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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都市更新法令與業務輔導委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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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更新單元與審議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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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簡報大綱

壹. 公私協力•改革都更效能

貳. 公劃更新地區重行檢討作業方式
(一) 89、91年公劃更新地區過去執行

(二) 重行劃定更新地區作業方式

(三) 5項簇群類型暨地區計畫指導

(四) 地區計畫說明

(五) 計畫期程規劃

參.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單元建築
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修法說明

肆.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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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私協力 改革都更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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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三)全方位全流程 30+5行動方案 (29項完成，6項階段完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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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都市更新公私協力

建立政府職能，藉由公私協力推動公辦都更、公劃更新地區、改
革民辦都更效能，打造臺北市都市更新新氣象

(圖片：Flickr用戶Yu-Cha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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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臺灣改革都市更新沒有捷徑，不能單靠訂立新法或是修訂都市更新條例，
來期望都更效益產生重大改變，就此提出以下改革四大面向

民辦都市更新改革方案 改革四大面向

透過都市更新調整地區
機能、營造安全與健康
居住環境，以及發展經
濟並提昇都市競爭力

正當化
都市更新目標

需要公私資源整合，並
對都更事業實施，營造
正面鼓勵社會氛圍以及
跨部門、全流程的作業
協力

公私部門
需要共同協力

政府行政效能必須強化，
公辦與民辦都更一起併
行，並調整政府部門態
度對應都更效能，轉被
動為主動

政府職能
必須到位

創設都更法律扶助機制，
保護參與都更事業實施
過程任何一方，當局者
依法作為卻遭受法律提
告時，能獲得第三方公
平合理的法律辯護與法
律協助

都更過程各方
權益扶助與維護

【改造都更機制須進行全方位、全流程改革，始為重要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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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都市更新
7大

改革要項

創設
法律扶助
機制

1

都市更新計畫的確立
公劃更新地區的檢討

透過都市計畫調整都市機能
整備公共設施

2
都市更新審議效能提升
執行分流排會
協檢協審制度
都更168專案加強推動

3
權變估價合理化及透明化

強調公開、透明
減少爭議

4
提供都更中繼住宅輪替安置

提供實施者及弱勢戶做為都更中繼住宅

5 強化政府職能執行代拆

6
政府給予金融及
專業協助
協助自力更新

7 都更稅制改革與到位

都更輕稅、自住輕稅
鬆綁銀行法第72之2條

民辦都市更新改革方案 7+1改革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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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106/1/12

臺北市都市更新論壇 I1

106/4/7

臺北市都市更新論壇 II2

106/9/29

臺北市都市更新論壇 III3

4
107/2/12

臺北市都市更新論壇 IV

民辦都市更新改革方案 都市更新論壇

•建立公私協力改革平台

•提出改革四大面向及7+1 改革要項

•公私協力改革平台提出方案

•全方位全流程30項行動方案

•優先推動15項行動方案

•公私協力改革平台持續對話

•全方位全流程30+N項行動方案，完成20項

行動方案，提出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建言

•公私協力改革平台總結報告

•全方位全流程30+5項行動方案皆已完成

5

5
107/4/25

公劃更新地區論壇

•公劃更新地區重行檢
討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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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4/25公劃更新地區論壇

1. 過去單點式個案更新轉型配合政府公劃更新地
區。

2. 肯定時程獎勵誘因能加速辦理更新。
3. 更新計畫指導開放空間及建議公設回饋項目能

強化民辦都更對整體地區的公益性，也能減少
都市更新推動的不確定性。

4. 都市更新尚需回應產業發展、社會高齡化趨勢
及重視都市防災，強化都市更新之必要性及公
益性。

5. 改善窳陋環境及住居，轉型為無障礙人本友善
之住居環境。

業界代表意見反饋

宣示公劃更新地區全市再發展戰略，配合更新計畫
擬定，指導民辦都更，藉由時程獎勵及更新計畫引
導達成整體系統性之都市更新，預計於107年度下
半年啟動法定程序，後續也將持續與民間對話滾動
式推動定期檢討。

