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地狹人稠，但蘊含土地資源豐富，近年

關於土地利用的規劃管理法規，一直是由都

市計畫法與區域計畫法作為土地管理之規

制。但隨著土地利用資源整合的複雜化、台灣

經濟發展型態的改變以及人口成長密度導致

城鄉變革，我國現況的計劃法規，需要有建構

全方位土地政策目標的革新方針。於是國土

計畫法已於105年1月6日公布，並於同年5月1

日起施行，依據國土計畫法第45條規定，自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公告國土

功能分區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本

法施行後6年內，現行非都市土地將轉換為國

土法之土地使用管制。國土計畫法目前已經

作為我國針對土地管制計畫的最上位基本

法，勢必牽引著我國土地管制利用的走向。

國土計畫法針對可發展與不可發展的土地

訂定了劃分原則，將原本依照都市計畫法與

區域計畫法所區分的都市土地、國家公園土

地及非都市土地，重新檢視及規劃為國土保

育、海洋資源、農業發展、城鄉發展4種地

區，將促使我國土地的利用更為明確，達成

「適地適用」。最後，計畫管制法規涉及跨

領域法律議題整合，在法學的詮釋上，與一

般法律解釋方向略有不同，甚至如果在形成

下位計畫的過程當中。

本期由陳明燦教授從「土地利用計畫形成

過程之適法性」、「公私協力」、「基於國

土計畫定期變更之需所生之相關損失補償」

等三大議題架構出國土計畫法的基本樣貌。

何彥陞教授則從德國規劃法制當中比較我國

國土計畫對於山坡地管理、山崩、地滑、土

石流與大規模崩塌等之規範，並針對水土保

持法相關制度規範進行檢討。最後，辛年豐

教授從地方自治的角度，探討中央對地方國

土計畫的擬訂有實質的審查權限應如何詮

釋；關於國土計畫之擬定，除了地方或中央

層級之外，是否還有其他中間或更基層的層

級也有擬訂計畫來進行空間管制的可能；並

就國土計畫法中針對原住民族部落其主體

性，在多層次治理下同樣有尊重其主體性的

要求，討論關於適用諮商同意權的問題。

國土計畫法的詮釋必須配合土地管制政策

方向加以演繹，同時也必須顧及到人民對於

土地利用的財產權保障。有鑑於坊間目前針

對國土計畫法尚無體系性的專書論述，本期

特邀請三位橫跨地政與法律領域的專家學者

為文，就國土計畫法當中的重要議題做全盤

的評析，期能夠對於我國土地多層次管制的

未來展望能盡棉薄之力。「全國國土計畫」

兼顧環境發展與永續土地利用，在計畫管制

的法理兼顧政策需求的原則，將會指引我國

未來土地空間縱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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