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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復興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暨

「變更復興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重新公開展覽說明會



辨理依據及程序 2

辦理公告徵求意見(109.3.17)

公開展覽與說明會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3.1.16)

內政部核定

桃園市政府發布實施

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11.9.27)

草
案
階
段

階
段

公
展

審
議
階
段

發
布
實
施

公設用地機關協調會(110.9.03)

• 都市計畫法第26條

✓ 每3年內或每5年應實施通盤檢討

• 都市計畫法第19條

✓ 辦理公開展覽30天及舉行說明會

➢ 法令依據

涉及檢討變更土地使用分區或變更為公共
設施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應通知涉及
「變更土地使用分區」及「變更為公共設
施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

➢ 公開展覽期間與說明會場次

自113年4月19日起公開展覽
30天，並於113年5月8日假
於(星期三)下午1時30分於復
興區公所辦理說明會

公展公告QRcode

(111.6.8~111.7.8)

(111.6.28公展說明會)

重新公開展覽及說明會(113.5.8)

變更內容超出原公展範圍



➢ 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

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審議參考。

➢ 各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任何意見，請利用說

明會場所提供之意見表，並於公開展覽期間以

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

府都市發展局及復興區公所提出

➢ 陳情意見表於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科索取，

或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下載

➢ 如有疑義，歡迎電洽本府都市發

展局都市計畫科 

(03-3322101#5226蔡小姐)。

意見表達方式 3



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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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都市計畫
說明案

變更復興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案

復興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變更復興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變更復興都市計畫(增修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變更復興都市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變更復興都市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 迄今完成4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1次公共設施通盤檢討

及2次新訂、增修訂土管案

➢ 已屆9年未辦理通盤檢討

變更復興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計畫位置

5

◼ 位於桃園市復興區北側，行政轄區隸屬復興區澤仁里，以復興區公所所在地之街區
為中心，其範圍北至水源地，南迄角板山麓，東西側以現有小溪為界，現行計畫面
積為81.82公頃。

復 興 區

復興都市計畫

大溪區

小烏來
風景特定區計畫

巴陵達觀山
風景特定區計畫

石門水庫
水源特定區計畫

計畫範圍 5



現行計畫概述 6

◆ 計畫年期：至民國110年

◆ 計畫面積：81.82公頃

項目
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佔計畫
總面積(%)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4.86 18.56 5.94

住宅區（特） 0.02 0.08 0.02

商業區 1.01 3.86 1.23

青年活動中心區 1.01 3.86 1.23

遊憩區 5.84 22.30 7.14

加油站專用區 0.16 0.61 0.20

電信專用區 0.02 0.08 0.03

電信專用區(附) 0.06 0.23 0.07

保護區 55.63 - 67.99

小計 68.61 49.56 83.8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04 3.97 1.27

學校用地 4.66 17.79 5.70

公園用地 1.68 6.41 2.05

綠地用地 0.11 0.42 0.13

零售市場用地 0.27 1.03 0.33

停車場用地 1.14 4.35 1.39

污水處理廠用地 0.18 0.69 0.22

道路用地 3.86 14.74 4.72

人行步道 0.27 1.03 0.33

小計 13.21 50.44 16.15

都市計畫總面積 81.82 - 100.00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6.19 100.00 -

◆ 計畫人口：1,500人

◆ 人口密度：310人/公頃

➢ 未辦理主細計拆離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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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復興區之行政中心為發展核心，現況區公所、衛生所、消防局、警察局、郵局等
皆匯聚於本計畫區內，並提供旅遊服務、學校、停車場等機能，台七線為區內主要
聯外道路，計畫區內之加油站則為北橫公路桃園往宜蘭方向的最後一座加油站。

◼ 計畫區多屬地勢陡峭地形，約70%土地劃設為保護區。

北部橫貫公路

中油復興站

沿桃117線兩側住宅、小吃店、零售使用及
復興區公所

沿桃117線兩側山坡、住宅、加油站使用

復興區公所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 7



空間發展定位 8

◼ 復興區為桃園市境內唯一的山地區，居民以泰雅族
原住民為主，四面環山地形狹長落差大，為石門水
庫上游重要之集水區。

◼ 本計畫區位於台七線省道旁，交通可及性高，為北橫公路系統途中的休憩站點，與周邊的小烏來、東眼山
國家森林遊樂區等形成生態景觀休閒據點，未來發展定位為「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並重之「永續生態
城鎮」。



