  

總計 75 502,788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建築物 

本區內僅 1 棟建築物，面積 16 平方公尺，為廟宇使用。結構

為磚造，樓層為一樓。〈表 3-10、3-11、3-12〉 

表 3-10 馬槽地區建築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其他使用 1 16 100 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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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馬槽地區建築物結構統計表 

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磚造 1 16 100  

表 3-12 馬槽地區建築物樓層統計表 

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一樓 1 16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結構物 

本區的結構物有 8 處為駁崁使用，1 處為圍牆使用；材質部分，

有 1 處為鐵皮，8 處為鋼筋混凝土。〈表 3-13、3-14〉 

表 3-13 馬槽地區結構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駁崁使用 8 280 100  

圍牆使用 1 － －  

總計 9 28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14 馬槽地區結構物材質統計表 

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鐵皮 1 － －  

鋼筋混凝土 8 280 100  

總計 9 28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 

在其他調查項目部份，本區內有 11 處空地，面積 976 平方公

尺；9 處為道路，面積 6,128 平方公尺，占 1 %；6 處其他使用，面

積為 439,946 平方公尺，占 88%；39 處未使用（雜木林），面積為

55,578 平方公尺，占 11%。〈表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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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馬槽地區其他項目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空地 11 976 － 

道路 9 6,128 1 

其他使用 6 439,946 88 

未使用（雜木林） 39 55,442 11  

總計 65 502,49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交叉分析 

1.建築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 

在管四內，有建築物一棟，作其他使用，面積 16 平方公尺。

〈表 3-16〉 

表 3-16 馬槽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一般管制區第四

類使用地 
其他使用 1 1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 

在管四內，有磚結構的建築物一棟，面積 16 平方公尺。〈表

3-17〉 

表 3-17 馬槽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一般管制區第

四類使用地 
磚 1 1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 

在管四內，有 1 層樓的建築物一棟，面積 16 平方公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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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表 3-18 馬槽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一般管制區第四

類使用地 
1 1 1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 

在本區內有其他使用的磚結構建築物一棟，面積 16 平方公

尺。〈表 3-19〉 

表 3-19 馬槽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其他使用 磚 1 1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樓層 

在本區內有其他使用的 1 層樓建築物一棟，面積 16 平方公

尺。〈表 3-20〉 

表 3-20 馬槽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其他使用 1 1 1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6）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 

在本區內有磚結構的 1 層樓建築物一棟，面積 16 平方公

尺。〈表 3-21〉 

表 3-21 馬槽地區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結構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磚 1 1 1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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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構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 

在管四內，有駁坎 7 處。在特別景觀區內，有駁坎 1 處；圍牆

1 處。〈表 3-22〉 

表 3-22 馬槽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使用 數量（處） 

一般管制區第四

類使用地 

駁坎 7 

駁坎 1 
特別景觀區 

圍牆 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 

在管四內，有鋼筋混凝土材質的結構物 7處。在特別景觀

區內，有鋼筋混凝土材質的結構物 1處；鐵材質的結構物 1處。

〈表 3-23〉 

表 3-23 馬槽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一般管制區第四

類使用地 
鋼筋混凝土 7 

鋼筋混凝土 1 
特別景觀區 

鐵 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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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 

在本區內有駁坎鋼筋混凝土材質 8 處。有圍牆鐵材質的結

構物 1 處。〈表 3-24〉 

表 3-24 馬槽地區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結構物使用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駁坎 鋼筋混凝土 8 

圍牆 鐵 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項目部分 

（1）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 

在特別景觀區內，有未使用 29 處，面積 10,300 平方公尺，

占 2%；其他使用 5 處，面積 439,946 平方公尺，占 88%；空地

7 處，面積 201 平方公尺；道路 9 處，面積 6,128 平方公尺，占

1%。在一般管制區內，有未使用 3 處，面積 14,769 平方公尺，

占 3%；空地 2 處，面積 473 平方公尺。在管四內，有未使用 8
處，面積 30,37 平方公尺，占 6%；空地 2 處，面積 302 平方公

尺。〈表 3-25〉 

表 3-25 馬槽地區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未使用 29 10,300 2 

其他使用 5 439,946 88 

空地 7 201 － 
特別景觀區 

道路 9 6,128 1 

未使用 3 14,769 3 
一般管制區 

空地 2 473 － 

未使用 8 30,373 6 一般管制區第

四類使用 空地 2 302 － 

總計 － 65 502,49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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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分析 

本區經調查之後的成果可看出，在使用分區的部份，面積最大的為特

別景觀區，再來是一般管制區。在地上物的部份，大部分為其他項目，其

次為結構物，最後為建築物。而在其他項目中又以未使用（雜木林）為本

區大宗，說明本區之管有土地多維持原始的風貌。 

經由交叉分析後之結果，在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的部分，以管四內

駁坎使用為最多；在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的部分，以特別景觀區內其

他使用佔有面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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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油坑地區〈圖 3-6〉 

圖 3-6 小油坑地區位置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使用分區〈圖 3-7〉 

本調查範圍內，從調查單位的地籍筆數觀之，位於特別景觀區有 15 筆

土地，面積 7,262 平方公尺，占 1%；遊憩區則有 20 筆土地，面積 851,249
平方公尺，占 99%。〈表 3-26〉 

表 3-26 小油坑地區使用分區統計表 

使用分區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特別景觀區 15 7,262 1  

遊憩區 20 851,249 99  

總計 35 858,511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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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小油坑地區使用分區面積比例圖 

小油坑地區使用分區面積比例圖

1%

99%

特別景觀區 遊憩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地上物統計 

本調查範圍內，建築物有 5 棟，面積 373 平方公尺；結構物 9
處，面積 49 平方公尺；其他有 47 處，面積 858,144 平方公尺，占

100%。〈表 3-27〉 

表 3-27 小油坑地區地上物統計表 

項目 數量（棟、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建築物 5 373 －  

結構物 9 49 －  

其他 47 858,089 100  

總計 61 858,511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建築物 

本區內有五棟建築物，有 2 棟為住宅使用，面積 199 平方公尺，

占 53%；另外 3 棟為其他使用，面積為 174 平方公尺，占 47%。

在建築物結構部份有 4 棟為鋼筋混凝土，面積有 357 平方公尺，占

96%；磚造建築物有 1 棟，面積 16 平方公尺，占 4%。樓層的部份

有 4 棟是一樓，面積 199 平方公尺，占 53%；另有 1 棟為 2 樓之建

築物，面積 174 平方公尺，占 47%。〈表 3-28、3-2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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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小油坑地區建築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住宅使用 2 199 53  

其他使用 3 174 47  

總計 5 37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29 小油坑地區建築物結構統計表 

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鋼筋混凝土 4 357 96  

磚造 1 16 4  

總計 5 37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30 小油坑地區建築物樓層統計表 

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一樓 4 199 53  

二樓 1 174 47  

總計 5 37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結構物 

本區的結構物有 1 處為駁崁使用；1 處為蓄水塔，面積 6 平方

公尺，占 12%；1 處棚架，面積 3 平方公尺，占 6%；2 處為涼亭，

面積 15 平方公尺，占 31%；4 處為其他使用，面積 25 平方公尺，

占 51%。材質部分，有 7 處為木，面積 43 平方公尺，占 88%；1
處為石；1 處為磚，面積 6 平方公尺。面積為 49 平方公尺，占 12%。

〈表 3-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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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小油坑地區結構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駁崁使用 1 － － 高 2 公尺 

蓄水塔（池） 1 6 12  

棚架；寮舍 1 3 6  

橋；涼亭 2 15 31  

其他使用 4 25 51  

總計 9 49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32 小油坑地區結構物材質統計表 

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木 7 43 88  

石 1 － －  

磚 1 6 12  

總計 9 49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 

在其他調查項目部份，本區內有 2 處為空地，面積 540 平方公

尺；3 處停車使用，面積 17,313 平方公尺，占 2. %；9 處為道路；

3 處其他使用，面積 2,865 平方公尺；30 處未使用（雜木林），面

積為 837,426 平方公尺，占 98%。〈表 3-33〉 

表 3-33 小油坑地區其他項目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空地 2 540 － 

停車 3 17,313 2 

道路 9 － － 

其他使用 3  2,865 － 

未使用（雜木林） 30 837,371 98  

總計 47 858,089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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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叉分析 

1.建築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 

在遊憩區內，有住宅 2 棟，面積 46 平方公尺，占 12%；其他

使用 3 棟，面積 327 平方公尺，占 88%。〈表 3-34〉 

表 3-34 小油坑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住宅 2 46 12 
遊憩區 

其他使用 3 327 88 

總計 ─ 5 37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 

在遊憩區內，有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4 棟，面積 357 平

方公尺，占 96%；磚結構建築物 1 棟，面積 16 平方公尺，占

4%。〈表 3-35〉 

表 3-35 小油坑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鋼筋混凝土 4 357 96 
遊憩區 

磚 1 16 4 

總計 ─ 5 37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 

在遊憩區內，有 1 層樓建築物 4 棟，面積 199 平方公尺，

占 53%；2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174 平方公尺，占 47%。〈表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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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 小油坑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1 4 199 53 
遊憩區 

2 1 174 47 

總計 ─ 5 37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 

在本區內，有住宅使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1 棟，面積

30 平方公尺，占 8%；磚結構建築物 1 棟，面積 16 平方公尺，

占 4%。其他使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3 棟，面積 327 平方公

尺，占 88%。〈表 3-37〉 

表 3-37 小油坑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鋼筋混凝土 1 30 8 
住宅 

磚 1 16 4 

其他使用 鋼筋混凝土 3 327 88 

總計 ─ 5 37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樓層 

在本區內，有住宅使用 1 層樓建築物 2 棟，面積 46 平方公

尺，占 11%。其他使用 1 層樓建築物 2 棟，面積 156 平方公尺，

占 42%；2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174 平方公尺，占 47%。〈表

3-38〉 

表 3-38 小油坑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住宅 1 2 46 11 

1 2 156 42 
其他使用 

2 1 174 47 

總計 ─ 5 37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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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 

在本區內，有鋼筋混凝土結構 1 層樓建築物 3 棟，面積 183
平方公尺，占 49%；2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174 平方公尺，

