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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北市主要計畫銜接全國國土計畫及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之應辦規劃及相關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2020 臺北市國土倡議進行式」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5月 28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臺北願景計畫工作室 

參、主持人：黃局長景茂 

肆、會議報告（詳簡報內容） 

伍、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一、劉委員玉山 

(一)臺北市多年來以「邁向一座宜居永續城市」為目標，國際上

對於這樣的目標也予以高度的肯定。如前年 9 月英國廣播公

司 BBC 的調查，指出臺北市是全球五個進步最快的宜居城市

之一；去年 12月德國 InterNnations網站公司的調查，指出

臺北市連續二年蟬連「全球最適合居住城市」的冠軍，這是

從 178個國家、受訪者從 82個城市中選出最適合居住的城市

是臺北市。受訪者認為︰臺北市有很便利的捷運網並可直達

國際機場、有全民健保及完善的醫療體系、幼教設施很普遍、

以及市民相當的友善等。 

(二) 從國外網路媒體的肯定中可看出，臺北市要繼續銜接全國國

土計畫，進一步劃設四個功能分區，去達到 107年 4月 30日

公布之國土計畫的主要目標「追求國家的永續發展」。在追求

國家永續發展的總目標下，地用規劃組大概是最重要的銜接

工作。 

(三)邁向宜居永續城市的兩個主要的手段：一是對於非都市發展

的地區，包括保護區、農業區等，要做好「國土保育」；二是

對於都市發展地區，包括住宅區、商業區等，要做好「都市

再生」。至於維繫生活品質及產業發展所需的公共設施，要從

點線面建構完善的體系，以建立國土新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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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後談到後疫情時代對於空間規劃的影響，涵蓋二個部分：

一是生活型態的改變，二是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前者包含消

費、旅遊、休閒等偏好行為的改變、遠距工作和遠距教學的

盛行、健康及隱私態度的改變、零工經濟等新型態工作的崛

起；後者包含戰略物資如關鍵零組件、防疫物資等，回母國

生產。因應以上的改變，宜配合臺北市未來人口成長及結構

改變等，對於空間的規劃做好超前部署。 

二、解委員鴻年 

(一)就跨域發展組的共識而言，臺北市不僅是臺灣的臺北，也是

國際的臺北、全球的臺北，交流活動有土地使用上的概念和

價值，因此跨域包含空間上的跨域、產業的跨域、人口的跨

域、文化的跨域。 

1.空間的跨域：如交通的跨域，可以抵達空港和海港，透過

行政界線的跨域，共同處理跨域議題。 

2.產業的跨域：議題的整合，跨一二三級產業的結合。 

3.人口的跨域：年齡的跨域，現在常說青銀共居，可以更進

一步達到青銀共創。 

4.文化的跨域：不同種族、不同階層在同個區域內。 

5.環境的跨域：不同物種的跨界。 

 (二)大臺北地區該如何去安排，除了在場的討論外，也要考量是

否能形成全民的共識，產生對文化的認同。甚至不同文化如

何去共融，而這個共融形塑出一種文化認同。比如杜拜近年

研發杜拜體，在電腦上能打出特殊字體，形成一種文化。臺

北是否也能嘗試形成這樣的文化，除了共融外也有其獨特性。 

(三)在快速發展下，其中一個共識是臺北代表了臺灣競爭力的價

值，應在國土計畫上呈現產業的競爭力、環境的競爭力、區

域經濟交通的競爭力。北北基桃的能量彙集在同個地區時，

臺北應該如何回饋到周遭區域，這就是臺北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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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跨域發展組的共識包含如下： 

