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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12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 畫 名 稱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研究—以瑞芳區為例 

期 程 1 1 2 年 1 月 至 1 1 2 年 1 2 月 

經       費 無 

緣 起 與 目 的 

瑞芳區以觀光及產業發展為主，為本市國土計

畫指定優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本研

究就其鄉村地區進行基本資料蒐集、課題盤點

及策略評估，並以都市縫合、集約發展角度，

檢討發展現狀，研提空間策略處理方式。 

方 法 與 過 程 

經文獻回顧、基礎資料蒐集、地方訪談與策略

探討過程，本研究就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課題及

對策進行收集整理及比較研析，以歸納法研提

瑞 芳 鄉 村 地 區 之 初 步 空 間 策 略 建 議 。 

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本研究初步提出「透過空間發展規劃指認區域，

分別另訂所適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配合空

間發展規劃，強化地方公共設施類型」及「環

境保育兼顧觀光遊憩」等初步空間策略建議，

以回應瑞芳鄉村地區居住、公共設施、產業、

觀光、交通及環境保育等面向課題。建議後續

可擇定示範地區或適當街廓範圍，以使用許可

及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開發方式或政策工

具進行據聚落之土地使用計畫規劃，並納入民

眾參與及相關機關意見進行可行性評估。 

備       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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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瑞芳區因位於基隆往宜蘭之必經地，因此清領時期即有聚落在當

地發展，後因發現金礦資源，發展更是盛極一時，惟在採礦業沒落後

人口流失嚴重，早期發展區位力求在產業方面結合當地一級產業及觀

光遊憩進行轉型調整。在土地使用方面，檢視新北市國土計畫成長管

理計畫內容，瑞芳區部分鄉村地區或都市計畫區已有外溢現象，另有

人口流失及觀光課題     

    本市瑞芳區為新北市國土計畫指定優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地區，依循新北市國土計畫，本研究預計進行瑞芳區鄉村地區基本資

料蒐集分析、課題盤點及策略評估，並初擬瑞芳區鄉村地區空間發展

策略。另就都市縫合、集約發展之角度，檢討瑞芳區鄉村地區發展現

狀，並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工具處理相關課題，以研析空間因

應策略。 

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目的 

    本研究以瑞芳區全區作為研究範圍，另研究目的如下： 

一、透過基礎資料蒐集、課題盤點及地方訪談，找出瑞芳鄉村空間

關鍵課題。 

二、進行關鍵課題策略研析，提出回應瑞芳區鄉村地區課題之空間發

展策略，以回應相關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規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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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之重點在於瑞芳區鄉村地區相關課題策略探討，屬質性研

究範疇。研究過程透過訪基礎資料蒐集、地方訪談、文獻回顧與策略

探討等，以歸納法就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進行收集整理及比較研析，

並就地方課題提出相關空間策略建議以供參考。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所示。 

  

研究緣起 

研究範圍及目的 

文獻回顧 

課題對策初擬 

瑞芳區基礎資料蒐集 地方訪談意見彙整 

 

瑞芳鄉村地區空間策略 

結論與建議 

圖 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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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瑞芳鄉村地區相關計畫 

    為進行本市瑞芳區鄉村地區課題空間策略研析，需先瞭解鄉村地

區特性及其與都市空間之差異，另於研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前，

應考量地方創生及農村再生計畫資源投入情形，爰以下簡要摘述相關

研究、瑞芳區地方創生及農村再生計畫內容，俾本研究接續規劃參考。 

一、鄉村與都市關係 

    莊淑姿(2000)指出，在過去，地理區位與產業是鄉村與都市分野

的重要關鍵，但如今鄉村地區產業結構的轉變，農業已不再是定義鄉

村的重要概念，各地的鄉村分化呈現不同的發展類型，並依人口特性、

產業發展、地方財政、土地利用結構及公共設施與社會福利等 5巷指

標將臺灣鄉村分為 3種類型：生活機能型鄉村、工業發展型鄉村以及

發展停滯型鄉村。 

    方凱玲(2000)認為，因應鄉村產業轉型，農村已從「農業的農村」

轉型為「農工商業的鄉村」，鄉村產業轉型，已改變傳統農村依附於

農業的關係，並且與都市形成一個互動關係更加密切的新城鄉體系。 

    李永展(2006)認為，都市生活是動態、不穩定與無隱私，伴隨著

工作、居住與娛樂，都市居民有不同的接觸群體，鄉村生活則是穩定、

整合與階層的，人們在不同的脈絡中互相接觸。而鄉村聚落相較都市

聚落，其空間結構規模較小型，居民在周邊土地上進行農耕或為從事

農耕的人提供服務，居民與土地緊密地結合，且大部分人生活型態直

接、間接依賴鄰近農地耕作，在空間結構上反映聚落形式的歷史背景

與周邊環境條件。 

二、瑞芳區地方創生 

    瑞芳常住人口從礦業時期近 20 萬人，目前戶籍人口銳減至現今

4萬以下，112 年 11月已下探至 37,236人，由於礦業發展衰退與都

市磁吸效應，造成人口流失，使瑞芳區戶籍人口持續減少。111年瑞

芳區觀光人次為 526 萬 6 千人次，其中水金九地區為 421 萬 4 千人

次，佔全區觀光人次 8成。瑞芳區面臨少子化、高齡化及人口外流、

地方觀光過度集中等問題，因此，如居民居住品質、托老、托幼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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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空間、文化資產活化推廣、商圈升級、交通接駁整合、青年返鄉在