占 47%。磚結構 1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16 平方公尺，占 4%。

〈表 3-39〉 

表 3-39 小油坑地區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結構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1 3 183 49 
鋼筋混凝土 

2 1 174 47 

磚 1 1 16 4 

總計 ─ 5 37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結構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 

在遊憩區內，有其他使用 4 處，面積 25 平方公尺，占 52%；

涼亭 1 座，面積 9 平方公尺，占 18%；蓄水塔 1 個，面積 6 平

方公尺，占 12%；駁坎 1 處；寮舍 1 間，面積 3 平方公尺，占

6%；橋一座，面積 6 平方公尺，占 12%。〈表 3-40〉 

表 3-40 小油坑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其他使用 4 25 52 

涼亭 1 9 18 

蓄水塔 1 6 12 

駁坎 1 ─ － 

寮舍 1 3 6 

遊憩區 

橋 1 6 12 

總計 － 9 49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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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 

在遊憩區內，有木材質結構物 7 處，面積 43 平方公尺，占

88%；磚材質結構物 1 處，面積 6 平方公尺，占 12%；石材質

結構物 1 處。〈表 3-41〉 

表 3-41 小油坑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木 7 43 88 

磚 1 6 12 遊憩區 

石 1 ─ － 

總計 － 9 49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 

在本區內，有其他使用木材質 4 處，面積 25 平方公尺，占

52%；涼亭木材質 1 座，面積 9 平方公尺，占 18%；蓄水塔磚

材質 1 個，面積 6 平方公尺，占 12%；駁坎石材質 1 處；寮舍

木材質 1 間，面積 3 平方公尺，占 6%；橋木材質一座，面積 6
平方公尺，占 12%。〈表 3-42〉 

表 3-42 小油坑地區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結構物使用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其他使用 木 4 25 52 

涼亭 木 1 9 18 

蓄水塔 磚 1 6 12 

駁坎 石 1 ─ － 

寮舍 木 1 3 6 

橋 木 1 6 12 

總計 － 9 49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項目部分 

（1）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 

在特別景觀區內，有未使用 13 處，面積 3,376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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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使用 1 處，面積 75 平方公尺；空地 1 處，面積 444 平方公

尺；停車 1 處，面積 3,933 平方公尺。在遊憩區內，有未使用

17 處，面積 833,995 平方公尺，占 98%；其他使用 2 處，面積

2,790 平方公尺；空地 1 處，面積 96 平方公尺；停車 2 處，面

積 13,380 平方公尺，占 2%；道路 9 處。〈表 3-43〉 

表 3-43 小油坑地區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其他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未使用 13 3,376 － 

其他使用 1 75 － 

空地 1 444 － 
特別景觀區 

停車 1 3,933 － 

未使用 17 833,995 98 

其他使用 2 2,790 － 

空地 1 96 － 

停車 2 13,380 2 

遊憩區 

道路 9 － － 

總計 － 47 858,089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綜合分析 

本區經調查之後的成果可看出，在使用分區的部份，面積最大的為遊

憩區，其次為特別景觀區。在地上物的部份，大部分為其他項目，其次為

結構物，最後是建築物。而在其他項目中又以未使用（雜木林）為本區大

宗，說明本區之管有土地多維持原始的風貌。 

經交叉分析後，在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部分，以遊憩區的其他使用

為最大；在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部分，以遊憩區的其他使用最大；在使

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部分，以遊憩區的未使用所佔面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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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觀音地區〈圖 3-8〉 

圖 3-8 小觀音地區位置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使用分區〈圖 3-9〉 

本調查範圍內，從調查單位的地籍筆數觀之，位於生態保護區有 3 筆

土地，面積 908,952 平方公尺，占 100%；一般管制區則有 1 筆土地，面積

3,365 平方公尺。〈表 3-44〉 

表 3-44 小觀音地區使用分區統計表 

使用分區 數量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生態保護區 3 908,952 100  

一般管制區 1 3,365 －  

總計 20 912,317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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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小觀音地區使用分區面積比例圖 

小觀音地區使用分區面積比例圖

0%

100%

生態保護區

一般管制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地上物統計 

本調查範圍內，建築物有 19 棟，面積 1,310 平方公尺；結構

物 14 處，面積 154 平方公尺；其他有 7 處，面積 910,917 平方公

尺，占 100%。〈表 3-45〉 

表 3-45 小觀音地區地上物統計表 

項目 數量（棟、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建築物 19 1,310 －  

結構物 14 154 －  

其他 7 910,853 100  

總計 57 912,317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建築物 

本區內有 19 棟建築物，有 12 棟為住宅使用，面積 564 平方公

尺，占 43%；另外 7 棟為其他使用，面積為 746 平方公尺，占 57%。

在建築物結構部份有 3 棟為鋼筋混凝土，面積有 416 平方公尺，占

32%；磚造建築物有 16 棟，面積 894 平方公尺，占 68%。樓層的

部份有 17 棟是一樓，面積 1,209 平方公尺，占 92%；另有 2 棟為 2
樓之建築物，面積 101 平方公尺，占 8%。〈表 3-46、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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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6 小觀音地區建築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住宅使用 12 564 43  

其他使用 7 746 57  

總計 19 1,3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47 小觀音地區建築物結構統計表 

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鋼筋混凝土 3 416 32  

磚造 16 894 68  

總計 19 1,3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48 小觀音地區建築物樓層統計表 

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一樓 17 1,209 92  

二樓 2 101 8  

總計 19 1,3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結構物 

本區的結構物有 4 處為圍牆使用；3 處為蓄水塔，面積 30 平

方公尺，占 20%；1 處為停車使用，面積 18 平方公尺，占 12%；4
處為棚架，面積 97 平方公尺，占 62%；以及 2 處為其他使用，面

積 9 平方公尺，占 6%。材質部分，有 2 處為木，面積 63 平方公尺，

占 41%；3 處為鐵皮，面積 43 平方公尺，占 28%；1 處為竹，18
平方公尺，占 12%；5 處為磚，面積 3 平方公尺，占 2%；1 處為

鋼筋混凝土；2 處為不鏽鋼，面積 27 平方公尺，占 17%。〈表 3-49、
3-50〉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管有國有土地使用現況調查研究Ⅰ 

－臺北市北投區（湖山、湖田段） 

 52

表 3-49 小觀音地區結構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圍牆使用 4 － －  

蓄水塔（池） 3 30 20  

停車使用 1 18 12  

棚架；寮舍 4 97 62  

其他使用 2 9 6  

總計 14 154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50 小觀音地區結構物材質統計表 

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木 2 63 41  

鐵皮 3 43 28  

竹 1 18 12  

磚 5 3 2  

鋼筋混凝土 1 － －  

不銹鋼 2 27 17  

總計 14 154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 
在其他調查項目部份，本區內有 2 處為種菜使用，面積為 61

平方公尺；有 1 處為廢棄物使用，面積 22 平方公尺；1處空地，

面積 173 平方公尺；3 處未使用（雜木林），面積為 910,597 平方

公尺，占 100%。〈表 3-51〉 

表 3-51 小觀音地區其他項目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種菜 2 61 －  

廢棄物使用 1 22 －  

空地 1 173 － 

未使用（雜草） 3 910,597 100 

總計 7 910,85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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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叉分析 

1.建築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 

在生態保護區內，有住宅 12 棟，面積 564 平方公尺，占

43%；其他使用有 6 棟，面積 523 平方公尺，占 40%。在管三

內，有其他使用 1 棟，面積 223 平方公尺，占 17%。〈表 3-52〉 

表 3-52 小觀音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住宅 12 564 43 
生態保護區 

其他使用 6 523 40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其他使用 1 223 17 

總計 － 19 1,3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 

在生態保護區內，有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3 棟，面積 417
平方公尺，占 32%；磚結構建築物 15 棟，面積 670 平方公尺，

占 51%。在管三內，有磚結構建築物 1 棟，面積 223 平方公尺，

占 17%。〈表 3-53〉 

表 3-53 小觀音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鋼筋混凝土 3 417 32 
生態保護區 

磚 15 670 51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磚 1 223 17 

總計 － 19 1,3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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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 

在生態保護區內，有 1 層樓建築物 16 棟，面積 986 平方公

尺，占 75 %；2 層樓建築物 2 棟，面積 101 平方公尺，占 8%。

在管三內，有 1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223 平方公尺，占 17%。

〈表 3-54〉 

表 3-54 小觀音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1 16 986 75 
生態保護區 

2 2 101 8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1 1 223 17 

總計 － 19 1,3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 

在本區內，有住宅使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2 棟，面積

72 平方公尺，占 6%；磚結構 10 棟，面積 493 平方公尺，占 38%。
其他使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1 棟，面積 345 平方公尺，占

26%；磚結構 6 棟，面積 401 平方公尺，占 30%。〈表 3-55〉 

表 3-55 小觀音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鋼筋混凝土 2 72 6 
住宅 

磚 10 493 38 

鋼筋混凝土 1 344 26 
其他使用 

磚 6 401 30 

總計 － 19 1,3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樓層 

在本區內，有住宅使用 1 層樓建築物 12 棟，面積 565 平方

公尺，占 43%。其他使用 1 層樓建築物 5 棟，面積 644 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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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占 49%；2 層樓建築物 2 棟，面積 101 平方公尺，占 8%。

〈表 3-56〉 

表 3-56 小觀音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住宅 1 12 565 43 

1 5 644 49 
其他使用 

2 2 101 8 

總計 － 19 1,3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6）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 

在本區內，有鋼筋混凝土結構 1 層樓建築物 3 棟，面積 417
平方公尺，占 32%。磚結構 1 層樓建築物有 14 棟，面積 792
平方公尺，占 60%；2 層樓建築物 2 棟，面積 101 平方公尺，

占 8%。〈表 3-57〉 

表 3-57 小觀音地區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結構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鋼筋混凝土 1 3 417 32 

1 14 792 60 
磚 

2 2 101 8 

總計 － 19 1,3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結構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 

在生態保護區內，有其他使用 2 處，面積 9 平方公尺，占

6%；停車 1 處，面積 18 平方公尺，占 12%；圍牆 4 處；棚架

4 處，97 平方公尺，占 63%；蓄水塔 3 座，面積 30 平方公尺，

占 19%。〈表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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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8 小觀音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其他使用 2 9 6 

