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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落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依臺北市都
市計畫施行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一條之一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並得委任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執行。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 住宅：含一個以上相連之居室及非居室建築物，有臥室、廁所等實際
供居住使用之空間，並有單獨出入口，可供進出者。

二 基地線：建築基地範圍之界線。
三 前面基地線：基地臨接較寬道路之境界線。但屬於角地，其基地深度
不合規定且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者，不限臨接較寬道路之境界線。
另基地長、寬比超過二比一者，亦可轉向認定前面基地線。

四 後面基地線：基地線與前面基地線不相交且其延長線與前面基地線（
或其延長線）形成之內角未滿四十五度者，內角在四十五度以上時，
以四十五度線為準。

五 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不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六 角地：位於二條以上交叉道路口之基地。
七 基地深度：
（一）平均深度：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離。
（二）最小深度：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最小水平距離。

八 基地寬度：
（一）平均寬度：同一基地內兩側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離。
（二）最小寬度：同一基地內兩側面基地線間之最小水平距離。

九 庭院：一宗建築基地上，非屬建築面積之空地。
十 前院：沿前面基地線留設之庭院。
十一 後院：沿後面基地線留設之庭院。
十二 側院：沿側面基地線留設而不屬前院或後院之庭院。
十三 前院深度：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前院平均水

平距離。
十四 後院深度：建築物後牆或後柱中心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後院平均水

平距離。
十五 側院寬度：建築物側牆或側柱中心線與該側面基地線間之側院平均

水平距離。
十六 建築物高度比：建築物各部分高度與自各該部分起量至面前道路對

側道路境界線之最小水平距離之比。建築物不計入建築物高度者及
不計入建築面積之陽台、屋簷、雨遮等，得不受建築物高度比之限
制。

十七 後院深度比：建築物各部分至後面基地線之最小水平距離，與各該
部分高度之比。建築物不計入建築物高度者與不計入建築面積之陽
台、屋簷、雨遮等及後面基地線為道路境界線者，得不受後院深度



比之限制。
十八 停車空間：道路外供停放汽車或其他車輛之空間。
十九 裝卸位：道路外供貨車裝卸貨物之場所。
二十 道路中心線：連接道路橫斷面中心點所成之線。
二十一 鄰幢間隔：一宗基地內，相鄰二幢建築物，其外牆或外柱中心線

間（不含突出樓梯間部分）之最小水平距離。但陽台、屋簷、雨
遮等自外緣起算一‧五公尺範圍內及屋頂突出物、樓梯間得計入
鄰幢間隔之寬度計算。相鄰二幢建築物間，相對部分之外牆面，
設置有主要出入口或共同出入口者，其間隔應符合前後鄰幢間隔
之規定，餘應符合二端鄰幢間隔之規定。但其相鄰部分之外牆面
均無門牆或其他類似開口者，法令如無特別規定，得不受二端鄰
幢間隔之限制。

二十二 使用組：為土地及建築物各種相容或相同之使用彙成之組別。
二十三 不合規定之使用：自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或修正公布之日起，形

成不合本自治條例規定之使用者。
二十四 不合規定之基地：自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或修正公布之日起，形

成不合本自治條例規定最小面積或最小深度、寬度之基地。
二十五 不合規定之建築物：自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或修正公布之日起，

形成不合本自治條例規定建蔽率、容積率、庭院等之建築物。
二十六 附條件允許使用：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須符合市政府訂定之標

準始得使用者。
二十七 工業大樓：專供特定工業組別使用，符合規定條件，並且具有共

同設備之四層以上建築物。
二十八 策略性產業，指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資訊服務業。
（二）產品設計業。
（三）機械設備租賃業。
（四）產品展示、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五）文化藝術工作室（三六０平方公尺以上者）。
（六）劇場、舞蹈表演場。
（七）剪接錄音工作室。
（八）電影電視攝製及發行業。

二十九 最小淨寬（深）度：依建築技術規則有關防火間隔之定義辦理。

第二條之一
面積一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下不規則基地之建築物已自前、後面基地線各退
縮達四公尺以上者，免再受建築物高度比及後院深度比之限制。

第 三 條
本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劃定下列使用分區：
一 住宅區：
（一）第一種住宅區。
（二）第二種住宅區。
（三）第二之一種住宅區。
（四）第二之二種住宅區。
（五）第三種住宅區。
（六）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七）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八）第四種住宅區。



（九）第四之一種住宅區。
二 商業區：
（一）第一種商業區。
（二）第二種商業區。
（三）第三種商業區。
（四）第四種商業區。

三 工業區：
（一）第二種工業區。
（二）第三種工業區。

四 行政區。
五 文教區。
六 風景區。
七 農業區。
八 保護區。
九 河川區。
十 保存區。
十一 特定專用區。
前項各使用分區得視需要，依都市計畫程序增減之。

第 四 條
前條各使用分區劃定之目的如下：
一 第一種住宅區：為維護最高之實質居住環境水準，專供建築獨立或雙
併住宅為主，維持最低之人口密度與建築密度，並防止非住宅使用而
劃定之住宅區。

二 第二種住宅區：為維護較高之實質居住環境水準，供設置各式住宅及
日常用品零售業或服務業等使用，維持中等之人口密度與建築密度，
並防止工業與稍具規模之商業等使用而劃定之住宅區。

三 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第二之二種住宅區：第二種住宅區內面臨較寬之
道路，臨接或面前道路對側有公園、廣場、綠地、河川等，而經由都
市計畫程序之劃定，其容積率得酌予提高，並維持原使用管制之地區
。

四 第三種住宅區：為維護中等之實質居住環境水準，供設置各式住宅及
一般零售業等使用，維持稍高之人口密度與建築密度，並防止工業與
較具規模之商業等使用而劃定之住宅區。

五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第三種住宅區內面臨較寬之
道路，臨接或面前道路對側有公園、廣場、綠地、河川等，而經由都
市計畫程序之劃定，其容積率得酌予提高，使用管制部分有別於第三
種住宅區之地區。

六 第四種住宅區：為維護基本之實質居住環境水準，供設置各式住宅及
公害最輕微之輕工業與一般零售業等使用，並防止一般大規模之工業
與商業等使用而劃定之住宅區。

七 第四之一種住宅區：第四種住宅區內面臨較寬之道路，臨接或面前道
路對側有公園、廣場、綠地、河川等，而經由都市計畫程序之劃定，
其容積率得酌予提高，使用管制部分有別於第四種住宅區之地區。

