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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林品妤  分機：7823 

案由：為本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產業局）函請廢止「臺

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產業局一一一年六月十七日北市產業科字第一一一

三０一九六七二號函略以：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使本市內湖輕

工業區（以下簡稱本區）土地之整體利用及發展，

引進工業與建設廠房，改善本市區位環境，前於

七十九年八月九日制定公布「臺北市內湖輕工業

區輔導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為實質自治

條例)，除以正面表列方式，明定得進駐本區之工

業類型，並輔以其他經前本府建設局（以下簡稱

建設局；另建設局自九十六年九月十一日起更名

為本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產業局）認可進駐

工業類型之機制，保持本府政策運用、產業進駐與

土地使用之彈性；另就建設局對於進駐本區之工

業，所能提供之輔導及協助措施，予以明文規範。

嗣經臺北市議會議員提案修正本辦法，並由本府

於八十八年七月二十日修正公布本辦法，將本辦

法「工業」調整為「產業」，並修正得進駐本區之

產業類型等。又隨本區產業結構改變，為解決本

區內支援性產業與從業人員日常生活所需之服

務需求，產業局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款規定，自

八十九年起迄至一０一年間先後以十二次公告

得進駐本區之產業項目（含次核心產業)。 

（二）嗣本府為因應全球經濟發展趨勢及本市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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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使本區產業發展更多元化，提升產業群聚

競爭力，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於九十一年七

月二十六日公告實施「變更臺北市『臺北內湖科

技園區』(原內湖輕工業區)計畫案」，除正式將本

區更名為臺北內湖科技園區，以吸引研發設計、

行銷、服務等知識經濟產業進駐，並將本辦法第

八條規定立法精神併同納入該都市計畫，以落實

本府優先規劃闢設本區之政策目標。惟由於本辦

法為實質自治條例，並屬對於涉及本區土地整體

利用及改善該區區位環境所為之特別規定，應優

先於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適用。 

（三）查現今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範經過歷次

修正，諸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對於本市各工業(產業)區已改採較具彈性之負面

表列方式。又查現除本辦法外，其餘本市各工業

(產業)區之土地使用及管制，均係按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或於都市計畫

之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載明核准使用項目及條

件。爰此，為避免本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範疊床

架屋，經一０九年七月十七日市長室會議決議，

乃將本辦法第三條、第四條及上開依第四條第五

款所為歷次公告產業項目及相關規範事項，配合

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範、本區發展現況

及產業需求進行調整後，納入「修訂『變更臺北

市「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原內湖輕工業區）計畫

案』土地使用規定（以下簡稱系爭都市計畫）暨

『擬定臺北市大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使用許

可回饋規定細部計畫案』回饋規定計畫案」，另本

辦法第八條規定意旨亦一併保留於系爭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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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系爭都市計畫送請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經一一０年十二月九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七八六次會議決議，系爭都市計畫俟本辦法

公告廢止時併予公告實施；至於系爭都市計畫未

予以規範部分，自應適用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相關規範。 

（四）次查本辦法第五條之制定目的，係本府基於創造

本區工廠競爭優勢，提升人才素質，爰明定產業

局得定期邀集本區工廠派員實施各種專業訓練，

為不具強制性之輔導措施，迄今除產業局所提供

相關產學交流合作、輔導課程與人才媒合規劃等

專業訓練外，其他如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

等民間團體亦不斷向本區工廠提供員工培訓所需

之多樣化課程及優秀師資，以強化企業實力。又

查本辦法第六條制定之用意，係為提醒本區內工

廠如有建廠資金之需求，得請產業局協洽銀行給

予優惠融資，而有關本府所提供產業融資貸款協

助，實際上係依自九十八年間陸續訂定、修正發

布之「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實施要點」或「臺

北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未來本區內產業如有相關融資需求，產業局將會

視是否符合上開實施要點所定資格，決定是否予

以協助。復查本府規劃本區初衷，係為安置本區

既存違章工廠，適時放寬法令限制，乃將本區初

步規劃作為輕工業區使用，並為避免造成環境重

大污染危害，影響周邊居民健康，爰明定本辦法

第七條規定，提醒本區內工廠應遵守污水處理等

相關污染防治規定，惟本區內工廠是否須設置汙

水處理設施或公害防治設備，本應依水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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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綜上，本辦法第五條、第六