地就業等，均為瑞芳區面臨的關鍵課題。 

    地方創生是尋找地方特有 DNA，並引導青年回鄉的產業生根過程。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地方創生資料，瑞芳區所提地方創生計畫為：

「創生興瑞芳地方創生事業計畫」，如瑞芳區擁有輝煌的黃金山城文

化遺產和奇特山海自然景觀-黃金博物館、十三層遺址、陰陽海、瑞

水金九商圈、侯硐貓村等，以「安居、樂業、創富、樂學」作為策略

發展方向，形塑瑞芳成為幸福小鎮，建立跨域複合的創生發展模式，

多元跨域整合計畫。 

瑞芳區地方創生事業計畫如下，如表 1所示： 

（一）瑞水金九文化生活圈，打造國際文化品牌，邁向世界文化遺產。 

（二）水金九創新園區，使生活及觀光基礎建設升級，包含溫泉旅館

及新九號停車場等。 

（三）推動瑞芳第二產業園區，以精實工業為主軸，帶動地方發展主

導型基礎製造產業，期能快速吸引人口回流。 

（四）瑞芳醫療長照大樓，預計 115年底前於瑞芳市區興建完成地上

9 層、地下 1 層停車場的醫療長照設施大樓，提供醫院及長照

複合型多元醫療服務。 

表 1  瑞芳區地方創生計畫表 

創生計畫內容及目標 事業計畫 辦理機關 

一、目標： 

（一）建立銀髮照護及幼兒照顧機制 

（二）工業區持續發展，貨暢其流 

（三）生活及觀光基礎建設升級 

（四）打造國際文化品牌，邁向世界文化遺產 

二、主要工作項目： 

（一）興建醫療院所 

（二）扶植製造業、MIT臺灣品牌 

（三）臺電-點亮十三層 

（四）推動礦業遺產世界性文化品牌 

瑞水金九文化生活圈（推廣文化

體驗服務/礦業地景空間整備） 

文化部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水金九創新園區 民間企業 

瑞芳第二產業園區 
經濟部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瑞芳長照醫療設施大樓 
衛生福利部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23)，地方創生專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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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村再生計畫 

本市瑞芳區三安社區位於基隆山東側，以石山里為範圍，為金瓜

石早期礦業聚落，係因開採金礦形成之獨立聚落。透過市府農業局農

村再生培根計畫輔導，社區積極提倡環保與低碳意識，並以生態環保

方式打造環境空間，凝聚社區居民力量，修繕步道並改善社區整體環

境，同時結合自然資源與人文歷史資源調查，打造宜居、宜遊特色農

村，112年已核定為本市第 17個農村再生社區。 

    瑞芳區三安社區於農村再生計畫提出宜居宜留的居遊聚落、閒置

空間活化、空屋共享及生態保護與發展等發展願景及各項執行工作。

在計畫整體發展構想部分，包含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如環境綠美化及

景觀道路規劃、特色景點如原有古道整修與荒廢空間修復；公共設施

及建設，包含鼓勵居留駐村駐村及空間行銷活化、社區故事館、活動

中心複合性功能，打造社區入口站，設置社區小舖等；並建置社區導

覽系統及更新社區地圖。另亦包含如個別宅院整建、在地產業活化、

文化保存與活用及生態保育等內容，以整建農村社區空間（新北市瑞

芳區三安社區發展協會，2021）。 

    本市農村再生社區分布如圖 2；另本市瑞芳區三安社區區域規劃

如圖 3，並依農再計畫之區位特性，分為生活區、生態區、文化區及

觀光區等區域。 

圖 2 本市農村再生社區分布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農業局(2024)。 

瑞芳三安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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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瑞芳區農村再生社區-三安社區之區域規劃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瑞芳區三安社區發展協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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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一、全國國土計畫 

全國國土計畫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將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列為國土空間發展重要策略，以現勘、民眾訪談等方式蒐集地方課

題，並依在地需求研擬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同時整合現有資源

投入公共建設，由生活、生產及生態等面向，充實生活設施、維護地

方文化、培育人力資源並營造生產及生態環境，以促進鄉村地區發展。 

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6條規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地方政

府國土計畫應載明內容，就鄉（鎮、市、區）或其他適當範圍辦理規

劃，並納入各該國土計畫，以作為後續土地使用或空間發展指導原則。

考量地方政府作業能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係先行指認優先

規劃地區，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啟動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實質規劃作業，後續依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適