4月25日公劃更新地區論壇—意見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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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4月25日公劃更新地區論壇—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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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貳
臺北市12行政區公劃更新地區
重行檢討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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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整
體
流
程

都市計畫地區

未經劃定更新地區

都市更新計畫

民間辦理更新

更新地區劃定

政府辦理更新

【都市更新條例第11條】 【都市更新條例
第10條】

 都市更新計畫：
• 開發指導計畫
• 劃定更新單元或擬定該計畫區更

新單元劃定基準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目前暫不受理)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更新單元劃定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自劃單元)：
•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2/3人數、3/4面積同意
• 劃定重建、整建及維護區段
• 確定容積獎勵額度、建築規劃

及設計
• 更新財務規劃擬定

協議合建/其他 區段徵收/徵收/市地重劃

【都市更新條例第5條、
第6條優先劃定、
第7條迅行劃定】

【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

實施
計畫權利變換

計畫執行

更新成果備查

監督與管理

都市更新
綱要計畫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更新地區)：
•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3/5人數、2/3面積同意
• 劃定重建、整建及維護區段
• 確定容積獎勵額度、建築規劃

及設計
• 更新財務規劃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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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89、91年依
都更條例劃
設

2000(89年)、2002(91年) 依都更條例公劃更新地區 189處310.84公頃

係將1993年本府依發展之先後順序、地區衰敗程度、考量民眾意願、配合重大建設、社會關係、
經濟發展，所公告選定之167處「獎勵都市更新實施地區」，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6條原則檢討
整合，重新劃定189處更新地區。

都市更新條例 第6條 (地區)-優先劃定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優
先劃定為更新地區：

1. 建築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有妨害公共
安全之虞。

2. 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列不良
或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

3. 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

4. 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

5.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護。

6. 居住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

都市更新條例 第11條 (單元)

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為促進其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得依主管機關
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依前條規定，
申請實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

更新地區
更新單元

法源及劃定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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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2年 依都更條例公劃更新地區 189處310.84公頃

19年間公劃92處224.76公頃 依都市計畫劃設 24處179.27公頃、
依都市更新條例劃設 68處55.84公頃)

(統計至106年12月31日)

24處 77處281處
完工動工中劃定更新地區

劃定面積

535.60公頃

動工面積 完工面積

9.79公頃 22.04公頃

更新地區/更新單元執行成果

完工動工中自劃更新單元

劃定面積 動工面積 完工面積

44處 45處1068處

264.30公頃 8.90公頃 9.04公頃

審議+核定

劃定面積

劃定面積

審議+核定

334處

71.21公頃

149處

56.30公頃

1998年 公布中央都市更新條例

2000年 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相關子法

1999年 921大地震
更新地區
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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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1

5

都市更新目前面臨之議題

1.民間推動成效未彰

■提供時程獎勵誘因

■對於實體空間計畫無特殊規範

●89、91年至今

依照都更條例及都市計畫法

●過往公劃更新地區

劃定281處，面積約535公頃

91.45公頃

事業計畫

完成率
17.06%

80處
完工

22處
施工中原更新單元多為零星分布，缺

乏整體規劃指導原則，導致民
間更新推動成效未彰。

1.統計至107年3月31日
2.案件為擬訂事業計畫案、擬訂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3.案件不包含駁撤回之情形

3.防災機能整備計畫

●綜整災害潛勢區域
●考量防災機能整備計畫

2.公共設施需求調節

●地區人口結構轉變，需重新檢視。
●透過通檢及公劃，補充本市各區相關公共服務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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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發
展

公
辦
都
更

公
共
住
宅

創
意
產
業

宜
居
城
市

軟
性
更
新

重點發展策略

公劃更新
地區檢討

制定更新計畫
(環境整備原則)

新劃更新地區

具體政策方針

門戶/再生計畫

更新開發
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

臺北2050願景計畫

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

都市設計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2050願景計畫

臺北2050願景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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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發展與