條及第七條無保留之必要，建議刪除。 

（五）本辦法第九條係為促使本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對於

其所有土地為積極合理運用，以避免產生土地閒

置之不經濟情形；惟查該規定對於人民財產權及

營業自由等權利影響甚鉅，而該規定制定當時之

時空背景，與現今社會環境及人民權利意識已有

相當程度之差距，且經綜合評估本區開發程度及

人民權益保障等因素，本辦法第九條規定已不合

時宜。另本府為有效解決本區內廠商進駐營運相

關問題，並加強園區服務機能，依本辦法第十條

規定，於九十年六月一日成立「臺北市內湖輕工

業區服務中心」。嗣為進一步提升本區產業競爭力

及提供更完善之產業諮詢與輔導服務，以展現本

府積極推動本區發展，與民間建立良好溝通之立

意，產業局乃將「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服務中心」

更名為「科技產業服務中心」，並於九十六年九月

十一日將「科技產業服務中心」正式納入該局組

織編制中，除揭示有關扶持本區產業發展之任務

常設化，並將服務範圍擴及至本市各行政區。因

此，本辦法第九條、第十條因情勢變遷無繼續執

行或保留之必要。 

（六）綜上，本辦法已無存在之必要，依臺北市法規標

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第七款規定：「市

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廢止之：……二 規定

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執行之必

要者。……七 其他情形無保留必要者。」廢止本

辦法。 

二、上開擬廢止本辦法之理由，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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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第七款規定尚無不合，

擬予同意。 

三、檢附擬廢止法規表、本辦法條文及法規影響評估報

告書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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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廢止法規表 

法規名稱 公布日期文號 廢止理由 

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

法 

一、臺北市政府七十九年八月九

日府法三字第七九０四五一

九六號令制定公布 

二、臺北市政府八十八年七月二

十日府法三字第八八０四六

三六七００號令修正公布第

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四

條、第六條、第七條、第九條

條文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

過往為促使本市內湖輕工業

區（以下簡稱本區）土地之整

體利用及發展，欲引進工業與

建設廠房，改善本市區位環

境；復考量當時本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規範採正面表列允

許使用項目之立法方式，以致

缺乏彈性，不利特定產業或工

業進駐本區，爰前於七十九年

八月九日制定公布「臺北市內

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為實質自

治條例)，除以正面表列方式，

明定得進駐本區之工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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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輔以其他經前臺北市政府

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局；另

建設局自九十六年九月九十

一日起更名為臺北市政府產

業發展局，以下簡稱產業局）

認可進駐工業類型之機制，保

持市政府政策運用、產業進駐

與土地使用之彈性，以因應經

濟發展及產業趨勢脈動；另就

建設局對於進駐本區之工業，

所能提供之輔導及協助措施，

予以明文規範。嗣經市政府綜

合考量本區發展狀況、產業發

展趨勢、企業營運需求及民眾

陳情意見，臺北市議會議員提

案修正本辦法，並由市政府於

八十八年七月二十日修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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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本辦法，將本辦法「工業」

調整為「產業」，並修正得進駐

本區之產業類型等。又隨著本

區逐步發展及產業結構改變，

為解決本區內支援性產業與

從業人員日常生活所需之服

務需求，產業局依本辦法第四

條第五款規定，自八十九年起

迄至一０一年間先後以十二

次公告得進駐本區之產業項

目(含次核心產業)。 

二、嗣市政府為因應全球經濟發

展趨勢及本市產業轉型需

求，使本區產業發展更多元

化，提升產業群聚競爭力，

依都市計畫法行為時第三十

二十一條、第二十七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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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四款臺北市都市計畫施

