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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部分保護區為民國（下同）68年「台
北市保護區變更為住宅區開發要點」，係北市府68.2.12. 府
工二字第○一七八六及68.12.20.四七六二七號公告發布實
施「變更台北市都市計畫保護區計畫（通盤檢討）案」中
的一部分，然而當時的理由是台北市人口迅速增加，需增
加住宅區面積，適逢蔣公過世，原為禁區的陽明山即被考
慮劃為住宅區。因應時空變化，陽明山已成國家公園，且
原變更理由（人口增加）已不復存在，按台北市民政局人
口推估報告顯示，在可見的未來30年，人口只會減少不會
增加。民國68年的都計計劃在今天看起來已完全不合時宜。



全區有一半面積是坡度超過30度的高風險區，極不適合開
發為住宅區。過去臺北市政府就將「保變住地區」回復為
保護區，曾有許多討論，卻未做成結論。目前台北市正在
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為守護環境，避免開發帶來山坡
地土石災害,污染水源,交通擁塞等問題。

民間團體及當地居民呼籲：全面檢討「保護區變更為住宅
區地區」，並將不適合開發的地區（特別是目前最多爭議
之第一，二，三類地區），回復為保護區並評估變更為自
然公園。



說明：

1.目前人口成長趨勢與當初68年計劃因人口成長需增
加住宅提供的預估完全相反，預估30年後台北市人口
將減少50萬人，已無實質需要。





2. 以陽明山的條件必定是別墅或豪宅的開發以
吸引高收入人口進住，開發案位於高度500公尺
山上，遠離一般市區工作場所，交通不便，有
能力來此購屋者必定是經濟優勢族群，以此當
別墅的買家，一般上班族普羅大眾不但買不起
也無法由此通勤上班上學，因此對於目前想要
改善房價高漲平民百姓居住困難的困境毫無幫
助，只會製造更多豪宅消耗各式各樣的天然及
社會資源。







3. 基地緊鄰陽明山國家公園，基地平
均50%左右坡度超過30度，甚至有45
度以上，地質敏感度極高，這些基地
面積有超過300公頃，大規模開發勢
必造成嚴重土石災害，大量居民進住
也給陽明山國家公園帶來鉅大生態壓
力甚至直接干擾。







4. 士林區由於地形困難，污水下水道接管
率始終無法提高，是台北市接管率落後地
區，這幾個開發案將增加1.6萬以上新居民，
開發單位至今無法提出如何處理污水排水
問題，最終所有污水都將流入內雙溪，勢
必造成內雙溪士林水廠集水區大量污染，
嚴重影響士林民生用水。





5. 陽明山往市區主要交通都必須通過仰德大道上
下山，以現有的居民與學校交通量，已難以負荷，
若開闢新的住宅區，勢必造成仰德大道尖峰期癱
瘓。仰德大道山下起點復興橋周邊是士林鬧區及
內湖科學園區加上目前新闢的北投士林科園區交
通匯聚之地，周邊都是山區完全沒有空間可以疏
解交通，目前已是尖峯瓶頸，可想像北士科完工3
萬人進駐後此區癱瘓之景象，何來空間容納陽明
山新增人口的交通





綜合以上情況分析及各團體與當地居民
意見，建議本會將此案列入正式議題，
重新檢討當初由保護區改編為住宅區之
決策，在人口萎縮又面臨氣候變遷之兩
極端趨勢下，是否應恢復保護區編定以
維護環境的安全，士林區民生用水品質，
交通流量管控及陽明山國家公園之生態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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