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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
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

法容

TOD增額容積

TOD獎勵容積

0%~50%

111.5.25~115.5.24

10%~30%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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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第一級場站
1. 捷運高運量系統之場站
2. 雙軌道以上交會之場站。
3. 臺北市內之臺鐵場站。

第二級場站

淡水信義線
板南線
松山新店線
中和新蘆線
信義線東延段

文湖線
萬大-中和-樹林線
環狀線北環段
環狀線南環段
環狀線東環段

1. 核心區：
以距離捷運場站或
臺鐵場站出入口
150 公尺範圍內。

2. 一般區：
以距離捷運場站或
臺鐵場站出入口超
過 150 公尺至 500 
公尺範圍內

要
件
檢
核



要
件
檢
核

4

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一級
場站

二級
場站

核心區→30%TOD獎容+TOD增額容積40%(最多50%)=80%

一般區→15%TOD獎容+TOD增額容積20%(最多40%)=55%

核心區 →20%TOD獎容+TOD增額容積40%(最多50%)=70%

一般區 →10%TOD獎容+TOD增額容積20%(最多40%)=50%

容積獎勵 第一級場站(半徑150) 第二級場站(半徑500) 

核心區 容積獎勵為基準容積 30% 容積獎勵為基準容積 20%

一般區 容積獎勵為基準容積 15% 容積獎勵為基準容積 10%

1.達 2,000 平方公尺以上。
2.達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完整街廓。
3.如基地符合下列情事之一，得另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不受前開 1、
2 項之規模限制：

(1) 基地未達 2,000 平方公尺，但超過 1,000 平方公尺。
(2) 申辦捷運出入口移設或增設，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
(3) 未達 1,000 平方公尺之完整街廓。

基地應臨接計畫道路或指（認）定建築線之巷道應達 8 公尺；不足者應自
建築線退縮補足。

要
件
檢
核

容
積
爭
取

配
套
措
施



5

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與條件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基地開發後總容積依下列公式核計
Ｖ＝Ｖ0＋△Ｖ1＋△Ｖ2＋△Ｖ3＋△Ｖ4 

Ｖ：土地開發後總容積。
基地基準容積加計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移入容積、增額容積、都
市計畫容積獎勵及其他容積獎勵後之總容積，不得超過基準容積 2 倍。

△D1：移設捷運設施或
增設捷運出入口

△D2：設置自行車轉乘停放空間
△D3：留設友善人行空間
△D4：回饋公益設施空間
△D5：繳納代金

Ｖ0：基地基準容積。
△Ｖ1：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容積獎勵

△Ｖ2：依臺北市大眾捷運系
統與地下街設施移設
及連通申請自治條例
申請核給容積獎勵

△Ｖ3：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Ｖ4：容積移轉移入之容積、

增額容積及其他都
市計畫容積獎勵

核心區原則40%，最多50%

一般區原則20%，最多40%

比照
容移
代金
制度

法源依據：土管第80條之4
大眾運輸系統之車站半徑500公尺範圍內地區，
經循都市計畫程序劃定者，其容積率得酌予提
高，但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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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與條件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Ｖ0：基地基準容積。

△Ｖ1
TOD獎容

△Ｖ2
捷運移設連通

△Ｖ3
都更容獎

△Ｖ4
1容移
2增額
3其他

△D1：移設捷運設施或增設捷運出入口

△D2：設置自行車轉乘停放空間

1. 基地申請移設捷運設施者，除依《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
地下街設施移設及連通申請自治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放寬容積率外，並得再給予容積獎勵，容積獎勵值按設施
所占樓地板面積依地面層 1 倍，地下層及地上二層以上各
0.5 倍總和計算之。基地增設捷運出入口者，得比照申請本
計畫容積獎勵。

2. 捷運設施移設或捷運出入口增設於基地內者，得經臺北市 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放寬建蔽率，
惟建蔽率放寬最多不得超過 10%。但捷運開發區、聯合開發區或交通

用地於都市計畫書內已有放寬建蔽率規定者，從其規定。
3. 本項容積獎勵非屬《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施移設及連通申請自治條例》

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指都市計畫規定移設情形，其移設捷運設施或增設捷運出
入口工程費用應由申請人負擔。

4. 申請人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提出容積獎勵申請。

設施樓地板面積
地面層 1 倍

地下層及地上二層以上 0.5 倍

1. 基地提供市府設置公共自行車停車空間或提供公眾使用之一般自行
車停車空間者，該自行車停車空間應留設於地面層且臨道路側，並
依實際留設面積給予容積獎勵。

2. 該自行車停車空間應具開放性以利公眾使用，經核定後，倘因政策調整市府已無需
求，則應改為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不得作為其他使用。

3. 基地內設置公共自行車者，開發單位需負擔建置費用（含車樁、車
輛費用）。

4. 申請人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提出容積獎勵申請。



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與條件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Ｖ0：基地基準容積。

△Ｖ1
TOD獎容

△Ｖ2
捷運移設連通

△Ｖ3
都更容獎

△Ｖ4
1容移
2增額
3其他

△D1：移設捷運設施或增設捷運出入口
△D2：設置自行車轉乘停放空間

△D3：留設友善人行空間

△D4：回饋公益設施空間
△D5：繳納代金

基地留設開放空間及行人通行空間者，依其留設規模由標準級及進階
級擇一申請容積獎勵。相關規定及獎勵額度依表 5-2 及表 5-3 申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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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與條件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Ｖ0：基地基準容積。

△Ｖ1
TOD獎容

△Ｖ2
捷運移設連通

△Ｖ3
都更容獎

△Ｖ4
1容移
2增額
3其他

△D1：移設捷運設施或增設捷運出入口
△D2：設置自行車轉乘停放空間
△D3：留設友善人行空間

△D4：回饋公益設施空間

△D5：繳納代金

1. 申請人應將容積獎勵值 50%對應之容積樓地板面積，於興建完成
後無償捐贈予市府作為公益設施，剩餘容積獎勵值 50%對應之容
積樓地板面積由申請人自行運用。

2. 公益設施項目以申請當時本府最新公告之「臺北市都市更新建議
優先提供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一覽表」為限。申請人得
自行選擇前開一覽表內公益設施項目，並取得需求機關同意設置
公益設施後，提出容積獎勵申請。

3. 公益設施捐贈內容應包括土地持分、建築物及其他附屬設施（包
含大公、小公）。設置於建物低樓層（以建築物總樓層數 1/3 以
下認屬低樓層）、集中設置為原則，如經需求機關同意，得不在
此限。

假設申請人
就此項獎勵，
擬申請12%

此6%捐予市府的容積獎勵，
必須大於市府所需的空間。
(倘需求機關未同意受贈，由都發
局通知申請人依第七點補正程序
更換容積獎勵項目)

12%的一半，6%，
規劃公益設施，
捐贈予市府

剩下的6%，申請
人可自行運用



https://ur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F511910B5A36351D&sms=234E13F5FE7D88EA&s=B4FCB95437F03263

臺北市都市更新建議優先提供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一覽表(111.3.1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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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與條件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Ｖ0：基地基準容積

△Ｖ1
TOD獎容

△Ｖ2
捷運移設連通

△Ｖ3
都更容獎

△Ｖ4
1容移
2增額
3其他

△D1：移設捷運設施或增設捷運出入口
△D2：設置自行車轉乘停放空間
△D3：留設友善人行空間
△D4：回饋公益設施空間

△D5：繳納代金
1.申請人應繳納本容積獎勵值 50%之回饋代金。
2. 回饋代金之金額應由主管機關委託 3 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查估後評定之；其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3. 回饋代金之收入，50%挹注捷運建設基金、50%挹注容積代金基金、住
宅基金或都市更新基金。

