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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34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地點：市政大樓 8 樓西南區本會委員會議室 

主席：陳兼主任委員威仁               彙整：陳福隆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壹、確認上(633)次委員會議紀錄無修正事項，予以確定。 

貳、審議事項 

審議事項 一 

案名：「修訂『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指南里、老泉里部分保護區為機

關用地（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停車場用地及擬定可

申請開發許可範圍主要計畫案』內開發許可處理原則計畫

案」及「修訂『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指南里、老泉里部分保

護區為機關用地（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停車場用地

及擬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細部計畫案』內開發許可處理

原則計畫案」 

一、 計畫範圍：以文山區指南里及老泉里部份保護區為計畫範

圍，西起老泉街45巷及樟山寺附近，東至草湳地區，北鄰政

治大學、指南宮風景區及國道3號，南抵本市文山區與新北市

新店區交界處，面積239公頃。 

案情概要說明： 

二、 計畫緣起與目的： 

本市文山區「貓空」地區自民國59 年即指定為「保護

區」迄今。為因應該地區觀光及休閒遊憩人潮帶來之環境衝

擊，並結合貓空地區自然及文化 精華，提供優質之休閒環境，

本府前以97 年3 月19 日府都綜字第 09701148400 號公告

「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指南里、老泉里部分保護區為機關用地

（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停車場用地及擬定可申請開

發許可範圍主要計畫案」擬定「貓空地區」可申請開發許可

範圍，明訂申請開發許可時，由申請人自行擬具主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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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說明書，並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

更事宜。另申請人應依本府97 年8月22 日府都綜字第

09733868200 號公告「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指南里、老泉里部

分保護區為機關用地（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停車場

用地及擬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細部計畫案」之「開發許可

審查原則」，擬具開發計畫並提送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 

惟查前開都市計畫規定：「本計畫公告實施後之既有不

符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之建築，應於公告實施後三

年內完成申請建築核准，核准後二年內建築完成；未於期限

內依規定完成建造執照申請並獲核准，將依相關法令予以強

制取締，並不得再提出申請供營業使用。」，市府目前所有

申請案皆無法於100 年8 月22 日前取得建築許可。至申請案

無法於三年內完成申請建築核准主要原因如下： 

（一）土地經多代繼承分割或為祭祀公業土地，權屬複雜難以整

合。 

（二）委託建築師辦理建築設計、擬定水土保持計畫、水源取得

計畫及地質鑽探等必要程序需一定辦理時間，且需投入大

量資金，造成店家觀望。 

（三）3年受理期間，適逢貓空纜車因薔蜜颱風危及塔柱安全而停

駛1年半（97年10月至99年3月），影響店家生意及申請意

願。 

考量前開問題及限制因素，本府認為推動貓空產業發展

應以維護公共安全與保障消費者權益為前提。故為保障期限

內依規定提出申請店家之權益、兼顧公共安全並管控申請及

開發時程，原計畫開發處理原則之規定實有必要酌予調整，

經提內政部都委會101 年1 月17 日第772 次會議報告，爰依

都市計畫法第27 條第1 項第3 款辦理本修訂案。 

三、 原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區現行土地使用分區為保護區、機關用地（供休

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停 車場用地及國小用地，現況以農

業、茶產業、寺廟及休閒遊憩衍生餐飲等零星商業活動為主。 

四、 修訂主要及細部計畫內容： 

（一）修訂主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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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陸、開發處理原則： 

