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土計畫 厲害
宜蘭縣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簡介 112.2



第一部分
宜蘭縣國土計畫

簡介

第二部分
宜蘭縣國土功能

分區簡介

第三部分
我有問題

Q&A

右上角的標籤代表
各部分的索引

縣民代表 宜比鴨

國土計畫是什麼？和我有什麼關係？
這份懶人包將一一為你解答喔



國土計畫三部曲，逐歩取代現行區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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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基於國土安全、和諧、

有序等考量，以新的分區規劃

及土地管理制度，逐歩取代現

行的區域計畫

區域
計畫

國土
計畫

國土計畫法
105.5.1施行

全國國土計畫
107.4.30公告實施

宜蘭縣國土計畫
110.4.30公告實施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
114.4.30公告實施



公開資訊
（登報、上網）

填寫人民或團體
陳述意見表

公開展覽

公聽會

宜蘭縣國土計畫是怎麼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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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規劃 研擬計畫 公開展覽

本縣審議 中央審議 修正草案

中央核定 公告實施 檢討變更

規
劃
階
段

審
議
階
段

公
告
實
施
階
段

108/12-109/1 
公開展覽

期間辦理12場
公聽會 辦理過程落實

民眾參與

座談會及工作
坊蒐集民眾及
機關團體意見

宜蘭縣國土計
畫審議委員會

內政部國土計
畫審議委員會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09年 109年

110年
4月15日

110年
4月30日

後續每５年１次

或適時檢討變更
強化人民

的權利



空間
計畫

發展
區位

總量
管制

氣候
變遷

功能
分區

宜蘭縣國土計畫有什麼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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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計畫

綠片區 以山林田植被建構生態綠基底

藍手指 以河川/水圳/湖泊作為生態滲透走廊

南北雙核 溪北主都市發展核心

軸線多點 軸線導引主次都市發展地區

四縱六橫 交通路網串連帶動TOD導向的開發模式

提出宜蘭整體空間布局，

以藍綠基地串聯發展軸線

依據宜蘭豐富的森林資源、蘭陽平原農
業地景及河系水圳，以宜蘭、羅東兩大
核心，帶動縱貫線型都市發展。

由86年的「宜蘭縣總體規劃」
概念延伸發展



空間
計畫

發展
區位

總量
管制

氣候
變遷

功能
分區

宜蘭縣國土計畫有什麼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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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發展地區發展

區位

該發展的地方發展

該保育的地方保育

既有都市及
產業發展地區1

2
5年內有具體
需求或中長期
未來發展地區

3
重大建設或緊
急需求地區

國土保育性質或
環境敏感地區1

2 易受氣候變遷
影響脆弱地區

3 宜維護農地
國土計畫將優先及有條件發展的地區界
定出來；並將產業、公共設施或居住等

等需求，配置在最適宜發展的區位。

有條件
發展地區



空間
計畫

發展
區位

總量
管制

氣候
變遷

功能
分區

宜蘭縣國土計畫有什麼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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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
管制

確保糧食安全

保留至少須維持之
可耕作農地總量

發展數量管制 發展區位管制
宜蘭縣
目前人口

45萬
以成長管理觀念，合理計算居住及
產業所需用地數量。 民國125年推估人口60萬 人口成長極限100萬

規劃成長軸線，引導空間使用秩序。

充分利用土地資源

精算可供發展之產業、
住商、觀光用地數量

28,682公頃

362.73公頃



空間
計畫

發展
區位

總量
管制

氣候
變遷

功能
分區

宜蘭縣國土計畫有什麼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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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
變遷