法容

TOD
增額

TOD
獎容

1.先看打算申請多少TOD容積? 假設

(1)獎勵容積上限是20%，D1~D4可申請12%，故D5可申請8%

(2)增額容積申請10%

2.8%的一半，是4%。要繳價值容積4%的D5代金。

3.代金的算法

(1)開發案加這30%%的量體的總價值，減掉未加這30%的量體
的總價值，計算其差額

(2)該差額的(4/30)，即為D5的代金，

(3)該差額的(10/30)，即為增額容積的代金。

4.審定程序比照公保地容移代金的審議程序。

即，繳4%的市價代金，可申請8%容積
(正常公保地容移，為一半代金，一半公保地)

因為只花4%的錢，得到8%容積，故此容積並非如同容積移轉
永久定著於接受基地，而僅是獎勵容積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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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與條件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一）基地符合本案開發許可地區容積獎勵申請條件，且臨接 20 公尺
以上已開闢之都市計畫道路者，得申請本項增額容積。

（二）未申請開發許可容積獎勵項目者亦可申請增額容積。
（三）適用核心區內者，增額容積上限為基準容積 40%；適用一般區者，

增額容積上限為基準容積 20%。但基地符合下列條件者，得額外
申請增額容積加給，惟各基地加給後之增額容積量上限，適用核
心區者以基準容積 50%為限，適用一般區者以基準容積 40%為限。

（四）增額容積價金之金額應由主管機關委託 3 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
後評定之；其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五）增額容積量由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
議審定。

1. 基地規模：達 3,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增額容積上限得增加基
準容積 10%；達 5,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增額容積上限得增
加基準容積 15%。

2. 臨接計畫道路寬度（臨接 2 條以上計畫道路者，以其中最寬之
計畫道路計算）：30 公尺以上者，增額容積上限得增加基準
容積 5%；40 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者，增額容積上限得增加
基準容積 10%。

3. 前 2 項增額容積加給條件，同項間可擇一申請，不同項間可疊
加申請。



12增額容積

申請
資格

符合本案容積獎勵適用基地條件，
且鄰接20公尺以上計畫道路

容積
加給
條件

核心區 一般區

基準容積40% 基準容積20%

1. 基地規模
 ≧3,000㎡，+10%
 ≧5,000㎡，+15%

2. 臨接道路寬度
 30M，+5%
 40M，+10%

容積
上限

1. 增額容積上限
核心區：基準容積50%
一般區：基準容積40%

2. 實際增額容積量由都審審定。

價金
計算

1. 主管機關委託3家以上專業估
價者查估

2. 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提會修正通過

(1、2項可疊加)

增額容積加給條件疊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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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與條件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臨 20 公尺道路

核心區原則40%，最多50%
一般區原則20%，最多40%

法容

TOD
增額

TOD
獎容

假設
核心，
上限
最多
50%

法容

TOD
增額

TOD
獎容

法容

TOD
獎容

增額後 增額前

差額的市價，
即為增額容積價金

應由主管機關委託
3 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查估後評定之；
其所需費用由申請
人負擔。

增額容積量須由都
市設計審議審定。

增額容積可申請之多寡，112

年3月刻正檢討應具備相當公
益性之都市設計審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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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與條件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1

只要有申請TOD，最多兩倍

上限檢討2

都市計畫容積上限

法容

V1：TOD獎容<30%

V2：移增設捷運

D1移增設捷運加碼

D2自行車轉程
D3友善人行
D4公益設施
D5一半代金

V3：都更獎勵

V4：容移
V4：增額<50%
V4：其他都計增

額
容
積

獎
勵
容
積

法定
容積
兩倍

南港
產專
區

遷建
住宅
基地

信義
計畫
特定
專用
區

需依都市計畫規定

都市計畫有規定總容積上限

TOD案
可不受
都計
上限
限制

增額
容積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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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與條件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一）住宅區第 1 層作日常服務設施

（二）法定停車空間折減為鼓勵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基地位於本計畫可申請開發許可
地區，停車空間應適度折減併納入開發計畫檢討。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範內列明為「原則」之部分，如申請案經臺北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得不受此原則性之規定。

1. 臨接 30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之住宅區基地，於符合其所屬分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下，
建築物第 1 層作日常生活服務性設施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積，應超過第 1 層容積樓
地板面 積之 60%。

2. 前項所稱之住宅區不包含第一種住宅區、第二種住宅區、第二之一種住宅區及第
二之二種住宅區。

3. 日常服務設施之使用項目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包含以下六大類
別：托兒教保（第 4 組）、醫療保 健（第 7 組）、郵務金融（第 9 組、第 30 組）、
零售飲食（第 17 組至第 22 組）、日常服務（第 26 組、第 27 組至第 29 組）、健
身服務（第 33 組）。

1. 適用核心區基地，非住宅使用樓地板之停車空間，應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自治條例規定檢討法定停車空間減設 30%之數量。

2. 適用一般區基地，非住宅使用樓地板之停車空間，辦理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應以
私人汽機車運具比例合計不超過 40%推估設置。

3. 住宅使用樓地板之停車空間，以不超過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規定
檢討核算之停車位數量為原則；惟仍應於個案基地內部空間自行滿足停車需求。

4. 法定停車空間得免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6 條之 1 加倍留設停車位。
5. 為鼓勵基地充分利用或提供大眾運輸工具，各基地應檢討提出共享運具及停車空
間供公眾使用計畫之可行性，且於申請時併同提出。

6. 基地應配合本府交通主管機關（交通局）指認設置臨停接駁、裝卸貨、公車轉乘
空間或自行車停車空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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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與條件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為促進地區公共環境品質的提升，並考量開發對環境可能產生之衝擊，依本案申請之基地，
應配合本市 2050 淨零碳排政策目標，併同開發許可計畫提出低碳建築、節能減廢之建築構
想說明，並依下列都市設計準則進行規劃設計，提送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委員會審議。

一、公共開放空間及人行系統
（一）基地應依原都市計畫規定留設騎樓或 3.64 公尺以上之無遮簷人行道，人行淨寬以至
少留設 2.5 公尺為原則。
（二）基地之騎樓、無遮簷人行道及帶狀式公共開放空間應為連續鋪面，採無障礙之環境設
計，且應與相鄰基地高程順平。
（三）捷運出入口應有遮簷，其相鄰或位於交叉路口、地區人行動線節點之基地，應依原都
市計畫規定加大開放空間為原則，並增加綠蔭植栽達遮蔭效果、避免設置車道出入口，提升
人行環境品質。
（四）住宅區之基地圍牆高度不得高於 2 公尺，且臨道路側、開放空間及永久性空地之圍牆
基座不得超過 45 公分、透空率不得小於 70%為原則。
（五）非住宅區之基地不得設置圍牆或高度 45 公分以上之綠籬；建築物地面層倘作為店面
或公共性使用，應設置面臨街道之獨立人行出入口並考量與外部開放空間之互動性。
（六）基地內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應考量行人之視覺與活動，設置中、低光源之夜間照明
設施，其於夜間平均照度以不得低於 6 勒克斯為原則，以塑造舒適、具安全感之人行環境。

二、建築物管制與景觀設計
（一）基地地面層相關設備及通風設施應避開主要開放空間及人行動線，並儘量與建築物主
體整併，予以遮蔽美化。
（二）建築物外牆之顏色，應以中、高明度、中、低彩度為原則，不得使用高反射性材料。
（三）基地之建築設計應考量與周邊地區山川景觀資源及地區風向作合理配置。
（四）基地應設置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並以放置地下層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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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與條件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三、基地交通規劃及停車空間
（一）基地應考量大眾運輸系統、汽、機車及自行車等轉乘需求，並將衍生之停車、裝卸
貨、接駁及其他臨時停車需求納入，整體規劃停車空間。
（二）公共自行車停車空間及供公眾使用之一般自行車停車空間應留設於地面層且臨道路
側，具開放性，周邊不得設置實牆。自行車停車格後應留設 2 公尺淨寬之操作空間。
（三）基地之汽、機車出入口應以集中設置於一處為原則；並考量鄰近道路交通系統及人
行動線之整體規劃，以人行及車行動線互不干擾為原則。
（四）基地車道出入口自指定退縮人行空間後留設 4.5 公尺之緩衝空間為原則，倘停車數
量超過 150 輛以上，車道出入口緩衝空間留設 6 公尺以上為原則。
（五）基地之汽、機車停車位應各有 20% 以上安裝充電系統為原則。