空間發展構想 9

◼ 建構與自然融合共存的綠色生活

◼ 保留泰雅文化紋理，活化昔日歷史人文景觀，
帶動觀光休閒生產

◼ 推廣低碳旅遊，營造永續生態空間

調整計畫區外圍地形陡峭、不適宜開發地區
之土地使用，以確保自然生態及森林永續經
營，建構安全、舒適與自然融合共存的綠色
生活空間。

本計畫區屬山岳型遊憩系統，假日大量遊客進
入造成交通壅塞，為打造低碳旅遊環境，透過
原介壽國中操場規畫停車場，並搭配接駁系統，
讓遊客使用低碳運具，營造人與環境共生之永
續生態空間。

以文化生態知性觀光模式帶動地方發展，透過
介壽國中成立「大豹故事館」，整合泰雅原住
民文化及昔日歷史人文景觀等地方觀光資源，
形構本計畫區之「文化生態」觀光產業特色，
強化地方自明性，期透過文化生態知性觀光模
式帶動地方整體發展。



主要計畫檢討變更內容 10

➢ 主要計畫提列變更共7案

(停→保)

(停→保)

(文中、文中(附)→機15、機15(附))
變１案：調整計畫年期(125年)
變２案：調整計畫人口(1,100人)
變３案：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拆離

(住→遊、道)



主計變更內容(變1～３案) 11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年期 民國110年 民國125年
原計畫目標年已屆滿，故配合「桃園市國土計畫」之計畫年期，調整

至民國125年。

2 計畫人口 1,500人 1,100

考量本計畫區非屬桃園市之產業發展重鎮，且觀光遊憩已穿越性觀光

為主，非屬留宿型態以及計畫區人口發展現況、相關建設計畫推動等

因素，配合桃園市國土計畫修正計畫人口為1,100人。

３
主要計畫與細部

計畫拆離

住宅區(特)

(0.02)

住宅區

(0.02)

1. 依都市計畫法第15條及第22 條規定辦理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拆離。

2. 依本案所訂定之主細計拆離原則辦理。

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劃分原則表

拆離後主要計畫 拆離後細部計畫



主計變更內容(變4案) 12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４

計畫區
北側，
復興區
戶政事
務所北
側

學校用地
(文中)
(3.00)

機關用地
(機十五)(3.00)

考量介壽國中併至羅浮高中，文中用地已無
繼續為學校用地之必要，配合介壽國中校舍
空間活化案，未來原介壽國中將轉型為復興
區行政園區，部分舊校舍(澤仁段280、312
地號部分土地)將規劃做復興區公所辦公廳
舍，部分(澤仁段280(部分)281、282地號)
作為消防局復興分隊遷建使用，操場部分
(澤仁段312地號部分土地)則規劃作復興區
公所停車場，故檢討變更為機關用地。

學校用地
(文中附)
(0.39)

機關用地
(機十五)(附)(3.39)

附帶條件：應擬具整體開發計畫，內容最少應包

括土地使用、水土保持、地質分析及鑽探資料等，

並經相關專業技師簽證後，始得發照建築。

◼

主
要
計
畫
變
更

◼

主
要
計
畫
變
更
後

變更學校用地(文
中) 為機關用地

變更學校用地(文中
附) 為機關用地(附)



主計變更內容(變5案) 13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內容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５
計畫
區北
側

停車場
用地

(停一)
(0.21)

保護區
(0.21)

考量停車場用地(一)坡度較高，不易開發使用，且經112年8
月24日桃交停字第1120048930號函檢附之復興區停車供需
資料顯示本計畫停車供給空間可滿足停車需求，另交通局亦
於110年9月3日本案召開之機關協調會表示停一用地暫無開
闢計畫，故檢討變更為保護區。

土地所有權人仍可
依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有關保護區
容許使用項目之相
關規定做使用。