產業機能置入

捷運TOD

再結構

地區公共機能

充實與調節

地區整備與

住居環境更新

災害應變韌性

城市強化

都市更新條例都市計畫劃定

選定都更地區劃設原則
與得分指標

彙整與檢討
既有都市更新地區

8 項指標
疊圖分析

檢討既有更新地區範圍
與劃定更新地區

擬訂都市更新計畫

• 劃設情形
• 開闢率

都市發展政策

• 社會住宅、產業空間及
托幼扶老等設施提供

• 地區特色及都市設計建議

5 類優先
劃定類型

TOD原則
建物結構及
安全性

土地使用
安全

配合重大
建設

公辦都更
可行性

公共設施
取得開闢

環境敏感
地區

整宅及
弱勢協助

廢止89、91年
劃定更新地區

保留部分
更新地區

新劃更新地區
定期檢討
駐地服務

重行劃定更新地區作業方式

4大原則
新劃保留

更新計畫
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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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域
位於山坡地
屬於山限區
高土石流潛勢區
街廓位於活動斷層兩側15米範圍

➢屋齡較新/結構安全較佳區域
89年以後建築座落土地

➢文化資產座落區域
古蹟、歷史建築及列冊建物座落土地

➢其他區域(ex行水區、保護區…等)

排
除
指
標

地質敏感區域
屋齡/屋況較佳區域
文化資產座落區域

建物結構及安全性原則
公共危險建築物、5樓以下屋齡30年
以上老舊建物

高度土壤液化、潛水潛勢、巷弄狹小
影響逃生

土地使用安全原則

臨近捷運站出口200~600m範圍內

TOD原則

500平方公尺以上公有地所在街廓

公有土地活化使用原則

重大建設200m範圍內

配合市政建設原則

未開闢、未取得大面積公共設施用地

公共設施取得開闢原則

山坡地、山限區、斷層週邊一定範圍

環境敏感地區

整宅、遷建基地弱勢且居住環境不佳地區

整宅及弱勢協助

8項原則疊圖分析 指認都市更新潛力地區

重行劃定更新地區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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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1 傳統商圈與創意街區 舊市區/市中心 如後站商圈、溫羅汀地區

✓ 海砂屋、輻射屋、老屋建檢D、E級建物等
有立即拆除危險之虞

✓ 整宅、遷建基地弱勢且居住環境不佳地區

+1 土壤液化

+1 淹水潛勢

+1 狹小巷弄

+2~6 場站分級及旅次

+1 5層樓以下30年以上建物

+1 閒置公有土地

+1 再生計畫等重大建設周邊

+1 未開闢公共設施

Σ6分以上 重新公劃之可能性高

加分

減分

-1 法容足夠無法以都市更新容獎誘導 舊市區(商四地區)

土地使用安全

-1 89/91年已公劃更新地區無任何事業計畫 全市

全市指標

區域特性指標

必
選
指
標

累
計
指
標

重行劃定更新地區作業方式
8項指標疊圖分析 指認都市更新潛力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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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往中和

往永和

往蘆洲、新
莊

往土城、板
橋

往關渡、淡
水

公共住宅

整宅/遷建基地

本府重大防災策略區

防災潛力基地

都市更新地區
5大類型 策略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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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新劃更新地區

北 投 區
新劃設：3  群落
總 計：37.11公頃

士 林 區
新劃設：6  群落
總 計：61.51公頃

大 同 區
新劃設：8  群落
總 計：45.21公頃

中 山 區
新劃設：7  群落
總 計：48.91公頃

松 山 區
新劃設：6  群落
總 計：52.11公頃

內 湖 區
新劃設：4  群落
總 計：25.04公頃

萬 華 區
新劃設：6  群落
總 計：54.66公頃

中 正 區
新劃設：8  群落
總 計：25.77公頃

大 安 區
新劃設：4  群落
總 計：43.44公頃

信 義 區
新劃設：8  群落
總 計：52.92公頃

南 港 區
新劃設：3  群落
總 計：6.68公頃

文 山 區
新劃設：7  群落
總 計：51.76公頃

總計70群落 面積約500公頃

劃定範圍以後續公告為準

保留之都市計畫劃定更新地區

南港產專區等
保留都市計畫更新地區

總計約550公頃

全市新劃更新地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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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南港產專區