四、提升地區綠意與環境韌性
（一）基地開放空間或法定空地之綠化，以敷地多保水、生態多樣化或多樣性綠化設計為
原則，盡量避免單一人工草皮設計，種植之喬木以開展型且不竄根為原則，且不得影響人
行可及性。
（二）基地應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並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
級以上為原則，並取得綠建築標章。
（三）基地綠覆率達 100% 為原則。
（四）貯集滯洪量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集 0.08 立方公尺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

五、其他
（一）本都市設計準則未規範詳盡之部分，應依原都市計畫書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本都市設計準則中列明為「原則」之部分，如申請案因基地條件限制，經臺北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不受此「原則」性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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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與條件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一）符合本都市計畫規定之基地，得自本都市計畫公告實施日起 4 年
內提出申請，申請文件應含開發許可計畫及都 市設計審議書圖。

（二）基地應於收受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委員會核定函之日
起 1 年內申請建造執照；但基地屬都市更新案者，應自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起
2 年內申請 建造執照。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且其權利變換計畫與 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分別報核者，得自擬訂權利變換計畫 經核定之日起 1 年內為之。

（三）未依前述時程申請建造執照者，其開發許可計畫自前開所定期間
屆滿之次日起失其效力。

111.5.24修訂 115.5.24落日112 113 114

其他案

都更案

都設核定起一年內 逾一年失效
申請建照

事權並送

事權分送

事計核定起2年內申請建照
逾兩年失效

事計
核定

權變核定
後一年內

申請建照

申請建照

危老案
自核准重建次日起180內申請建造執照

(可展一次180天)
逾期失效

申請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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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或二級場站

核心區或一般區

基地規模與條件

V1~V4之計算

V1中，D1~D5

增額容積

上限檢討

土管規範

都設準則

申請期程

審議作業

北市TOD開發許可 獎勵容積與增額容積

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開發許可申請注意要點

1.注意要點
2.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開發許可計畫自我檢核表
3.流程圖



EOD及

校園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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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s://www.planning.vic.gov.au/

學校用地
均質分布

學校用地(236校)

• 均勻分布於臺北市各地區

• 已長期深刻貼近、影響社區

• 已是重要避難、集會、運動場所

「20分鐘生活圈」
購物、醫療保健到
運動，市民需要的
設施能在步行或騎
自行車20分鐘內抵
達

中地理論
距離為影響人類空
間行為的最基本因
素，以最少成本服
務最多的人

學校是最貼近日常生活的場所EOD及校園空間規劃 21

21



我們的環境已跟過去不同，新的城市生活方式
需要幫助大家適應新的環境

◼ 臺北市許多中小學早於民國
57年興建，學校校舍逐漸老
舊，地震發生時有安全疑慮，
學校應儘快進行改建

未來現在過去

◼ 未來人口結構改變，城市公
共服務應有新的思考：孩童
減少，學校有部分空間開放
社區使用的機會；未來老人
增加，城市需要更多老人照
護的服務

◼ 暴雨及極端高溫已成常態，學
校是重要的防災避難空間

建物逐漸老舊

人口結構改變

22為什麼要推動EODEOD及校園空間規劃 為什麼要推動EOD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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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111 年高齡比例已達 20%，邁入聯合國定義「超高齡社會」

5.00%

10.00%

15.00%

20.00%

幼年人口% 高齡人口%

臺北市高齡、幼年人口比例
16.37%

14.04%

439,176人

369,872人
幼年

✓高齡者服務相關資源(長照、關懷據點、機構等)應檢討提供

✓應鼓勵育兒，佈設對應之托嬰、托幼設施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44,019

25,042

出生嬰兒數

龍年

EOD及校園空間規劃 為什麼要推動EO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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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
九年國教

地震發生時有
安全疑慮

1999年
921地震

在都市發展趨勢下，對學校改建有更進一步前進的思維

EOD及校園空間規劃 為什麼要推動EOD 24

24



臺北市236所學校未來15年內，將近70%教室面臨重建

在都市發展趨勢下，學校重建應有不同的思維模式

為下一個世代做準備 Plan For Next Generation

EOD及校園空間規劃 為什麼要推動EOD

25

從「家」轉換到從「校園」出發

為下一個世代做準備

提供學生優質安全的受教環境

滿足未來日常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務設施

與學校交融出的社區性格，是觸動社區再生的關鍵

25



26EOD及校園空間規劃 什麼是EOD

• E O D 是以「社區再生」為基礎，
將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

◼ E O D 回到社區，保有生活紋理與兼顧地區更新的行動方案

•保有社區原有生活紋理、
滾動社區再生、社區更新的都市計畫

26

26



•發揮全齡教育，提出地區共學策略

•考量融入各年齡層可參與學習之設
施或素材(如開心農場、育兒友善
園、閱覽室、社區教室等)

•若基地為學校，應作為社區公共服
務與學習核心場域

Education教育

•發揮共享經濟，規劃複合使用機制

•除了必要之保護或獨特場域(如托
嬰中心)，各項空間應考量共用

•各單位參與興建前空間設計，減少
建物後期再改建成本

•設計水電獨立系統、BEMS系統

•未來以委外物業管理為原則

•創造田園城市，擬開放空間與植栽
計畫

•基地空間應具開放性

•規劃串接周邊綠地或開放空間系統

•建物規劃屋頂農園、開心農場、陽
台綠化為原則

•邁向世代公平，研擬
社區睦鄰計畫

•空間以0歲~終老都有
公用權為原則

•訪談周邊社區需求

•基地納入都市建築的新元素，作為
實驗示範場域，評估基地之都市發
展亮點

•整合循環經濟、智慧社區、智慧電
網、智慧管理、全齡化設計、青年
創意等新概念導入

Economy經濟

Ecology生態 Equity公平
Evolution進化

兼顧5E原則，提供地區公共需求

EOD及校園空間規劃 什麼是EOD 27

27



28
甲、立體多目標使用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用地類
別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備註

學校 一、地面層作下列使用：
(一) 教保服務機構。
(二) 托嬰中心。
(三) 老人教育訓練場所。
(四) 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二、地下作下列使用：
(一)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
站及電

池交換站。
(二)電信設施、配電場所、變
電所及

其必要機電設施。
(三)資源回收站。
(四)天然氣整壓站及遮斷設施。
(五)社會福利設施。

1. 面臨寬度在八公尺
以上之道路，並設
專用出入口及通道。

2. 應有完善之通風、
消防及安全設備。

3. 停車場汽車出入口、
通道應與學校人行
出入口適當間隔。

4. 應先徵得該管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同意。

5. 作資源回收站、天
然氣整壓站使用時，
應妥予規劃，並確
實依環境保護及消
防有關法令管理。

1. 社區式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以日
間照顧、家庭托
顧為限。

2. 社會福利設施之
使用同「公園用
地」立體多目標
使用之使用類別。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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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平面多目標使用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用地
類別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備註

學校 一. 社會教育機
構及文化機
構。

二. 教保服務機
構。

三. 社會福利設
施。

四. 休閒運動設
施。

五. 民眾活動中
心。

六. 資源回收站。
七. 電動汽機車

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1. 面臨寬度八公尺以上道路，並
設專用出入口、樓梯及通道，
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八
公尺寬度後建築，其退縮地不
計入法定空地面積，並得計算
建築容積。但情形特殊，經直
轄市、縣（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2. 應有整體性之計畫。
3. 作各項使用之面積不得超過該