因應氣候變遷衝擊，

超前佈署防災減災

「與水共生」的
綜合流域治理

上游保水、中游滯洪、
下游蓄洪

綠色基盤設施與
韌性都市規劃

推動宜蘭綠色城市相
關基礎設施

高風險地區防災
配套措施

低地產業及環境調適

氣候變遷調適
空間分配及管制

適度調整產業結構，
減少土地負擔

優良農田保護與
緩衝區劃設

預留滯洪緩衝地區並
增加透水鋪面

海岸地區防護及
生態復育

建立海岸管制、監測
及預警系統

正視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
將「防災」及「減災」概念
融入土地使用。

氣候變遷主要影響

降雨型態改變

極端氣候引發災害

海平面上升



空間
計畫

發展
區位

總量
管制

氣候
變遷

功能
分區

宜蘭縣國土計畫有什麼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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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分區

國土功能分區就是國土計畫中，關於土地特性分區方式，
以及土地使用管制的部分。劃分四大功能分區，

落實土地使用管制

有關宜蘭縣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方式及成果
示意，請閱讀「第二
部分」的說明



哪裡可以找到宜蘭縣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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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可以下載計畫
書和相關文件

這裡有各期會議的
文件和紀錄

注意！

「宜蘭縣國土計畫」
（核定本）才是最
後內政部通過的內
容，其他會議資料
都是階段性成果喔！

宜蘭縣國土計畫網站



現在，來談談
國土功能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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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是什麼新概念

12

依據不同屬性劃分農業用地 設定適宜發展之農業項目及設施

國土功能分區採計畫性引導，使土地能依據最適當
的性質進行利用。

同樣是農業使用土地，不同的國土功能分區類別，
就會引導不同的使用方式，或配置適合發展的設施。

例如

國土功能分區依照土地的特性

進行分區分類，引導最適宜的

配置及利用



國土功能分區到底有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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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城郷發展地區

第一類

第二類之一

第二類之二

第二類之三

第三類

分類

各種分類標示的圖例
顏色都不一樣哦！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鄕發展地區

第1類
(敏感程度較高)

第1-1類
(保護區)

第1類
(優良農地)

第1類
(都市計畫區)

第2類
(敏感程度次高)

第1-2類
(排他性使用)

第2類
(良好農地)

第2-1類
(鄕村區等)

第3類
(國家公園)

第1-3類
(儲備用地)

第3類
(坡地農地)

第2-2類
(開發許可)

第4類
(都市計畫保護區)

第2類
(相容性使用)

第4類
(鄕村區、原住民聚落)

第2-3類
(重大計畫)

第3類
(特定區)

第5類
(都市計畫農業區)

第3類
(原住民鄕村區)

依據《國土計畫法》

國土功能分區共分為

4大分區，19種分類

都市
計畫區

一般
農業區

國4

城1農2

農1

【區域計畫時代的分區】 【國土計畫時代的分區】



國土功能分區怎麼產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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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訂定法規及

操作手冊

2 進行各功能分區

劃設作業

3 經過公展、公聽

&審議程序

4 功能分區分類圖

公告實施



四大功能分區的主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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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天然資源、自然生態
或景觀、災害及防制設
施分布劃設

3 國土保育地區

依資源保育利用、原住
民傳統使用、特殊用途
及其他使用等劃設

4 海洋資源地區

依環境敏感程度分類

依用海需求分類

依農業生產環境、糧食
功能及及重大農業改良
設施劃設

2 農業發展地區

依農地生產條件分類

1 城鄕發展地區
依
發
展
程
度
分
類依都市化程度及發展類

型、發展需求劃設



四大功能分區包含哪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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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海域的保護保育區
❷各級重要濕地(僅海域部分)

❸海域中的人為設施
❹海域中可相容使用地區
❺其他尚未利用規劃的海域

海洋資源地區

❶位處山脈保育軸帶（中央山脈、
雪山山脈）
❷本縣重要河川、區域排水系統
❸地質敏感地區
❹飲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
❺野生動植物保護區、重要棲息

