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國土計畫下原住民部落土地因應策略座談會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0 分 

貳、會議地點：屏東縣政府北棟大樓 2 樓 205 多媒體會議室 

參、會議主席：邱黃秘書長肇崇 

肆、出列席人員：發言要點及簽到表，詳附件 1～3 

紀錄：林沐陽 

伍、結論： 

一、國土功能分區以維持原用為原則 

國土功能分區原則上會維持原來使用的項目與強度，並以變動最小

的方式進行轉軌；另外同一部落範圍也可以依據不同條件，同時存在不

同的功能分區。 

二、未來國土計畫功能分區管制將影響使用強度與項目 

目前國土計畫使用分區管制仍在研擬中，將會訂定各功能分區的容許

與不容許使用項目，亦將影響土地使用方式與未來資源進駐。另外未來在

同一種用地在不同的功能分區下，將有不同的強度限制。 

三、原住民族特定區域為長期工作，現階段由國土功能分區解決現有問題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是未來的長期工作，需要長時間去慢慢完成，因

此目前的方向是利用國土功能分區，優先解決一些現有的問題。如果在

四大功能分區無法滿足部落未來生存或發展需求，再依循原住民族特定

區域解決。 

四、災後遷村之部落應顧及未來發展可能性 

莫拉克風災遷村之部落照理說要給予居住限制，但是依據全國國土

計畫指導，不適合逕為劃入國土保育區第二類，因此目前較傾向劃入農

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避免未來發展再受限制。 

五、現有保障原住民族之法律工具可以持續進行 

保障原住民的現有法律工具仍可以持續使用，不必等到國土計畫定

案再進行，如申請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使用限制排除、原住民土地使用

分區改變、部落範圍更正等。 



六、地面型太陽能光電設施，傾向所有使用地皆可以設置 

目前土地管理機關對於地面型太陽能光電設施，傾向所有使用地皆

可以設置，但仍需配合能源管理機關之設置標準，需跨部門相互配合。 

七、宜更細緻針對不同環境條件之部落，進行個別規劃 

不同環境條件下，如不同海拔高度之部落，對於環境利用的方式亦

不同，故宜針對各種條件進行不同之規劃，並收納各種空間條件部落的

需求到法定計畫的內容之中，未來才能有法定效力給予保障。 

八、重視未來說明會時程與翻譯人員之安排 

為使原住民族更了解說明會內容，未來應於說明會盡量安排部落族

人方便出席的時間，並於現場安排對國土計畫有一定了解的翻譯人員，

目前傾向由各鄉公所同仁或是積極參與之地方團體人士擔任。 

  



陸、會議現況照片 

 
 

  

  

  

  



附件 1：108 年 6 月 17 日國土計畫下原住民部落土地因應策略座談會會議委員

及機關代表發言要點(按發言順序) 

◎白教授金安  

（一）原鄉地區依目前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可以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或農業

發展地區第四類，其中的變數是國土計畫的管制規則草案未定，如果城

鄉發展地區第三類未來無法再新增農業相關設施，而原鄉地區大部分卻

以農業發展為主，農委會未來資源投入及土地再利用將有限制。 

（二）莫拉克風災遷村之部落有安全疑慮，目前對於原先之鄉村地區劃設想法

仍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雖然照理說要給予居住限制，但是依據全國

國土計畫指導，不適合逕為劃入國土保育區第二類，因此目前較傾向劃

入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避免未來發展再受限制。 

（三）爭取以鄰為單位劃設原住民聚落範圍，將現有集居地區劃設於農業發展

地區第四類，同時可以對接很多現行基礎資料，如人口、家戶數等，否

則劃設界線將重新測量，引發地籍分割等後續問題。 

（四）在區域計畫法下，不同分類下的同一種用地別管制沒有差異，這次國土

計畫要突破的，就是用地別在不同分類底下使用強度甚至容許項目會改

變。這部分需要趙教授協助回答，若在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農業發展

地區第四類同樣是住宅用地，是否有不同的開發強度？ 

◎陳教授天健 

（一）莫拉克風災劃定之特定區域，當時因為特殊狀況予以限制，若狀況解除

並經過整治則可以考慮恢復發展。發展方式不一定是工廠或製造業，仍

有許多可能性，因此贊成白教授對於莫拉克風災特定區域之規劃構想。 

（二）無論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或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劃設後仍需做水土保