三、基地條件： 

（六）基地位於本府工務局

大地工程處編訂「臺

北市山坡地環境地質

資訊系統」中土地利

用潛力低及很低之地

區，以不得申請開發

為原則。

陸、開發處理原則： 

但其建築面

積未達165 平方公尺

者，經專業技師評估

簽證並經臺北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不在此限。 

三、基地條件： 

（六）基地位於本府產業

發展局編訂「臺 北市

環境地質資料庫」中

土地利用潛力低及

很低之地區，以 不得

申請開發為原則。 

配合本府組織編制調

整，產業發展局山坡地

業務單位於99年1月28

日成立大地工程處。嗣

於101年1月18日，為強

化本市防災業務，改隸

工務局。 

另「土地利用潛力低及

很低之地區不得申請

開發」係屬原則性規

定，故參考現行本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

條例設置宗教建築及

特殊病院之規定，予以

彈性調整。 

陸、開發處理原則： 

五、原有不合規定之土地及

建築物使用： 

既有合法建築物

不符前款規定時，仍得

繼續為原有合法之使

用，但不得申請變更為

營業使用。本計畫公告

實施後之既有不符本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規定之建築，應

於100年8月22日前提

出開發許可申請，都市

設計審議核備後半年

內申請建造執照，建造

執照取得後2年內建築

完成。未於期限內依規

定完成建造執照申請

並獲核准，將依相關法

令予以強制取締，並不

得再提出申請供營業

使用。另違建處理依照

陸、開發處理原則： 

「臺北市違章建築處

理規則」之規定辦理。 

五、原有不合規定之土地

及建築物使用： 

既有合法建築物

不符前款規定時，仍

得繼續為原有合法之

使用，但不得申請變

更為營業使用。本計

畫公告實施後之既有

不符本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規定之建

築，應於公告實施後

三年內完成申請建築

核准，核准後二年內

建築完成；未於期限

內依規定完成建造執

照申請並獲核准，將

依相關法令予以強制

取締，並不得再提出

申請供營業使用。另

違建處理依照「臺北

市違章建築處理要點

規定」針對民國84年

以後新產生違反該要

考量貓空地區多數店

家有土地權屬複雜、資

金不足之問題，辦理建

築設計、擬定水土保持

計畫、水源取得計畫及

地質鑽探等必要程序

需一定辦理時間，且3 

年受理期間適逢貓空

纜車停駛1年半（97年

10月至99年3月），影

響店家生意及申請意

願，故依原計畫規定

「完成申請建築核准」

期限修訂為「受理開發

許可期限」（100年8月

22日），並管控取得建

造執照及開發建築期

限，以符實需。 

另違建處理部分係依

本市違建處理要點而

為全市一致性之處

理，隨法令修訂而一併

調整，故刪除原都市計

畫所載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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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新違建，不論地

區一律查報拆除，另

53.1.1以後至

83.12.31以前已存在

之既存違建拍照列

管，列入分期分類處

理。經拆除查報之違

建基地，除須將地形

恢復原狀外且應予綠

化處理。 

（二）修訂細計畫 
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附件一：臺北市文山區指

南里、老泉里部

分保護區可申請

開發許可範圍開

發許可處理原則 

壹、總則： 

五、既有合法建築物不符

前款規定時，仍得繼

續為原有合法之使

用，但 不得申請變更

為營業使用。本計畫

公告實施後之既有

不符本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定之

建築，應於100年8

月22日前提出開發

許可申請，都市設計

審議核備後半年內

申請建造執照，建造

執照取得後2年內建

築完成。

附件一：臺北市文山區指

南里、老泉里部

分保護區可申請

開發許可範圍開

發許可處理原則 

未於期限內

依規定完成建造執

照申請並獲核准，將

依相關法令予以強

制取締，並 不得再提

出申請供營業使用。 

壹、總則： 

五、既有合法建築物 不符

前款規定時，仍得

繼續為原有合法之

使用，但不得申請

變更為營業使用。

本計畫公告實施後

之既有不符本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定之建築，應於

公告實施後三年內

完成申請建築核

准，核准後二年內

建築完成；未於期

限內依規定完成建

造執照申請並獲核

准，將依相關法令

予以強制取締，並

不得再提出申請供

營業使用。 

考量貓空地區多數

店家有土地權屬複

雜、資金不足之問

題，辦理建築設

計、擬定水土保持

計畫、水源取得計

畫及地質鑽探等必

要程序需一定辦理

時間，且3年受理期

間適逢貓空纜車停

駛1年半（97年10月

至99 年3月），影

響店家生意及申請

意願，故依原計畫

規定「完成申請建

築核准」期限修訂

為「受理開發許可

期限」（100年8月

22日），並管控取

得建造執照及開發

建築期限，以符實

需。 

貳、申請開發基地條件： 

五、基地位於本府

貳、申請開發基地條件： 

工務局 五、基地位於本府產業發

配合本府組織編制

調整，產業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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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工程處編訂「

臺北市山坡地環境

地質資訊系統」中

土地利用潛力低及

很低之地區，以不

得申請開發為原

則。但其建築面積

未達165 平方公尺

者，經專業技師評

估簽證並經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

展局編訂「臺 北市環

境地質資料庫」中土

地利用潛力低及很

低之地區，不得申請

開發。但本計畫公告

實施前業已申請開

發建築，且其建築面

積未達165 平方公

尺，並經土木、大地

工程或應用地質等

相關專業技師詳細

勘測地形、地質，判

斷無安全顧慮者，不

在此限。 不在此限。 

山坡地業務單位於

99年1月28日成立

大地工程處。嗣於

101年1月18日，為

強化本市防災業

務，改隸工務局。 

另「土地利用潛力

低及很低之地區不

得申請開發」係屬

原則性規定，故比

照主要計畫修訂內

容予以彈性調整。 

五、 全案係市府101年3月8日府都規字第10110616200號及第

10130094600號公告公開展覽並函送到會。 

六、 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七、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八、 法令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 