環境

國土保育地區

❶都市計畫區（非屬國4、
農5範圍）

❷工業活動聚集地區
❸產業開發地區
❹城鄉發展性質之郷村聚落

城鄕發展地區

❶蘭陽平原上的農地
❷山坡地適宜耕作的農地
❸農村聚落及農村型態之原民部落
❹都市計畫農業區

農業發展地區



國土保育地區

必要性基礎公共設施

既有聚落用品零售

自然資源體驗

既有合法農業

既有可建築用地

國1可以作什麼用途？

第 一 類

圖例

宜蘭縣區界

國1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蘭陽溪流域

南澳溪

哈盆自然保留區

南澳闊葉樹林
自然保留區

烏石鼻海岸
自然保留區

無尾港水鳥
保護區雪山山脈

得子口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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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溪口水鳥保護區

棲蘭神木園區

退輔會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宜蘭勁好玩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指敏感程度較高，需

優先保育保護的地區

應維護其自然

環境狀態，禁

止或限制其他

使用



國土保育地區

第 二 類

圖例

宜蘭縣區界

國2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宜蘭大學實驗林場

地質敏感區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土石流潛勢溪流
影響範圍

一般性公共設施

既有聚落用品零售

生態旅遊

環境教育體驗

既有合法農業

既有可建築用地

國2可以作什麼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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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荖坑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Google街景

宜蘭勁好玩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指敏感程度次高，需

加強環境管理的地區

應儘量維護自

然環境狀態，

允許有條件的

使用

釣魚臺列嶼



國土保育地區

第 四 類

圖例

宜蘭縣區界

國4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大湖風景特定區

東北角
風景區

五峰旗風景特定區

龍潭湖
風景特定區

依都市計畫法管制

遵循國1土地使用指導
原則

國4可以作什麼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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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湖風景特定區

宜蘭河
(市區部分)

宜蘭河濱公園

宜蘭勁好玩

宜蘭勁好玩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為都市計畫內的保護

或保育相關分區

和國1相同的屬

性，只是位於

都市計畫區內

梅花湖
風景特定區



農業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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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類

圖例

宜蘭縣區界

農1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宜蘭市水稻田

農業處提供

農1可以作什麼用途？







宜蘭農田

農1的農地規模需要
達到25公頃
大概是宜蘭運動公園的大小

宜蘭勁好玩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

或曾投資建設重大農

業改良設施的地區

避免非農業的

使用方式，維

護農地資源



農業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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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類

圖例

宜蘭縣區界

農2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農2可以作什麼用途？

農用、農業生產為主

農業科技研發、儲運、
加工、行銷、農業發
展用必要設施

既有可建築用地可繼
續使用

梅花湖休閒農業區

Google街景

南澳溪周邊農地

Google街景

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

可作為農業多元化發

展的地區

以農業生產及

利用為主，避

免農地流失



農業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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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類

圖例

宜蘭縣區界

農3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枕頭山休閒農業區FB

員山．枕頭山果園

農3可以作什麼用途？









宜46山坡地農業

Google街景

可生產糧食、發展林

業經濟且位於山坡地

的農業生產土地

應順應自然地

形地貌，避免

大規模整地



農業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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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類

圖例

宜蘭縣區界

農4劃設成果示意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農4可以作什麼用途？







原住民鄉村區（大同鄉崙埤部落）

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

區，為原區域計畫的

鄕村區及原民聚落

提供農村生產、

生活、生態及

其相關設施使

用的地區

大同、南澳鄉的農4
以原住民聚落為主



農業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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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類

圖例

宜蘭縣區界

農5劃設成果示意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農5可以作什麼用途？

依都市計畫規定使用

農業生產設施及必要
產銷設施

既有可建築用地可繼
續使用

宜蘭都市計畫農業區

Google街景

符合農1條件的都市

計畫農業區



城鄕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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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類