1.因應世界發展趨勢，強化優勢產業，加強首都圈交流合作。 

2.整合區域運輸走廊，達到高效率移動，連結首都生活圈並

與國際接軌。在其中安排活動，未必把所有活動產生於臺

北市，而是分機能、人、分工、分區、分時間，以跨域治

理去思考空間資源的共享管理。 

3.提供機能健全多元居住型態，並非臺北市獨自處理，而是

與周遭區域共同解決居住問題，分配壓力。 

三、邱委員英浩 

(一)國土計畫法在法定位階是上位計畫，雖臺北市依法無須制定

國土計畫，但基隆、新北、桃園在擬定國土計畫時會失去一

個最重要的拼圖。 

(二)透過這幾場資料的整理出臺北市特有的優勢是「速度」，速度

和效率是一個進步城市最重要的事情。臺北市是最早開始有

捷運的城市，只有臺北市有這樣的條件可以在三十分鐘內抵

達機場、學校、公園、河岸、國家公園， 這件事決定了空間

佈局、速度以及行政效率。 

(三)在既有的優勢下，臺北市的區位和新北、桃園、基隆成為重

要的一日生活圈，但不應止於一日，而是透過機能分布，在

便利的交通條件下完成分工及產業合作。以跨域、跨行政區

進行功能上的分工，以不同土地使用分區，這就會考量資源

分配的調整，是否每個區域都要有重複的機能。透過這樣的

思考管理，進一步思考如何自理，未來若進展到跨域治理，

就能達到三十分鐘高效工作圈、生活圈。 

(四)對外部分，臺北市之於東北亞、東南亞與兩岸具有強力的戰

略地位，在區位上在短距離內有兩個可及的機場，應從後疫

情時代綜覽整個產業布局，是否能透過語言優勢和知識的重

新分配去獲得國際上的信任並奠定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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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北作為台灣的國際窗口，應藉由國土計畫重新審視思考在

國家尺度下臺北所需要的合理空間密度和機能，而非不斷增

加機能去符合國際潮流，而是思考哪些功能是重要的，那些

需要增減。 

(六)後疫情時代對臺北市是個作健檢的契機，去思考往後五十年

在國土計畫下去處理跨域的空間和功能，對內及對外的關係，

重新思考如何和周邊結合，讓臺北這座一百三十幾年的古城

再生，與國際接軌。 

四、張委員剛維 

(一)從居住者和規劃者的角度而言，臺北市很好，但確實不夠好，

仍有許多進步空間。藉由這次難得的機會可以好好檢視臺北

市、甚至將臺北市周圍的空間一併納入討論。所有問題的形

成都是很複雜的，需要很多時間思考，透過觀念建立一步步

構築起來，去個別處理。 

(二)以下四點分享： 

1.永續：其實臺北市從民國五十七年開始構築到現在的臺北市

確實獲得很大的進步和成就，到今天的成就和經濟進步雖然

獲得很多，但也失去許多自然環境以及其他面向。在考量前

瞻未來時，所有的行動策略都應從永續角度去檢視是否有符

合國土計畫的立法原意。 

2.創新：即使到現在還是無法有效地解決目前整理的許多議題

如關渡平原、山坡地等，是因為受到很多來自制度、框架、

法令、政治理念、市民價值觀等限制。要嘗試大膽的跳脫框

架作一些創新的思考，甚至去改變制度、調整法律，才能夠

解決現在面臨的問題，這是面對問題很重要的觀念。 

3.韌性：為了因應環境變化，我們被迫產生新的解決模式、改

變行為，例如九二一時，因應災害被迫做出改變。若制度和

法令無法改變和適應新的環境，那國土計畫法就是預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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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可能會面對甚麼問題、災害可能產生甚麼損害，進而提

出策略去處理。 

4.堅持：這是一個接力賽，透過討論和思考找出正確的策略和

理念，形成一個藍圖，不管是不是在這個單位，或者不同的

工作者，不因人而異，堅持理念持續進行。 

五、李委員永展 

(一)國土計畫法第一條載明是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

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才能追求國家永續發展。臺北

市不應只聚焦在臺北市，必須一眼看全球，一眼看台灣，才

能因應「全球地方化」的挑戰，因此應該從 2050年未來臺北

的樣態來回推 2020年的路徑圖，並非在 2020年就一夕驟變。 

(二)從保育韌性的角度來說，臺北市在都市計畫區和國家公園都

已經具備保育及保護，而復育的部分在國土計畫法第三十五

條特別提到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表明如果有涉及跨域的部分，

站在保育及韌性的角度，臺北市可以建議中央主管機關應劃

設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三)從保育保護到韌性及復育的角度發想第二層次的韌性，可分

為兩個：一個是因應全球暖化的環境韌性；一個是因應全球

化的社會經濟韌性，而在後疫情時代下，逐步將「全球化」

轉換成「區域化」，也就是使生產鏈愈接近供應鏈。因此所謂

後疫情時代應把環境的韌性、社經的韌性連結到衛生、醫療、

長照的面向，也就是健康城市的意涵。 

(四)從擴大角度去看 2050 年和 2020 年的比對，或許之後要發展

成「城市村落」（city villages）的樣態，這樣從 2020年到

2050 年便會有不同的路徑圖，城一及國三或許都無須更動，

但可以提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的建議。此外，關渡地區

要維持「城一」的都市計畫農業區或改為「農五」，而中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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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的淡水河是否改為「國保四」，這些都要從未來的想像往

回推（backcasting）。 

(五)就流域方面，臺北市有很特殊的地理樣態，如「十字水口」

（二重疏洪道及淡水河交織而成的十字水口），這部分並非臺

北市能獨立處理，因此建議後續除了第一版的國土功能分區

圖之外，應思考如何將議題彙整對比「都會區域計畫」及「淡

水河流域特定區域計畫」，以便與中央（營建署及水利署）對

話。 

(六)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可透過五個 P (People, Prosperity, Planet, Peace