八 第一種商業區：為供住宅區日常生活所需之零售業、服務業及其有關
商業活動之使用而劃定之商業區。

九 第二種商業區：為供住宅區與地區性之零售業、服務業及其有關商業
活動之使用而劃定之商業區。

十 第三種商業區：為供地區性之零售業、服務業、娛樂業、批發業及其
有關商業活動之使用而劃定之商業區。



十一 第四種商業區：為供全市、區域及臺灣地區之主要商業、專門性服
務業、大規模零售業、專門性零售業、娛樂業及其有關商業活動之
使用而劃定之商業區。

十二 第二種工業區：以供外部環境影響程度中等工業之使用為主，維持
適度之實質工作環境水準，使此類工業對周圍環境之不良影響減至
最小，並容納支援工業之相關使用項目而劃定之分區。

十三 第三種工業區：以供外部環境影響程度輕微工業之使用為主，維持
稍高之實質工作環境水準，使此類工業對周圍環境之不良影響減至
最小，減少居住與工作場所間之距離，並容納支援工業之相關使用
項目而劃定之分區。

十四 行政區：為發揮行政機關、公共建築等之功能，便利各機關間之連
繫，並增進其莊嚴寧靜氣氛而劃定之分區。

十五 文教區：為促進非里鄰性文化教育之發展，並維護其寧靜環境而劃
定之分區。

十六 風景區：為保育及開發自然風景而劃定之分區。
十七 農業區：為保持農業生產而劃定之分區。
十八 保護區：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及保護生態功能而

劃定之分區。
十九 河川區：為保護水道防止洪泛損害而劃定之分區。
二十 保存區：為維護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築物並

保全其環境景觀而劃定之分區。
二十一 特定專用區：為特定目的而劃定之分區。

第 五 條
本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依其性質、用途、規模，訂定
之組別及使用項目如附表。

第二章 住宅區

第 六 條
在第一種住宅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 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三）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四）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五）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六）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二 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二組：多戶住宅。
（二）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三）第五組：教育設施之（一）小學。
（四）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五）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但不包括（十）加油站、液化石油

氣汽車加氣站。
（六）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七）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八）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九）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第 七 條
在第二種住宅區、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第二之二種住宅區內得為下列規定
之使用：
一 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四）第五組：教育設施。
（五）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六）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七）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八）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九）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二 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二）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三）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但不包括（十）加油站、液化石油

氣汽車加氣站。
（四）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五）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六）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七）第十八組：零售市場。
（八）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九）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
（十）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十一）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

用合作社、（三）農會信用部。
（十二）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十三）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第 八 條
在第三種住宅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 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第三組：寄宿住宅。
（四）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五）第五組：教育設施。
（六）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七）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八）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九）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十）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十一）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十二）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二 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但不包括（十）加油站、液化石油

氣汽車加氣站。



（二）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三）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四）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五）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六）第十八組：零售市場。
（七）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八）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之（五）科學儀器、（六）打字機

及其他事業用機器、（七）度量衡器。但不包括汽車里程計費
表、（八）瓦斯爐、熱水器及其廚具、（九）家具、寢具、木
器、藤器、（十）玻璃及鏡框、（十一）手工藝品、祭祀用品
及佛具香燭用品、（十二）電視遊樂器及其軟體、（十三）資
訊器材及週邊設備。

（九）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十）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
（十一）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二）獸醫診療機構、（四）運

動訓練班（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下者）、（十
三）機車修理及機車排氣檢定、（十七）視障按摩業、（十
九）寵物美容、（二十）寵物寄養。

（十二）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
（十三）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十四）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

用合作社、（三）農會信用部、（五）信託投資業、（六）
保險業。

（十五）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二）國術館、柔道館、跆拳道
館、空手道館、劍道館及拳擊、舉重等教練場所、健身房、
韻律房。

（十六）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三）旅遊業辦事處、（
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十七）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十八）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十九）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二十）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微之工業。

第八條之一
在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第三之二種住宅區內得為第三種住宅區規定及下列
規定之使用：
一 允許使用
（一）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二）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二 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二）第二十二組：餐飲業。
（三）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但不包括（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
（四）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五）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之（十二）資訊休閒業。
（六）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
（七）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第 九 條
在第四種住宅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 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第三組：寄宿住宅。
（四）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五）第五組：教育設施。
（六）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七）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八）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九）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十）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十一）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十二）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十三）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十四）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二 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但不包括（十）加油站、液化石油

氣汽車加氣站。
（二）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三）第十八組：零售市場。
（四）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五）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六）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七）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
（八）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但不包括（十四）汽車保養所及洗

車、（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九）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
（十）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十一）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

用合作社、（三）農會信用部、（五）信託投資業、（六）
保險業。

（十二）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
（十三）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三）旅遊業辦事處、（

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十四）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十五）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十六）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十七）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微之工業。
（十八）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第九條之一
在第四之一種住宅區內得為第四種住宅區規定及下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二十二組：餐飲業。
二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但不包括（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三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四 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之（十二）資訊休閒業。
五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
六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第九條之二
（刪除）

第 十 條
住宅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住宅區種別 建蔽率 容 積 率

第一種 三０％ 六０％

第二種 三五％ 一二０％

第三種 四五％ 二二五％

第四種 五０％ 三００％

前項建築物面臨三十公尺以上之道路，臨接或面前道路對側有河川，於不 妨礙公共交通、衛
生、安全，且創造優美景觀循都市計畫程序劃定者，容 積率得酌予提高。但不得超過下表規
定：

住宅區種別 容 積 率

第二之一種 一六０％

第二之二種 二二五％

第三之一種 三００％

第三之二種 四００％

第四之一種 四００％

依第二項規定且於都市計畫圖上已標示為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第二之二種 住宅區、第三之一種
住宅區、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第四之一種住宅區之地 區，建築基地臨接道路面寬在十六公尺以
下者，其容積率仍應依第一項規 定辦理。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建蔽率而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
樓地板面積建築者， 其建蔽率放寬如下： 一 第二種住宅區，建蔽率四０％。 二 第三種住
宅區，建蔽率五０％。 三 第四種住宅區，建蔽率六０％。
第 十一 條
住宅區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一．五。

第十一條之一
第一種住宅區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三層樓及十．五公尺，第二種住宅區
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五層樓及一七．五公尺。但屋齡超過三十年之建築
物，非屬山坡地且無地質災害之虞，依法辦理都市更新者，得循都市計
畫程序辦理。

第 十二 條
住宅區建築基地臨接或面前道路對側有公園、綠地、廣場、河川、體育場
、兒童遊樂場、綠帶、計畫水溝、平面式停車場、河川區、湖泊、水堰或
其他類似空地者。其建築物高度比之計算，得將該等寬度計入。