新劃更新地區分類

10簇群/約89公頃

17簇群/約165公頃

12簇群/約80公頃

29簇群/約152公頃

2簇群/約14公頃

依都更條例 全市新劃設70簇群/約500公頃

5項優先劃定簇群類型 更新地區計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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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依據通檢定位及都更綱要指導
檢討劃定更新地區
擬定都市更新計畫

都計通檢(主計)
都更綱要指導原則

都計通檢(細計)
•土地使用管制
•都市設計準則

都市更新條例＋

捷運路網設置
•捷運環狀線規劃
•TOD發展策略

門戶/再生計畫
臺北2050願景計畫

都市計畫法

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更新實施
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

更新計畫指導原則
銜接都市計畫 /地區發展目標/明確化容積獎勵原則

5項優先劃定簇群類型 更新地區計畫指導

明確化條列化管制規定
及容積獎勵項目
加速推動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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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文 藝

托 幼

公共(公益)設施需求調節

地區更新計畫擬定

統整全市各區所需公益設施

申請都市更新時，提供相關
公益設施供參考採用

各區公益設
施符合需求

△F4容積獎勵
取得比例較高

目前平均△F4平均為2.49%

透過更新計畫

誘導都市更新提供公益設施
提升更新公益性

計畫

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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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西區門戶/成就國家門戶新意象

中央行政專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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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東區門戶/交通樞紐及產業轉型

• 南港轉運站(東站)

交通轉運樞紐

•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 南港生技產業聚落

國家生技產業廊帶

•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 台電AR-1

流行音樂及新創產業

• 國家會展中心

• PC07地下連通道

軟體及會展產業

• AR-1及CR-1

• 南港商三

• 台鐵BR-1

整體跨區重劃及都市更新

• 目前提送內政部審議

南港全區通盤檢討

• 東明公宅

• 小彎公宅

• 中南段公宅

公共住宅

• 成功橋拓寬工程

• 南港62號公園開闢工程

公共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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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東區門戶/交通樞紐及產業轉型

預留細部計畫
道路位置

產專區執行概念
南港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 52公頃
引導民間投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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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捷運後山埤站

捷運南港
軟體園區站

北流

北流

南港機廠開發案

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

南港車站

南軟

南港公
園

玉成公園

台電AR-1

國揚

國產
BR-2

台電CR-1
南港輪胎

僑泰興FR-
1

台肥C2

台肥C3

C14

臺鐵BR-1

南港62號公
園

瓶蓋工廠

四分溪

南港展覽館

捷運昆陽站

瓏山林
BR-3

合成
駐點工作站

玉成
駐點工
作站

西新
駐點工
作站

東明
駐點工
作站

南港
駐點工
作站

東新
駐點工作站

新光
駐點工作站

中南
駐點工作站

規劃8處地區服務工作站

推動地區居民辦理自主更新

市民大道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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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高覆蓋率捷運路網 TOD引導都市機能再結構

新設捷運線交通節點

如：萬大線

既有捷運線市政建設

如：信義東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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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災害應變
韌性城市
強化

三總水源營區防災公園整體規劃/ 防救災整備基地

主細計變更-三總水源營區防災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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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更新計畫後續作業

公劃都更
地區檢討
更新計畫擬定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說明會

持續強化民眾參與
提送都委會審查 發布實施

配合全市
通盤檢討

發展
定位

5大
類型

8大
指標

4大
原則

107年
下半年

預計
107年9月

更
新
計
畫
指
導

民眾
參與

公私部門
持續溝通

提送都委會審查前
持續蒐集民眾意見+公私部門持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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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改善居住環境 增進公共利益
促進土地
再開發利用