及 Partnership)來串接，可以每十年分階段逐漸達到臺北市

的「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以社會經濟韌性及環境

韌性，將臺北市建構成為宜居、永續且健康的城市。 

六、潘委員一如 

(一)站在環境空間專業實踐操作者的角度，實際面對兩種業主，

第一種是政府政策制定者，要面對法規政策的要求；第二種

是民間企業主，要面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必須從特別的角度

思考，除了符合法規，要更進一步發揮法規的精神，甚至突

破法規的限制。永遠要比業主提出的要求更多想一些，就能

讓他們在更美好的框架裡接受建議。 

(二)站在環境的角度而言，落實到「土地」資源時，不外乎從點

線面三種方式擴張思考。由點而言，比如一棵樹不只是一棵

樹，而是一棵樹與其生活圈的範圍；古蹟也不只是建築本身，

而是要往外擴張到它的鄰近場域，最明顯的例子是捷運站，

不只是站點本身或是交通機能，也包含捷運站往外影響的環

境生活空間從點擴張到線的部分，常提到道路、水路、鐵路、

人的道路、車的道路，談人本城市即須考量人的行為，現在

有 ubike，就會考量慢行車的路線與停放，線的空間也開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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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思考。又如水路考量到流域治理時，沿岸土地的發展和跨

域生態的串聯，也不只是線性的議題。又如鐵路的部分不只

考量到交通，甚至是跨縣市的聯絡與資源整合。談到面，臺

北三面環山，不能只關注環山下的臺北市區，而是整個臺北

盆地，從大臺北的的思維去看土地資源，從二度平面發展到

三度空間。往上，要看到臺北盆地上空的微氣候思考都市計

劃與建築發展到三度空間的管控；往下，要看到土壤、地質、

水文，從這些基盤的層面對於韌性城市的認識會更深。因此，

從點、線、面的思維擴張，更深度的思考，是面對國土資源

重整很重要的觀點，用這個角度去制定臺北市的土地政策應

該是對的方向。 

(三)心中抱持對臺北市一個美好的願景，過去用使用資源的角度

看到臺北市「有山、有水、有通路」；現在用更宏觀的角度來

期待臺北市「好看、好用、好自然」。 

七、黃局長景茂 

(一)過去曾參與過區域計畫的制定，地區不應因為更換首長而中

斷計畫，因此訂定區域計畫，現在國土計畫也是一定要做。

從民國 105年公告實施後，全國國土計畫在 107年 4月 30日

發布實施，最主要的面向就是環境、社會及經濟的永續指標。

而臺北市主要的願景宜居永續城市，這也是市長在策略地圖

中的總目標。 

(二)要達到目標有兩個手段，其一是保育，因為臺灣在全世界多

災害排行前幾名，因此要特別重視國土保育；其二是再生，

臺北市有許多三十年以上老屋，若沒有再生就會走向沒落。

以層次來談，達到再生後，還要維持城市的活力，因此要提

升景觀。在土地發展、保育、土地調適、提高都市更新，這

幾個方向去增加臺北市面對環境變遷的調適能力和城市自明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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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代表臺灣，應該創造國際上的品牌，增加國際競爭力，

透過城市空間發展指導去實踐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保育保

安、整體及部門空間策略，包含產業部門、農業部門等，提

出城市成長管理的策略。 

(四)四大面向主題包含： 

1.跨域發展：要強化臺北優勢產業，加強首都圈交流合作提升

國際競爭力。北北基桃如何跨域合作、跨域治理，包含住宅

部門、流域跨域資源整合，以首都圈建立整體考量健全機能

的多元型態住宅。 

2.地用規劃：利用規劃強化國土保育，整體規劃成長管理，以

建構國土心秩序，發揮劃設分區的功能，從大眾運輸導向發

展建立新都市治理模式，因應環境變遷調整。 

3.保育韌性：規劃串聯點線面，系統性檢視空間再規劃、土地

資源、串聯生物廊道、都市藍綠基盤設施，延續自然山水資

源，以首都圈尺度整合資源，提升氣候調適能力。 

4.多元風貌：提出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引導新舊共生、親山近

水、藍綠資源串聯，透過公私協力擴大都市更新，除了宜居

外也要提供健康的生活場域。 

(五)臺北市不只是臺灣的臺北，也是全球的臺北，從國際情勢來

提出臺北市的都市空間發展指導原則及策略，立法通過要延

後公告實施年限，臺北市應與首都圈縣市一併公告、一併實

施，再透過都會區域計畫及特定區域計畫合作。臺北要考量

到與國際接軌、區域合作、考量全國，最後提出十六字作為

臺北市國土倡議的總結：跨域多元、包容創新、生生永續、

宜居健康。 

柒、散會（下午 5時 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