圖例

宜蘭縣區界

城1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東北角海岸風景
特定區計畫

五峰旗風景特定
區計畫

礁溪都市計畫

龍潭湖特定區計畫

礁溪(四城)都市計畫

員山都市計畫

大湖風景特定區
計畫

三星都市計畫

羅東都市計畫

冬山梅花湖
風景特定區計畫

頭城都市計畫

宜蘭都市計畫

宜蘭縣政中心地區都市計畫

壯圍都市計畫

五結(學進)都市計畫

五結都市計畫

冬山(順安)都市計畫

蘇澳(新馬)都市計畫

蘇澳擴大都市計畫

冬山都市計畫

南澳南強都市計畫

城1可以作什麼用途？

依都市計畫法管制

屬於都市計畫地區內土
地，除了劃設為國4及
農5之外，都是城1喔！

羅東都市計畫

維基百科

宜蘭縣政中心

宜蘭勁好玩



城鄕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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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類 之 一

圖例

宜蘭縣區界

城2-1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五結鄉
季新社區

礁溪鄉白雲社區

城2-1可以作什麼用途？
住商、工業、遊憩、一般
性公共設施、基礎維生設
施、古蹟使用

既有可建築用地可繼續
使用蘇澳港

Google街景

頭城鎮金盈里

Google街景

原區域計畫的鄕村區、

特定專用區

提供住宅、產業

或特定活動

蘇澳港周邊街景



城鄕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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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類 之 二

圖例

宜蘭縣區界

城2-2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利澤、龍德工業區

白米甕工業區

一結工業區

礁溪高爾夫球場

櫻花陵園開發計畫

宜蘭縣北區區域
公墓計畫用地變更

城2-2可以作什麼用途？
依開發許可計畫實施管制

依主管機關相關法規規定
辦理

羅東運動公園

宜蘭勁好玩

礁溪高爾夫球場

宜蘭勁好玩

原區域計畫核發開發許

可地區、行政院專案核

定、獎勵投資案件等

清水地區自然養生及
觀光遊憩園區BOT案



城鄕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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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類 之 三

圖例

宜蘭縣區界

城2-3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礁溪擴大都市計畫
(溫泉產業特定區)

城2-3可以作什麼用途？




城2-3指未來5年內有
具體開發計畫的地區

礁溪擴大都市計畫
(交流道入口區)

礁溪交流道入口城2-3預定地

Google街景

經核定為重大建設計畫，

或符合成長管理原則有

擴大居住、產業發展範

圍的地區
擬定頭城
(大洋地區)
都市計畫案



海洋資源地區

29

第 一 類 之 一

原圖來源：財團法人
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
永續基金會

海1-1可以作什麼用途？
漁業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海洋科研利用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海域

海1-1和類似陸地上
的國1一樣，都是以
保護保育為主

東澳栽培漁業區

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

（育、留）區

管制範圍內之使

用申請，避免破

壞保護標的

海洋資源地區的
範圍是以領海外

界線為準

人工魚礁區
及保護礁區

蘭陽溪口重要濕地

蘭陽溪口水鳥保護區

保安林

烏石鼻海岸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圖例

宜蘭縣海域範圍

海1-1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海洋資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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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類 之 二

烏石港賞鯨路線

海1-2可以作什麼用途？
漁業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

海洋科研利用

軍事及防救災

非生物資源利用

排他性是指同一範圍
僅能供某種特定設施
使用
如：風力發電、定置漁網、
海堤、跨海大橋等

東北角暨宜蘭國家風景區

具排他性之地區，於核

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

設置人為設施區

不得干擾既有設

施正常運作

圖例

宜蘭縣海域範圍

海1-2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海底纜線
或管道設置範圍

港區範圍

海堤區域範圍

定置漁業權



海洋資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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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類

海2可以作什麼用途？
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洋觀光遊憩

港埠航運、工程相關使用

海洋科研利用

軍事及防救災

原住民族傳統海域

北關外海海域

宜蘭勁好玩

具相容性之地區，於核

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

未設置人為設施區

圖例

宜蘭縣海域範圍

海2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軍事相關
設施設置範圍

專用漁業權

相容性是指沒有人為設
施的海域，可同時容許
不衝突的使用方式
如：漁業範圍、航道、水域遊憩
範圍等



海洋資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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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類