變更停車場用地
(停一) 為保護區

◼ 主要計畫變更 ◼ 主要計畫變更後



主計變更內容(變6案) 14

◼ 主要計畫變更 ◼ 主要計畫變更後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內容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６
計畫
區北
側

停車場
用地

(停四)
(0.18)

保護區
(0.18)

考量停車場用地(四)坡度較高，不易開發使用，且經112
年8月24日桃交停字第1120048930號函檢附之復興區停
車供需資料顯示停車供給空間可滿足停車需求，另交通局
亦於110年9月3日本案召開之機關協調會表示停四用地暫
無開闢計畫，故檢討變更為保護區。

土地所有權人仍可依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有關保護區容許使
用項目之相關規定做
使用。

變更停車場用地
(停四) 為保護區



主計變更內容(變7案) 15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7

計畫區南側，
介壽國小西側

住宅區
(0.02)

遊憩區
(0.02)

考量土地現況已規劃作為角板山行
館園區之人行步道及景觀植栽使用，
為使土地管用合一及範圍合理性，
故檢討變更住宅區為遊憩區、道路
用地，以符合園區整體規劃使用。

本案變更土地為復興區澤仁段
558-2 、 617( 部分 ) 、 954-1 、
959及960地號，土地為中華民國
所有，管理者為桃園市政府風景
區管理處、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計畫區中央，
機十用地西側

住宅區
(0.00)

道路用地
(0.00)

◼

主
要
計
畫
變
更

◼

主
要
計
畫
變
更
後

變更住宅區為
遊憩區

變更住宅區為
道路用地



細部計畫檢討變更內容 16

➢ 變１案：增(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對照表 17

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變更理由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22、32
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35
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及同法桃
園市施行細則第39條規定訂定之。

配合民國110年4月9日公
告修正「都市計畫法桃園
市施行細則」修正法令依
據。

二、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60%，
容積率不得大於160%。

二、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
不得大於160%。

維持原條文。

(無規定)

三、住宅區(特)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
積率不得大於88%。
變更範圍內除公有及公私共有土地外，
其餘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倘全數同意
以該私有土地市價總額45%折算代金，
於申請建築執照時繳交予市府，則該
私有土地得適用住宅區之容積率。
有關代金之計算及繳交方式依照「桃
園市都市計畫土地變更負擔回饋審議
原則」辦理。

配合110年11月25日公告
實施「變更復興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通盤檢討)案」
增列住宅區(特) 之相關規
定，並依全市通案性原則
修訂。

三、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80%，
容積率不得大於240%。

四、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80%，容積率
不得大於240%。 條次修改。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對照表 18

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變更理由

四、青年活動中心區以供青少年活動及相關設施
之使用為主，其建築物及土地使用，依下列
規定：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20%，容積率不得大於

40%。
(二)建築物之簷高不得超過2層樓。
(三)本區內得興建活動中心、交誼廳、運動場、

露營地、野餐地、供住宿之青年山莊、游
泳池及其他有關設施。

五、青年活動中心區以供青少年活動及相關設施
之使用為主，其建築物及土地使用，依下列
規定：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20%，容積率不得大於

40%。
(二)建築物之簷高不得超過2層樓。
(三)本區內得興建活動中心、交誼廳、運動場、

露營地、野餐地、供住宿之青年山莊、游
泳池及其他有關設施。

條次修改。

五、遊憩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遊憩區建蔽率不得大於20%，容積率不得

大於40%。
(二)遊憩區應以整體開發方式辦理，其整體開

發計畫最少應包括下列各項，並經主管機
關審查許可後始得發照建築。
1.開發範圍及土地面積。
2.土地取得及處理計畫。
3.土地使用計畫。
4.水土保持計畫。
5.公共設施計畫。
6.建築物配置及使用計畫。
7.事業及財務計畫。
8.實施進度。
9.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六、遊憩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遊憩區建蔽率不得大於20%，容積率不