行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臺

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

條例第一條及第五條等規

定，於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六

日公告實施「變更臺北市『臺

北內湖科技園區』(原內湖輕

工業區)計畫案」，除正式將

本區更名為臺北內湖科技園

區，以吸引研發設計、行銷、

服務等知識經濟產業進駐，

並將本辦法第八條規定立法

精神併同納入該計畫，以落

實市政府優先規劃闢設本區

之政策目標。惟依市政府法

規委員會九十一年十月三日

北市法二字第０九一三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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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六００號函釋意旨，由

於本辦法為實質自治條例，

並屬對於涉及本區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事項整體利用及改

善該區區位環境所為之特別

規定，應優先於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適

用。 

三、查現今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相關規範經過歷次修正，

諸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自治條例，對於本市各

工業(產業)區已改採較具

彈性之負面表列方式。又查

現除本辦法外，其餘本市各

工業(產業)區之土地使用

及管制，均係按臺北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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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規

定辦理，或於都市計畫之主

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載明

核准使用項目及條件。爰

此，市政府為避免本區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規範疊床架

屋，致使市政府行政效率低

落，甚而因彼此規範有所扞

格，衍生市政府各權責機關

裁量欠缺一致，使民眾無所

適從之情形發生，並經一０

九年七月十七日市長室會

議決議，乃將本辦法第三

條、第四條及上開依第四條

第五款所為歷次公告產業

項目及相關規範事項，配合

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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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範、本區發展現況及產

業需求進行調整後，均納入

「修訂「『變更臺北市『「臺

北內湖科技園區』」(原內湖

輕工業區)計畫案」』土地使

用規定（以下簡稱系爭都市

計畫）暨「『擬定臺北市大內

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使

用許可回饋規定細部計畫

案」』回饋規定計畫案」，另

本辦法第八條規定意旨亦

一併保留於上開系爭都市

計畫中。嗣系爭都市計畫送

請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經一一０年十二月九

日本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七八六次會議審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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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為免扞格，上開系爭都

市計畫將俟本辦法公告廢

止時併予公告實施；至於上

開系爭都市計畫未予以規

範部分，自應適用本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範。 

四、次查本辦法第五條之制定目

的，係市政府基於創造本區

工廠競爭優勢，提升人才素

質之考量，提醒爰明定產業

局得定期邀集本區工廠得

定期派員參與實施各該種

專業訓練，為不具強制性之

輔導措施，迄今除產業局科

技產業服務中心所提供相

關產學交流合作、產業活動

服務、輔導課程與人才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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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等專業訓練外，諸其他

如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

協會等民間團體亦不斷向

本區工廠提供員工培訓所

需之多樣化課程及優秀師

資，以強化企業實力。又查

本辦法第六條制定之用意，

係為提醒本區內工廠如有

建廠資金之需求，得請產業

局協洽銀行給予優惠融資，

而有關市政府所提供產業

融資貸款協助，實際上係依

自九十八年間陸續訂定、修

正發布之「臺北市中小企業

融資貸款實施要點」或「臺

北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實

施要點」相關規定辦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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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本區內產業如有相關融

資需求，產業局將會視是否

符合上開實施要點所定資

格，決定是否予以協助。復

查市政府規劃本區初衷，係

為安置本區既存違章工廠，

並順應市場機制，適時放寬

法令限制，乃將本區初步規

劃作為輕工業區使用，並為

避免造成環境重大汙污染

危害，影響周邊居民健康，

爰明定本辦法第七條規定，

提醒本區內工廠應遵守汙

污水處理等相關污染防治

規定，惟本區內工廠是否須

設置汙水處理設施或公害

防治設備，本應依水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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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惟

查本區發展迄今，現存於本

區產業大多屬資通訊、生技

等具有高附加價值者，本區

已成為我國最重要之高科

技產業聚落之一，與市政府

最初將本區作為輕工業區

規劃有所不同，且查目前本

區內現存工廠均鄰近住宅

區，形成公害機率或造成污

染程度較低，無須另行依法

設置污水處理設施、或公害

防治設備。爰此綜上，本辦

法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

條均僅係提醒性規定，本身

不具有實質法律效果，無保

留之必要，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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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辦法第九條係為促使本區