時檢討變更國土計畫內容，作為後續土地使用或空間發展指導原則。 

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2023），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法定定位、

重點原則及規劃流程概要如圖 4、圖 5及圖 6所示。 

圖 4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定定位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管理署(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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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重點及原則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管理署(2023)。   

圖 6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規劃流程概要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管理署(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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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北市國土計畫 

    新北市國土計畫於 110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成為上位綱要性

法定指導計畫，以期落實打造「國際嚮居之都」願景。本市瑞芳區位

本市國土計畫優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依國土計畫指導辦理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研究事宜。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提出相關防減

災策略，並持續推動防災城市，且因應未來發展需求，推估所需產業

及住宅土地並指認未來發展地區，盤點市府重大政策如都更三箭、捷

運三環六線、產業新五力發展策略等，並依循全國國土計畫劃設 4種

功能分區、提出土地使用原則，並指定優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

區，適當引導未來土地發展。 

    依新北市國土計畫(新北市政府，2021)，本市非都市土地共計

87,434公頃，分布於 22個行政區，其中鄉村地區單元共計 274.01公

頃，分布於 14 個行政區，以瑞芳區 28 處，合計面積 119.18 公頃占

比最大。鄉村區各自發展機能不同，主要可分為工商發展型及農村發

展型，又可因其發展背景或區位特性，區分為單純居住型、計畫引導

型、觀光遊憩型、農村發展型，如下說明。鄉村地區發展對策圖如圖

7所示。 

1.工商發展型-單純居住型：大部分鄉村區沿地方交通要道周邊，因

鐵路場站、省縣道開通促使人口集中，形成鄉村區聚落，此類型主要

分布於三峽、石碇、汐止、淡水、深坑、瑞芳、樹林、雙溪、鶯歌。 

2.工商發展型-計畫引導型：包括大型社區或開發許可地區，主要分

布於汐止、土城、淡水、深坑、萬里、鶯歌等地區。 

3.工商發展型-觀光發展遊憩型：早期因應產業衍生居住人口形成聚

落，後因觀光發展形成現今聚落型態，包括九份、十分、侯硐、嶺腳

地區。 

4.農村發展型：其餘鄉村地區，係在地農業人口聚居，形成農村聚落，

主要分布於北觀、大翡翠及東北角策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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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鄉村地區發展對策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2021)。 

    依發展背景、機能及區位特性，本市瑞芳區屬「工商發展型－觀

光發展遊憩型」及「工商發展型－單純居住型」，其發展策略，具備

觀光遊憩機能者，應納入城鄉發展地區，確保觀光產業發展活力及彈

性，並配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引導空間發展；具備居住機能者，應

提升環境品質，並整合周邊都市計畫或鄉村區實際檢討發展需求。 

    綜上，考量行政區發展定位、鄉村地區聚落發展特定、產業特色、

人口規模及面積等因素，本市瑞芳區於本市國土計畫中優先辦理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地區，依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內政部國土管理

署，2022)，其規劃流程如圖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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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管理署(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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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料蒐集、訪談及課題彙整 

第一節 基礎資料蒐集 

    有關瑞芳區概述、自然人文環境、環境敏感災害情形、人口及戶

數成長內等內容，如下說明（新北市政府，2021）。 

一、瑞芳區概述 

    瑞芳區發展定位為文化觀光重鎮，其聚落聚落類型最為多元，

主要集中於火車站、觀光景點周邊，有人口成長及經濟發展需求。

早期為礦業，目前以觀光及坡地農業為主。另瑞芳區鄉村區面積

119.18公頃，為本市各行政區之首。 

    瑞芳地區因觀光人口眾多，惟其非都市鄉村地區環境老舊，道

路寬度小，觀光季節車潮壅擠，有停車空間、交通運輸及住宿等需

求。因應產業發展需求，規劃瑞芳第二工業區。瑞芳區地理位置圖

如圖 9所示。 

圖 9  瑞芳區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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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人文環境 