停車 1 18 12 

圍牆 4 － － 

棚架 4 97 63 

生態保護區 

蓄水塔 3 30 19 

總計 － 14 154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 

在生態保護區內，有木材質結構物 2 處，面積 63 平方公尺，

占 41%；磚材質結構物 5 處，面積 3 平方公尺，占 2%；鐵皮

材質結構物 3 處，面積 43 平方公尺，占 28%；鋼筋混凝土材質

結構物 1 處；竹材質結構物 1 處，面積 18 平方公尺，占 12%；

不鏽鋼材質結構物 2 處，面積 27 平方公尺，占 17%。〈表 3-59〉 

表 3-59 小觀音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木 2 63 41 

磚 5 3 2 

鐵皮 3 43 28 

鋼筋混凝土 1 － － 

竹 1 18 12 

生態保護區 

不鏽鋼 2 27 17 

總計 － 14 154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 

在本區內，其他使用木材質結構物有 1 處，面積 9 平方公

尺，占 6%。在停車使用部分，以鐵皮材質 1 處，面積 18 平方

公尺，占 12%。圍牆使用磚材質 3 處；鋼筋混凝土材質 1 處。

棚架使用竹材質 1 處，面積 18 平方公尺，占 12%；木材質 1
處，面積 54 平方公尺，占 35%；鐵皮材質 2 處，面積 25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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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占 16%。蓄水塔使用不鏽鋼材質 2 處，面積 27 平方公尺，

占 17%；磚材質 1 處，面積 3 平方公尺，占 2%。〈表 3-60〉 

表 3-60 小觀音地區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結構物使用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木 1 9 6 
其他使用 

磚 1 － － 

停車 鐵皮 1 18 12 

磚 3 － － 
圍牆 

鋼筋混凝土 1 － － 

竹 1 18 12 

木 1 54 35 棚架 

鐵皮 2 25 16 

不鏽鋼 2 27 17 
蓄水塔 

磚 1 3 2 

總計 － 14 154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項目 

（1）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 

在生態保護區內，有未使用 2 處，面積 907,691 平方公尺，

占 100%；種菜 2 處，面積 61 平方公尺；廢棄物 1 處，面積 22
平方公尺。在管三內，有未使用 1 處，面積 2,970 平方公尺；

空地 1 處，面積 173 平方公尺。〈表 3-61〉 

表 3-61 小觀音地區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其他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未使用 2 907,691 100 

種菜 2 61 － 生態保護區 

廢棄物 1 22 － 

未使用 1 2,970 －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空地 1 173 － 

總計 － 7 910,917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管有國有土地使用現況調查研究Ⅰ 

－臺北市北投區（湖山、湖田段） 

 58

（四）綜合分析 

本區經調查之後的成果可看出，在使用分區的部份，面積最大的為生

態保護區，其次為一般管制區第三類使用地。在地上物的部份，大部分為

其他項目，其次為建築物，最後則是結構物。本區之管有土地上出現較多

的建築物，多為住宅使用；結構物的部份則多為棚架、圍牆使用；而在其

他項目中又以未使用（雜木林）為本區大宗，說明本區之管有土地還是維

持原始的風貌。 

經交叉分析後，在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部分，以生態保護區的住宅

使用所佔比例最高，其他使用居次；在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部分，以生

態保護區內的棚架使用所佔比例最高；在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部分，

以生態保護區內的未使用所佔比例最高；在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部

份，以住宅使用內的磚結構所佔比例最高；在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部

分，以磚結構的 1 層樓所佔比例最高；在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部分，

以棚架使用的木材質所佔比例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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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竹子湖地區〈圖 3-10〉 

圖 3-10 竹子湖地區位置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使用分區 

本調查範圍內，從調查單位的地籍筆數觀之，本區土地全部位於一般

管制區有 15 筆土地，面積 5,763 平方公尺。〈表 3-62〉 

表 3-62 竹子湖地區使用分區統計表 

使用分區 數量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一般管制區 15 5,763 100  

總計 15 5,76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地上物統計 

本調查範圍內，結構物 2 處，面積 1 平方公尺；其他有 15 處，

面積 5,698 平方公尺，占 100%。〈表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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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3 竹子湖地區地上物統計表 

項目 數量（棟、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結構物 2 1 －  

其他 15 5,762 100  

總計 57 5,76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結構物 

本區的結構物有 2 處其他使用，面積 1 平方公尺。材質部分，

有 1 處為木；1 處為塑膠，面積 1 平方公尺。〈表 3-64、3-65〉 

表 3-64 竹子湖地區結構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其他使用 2 1 100  

總計 2 1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65 竹子湖地區結構物材質統計表 

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木 1 － －  

塑膠 1 1 100  

總計 2 1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其他 

在其他調查項目部份，本區內 3 處為停車使用，面積 1,906 平

方公尺，占 33%；1 處道路使用，面積 66 平方公尺，占 1%；11
處其他使用，面積 3,726 平方公尺，占 66。〈表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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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6 竹子湖地區其他項目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停車 3 1,926 33 

道路 1 66 1 

其他使用 11 3,770 66 

總計 15 5,76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交叉分析 

1.結構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 

在管三內，有其他使用 2 處，面積 1 平方公尺。〈表 3-67〉 

表 3-67 竹子湖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其他 2 1 100 

總計 － 2 1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 

在管三內，有塑膠材質結構物 1 處，面積 1 平方公尺；木

材質結構物 1 處。〈表 3-68〉 

表 3-68 竹子湖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塑膠 1 1 100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木 1 － － 

總計 － 2 1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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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 

在管三內，其他使用塑膠材質有 1 處，面積 1 平方公尺；

木材質 1 處。〈表 3-69〉 

表 3-69 竹子湖地區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結構物使用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塑膠 1 1 100 
其他使用 

木 1 － － 

總計 － 2 1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項目 

（1）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 

在管三內，有其他使用 11 處，面積 3,726 平方公尺，占

65%；停車 3 處，面積 1,906 平方公尺，占 34；道路 1 處，面

積 66 平方公尺，占 1%。〈表 3-70〉 

表 3-70 竹子湖地區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其他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其他使用 11 3,726 65 

停車 3 1,906 34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道路 1 66 1 

總計 － 15 5,698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綜合分析 

本區經調查之後的成果可看出，在使用分區的部份，為一般管制區。

在地上物的部份，大部分為其他項目。本區之結構物為其他使用及；而在

其他項目中又以其他使用為本區大宗。 

經交叉分析後，在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部分，以一般管制區第三類

使用地區內為其他使用；在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部分，以一般管制區

第三類使用地內的其他使用所佔比例最高；在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部

分，為其他使用的木材質與塑膠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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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七星山地區〈圖 3-11〉 

圖 3-11 七星山地區位置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一）使用分區 

本調查範圍內，從調查單位的地籍筆數觀之，本區土地全部位於生態

保護區共有 17 筆土地，面積為 310,398 平方公尺。〈表 3-71〉 

表 3-71 七星山地區使用分區統計表 

使用分區 數量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生態保護區 17 310,398 100  

總計 17 310,398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地上物統計 

本調查範圍內，建築物有 1 棟，面積 33 平方公尺；結構物 16
處，面積 142 平方公尺；其他有 27 處，面積 310,259 平方公尺，

占 100%。〈表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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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2 七星山地區地上物統計表 

項目 數量（棟、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建築物 1 33 －  

結構物 16 142 －  

其他 27 310,223 100  

總計 45 310,398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建築物 

本區內僅有 1 棟建築物，為其他使用，面積 33 平方公尺，結

構為磚造，樓層為 1 樓。〈表 3-73、3-74、3-75〉 

表 3-73 七星山地區建築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其他使用 1 3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74 七星山地區建築物結構統計表 

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磚造 1 3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75 七星山地區建築物樓層統計表 

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一樓 1 3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結構物 

本區的結構物有 2 處為駁崁使用；2 處為圍牆使用；1 處為涼

亭，面積 50 平方公尺，占 35%；11 處的其他使用，面積 92 平方

公尺，占 65。材質部分，有 2 處為木，面積 50 平方公尺，占 35%；

7 處為石，面積 6 平方公尺，占 4%；有 4 處為鐵皮，面積 26 平方

公尺，占 19；2 處為鋼筋混凝土，面積 60 平方公尺，占 42%。〈表

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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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6 七星山地區結構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駁崁使用 2 － －  

圍牆使用 2 － － 高 1 公尺 

橋；涼亭 1 50 35  

其他使用 11 92 66  

總計 16 14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77 七星山地區結構物材質統計表 

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木 2 50 35  

石 8 6 4  

鐵皮 4 26 19  

鋼筋混凝土 2 60 42  

總計 16 14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 

在其他調查項目部份，本區內有 4 處空地，面積 29,770 平方

公尺，占 10 處停車使用，面積 2,370 平方公尺，占 1%；12 處為

道路，面積為 2,814 平方公尺，占 1%；5 處其他使用，面積 119
平方公尺；5 處未使用（雜木林），面積為 275,186 平方公尺，占

88%。〈表 3-78〉 

表 3-78 七星山地區其他項目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空地 4 29,770 10 

停車 1 2,370 1 

道路 12 2,814 1 

其他使用 5 119  － 

未使用（雜木林） 6 275,150 88 

總計 28 310,22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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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叉分析 

1.建築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 

在生態保護區內有其他使用建築物一棟，面積 33 平方公

尺。〈表 3-79〉 

表 3-79 七星山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生態保護區 其他使用 1 3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 

在生態保護區內有磚結構建築物一棟，面積 33 平方公尺。

〈表 3-80〉 

表 3-80 七星山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生態保護區 磚 1 3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 

在生態保護區內 1 層樓建築物一棟，面積 33 平方公尺。〈表

3-81〉 

表 3-81 七星山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生態保護區 1 1 3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 

在本區內，有其他使用磚結構建築物一棟，面積 33 平方公

尺。〈表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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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2 七星山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其他使用 磚 1 3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樓層 

在本區內，有其他使用 1 層樓建築物一棟，面積 33 平方公

尺。〈表 3-83〉 

表 3-83 七星山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其他使用 1 1 3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6）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 