內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其所

有土地為積極合理運用，以

避免產生土地閒置之不經

濟情形，爰明定本辦法第九

條；惟查該規定對於人民財

產權及營業自由等權利影

響甚鉅，而該規定制定當時

之時空背景，與現行法制制

度、今社會環境及人民權利

意識已有相當程度之差距，

且經綜合評估本區開發程

度及人民權益保障等因素，

有關本區內土地之處分、使

用，仍應回歸民法等一般性

規定辦理，是本辦法第九條

規定已不合時宜。另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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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解決本區內廠商進

駐營運相關問題，並加強園

區服務機能，依本辦法第十

條規定，於九十年六月一日

成立「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

服務中心」，。嗣為進一步提

升本區產業競爭力及提供

更完善之產業諮詢與輔導

服務，以展現市政府積極推

動本區發展，與民間建立良

好溝通之立意，產業局乃將

「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服

務中心」更名為「科技產業

服務中心」，遂並於九十六

年九月十一日將「科技產業

服務中心」正式納入產業局

組織編制中，除揭示有關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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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區產業發展之任務常

設化，並將服務範圍擴及至

本市各行政區。因此，本辦

法第九條、第十條因情勢變

遷無法繼續執行，已無或保

留之必要。 

六、綜上，本辦法已無存在之必

要，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

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第

七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廢 止

之：……二 規定事項已執

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

續執行之必要者。……七 

其他情形無保留必要者。」

廢止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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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 

第 一 條  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為促進內湖輕工業區

（以下簡稱本工業區）土地之整體利用，引進產業，改善

本市區位環境，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市政府建設局。 

第 三 條    本工業區之土地，限供本辦法規定之使用。 

第 四 條    左列產業得在本工業區內設立： 

一 第二種工業區： 

  （一）汽車修理業。 

  （二）金屬製品製造業。 

  （三）機械設備製造業 

  （四）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五）前四款行業之相關工業。 

  （六）第二款得設立之產業。 

二 第三種工業區 

  （一）印刷、製版、裝訂業。 

  （二）針織、成衣及服飾製造業。 

  （三）乙種汽車修理業。 

  （四）使用雷射、光電加工之工業，及光學相關工業。 

  （五）使用高週波機之工業。 

  （六）科學儀器及其他精密儀器製造業。 

  （七）電子產品、資訊設備及其零組件製造加工業。 

  （八）半導體製造加工業（具備離子擴散爐之晶圓製造

工業除外）。 

  （九）通信機械製造業。 

  （十）電氣器具製造修配業。 

  （十一）鐘錶製造業。 

  （十二）塑膠製品加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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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化粧品製造業。 

  （十四）唱片製造業。 

  （十五）家具製造業。 

  （十六）玩具製造業。 

  （十七）液化石油氣汽車改裝廠。 

  （十八）珠寶及貴重金屬製品製造業。 

  （十九）食品製造業。 

  食品製造業含冷凍調理食品（魚介食品除外）、麵食

烘焙業、糖果製造業、即食餐盒食品、特殊營養食品、

飲料製造業（酒類釀造除外）。 

三 依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三十五條、第三十

六條之社區遊憩設施、飲食業、日常用品零售業之飲

食成品、糧食、水果、金融保險業及醫療保健服務業；

社會福利設施；附設托兒、托老設施；公共事業設施

之加油站、液化石油氣汽車加氣站。 

四 依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四十三條之一之

策略性產業。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產業。 

第 五 條  主管機關為輔導本工業區工廠提高生產，增進技術，

建立優良作業環境及勞工安全衛生，得定期邀集廠區工廠

派員實施各種專業訓練。 

第 六 條  本工業區內之產業興辦人，資金如有不足，得請主管

機關協洽銀行給予優惠融資。 

第 七 條  本工業區內產業應依法妥善設置公害防治設備及污

水處理設施，其廢水應經處理符合排入污水下水道之下水

水質標準。 

第 八 條    本工業區內之機關、學校、公園、市場、電力設施、

醫療、污水處理場、加油站、瓦斯整壓站、電信及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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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共設施等用地，各有關業務機關或事業單位應配合本