持計畫，由水土保持法協助鞏固安全部分。如此比起直接劃設為國土保

育區二，更有顧慮到原住民族發展與土地利用需求。 

（三）山區部落之鄉村區，是否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是個問題，因為原

住民仍以務農最為重要，因此若禁止農業相關設施，對文化及生活都有

重大影響，因此應以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較能因應原住民生活型態。 

◎趙教授子元 

（一）國土計畫必須考量環境條件進行配置，如屏東縣81個部落大多位在環境

敏感地區，並不是劃進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就可

以解決問題，他們的差異在於公共設施配置、土地開發強度及容許使用



內容。因此要首先要思考各部落適合哪一種條件做規劃？國土計畫目的

就是把過往一致性的管制作調整。而劃設後國土計畫也有通盤檢討及調

整使用分區的機制，並非劃了永世不得翻身，故應從部落實際需求去進

一步思考。 

（二）國土計畫中原有權益是被保障的，因此原有可建地就算劃入國土保育

區，還是可以建築，只是依據環境敏感條件修正使用。另外依據國土計

畫法第 23 條第 4項，各地方政府可視實際需要，去訂定部分土地管制內

涵，授權地方因地制宜。 

（三）根據部落模擬的案例，可能一部分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一部份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一部份國土保育區第二類，適用不同容許使用項目，可

以依據各部落做適地性的調整。 

（四）目前災後重建地區，雖然劃定特定區域，但是分區仍可以劃設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或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只是再研議後續土地使用管制是

否訂定比較審慎的規範，以安全最優先的前提，盡量不影響原有的權

益。國土計畫另外還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是針對環境條件劣化地區做

積極改善的工具，劃定災後特定區域的土地可以透過國土復育促進地

區，修復之後再思考如何利用。 

◎台邦•撒沙勒 院長 

（一）簡報中的功能分區劃設案例為平地化較高的部落，因此可能仍需要細部

分析部落位置及環境資源利用的情形，中高海拔的部落仍有機會使用傳

統自然資源如狩獵、採集，這些使用權益是否被國土計畫所保障？傳統

部落土地利用有很深的文化內涵，牽涉生態環境土地及經濟發展，若未

考量將影響未來原住民的走向。 

（二）建議國土計畫盡量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由下而上，廣開部落會

議或說明會，提供族人實際問題給規劃單位做參考。 

（三）規劃應從最需要幫助者優先處理為原則，故應先討論五大永久屋的未

來。如吉露部落能否營造城環境教育場所基地，以作為一種城鄉發區第

三類、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外的彈性處理方式，給遷村族人有機會繼

續使用原鄉土地？ 

（四）部落事典範圍資料並不是很完整，建議增加過去十幾年建置之原住民傳
統領域調查資料，會更符合環境地理條件與特性。 

◎郭教授東雄 

（一）從原住民文化的價值及傳統領域的劃定區分等面向，規劃單位可以更細

緻去配置部落生活空間、產業及交通網路等。 



（二）很難定義何謂遷村離開原鄉，如果有保全計畫用國家資源去讓文化空間

與原住民族連結在一起，讓文化持續，如此後續的論述才能有根據。 

附件 2：108 年 6 月 3 日農地資源維護座談會列席民間團體發言要點 

(按發言順序) 

一、列席民間團體發言 

◎屏東縣霧臺鄉公所麥科長金龍 

（一）土地使用編定明確之後，在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上建築使用強度是否不同？ 

（二）原住民因為傳統習俗，會有許多人到同一塊農地生存蓋房子，即使劃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仍為一塊農地，無法把農地分割並在上面作合法建

築物。因此詢問在國土計畫當中，可否像輔導農地違章工廠轉型，輔導

原住民族鄉鎮農地上現有違法建物合法化？ 

◎屏東縣霧臺鄉愛鄉發展協會宋理事長文生 

（一）不清楚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的土地使用強度是如

何，是否允許座大型的建築物，如教會或停車場？  

（二）可否將部落某一區塊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其他區域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四類？ 

（三）部落族人有沒有機會主動向主管機關或規劃單位拜會做交流，分享我們

規劃的內容並給予一些指導？ 

（四）我們是很古老的部落，還保有原始的耕作地，請問現在國土計畫法規劃

方向，是否仍按照區域計畫法，將農牧用地轉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五）原住民傳統領域有太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難以解決問題，因此商量是