在本區內，有磚結構 1 層樓建築物一棟，面積 33 平方公尺。

〈表 3-84〉 

 

表 3-84 七星山地區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結構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磚 1 1 3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結構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 

在生態保護區內有其他使用結構物 11 處，面積 92 平方公

尺，占 65%。圍牆使用結構物 2 處。駁坎使用結構物 2 處。涼

亭使用結構物 1 處，面積 50 平方公尺，占 35%。〈表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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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5 七星山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其他使用 11 92 65 

圍牆 2 － － 

駁坎 2 － － 
生態保護區 

涼亭 1 50 35 

總計 － 16 14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 

在生態保護區內有石材質結構物 8 處，面積 6 平方公尺，

占 4%；鐵皮材質結構物 4 處，面積 26 平方公尺，占 18%；木

材質結構物 2 處，面積 50 平方公尺，占 35%；鋼筋混凝土材質

結構物 2 處，面積 60 平方公尺，占 43%。〈表 3-86〉 

表 3-86 七星山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石 8 6 4 

鐵皮 4 26 18 

木 2 50 35 
生態保護區 

鋼筋混凝土 2 60 43 

總計 － 16 14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 

在其他使用部分，有石材質 7 處，面積 6 平方公尺，占 5%；

鐵材質 3 處，面積 26 平方公尺，占 18%；鋼筋混凝土材質 1 處，

面積 60 平方公尺，占 42%。在圍牆使用部分，有木材質 1 處，鐵

材質 1 處。在駁坎使用部分，有石材質 1 處，鋼筋混凝土材質 1 處。

在涼亭使用部分，以木材質 1 處，面積 50 平方公尺，占 35%。〈表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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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7 七星山地區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結構物使用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石 7 6 5 

鐵 3 26 18 其他使用 

鋼筋混凝土 1 60 42 

木 1 － － 
圍牆 

鐵 1 － － 

石 1 － － 
駁坎 

鋼筋混凝土 1 － － 

涼亭 木 1 50 35 

總計 － 16 14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項目部分 

（1）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 

在生態保護區內有未使用 6 處，面積 275,150 平方公尺，

占 87%；其他使用 5 處，面積 119 平方公尺；空地使用 4 處，

面積 29,770 平方公尺，占 11%；停車使用 1 處，面積 2,370 平

方公尺，占 1%；道路使用 12 處，面積 2,814 平方公尺，占 1%。

〈表 3-88〉 

 

表 3-88 七星山地區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其他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未使用 6 275,150 87 

其他使用 5 119 － 

空地 4 29,770 11 

停車 1 2,370 1 

生態保護區 

道路 12 2,814 1 

總計 － 28 310,223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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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分析 

本區經調查之後的成果可看出，在使用分區的部份，全部是位於生態

保護區內。在地上物的部份，大部分為其他項目，其次為結構物，最後則

是建築物。本區之管有土地上出現較多的結構物，包括駁崁、圍牆、涼亭

及其他等使用；而在其他項目中則是以未使用（雜木林）為本區大宗，說

明本區之管有土地還是維持原始的風貌，並未被大規模開發或是佔用。 

經交叉分析後，在結構物使用與結構材質部分，以其他使用的鋼筋混

凝土所佔比例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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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一地區〈圖 3-12〉 

圖 3-12 管一地區位置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使用分區〈圖 3-13〉 

本調查範圍內，從調查單位的地籍筆數觀之，位於遊憩區有 1 筆土地，

面積 196 平方公尺，占 2%；一般管制區－住宅區有 1 筆土地，面積 4,014
平方公尺，占 32%；一般管制區－機關用地有 14 筆土地，面積 5,133 平方

公尺，占 42%；一般管制區第三類使用地有 3 筆土地，面積 3,034 平方公尺，

占 24%。〈表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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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9 管一地區使用分區統計表 

使用分區 數量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遊憩區 1 196 2  

一般管制區－

住宅區 
1 4,014 32 

 

一般管制區－

機關用地 
14 5,133 42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3 3,034 24 

 

總計 19 12,377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13 管一地區使用分區面積比例圖 

管一地區使用分區面積比例圖

2%

32%

41%

25%
遊憩區

一般管制區－住宅區

一般管制區－機關用地

一般管制區第三類使用地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地上物統計 

本調查範圍內，建築物有 25 棟，面積 2,436 平方公尺，占 20%；
結構物 1 處，面積 12 平方公尺；其他有 18 處，面積 9,929 平方公

尺，占 80%。〈表 3-90〉 

 

 



 第三章 現況資料庫之建立 

 

 73

表 3-90 管一地區地上物統計表 

項目 數量（棟、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建築物 25 2,436 20  

結構物 1 12 －  

其他 18 9,929 80  

總計 46 12,377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建築物 

本區內有 25 棟建築物，有 19 棟為住宅使用，面積 1,176 平方

公尺，占 48%；另外 6 棟為其他使用，面積為 1,260 平方公尺，占

52%。在建築物結構部份有 17 棟為鋼筋混凝土，面積有 2,076 平方

公尺，占 85%；磚造建築物有 8 棟，面積 360 平方公尺，占 15%。

樓層的部份有 11 棟是一樓，面積 980 平方公尺，占 40%；有 13
棟為 2 樓之建築物，面積 1,336 平方公尺，占 55%；有 1 棟 3 樓之

建築物，面積為 120 平方公尺，占 5%。〈表 3-91、3-92、3-93〉 

 

表 3-91 管一地區建築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住宅使用 19 1,176 48  

其他使用 6 1,260 52  

總計 25 2,436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92 管一地區建築物結構統計表 

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鋼筋混凝土 17 2,076 85  

磚造 8 360 15  

總計 25 2,436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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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3 管一地區建築物樓層統計表 

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一樓 11 980 40  

二樓 13 1,336 55  

三樓 1 120 5  

總計 25 2,436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結構物 

本區的結構物有 1 處為其他使用，面積 12 平方公尺，材質為

木。 〈表 3-94、3-95〉 

表 3-94 管一地區結構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其他使用 1 12 100  

總計 1 1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95 管一地區結構物材質統計表 

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木 1 12 100  

總計 1 1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 

在其他調查項目部份，本區內有 1 處種菜使用，面積 32 平方

公尺；1 處種苗木，面積為 28 平方公尺；5 處空地，面積 6,307 平

方公尺，占 64%； 2 處為道路，面積為 311 平方公尺，占 3%；3
處圍牆使用，面積為 76 平方公尺，占 1%；4 處未使用（雜木林），

面積為 2,613 平方公尺，占 26%；以及 2 處無法調查，面積為 562
平方公尺，占 6%。〈表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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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6 管一地區其他項目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種菜 1 32 －  

種苗木 1 28 －  

空地 5 6,307 64 

道路 2 311 3 

圍牆 3 76 1 

未使用（雜木林） 4 2,613 26  

無法調查 2 562 6  

總計 18 9,929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交叉分析 

1.建築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 

在管三內，住宅使用 2 棟，面積 168 平方公尺，占 7%。

在一般管制區－住宅內，有其他使用 4 棟，面積 824 平方公尺，

占 34%。在一般管制區－機關部分，住宅使用有 17 棟，面積

1,008 平方公尺，占 41%；其他使用 1 棟，面積 240 平方公尺，

占 10%。在遊憩區部份，其他使用有 1 棟，面積 196 平方公尺，

占 8%。〈表 3-97〉 

表 3-97 管一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一般管制區第三

類使用地 
住宅 2 168 7 

一般管制區－住

宅 
其他使用 4 824 34 

住宅 17 1,008 41 一般管制區－機

關 其他使用 1 240 10 

遊憩區 其他使用 1 196 8 

總計 － 25 2,436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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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 

在管三內，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2 棟，面積 168 平方公

尺，占 7%。在一般管制區－住宅內，有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4 棟，面積 824 平方公尺，占 34%。在一般管制區－機關部分，

有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10 棟，面積 888 平方公尺，占 36%；

磚結構建築物 8 棟，面積 360 平方公尺，占 15%。在遊憩區部

份，有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1 棟，面積 196 平方公尺，占 8%。

〈表 3-98〉 

表 3-98 管一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一般管制區第三類

使用地 
鋼筋混凝土 2 168 7 

一般管制區－住宅 鋼筋混凝土 4 824 34 

鋼筋混凝土 10 888 36 
一般管制區－機關 

磚 8 360 15 

遊憩區 鋼筋混凝土 1 196 8 

總計 － 25 2,436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 

在管三內，有 2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48 平方公尺，占

2%；3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120 平方公尺，占 5%。在一般

管制區－住宅內，有 1 層樓建築物 2 棟，面積 264 平方公尺，

占 11%；2 層樓建築物 2 棟，面積 560 平方公尺，占 23%在機

關部分，有 1 層樓建築物 10 棟，面積 728 平方公尺，占 30%；

2 層樓建築物 8 棟，面積 520 平方公尺，占 21%。在遊憩區部

份，有 1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196 平方公尺，占 8%。〈表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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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9 管一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2 1 48 2 一般管制區第三類

使用地 3 1 120 5 

1 2 264 11 
一般管制區－住宅 

2 2 560 23 

1 10 728 30 
機關 

2 8 520 21 

遊憩區 1 1 196 8 

總計 － 25 2,436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 

在本區內有其他使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6 棟，面積

1,260 平方公尺，占 52%。住宅使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11
棟，面積 816 平方公尺，占 33%；磚結構建築物 8 棟，面積 360
平方公尺，占 15%。〈表 3-100〉 

 

表 3-100 管一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其他使用 鋼筋混凝土 6 1,260 52 

鋼筋混凝土 11 816 33 
住宅 

磚 8 360 15 

總計 － 25 2,436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樓層 

在本區內有其他使用 1 層樓建築物 4 棟，面積 700 平方公

尺，占 29%；2 層樓建築物 2 棟，面積 560 平方公尺，占 23%。

住宅使用 1 層樓建築物 7 棟，面積 280 平方公尺，占 11%；2
層樓建築物 11 棟，面積 776 平方公尺，占 32%；3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120 平方公尺，占 5%。〈表 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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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1 管一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1 4 700 29 
其他使用 