工業區之發展優先規劃闢設。 

第 九 條    本工業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本辦法修正通過

後三年內興建或出售。 

未依規定期限辦理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二十六條

課徵空地稅或照價收買。 

第 十 條    主管機關為管理本工業區，得於區內設置管理中心，

其辦事要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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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草
案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 

壹、法規必要性分析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為促使本市內湖輕工業區（以下簡

稱本區）土地之整體利用及發展，引進工業與建設廠房，改善本市區

位環境；復考量當時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範缺乏彈性，不利特定

產業或工業進駐本區，前於七十九年八月九日制定公布「臺北市內湖

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為實質自治條例)，除以

正面表列方式，明定得進駐本區之工業類型，並輔以其他經前臺北市

政府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局；另建設局自九十六年九月十一日起更

名為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產業局）認可進駐工業類型之

機制，保持市政府政策運用、產業進駐與土地使用之彈性，以因應經

濟發展及產業趨勢脈動；另就建設局對於進駐本區之工業，所能提供

之輔導及協助措施，予以明文規範。嗣經臺北市議會議員提案修正本

辦法，並由市政府於八十八年七月二十日修正公布本辦法，將本辦法

「工業」調整為「產業」，並修正得進駐本區之產業類型等。又隨著

本區逐步發展及產業結構改變，為解決本區內支援性產業與從業人員

日常生活所需之服務需求，產業局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款規定，自八

十九年起迄至一０一年間先後以十二次公告得進駐本區之產業進駐

項目(含次核心產業)。 

嗣市政府為因應全球經濟發展趨勢及本市產業轉型需求，使本區

產業發展更多元化，提升產業群聚競爭力，依都市計畫法行為時第二

十一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等規定，於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公告實施「變更臺北市『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原內湖輕工業區)計畫

案」，除正式將本區更名為臺北內湖科技園區，以吸引研發設計、行

銷、服務等知識經濟產業進駐，並將本辦法第八條規定立法精神併同

納入該計畫，以落實市政府優先規劃闢設本區之政策目標。惟由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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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為實質自治條例，並屬對於涉及本區土地整體利用及改善該區區

位環境所為之特別規定，應優先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適

用。 

查現今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範經過歷次修正，諸如臺北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對於本市各工業(產業)區已改採較具

彈性之負面表列方式。又查現除本辦法外，其餘本市各工業(產業)區

之土地使用及管制，均係按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規定辦

理，或於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載明核准使用項目及條件。

爰此，為避免本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範疊床架屋，經一０九年七月

十七日市長室會議決議，乃將本辦法第三條、第四條及上開依第四條

第五款所為歷次公告產業項目及相關規範事項，配合本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相關規範、本區發展現況及產業需求進行調整後，納入「修訂

『變更臺北市「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原內湖輕工業區）計畫案』土

地使用規定（以下簡稱系爭都市計畫）暨『擬定臺北市大內湖科技園

區次核心產業使用許可回饋規定細部計畫案』回饋規定計畫案」，另

本辦法第八條規定意旨亦一併保留於系爭都市計畫中。系爭都市計畫

送請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經一一０年十二月九日臺北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七八六次會議決議，系爭都市計畫俟本辦法公告廢止時

併予公告實施；至於系爭都市計畫未予以規範部分，自應適用本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範。 

次查本辦法第五條之制定目的，係市政府基於創造本區工廠競爭

優勢，提升人才素質，爰明定產業局得定期邀集本區工廠派員實施各

種專業訓練，為不具強制性之輔導措施，迄今除產業局科技產業服務

中心所提供相關產學交流合作、產業活動服務、輔導課程與人才媒合

規劃等專業訓練外，其他如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等民間團體亦

不斷向本區工廠提供員工培訓所需之多樣化課程及優秀師資，以強化

企業實力。又查本辦法第六條制定之用意，係為提醒本區內工廠如有

建廠資金之需求，得請產業局協洽銀行給予優惠融資，而有關市政府

所提供產業融資貸款協助，實際上係依自九十八年間陸續訂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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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之「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實施要點」或「臺北市青年創業融