決議： 

本案附帶下列決議後修正通過。 

（一）本案範圍內個案未來申請開發許可時，都市設計審議除應

嚴格檢視建築建蔽、容積、使用管理外，並將平台設計納

入審查範圍，非屬審查核可之私設平台則以違章建築處理。 

（二）本案開發許可範圍係屬山坡地，其使用及經營管理影響公

共安全甚鉅，請臺北市政府在後續審查時對於其後續經營

管理安全規範的訂定應予慎重。 

 

審議事項 二 

案名：變更臺北市大安區龍泉段一小段123 地號等6筆土地第三種

住宅區為第三種住宅區（特）細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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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新生南路三段以西、新生南路三段22巷以北、溫州街以

東及新生南路三段16巷以南所圍之部份街廓，鄰近市定古蹟

紫藤廬以及公務人力發展中心，計畫面積2,143平方公尺。 

 

 

 

 

 

 

 

 

 

 

 

 

二、 計畫緣起與目的： 

計畫區鄰近大安森林公園及台灣大學，範圍內現況四、五層

樓戶數高達82.61％，區內建物 老舊窳陋、未能與鄰近環境配

合；前於96.9.13經市府公告劃定為更新單元，但由於現況建

築容積高、改建誘因不足，導致整合困難，迄今無法順利重

建。故本案實施者依市府100年9月20日公告「修訂臺北市老

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爭取

本專案相關容積獎勵，改善居住及周邊環境。 

三、 原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現況 

（一） 原都市計畫： 

本案屬「修訂和平東路、新生南路、羅斯福路所圍地區細

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範圍

內，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宅區，建蔽率45％，容積率225

％。 

（二） 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區內建物以住宅使用為主，區內計有7棟合法建築

物，包含4棟一層樓木造建築物、1棟四層樓加強磚造建築

物及2棟五層樓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屋齡均逾 30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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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總戶數為23戶。其中四層樓戶數為4戶及五層樓戶數

為15戶，佔區內總戶數比例達82.61％，建物老舊窳陋，

結構上有耐震及防火安全的顧慮，有待透過都市更新方式

加以改善。 

（三） 土地權屬： 

公有土地面積(管理機關為國立臺灣大學及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佔48.62%，私有土地面積佔51.38％。 

四、 變更細部計畫內容： 

（一）變更土地使用分區 

位 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變更理由 

新生南路三

段以西、新

生南路三段

22 巷 以

北、溫州街

以東及新生

南路三段16 

巷以南 

第三種

住宅區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特) 

2,143 

配合「修訂臺北市

老舊中低層建築社

區辦理都市更新擴

大 協 助 專 案 計

畫」，變更原計畫

內容。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使用強度 

使用分區 原計畫 新計畫 

第三種住宅區

（特） 

建蔽率45% 

容積率225% 

建蔽率45% 

容積率225% 

2.使用管制 

本計畫之使用比照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第三種

住宅區之使用組別。 
3.本計畫區得適用100年9月20日公告之「修訂臺北市老舊中低

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之容積獎勵。

本計畫區總容積上限不得超過建築基地2倍法定容積。 
4.本計畫區獎勵容積核給額度，依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及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結果辦

理。 
五、 全案係市府101年2月23日府都規字第10038645903號函送到

會，並於101年2月24日起公開展覽30天。 

六、 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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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八、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九、 法令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 條第1 項第4 款。 

決議： 
本案涉及範圍內大安區龍泉段一小段129地號上日式建物是否具

文化資產保存價值之認定，以及範圍內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國立台

灣大學)表達主導都市更新之意願與後續權利分配等議題尚待釐

清，故本案暫予保留，俟釐清前述議題後再行提會審議。 

 