    清光緒年間，先民往來臺北貨運係靠基隆河之水路運送。是時瑞

芳對外水路運輸渡口係柑子瀨地區，為臺北往返噶瑪蘭必經路線。金

瓜石及九份因陸續發現金礦置淘金客不斷。當時基隆河接駁渡口有雜

貨店名為瑞芳，為前往淘金與往返噶瑪蘭中重要補給站。因往來者多

說「去瑞芳」，且鐵路路線於龍潭堵設瑞芳車站，爰瑞芳發展移至車

站區。日治時期設臺北州基隆郡瑞芳街，民國 34年為臺北縣瑞芳鎮，

民國 99 年改制為新北市瑞芳區。有關瑞芳自然及人文環境，以下簡

要說明。 

(一)地理 

    瑞芳區總面積超過 70 平方公里，位新北市東北方，為基隆河主

流地區，東鄰貢寮區，東南與雙溪區相接，西南鄰平溪區，西北和基

隆市為界。三面環山、北面臨海，行政區內群山圍繞，平地不多，位

屬中央山脈北緣基隆丘陵及東北角海岸。早期為礦業重鎮，近年觀光

景點如九份、金瓜石、侯硐及海岸線等已為世界知名。 

(二)氣候 

    瑞芳區冬季受東北季風影響，終年有雨氣候濕冷。地形多為山

坡地，土壤貧瘠，不適耕作。瑞芳區因自然條件不利農作生產，農

業人口少，先民曾開發梯田增加耕作，惟面積不多。 

(三)水文 

    瑞芳區主要河川如基隆河長超過 20公里，濱海海岸線長達 20公

里。基隆河上游經三貂嶺及侯硐後，逐漸往西，過瑞芳後其下河道蜿

蜒，經暖暖、七堵、汐止、南港、松山後，於關渡匯入淡水河，過柑

子瀨之下游河段，有河岸階地地形產生。 

(四)農漁業 

    瑞芳區地形多屬山坡地，農業不發達，農耕土地面積僅 86公頃，

主要作物有甘藷、玉蜀黍、花生、茶葉、山藥等、蔬菜與水果等，適

合山坡地種植之農作物可與瑞芳地區農會、產銷班或零售業者合作，

打造瑞芳農產品牌。 



17 

 

    近海漁業生產量歷年皆佔新北市一半以上，漁獲以花腹鯖及小管

等為主。漁業主要為深澳漁港、水湳洞漁港、南雅漁港、鼻頭漁港近

岸捕撈，以深澳漁港最大，可停放多達 150 艘漁船，並以棒受網漁

法、延繩釣及休閒娛樂漁業等經營為主。 

(五)工業 

    105年工商普查調查結果，瑞芳區二級產業從業員工數超過 5千

人，以製造業為主要產業。製造業全年生產總額為約 102億，員工超

過 4千人，以金屬製品製造業為主，依序為食品及飼品製造業、機械

設備製造業等。 

    為促進瑞芳二級產業發展，市府規劃瑞芳第二產業園區，吸引

廠商進駐設廠，提供就業機會，發展跨域產業，預計 113年 8月完

成園區核定設置，114年 2月完成全區土地產權取得作業，接續 2

年內完成整體開發。 

(六)觀光產業 

    瑞芳區過往以礦產聞名，以金、銅、銀及煤礦最多。金、銅、

銀產地主要集中金瓜石及九份，煤礦主要集中在大粗坑及小粗坑。

現瑞芳區礦業已成夕陽產業，原礦業人口轉入二、三級產業。 

    依「111年新北市遊客人次統計結果及分析報告」(新北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2023)，水金九地區 110、111年皆超過瑞芳區旅遊人

次 8成，其次為侯硐地區超過瑞芳區旅遊人次 1成。瑞芳區水金九

地區現在已成為熱門的觀光景點，往來車輛與人潮絡繹不絕。金瓜

石與九份在日據時代因淘金而繁華，金瓜石地區有著許多歷史遺跡

及重要文化設施，相關文化設施如黃金博物館，展覽有關金瓜石的

黃金之旅、本山坑道、礦脈展示、採礦器具與相關文物等。金瓜石

的山海美景也吸引眾多觀光客來此駐足，可觀賞基隆山、東海及太

平洋。九份地區則擁有懷舊氣息，如九份老街的獨特街景，著名美

食芋圓等，皆是吸引遊客綜合性因素，但發展觀光的同時，亦產生

如停車空間不足等問題，使居民生活品質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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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敏感災害情形 

(一)風水災害 

    瑞芳區歷經 2001年納莉颱風、2004年納坦颱風、2015年蘇迪

勒颱風、2017年 6月 2日梅雨，曾造成基隆河水位高漲，貨櫃遭暴

漲河水沖走堵住基隆河河道、瑞芳國中全面淹水、黃金博物館受風

災肆虐、瑞八公路及 102縣道淹水坍方、瑞芳火車站後街淹水達膝

高度及明燈路三段平交道鐵軌淹沒等災情。 

(二)土石流災害 

    瑞芳區境內多山坡地，有 25條土石流潛勢溪流，為本市最多，

如有颱風豪雨，應特別注意土石流與坡地災害的防救災工作。大粗

坑地區曾因象神颱風帶來龐大雨量，攔砂壩上游坡地礦渣堆積處崩

塌，阻礙溪水流通並形成堰塞湖，後因潰湖形成土石流，沖毀護

岸、橋梁及民宅約 20戶，侯牡公路及產業道路交通中斷。土石流挾

帶大量泥砂進入侯硐國小，致使教室及宿舍受災，國小停課多日，

日後為避免災害而遷校，另低窪地區受淹水影響。 

    本市瑞芳區災害潛勢地區示意圖如圖 10所示，以土石流、山波

及淹水潛勢為主要災害。 

圖 10  新北市瑞芳區災害潛勢地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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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及戶數成長 