復甦都市機能

強化政府職能，落實以都市計畫為架構之都市更新推動更新地區

更新計畫

都市計畫

都市設計 創造都市環境、社會、經濟之效益

透過地區公益設施之補足與調節，增進地區生活品質

公私合夥促進策略地區更新開發，提升更新效率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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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參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
自行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
評估標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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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單元建築
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修法歷程

101-102年
收攏各界修法建議
召開四次專家學者、更
新實務研商會議

1

103-104年
參酌實務法令研析
103年第1次預告法規草案，
法界人士、都更專業及業界
就實務推動進行法令研析

2

105-106年
研擬法令修正草案
召開會議，參酌本府各局處、
各公會代表意見研擬修正條文

3 4

106年底
法制作業及草案預告
106.11.30修法條文預告14日
無相關意見回復

5

107年初
本府法務局審查中

• 94.9.1 訂定自治規則
依據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5條
訂定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

• 98.1.8 第一次修正
• 101年中 啟動修法

考量實質、社經環境轉變，及參酌本府之行政訴（願）訟爭點、法院見解、實務上
認定困難者進行修正。

修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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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單元建築
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修法重點說明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
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評
估標準

依臺北市都更新自治第15條第1項規定訂之。 配合100年11月10日修正公布臺
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修正

本標準係為規範重建區段之劃
定基準，修正法規名稱以茲明
確。

評估標準由14款調整為10款，並由應符合「應
符合3款以上之規定」調整為「應符合2款以上
之規定」

參酌母法「都市更新條例第6條、
及評估標準實務執行修正並簡
化條文

跨街過劃定更新單元，應各街廓分別檢討 。
既有建築物位於未開闢計畫道路且橫跨兩個
以上街廓者，得以完整單元範圍檢討

本標準發布日前已申請尚未核准之更新單元劃定
案依修正前之原評定標準辦理。
但修正後評定標準有利於當事人，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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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單元建築
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現行評估指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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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指
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件 54 40 870 22 1 668 3 265 975 16 23 80 16 48

比
率

1.75 1.3 28.2 0.71 0.03 21.7 0.1 8.6 31.7 0.52 0.75 2.6 0.52 1.56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單元建築
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現行評估指標分析

現行各指標使用率

3 各種構造物使用年期檢討

6
更新單元周邊距離捷運系統車站、本府公告之本市重大
建設或國際觀光據點200公尺以內檢討

9
建築物耐震設計標準，不符內政部78年5月5日台內營字
第691701號修正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者之棟數檢討

現行最常用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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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單元建築
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第2條修法重點說明

第2條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應
符合下列二款以上規定。但為達整體開發目的，經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審核要求擴大
納入之更新單元範圍，得不受本條之限制。:

第一款
更新單元內屬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棟數比例達二
分之一以上，並經下列方式之一辦理者：
(一) 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辦理鑑定並簽證。
(二) 經專業機構辦理鑑定。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
33款定義修正用語為「非防火構造建
築物」。申請人得自行選擇委託建築
師或專業技師辦理鑑定並簽證或由專
業機構指定所屬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辦
理鑑定並簽證，經復審後由專業機構
出具鑑定報告。

第二款

更新單元內現有巷道寬度小於六公尺者之長度占
現有巷道總長度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原條文「彎曲狹小」較難認定執行，
另考量逾6公尺道路較利消防車救災
通行，改善都市環境，且參考內政部
「劃設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
則」消防車救災活動空間之道路尺度
規定，爰保留為小於6公尺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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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單元建築
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第2條修法重點說明

第2條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應
符合下列二款以上規定。但為達整體開發目的，經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審核要求擴大
納入之更新單元範圍，得不受本條之限制。

第三款
更新單元建築物內符合下列各種構造者之面積比
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且經專業機構依住宅性能評估
實施辦法之既有住宅耐震能力評估結果為D級以
下者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一）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建築物。
（二）20年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
（三）30年以上之鋼筋混凝土造及預鑄混凝土造。
（四）40年以上之鋼骨混凝土造。