用地面積百分之五十。
4. 應先徵得該管教育主管機關同

意；作第三項應同時徵得社會
福利主管機關同意。

5. 作資源回收站使用時，應妥予
規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有關
法令管理。

1. 社會教育機構及文化
機構之使用同「零售
市場用地」之使用類
別。

2. 社會福利設施：以托
嬰中心、托育資源中
心、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老人教育訓練場
所、身心障礙者服務
機構(場所)、早期療
育、心理輔導或家庭
諮詢機構、社會住宅
為限。

3. 休閒運動設施之使用
同「公園用地」立體
多目標使用之使用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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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D操作手法

垂直整合
複合式規劃納入社區需要之社福及公
共設施、增加開放空間

多
元
公
共
設
施
機
能

水平整合
土地使用重新布局，提供中長程市
政建設之準備，含都市計畫及容積
率調整。

社會住宅

EOD及校園空間規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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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作業程序說明

貳、 作業流程步驟
步驟 1.市有地啟動整合

1.1 自行檢核
1.2 組成工作小組

步驟 2.評估需求
2.1 檢視周邊有無可整合之公

有地
2.2 基地水平整合並檢討釋出

為其他市政儲備基地
2.3 建物垂直整合並檢討釋出

樓地板空間供公眾使用可
能

2.4 蒐集地方意見，舉辦地方
說明會

步驟 3.研擬基地先期規
劃評估

3.1 初步先期規劃評估
3.2 確認相關單位使用需求
3.3 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

協調會，並與地區居民溝
通

3.4 以機關協調會、地區溝通
工作坊之意見進行分析，
並調整、修正先期規 劃評
估報告之結論後報府同意

步驟 4.開發計畫
4.1 擬定開發計畫
4.2 土地取得作業、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
4.3 細部設計、監造及施工作

業
4.4 先建後拆、分期分區推動

參、 簡化之 EOD 推動
流程與類型

學校用地
非學校用地

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作業程序(109.2.24)

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透過全市
資料整理，以市有土地分布、土地使用分區、建物等屬性圖層進行
疊圖分析，篩選出 EOD 潛力基地，並針對 7 處潛力基地研擬地區發
展方案，為因應本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改建、新建之需求以及後續處
理不同基地特性之發展議題，逐步歸納標的之規劃原則、考量面向、
達成目標等內容。

作業程序依標的不同，分為「學校」及「非學校（其他機關）」兩
種類型，兩種類型皆分為 4 步驟，為符合府內各機關面臨改建時，
提供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各管有建物或用地整合運用時參考，並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採本作業流程進行檢核、評估與擬定開發
計畫，俾利朝向教育、經濟、生態、公平、進化等願景達成都市健
全發展之目標。

若由民眾、里長、民意代表或其他人士與單位提供相關市有建物或
用地之拆除重建需求及建議時，亦應由該基地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以此評估程序進行，達到由下而上的檢核過程，讓民眾也能對市有
建物或用地的拆除重建提供建議，進而達成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
用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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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作業程序說明

貳、 作業流程步驟
步驟 1.市有地啟動整合

1.1 自行檢核
1.2 組成工作小組

步驟 2.評估需求
2.1 檢視周邊有無可整合之公

有地
2.2 基地水平整合並檢討釋出

為其他市政儲備基地
2.3 建物垂直整合並檢討釋出

樓地板空間供公眾使用可
能

2.4 蒐集地方意見，舉辦地方
說明會

步驟 3.研擬基地先期規
劃評估

3.1 初步先期規劃評估
3.2 確認相關單位使用需求
3.3 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

協調會，並與地區居民溝
通

3.4 以機關協調會、地區溝通
工作坊之意見進行分析，
並調整、修正先期規 劃評
估報告之結論後報府同意

步驟 4.開發計畫
4.1 擬定開發計畫
4.2 土地取得作業、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
4.3 細部設計、監造及施工作

業
4.4 先建後拆、分期分區推動

參、 簡化之 EOD 推動
流程與類型

學校用地
非學校用地

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作業程序(10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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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作業程序說明

貳、 作業流程步驟
步驟 1.市有地啟動整合

1.1 自行檢核
1.2 組成工作小組

步驟 2.評估需求
2.1 檢視周邊有無可整合之公

有地
2.2 基地水平整合並檢討釋出

為其他市政儲備基地
2.3 建物垂直整合並檢討釋出

樓地板空間供公眾使用可
能

2.4 蒐集地方意見，舉辦地方
說明會

步驟 3.研擬基地先期規
劃評估

3.1 初步先期規劃評估
3.2 確認相關單位使用需求
3.3 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

協調會，並與地區居民溝
通

3.4 以機關協調會、地區溝通
工作坊之意見進行分析，
並調整、修正先期規 劃評
估報告之結論後報府同意

步驟 4.開發計畫
4.1 擬定開發計畫
4.2 土地取得作業、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
4.3 細部設計、監造及施工作

業
4.4 先建後拆、分期分區推動

參、 簡化之 EOD 推動
流程與類型

學校用地
非學校用地

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作業程序(109.2.24)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自行依「市有建物或用地拆除重建條件檢核項目表」 評估
是否符合檢核項目，並得請協力單位提供相關資料以確認檢核結果， 受檢核之
建物或用地符合任一檢核項目即可啟動市有建物或用地整合運用 作業程序。

除上述量化檢核內容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自行檢討建物或用地現況空間
需求，有無改建或新建的必要性或急迫性，另亦可由需求機關自行提案尋求
使用空間，倘屬此二類，亦得依本作業程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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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作業程序說明

貳、 作業流程步驟
步驟 1.市有地啟動整合

1.1 自行檢核
1.2 組成工作小組

步驟 2.評估需求
2.1 檢視周邊有無可整合之公

有地
2.2 基地水平整合並檢討釋出

為其他市政儲備基地
2.3 建物垂直整合並檢討釋出

樓地板空間供公眾使用可
能

2.4 蒐集地方意見，舉辦地方
說明會

步驟 3.研擬基地先期規
劃評估

3.1 初步先期規劃評估
3.2 確認相關單位使用需求
3.3 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

協調會，並與地區居民溝
通

3.4 以機關協調會、地區溝通
工作坊之意見進行分析，
並調整、修正先期規 劃評
估報告之結論後報府同意

步驟 4.開發計畫
4.1 擬定開發計畫
4.2 土地取得作業、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
4.3 細部設計、監造及施工作

業
4.4 先建後拆、分期分區推動

參、 簡化之 EOD 推動
流程與類型

學校用地
非學校用地

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作業程序(109.2.24)

由主政機關依下列程序盤點周邊是否有具有整合潛力之公有地：

(1)盤點基地周邊500公尺範圍內
之公有地(市有、國有、其他
縣市有)。

(2)篩選可納入基地整合運用規
劃之公有地(市有地優先)。

(3)諮詢該公有地管理機關是否
有拆除重建需求，可否一併
整合運用。

(4)確定計畫範圍。

主政機關於盤整周邊公有地時，
市有建物及用地之分布與利用
情形得請財政局協助提供資料，
公有土地清冊與分布得於臺北
地政雲查詢或再請地政局協助
提供資料，以利主政機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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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作業程序說明

貳、 作業流程步驟
步驟 1.市有地啟動整合

1.1 自行檢核
1.2 組成工作小組

步驟 2.評估需求
2.1 檢視周邊有無可整合之公

有地
2.2 基地水平整合並檢討釋出

為其他市政儲備基地
2.3 建物垂直整合並檢討釋出

樓地板空間供公眾使用可
能

2.4 蒐集地方意見，舉辦地方
說明會

步驟 3.研擬基地先期規
劃評估

3.1 初步先期規劃評估
3.2 確認相關單位使用需求
3.3 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