所有海域範圍扣除以
上的分區，就是海3

龜山島周邊海域

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

按海洋資源特性以維持

其自然狀態及環境容受

力為原則

圖例

宜蘭縣海域範圍

海3

本圖僅供示意，實際區位以縣府公告為準

尚未規劃
或使用之海域



怎麼査詢國土功能分區？

33

共計379幅地圖（比例尺1/5000）

網路圖台

示意圖

目前在内政部「國土規劃地理
資訊圖台」上展示的劃設成果
僅供參考，並非最後結果！
http://nsp.tcd.gov.tw/ngis/

可以檢索地籍和
分區、使用地資料

紙本地圖

也可以使用網路電子地圖來査詢

宜蘭縣政府
國土功能分區專區

國土功能分區圖
草案公開展覽
資訊查詢系統

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專區

http://nsp.tcd.gov.tw/ngis/


國土功能分區實施後對我有什麼影響？

建築用地
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中，原屬區域計畫編定之可建築
用地，除對於環境影響較高的使用項目（如工礦等使用）外，
仍將保有一定建築權利，並得為既有合法使用。

國土功能分區實施後不影響既有合法權利

34

不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在後續使用上會依使用
性質而有所區別，落實適地適性管理。

制度改變
權益不變

依功能分區特性

實施差異化管理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避免不適宜發展的地區受到開發濫用，將適宜、
不適宜利用的方式區別出來。



關於國土計畫和
國土功能分區，
你還想知道…

35



36

Q1 國土保育地區只能維持現狀，
可以作其他使用嗎？

但必須符合一些條件

管制規則 在不影響自然環境及資源永續的狀態下，容許
有限度的使用。

主管機關同意 如果座落在依法劃設的特殊區域，需要經主管
機關同意後使用。

環境影響評估 如果涉及環境影響評估規定，也需要通過環評
才可能開發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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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位於國保區的建築用地，
未來會不會被限制使用？
只要相關目的事主管機關認定該筆建築用地「不妨礙國

土保育保安及農業生產環境」，仍可作從來之使用。
如經評估確實有調整建築用地為國土保安用地之理由，

亦可依據「實施國土計畫管制所受損失補償辦法」發給
遷移補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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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我的土地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收到通知書後要作些什麼？
收到通知書表示您的土地位

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且屬
建築用地。但除非經相關目
的事業主觀機關認定有「妨
礙國土保育保安及農業生產
環境」之虞，否則還是可以
作為既有合法使用。

甲建 乙建 丙建 丁建

窯業 鹽業 礦業 交通

遊憩 殯葬 建築用特目

原區域計畫法可建築用地

因您的土地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為確保您的權
益，建議可上網查詢公展內容或參與縣府功能分區劃
設公聽會，以獲得更完整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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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土地位在鄕村區旁邊，是否可
一併劃入城鄕發展地區第2類之1?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之城
鄉發展地區第2-1類是依
據符合原區域計畫法編定
之工業區、鄉村區及特定
專用區為劃設條件。部分
鄉村區為維持完整性，會
微調邊界或納入鄉村區內
道路用地。

若不屬於上述工業區、鄉
村區及特定專用區，原則
不會劃為城鄉發展地區。

Q4



40

我的土地位在工業區旁邊，是否可
一併劃入城鄕發展地區第2類之2?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之城
鄉發展地區第2-2類是依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屬原
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或
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
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
案件，具有一定開發範圍。

非屬該開發範圍的土地，
不會畫入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2。 【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

宜蘭城南基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國土計畫功能分區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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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就是以前
的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嗎？

不完全是，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還包括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特定專用區之農牧用地等，屬具優良農
業耕作環境及面積規模達25公頃者，均得劃入。