• 有關指標相關訴願或行政訴訟案，
針對現行條文指標3及指標9爭點為：
「形式審查，未曾實際鑑定」，另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6條第二款之
「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
之虞…」之規定，應同時符合年期
久遠及結構耐震不符等條件，爰合
併現行條文指標3及指標9。

• 因86.5.1內政部修正發布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構造編業已刪除第44條，
爰修正本指標之耐震能力評估依據，
改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規定，
由評估機構辦理評估作業。

• 有關各種構造別以分目訂之，以資
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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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單元建築
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第2條修法重點說明

第2條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應
符合下列二款以上規定。但為達整體開發目的，經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審核要求擴大
納入之更新單元範圍，得不受本條之限制。

第四款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有基礎下陷、主要樑柱、牆壁
及樓板等腐朽破損或變形，有危險或有安全之虞
者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並經下列方式之
一辦理者：
（一）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辦理鑑定並簽證。
（二）經專業機構辦理鑑定。

現行條文
建築師辦理簽證、鑑定或專業技師辦
理鑑定應依建築師法第六條、技師法
第十三條及建築法第三十四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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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07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單元建築
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第2條修法重點說明

第2條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應
符合下列二款以上規定。但為達整體開發目的，經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審核要求擴大
納入之更新單元範圍，得不受本條之限制。

第五款
更新單元周邊距離捷運系統車站、本府公告之本市重
大建設或國際觀光據點二百公尺以內。

現行條文未修正

第六款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經本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確
認未銜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
以上。

有關生活雜排水現多以設置汙水下水
道進行處理，參照本府工務局衛生下
水道工程處建議修正。

第七款
更新單元內四層以上之合法建築物棟數占更新單元內
建築物棟數達三分之一以上，且該四層以上合法建築
物二分之一以上無設置電梯設備及法定停車位數低於
戶數者。

現行條文未修正
鼓勵四五層未設置昇降設備及停車空
間之公寓更新，推動無障礙環境及將
停車需求內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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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單元建築
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第2條修法重點說明

第2條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應
符合下列二款以上規定。但為達整體開發目的，經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審核要求擴大
納入之更新單元範圍，得不受本條之限制。:

第八款
更新單元內未徵收開闢之計畫道路面積占更新單元內
總計畫道路之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現行條文「穿越」、「未供公共通行」
修正為「未徵收開闢」以資明確。
「未徵收開闢」係指都市計畫道路未
經有關機關（構）取得且現況未供通
行之計畫道路。

第九款
更新單元內之合法建築物現有建蔽率大於法定建蔽率
且現有容積未達法定容積之二分之一。

現行條文，文字酌予修正

第十款
更新單元內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每戶居
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之三分之二以下或更新單元內
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平
均水準之戶數比例達二分之一者以上。

現行條文，文字酌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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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審議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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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單純劃定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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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單純劃定更新單元
內政部營建署 105年5月3日營署更字第1052906762號函
主旨：關於產權單純或多屬同一企業體所有之房地依都市更
新條例規定程序辦理重建疑義案，復請查照。

說明摘要：
一. 查都市更新條例除第15條對於所有權人組織更新團體自

行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明定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應逾7人外，餘對於都市更新案內所有權人之人數或
其產權狀況，未有其他不得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程序申
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限制。惟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
非即應予以核定或受其主張之拘束，主管機關仍應本於

依法行政原則，於貴管都市更新審議會就個案情形，綜
合考量都市更新之公益性、必要性、合理性及可
行性等因素，作成核定與否之決定。

二. 另查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
內之建築基地，得視都市更新事業需要，給予適度獎勵，
並於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明定得獎勵之項目及其

額度上限。有關主管機關考量政策推動方向、都市
發展及個案狀況等因素，限縮更新獎勵，尚無牴
觸上開規定，應無不可。

推動友善無障礙空間

加強都市防災自然永續節能減碳

充分考量周邊交通系統

提供地區性公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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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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