協調會，並與地區居民溝
通

3.4 以機關協調會、地區溝通
工作坊之意見進行分析，
並調整、修正先期規 劃評
估報告之結論後報府同意

步驟 4.開發計畫
4.1 擬定開發計畫
4.2 土地取得作業、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
4.3 細部設計、監造及施工作

業
4.4 先建後拆、分期分區推動

參、 簡化之 EOD 推動
流程與類型

學校用地
非學校用地

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作業程序(109.2.24)

透過前述步驟篩選具有整合潛力之基地後，應依下列水平整合步驟，
思考基地與其他土地間，是否有設施集中配置的可能：

(1)分析各土地間水平整合、空間重新布局之可行性。
(2)整合過程中，原有市政機能應維持使用、以先建後拆為原則。

並評估採中繼、異地安置等可行性，以維持市政機能與使用者
權益。

(3)整合後得否釋出土地或建物空間提供其他市政、公共設施、公
益設施等機能使用(作為市政儲備基地)。

(4)初擬基地發展期程或分期分區發展構想。

35



壹、 作業程序說明

貳、 作業流程步驟
步驟 1.市有地啟動整合

1.1 自行檢核
1.2 組成工作小組

步驟 2.評估需求
2.1 檢視周邊有無可整合之公

有地
2.2 基地水平整合並檢討釋出

為其他市政儲備基地
2.3 建物垂直整合並檢討釋出

樓地板空間供公眾使用可
能

2.4 蒐集地方意見，舉辦地方
說明會

步驟 3.研擬基地先期規
劃評估

3.1 初步先期規劃評估
3.2 確認相關單位使用需求
3.3 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

協調會，並與地區居民溝
通

3.4 以機關協調會、地區溝通
工作坊之意見進行分析，
並調整、修正先期規 劃評
估報告之結論後報府同意

步驟 4.開發計畫
4.1 擬定開發計畫
4.2 土地取得作業、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
4.3 細部設計、監造及施工作

業
4.4 先建後拆、分期分區推動

參、 簡化之 EOD 推動
流程與類型

學校用地
非學校用地

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作業程序(109.2.24)

除了水平的整合，為將基地做最有效利用，建物於設計規劃時，應以下列原
則為考量，創造基地複合性機能價值：
(1)建物以多目標複合使用為原則。
(2)若有餘裕空間或樓層，釋出作為市政或社區公共設施、公益設施使用。
(3)除須採封閉保護設計之特定機能外(如失能照顧、托嬰中心)，建物應 以開

放大眾使用為原則。

主政機關除檢討納入周邊公有設施外，應蒐集地方意見，確認地方鄰里對 於
公共設施的需求或想法，並舉辦地方說明會，廣納地方意見以做為後續 規劃
評估之依據，亦得請民政局或各行政區區長協助與里長聯繫，以辦理 會議相
關行政事宜；另主政機關得視需求請都市發展局協助說明 EOD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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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作業程序說明

貳、 作業流程步驟
步驟 1.市有地啟動整合

1.1 自行檢核
1.2 組成工作小組

步驟 2.評估需求
2.1 檢視周邊有無可整合之公

有地
2.2 基地水平整合並檢討釋出

為其他市政儲備基地
2.3 建物垂直整合並檢討釋出

樓地板空間供公眾使用可
能

2.4 蒐集地方意見，舉辦地方
說明會

步驟 3.研擬基地先期規
劃評估

3.1 初步先期規劃評估
3.2 確認相關單位使用需求
3.3 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

協調會，並與地區居民溝
通

3.4 以機關協調會、地區溝通
工作坊之意見進行分析，
並調整、修正先期規 劃評
估報告之結論後報府同意

步驟 4.開發計畫
4.1 擬定開發計畫
4.2 土地取得作業、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
4.3 細部設計、監造及施工作

業
4.4 先建後拆、分期分區推動

參、 簡化之 EOD 推動
流程與類型

學校用地
非學校用地

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作業程序(109.2.24)

3.1 初步先期規劃評估
經過初步基地分析、盤整後，應由主政機關擬定基地初步先期規劃評估報告，
分析項目如下（主政機關得視需求增列）：
(1)興辦目的
(2)基地分析(基地規模、土地權屬、地上物利用情形) 
(3)土地取得可行性分析
(4)法令可行性分析
(5)市場可行性分析
(6)建築設計構想

3.2 確認相關單位使用需求
(1)主政機關應依本市「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建議優先
提供公益及產業升級設施一覽表（次頁，表 2）檢視基地位置得否設置相關設施。
(2)主政機關依前項評估後仍有餘裕空間時，應依下表函府內相關單位洽詢空間需求：

(7)財務可行性分析
(8)興辦方式分析
(9)管理營運方式分析
(10)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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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作業程序(109.2.24)

表2 建議優先提供公益及產業升級設施一覽表 (111.3.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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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作業程序說明

貳、 作業流程步驟
步驟 1.市有地啟動整合

1.1 自行檢核
1.2 組成工作小組

步驟 2.評估需求
2.1 檢視周邊有無可整合之公

有地
2.2 基地水平整合並檢討釋出

為其他市政儲備基地
2.3 建物垂直整合並檢討釋出

樓地板空間供公眾使用可
能

2.4 蒐集地方意見，舉辦地方
說明會

步驟 3.研擬基地先期規
劃評估

3.1 初步先期規劃評估
3.2 確認相關單位使用需求
3.3 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

協調會，並與地區居民溝
通

3.4 以機關協調會、地區溝通
工作坊之意見進行分析，
並調整、修正先期規 劃評
估報告之結論後報府同意

步驟 4.開發計畫
4.1 擬定開發計畫
4.2 土地取得作業、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
4.3 細部設計、監造及施工作

業
4.4 先建後拆、分期分區推動

參、 簡化之 EOD 推動
流程與類型

學校用地
非學校用地

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作業程序(109.2.24)

3.3 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協調會，並與地區居民溝通

(1)需地機關協調會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間之協調會，以確
認各機關參建可行性及優先次序，並協調可供納入或必須排
除之需求項目。

(2)辦理地區溝通工作坊進行地區溝通主政機關應召開地區溝通
工作坊，邀集基地所在鄰里及臨接鄰里民眾參與，紀錄民眾
對於該案之看法與其他用地需求，以評估納入規劃，關於聯
繫事項，得請民政局或各行政區區長協助與里長聯繫，以辦理
會議相關行政事宜。

3.4 以機關協調會、地區溝通工作坊之意見進行分析，並調整、
修正先期規劃評估報告之結論後報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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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作業程序說明

貳、 作業流程步驟
步驟 1.市有地啟動整合

1.1 自行檢核
1.2 組成工作小組

步驟 2.評估需求
2.1 檢視周邊有無可整合之公

有地
2.2 基地水平整合並檢討釋出

為其他市政儲備基地
2.3 建物垂直整合並檢討釋出

樓地板空間供公眾使用可
能

2.4 蒐集地方意見，舉辦地方
說明會

步驟 3.研擬基地先期規
劃評估

3.1 初步先期規劃評估
3.2 確認相關單位使用需求
3.3 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

協調會，並與地區居民溝
通

3.4 以機關協調會、地區溝通
工作坊之意見進行分析，
並調整、修正先期規 劃評
估報告之結論後報府同意

步驟 4.開發計畫
4.1 擬定開發計畫
4.2 土地取得作業、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
4.3 細部設計、監造及施工作

業
4.4 先建後拆、分期分區推動

參、 簡化之 EOD 推動
流程與類型

學校用地
非學校用地

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作業程序(109.2.24)
4.1 擬定開發計畫
報府同意後，由主政機關擬定開發計畫，以供後續執行，開發計畫架構如下
(1)基礎分析