    瑞芳區住戶與人口多分佈於地勢平坦的地區，112 年 11 月總人

口為 37,236人，計有 426鄰，共有 15,991戶。34個里中，以爪峰里

4,026人、新峰里 3,599人等 2里人口最多。 

    本市瑞芳區人口持續減少，應積極發展觀光，辦理相關活動以增

加人口流入。另因應幼年人口減少且老年人口增加，應提升如托育、

提高生育意願、建構醫療、安養及長期照顧等政策能量，以處理少子

化及人口老化課題。 

    瑞芳區人口自 86 年 12 月 50,085 人下降至 112 年 12 月 37,197

人，呈現逐年下滑趨勢，27年共減少 12,888人，平均每年減少約 1%，

另 111 年老年人口為 7,819 人，佔全瑞芳區人口 20.74%，已達聯合

國定義之超高齡社會標準。瑞芳區人口趨勢如圖 11所示。 

圖 11 瑞芳區人口趨勢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2024)，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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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方訪談成果 

    本研究 112年 5月至 8月訪談地方民代、里長、區公所等單位，

訪談情形如圖 12，經彙整地方關心議題，分為居住、都市縫合、產業

發展、觀光發展、交通、公共設施及環境保育等面向，以下分項說明。 

圖 12  本市瑞芳區龍山里訪談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居住面向 

    老舊建物在重建、改建過程當中，因無較高發展強度及獎勵，致

使民眾重建、改建意願低。另有部分地區早期居民開墾土地時未訂定

契約，多以共有股份方式及代表人制度開發，造成現產權爭議，無法

順 利 整 合 。 另 早 期 瑞 芳 以 礦 業 發 展 為 主 ， 於 礦 區                                                    

周邊興建礦工宿舍，部分居民僅有建物所有權，土地則為礦業公司如

臺陽及臺金所有，因土地建物產權複雜，致重建、改建或修繕產生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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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縫合面向 

    瑞芳四腳亭地區緊鄰基隆暖暖地區，因四腳亭地區為非都市地區，

未如暖暖（碇內）地區為都市計畫地區，使二者生活環境具有差異。

瑞芳四腳亭居民為享有公共服務(如教育)，將戶籍遷入基隆市，造成

人口外流現象。另瑞芳區爪峯里、新峰里為瑞芳人口最多區域，其發

展密集，建議通盤考量周邊居住、公共設施供給需求，評估處理策略。 

三、產業發展面向 

    瑞芳產業用地主要集中於臺 2丁線及瑞芳都市計畫區西側，如瑞

芳工業區、永聯物流共和國等大型產業園區。經盤點瑞芳區運輸倉儲

業及製造業分布，瑞芳區運輸及倉儲業共 67 家，瑞芳區製造業共有

119家，大多坐落於四腳亭地區及瑞芳都市計畫區其間範圍，已有產

業群聚現象。 

四、觀光發展面向 

    瑞芳區為觀光產業重鎮，建議將黃金、煤礦、海岸線、自然環境

等納入觀光產業規劃，如瑞芳區過往以金、煤礦業歷史為特色，期望

能以金、煤礦歷史進行規劃，引入商業活動行為，帶動地方發展。 

    瑞芳區沿海風景優美，有許多浮潛、潛水、獨木舟之遊客，因海

上活動區域與漁港航道重疊，建議劃設特定區域做為區隔。瑞芳海岸

線為本市重要自然觀光景點，其中深澳灣位瑞芳區北側，橫跨深澳里、

瑞濱里、海濱里，當地觀光資源如象鼻岩及蕈狀岩為難得自然海岸景

觀，應加強海岸線景點間串聯帶狀觀光活動或商業行為之連結性。113

年 12月 16日，象鼻岩疑似因自然風化、海水長期沖蝕及自然風化等

因素，導致象鼻斷裂落海，使深澳灣損失一個自然觀光景點資源。 

五、交通面向 

    四腳亭地區道路狹小，導致大型公車行經時，大埔路車輛無法通

行，建議四腳亭公車改採中小型巴士。吉慶里對外交通不易，除臺鐵

四腳亭車站，需仰賴公車提供服務，希望提升運輸能量。四腳亭砲臺

為市定古蹟，目前每日僅有 2班免費接駁，期望增加班次，提振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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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設施面向 