Q7

42

農地以後還能不能興建農舍？

農舍興建是依據農業發展條例辦理，不是劃設農業發展
地區就可以或不可以興建農舍。

關於農舍的問題和相關的解釋，可以到這裡査詢：



43

Q8 只有農業發展地區才能獲得
農產業輔助資源嗎？

農委會農政資源包括以下兩類

產業輔導資源：以農業發展地區優先投入。

農民本身權益：農民福利措施原則不因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而有所改變。

對地：以農業發展地區
為投入範疇

對人：不受功能分區
劃設影響

相關辦法
由農委會
研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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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部落功能分區是怎麼劃設的？

屬原民會認定之部落範圍以內的聚落，符合一定聚
集規模，即可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如屬原區域計畫鄉村區，可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三類。

建物聚集範圍示意圖

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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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要怎麼落實適地適用？

國土功能分區落實適地適用主要透過：

【計畫面】訂定各功能分區劃設原則：
依法規屬性、環境特性訂定劃設原則，引導適合使
用規劃。

【限制面】依功能分區屬性訂定土地使用管制內容：
各分區均有規範其使用規定，以此達到「在對的地
方作對的使用」，主要分為以下3項原則：

Q10



46

土地使用管制是什麼？

土地使用管制是確保土地的使用方式符合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的劃設精神，但實際使用是否合法仍需受到不
同目的事業法規限制！

Q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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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至國土計畫的制度轉換過度期間…

能不能申請開發許可

國土功能分區正式公告前，非都市相關管制仍
適用於區域計畫法，仍得依相關規範申請開發
許可。

惟該開發許可地區是否能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二，取決於申請案進程。如無法於國土
功能分區正式公告前核定，則得於下階段國土
計畫通盤檢討時，視文件齊備程度納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114年4月30日

開發許可 城2-3 城2-2

Q12



48

區域計畫至國土計畫的制度轉換過度期間…

能不能申請土地變更

國土功能分區正式公告前，非都市相關管制仍
適用於區域計畫法，仍得依相關規範申請土地
變更，請民眾斟酌自身權益於期限內辦理。

114年4月30日

未來土地管制將以
「功能分區分類」為
主，使用地編定主要
作為各分區分類容許
使用項目之既有權利
保障參照。

Q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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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公告實施後，違規裁罰會
變得很嚴重，是真的嗎?

違反土地使用
管制不分情節
輕重，一律罰
6萬~30萬。

違反土地使用管制將依照申請使用性質
訂定不同罰則，規定如下：
1)未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分類，且屬應申請
使用許可而未申請：100萬~500萬。

2)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分類，且屬應申請使
用許可而未申請：30萬~150萬。

3)未依使用許可計畫進行使用：30萬~150
萬。

4)違反一般土地使用管制規定：6萬~30萬。

區域計畫階段 國土計畫階段

Q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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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陳情案件會如何處理？

縣府將先行檢視該案件之劃設原因及是否符合營
建署標準，再回覆陳情人處理情形。

於國土計畫審議會時報告陳情個案，另得通知陳
情人到場說明。

檢視提出疑義之土地是否
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
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之
原則

如屬劃設條件之未考量
事項者，應確認是否周
邊有水路及自然邊界等
疑義

較單純之案件，直接函覆
陳情人評估結果，並於國
土計畫審議會時報告處理
情形

Q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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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區有問題還可以調整嗎？

隨時辧理變更
如為國土保育、配合相關法令，可在符合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條件下，隨時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透過國土功能分區通盤檢討
其餘一般性案件，可透過5年1次的國土功能分區通盤檢
討時機，向國土主管機關提出調整申請。

已被劃入未來發展地區者
符合成長管理之特定條件者，可調整為城2-3，待城2-3確
定開發後，再調整為其他適宜之城郷發展地區分類。

Q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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