第 十三 條
住宅區內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其高度比之計算如下：
一 基地臨接最寬道路境界線深進其路寬二倍且未逾三十公尺範圍內之部
分，以最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計算。

二 前款範圍外之基地，建築基地面積在 500平方公尺以下者，以其他道
路中心線各深進十一公尺範圍內；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500平方公尺者



，以其他道路中心線各深進十二公尺範圍內，自次寬道路境界線深進
其路寬二倍且未逾三十公尺，以次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計算，並依此
類推。

三 前二款範圍外之基地，以最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計算。
四 基地臨接計畫圓環，以交會於圓環之最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計算。

第 十四 條
住宅區內建築物須設置前院，其深度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最小淨深度不 得小於一．五公尺。

住宅區種別 深度（公尺）

第一種 六

第二種 五

第二之一種 五

第二之二種 五

第三種 三

第三之一種 三

第三之二種 三

第四種 三

第四之一種 三

第 十五 條
住宅區內建築物須設置後院，其深度及深度比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其最 小淨深度不得小於
一‧五公尺。但自建築基地後面基地線超過深度五公尺 範圍部分，不受後院深度比之限制：

住宅區種別 深度（公尺） 深度比

第一種 三．０ ０．六

第二種 三．０ ０．四

第二之一種 三．０ ０．三

第二之二種 三．０ ０．三

第三種 二．五 ０．二五

第三之一種 二．五 ０．二五

第三之二種 二．五 ０．二五

第四種 二．五 ０．二五

第四之一種 二．五 ０．二五

第十五條之一
住宅區內建築基地後面基地線臨接公園、綠地、廣場、河川、體育場、
兒童遊樂場、綠帶、計畫水溝、平面式停車場、河川區、湖泊、水堰或
其他類似空地者，其後院深度比之計算，得將該等寬度計入。

第 十六 條
第一種住宅區內之建築物須留設側院。其他住宅區內建築物之側面牆壁設
有門窗者，亦同。但側面基地線臨接道路者，不在此限。
前項留設之側院，其寬度不得小於二公尺，且最小淨寬度不得小於一．五
公尺。

第 十七 條
住宅區內建築基地之寬度及深度不得小於下表規定：



寬度（公尺） 深度（公尺）
住宅區種別

平均 最小 平均 最小

第一種 十二 七．二 二０ 十二

第二種 十 六 二０ 十二

第二之一種 十 六 二０ 十二

第二之二種 十 六 二０ 十二

第三種 八 四．八 十六 九．六

第三之一種 八 四．八 十六 九．六

第三之二種 八 四．八 十六 九．六

第四種 四．八 三 十四 八．四

第四之一種 四．八 三 十四 八．四

建築基地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已符合平均寬深度者，得不受最小寬深度之限 制。
第 十八 條
（刪除）。

第 十九 條
住宅區鄰幢間隔計算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但同幢建築物相對部份（如天井 部份）之距離，不得
小於該建築物平均高度之０．二五倍，並不得小於三 公尺。

住宅區種別
前後建築物平均高度之
倍數

建築物前後之鄰幢間
隔（公尺）

建築物二端之鄰幢間隔
（公尺）

第一種 ０．八 四 三

第二種 ０．六 四 三

第二之一種 ０．六 四 三

第二之二種 ０．六 四 三

第三種 ０．四 三 二

第三之一種 ０．四 三 二

第三之二種 ０．四 三 二

第四種 ０．三 三 二

第四之一種 ０．三 三 二

第 二十 條
（刪除）

第三章 商業區

第二十一條
在第一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不允許使用
（一）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之（二）歌廳、（三）夜總會、俱樂

部、（五）電子遊戲場、（八）舞場、（十四）夜店業。
（二）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三）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四）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五）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六）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七）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八）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九）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十）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十一）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十二）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十三）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四）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
（十五）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 不允許使用，但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三）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四）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五）第三十一組：修理服務業。
（六）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之（一）戲院、劇院、劇場、電影院

、（四）遊樂園、（六）樂隊業、（七）錄影節目帶播映業、
視聽歌唱業、（八）舞蹈表演場、（九）釣蝦、釣魚場、（十
）視聽理容業、觀光理髮業、（十一）飲酒店（營業樓地板面
積超過一五０平方公尺者）、（十二）資訊休閒業、（十三）
音樂展演空間業。

（七）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八）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九）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十）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十一）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 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
限制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第二十二條
在第二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不允許使用
（一）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二）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三）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四）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五）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六）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七）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八）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九）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
（十一）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 不允許使用，但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三）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四）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五）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六）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七）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八）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九）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 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
限制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第二十三條
在第三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不允許使用
（一）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二）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三）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四）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五）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六）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七）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八）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九）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
（十一）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 不允許使用，但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三）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四）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五）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六）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七）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 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
限制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第二十四條
在第四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不允許使用
（一）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二）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三）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四）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五）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六）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七）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八）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九）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
（十一）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 不允許使用，但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三）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四）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五）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六）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 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
限制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第二十四條之一
在第二種商業區、第三種商業區內得興建工業大樓。但應合於下列規
定：
一 建築基地面積在一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二 限於第五十一組、五十二組、五十三組之工業。
三 應設置隔音及空氣調節設備，並防止噪音及特殊氣味外洩。
四 應設置載重力一０００公斤以上之電梯。

第二十五條
商業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且容積率不得超過 其面臨最寬道路寬度
（以公尺計）乘以百分之五十之積數，未達三００％ 者，以三００％計。

商業區種別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一種 五五％ 三六０％

第二種 六五％ 六三０％

第三種 六五％ 五六０％

第四種 七五％ 八００％

前項建築基地如臨接最寬道路之面寬達五公尺以上，其基地範圍內以十五 倍面寬為周長所圍成
之最大面積，得以最寬道路計算容積率，其餘部分或 面臨最寬道路未達五公尺者，以次寬道路
比照前述劃分方式計算容積率， 並依此類推；但無法包含於本項劃分方式之範圍內或臨接道路
面寬均未達 五公尺者，其容積率以三００％計。 建築基地因受限於第一項建蔽率規定，致無法
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板 面積建築者，其建蔽率放寬如下： 一 第一種商業區，建蔽率六
０％。 二 第二種商業區，建蔽率七０％。 三 第三種商業區，建蔽率七０％。 四 第四種
商業區，建蔽率八０％。
第二十六條
商業區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二．０，並比照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
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商業區內建築物須設置後院，其深度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最小淨深度不 得小於一．五公尺。