2 2 560 23 

1 7 280 11 

2 11 776 32 住宅 

3 1 120 5 

總計 － 25 2,436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6）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 

在本區內有鋼筋混凝土結構 1 層樓建築物 4 棟，面積 700
平方公尺，占 29%；2 層樓建築物 12 棟，面積 1,256 平方公尺，

占 52%；3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120 平方公尺，占 5%。磚結

構 1 層樓建築物 7 棟，面積 280 平方公尺，占 11%；2 層樓建

築物 1 棟，面積 80 平方公尺，占 3%。〈表 3-102〉 

表 3-102 管一地區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結構 建築物樓層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1 4 700 29 

2 12 1,256 52 鋼筋混凝土 

3 1 120 5 

1 7 280 11 
磚 

2 1 80 3 

總計 － 25 2,436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結構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 

在一般管制區－住宅的部分，有其他使用 1 處，面積 12
平方公尺。〈表 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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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3 管一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一般管制區－

住宅 

其他使用 1 12 100 

總計 － 1 1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 

在一般管制區－住宅的部分，有木材質 1 處，面積 12 平方

公尺。〈表 3-104〉 

表 3-104 管一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一般管制區－

住宅 

木 1 12 100 

總計 － 1 1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 

在其他使用部分，有木材質 1 處，面積 12 平方公尺。〈表 3-105〉 

表 3-105 管一地區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結構物使用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其他使用 木 1 12 100 

總計 － 1 1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項目部分 

（1）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 

在管三部分，有空地 1 處，面積 2,304 平方公尺，占 23%；無

法調查 2 處，面積 562 平方公尺，占 6%。在機關部分，有未使用

4 處，面積 2,613 平方公尺，占 27%；道路 2 處，面積 311 平方公

尺，占 3%；空地 3 處，827 平方公尺，占 8%；圍牆 3 處，76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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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尺，占 1%；種菜 1 處，32 平方公尺；種苗木 1 處，面積 28
平方公尺。在一般管制區－住宅部份，有空地 1 處，面積 3,176 平

方公尺，占 32%。〈表 3-106〉 

表 3-106 管一地區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其他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空地 1 2,304 23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無法調查 2 562 6 

未使用 4 2,613 27 

道路 2 311 3 

空地 3 827 8 

圍牆 3 76 1 

種菜 1 32 － 

機關 

種苗木 1 28 － 

住宅 空地 1 3,176 32 

總計 － 18 9,929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綜合分析 

本區經調查之後的成果可看出，在使用分區的部份，面積最大的為一

般管制區－機關，其次為一般管制區－住宅。在地上物的部份，大部分為

其他項目，其次為建築物、結構物。本區之管有土地上的建築物，多為住

宅使用與機關使用；結構物的部份則為其他使用；而在其他項目中以空地

為本區大宗。 

經交叉分析後，在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部分，以一般管制區－機關

的住宅使用佔有比例最高，一般管制區－住宅的其他使用居次；在使用分

區與結構物使用部分，為一般管制區－住宅的其他使用；在使用分區與其

他項目使用部分，以一般管制區－機關的未使用所佔比例最高；在建築物

使用與建築物結構部份，以其他使用的鋼筋混凝土結構所佔比例最高；在

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部分，以鋼筋混凝土結構的 2 層樓所佔比例最高；

在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部分，為其他使用的木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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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管二地區〈圖 3-14〉 

圖 3-14 管二地區位置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使用分區〈圖 3-15〉 

本調查範圍內，從調查單位的地籍筆數觀之，位於特別景觀區有 34 筆

土地，面積 1,361,994 平方公尺，占 99%；一般管制區第二類使用地有 1 筆

土地，面積 12,864 平方公尺，佔 1%；一般管制區則有 1 筆土地，面積 1,202
平方公尺；區外土地 1 筆，面積 945 平方公尺。〈表 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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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7 管二地區使用分區統計表 

使用分區 數量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特別景觀區 34 1,361,994 99  

一般管制區－

第二類使用地 
1 12,864 1 

 

一般管制區 1 1,202 －  

區外 1 945 －  

總計 36 1,377,005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15 管二地區使用分區面積比例圖 

管二地區使用分區面積比例圖

99%

1%

0%

0%

特別景觀區

一般管制區－第二類使用地

一般管制區

區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地上物統計 

本調查範圍內，建築物有 14 棟，面積 7,132 平方公尺，占 1%；

結構物 23 處，面積 572 平方公尺；其他有 78 處，面積 1,369,301
平方公尺，占 99 %。〈表 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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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8 管二地區地上物統計表 

項目 數量（棟、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建築物 14 7,132 1  

結構物 23 572 －  

其他 78 1,369,301 99  

總計 115 1,377,005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建築物 

本區內有 14 棟建築物，有 14 棟為其他使用，面積為 7,132 平

方公尺。在建築物結構部份有 14 棟為鋼筋混凝土，面積有 7,132
平方公尺。樓層的部份有 10 棟是一樓，面積 4,320 平方公尺，占

61%；有 3 棟為 2 樓之建築物，面積 1,948 平方公尺，占 27%；有

1 棟 3 樓之建築物，面積為 864 平方公尺，占 12%。〈表 3-109、3-110、
3-111〉 

表 3-109 管二地區建築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其他使用 14 7,132 100  

總計 14 7,132 100  

表 3-110 管二地區建築物結構統計表 

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鋼筋混凝土 14 7,132 100  

總計 14 7,132 100  

表 3-111 管二地區建築物樓層統計表 

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一樓 10 4,320 61  

二樓 3 1,948 27  

三樓 1 864 12  

總計 14 7,13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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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構物 

本區的結構物有 8 處為駁崁使用；3 處為蓄水塔，面積 49 平

方公尺，占 8.39%；7 處棚架，面積 166 平方公尺，占 28.42%；2
處化糞池；以及 4 處其他使用，面積 369 平方公尺，占 63.18%；

材質部分，有 2 處為木，面積 65 平方公尺，占 11%；1 處為竹，

面積 12 平方公尺，佔 2%；7 處為石；3 處為塑膠，面積 55 平方公

尺，占 10%；有 2 處為鐵皮，面積 46 平方公尺，占 8%；1 處為磚，

面積 320 平方公尺，占 56%；6 處為鋼筋混凝土，面積 73 平方公

尺，占 13%；及 1 處不鏽鋼，面積 1 平方公尺。〈表 3-112、3-113〉 

表 3-112 管二地區結構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駁崁使用 8  －  －  

蓄水塔（池） 3 49 9  

棚架；寮舍 7 166 29  

化糞池 2  － －   

其他使用 3 357 62  

總計 23 57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113 管二地區結構物材質統計表 

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木 2 65 11  

竹 1 12 2  

石 7  － －   

塑膠 3 55 10  

鐵皮 2 46 8  

磚 1 320 56  

鋼筋混凝土 6 73 13  

不銹鋼 1 1 －  

總計 23 57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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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 

在其他調查項目部份，本區內有 1 處種菜使用，面積 40 平方

公尺；4 處空地，面積 2,050 平方公尺；3 處停車使用，面積 1,230

平方公尺；26 處為道路，面積為 4,215 平方公尺；17 處其他使用，

面積 18,793 平方公尺，占 2%；27 處未使用（雜木林），面積為

1,342,973 平方公尺，占 98 %。〈表 3-114〉 

表 3-114 管二地區其他項目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種菜 1 40 －  

空地 4 2,050 － 

停車 3 1,230 － 

道路 26 4,215 － 

其他使用 17 18,793 2 

未使用（雜木林） 27 1,342,973 98  

總計 78 1,369,301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交叉分析 

1.建築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 

在特別景觀區內，有其他使用 8 棟，面積 3,844 平方公尺，

占 54%。在管二內，有其他使用 6 棟，面積 3,288 平方公尺，

占 46%。〈表 3-115〉 

表 3-115 管二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特別景觀區 其他使用 8 3,844 54 

一般管制區第二

類使用地 

其他使用 6 3,288 46 

總計 － 14 7,13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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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 

在特別景觀區內，有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8 棟，面積

3,844 平方公尺，占 54%。在管二內，有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6 棟，面積 3,844 平方公尺，占 46%。〈表 3-116〉 

表 3-116 管二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特別景觀區 鋼筋混凝土 8 3,844 54 

一般管制區第二

類使用地 

鋼筋混凝土 6 3,288 46 

總計 － 14 7,13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 

在特別景觀區內，有 1 層樓建築物 6 棟，面積 1,740 平方

公尺，占 24%；2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1,240 平方公尺，占

17%；3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864 平方公尺，占 12%。在管

二內，有 1 層樓建築物 4 棟，面積 2,580 平方公尺，占 36%；2
層樓建築物 2 棟，面積 708 平方公尺，占 11%。〈表 3-117〉 

表 3-117 管二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1 6 1,740 24 

2 1 1,240 17 特別景觀區 

3 1 864 12 

1 4 2,580 36 一般管制區第二類

使用地 2 2 708 11 

總計 － 14 7,13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 

在本區內有其他使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 14 棟，面積

7,132 平方公尺。〈表 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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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8 管二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其他使用 鋼筋混凝土 14 7,132 100 

總計 － 14 7,13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樓層 

在本區內有其他使用 1 層樓建築物 10 棟，面積 4,320 平方

公尺，占 61%；2 層樓建築物 3 棟，面積 1,948 平方公尺，占

27%；3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864 平方公尺，占 12%。〈表 3-119〉 

表 3-119 管二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1 10 4,320 61 

2 3 1,948 27 其他使用 

3 1 864 12 

總計 － 14 7,13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6）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 

在本區內有鋼筋混凝土結構 1層樓建築物 10棟，面積 4,320
平方公尺，占 61%；2 層樓建築物 3 棟，面積 1,948 平方公尺，

占 27%；3 層樓建築物 1 棟，面積 864 平方公尺，占 12%。〈表

3-120〉 

表 3-120 管二地區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結構 建築物樓層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1 10 4,320 67 

2 3 1,948 27 鋼筋混凝土 

3 1 864 12 

總計 － 39 7,13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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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構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 