得大於40%。
(二)遊憩區應以整體開發方式辦理，其整體

開發計畫最少應包括下列各項，並經主管
機關審查許可後始得發照建築。
1.開發範圍及土地面積。
2.土地取得及處理計畫。
3.土地使用計畫。
4.水土保持計畫。
5.公共設施計畫。
6.建築物配置及使用計畫。
7.事業及財務計畫。
8.實施進度。
9.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條次修改。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對照表 19

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變更理由

六、加油站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40%，
容積率不得大於80%，僅作加油站
使用，不得為附屬其他商業使用時，
則不須回饋。

七、加油站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40%，
容積率不得大於80%，僅作加油站使
用，不得為附屬其他商業使用時，則
不須回饋。

條次修改。

七、電信專用區為促進電信事業之發展而
劃定，建蔽率不得大於50%，容積率
不得大於200%。本電信專用區僅做
電信機房與發射台使用，不做營業處
所使用，其建築物與土地之使用，不
得做都市計畫台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
之1第1項第5款商業設施使用。

八、電信專用區為促進電信事業之發展而劃
定，建蔽率不得大於50%，容積率不得
大於200%。本電信專用區僅做電信機房
與發射台使用，不得做營業處所使用，
其建築物與土地之使用，不得做都市計
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33條第1項第5款
商業設施使用。

1. 條次修改。
2. 配合 110年 4
月9日公告修
正「都市計畫
法桃園市施行
細則」修正法
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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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變更理由

(無規定)

九、電信專用區（附）為促進電信事業之發展而
劃定，建蔽率不得大於50%，容積率不得大
於200%，其土地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
施行細則第33條規定管制，但不得作為第１
項第５款之使用。
申請建築執照時，應將「變更復興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配合電信機房設置
規劃之８公尺進出道路（即道路用地（附））
（位置詳附圖一）捐贈予桃園市政府。

附圖一

1.配合110年11月25
日公告實施「變更
復興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案」增列
電信專用區（附）
之相關規定，並載
明應於申請建築執
照完成捐贈道路用
地（附）。

2.配合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推動「普
及偏鄉寬頻接取基
礎建設計畫」，有
設立營業廳需求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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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變更
理由

八、保護區為國土保安、水
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
與保護環境及生態功能
而劃定。其建築物與土
地僅得供下列使用，且
需經縣政府審查核准：
(一 )國防所需之各種設

施。
(二 )警衛、保安、保防

設施。
(三)臨時性遊憩及露營

所需之設施。
(四 )公用事業、社會福

利事業所必需之設施。
(五 )水質淨化處理設施

及其附屬設施。
(六)造林及水土保持設

施。
(七 )為保護區內地形、

地物所為之工程。
(八 )有合法建築物拆除

後之新建、改建、增
建。除寺廟、教堂、
宗祠外，其高度不得
超過2層或7M。

十、保護區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與保護環境及生態功能而
劃定。其建築物與土地僅得供下列使用，且需經市政府審查核准：
(一)國防所需之各種設施。
(二)警衛、保安、保防、消防設施。
(三)臨時性遊憩及露營所需之設施。
(四)公用事業、社會福利事業所必需之設施。
(五)水質淨化處理設施及其附屬設施。
(六)造林及水土保持設施。
(七)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為之工程。
(八)休閒農業設施。
(九)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
(十)自然保育設施。
(十一)綠能設施。
(十二)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改建、增建。除宗教建築及宗祠

外，其高度不得超過2層樓或7公尺，建蔽率最高以60%為限，建築
物最大基層面積不得超過165平方公尺，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
330平方公尺。土地及建築物除供居住使用及建築物之第一層得作小
型商店及飲食店外，不得違反保護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

(十三)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原有依法實際供農作、養殖、畜牧生產且
未停止其使用者，得比照農業區之有關規定及條件，申請建築農舍
及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但依規定辦理休耕、休養、停養或有不可抗
力等事由，而未實際供農作、養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未停止其
使用。