商業區種別 深度（公尺）

第一種 三．０

第二種 三．０

第三種 三．０

第四種 二．五

第二十八條
商業區內建築物之鄰幢間隔或同一幢建築物相對部分（如天井部分）之距
離，不得小於該建築物平均高度之０．二倍，並不得小於三公尺。但其鄰
幢間隔或距離已達五公尺者，得免再增加。

第二十九條
商業區內建築基地之寬度（不含法定騎樓寬度）及深度不得小於下表規定 ：



寬度（公尺） 深度（公尺）
商業區種別

平均 最小 平均 最小

第一種 五 三 十五 九

第二種 五 三 十八 一０．八

第三種 五 三 十八 一０．八

第四種 五 三 十八 一０．八

建築基地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已符合平均寬深度者，得不受最小寬深度之限 制。
第 三十 條
（刪除）

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三十二條
（刪除）

第三十三條
（刪除）

第三十三條之一
商業區內建築物供戲院、劇院、電影院、歌廳或夜總會使用者，應依 下表規定設置等候空間供
觀眾排隊購票及等候進場等之用：

觀眾席樓地板面積（平方公尺） 應設置等候空間面積

二００以下部分 三０平方公尺

超過二００未滿一０００之部分 每滿一００平方公尺增設五平方公尺

一０００以上部分 每滿一００平方公尺增設三平方公尺

前項等候空間不得占用法定空地面積。其與依法留設之出入口空地及 門廳合併設置者，應分別
計算之。
第三十三條之二
前條第一項各類使用之等候空間合併設置者，得依下列規定放寬設置
基準：
（一）二類或二家使用合併設置者，按其應設置之面積總和乘以０．

八計算。
（二）三類或三家以上使用合併設置者，按其應設置之面積總和乘以

０．七計算。

第四章 工業區

第三十四條
（刪除）

第三十五條
在第二種工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但職業訓練、創業輔導、試驗
研究等與工業發展有關之設施使用，及從事業務產品之研發、設計、修理



、國際貿易及與經濟部頒公司行號營業項目同一中類產業之批發業務，經
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及經主管機關認定屬企業營運總部及其
關係企業者，不在此限：
一 不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第五組：教育設施。
（四）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之（四）護理機構。
（五）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但不包括附設之老人福利機構、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六）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七）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八）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三００平方

公尺者）。
（九）第十八組：零售市場之（一）傳統零售市場、（二）超級市場

（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上者）。
（十）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但不包括（三十）機車及其零件

等之出售或展示（僅得附屬於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十三
）機車修理及機車排氣檢定）。

（十一）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十二）第二十二組：餐飲業之（一）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

尺以上之飲食業、（二）飲酒店（營業樓地板面積一五０平
方公尺以下者）。

（十三）第二十四組：特種零售業甲組。
（十四）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十五）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之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

以上之（一）洗衣、（二）美容美髮、（三）織補、（四）
傘、皮鞋修補及擦鞋、（五）修配鎖、刻印、（七）圖書出
租、（八）唱片、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體
出租、（九）溫泉浴室、（十）代客磨刀。

（十六）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三）補習班（營業樓地板面積
超過二００平方公尺者）及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
以上之（一）當鋪、（二）獸醫診療機構、（五）禮服及其
他物品出租、（六）搬場業。但不包括停車空間、（七）裱
褙（藝品裝裱）、（八）水電工程、油漆粉刷及土木修繕業
、（九）病媒防治業、建築物清潔及環境衛生服務業、（十
）橋棋社、桌遊社及其他休閒活動場館業、（十一）照相及
軟片沖印業、（十二）招牌廣告物及模型製作業、（十三）
機車修理及機車排氣檢定、（十五）唱片、錄音帶、錄影節
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體轉錄服務業。但不包括自行製作、
（十六）汽車里程計費表安裝（修理）業、（十七）視障按
摩業、（十九）寵物美容、（二十）寵物寄養、（二十一）
室內裝潢、景觀、庭院設計承攬、（二十二）派報中心、（
二十三）提供場地供人閱讀。

（十七）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之（二）建築公司及營造業。但不
包括營造機具及建材儲放場所、（五）經銷代理業、（八）
徵信業及保全業、（十一）圖文打印、輸出、（十二）翻譯
業、（十三）公證業、（十四）星象堪輿業、命理館、（十
五）計程車客運、小客車租賃、小貨車租賃、民間救護車經
營業之辦事處、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十六）補習班（營業
樓地板面積二００平方公尺以下者）、（十七）專營複委託



期貨經紀業、（十八）證券金融業、（十九）證券經紀業（
不含營業廳）、（二十一）土木包工業、（二十六）婚姻媒
合業、（二十七）其他僅供辦公之場所（現場限作辦公室使
用，不得專為貯藏、展示或作為製造、加工、批發、零售、
物流場所使用，且現場不得貯存機具）。

（十八）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之（二）建築師、（四）技師
、（五）地政士、（六）不動產估價師。

（十九）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
用合作社、（三）農會信用部、（五）信託投資業、（六）
保險業之總行及（四）證券經紀業（含營業廳）、（七）證
券交易所、（八）一般期貨經紀業、（九）票券金融業。

（二十）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但不包括（一）劇場、（八）舞
蹈表演場。

（二十一）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六）營業性浴室（含三溫暖
）、（七）傳統整復推拿、按摩、腳底按摩及瘦身美容業
（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一五０平方公尺者）、（八）刺青
。

（二十二）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二十三）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二十四）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二十五）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二十六）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二十七）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二十八）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之（一）家畜、家

禽屠宰場、（二）焚化爐、（三）污水或水肥處理場或貯
存場。

（二十九）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乙組。
（三十）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三十一）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三十二）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但不包括製程精進且經市

政府認定無影響公共安全衛生，不違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
。

（三十三）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 不允許使用，但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三組：寄宿住宅。
（二）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三）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四）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之（一）醫院、療養院、診所、藥局

、助產所、精神醫療機構、（二）健康服務中心、（三）醫事
技術業。

（五）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之附設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六）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七）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八）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九）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

以下者）。
（十）第十八組：零售市場之（二）超級市場（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

三００平方公尺者）。
（十一）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之（三十）機車及其零件等之出

售或展示（僅得附屬於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十三）機



車修理及機車排氣檢定）。
（十二）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十三）第二十二組：餐飲業之（一）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一五０平

方公尺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之飲食業。
（十四）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之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００平方