    瑞芳區非都市土地約 6,500公頃，有缺乏公設、居住品質需提升

等課題，建議相關公共設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補足如公園綠地、

遊憩、道路、停車、市場、活動中心、長照、公廁…等公共服務需求。

以下進行說明。 

（一）停車空間 

    瑞芳區長期面臨停車空間不足課題，建議於其相關學校評估興建

地下停車場可行性，提供在地及觀光停車空間。海岸線景點、漁港、

九份地區周邊停車空間缺乏，建議規劃停車場或觀光推展中心。 

（二）道路開闢 

    瑞芳區長期以來缺乏停車空間，民眾多將車輛停放在巷弄兩側，

進而導致交通壅塞及消防困難。如金瓜石道路狹小，客運及遊覽車會

車無法雙向通行，假日小型車大量湧入，導致回堵嚴重。另侯硐車站

後方聚落道路寬度不足，地方期望開闢聯外道路，讓消防及救護車輛

通行，亦供民眾日常通行使用。 

（三）活動中心 

    瑞芳區濂新里當地缺乏活動空間，瑞芳區吉慶里未設活動中心，

里內各式活動多利用吉安宮廟埕空間。新山里活動中心非屬合法建物，

因此無法申請長照 2.0服務據點。新峰里內無里民活動中心，現與爪

峰里共用活動中心，期望能協助增加擴充公共活動空間。鼻頭里無活

動中心，無法推動長期照護，期望協助尋找適合場域設置。 

（四）遊憩空間及公廁 

    瑞芳都市計畫地區缺乏公園綠地、涼亭等公共設施，應尋找適當

空間予以補足，增加市民生活品質。另九份、金瓜石地區觀光景點多

缺乏公廁；基隆河左岸已有步道設施，目前缺乏如涼亭、公廁等設施。 

七、環境保育面向 

    瑞芳區之山崩與地滑敏感區約占全區 1/3面積，如現今水湳洞、

金瓜石、九份地區及侯硐車站周邊等位屬人口集居地區。瑞芳區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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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山坡地範圍， 111年 1月經行政院核定劃出四腳亭車站周邊、

瑞芳車站周邊及𫙮魚里周邊地區 61.2公頃為非山坡地。 

    瑞芳區過往曾為金、煤礦之重要產地，目前仍留有如礦坑、礦場

及運送隧道等採礦遺跡，其地質較脆弱，如相關開發行為位於前開區

位，於規劃時應考量坡地災害影響。另暴雨淹水潛勢區主要位於都計

區內，另東北角沿岸過去曾因海水倒灌致災，臺 2線完工後，已少有

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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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瑞芳鄉村地區課題彙整 

    經基礎資料及訪談分析結果，本市瑞芳區面臨課題及其分布區位，

在四腳亭地區、三爪子坑地區、水金九地區、侯硐及三貂嶺地區與海

岸線地區等，其課題包含居住、公設、產業、觀光、交通及環境保育

等面向，彙整如圖 13所示。 

圖 13  瑞芳區鄉村地區課題分布區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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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瑞芳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 

第一節 初步空間策略研析 

    經基礎資料蒐集、地方訪談分析及課題彙整結果，本研究因地制

宜提出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補足地方公共設施需求及環境保育兼

顧觀光遊憩等 3項初步空間規劃策略，後續於民眾有意願且凝聚共識

之前提下，再辦理法定計畫，如下說明。 

一、透過空間發展規劃指認區域，分別另訂所適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一）居住面向 

    瑞芳鄉村地區面臨老舊房屋需進行重建、改建及修繕課題，其涉

及土地建物所有權及建管問題，建議在保障既有居住合法權益之前提

下，建議先指認瑞芳區空間指導原則，於各分區套疊環境敏感地區，

並考量交通、地用等容受力條件後，確認適宜居住之土地使用區位。 

    後續就重點人口集居地區，就土地使用、建築物等不同類型，參

照原臺北縣瑞芳風景特定區建築景觀管理辦法，就適宜居住發展區位，

訂定機制及景觀規範等，使原有合法建築物，可評估進行重建、改建

及修繕，以維護鄉村地區景觀風貌及山河海自然景觀資源。  

    短期先蒐集分析瑞芳地區如四腳亭、瑞芳都市計畫區周邊及水金

九之土地建物權利情形及議題，確認優先辦理改建、重建及修繕的人

口集居地區及分類適用方式。後續訂定老舊窳陋定義及重建、改建及

修繕機制，如適用範圍、申請程序、開發強度、景觀設計規範及相關

誘因，使人口集居地區民眾可進行建物基礎修繕，維持居住品質。 

此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納入韌性調適規劃為未來發展方向，建

議蒐集瑞芳區活動斷層、土石流潛勢溪流及地質敏感區如順向坡、地

滑等災害潛勢區位資訊，並結合現行法規，評估劃定易受災及禁限建

區位。後續透過套疊災害潛勢地區及居住行為區位，檢討居住區位，

逐步引導相關住戶或人為活動，遷移至較安全之既有發展區位或人口

集居地區，並提升法定空地透水率與綠地建置，增加環境容受力，檢

討災害潛勢地區脆弱度，並透過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方式訂定發展

強度，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概念，

提升當地居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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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光及產業面向 