前項第一款至第十款設施之申請，本府於辦理審查時，應依據地方實際
情況，對於其使用面積、使用條件及有關管理維護事項作必要之規定。

1. 條次
修改。

2. 增訂
保護
區容
許使
用項
目。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對照表 22

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變更理由

九、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50%，容積率不得
大於200%。

十一、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50%，容積率
不得大於200%。

條次修改。

十、學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40%，容積率不得
大於150%。

十二、學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40%，容積率
不得大於150%

條次修改。

十一、零售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
率不得大於160％。

十三、零售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
容積率不得大於160％

條次修改。

十二、停車場用地除停二得做立體使用外，其餘停
車場用地應以平面使用為主。停車場用地做立
體使用時，其建蔽率不得大於80%，容積率不
得大於240%。平面停車場之四周邊界應設置1
公尺以上之植栽綠帶，且宜以高層開展形樹冠
之喬木配合分枝茂盛之灌木及地被植物綠化為
原則。

十四、停車場用地除停二得做立體使用外，其餘
停車場用地應以平面使用為主。停車場用
地做立體使用時，其建蔽率不得大於80%，
容積率不得大於240%。平面停車場之四周
邊界應設置1公尺以上之植栽綠帶，且宜以
高層開展形樹冠之喬木配合分枝茂盛之灌
木及地被植物綠化為原則。

條次修改。

十三、計畫區內各使用分區，臨接計畫道路未達15
公尺者，至少退縮1.5公尺建築，臨接15公尺
以上者，至少退縮2公尺建築；公共設施及公
用事業用地，均應退縮2公尺以上建築。退縮
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該退縮部分應作人行步
道。
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桃園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查同意者，從其規定。
為提升都市景觀及營造較無障礙之人行活動空
間，本計畫區內新開發社區依前項規定應退縮
建築供人行步道部分，除設置必要之公用設備
外，不得有任何設施及構造物。

十五、應依下列規定退縮建築：計畫區各使用分
區臨接計畫道路，至少退縮3.5公尺建築，
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用地，均應退縮4公尺
以上建築，但基地情形特殊者，得依桃園
市都市計畫地區基地情形特殊者退縮建築
處理原則辦理。
前項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不得設置
汽車停車空間及圍牆，且該退縮部分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1.5 公尺寬之植栽綠化，
並優先種植喬木，其餘設置人行步道。

1. 條次修改。
2. 配合本市
通案性原
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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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變更理由

十四、為鼓勵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
置公益性設施，訂定下列獎勵措施：
(一)建築物提供部份樓地板面積供下列

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
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
地容積率之3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
術中心、兒童、青少年、勞工、老
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
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金管理營
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
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
准者。

(二)凡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且提供公
眾使用者，得依「桃園縣鼓勵建築
物增設停車空間自治條例」之規定。

(刪除)

因「都市計畫法桃園市
施行細則」第41條已有
都市計畫範圍內建築基
地或建築物得適用之容
積獎勵規定，為避免造
成市政府執行困擾，故
本次刪除之。

十五、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
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其植物種類以原
生種為原則。

十六、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
二分之一以上植栽綠化，其植物
種類以原生樹種為原則。

1.條次修改。
2.配合本市共通性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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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變更理由

十六、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
築時，其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在250平方
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
間，如超過250平方公尺者，超過部分
每150平方公尺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十七、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
建築時，其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在250
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
停車空間，如超過250平方公尺者，
超過部分每150平方公尺應增設一部
停車空間。

條次修改。

十七、為提升城鄉風貌品質，區內歷史人文
資源之修復、改建及將來空地之新建，
開發建築面積大於1000平方公尺，應於
發照前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變更建築
執照時亦同，但未變更外觀、建築配置
及建築面積者不在此限。

桃園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其
有關建築高度、量體、形貌、材料、顏
色等設計，必要時得依本管制要點精神
另定更詳確之都市設計管制事項，以為
審議時之依據。

十八、本計畫區開發建築面積大於1000平
方公尺，應於發照前經都市設計審議
通過後，始得核發建造執照，變更建
造執照時亦同，但未變更外觀、建築
配置及建築面積者不在此限。

1.條次修改。
2.配合本次共通性
文字及 108年 8
月20日公告修正
「桃園市都市設
計審議原則」，
已建立本市都市
設計審議案件之
一致性相關規定，
故本次刪除部分
條文內容及附錄
都市設計管制準
則。

十八、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
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十九、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
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條次修改。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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