公尺之（一）洗衣、（二）美容美髮、（三）織補、（四）
傘、皮鞋修補及擦鞋、（五）修配鎖、刻印、（七）圖書出
租、（八）唱片、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體
出租、（九）溫泉浴室、（十）代客磨刀。

（十五）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四）運動訓練班（營業樓地板
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下者）、（十八）傳統整復推拿、按
摩、腳底按摩及瘦身美容業（營業樓地板面積一五０平方公
尺以下者）及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之（一）
當鋪、（二）獸醫診療機構、（五）禮服及其他物品出租、
（六）搬場業。但不包括停車空間、（七）裱褙（藝品裝裱
）、（八）水電工程、油漆粉刷及土木修繕業、（九）病媒
防治業、建築物清潔及環境衛生服務業、（十）橋棋社、桌
遊社及其他休閒活動場館業、（十一）照相及軟片沖印業、
（十二）招牌廣告物及模型製作業、（十三）機車修理及機
車排氣檢定、（十五）唱片、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
等影音媒體轉錄服務業。但不包括自行製作、（十六）汽車
里程計費表安裝（修理）業、（十七）視障按摩業、（十九
）寵物美容、（二十）寵物寄養、（二十一）室內裝潢、景
觀、庭院設計承攬、（二十二）派報中心、（二十三）提供
場地供人閱讀。

（十六）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之（一）不動產之買賣、租賃、經
紀業、（三）開發、投資公司、（四）貿易業、（六）報社
、通訊社、雜誌社、圖書出版業、有聲出版業。但不包括印
刷、錄音作業場所、（七）廣告及傳播業。但不包括錄製場
所、（十）顧問服務業、（二十）電信加值網路、（二十二
）電腦傳呼業、（二十三）外國保險業聯絡處、（二十五）
文化藝術工作室（使用樓地板面積超過二００平方公尺未達
三六０平方公尺者）、（二十六）人力仲介業。

（十七）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之（一）律師、（三）會計師
、記帳士、（七）文化藝術工作室（使用樓地板面積二００
平方公尺以下者）。

（十八）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
用合作社、（三）農會信用部、（五）信託投資業、（六）
保險業之分支機構。

（十九）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一）籃球、網球、桌球、羽毛
球、棒球、高爾夫球及其他球類運動場地、（二）國術館、
柔道館、跆拳道館、空手道館、劍道館及拳擊、舉重等教練
場所、健身房、韻律房、（三）室內射擊練習場（非屬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規定之械彈且不具殺傷力者）、（四）保
齡球館、撞球房、（五）溜冰場、游泳池。

（二十）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二十一）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二十二）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二十三）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二十四）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之（二）廢棄物處

理場（廠）。



（二十五）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之製程精進，經市政府認定
無影響公共安全衛生，不違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但屠宰
業、水泥製造業、公共危險物品儲藏、分裝業、高壓氣體
儲藏、分裝業仍不允許使用。

三 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或禁止使用
之規定。

第三十六條
在第三種工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但職業訓練、創業輔導、試驗
研究等與工業發展有關之設施使用，及從事業務產品之研發、設計、修理
、國際貿易及與經濟部頒公司行號營業項目同一中類產業之批發業務，經
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及經主管機關認定屬企業營運總部及其
關係企業者，不在此限：
一 不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第五組：教育設施。
（四）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之（四）護理機構。
（五）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但不包括附設之老人福利機構、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六）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七）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八）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三００平方

公尺者）。
（九）第十八組：零售市場之（一）傳統零售市場、（二）超級市場

（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上者）。
（十）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但不包括（三十）機車及其零件

等之出售或展示（僅得附屬於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十三
）機車修理及機車排氣檢定）。

（十一）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十二）第二十二組：餐飲業之（一）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

尺以上之飲食業、（二）飲酒店（營業樓地板面積一五０平
方公尺以下者）。

（十三）第二十四組：特種零售業甲組。
（十四）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十五）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之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

以上之（一）洗衣、（二）美容美髮、（三）織補、（四）
傘、皮鞋修補及擦鞋、（五）修配鎖、刻印、（七）圖書出
租、（八）唱片、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體
出租、（九）溫泉浴室、（十）代客磨刀。

（十六）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三）補習班（營業樓地板面積
超過二００平方公尺者）及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
以上之（一）當鋪、（二）獸醫診療機構、（五）禮服及其
他物品出租、（六）搬場業。但不包括停車空間、（七）裱
褙（藝品裝裱）、（八）水電工程、油漆粉刷及土木修繕業
、（九）病媒防治業、建築物清潔及環境衛生服務業、（十
）橋棋社、桌遊社及其他休閒活動場館業、（十一）照相及
軟片沖印業、（十二）招牌廣告物及模型製作業、（十三）
機車修理及機車排氣檢定、（十五）唱片、錄音帶、錄影節
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體轉錄服務業。但不包括自行製作、



（十六）汽車里程計費表安裝（修理）業、（十七）視障按
摩業、（十九）寵物美容、（二十）寵物寄養、（二十一）
室內裝潢、景觀、庭院設計承攬、（二十二）派報中心、（
二十三）提供場地供人閱讀。

（十七）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之（二）建築公司及營造業。但不
包括營造機具及建材儲放場所、（五）經銷代理業、（八）
徵信業及保全業、（十一）圖文打印、輸出、（十二）翻譯
業、（十三）公證業、（十四）星象堪輿業、命理館、（十
五）計程車客運、小客車租賃、小貨車租賃、民間救護車經
營業之辦事處、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十六）補習班（營業
樓地板面積二００平方公尺以下者）、（十七）專營複委託
期貨經紀業、（十八）證券金融業、（十九）證券經紀業（
不含營業廳）、（二十一）土木包工業、（二十六）婚姻媒
合業、（二十七）其他僅供辦公之場所（現場限作辦公室使
用，不得專為貯藏、展示或作為製造、加工、批發、零售、
物流場所使用，且現場不得貯存機具）。

（十八）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之（二）建築師、（四）技師
、（五）地政士、（六）不動產估價師。

（十九）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
用合作社、（三）農會信用部、（五）信託投資業、（六）
保險業之總行及（四）證券經紀業（含營業廳）、（七）證
券交易所、（八）一般期貨經紀業、（九）票券金融業。

（二十）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但不包括（一）劇場、（八）舞
蹈表演場。

（二十一）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六）營業性浴室（含三溫暖
）、（七）傳統整復推拿、按摩、腳底按摩及瘦身美容業
（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一五０平方公尺者）、（八）刺青
。