甲、土地與建物現況包含土地面積、土地權屬、建蔽率、容積率、容積使用率、建物
屋齡、使用現況、樓地板面積配置等。

乙、使用空間標準檢討評估依各需地機關規範其最適使用面積，例如派出所之員警享
有最低面積為 29.7 平方公尺，且每派出所至少可容納 40 名員警。

(2)法規分析 包含需地主管機關法令、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其他開發限制等。

(3)考量 5E 之基地發展目標
(4)規劃機能
(5)設計準則
(6)建築規劃(含設計圖說) 
(7)動線規劃(步行、車輛、防災、自行車、無障礙等) 
(8)開放空間與植栽計畫
(9)地區睦鄰計畫
(10)管理維護計畫
(11)分期分區期程規劃
開發計畫完成後，主政機關應依「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發包前作業參考期程表」辦理相
關作業。

4.2 土地取得作業、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1)土地取得作業： 主政機關依規定取得土地。
(2)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主政機關依程序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4.3 細部設計、監造及施工作業

4.4 先建後拆、分期分區推動 40



壹、 作業程序說明

貳、 作業流程步驟
步驟 1.市有地啟動整合

1.1 自行檢核
1.2 組成工作小組

步驟 2.評估需求
2.1 檢視周邊有無可整合之公

有地
2.2 基地水平整合並檢討釋出

為其他市政儲備基地
2.3 建物垂直整合並檢討釋出

樓地板空間供公眾使用可
能

2.4 蒐集地方意見，舉辦地方
說明會

步驟 3.研擬基地先期規
劃評估

3.1 初步先期規劃評估
3.2 確認相關單位使用需求
3.3 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

協調會，並與地區居民溝
通

3.4 以機關協調會、地區溝通
工作坊之意見進行分析，
並調整、修正先期規 劃評
估報告之結論後報府同意

步驟 4.開發計畫
4.1 擬定開發計畫
4.2 土地取得作業、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
4.3 細部設計、監造及施工作

業
4.4 先建後拆、分期分區推動

參、 簡化之 EOD 推動
流程與類型

學校用地
非學校用地

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作業程序(109.2.24)

考量 EOD 基地改建、新建之建議作業流程繁瑣，特繪製簡化後的
作業流程，俾利快速了解推動程序。

步驟 1、市有地啟動整合，進行土地檢討，並組成工作小組。
步驟 2、整合各局處與地區之公益與公共服務需求，檢討周邊公有

地納入整合規劃可能性，確認參建需求。
步驟 3、先期規劃評估報告，涵蓋 5E 原則、防災及韌性城市機能，

協調需地機關，並應辦理地區溝通，將相關意見歸納修正
先期規劃評估報告後，報府同意。

步驟 4、依報府同意之內容擬具開發計畫，續依期程推動。

本計畫分為學校及非學校類型兩種類型，二者推動步驟相同，惟執
行細節仍有不同注意事項：

學校用地：為保障學生之受教權，需延續教育環境不中斷，維持學
校運作之主體性，再進行分期分區之拆除重建，優先滿足教育空
間需求，並評估發展為全齡校園或教育社福園區，並納入避難、
救災與韌性城市等機能。

非學校用地：應回歸到未來主要需地機關之獨特性與相容性，可滿
足該機關運作無虞後，再考量是否有整合其他單位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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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作業程序(10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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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D學校類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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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D非學校類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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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移轉to

Transfer of Floor Area Rights



我國之容積移轉

46

古蹟、大稻埕容積移轉

公保地

已建築
容積

受限制
容積

基準
容積

容積
移轉

基準
容積

容積
移轉

公告現值換算

(可建築土地)

公保地容積移轉

送出基地 接受基地

本市為維護大稻埕歷史

街區，於都市計畫案內

訂定容積移轉作業要點

國內最早將容積移轉運

用古蹟保存(文化資產保

存法)

內政部為解決政府無財

源全面徵收取得公設保

留地問題，設計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制度

86年

89年

91年

103年立法院修正水利法將容

積移轉制度運用於取得

河川區土地

公告現值換算

送出基地 接受基地
(可建築土地)

(可建築土地)(公保地無容積)

我國自民國八十六年起，於文化資產保存法中導入容積移轉之概念，利用容積移轉補償古蹟等存用地所有權人發展
受限之相關損失。嗣後，陸續於其他法律與都市計畫中亦有相關容積移轉制度之產生，抑且更將此等原作為補償手
段之容積移轉，進一步擴張為公共設施保留地等特定土地之取得手段，此亦成為我國容積移轉之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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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移6：送出基地以下列各款土地為限：
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開放空間
使用之可建築土地。

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但不包括都市計
畫書規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
體開發取得者。

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認定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土地。

北市容積移轉執行法制架構

都計法
83-1

50 實施容積率管制地區內，經指定為考古遺址，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外，

其所定著之土地、考古遺址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內土地，因
考古遺址之指定、考古遺址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劃定、編
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辦
法申請移轉至其他地區土地建築使用。

文
資
法

41 實施容積率管制地區內，經指定為古蹟，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

機關者外，其所定著之土地、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
地或分區內土地，因古蹟之指定、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
用用地或分區之劃定、編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
受到限制部分

河川區域內依前項致無法使用之私有土地，其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者，經
主管機關核定實施計畫，而尚未辦理徵收前，得準用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
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
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移轉方式及作業方法等規定辦理容積移轉。

水利
82

都計
書

大稻埕容移

未執行

有執行

未執行

公保地
容移

代金
容移

古蹟
容移

都計
容移

標
購

徵
收

解
編

...

南港R13街廓容積移轉
萬華青山宮容積移轉
青田街容積移轉

信義計畫
特定專用區
增額容積

TOD增額容積

老舊公寓更新專
案
……….

增額容積

歷建

古蹟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
取得、具有紀念性
或藝術價值之建築
與歷史建築之保存
維護及公共開放空
間之提供，得以容
積移轉方式辦理。

歷建容移

公保地問題

容積調派

容積獎勵



河川區
(都計書)

大稻埕
都市計畫法§22

大稻埕歷史建築
定著之私有土地

(權利受限)

法源

送出
基地

古蹟
文化資產保存法§41

古蹟土地
容積移轉辦法

古蹟
定著之私有土地

(權利受限)

水利法§82

水利機關認定之
私有未徵收河川地

(天然不可使用)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法§83-1

接受基
地控管

⚫私有未徵收之公
保地(不可建築)

⚫繳納容積代金

(北市未開始辦理)

經文化局核定古蹟管

理維護計畫或修復再

利用計畫

完成建物維護 捐贈土地義務
捐贈土地及
繳納容積代金

規模、區位、都
審核定

規模、區位、都審
核定

比照古蹟容積移轉

辦法規定，幾無
幾無

法令
大稻埕歷史風貌特
定專用區細部計畫
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
用區容積移轉作業要點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實施辦法(內政部)

⚫臺北市容積移轉審
查許可自治條例

⚫準用都計容移辦法
(排除折繳代金)

⚫河川區域私有土地
容積移轉換算公式

48(公保地+代金)

文資
保存維護

可建築容積

古蹟
定著土地

用地取得
補償地主

可建築容積或土地被
劃為公設無法開發

•歷建定著土地
•私有公保地
•容積代金

用地取得
補償地主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
地範圍線內之私有未
徵收土地

歷史街區
風貌維護

可建築容積

目的

受限
權利

移入容
積方式

•歷史性建物定著土地
•歷史街區內建物定著
土地

土地
無法開發



各類容積移轉公式
49

公告現值

申請當期實施計畫完整範圍
毗鄰土地之平均公告現值

土地面積
公告現值

送出基地公告現值
接受基地
容積率

都計

容移

河川區

容移
接受基地
容積率

古蹟

容移 公告現值

申請當期實施計畫完整範圍
毗鄰土地之平均公告現值

容積

送出基地之毗鄰可建築土地
平均公告現值

*前項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較送出基地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低者，以送
出基地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算