審議事項 三 

案名：變更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800 地號等9 筆土地第三

種住宅區為第三種住宅區（特）細部計畫案 

一、計畫位置： 
案情概要說明： 

本計畫範圍位於南京東路四段53巷3弄以北、南京東路四段53

巷以西、南京東路四段53巷7弄以南及敦化北路145巷23弄以

東，屬「修訂民生東路新社區南側界線撫遠街、南京東路、

敦化北路所圍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範圍內，

臨近臺北小巨蛋體育館及臺北市立體育場。 

二、計畫緣起： 
本計畫區位於敦化北路及南京東路四段交叉口東北側之街廓

內，計畫面積為2,252 平方公尺，範圍內為八棟四層樓之老

舊公寓住宅，現況建築老舊、結構及防火有安全顧慮，實有

辦理都市更新之必要。96 年8 月2 日經本府劃定為更新單

元，惟區內所有權人人數眾多，現況使用容積高，改建誘因

不足，以致整合困難，迄今無法順利重建。因本計畫區屬第

三種住宅區、計畫面積達2,000平方公尺以上且四、五層樓戶

數達計畫範圍總戶數1/3 以上，皆符合申請條件，且其不造

成街廓內相鄰土地無法劃定更新單元，故實施者首泰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依本府100 年9 月20 日公告「修訂臺北市老舊中

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期爭取本

專案相關容積獎勵，改善居住及周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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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本次都市

計畫變更。 

三、計畫內容： 
（一）使用分區變更：本計畫區內原第三種住宅區變更為第三種

住宅區（特）。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土地使用強度 
第三種住宅區（特）之建蔽率為 45%，容積率為 225%。 

2.本計畫範圍之土地比照「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例」之第三種住宅區規定。 
3.本計畫區得適用 100 年 9 月 20 日公告之「修訂臺北市老

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之容

積獎勵。本計畫區總容積上限不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2 倍

法定容積。 
4.本計畫區獎勵容積核給額度，依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及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結

果辦理。 
5.其他：本計畫未規定之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及相關法令

規定辦理。 
（三）訂定都市設計準則 
（四）實施者應自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二年內申請建造執

照。以權利變換計畫實施，且其權利變換計畫與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分別報核者，申請建造執照時間得再延長一年。

未依前述時程辦理者，應回復原都市計畫。 
四、本案係市府 101 年 3 月 7 日府都規字第 10130093203號函送到

會，自 101年 3 月 8日起公開展覽 30天。 
五、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六、辦理機關：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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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令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3件（詳後附綜理表）。 
決議： 
一、本案依市府說明因全案業符合「修訂臺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

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申請條件，故本案除

計畫書內容依以下二點進行修正外，其餘照案通過。 

（一）計畫書第2頁、第11頁中有關本案基地位置之載述，其中南、

北方位錯置，請修正。 

（二）計畫書第8頁應補充本案重新辦理專案變更所對應之作業流

程及相關符合要件。 

二、本計畫所適用專案變更係提供中低層老舊住宅取得較高容積

獎勵之機會，有關陳情意見所述及擬排除於本次更新範圍部

分，錄請市府納入後續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中審慎處

理。 

三、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審決如後附綜理表。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綜理表 

案 名 
變更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800 地號等 9 筆土地第三

種住宅區為第三種住宅區（特）細部計畫案 

編 號 1 陳情人 羅謝蘭香 

陳 情 理 由 
土地標示：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802 地號（南京東路四段 53 巷 7弄 7號 2 樓） 

私人產權，不同意改建。 

建 議 辦 法 公權力不應介入私人產權。 

委員會決議 

本計畫所適用專案變更係提供中低層老舊住宅取得較高容

積獎勵之機會，有關陳情意見所述及擬排除於本次更新範圍

部分，錄請市府納入後續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中審慎

處理。 

編 號 2 陳情人 韓英民 

陳 情 理 由 
土地標示：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800 地號（南京東路四段 53 巷 7弄 7號） 

不同意。 

建 議 辦 法 私有土地及房舍市府無權迫使改建。 

委員會決議 同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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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3 陳情人 林德勳 

陳 情 理 由 
土地標示：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800 地號（南京東路四段 53 巷 7弄 5號 1 樓） 

不同意。 

建 議 辦 法 私人產權，只有本人有處理權。 

委員會決議 同編號 1。 

 

審議事項 四 

案名：變更臺北市經國七海文化園區暨週邊地區主要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計畫位置與現況： 

本計畫案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劍潭里內，位處大直基隆河北岸、北安

路北側，東臨海軍司令部、西鄰國家安全局、北倚劍潭山、南接北安路

及基隆河，範圍包括經國七海文化園區等本市市定古蹟42 筆土地（現況

為風景區、行政區）及國防部海軍司令部大直營區入口T 字型道路等週

邊地區15 筆土地（現況為行政區、道路用地），面積約4.79 公頃。 

 

 

 

 

 

 

 

 

 

 

 

 

 

 

圖：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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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緣起： 