（二十二）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二十三）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二十四）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二十五）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二十六）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二十七）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二十八）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之（一）家畜、家

禽屠宰場、（二）焚化爐、（三）污水或水肥處理場或貯
存場。

（二十九）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乙組。
（三十）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三十一）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三十二）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但不包括製程精進且經市

政府認定無影響公共安全衛生，不違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
。

（三十三）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 不允許使用，但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三組：寄宿住宅。
（二）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三）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四）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之（一）醫院、療養院、診所、藥局

、助產所、精神醫療機構、（二）健康服務中心、（三）醫事
技術業。



（五）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之附設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六）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七）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八）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九）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

以下者）。
（十）第十八組：零售市場之（二）超級市場（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

三００平方公尺者）。
（十一）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之（三十）機車及其零件等之出

售或展示（僅得附屬於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十三）機
車修理及機車排氣檢定）。

（十二）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十三）第二十二組：餐飲業之（一）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一五０平

方公尺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之飲食業。
（十四）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之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００平方

公尺之（一）洗衣、（二）美容美髮、（三）織補、（四）
傘、皮鞋修補及擦鞋、（五）修配鎖、刻印、（七）圖書出
租、（八）唱片、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體
出租、（九）溫泉浴室、（十）代客磨刀。

（十五）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四）運動訓練班（營業樓地板
面積三００平方公尺以下者）、（十八）傳統整復推拿、按
摩、腳底按摩及瘦身美容業（營業樓地板面積一五０平方公
尺以下者）及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００平方公尺之（一）
當鋪、（二）獸醫診療機構、（五）禮服及其他物品出租、
（六）搬場業。但不包括停車空間、（七）裱褙（藝品裝裱
）、（八）水電工程、油漆粉刷及土木修繕業、（九）病媒
防治業、建築物清潔及環境衛生服務業、（十）橋棋社、桌
遊社及其他休閒活動場館業、（十一）照相及軟片沖印業、
（十二）招牌廣告物及模型製作業、（十三）機車修理及機
車排氣檢定、（十五）唱片、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
等影音媒體轉錄服務業。但不包括自行製作、（十六）汽車
里程計費表安裝（修理）業、（十七）視障按摩業、（十九
）寵物美容、（二十）寵物寄養、（二十一）室內裝潢、景
觀、庭院設計承攬、（二十二）派報中心、（二十三）提供
場地供人閱讀。

（十六）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之（一）不動產之買賣、租賃、經
紀業、（三）開發、投資公司、（四）貿易業、（六）報社
、通訊社、雜誌社、圖書出版業、有聲出版業。但不包括印
刷、錄音作業場所、（七）廣告及傳播業。但不包括錄製場
所、（十）顧問服務業、（二十）電信加值網路、（二十二
）電腦傳呼業、（二十三）外國保險業聯絡處、（二十五）
文化藝術工作室（使用樓地板面積超過二００平方公尺未達
三六０平方公尺者）、（二十六）人力仲介業。

（十七）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之（一）律師、（三）會計師
、記帳士、（七）文化藝術工作室（使用樓地板面積二００
平方公尺以下者）。

（十八）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
用合作社、（三）農會信用部、（五）信託投資業、（六）
保險業之分支機構。

（十九）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一）籃球、網球、桌球、羽毛



球、棒球、高爾夫球及其他球類運動場地、（二）國術館、
柔道館、跆拳道館、空手道館、劍道館及拳擊、舉重等教練
場所、健身房、韻律房、（三）室內射擊練習場（非屬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規定之械彈且不具殺傷力者）、（四）保
齡球館、撞球房、（五）溜冰場、游泳池。

（二十）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二十一）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二十二）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二十三）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二十四）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之（二）廢棄物處

理場（廠）。
（二十五）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之製程精進，經市政府認定

無影響公共安全衛生，不違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但屠宰
業、水泥製造業、公共危險物品儲藏、分裝業、高壓氣體
儲藏、分裝業仍不允許使用。

三 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或禁止使用
之規定。

第三十七條
工業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工業區種別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二種 四五％ 二００％

第三種 五五％ 三００％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建蔽率而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板面積建築者， 其建蔽率放寬如下：
一 第二種工業區，建蔽率五０％。 二 第三種工業區，建蔽率六０％。
第三十八條
工業區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一．八，並比照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
定辦理。

第三十九條
工業區內建築物須設置前院，其深度不得小於三公尺，且最小淨深度不得
小於一．五公尺。

第 四十 條
工業區內建築物須設置後院，其深度及深度比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最小 淨深度不得小於一．
五公尺，深度並比照第十五條之一辦理。

工業區種別 深度（公尺） 深度比

第二種 三 ０．三

第三種 三 ０．三

第四十一條
工業區內建築物之側面牆壁設有門窗者，須設置側院，其寬度不得小於三
公尺，且最小淨寬度不得小於一．五公尺。

第四十二條
各種工業區內建築基地之寬度及深度不得小於下表規定：



寬度（公尺） 深度（公尺）
工業區種別

平均 最小 平均 最小

第二種 八 四．八 二０ 十二

第三種 五 三 十五 九

建築基地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已符合平均寬深度者，得不受最小寬深度之限 制。
第四十三條
（刪除）

第四十三條之一
工業區內得附條件允許策略性產業之使用。

第五章 行政區

第四十四條
在行政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 允許使用
（一）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二）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三）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四）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五）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六）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七）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八）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二 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限於原有住宅）。
（二）第三組：寄宿住宅。
（三）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四）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五）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六）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第四十五條
行政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建蔽率 三五％

容積率 四００％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建蔽率而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板面積建築者， 其建蔽率放寬為百分
之四０。
第四十六條
行政區內建築物高度比不得超過一．八，並比照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
辦理。

第四十七條
行政區內建築物須分別設置前院、側院及後院，其深度、寬度及深度比不 得小於下表規定，且
最小淨深度及淨寬度不得小於一．五公尺，深度比並 比照第十五條之一辦理。

前院深度（公尺） 六



側院寬度（公尺） 三

後院深度（公尺） 三

後院深度比 ０．三

第四十八條
行政區內建築物之鄰幢間隔或同一幢建築物相對部分（加天井部分）之距
離，不得小於該建築物平均高度之０．六倍，並不得小於六公尺。

第四十九條
行政區內原有住宅之建造，應依第一種住宅區之規定。

第五十條
（刪除）

第六章 文教區

第五十一條
在文教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 允許使用
（一）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二）第五組：教育設施。
（三）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四）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五）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六）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七）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八）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九）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十）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二 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第三組：寄宿住宅。
（三）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四）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五）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六）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七）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八）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三 經中央或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學校與業界合辦供學生實習
之相關產業。