否有劃設原住民族特定區域的方向？請問公部門的規劃方向是往哪裡？ 

◎屏東縣三地門鄉公所 車牧勒薩以•拉勒格安鄉長 

（一）（書面意見）為三地門鄉整體部落思維及文化和族群發展特殊需要（排
灣族拉瓦爾及 vucu 二個亞族及魯凱族）請屏東縣政府轉請內政部協助辦
理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1. 目前內政部所訂的城三和農四劃設原則不能符合原鄉的發展需要。 

2. 部落面對不只是居住、農耕、殯葬問題，尚有其他特殊需求例如狩獵

等需要，是目前縣市國土計畫無法處理。 



3. 因為站在文化和族群的整體性思考，不是解決單一部落問題，而是以

三地門整體部落作為國土規劃尺度，對於三地門鄉土地利用有跨區域

整合的需要。 

4. 新竹鎮西堡和司馬庫斯是以個案部落規劃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而

本鄉市以鄉內整體思考，未來期盼朝整合排灣族群規劃的目標，做為

重要的里程碑。 

（二）（現場發言）國土計畫現在都還不清楚怎麼做，很多地方未定案，因此
很同意秘書長講的，如果有一個地方能當範例，邀請主管機關內政部、
原民會等商討，部落也趁這個機會表達意見。希望各鄉的座談會，屏東
縣政府可以把我們一些初步的概念，給內政部和原民會一些想法，也許
能有一個介面能整合意見，謝謝。 

◎屏東縣議會 潘議員坤福 

（一）里德部落原先有農業特定區，但在成立國家公園之後就沒有了，不曉得
屏東縣政府有什麼方式能為里德部落居民爭取回復農業使用土地，或是
能夠邀請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與滿州鄉一起開會商議？ 

（二）長樂部落及分水嶺部落，有 41 林班地，原有 30、40 公頃的農耕地現在
都無法耕作，請問可否規劃林班地解編？ 

◎社團法人台灣社區互助照顧行動協會 楊執行秘書江瑛 

（一）簡報中的三地部落模擬有提到水庫集水區範圍，由於牡丹水庫影響範圍
很大，想知道未來國土計畫下會怎麼規劃集水區範圍內的聚落？ 

（二）目前座談會的形式對於民眾比較被動接收資訊，座談會提問的方式資訊
比較破碎，難有整體想像。如果有主動在進行討論的部落，可否成為一
個示範案例，和屏東縣政府合作討論，並將意見貢獻於現行的規劃裡，
為未來開始做前端的準備？ 

（三）部落事典範圍是目前規劃的唯一基礎，但當時劃設僅是比較粗略地劃設
一個面，請問若重新以鄰為單位劃設範圍是否可行？或是由主動提出更
正的部落，可否找到方法處理這些落差？ 

（四）農地上的地面行太陽能光電板設施，在未來功能分區是否能納進？ 
 
◎屏東縣議會 何議員長成 

（一）目前國土計畫相關子法都未定，內政部又已經訂好時程，會不會因為為
了趕在時程內而忽略許多面向？希望重視流程是否有符合立法精神與地
區需要，這事關原住民的文化以及林下經濟等面向。 

◎平和社區 德布藍恩總幹事 

（一）關於部落的功能分區劃設，誰是有最後的決定權？ 



（二）希望政府說明會有翻譯人員，光是我來聽好幾場，都需要很大的力氣去
認識專有名詞。若是部落裡面的人聽不懂，那麼說明會也是枉然。因此
希望未來辦理說明會時，能放慢速度並安排翻譯人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馬工程員興彥 

（一）簡報第 6 頁文字寫鄉村區接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但依據全國國土
計畫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範圍若為鄉村區，則優先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
四類，另外刻正參與農村再生培根計畫者也鼓勵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
類，但是這部分尊重屏東縣政府的決定。 

◎屏東縣霧臺鄉愛鄉發展協會 勒斯樂絲•芭次厄繞總幹事 

（一）屏東縣政府下鄉開說明會時，幾乎都是上班時間，參加的人大多是老人
家，很可能聽不懂，另外翻譯人員對國土計畫對國土計畫的了解程度也
有影響。我們回去都要自己先消化，再轉為部落語言，再與耆老討論相
關用詞怎麼才適當。因此未來屏東縣政府下鄉的翻譯者對國土計畫了解
多少？參加的一些村長或調解委員，年紀很大，到底聽不聽得懂？如果
只是照著翻譯往往太長，導致興致區缺缺效果不好。 

