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 2012 年 12 月 12 日預告修正「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其

原始修正目的乃是因監察院對於台灣農地因農委會政策無法跟上時

代潮流腳步，造成農田急速流失。但農委會並未能完全掌握造成此現

象的「病灶」癥結所在，造成民怨四起。依內政部營建署在 2012 年

12 月 12 日此次修正公告的內容時施，勢必造成全體農民反彈，且在

沒多久的未來仍會再次受到監察院的糾正彈劾，理由很簡單：農田並

不因此次修正而逐漸改善農田流失的情況，反而會因為申請農舍及相

關設施流程瑣碎、曠日廢時，倒時會造成在農地上產生一大堆違規建

造與違規使用的普羅現象。

針對上述情形，要落實「農業發展條例」的精神，是要重新制定

「新精神」的「農業用地與興建農舍辦法」而不是此次閉門造車似修

正得「雜亂無章」的內容，將造成各部門無所適從，包括基層農業單

位不知道該如何認定核發、基層建管單位更是無法認應農舍興建的面

積與總樓地板面積的問題，農民將會因行政流程過於瑣碎與約束，將

無法依農委會原意可自行申請農舍，在建築專業領域上，現行執業的

開業建築師對於現行「農舍」、「農業使用註明」、「確無農舍」、「水土

保持」…等諸多繁文縟節的條文，已約有七、八成以上的開業建築師

都無法熟稔，更遑說幾乎缺乏專業的農民，哪能順利且快速的申請所

需之農舍與農業設施的建造執照與使用執照。

本次預告修正的「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其主要的癥結點在：

1、依農業發展條例的精神，台灣的農舍是以集村農舍為主，

自用農舍為輔，但於民國 89 年實施至今，除宜蘭、桃園、

新竹等「非農業縣」曾申請集村農舍外，其餘各以農業為

主之縣市反而不曾申請過集村農舍，反而全部通通以自用

農舍方式申請。揆諸此一現象就可明顯了解現行的「農業

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2、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農舍及農業設施等相關規定在條文



第 18 條中明定：農舍建蔽率、容積率、最大基層面積與

總樓地板面積之認定是依內政部營建署所擬定的，都市

計畫法及其相關細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則，區

域計劃法及其細則…等規範其建蔽率與容積率再依「建

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來管控其對「建築面積」、「總

樓地板」得技術認定，但在 2012 年 12 月 12 日預告修正

的「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是由農委會與營建署自創

的「農業用地面積」來管控「建蔽率」，對農舍興建須依

據「建築技術規則」「陽台須自基地退縮 1m 以上得以興

建」，農舍須距離基地 1m 以上方可開窗，1.5m 以下須使

用 1 小時防火時效窗戶，3m 以下（1.5m 以上）須檢討開

上小於 3m2或須 0.5 小時防火時效內窗，對於未來申請農

舍須先檢討 9/10 農地的經營方式及保留農地須「完整坵

塊」的限制，碰上興建農舍必須遵守的「建築技術規則」，

容許的陽台面積，為塑造農村風貌的雨遮、雨庇、屋簷

等，及開窗須退縮 1m 以上的限制，未來該如將「農舍」

及「農業舍施」配置在「農舍用地面積」上，將是一項

艱困複雜的工作。

3、所謂「政府不與農民爭利」，其精神在於保護弱勢的人民

權利，但是在未來農舍放流水至灌排系統時，將對農民

增加無謂的行政流程與實質的金錢負擔。在台灣主要的

各農業縣市之農業用地，政府大都已進行完成「農地重

劃」，對於「農地重劃」過程中，每公頃農地，農民已負

擔 0.15~0.18 公頃，因公共設施（農路及灌排系統）所損

失的面積，卻因「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第二

十一點的規定，強制農戶申請農舍時應將已符合要求「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准的污水處理設施排放水進入灌排



系統時，須經該管（水利會）及水利主管機關核准，明

影顯示政府部門間各司其職，各行其事，「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水利局」、「社團法人水利會」各彈各的調，要

農民如何調適呢？

4、農業用地是隨機散佈在平地、山坡地、近市區、偏遠地，

有些地區已有政府興建完整的道路及水利設施，有些地

區未獲政府的關愛，尚未闢築道路及灌排等水利設施。

在本次修正中特別規定未來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應

指示（定）建築線或臨接通道，在現實現況，不管在山

上或海邊或偏遠的縣市農地經常只有田沒有路的窘境，

未來申請興建農舍時勢必無法臨接政府已闢建完成的道

路，經過其他不同人的土地方能到達的農地要申請興建

農舍，未來將是另一個困難的課題。

5、為確保居家住宅的安全「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山坡地各

坵塊之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者，不得興建房屋，但

在此次修正條文中規定卻自創「農業用地屬山坡地、各

坵塊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者，不得計入『興建農舍

用地』面積計算」，其實真正的山坡地現況為超過百分之

三十以上之地方大多種植樹木涵養水土，種植適當生產

的農作物，平坦地方可供建築，人民擁有土地支配的權

利，受到政府無理由的限制，亦是另一不合理的要點。

6、集村農舍的出發點是要節省農地的消耗及節省政府對公

共設施的負擔，集村農舍的集村規模限制最少須 10 棟以

上市背離農民生活的操作方式，而應鼓勵農民之子孫（兄

弟）及左鄰右舍的農田有彈性的方式來興建集村農舍，

而不必強制 10 棟以上方可，而須考量地方特性、區域特

質、鼓勵興建能創造新城市風貌的集村農舍。



7、在本次預告修正版本中也有值得為農委會對未來管控農

舍給予最大喝采的，包括○1 農舍最小興建面積與分期興

建的概念，農舍是針對確實有居住需求的農民而制定，

執行方向應鼓勵農民多用心在興建自己的生活環境，政

府也不要強調農舍為「豪宅」來認定其為假農民，反而

要對申請「一坪農舍」之假農民給予「當頭棒喝」，也同

時可避免利用「假農民」的身份炒作台灣的農業環境。○2

規定取得農舍建照執照或使用執照後，五年內不予許可

再興建農舍，這是一個出發點蘊藏非常善良的美意，但

也不要堅持不予再許可，假若農民原始係因臨時需求而

以最簡單「遮風避雨」的方式申請興建農舍，倒可以在

原地點有機會再將自己居住的農舍重新修造或重新拆除

再造，如此方可造成台灣有如「日本」與「歐洲」的田

園風貌，同時可帶給農民更多的「觀光」利益。

8、政府提供所謂的「符合城鄉風貌及建築景觀之農村標準

圖樣」為減輕農民申請興建農舍的經濟負擔為一項美

意，但揆諸現行政府法令在平面有 3m2、高度 10cm 以上

之誤差就不再為地方政府認定為標準圖，更何況各農戶

的需求跟農戶的居住成員規模及經營方式而有極大的差

異，政府單位根本不需要去制定所謂的「農舍標準圖

樣」，而讓農民自己尋合宜的人協助其規劃及設計，並能

在寬裕的時間及經濟範圍內，逐步興建自己的居住農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