第五十二條
文教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建蔽率 三五％

容積率 二四０％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建蔽率而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板面積建築者， 其建蔽率放寬為百分
之四０。
第五十三條
文教區內建築物高度比不得超過一．八，並比照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
辦理。

第五十四條
文教區內建築物須分別設置前院、側院及後院，其深度、寬度及深度比不 得小於下表規定，且
最小淨深度及淨寬度不得小於一．五公尺，深度比並 比照第十五條之一辦理。

前院深度（公尺） 六

側院寬度（公尺） 三

後院深度（公尺） 三

後院深度比 ０．三

第五十五條
文教區內建築物之鄰幢間隔，不得小於該建築物平均高度之一．０倍，並
不得小於六公尺。

第五十六條
（刪除）

第五十七條
文教區內原有住宅之建造，應依第一種住宅區之規定。

第七章 倉庫區

第五十八條
（刪除）

第五十九條
（刪除）

第 六十 條
（刪除）

第六十一條
（刪除）

第六十二條
（刪除）



第六十三條
（刪除）

第六十四條
（刪除）

第八章 風景區

第六十五條
在風景區內得為下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 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三 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四 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五 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六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七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八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九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十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十一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十二 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十三 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十四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十五 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乙組之（一）骨灰（骸）存放設

施。
十六 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第六十六條
風景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建蔽率 一五％

容積率 六０％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建蔽率而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板面積建築者， 其建蔽率放寬為百分
之二０。
第六十七條
風景區內建築物須分別設置前院、側院及後院，其深度、寬度及深度比不 得小於下表規定，且
最小淨深度及淨寬度不得小於一．五公尺，深度比並 比照第十五條之一辦理。

前院深度（公尺） 十

側院寬度（公尺） 三

後院深度（公尺） 三

後院深度比 ０．六

第六十八條
風景區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一．０。

第六十九條



（刪除）

第 七十 條
風景區內非經市政府核准，不得任意變更地形及砍伐樹木。

第九章 農業區

第七十一條
在農業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 允許使用
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二 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二）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之附設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三）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四）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五）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六）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之（三）糧食、（四）蔬果、（五

）肉品、水產。
（七）第十九組 :一般零售業甲組之（二十）種子、園藝及其用品。
（八）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九）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之（四）土石方資源

、營建混合物、營建廢棄物、（六）廢紙、廢布、（七）廢橡
膠品、（八）廢塑膠品、（九）舊貨整理、（十）資源回收、
（十一）垃圾以外之其他廢料。

（十）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第七十一條之一
農業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包括農舍及農業倉庫）拆除後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修建，限於原地建造並以一戶一幢為原則。但得為獨立或
雙拼住宅。雙拼住宅應以編有門牌之二幢或二戶以上合法建築物共同
提出申請。
前項原有合法建築物原使用為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第十九組一
般零售業甲組之中西藥品、種子、園藝及園藝用品者，其拆除後之新
建、增建、改建或修建之建築物，得為原來之使用。

第七十一條之二
農業區內申請建築與農業有關之臨時性寮舍，其申請人應具備農民身
分並在該農業區內有農地或農場。
前項建築物係以竹、木、稻草、塑膠材料無固著基礎（離地面二公尺
以內），角鋼（不固定焊接）、鐵絲網搭蓋之下列臨時性寮舍，且經
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係農業生產必要設施，得免申請建築執照。但其用
地不得分割或變更使用，如有擅自變更使用情事者，依違章建築處理
辦法等有關規定處理之：
一 農作物栽培或育苗簡易蔭棚：其構造材料為木、竹、水泥桿、塑
膠布或塑膠板等，每幢面積不得超過一四五平方公尺。



二 農作物栽培或育苗網室：其構造材料為水泥桿、塑膠布、塑膠網
、鐵絲等，每幢面積不得超過三三０平方公尺。

三 農作物害蟲防治網籠：其構造材料為角鋼、水泥桿、塑膠網等，
每幢面積不得超過一三．二平方公尺。

四 簡易家禽寮：其構造材料為竹、木、稻草、塑膠板等，每幢面積
不得超過一四五平方公尺。

五 簡易工作寮：其構造材料為竹、木、塑膠板等，每幢面積不得超
過一三．二平方公尺。

第七十二條
農業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高度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建築物種類 建蔽率 高度

第一種：第十七組、第十九組、第三
十七組、第四十六組、第五十組之農
舍及休閒農業之住宿設施、餐飲設
施、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
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及教育
解說中心之建築物

一０％ 一０‧五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二種：第一種以外之其他第五十組
之農業設施

有頂蓋之農業設施其建築投影面積不得超過申
請設施使用土地面積之三０％，建築面積及規
模得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審查辦法規定辦理，但高度不得超過一０‧五
公尺。

第三種：其他各組 四０％

七公尺以下之二層樓，但經市政府
劃為防範水災須挑高建築之地區或
供消防隊使用之公務機關；其建築
物之高度得提高為一０‧五公尺以
下之三層樓。

第四種：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
建、增建、改建或修建

四０％ 一０‧五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前項第一種及第二種建築物建蔽率合計不得超過三五％，且第一種建築面 積不得超過一六五平
方公尺。 第一項第四種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其建築 面積（包括
原有未拆除建築面積）合計不得超過一六五平方公尺。 第一項第一種、第二種及第四種建築物
應設置斜屋頂，其相關規範由市政 府定之。
第七十二條之一
農業區內申請建築者，建築主管機關應於都市計畫及地籍套繪圖上將
建築物及空地分別著色標示之，其建蔽率已達最高限制者，嗣後不論
該地是否分割，均不得再申請建築。

第七十三條
（刪除）

第七十四條
農業區內非經市政府核准，不得砍伐樹木。但為管理、撫育所必要者，不
在此限。



第十章 保護區

第七十五條
在保護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 允許使用
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二 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二）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三）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四）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五）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六）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七）第十六組：文康設施之（四）區民、里民及社區活動中心（場

所）。
（八）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九）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七）計程車客運、小客車租賃、小貨車租賃、民間救護車經營
業之車輛調度停放場。

（十）第三十八組：倉儲業之（三）遊覽車客運業之車輛調度停放場
。

（十一）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十二）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十三）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之（四）土石方資

源、營建混合物、營建廢棄物、（六）廢紙、廢布、（七）
廢橡膠品、（八）廢塑膠品、（九）舊貨整理、（十）資源
回收、（十一）垃圾以外之其他廢料。

（十四）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十五）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十六）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十七）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微之工業之（四）製茶業。
（十八）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之公共危險物品儲藏、分裝業