*

土地面積
公告現值

送出基地公告現值

容積

大稻埕

容移

1.可移入量較少
2.接受基地限制
少
3.審議時程短

1. 移 入
量較多
2. 接 受
基地限
制多
3. 審 議
時程長



各類容積移轉上限
50

都計

容移

河川區

容移

古蹟

容移

大稻埕

容移

法容

40%

一般基地

整體開發區
都更案
永久空地
都計指定

移入
容積

法容

30%
移入
容積

50%
(北市
容移
自治9)

加計其他獎勵容積

都更、危老獎勵可外加

法容

40%

一般基地

移入
容積

比照
都計
容移

整體開發區
都更案
永久空地

法容

50%
移入
容積

1.依指定接受區
40％。

2. 非指定接受
區 30％。

3. 大內科地區
20 ％。

4. 前述俟東環
段通車後，符
合捷運半徑
500 公尺，
40％。

TOD增額容積
TOD獎勵容積



各類容積移轉之組合 51

大稻埕

古蹟
容移

都計
容移

40%大稻埕

10%古蹟

法容

50%大稻埕+都計

法容

法容

10%古蹟

3~40%都計

大稻埕+古蹟容移【97年4月22日北市都規字第09730851400號】

「內湖五期重劃區」為指定接受區，區內每一基地可接受來自大稻埕歷史風
貌特定專用區之容積量，不得超過該基地原法定容積量之 40%。擬同時移入
大稻埕及古蹟容積之最高容積，「古蹟土地容積轉辦法」第七條規定：「接
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土地基準容積之40%為原則。位於整體開
發地區…，得酌予增加。但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50%。」，故旨揭
基地適用容積容積移轉之可移入最高容積，如有古蹟土地依該辦法辦理容積
移入，則得以不超過該基地原法定容積之50%，否則應以原法定容積40%為上
限。

大稻埕+都計容移【98年6月2日北市都綜字第 09832465400號】

同時申請辦理『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容積移轉』及『私有公共設施保
留地容積移轉』，其適用法規不同，應各依「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容
積移轉作業要點」、「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臺北市都市計畫容
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規定辦理，並應符合「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條件」第 9 點：「接受基地依本許可條件移入之容積加計其他依法規規
定予以獎勵之容積總和，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法定容積之50%。」之規定
。

古蹟容移+都計容移【99年4月9日北市都綜字第09931893600號】

查「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7 條規定：「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
超過該土地基準容積之40%為原則。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其可移入容積，
得酌予增加。但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50%。」，次查「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8 條規定：「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
受基地基準容積之30%為原則。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其可移入容積得酌
予增加。但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40%。」，有關擬同時申請辦理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及古蹟容積移轉，其可移入容積之上限應各依「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規定辦理，並應符合「
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第 9 點：「接受基地依本許可條件
移入之容積加計其他依法規規定予以獎勵之容積總和，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
地法定容積之50%。」之規定。



容移+其他容積 52

捷運穿越+容移【98 年 9 月 2 日北市都綜字第 09835861900 號】

「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第9點規定：「接受基地依本許可條件移
入之容積加計其他依法規規定予以獎勵之容積總和，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法定容積
之50%。」，准此，依「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規
定增加之樓地板面積，仍應符合前開規定辦理。

海砂+容移【98 年 9 月 10 日北市都綜字第 09835557600 號】

依「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辦法」 第7條規定辦理放寬原容積率或原
總樓地板面積30%，該基地並同時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及「臺北市都市
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申請容積移轉，自應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條件」第9點規定：「接受基地依本許可條件移入之容積加計其他依法規規定予
以獎勵之容積總和，不得超過各該建 築基地法定容積之50%。」辦理。

都更地區但非都更案+容移【100年3月17日內政部營建署北市都綜字第1000012876號】

依都更條例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尚未實際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得否適用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實施都市更新地區」，提高容積移入上限?
查旨揭條文規定實施都更地區之定義，依本部98年11月2日台內營字第0980810614號
函示，係泛指依都更條例所定程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地區。准此，本案土地雖劃定
為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惟如未依都更條例所定程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自難適用旨揭
條文規定提高容積移入上限。

危老+容移【107 年 5 月 17 日內政部營建署 營署更字第 1070030847 號】

依相關法律授權訂定之容積移轉規 定，非屬都市計畫容積獎勵範疇。按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 6 條第 4 項已明定，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 獎勵者，不
得同時適用其他法令規定之建築容積獎勵 項目，是依相關法律授權訂定之容積移轉
規定非屬都市計畫容積獎勵範疇，自不受危老條例第 6 條容積獎勵相關規定之限制
。

50%捷運+容移

法容

50%海沙+容移

法容

30%容移

法容

(都更地區但非
都更案)

50%容移

法容

危老獎勵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

53
本市未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示意圖

取得私有公保地
改善公保地容移
課題，保障地主權
益

目的

道路.公園
綠地.廣場

適用對象

土地捐贈予市府
繳納容積代金

義務

土地被劃設為公設
無法使用

受限權利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面積約804.81公頃

所需徵收經費初估約2兆元



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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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畫法第83之1條

✓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

護及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理。

◼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 明定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種類、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

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辦理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之辦法等。

✓ 接受基地得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其折繳代金之金額，由主管機關委託

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代金之用途，應專款專用於取得與接受

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區之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 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30%為原則。位於整

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

範圍內之接受基地，其可移入容積得酌予增加。但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

容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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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辦理移轉之容積量永久定著
【98 年 3 月 2 日內政部 台內營字第 0980029408 號】

一、 接受基地及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如已依旨揭辦法第 13 條、第
17 條及第 18 條規定負擔相關義務，並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
機關許可移轉容積，該獲准移入容積之接受基地，爾後自得依旨
揭辦法第12條規定，按其原基準容積及移入容積之容積總量申請
建築，不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建築法規中有關容積率
管制事項之限制，尚與建築執照是否廢止或重新申請無涉。

二、 至貴府建議接受基地移入容積後，是否透過細部計畫通盤檢
討就已辦理容積移轉基地逐筆變更其容積率，以利管制乙節，恐
將衍生同一種使用分區有不同容積率管制之情形及造成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混淆之虞，不宜採行；如有必要，建議對於接受基地移
入之容積可改採加註方式進行管制，以資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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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
保留地。
但不包括都
市計畫書規
定應以區段
徵收、市地
重劃或其他
方式整體開
發取得者。

都計83-1

3送出基地不含：
1.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地區共同負擔之
公共設施用地
2.都市計畫檢討變更中之土地。

送出基地

本市歷史建築所定著之私有土地。

3私有未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一)公園用地。
(二)綠地用地。
(三)廣場用地。
(四)道路用地。

其他公保地
北市暫未開放

古蹟(另依文資法規定辦理)

4未開闢之公園用地、綠地用地、
廣場用地。

容移6：送出基地以下列各款土地為限：
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開放空間使用之可建築土地。

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
或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認定有保存價
值之建築所定著之土地。

(1)未開闢都市計畫道路，申請範
圍應為完整路段，且二側均與
現有已開闢之計畫道路相連通

(2)經市政府認定公告為消防通道
之未開闢計畫道路。

(3)已開闢都市計畫道路。

2-1移入容積之方式：
一、繳納容積代金(50%以上)
二、本市歷史建築所定著之
私有土地
三、依第4條(公保地)規定辦
理者

4應取得送出基地申請範圍
之土地所有權人全數同意並
一次辦理捐贈。

4接受基地依本條規定移入
之容積，不得超過接受基
地當次申請移入容積量之
50%。

代金制度

接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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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基地以位於下列地
區為限：
一、第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歷建)之送出基地

