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文字號：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94.05.30 簽見

發文日期：民國 94 年 05 月 30 日

要    旨：都市發展局基於都市計畫主管機關立場，重視及關切古蹟保存及古蹟周邊都市景觀

之調和，惟政策之決定與執行，事涉文化局權掌，宜請文化局會同都市發展局及其

他機關就，就個案權衡輕重與維護急迫性，為優先辦理

承會有關古蹟所定著土地與其周邊地區之劃定與其土地使用管制，是否納入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辦理乙案，本會意見如下：

一、查本會前於 93年 5月 13日就本市古蹟等應予保存建築物周邊地區景觀維護案本府相關單

    位分工方式表示意見在案（詳如都市發展局會簽卷附資料附件 13）。

二、按本案經本會研酌本都市發展局與文化局簽呈意見，綜覽上開二局表述，各有獨到之立

    論與見解，惟經統合與歸納結果，可集中其間爭點為：（一）就保存區劃設範圍問題；

    （二）鄰近保存區周邊之地區景觀管制問題。

三、本會就本案上開爭點，試從法制層面提供說理如下：

  （一）經核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 4條第 1項第 21款規定：「保存區：為維護古

        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築物並保全其環境景觀而劃定之分區。」

        ；又同法第 78條之 2規定：「保存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使用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相

        關規定辦理。」是依上開規定，保存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概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及相關規定辦理，殆無疑義。

  （二）至於保存區範圍之決定與劃設，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條第 1項之規定，則應由

        古蹟主管機關（即文化局）本其職掌與專業會同本府相關機關依程序辦理，俾得以

        周全古蹟並維護其景觀環境；另查都市計畫法第 26條第 2項所授權訂定之都市計畫

        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8條第 4款復規定：「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下列地區應

        辦理都市設計，納入細部計畫：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建築

        物之周圍地區。」故有關古蹟應予保存建築物之周圍地區，似應於都市計畫進行通

        盤檢討時，依法定程序及現實地區環境辦理都市設計，納入細部計畫處理，此亦有

        內政部 75年 9月 22日臺內營字第 438849號函可稽。又上開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

        施辦法第 2條第 1項所稱：「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每 5年至少通盤檢討一次…」

        ，稽其文義，似非意指必須每滿 5年，始得進行通盤檢討（註：按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第 1項已修正為每 3年內或 5年內至少通盤檢討一次....），而係課予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義務最低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之期限，以避免因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之不

        作為，延滯都市景觀風貌之發展與土地利用之最大效能。

四、綜上所陳，都市發展局基於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之立場，重視及關切古蹟保存及古蹟周邊



    都市景觀之調和，當無從忽視，惟古蹟保存政策之決定與執行，事涉文化局權掌，宜請

    文化局會同都市發展局及其他相關機關就本市眾多應予保存之古蹟地區，予以就個案權

    衡輕重與維護急迫性，優先辦理，俾以就保存之古蹟與本市都市風格與全貌交互協調與

    配合，以達共存共盛之目的。

備註：本件函釋所引之「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業於 100年 7月 22日修正名稱為「臺

      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又所引該規則第 4條第 1項第 21款（並未分項，第

      1 項應屬誤植），業於 108年 2月 23日修正為同條第 20款；函釋所引之「文化資產保

存

      法第 33條」為現行條文第 39條；函釋所引之「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8

      條為現行條文第 9條，又所引原第 2條規定已修正；併予提醒。另本件事實因涉個案認

      定，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