資貸款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辦理，未來本區內產業如有相關融資需求，

產業局將會視是否符合上開實施要點所定資格，決定是否予以協助。

復查市政府規劃本區初衷，係為安置本區既存違章工廠，適時放寬法

令限制，乃將本區初步規劃作為輕工業區使用，並為避免造成環境重

大污染危害，影響周邊居民健康，爰明定本辦法第七條規定，提醒本

區內工廠應遵守污水處理等相關污染防治規定，惟本區內工廠是否須

設置汙水處理設施或公害防治設備，本應依水污染防治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綜上，本辦法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條無保留之必要，建議刪

除。 

又本辦法第九條係為促使本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其所有土地

為積極合理運用，以避免產生土地閒置之不經濟情形；惟查該規定對

於人民財產權及營業自由等權利影響甚鉅，而該規定制定當時之時空

背景，與現今社會環境及人民權利意識已有相當程度之差距，且經綜

合評估本區開發程度及人民權益保障等因素，本辦法第九條規定已不

合時宜。另市政府為有效解決本區內廠商進駐營運相關問題，並加強

園區服務機能，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於九十年六月一日成立「臺北

市內湖輕工業區服務中心」。嗣為進一步提升本區產業競爭力及提供

更完善之產業諮詢與輔導服務，以展現市政府積極推動本區發展，與

民間建立良好溝通之立意，產業局乃將「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服務中

心」更名為「科技產業服務中心」，並於九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將「科

技產業服務中心」正式納入產業局組織編制中，除揭示有關扶持本區

產業發展之任務常設化，並將服務範圍擴及至本市各行政區。因此，

本辦法第九條、第十條因情勢變遷無繼續執行或保留之必要。 

綜上，本辦法已無存在之必要，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

十七條第二款、第七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廢止

之：……二 規定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執行之必要

者。……七 其他情形無保留必要者。」廢止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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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一）可否由民間自行處理： 

1.查本辦法制定之初係為促使本區土地之整體利用及發展，

並囿於當時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範缺乏彈性，不利特

定產業或工業進駐本區，為能強化本區整體開發，爰制定

公布本辦法。嗣本區發展迄今，已成為國內最重要之高科

技產業聚落之一，與市政府最初規劃發展方向並非相同；

且查現今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範經過歷次修正，

已改採較具彈性之負面表列方式，而現除本辦法外，其餘

本市各工業(產業)區之土地使用及管制，均係按臺北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辦理，或於都市計畫之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載明；復為避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範疊床架屋，市政府乃將本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第八

條意旨及上開依第四條第五款所為歷次公告產業項目及相

關規範事項均納入系爭都市計畫，並俟本辦法公告廢止時

併予公告實施。 

2.至於本辦法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均係提醒性質；而第九

條及第十條規定經審酌已不合時宜，相關事項之辦理自無

研議之必要。另雖本辦法第五條所稱「專業訓練」或可透

過民間協力辦理，惟考量本辦法涉及市政府對於本區包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產業發展等整體規劃與相關制度整合，

及市政府產業獎勵補貼政策暨環境保護規範之運作，不宜

完全交由民間自行處理。 

（二)是否需訂定相關計畫輔導民間處理： 

1.承前所述，本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第八條意旨及上開依第

四條第五款所為歷次公告產業項目及相關規範事項，既已納

為系爭市計畫內容，相關事項自應回歸都市計畫及本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範辦理；另本辦法第七條純係提醒本區

工廠應遵守污水處理等相關污染防治規定。至於是否需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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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計畫輔導民間處理，應由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或污染防治主管機關進行判斷。 