二、第三條第一項第二
款(公綠廣道)之送出基
地，其容積僅得移轉至
下列地區：

7接受基地之面積，應超過一千平方公尺，且不得為下列土地：

一、古蹟所在及毗鄰街廓或歷史建築所在地號之土地。但經市政府文化局
確認不影響古蹟及歷史建築保存及風貌形塑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依水土保持法劃定公告之山坡地。
三、位於本市環境地質資料庫中土地利用潛力低或很低之地區。
四、位於本市保護區變更為住宅區之地區。
五、位於依本市都市計畫應適用本市山坡地開發建築法規之地區。
六、位於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或其他非屬都市計畫發展區之土地。
七、依本市都市計畫規定禁止容積移轉、獎勵地區之土地。

送出基地 接受基地

且須臨接15m以上已開
闢之計畫道路
或
面臨2條已開闢之計畫
道路，而其中1條寬度
須達12m者。

容積得移轉至本市行政轄區內之可建築土地。

區位
規定

面積
規定

排除規定

1000㎡
大眾捷運場站車站出入口
半徑800m範圍內

且須面臨8m以上已開
闢之都市計畫道路

基地所在位置半徑500m範圍內，
有已開闢且其面積在零點五公頃
以上之公園綠地或廣場點

線

面



送出基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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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用地

公園
綠地
廣場

未開闢
計畫道路

•申請範圍應為完整路段
•二側與現有已開闢計畫道
路相連通
•送出基地申請範圍土地所
有權人全數同意並一次辦
理捐贈

已開闢
計畫道路

消防通道
•經市政府認定公告為
消防通道之未開闢計
畫道路
•送出基地申請範圍土
地所有權人全數同意
並一次辦理捐贈

•送出基地申請範圍土地所有權人全數同意並一次辦理捐贈

⚫ 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第3、4條

歷史建築所定著之私有土地



接受基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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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第2條之1
◼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之方式，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 繳納容積代金。

二 本市歷史建築所定著之私有土地。

三 依第四條規定辦理者。

◼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量，應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以繳納容積
代金方式辦理。

◼ 第一項第一款之容積代金，其金額由主管機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查估後評定之，其所需費用，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負擔。

代金
≧50%

公設
保留地
≦50%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量

代金
≧50%

歷史建築
≦50%

或



接受基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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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在大眾捷運場站車站
出入口半徑800公尺範圍內，
且須面臨8公尺以上已開闢
之都市計畫道路

➢ 古蹟所在及毗鄰街廓或歷史建築所在地號
之土地。但經文化局確認不影響古蹟及歷
史建築保存及風貌形塑者，不在此限。

➢ 位於依水土保持法劃定公告之山坡地。

➢ 位於本市環境地質資料庫中土地利用潛力
低或很低之地區。

➢ 位於本市保護區變更為住宅區之地區。

➢ 位於依本市都市計畫應適用本市山坡地開
發建築法規之地區。

➢ 位於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或其他非屬
都市計畫發展區之土地。

➢ 依本市都市計畫規定禁止容積移轉、獎勵
地區之土地。

面積應超過1,000平方公尺

基地所在位置半徑500公尺
範圍內，有已開闢且其面
積在0.5公頃以上之公園綠
地或廣場，且須臨接15公
尺以上已開闢之計畫道路，
或面臨2條已開闢之計畫道
路，而其中1條寬度須達12
公尺者

不得為下列土地

或

⚫ 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第6、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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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公式(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9條)

◼ 接受基地移入送出基地之容積，應按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各該送出基地及

接受基地公告土地現值之比值計算，其計算公式如下：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

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

值）×接受基地之容積率

⚫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上限(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8條)

◼ 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

原則。

◼ 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

畫指定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其可移入容積得酌予增加。但不得超過

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四十。



都計容積移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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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移
程序

都審
程序

都更
程序 事業計畫

報核
送件

書審

公
展

幹事會 大會

大會

代金
委託
估價

都審
核定

第1版估價報告出爐即可預繳代金，
以利申請建照(都更案須都更核定)

專案
小組
初審

專案
小組
複審

容移
代金
大會

核定
容移
代金

約可
同時
送件

幹事
複審

幹事
初審

核發
許可
證明
永久
定著

都更
核定

建管
程序 申請建照

(程序
簡化
精進中)



都計容積移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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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如都審核定之建築使用項目與原計費時之使用
項目相異，將依本 局公告估價服務費用價目表
找補。
2. 本局辦理容積代金委託估價作業要件，為建築
基地經都市設計審 議核定並繳納估價服務費用
完竣。
3. 申請人得於收受估價報告書後依108年10月7

日北市都綜字第 10830869391號函提出預繳容
積代金申請，惟仍須俟容積代金金額 報府核定，
並由申請人完竣找補作業後，始得申請核發容積
移轉 許可證明。(相關法規資訊連結網址：
http://www.tdr.udd.gov.taipei) 

4.接受基地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者，應於都市更
新審議通過後取得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容積
代金審議委員會審定金額或檢附容積 代金預繳
證明，始得辦理都市更新案件核定。另以權利變
換實施 重建並完成預繳容積代金之案件，於都
市更新案件核定後，如容 積代金之核定金額與
預繳金額不一致時，應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變更程序，以維護所有權人權益。

書面審查容積代金
估價
及評定

送出基地
清理、捐贈

核發許可
證明



古蹟容積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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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古蹟土地面積約46.68公頃

促進古蹟保存
補償土地所有權人
受限權益

目的

私有古蹟
定著土地

適用對象

可建築容積

受限權利

古蹟管理維護或
修復再利用計畫
市府文化局核定

義務

公有古蹟

私有古蹟

本市古蹟分布圖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第 3條 實施容積率管制地區內，經指定為古蹟，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
者外，其所定著之土地、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
分區內土地，因古蹟之指定、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
地或分區之劃定、編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
限制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辦法申請移轉至其他地區建築使用。

本辦法所稱基準容積，指以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其相關法規規定
之容積率上限乘土地面積所得之積數。

執行規定

65

授權訂定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文化資產保存法§41



送出基地可移出容積如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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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4條：

◼ 依前條規定申請將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移轉至其他地
區建築使用之土地（以下簡稱送出基地），其可移出容積依下列規定計算：

◆ 未經依法劃定、編定或變更為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者，按其
基準容積為準。

◆ 經依法劃定、編定或變更為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者，以其劃
定、編定或變更前之基準容積為準。但劃定或變更為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
用用地或分區前，尚未實施容積率管制或屬公共設施用地者，以其毗鄰可建築土地容
積率上限之平均數，乘其土地面積所得之乘積為準。

◼ 前項第二款之毗鄰土地均非屬可建築土地者，其可移出容積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參考鄰近地區發展及土地公告現值評定情況擬定，送該管
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主管機關審定。

◼ 第一項可移出容積應扣除非屬古蹟之已建築容積。



接受基地規定

67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5、7條
◼ 第5條：

送出基地可移出之容積，以移轉至同一都市主要計畫地區或區
域計畫地區之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之其他任何一宗可建築
土地建築使用為限。但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得移轉至同一直轄市、縣（市）之其他主要計畫地區。

◼ 第7條：

◆ 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土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四十為原

則。

◆ 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或面臨永久性空地之接受基地，

其可移入容積，得酌予增加。但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

之五十。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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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8條：

⚫ 送出基地移出之容積，於換算為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時，其計算公式

如下：接受基地移入容積＝送出基地移出之容積 × （申請容積移轉當

期送出基地之毗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申請容積移轉當期

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 前項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者，以三筆距離最近之可建築

土地公告現值平均計算之。

⚫ 前二項之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較送出基地申請容積移轉當期

公告土地現值為低者，以送出基地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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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

完成管理維護或修復再利用計畫

經古蹟主管機關核備

檢附管理維護或修復再利用計畫及申請書件

經都發局書面審查通過

核發容積移轉許可證明



~~簡報結束×QA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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