    瑞芳區具有傳統製造業、物流業等在地產業，並沿襲礦業文化資

產與自然景觀風貌，為國際級觀光地區，應考量其相關用地及因地制

宜之土地使用需求，以促進在地產業及觀光發展。 

    瑞芳風景特定區之餐飲及民宿等商業使用，可由觀光主管機關評

估觀光政策、交通、環境敏感區等相關區位條件，提出適宜發展觀光

範圍及總量規劃。涉及土地使用部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可評估以另

訂土地使用管制原則方式，增列相關容許使用項目，以輔導如水金九、

侯硐及三貂嶺地區之觀光產業土地使用需求。 

二、配合空間發展規劃，強化地方公共設施類型 

（一）居住區域所需公設 

    為滿足地方居住公共設施需求，短期可先行訂定退縮規範、鼓勵

民眾申請私人停車場，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盤點相關公共設施需求

及現有公私有閒置土地與建物空間，以建置提供公共服務如公園綠地、

道路（人行道）、停車場所及活動中心；或評估適宜區位，編列經費

開闢公共設施。另建議可先行盤點適當公有閒置土地土地進行簡易綠

美化，除增加透保水面積或加值做為人口集居地區遊憩空間使用外，

並做為後續公共設施及服務儲備空間。 

    另瑞芳區除瑞芳都市計畫區及東北角風景特定區計畫外，大部分

位屬非都市土地，如四腳亭地區及三爪子坑地區等人口集居地區，其

人口密度高，缺乏公共設施如道、停車場、市場、公園綠地等空間規

劃，應補足公共設施服務需求，依中央政策指導，後續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可評估透過使用許可、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等開發方式取得公共設

施用地，以下說明策略內容。 

  1.使用許可 

    114年 5月國土功能分區發布後，如開發規模達一定門檻，將以

使用許可方式，經國土審議會審議同意後始得開發，須當地民眾具有

共識並整合後向政府申請。目前瑞芳四腳亭地區及瑞芳都市計畫區東

南側三爪子坑地區，多為住宅使用，已開闢完成，缺乏完善系統性之

公共設施規劃。後續可以閭鄰單元如既有街廓為基準之小型使用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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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配置公共設施及道路用地，以改善現有居住環境，惟目前尚無

法適用。 

  2.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適用於農村再生社區，現階段可用於三安社區，

其餘社區須先進行培根課程方可適用，惟須考量環境條件及地主意願。

內政部地政司刻正與國土管理署及農業部等機關研議國土計畫或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指定範圍，後續可適用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惟相關重

劃經費需由地方政府自籌辦理，地政司刻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

勘選作業要點修法前置作業。 

  3.其他方案 

    為儘速改善居住環境，補足居住面向公共設施服務需求，其他方

案包括盤點在地團體、學校閒置土地及建物空間，設置公共服務據點

如活動中心、長照、停車空間及公廁等，先行提供地方所需公共服務

空間，並可採垂直複合式使用，以節約土地空間。如經公共設施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評估相關區位條件適合，僅土地使用項目需調整以符土

管者，現階段即可循法定程序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編列經費開闢使

用；或後續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事業支持下，於適當土地建物範

圍，評估以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因地制宜增列容許使用項目及附

帶條件，以補足公共設施需求。 

（二）觀光及產業區域不足之服務設施 

    瑞芳區沿襲過往礦業文化資產與自然景觀風貌，為本市重要觀光

地區，因大量遊客到訪，導致相關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不足情形。因此，

可鼓勵當地產業於轉型時，併同合作規劃提供當地缺乏之公共設施及

服務，提供遊憩空間、停車空間等，如瑞芳水金九創新園區地方創生

事業提供之新九號停車場、瑞三礦業整煤廠、黃金博物館、台陽停車

場提供之停車空間等，除滿足觀光需求外，另可做為相關大眾運輸工

具之轉乘接駁空間，減少整體交通旅次，降低交通堵塞情形。 

    另經盤點瑞芳區產業分布情況、廠商數量、從業員工人數、生產

總額、產業用地分布情況及使用率，瞭解瑞芳區產業發展狀況及未來

發展趨勢，推動建置瑞芳第二產業園區，並可提供相關公共設施。於

後續產業園區開發完成後，如經分析仍有一、二、三級產業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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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續評估以國土計畫通盤檢討將未來發展地區如瑞芳都市計畫周邊、