2.又關於本辦法第五條及第六條之人力培養及資金需求部分，

查市政府與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等民間團體或銀行

合作，提供本區工廠多樣化專業課程之參與機會或優惠貸款

資格，運作已有相當時日，相關機制亦屬成熟，無須另訂定

其他相關計畫輔導民間處理。 

3.另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經審酌已不合時宜，相關事項之辦理

自無研議之必要。  

（三）有無其他替代方案及其利弊分析：承前所述，於本市現存法規

觀之，現除本辦法外，其餘本市各工業(產業)區之土地使用，

均係按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辦理，或於

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載明核准使用項目及條件，

而本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第八條意旨及上開依第四條第五款

所為歷次公告產業項目及相關規範事項，已納入系爭都市計畫

修訂內容中，爰此，於本辦法廢止後，將使本市各區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規範趨於一致，且相關事權亦可統一歸由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轄管，俾使行政效率及整體開發效能得以提升，亦

可減輕民眾對於本區及本市其他區域之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與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方式不一致之疑慮。另隨著本辦法第五條至

第七條，以及第九條、第十條走入歷史，將使本區廠商對於本

區各該產業輔導或協助措施、所應遵守之規定及配合辦理事項

更臻明確，不致產生混淆，並再再昭示市政府對於本區規劃將

會與時俱進，不斷調整，以達優先規劃闢設及永續本區發展之

政策目標。 

參、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廢止本辦法主要受影響對象為進駐本區之產業、廠商、從業人員

以及鄰近區域居民，承前所述，本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第八條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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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開依第四條第五款所為歷次公告產業項目及相關規範事項，已納

入系爭都市計畫修訂內容中，是有關本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方式，

雖未來係以系爭都市計畫修訂內容作為依據，惟查相關修訂內容與本

辦法第三條、第四條及上開依第四條第五款所為歷次公告並無太大差

異；而本辦法第五條至第七條所定之相關專業訓練、資金需求或污染

防治管制措施，均應依市政府既有產業輔導、管理措施或法令規定辦

理；另第本辦法第九條、第十條規定本身因時空環境及人民權利意識

等種種因素，已無保留之必要。由於本辦法規範內容部分已移列至都

市計畫，部分回歸既有制度或法令，其餘部分則無保留之必要，即有

關本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產業輔導及協助措施內容，無實質性變更，

因此對於本區之產業、廠商、相關從業人員之權益，應不致產生影響。

未來市政府對於本區整體發展之規劃，即可藉由執行系爭都市計畫內

容，持續強化本區整體發展及經濟規模，並敦促產業升級及創新，使

本區發展更具活力且深化，以厚植本區競爭實力。 

肆、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承前所述，由於現今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範經過歷次修

正，已改採較具彈性之負面表列方式，且查現除本辦法外，其餘本市

各工業(產業)區之土地使用及管制，均係按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辦理，或於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載明。

市政府將本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第八條意旨及上開依第四條第五款

所為歷次公告產業項目及相關規範事項均納入修訂「變更臺北市『臺

北內湖科技園區』(原內湖輕工業區)計畫案」土地使用規定暨「擬定

臺北市大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使用許可回饋規定細部計畫案」回

饋規定計畫案，既可使本市各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範趨於一致，且

相關事權亦可統一歸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轄管，藉此提升行政效

率及整體開發效能，自可適度減少執法成本支出；又雖然有關本區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產業輔導及協助措施內容，雖經評估無實質性變更，

對於本區產業、廠商、從業人員之權益應不致有所影響，然隨著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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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分提醒性規定，以及部分因情事變遷因素而無繼續執行必要之規

範不復存在後，有關本區產業輔導或協助措施、相關規定及應辦理事

項更臻明確，俾資本區產業、廠商、從業人員遵守及配合，雖對民眾

守法成本雖無直接影響，然自市政府齊一本市各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制定、規範及執行方式之立場而言，仍有其必要。 

五、公開諮詢程序 

  本辦法之廢止草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及臺北市法

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刊登於臺北市政府一一一年第五二期公

報進行預告，預告期間自一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之次日起算六十日止，

預告期滿無人表示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