在特別景觀區部份，有棚架 5 處，面積 90 平方公尺，占

16%；蓄水池 3 處，面積 49 平方公尺，占 9%；駁坎 8 處；化

糞池 2 處；其他使用 3 處，面積 357 平方公尺，占 62%。在管

二的部分，有棚架 2 處，面積 76 平方公尺，占 13%。〈表 3-121〉 

表 3-121 管二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棚架 5 90 16 

蓄水池 3 49 9 

駁坎 8 － － 

化糞池 2 － － 

特別景觀區 

其他使用 3 357 62 

一般管制區第

二類使用地 

棚架 2 76 13 

總計 － 23 57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 

在特別景觀區部份，有水泥材質 5 處，面積 37 平方公尺，

占 7%；塑膠材質 3 處，面積 55 平方公尺，占 10%；磚材質 1
處，面積 320 平方公尺，占 56%；鋼筋混凝土材質 1 處，面積

36 平方公尺，占 6%；鐵皮材質 1 處，面積 10 平方公尺，占 2%；

竹材質 1 處，面積 12 平方公尺，占 2%；石材質 7 處；不鏽鋼

材質 1 處，面積 1 平方公尺；木材質 1 處，面積 25 平方公尺，

占 4 %。在管二的部分，有木材質 1 處，面積 40 平方公尺，占

7%；鐵材質 1 處，面積 36 平方公尺，占 6%。〈表 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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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2 管二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水泥 5 37 7 

塑膠 3 55 10 

磚 1 320 56 

鋼筋混凝土 1 36 6 

鐵皮 1 10 2 

竹 1 12 2 

石 7 － － 

不鏽鋼 1 1 － 

特別景觀區 

木 1 25 4 

木 1 40 7 一般管制區第

二類使用地 鐵 1 36 6 

總計 － 23 57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 

在棚架使用部分，鐵材質 2 處，面積 46 平方公尺，占 8%；

木材質 2 處，面積 65 平方公尺，占 11%；塑膠材質 2 處，面積 43
平方公尺，占 8%；竹材質 1 處，面積 12 平方公尺，占 2%。在蓄

水池使用部分，有塑膠材質 1 處，面積 12 平方公尺，占 2%；水泥

材質 2 處，面積 37 平方公尺，占 7%。在駁坎使用部分，石材質 8
處。在化糞池使用部分，有水泥材質 2 處。在其他使用部分，有不

鏽鋼材質 1 處，面積 1 平方公尺；磚材質 1 處，320 平方公尺，占

56%；鋼筋混凝土材質 1 處，面積 36 平方公尺，占 6%。〈表 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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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3 管二地區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結構物使用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鐵 2 46 8 

木 2 65 11 

塑膠 2 43 8 
棚架 

竹 1 12 2 

塑膠 1 12 2 
蓄水池 

水泥 2 37 7 

駁坎 石 8 － － 

化糞池 水泥 2 － － 

不鏽鋼 1 1 － 

磚 1 320 56 其他使用 

鋼筋混凝土 1 36 6 

總計 － 23 57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項目部分 

（1）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 

在特別景觀區部份，有道路 23 處，面積 4,215 平方公尺；未

使用 26 處，面積 1,342,028 平方公尺，占 98%；其他使用 15 處，

面積 8,016 平方公尺，占 1%；停車 3 處，面積 1,230 平方公尺；種

菜 1 處，面積 40 平方公尺；空地 4 處，面積 2,050 平方公尺；在

區外的部分，有道路 1 處；其他使用 1 處，面積 945 平方公尺；在

一般管制區部分，有其他使用 1 處，面積 1,202 平方公尺；道路 1
處；在管二部分，有其他使用 1 處，面積 9,575，占 1%；道路 1
處。〈表 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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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4 管二地區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其他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道路 23 4,215 － 

未使用 26 1,342,028 98 

其他使用 15 8,016 1 

停車 3 1,230 － 

種菜 1 40 － 

特別景觀區 

空地 4 2,050 － 

道路 1 －  
區外 

未使用 1 945 － 

其他使用 1 1,202 － 
一般管制區 

道路 1 － － 

其他使用 1 9,575 1 一般管制區第

二類使用地 道路 1 － － 

總計 － 78 1,369,301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綜合分析 

本區經調查之後的成果可看出，在使用分區的部份，面積最大的為特

別景觀區。在地上物的部份，大部分為其他項目，其次為建築物、結構物。

本區之管有土地上的建築物，為其他使用；結構物的部份則多為其他、棚

架等使用；而在其他項目中有以未使用（雜木林）為本區大宗。因本區內

多為政府單位之服務性設施，還包含了七星山的部份，因此說明本區之管

有土地除維持原始的風貌外，其餘為機關使用。 

經交叉分析後，在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部分，以特別景觀區的其他

使用佔有比例最高，管二的其他使用居次；在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部分，

以特別景觀區的其他使用所佔比例最高；在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部

分，以特別景觀區的未使用所佔比例最高；在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部

份，為其他使用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在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部分，以

鋼筋混凝土結構的 1 層樓所佔比例最高，2 層樓居次；在結構物使用與結構

物材質部分，以其他使用的磚材質所佔比例最高，棚架使用的木材質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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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龍鳳谷地區〈圖 3-16〉 

圖 3-16 龍鳳谷地區位置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使用分區〈圖 3-17〉 

本調查範圍內，從調查單位的地籍筆數觀之，位於特別景觀區有 26 筆

土地，面積 169,140 平方公尺，占 95%；一般管制區則有 1 筆土地，面積

9,134 平方公尺，占 5%。〈表 3-125〉 

表 3-125 龍鳳谷地區使用分區統計表 

使用分區 數量（棟、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特別景觀區 26 169,140 95  

一般管制區 1 9,134 5  

總計 27 178,274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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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龍鳳谷地區使用分區面積比例圖 

龍鳳谷地區使用分區面積比例統計圖

95%

5%

特別景觀區 一般管制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地上物統計 

本調查範圍內，建築物有 36 棟，面積 3,025 平方公尺，占 1%；

結構物 2 處，面積 210 平方公尺；其他有 26 處，面積 174,847 平

方公尺，占 99%。〈表 3-126〉 

表 3-126 龍鳳谷地區地上物統計表 

項目 數量（棟、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建築物 36 3,025 1  

結構物 2 210 －  

其他 26 175,039 99  

總計 64 178,274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建築物 

本區內有 36 棟建築物，有 6 棟為商業使用，面積 1,585 平方

公尺，占 52%；有 15 棟為住宅使用，面積 1,200 平方公尺，占 40%；

有 1 棟為農業使用，面積為 60 平方公尺，占 2%；另外 3 棟為其他

使用，面積為 180 平方公尺，占 6%。在建築物結構部份有 15 棟為

鋼筋混凝土，面積有 1,327 平方公尺，占 44%；磚造建築物有 14
棟，面積 1,116 平方公尺，占 37%；土石木造鐵皮之建築物有 7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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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為 582 平方公尺，占 19%。樓層的部份有 20 棟是一樓，面積

1,790 平方公尺，占 59%；另有 16 棟為 2 樓之建築物，面積 1,235
平方公尺，占 41%。〈表 3-127、3-128、3-129〉 

表 3-127 龍鳳谷地區建築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商業使用 16 1,585 52  

住宅使用 15 1,200 40  

農業使用 1 60 2  

其他使用 3 180 6  

總計 36 3,025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128 龍鳳谷地區建築物結構統計表 

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鋼筋混凝土 15 1,327 44  

磚造 14 1,116 37  

土石木造鐵皮 7 582 19  

總計 36 3,025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129 龍鳳谷地區建築物樓層統計表 

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一樓 20 1,790 59  

二樓 16 1,235 41  

總計 36 3,025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結構物 

本區的結構物有 1 處為堆置生財工具，面積 66 平方公尺，占

31%；1 處為其他使用，面積 144 平方公尺，占 69%；材質部分，

皆為木材質，面積為 210 平方公尺。〈表 3-130、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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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0 龍鳳谷地區結構物使用統計表 

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堆置生財工具 1 66 31  

其他使用 1 144 69  

總計 2 2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131 龍鳳谷地區結構物材質統計表 

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木 2 210 100  

總計 2 2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 

在其他調查項目部份，本區內有 2 處空地，面積 1,840 平方公

尺，占 1 %；2 處為道路，面積為 59 平方公尺；22 處未使用（雜

木林），面積為 172,948 平方公尺，占 99%。〈表 3-132〉 

表 3-132 龍鳳谷地區其他項目統計表 

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備註 

空地 2 1,840 1 

道路 2 59 － 

未使用（雜木林） 22 173,140 99  

總計 26 175,039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交叉分析 

1.建築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 

在管三的部分，有住宅 1 棟，面積 96 平方公尺，占 3%；商

業 1 棟，面積 40 平方公尺，占 1%；農業 1 棟，面積 60 平方公尺，

占 2%。特別景觀區部份，住宅 14 棟，面積 1,104 平方公尺，占 37%；
其他 3 棟，面積 180 平方公尺，占 6%；商業 16 棟，面積 1,545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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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尺，占 51%。〈表 3-133〉 

表 3-133 龍鳳谷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使用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住宅 1 96 3 

商業 1 40 1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農業 1 60 2 

住宅 14 1,104 37 

其他 3 180 6 特別景觀區 

商業 16 1,545 51 

總計 － 36 3,025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 

在管三內，有磚結構建築物 3 棟，面積 196 平方公尺，占 6 %。

特別景觀區內，有鐵皮結構建築物 2 棟，面積 320 平方公尺，占

11%；磚結構建築物 11 棟，面積 920 平方公尺，占 30%；鋼筋混

凝土結構建築物 15 棟，面積 1,327 平方公尺，占 44%；木結構建

築物 5 棟，面積 262 平方公尺，占 9%。〈表 3-134〉 

表 3-134 龍鳳谷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磚 3 196 6 

鐵皮 2 320 11 

磚 11 920 30 

鋼筋混凝土 15 1,327 44 
特別景觀區 

木 5 262 9 

總計 － 36 3,025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 

在管三內，有 1 層樓建築物 3 棟，面積 196 平方公尺，占 7%。

特別景觀區內，有 1 層樓建築物 17 棟，面積 1,594 平方公尺，占

53%；2 層樓建築物 16 棟，面積 1,235 平方公尺，占 40 %。〈表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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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5 龍鳳谷地區使用分區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1 3 196 7 