(一) 蔣 故總統經國先生為影響戰後臺灣歷史發展之重要的政治領袖，

在臺灣的政治民主與經濟上，具有重要歷史定位；「七海寓所（蔣

經國故居）」本體與庭院業於95年7月18日公告為本市市定古蹟，

其內部生活空間及室內陳設，具體體現其樸實親和風範。 

（二）為能進一步呈現經國先生生前生活樣貌，市府文化局續將其當時生

活休憩活動空間之七海潭與週邊環境，併同納入古蹟指定範圍，並

將以古蹟為整體園區之主核心，整合週邊自然、人文等環境資源，

規劃兼具古蹟保存、展示教育、文物典藏、學術研究與生態休憩的

「七海文化園區」，設置古蹟活化區、七海潭生態休憩區，並在園

區內興建總統圖書館及其他附屬服務空間，作為經國先生相關的文

物典藏、展示教育與學術研究交流等文化空間使用，俾能推展經國

先生之政治觀與哲學觀、提升古蹟活化再利用效能 ，提供市民導

覽、教育推廣等基礎服務，型塑優質文化休閒空間。 

（三）為有效保存並活化文化資產，文化局業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法 令

辦理擴大指定古蹟範圍程序，推展「經國七海文化園區」整體規劃

事宜，符合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爰辦理專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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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權屬： 

計畫範圍土地隸屬臺北市中山區北安段四小段，皆為公有土地（分屬

臺北市、中華民國），其範圍主要分為『經國七海文化園區』（七海

寓所本體及庭園範圍，包括205-6地號等20筆土地，面積約0.79公頃，

土地權屬為臺北市。七海潭及週邊腹地範圍，位於基地西南側計畫道

路及海軍司令部車輛集用場，包括234地號等22筆土地，面積約3.19

公頃。土地權屬為臺北市及中華民國。）及『國防部海軍司令部大直

營區入口T 字型道路等週邊地區』（包括 207地號等15筆土地，面積

約0.81公頃。土地權屬為臺北市及中華民國。） 

四、變更主要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分區：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1 

北安段四小段205-6、

205-7 、 236 、 239 、

241-1、241-2、243-1、

244、244-1、245-2、

245-4、246-2、248-1、

248-2、282-10、285、

208-2 、 225 、 226 、

228-1、229、230、232、

231、286 地號，共25 筆 

行政區 風景區 3.22 

1. 為保存本市文化

資產古蹟、保持本

區良好自然資源

與景觀。 

2. 提升民間整體開

發與效益。 

2 

北安段四小段 234、

235、237、238、240、

289-1、207-3、205-13、

206-3、233、242-1、

231-1、231-2 地號，共

13 筆 

道路用地 風景區 0.56 

1. 為保存本市文化

資產古蹟、保持本

區良好自然資源

與景觀。 

2. 提升民間整體開

發與效益。 

3 

北安段四小段 207、

390 、 389 、 204-3 、

204-2、208-1、211-3、

207-1、211-5、205-4、

206-1、201-1 地號，共

12 筆 

道路用地 行政區 0.43 

配合未來七海文化園

區規劃與海軍司令大

直營區實質使用進行

調 整 （ 土 地 管 用 合

一）。 

總

計 
   4.21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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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範圍之風景區及行政區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

規定辦理。 

 (三) 都市設計原則： 

為維護本計畫區範圍內古蹟完整風貌與周邊地區之協調性，研擬「經 

國七海文化園區」之都市設計原則，詳計畫書P14-P15。 

（四）實施進度與經費： 

本計畫區內均為公有土地，分屬市府文化局、新建工程處及國防部

軍備局管有，後續由文化局以『無償撥用』取得經國七海園區相關

用地。至本計畫古蹟活化、七海潭生態休憩區規劃、興建經營總統

圖書館事宜，得由市政府引入民間資金與活力，依「促進民間參與

公共建設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 本案係市府 101年 2月 23日府都規字第 10038645903號函送到會，

101年 2月 24日起公開展覽 30天。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六、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七、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八、法令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決議： 
一、本案考量計畫案名及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內容之合宜性、用地

取得方式、計畫道路保留供通行及指定建築線之疑義、日後

營運管理等議題尚待釐清，故本案組成專案小組進行審查，

俟確認前述議題後，再提大會審議。 

二、專案小組召集人請辛委員晚教擔任。因考慮日後開發建築涉

及建築線指定之情事，請建築師公會代表參加小組討論，餘

專案小組成員會後由都委會幕僚徵詢委員參與意願。  

 

參、散會（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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