瑞芳工業區周邊及𫙮魚坑等地區檢討變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3類，

視實際需要規劃提供相關住商、產業及公共設施用地。 

三、環境保育兼顧觀光遊憩 

（一）自然景觀及觀光文史景點保育 

    瑞芳具豐富山河海自然資源，以及早期礦業文化遺留文史空間，

目前在保育的同時，應兼顧觀光遊憩使用，併同推廣環境教育並彰顯

文史價值，如自然海岸地形、九份老街發展脈絡及黃金博物館礦業歷

史等觀光標的。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可透過部門計畫協調平臺方式，將相關部門課

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處理。如在海域遊憩部分，經瞭解瑞芳區

海岸線浮潛、潛水以及獨木舟遊憩活動區域，為避免水上活動意外，

透過平臺方式，由市府觀光旅遊局與東北角風景特定區管理處及市府

漁業處等機關進行協調，並依海域遊憩活動相關法規，視水域環境及

資源條件，訂定水域遊憩活動範圍。 

（二）建置低碳交通休憩服務 

    氣候變遷導致全球暖化、氣候災害頻傳，淨零碳及低碳旅遊已成

世界趨勢，如何在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內納入零碳思維，亦為本研究關

注內容。瑞芳區觀光活動發達，大量遊客至瑞芳地區旅遊，假日期間

私人運具造成道路壅塞。在道路容量及停車空間不足情形下，採取相

關交通管制措施及鼓勵使用低碳運具，成為低碳旅遊之重要策略方式。 

    有關交通管制做法，市府交通局已於假日期間實施瑞芳金九地區

假日交通管制計畫，如限制小客車通行之 A 級及雙 A 級交通管制(新

北市政府，2023)，該計畫規劃於假日固定時段，除接駁公車、當地

民眾、民宿旅客、緊急救難車輛及特殊婚喪喜慶車輛等必要車輛外，

其他遊覽車及小客車一律管制上山，以降低私人運具使用，減少假日

尖峰壅塞情形。建議後續可研議相關低碳運具接駁方式，並整合各項

交通工具，提升地區接駁能量。  

    另北海岸地區刻由交通部公路總局「北海岸及東北角地區建置自

行車專用道可行性評估委託服務工作案」規劃補助自深澳至濂洞自行

車道，預計 113年完成研究，後續將補助自行車道建置事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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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結合鐵道自行車、公路客運等低碳運具及相關接駁規劃，串聯北海

岸沿線及水金九觀光景點之交通運輸。 

    為降低旅遊活動運具碳排放，提升旅遊品質，建議短期可鼓勵旅

客使用低碳運具，並請交通主管機關提高大眾運輸班次及接駁能量，

結合自行車道建置、鐵道自行車、公路客運及低碳大眾運輸套票補助

機制，整合區域觀光交通票卷，以便捷交通方式串聯北海岸及水金九

觀光景點，建置低碳休閒遊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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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論與建議 

瑞芳區依其歷史發展脈絡，在空間分布上有其不同屬性，如居住

密集的四腳亭地區、具觀光轉運功能的瑞芳車站、觀光發展的水金九

地區、侯硐貓村、三貂嶺步道及深澳等海岸地區，有各自不同課題。 

經基礎資料分析及地方訪談後，本研究初步提出瑞芳區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空間策略，並在保障既有居住合法權益、補足公共設施服務

需求、促進產業及觀光發展、維護鄉村地區景觀風貌、金煤礦業文化

保存加值、環境保育提升鄉村韌性等原則下，研析空間發展策略。 

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結論及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本研究以瑞芳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研析

如瑞芳車站周邊、四腳亭地區及水金九地區鄉村地區為研究範

圍，結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現有政策工具，並導入以自然

為本的解決方案(Nbs)，如增加綠化透水面積、檢討災害潛勢地

區脆弱度及發展強度、鼓勵綠色旅遊及使用大眾運輸等。經考

量發展總量、容受力及交通服務水準後，就居住、公共設施、

產業、觀光、交通及環境保育等面向課題，提出如因地制宜另

訂土管、補足公共設施需求及環境保育兼顧觀光遊憩等初步空

間發展策略，以處理瑞芳鄉村地區發展議題。 

（二）本研究初擬之空間發展策略，後續仍須與地方民眾溝通，納入

相關民眾參與機制，如工作坊、說明會及焦點座談等方式，將

民意納入政策研訂參考，瞭解民眾對於整體規劃如使用許可等

開發方式之參與意願，以利後續策略可行性評估。同時，應納

入國土計畫成長管理計畫研析，提出空間面向處理原則，處理

瑞芳鄉村地區的空間發展需求，並於民眾有意願且凝聚共識後，

再辦理法定計畫，以達市民安居樂業的目標。 

（三）鄉村地區空間議題複雜，非單一機關可處理，本研究所提策略

涉及各相關機關部門計畫，須透過不同機關之協調合作，爰應

建立相關議題工作圈，以協調相關議題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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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一）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目前政策規劃，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政策

工具包含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部門計

畫協調平臺等。其可規劃運用之開發方式包括使用許可、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等，惟該二開發方式目前尚未能適用，後續尚待

民眾意願調查及閭鄰單元細部規劃以驗證其可行性。 

（二）建議後續可選定示範地區，如四腳亭或三爪子坑等非都市人口

密集地區，以聚落規劃方式，將地區公共設施需求及相關空間

議題納入土地使用計畫評估，並透過工作坊或其他適當形式徵

詢民眾意願及各機關政策配合情形，作為瑞芳區鄉村地區後續

實質空間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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