1 17 1,594 53 
特別景觀區 

2 16 1,235 40 

總計 － 36 3,025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 

在住宅使用部分，有木結構 3 棟，面積 120 平方公尺，占

4%；磚結構 5 棟，面積 50 平方公尺，占 17%；鋼筋混凝土結

構 7 棟，580 平方公尺，占 19%。其他使用部分，有木結構 1
棟，面積 40 平方公尺，占 1%；磚結構 1 棟，面積 20 平方公尺，

占 1%；鋼筋混凝土結構 1 棟，面積 120 平方公尺，占 4%。商

業使用部分，有木結構 1 棟，面積 102 平方公尺，占 3%；磚結

構 7 棟，面積 536 平方公尺，占 18%；鋼筋混凝土結構 7 棟，

面積 536 平方公尺，占 21%；鐵皮結構 2 棟，面積 627 平方公

尺，占 10%。在農業使用部分，磚結構 1 棟，面積 60 平方公尺，

占 2%。〈表 3-136、3-137〉 

表 3-136 龍鳳谷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結構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木 3 120 4 

磚 5 500 17 住宅 

鋼筋混凝土 7 580 19 

木 1 40 1 

磚 1 20 1 其他使用 

鋼筋混凝土 1 120 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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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7 龍鳳谷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交叉分析統計表（續） 

木 1 102 3 

磚 7 536 18 

鋼筋混凝土 7 627 21 
商業 

鐵皮 2 320 10 

農業 磚 1 60 2 

總計 － 36 3,025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樓層 

在住宅使用 1 層樓建築物 8 棟，面積 712 平方公尺，占

23%；2 層樓建築物 7 棟，面積 488 平方公尺，占 16%。商業

使用 1 層樓建築物 8 棟，面積 838 平方公尺，占 28%；2 層樓

建築物 9 棟，面積 747 平方公尺，占 25%。農業使用 1 層樓建

築物 1 棟，面積 60 平方公尺，占 2%。其他使用 1 層樓建築物

3 棟，面積 180 平方公尺，占 6%。〈表 3-138〉 

表 3-138 龍鳳谷地區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使用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1 8 712 23 
住宅 

2 7 488 16 

1 8 838 28 
商業 

2 9 747 25 

農業 1 1 60 2 

其他 1 3 180 6 

總計 － 36 3,025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6）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 

在木結構部份，1 層樓 5 棟，面積 262 平方公尺，占 9%。磚

結構部份，有 1 層樓 10 棟，面積 908 平方公尺，占 30%；2 層樓 4
棟，面積 208 平方公尺，占 7%。鋼筋混凝土結構部份，1 層樓 3
棟，面積 300 平方公尺，占 10%；2 層樓 12 棟，面積 1,027 平方公

尺，占 34%。鐵皮結構部份，1 層樓 2 棟，面積 320 平方公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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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表 3-139〉 

表 3-139 龍鳳谷地區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交叉分析統計表 

建築物結構 建築物樓層 數量（棟） 面積（m2） 百分比（﹪）

木 1 5 262 9 

1 10 908 30 
磚 

2 4 208 7 

1 3 300 10 
鋼筋混凝土 

2 12 1,027 34 

鐵皮 1 2 320 10 

總計 － 36 3,025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結構物部分 

（1）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 

在特別景觀區部份，其他使用 1 處，面積 144 平方公尺，占

69%；堆置生財工具 1 處，面積 66 平方公尺，占 31%。〈表 3-140〉 

表 3-140 龍鳳谷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其他使用 1 144 69 
特別景觀區 

堆置生財工具 1 66 31 

總計 － 2 2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 

在特別景觀區內有木材質結構物 2 處，面積 210 平方公尺。〈表

3-141〉 

表 3-141 龍鳳谷地區使用分區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特別景觀區 木 2 2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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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 

在本區內，有其他使用木材質結構物 1 處，面積 144 平方公尺，

占 69%；堆置生財工具木材質結構物 1 處，面積 66 平方公尺，占

31%。〈表 3-142〉 

表 3-142 龍鳳谷地區結構物使用與結構物材質交叉分析統計表 

結構物使用 結構物材質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其他使用 木 1 144 69 

堆置生財工具 木 1 66 31 

總計 － 2 21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其他項目部分 

（1）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 

在管三的部分，有未使用 1 處，面積 8,938 平方公尺，占 5%。

特別景觀區的部分，有未使用 21 處，面積 164,202 平方公尺，占

94%；空地 2 處，面積 1,840 平方公尺，占 1%；道路 2 處，面積

59 平方公尺。〈表 3-143〉 

表 3-143 龍鳳谷地區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交叉分析統計表 

使用分區 其他使用 數量（處） 面積（m2） 百分比（﹪）

一般管制區第

三類使用地 

未使用 1 8,938 5 

未使用 21 164,202 94 

空地 2 1,840 1 特別景觀區 

道路 2 59 － 

總計 － 26 175,039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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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分析 

本區經調查之後的成果可看出，在使用分區的部份，面積最大的為特

別景觀區，其次為一般管制區。在地上物的部份，大部分為其他項目，其

次為建築物，最後則是結構物。本區之管有土地上出現較多的建築物，多

為商業及住宅使用；而在其他項目中有以未使用（雜木林）為本區大宗。

因本區接近都市發展邊緣，且為早期發展地區，故易產生建築物佔用的情

形。但本區之管有土地大部分還是維持原始的風貌外，存在零星的建築物

佔用的情形。 

經交叉分析後，在使用分區與建築物使用部分，以特別景觀區的商業

使用所佔比例最高，住宅使用居次；在使用分區與結構物使用部分，以特

別景觀區的其他使用所佔比例最高；在使用分區與其他項目使用部分，以

特別景觀區的未使用所佔比例最高；在建築物使用與建築物結構部份，以

商業使用的鋼筋混凝土結構所佔比例最高，住宅使用的鋼筋混凝土結構比

例次之；在建築物結構與建築物樓層部分，以磚結構的 1 層樓所佔比例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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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管有國有土地使用現況之課題與對策 

經由上述對於七個分區調查分析的結果，提出管有國有土地使用現況的課

題，共分為兩個部份，分別為管有土地使用現況共同課題以及管有土地使用現況

各調查分區個別課題。 

第一節 管有土地使用現況共同課題與對策 

一、課題 

本研究所屬範圍主要是分布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核心地區，其所涵蓋之使用

分區包括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遊憩區及一般管制區，而本研究從管有土地

實際的使用現況以及統計分析後的資料，提出其使用現況課題如下： 

（一）管有土地長期遭佔用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的管有土地，因範圍廣大，且分布於國家公園

的各個地區，對於掌控使用現況來說，是相當繁複的工作。再加上這些管

有土地原來是以撥用、價購或是徵收的方式取得，原本在土地上的部份使

用人不願離去，造成有佔用的情形產生，這些也是管有土地有佔用情形的

原因之一。就各分區的佔用問題分區說明如下︰ 

1.鹿角坑地區 

本區管有土地多維持原始的現況使用，計畫開發的設施多未興

設。因此，造成民宅使用人有小規模的佔用情事產生，如地號 62-2
的現況，可分為空地、道路及住宅前院。 

2.管二地區 

在地號 469 上，有民眾在管有土地上撘設棚架的情形，經詢問

後，民眾說明棚架的使用已取得管理處之同意，但其設置棚架仍妨

礙景觀與環境之整潔。 

3.龍鳳谷地區 

本區由溪谷聯外的通道僅有登山步道，因位於溪谷，隱密性

高，所以在管有土地上之民眾，以鐵皮甚至是水泥的建築結構搭建

小吃店或是溫泉浴池等建築物或是結構物，不但佔用了管有土地，

而且已妨礙到登山步道之通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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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有土地上之建築物已廢棄或無法再使用 

在管有土地上存有多處建築物已廢棄或不能再使用，不但影響土地使

用及景觀，而且對於環境，也將造成相當大的傷害。就各分區的廢棄建築

物課題分區說明如下︰ 

1.鹿角坑地區 

本區在地號 33 及 45 有民眾居住的情形，有一些廢棄的建築

物，影響地區的土地使用及景觀的協調。而居住此地的大都是老年

人，缺乏生活上的照料，有必要對老年人加以安置，或用其他方式

照顧。 

2.小油坑地區 

本區管有土地上之建築物多已廢棄不使用，但建築物仍然存

在，宜對這些建築物訂定再利用方案，或是進行拆除復原，避免窳

陋的建築物影響觀瞻。 

3.小觀音地區 

在地號 33、45 土地上都有廢棄的建築物存在，但是因其週遭

環境皆為未使用之雜樹林，卻有廢棄建築物夾雜其中，造成景觀的

差異，應儘速對於這些廢棄建築物進行必要的處理。 

（三）管有土地上的建築物已被拆除，留下大量的廢棄物尚未處理。 

服務性設施區內多筆地號上之建築物已被管理處拆除，但廢棄物遲遲

未加以處理，雖然是遊客可能不會進入的地方，但其堆置仍會有安全上或

是衛生上的疑慮。 

（四）溫泉管線散亂分布造成景觀及生態的危害。 

陽明山國家公園素來擁有豐富的溫泉資源，尤其是馬槽地區及龍鳳谷

地區，但是散亂的溫泉管線，不但影響景觀視覺，更容易造成遊客安全上

的危害。就溫泉管線之課題分區說明如下︰ 

1.馬槽地區 

位於馬槽橋下之溪谷有許多綿延的溫泉管線，影響當地景觀品

質，宜統一管理，並且設法讓溫泉管線能整齊與美化。 

2.龍鳳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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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本區的步道兩旁及硫磺谷內，散佈民間溫泉業者所接之管