二、綜合答覆與說明 

（一）國土計畫對於使用強度較嚴格，但基本上會維持原來使用的項目強度，

此外現有法規下有一些調整使用強度的工具，可以持續進行，以處理現

有問題。 

（二）雖然既有農發條例有興建農舍限制，但是原住民地區有自訂住宅興建要

點，符合要點的話就可以在一定範圍 330 平方公尺內變更為建地。除此

個案變更方式外，鄉公所也可就原鄉內部做整規畫而變更為建地。近幾

年原民會與內政部協力下亦有分區更正計畫，也有完成變更的案例，在

既有法律可走的情形下可以優先處理。 

（三）目前國土計畫的理解是不同功能分區可以同時存在一個部落，並不是城

鄉發展地區第三類、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二選一，而是依照現況與土地

客觀條件劃設。國土計畫最底分層是使用地，原則上依照現在編定情

況，以變動最少方式做轉軌，現狀也基本上不受未來管制規則影響，但

是在未來新建的建物使用上，不同分區的同一種用地強度上可能有差

異。除了少數危險地區可能面臨降限，但也不會剝奪使用強度。 

（四）各部落的在地參與在未來也可以透過傳統社會組織，提高到更高的文化

層次，並重視傳統領袖、部落頭目的意見。 

（五）如果有主動需要協助，歡迎找白教授或到屏東縣政府拜訪，都很樂意服

務。 



（六）屏東縣國土計畫的原則，是原來是農地就朝向維持農地方向，不會放到

限制更嚴格的分區，除非是具安全疑慮等特例，那再另行討論。 

（七）關於原住民特定區域問題，特定區域計畫是長期工作，並且主政者為中

央，因此任何想法建議先有一套完整的論述，以提供中央去審議。目前

屏東縣政府的方向是運用功能分區，優先解決多年來建地不足、林下經

濟等問題，如果在四大功能分區無法滿足部落未來生存或發展需求，再

用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解決。目前國土功能分區也很多部分未定案，方向

是積極向中央爭取功能分區的內容，使規定符合部落的實際需求。建議

原民會能整合資源，使部落知道劃設不同功能分區會有什麼資源的差

異，才好討論抉擇。 

（八）本次國土計畫主要針對非都市土地，都市土地仍適用都市計畫法處理，

國家公園仍用國家公園法，因此國家公園地區將畫入國土保育區第三

類，也需要循國家公園檢討系統處理。 

（九）原住民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裡面，都有排除原住民地區基本需求適用

部分，如位於水庫集水區等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原住民可以申請排除限

制，未來國土計畫也是一樣的原則。就算劃進國土保育區，建築都能保

障原來使用，只是要注意未來新的管制規則的容許使用項目規定。 

（十）若部落事典範圍與現況不同，原則上規劃會一併考慮。如果部落會議對

於範圍認定有共識，則備妥必要文件向屏東縣政府敘明，由屏東縣政府

初審再報原民會複審。因此若範圍有疑義，照法定程序走一次即可。 

（十一）關於地面型太陽能光電板設施，以目前土地管理機關的方向，是各個

功能分區分類都允許。雖然還要協調能源管理機關對於光電設施的審核

標準，再看如何跨部門合作，但原則上土地管理機關是樂觀其成。 

（十二）目前台灣國土計畫法最小層級是到縣市國土計畫，在法定計畫角度而

言，應可以收納各種空間條件部落的需求到法定計畫的內容之中，如更

細緻討論不同海拔的部落、以鄰為單位的需求等，才有法定效力保障。 

（十三）關於農村再生計畫之鄉村區劃定，規劃但未及屏東縣政府皆了解此原

則，會請地方再依實際需要再做處理。 

（十四）目前各鄉說明會時間是由中央安排，可以先當作第一階段的說明會。

未來屏東縣政府辦說明會時，會請原民處及地政處共同確認，事先和各

個公所同仁掌握翻譯人員，對國土計畫也要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一些在

地團體也可以幫忙。如果有需要，我們也準備簡單的圖示，有助於部落

模擬說明及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