線，因私人業者各自銜接管線，且又因時間先後的不同，造成溫泉

管線雜亂散佈其中，危害景觀與生態，宜統一管理，並且設法讓溫

泉管線能整齊與美化。 

二、對策 

（一）管有國有土地長期遭佔用處理對策 

1.由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與國有財產局合作建立追討機制。 

2.依內政部台八八內營字第八八七八二五 0 號致陽管處函規定辦理。 

（二）管有土地上之建築物已廢棄或無法使用之處理對策 

1.已廢棄或無法使用之建築物應予以處理，其內居住之人，宜勸導遷

移，或透過社會福利單位另予安置。 

2.經整修後仍可供陽管處使用者，宜加以整修再利用。 

3.建築物已拆除，留下廢棄物尚未處理者，宜予以處理。 

4.溫泉管線宜訂定處理原則，再由民眾透過社區總體營造、改善城鄉

風貌或地區環境改造等途徑，建立共識，整體規劃設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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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管有土地使用現況各調查分區個別課題與對策 

一、課題 

除了上述管有土地使用現況的共同課題外，對於各調查分區內，仍存有個別

性的課題。其課題如次： 

（一）小觀音地區有國防的使用，管理不易。 

國防設施一向是具有獨立性與隱密性，在管有土地上有國防設施的存

在，對於具有土地管理權的國家公園管理處來說，實質意義並不大，無法

有效的管理為國防設施使用的土地。 

（二）小觀音地區之管有土地，現況使用零亂，造成環境品質低落。 

小觀音地區也屬於國家公園早期開發的地區之一，所以在管有地上也

存有建築物、結構物、廢棄物或垃圾，現況使用零亂。 

（三）龍鳳谷地區因屬早期開發的地區，管有土地的使用稍嫌零亂，且環境

也已遭受損害。 

龍鳳谷地區因屬早期開發的地區，且鄰近都市發展地區，所以長期以

來，已經造成原來管有土地環境的損害，如溫泉管線、臨時建築物、原始

樹林的破壞等等，造成龍鳳谷的景觀與生態相當大的改變。 

二、對策 

（一）小觀音地區國防設施使用之土地，其管理與生態景觀之維護，宜持續

與國防單位建立溝通管道，建立雙贏。 

（二）小觀音地區及龍鳳谷地區管有土地及周圍土地，宜透過社區總體營造、

城鄉風貌改造或地區環境改造等途徑，由陽管處行政及經費協助輔導

改善，其中以陽管處管有土地優先處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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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經調查與分析後，發現大部分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管有之土地管理

良好，可見陽管處多年的努力確具成效。就本研究的整理與分析後，提出幾下幾

點結論： 

一、管有土地多仍維持自然狀態 

陽管處管有土地目前使用多維持自然狀態，面積占本次調查範圍之 90.3%，

合乎國家公園規劃的精神。 

二、部分管有土地存有已廢棄之建築物及建築廢棄物 

部分管有土地上建築物已廢棄或不能再使用，也有建築物拆除後之廢棄物存

在，破壞環境與景觀。 

三、小部分管有土地有私人佔用的情形，多位於龍鳳谷與小觀音地區 

由現況調查發現，小部分地區有發生私人佔用情形，主要是在台北市區邊緣

的龍鳳谷與小觀音兩個地區。在龍鳳谷地區主要是以建築物為大宗；小觀音地區

主要則是以建築物及結構物的佔用情形最多。 

四、溫泉管線的分布，多位於馬槽與龍鳳谷區 

由現況調查成果發現，溫泉管線的分布，主要是在馬槽與龍鳳谷兩個擁有溫

泉資源之地區，由溫泉業者各自接溫泉管線經營，缺乏整體規劃設計，造成管線

雜亂分散，視覺景觀頗為不佳。 

五、管有土地使用現況資料庫的建構，小部分有困難 

從本次使用現況調查所建構的資料庫，較不易取得的資訊為使用人名字與使

用時間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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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針對本研究所調查與分析之內容，及未來管有國有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擬提

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宜針對管有土地建立全盤的使用現況資料庫  

本次的管有國有地使用現況調查，為北投區的湖山、湖田里的部分，而陽管

處所管有的國有土地尚包括士林區、台北縣及北投區的其他區域。為方便日後管

理工作，宜持續對剩餘的地區作使用現況調查，並以本研究為基礎，建構完整的

管有土地使用現況資料庫。 

二、未來對於管有國有土地資料庫應定期作資料更新 

土地使用的經營管理，需要完整而即時的現況資料，所以資料庫的功能應隨

時更新，否則其功能與效用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減小。 

三、針對私人佔用國有土地的情形，宜以更積極的態度面對與解決 

對於長久以來存在的私人的佔用情形，擱置不管或任其使用均宜改善，可藉

由個案輔導、溝通協調、依法處理等方式逐案解決。 

四、管有土地後續的經營管理，可再加強 

長期以來，陽明山因鄰近大台北都會區，承受都市發展的壓力，不論是管制

或是經營管理上，都相當不易。以目前的使用看來，發展壓力已漸漸趨緩。所以

日後對管有土地的經營管理，宜更加重視，逐步解決佔用問題，回歸國家公園應

有的風貌。 

五、未來如條件可行宜以衛星照片圖作為使用現況調查之輔助工具 

目前衛星照片技術已逐漸成熟，未來如條件可行，可將衛星照片圖作為使用

現況調查之輔助工具，更清楚的瞭解管有土地上的佔用情形。 

六、使用現況為空地的部分，宜作綠化植被復育 

在管有土地內有部分為空地，可加以綠化植被復育，促進景觀與生態環境之

永續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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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審查會簡報意見交換及辦理情形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四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九點三十分 

二、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二樓會議室 

三、主持人：蔡處長佰錄 

四、出（列）席單位與人員： 

 

            錢委員學陶 
蔡委員銘添 
叢委員培芝 
企劃課  黃琡珺小姐 
中華民國都市計劃學會   陳博雅、郭建良 

 

五、受託單位報告【略】 

 

六、會議記錄與處理情形 

意見交換及結論 辦理情形 

錢委員學陶： 
1.聽了受託單位的簡報，其設想周延，對本案

無疑義。國家公園管理處應先釐清進行本案

調查之目的及用途為何，資料庫要建立到什

麼樣的程度，以免投入這麼多人力、物力，

白做虛工。 
2.新資料應與十年前調查之資料比較，才能進

行課題分析，比較困難的將會是使用人資料

取得。 
3.大範圍之土地管理可以透過衛星影像調查監

控，可向農委會取得衛星照片，建議後續可

朝此方向思考，建立長期性資料。 

已配合國家公園管理處之需要

辦理。 

 
 
 
 
已遵照辦理。 

 
 
建議供國家公園管理處參考。 

叢委員培芝： 
1.本案係針對管有土地遭佔用案件進行詳細清

 
已配合需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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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立基本資料庫，十年前所做之調查偏

重於建築物部分，且是由本處巡山員自行清

查，本次希望針對管有土地使用狀況包括：

建築物、雜項工作物、墾植等現況進行清查。

2.錢教授所提衛星影像監控乙事，目前內政部

營建署已委託中央大學進行國土監測計畫，

已進入第四年，陽明山亦是其選擇之示範

點，未來亦將編列預算購置衛星相片作為調

查參考。 
3.未來在進行現況調查時，請調查人員佩帶證

件及內政部函示，如佔用案使用人願意提供

水、電資料，亦請於調查表內註明。 

 
 
 
 
建議供國家公園管理處參考。 

 
 
 
 
已遵照辦理。 

 

錢委員學陶： 
建議管理處應向營建署營建署取得陽明山現

況衛星照片，以利本案佈署；另建議受託單

位在進行調查時，能以數位相機拍照存檔，

建立較完整之影像資料庫。 

 
已遵照使用數位相機拍照建立

資料檔。 

蔡委員銘添： 
針對調查表之內容，建議在使用類型及面積

部分，分成建築物與其他兩類，其他部分再

敘明是駁坎、圍牆、水池，並註明及佔用總

面積，或長寬高度。 

 
已遵照辦理。 

結論： 
1.本案經四位出席委員評選結果：一致評選為

「合格」，通過評選，由中華民國都市計劃學

會取得議價權。 
2.請受託單位將審查委員意見納入規劃參考。

3.審查會議結束後即刻進行議價。 

 
敬致謝意。 

 
 
已將各審查意見納入研究參考。

已辦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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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期中報告會議記錄及處理情形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點三十分 

二、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二樓會議室 

三、主持人：詹秘書德樞 代 

四、出（列）席單位與人員： 

 

            錢學陶教授 
陽管理處秘書   詹秘書德樞 

企劃課   黃琡珺 
工務課   韓志武 
擎天岡管理站   陳育賢 
陽明書屋管理站   李青峰 

中華民國都市計劃學會   陳博雅、郭建良 
 

五、受託單位報告【略】 

 

六、會議記錄與處理情形 

意見交換及結論 辦理情形 

1.請受託單位除各單項分析外，再將各分

析項目作交叉分析，以供未來研析相關

課題。 

已遵照辦理。 

2.請受託單位將資料庫中所展現點的資

料轉成面的資料，讓資料庫的應用能更

廣泛。 

已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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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期末報告會議記錄及處理情形 

 

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十二月二日（星期四）上午九點 

八、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二樓會議室 

九、主持人：蔡處長佰祿 

十、出（列）席單位與人員： 

 

            錢學陶教授 
陽管理處秘書   詹秘書德樞 

企劃課   叢培芝、黃琡珺 
工務課   韓志武 
保育課   花炳榮 代 
解說課   鄒明佑 代 
擎天岡管理站   陳育賢 
龍鳳谷管理站   蔡銘添 
資訊室   韓志武 

中華民國都市計劃學會   陳博雅、郭建良 
 

十一、受託單位報告【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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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會議記錄與處理情形 

意見交換及結論 辦理情形 

錢委員學陶︰ 
1.將今年度管有土地調查研究建立之資

料庫，整合全處已有之各資料庫，以建

立全盤使用資料庫，綜合各類資料應用

分析。 
2.可再結合衛星監測資料，作交叉分析，

豐富資料庫內容。 

 
建議供國家公園管理處參考。 

 
 
 
建議供國家公園管理處參考。 

結論︰ 
1.請受託單位修正補充報告書內容，依年

度進度辦理結案。 
2.請受託單位彙整廢棄建築物、廢棄物與

空地資料，俾利後續各單位辦理清除、

美化事宜。 
3.明年度續辦台北市北投區（除湖山、湖

田段）與士林管有土地使用現況調查研

究。 

 
遵照辦理。 

 
遵照辦理。 

 
 
由國家公園管理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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