及高壓氣體儲藏、分裝業。

第七十五條之一
在保護區內得為前條規定及下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國防所需之各種設施。
二 警衛、保安或保防設施。
三 室外露天遊憩設施及其附屬之臨時性建築物。
四 造林或水土保持設施。
五 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為之工程設施。

第七十五條之二
保護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包括農舍及農業倉庫）拆除後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修建，限於原地建造並以一戶一幢為原則，但得為獨立或
雙拼住宅。雙拼住宅應以編有門牌之二幢或二戶以上合法建築物共同
提出申請。
前項原有合法建築物原使用為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第十九組一
般零售業甲組之中西藥品、種子、園藝及園藝用品、第二十一組飲食



業及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者，其拆除後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
之建築物，得為原來之使用。

第七十五條之三
保護區內之合法建築物，經依行政院或市政府專案核定之相關公共工
程拆遷處理規定獲准遷建，並經全部拆除後異地重建之建築物，視為
原有合法建築物。

第七十六條
保護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高度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建築物種類 建蔽率 高度

第一種：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
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

四０％ 一０‧五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二種：第十組、第十二組、第十
三組

三０％ 七公尺以下之二層樓

第三種：第三十七組、第三十八
組、第四十六組、第五十組之農舍
及休閒農業之住宿設施、餐飲設
施、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
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及教
育解說中心之建築物、第五十一組

一０％ 一０‧五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四種：第三種以外之其他第五十
組之農業設施

有頂蓋之農業設施其建築投影面積不得超過申請
設施使用土地面積之一０％，且不得位於平均坡
度三０％以上之地區，建築面積及規模得依申請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辦
理，但高度不得超過七公尺。

第五種：第四十四組 一五％ 十五公尺以下之二層樓

第六種：其他各組 一五％ 七公尺以下之二層樓

前項第一種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其建築面 積（包括原有未拆除
建築面積）合計不得超過一六五平方公尺。 第一項第二種建築物之第十三組：公務機關（限供
消防隊使用），其建築 物之高度得提高為一０．五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一項第三種及第四種
建築物之建蔽率合計不得超過十五％，且第三種建 築面積不得超過一六五平方公尺。 第一項第
一種、第三種與第四種建築物應設置斜屋頂，其相關規範由市政 府定之。
第七十七條
（刪除）

第七十八條
保護區內之土地，禁止下列行為。但第七十五條、第七十五條之一、第七
十五條之二及第七十五條之三所列各款所必須，並經市政府核准者，不在
此限：
一 砍伐或焚燬竹木。但間伐經市政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 破壞地形或改變地貌。
三 破壞或污染水源、堵塞泉源、改變水路或填埋池塘、沼澤。
四 採取土石。
五 其他經市政府認為應行禁止之事項。



第十章之一 行水區、保存區

第七十八條之一
河川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使用應依水利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十八條之二
保存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使用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章 綜合設計放寬與容積獎勵規定

第七十九條
建築基地符合下列各款規定提供公共開放空間者，其容積率及高度得予放 寬。 一 建築基地為
完整之計畫街廓，或符合下表規定者。但跨越二種使用分 區之建築基地，各分區所占面積
與下表之最小面積之比率合計值應大 於一。

使用分區種別 基地面積（平方公尺）

第一種商業區、第二商業區、市場用地 一、五００以上

第三種商業區、第四種商業區 一、０００以上

二 建築基地臨接面前道路符合下表規定者：

使用分區種別
臨接道路最小寬度（公
尺）

其地臨接道路占基地周長最小
倍數

各種商業區、市場用地 十 五分之一

三 建築基地內留設之空地比率符合下表規定者：

使用分區種別 空地比（％）

第一種商業區、市場用地 六五以上

第二種商業區、第三種商業區 四五以上

第四種商業區 三五以上

四 建築基地內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其面積、大小及形狀符合下列規定 者：

公共開放空間條件
公共開放空間
種類

最小寬度（公
尺）

最小面積

（平方公尺）

與臨接道路之高度差
（公尺）

帶狀式 四 五０

廣場式 八 各種商業區：一００

人工地盤 四．五以下

建築物地面層
挑空

地面層僅有柱、樓梯、電梯間及設備之附屬設施等構造物

五 建築基地內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面積，占基地面積之比率，不低於下 表規定者：

使用分區種別

公共開放空間占基地面積之比率
（％）

第一種商業區、第二種商業區、第三種商業
區、市場用地

四０以上

第四種商業區 三０以上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公共開放空間，其有效面積之計算，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公共開放空
間地盤面（包括人工地盤）自室外設有寬度一．五公尺以 上之樓梯或坡道，並能提供公眾
休憩使用，且其高度高於臨接道路未 滿一．二公尺，或低於臨接道路未滿三公尺者，以其
全部面積視為有 效面積。其高度高於臨接道路一．二公尺以上，四．五公尺以下，或



低於臨接道路三公尺者，以其面積之０．六倍視為有效面積。 二 附設透明且可通風之頂蓋
或遮簷之公共開放空間，並有專用通道，能 提供公眾休憩使用，其簷高在五公尺以上未滿
十公尺者，以其面積之 ０．六倍視為有效面積。其簷高十公尺以上者，以其面積之０．八
倍 視為有效面積。 三 以人行步道連接之廣場式公共開放空間，留設於建築物之背側，致
影 響其可見性者，以其面積之０．六倍視為有效面積。 四 建築物地面層挑空，其過樑下
方至地面層地板面淨高應在四公尺以上 為原則，其淨高未滿七公尺者，以其面積之０．六
倍視為有效面積， 在七公尺以上者，以其面積之０．八倍視為有效面積。
第 八十 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建築基地，其建築物容積率與高度得依下列規定放寬：
一 容積率之放寬：建築物允許增加之總樓地板面積，第一種商業區或市
場用地以其所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有效面積乘以容積率再乘以五分之
二計算之，在第二種商業區、第三種商業區、或第四種商業區以其所
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有效面積乘以容積率再乘以三分之一計算之。

二 高度之放寬：建築物各部分高度不得超過自該部分起量至面前道路中
心線水平距離之五倍。

第八十條之一
建築基地提供地下建築物之進、排風口、樓梯間出入口、公共人行陸橋
或人行地下穿越道使用，室內型公共設施空間供文教、藝術展覽、表演
使用、觀景平台及產業性公眾使用之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並經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不計入樓地板面積並得酌予增加樓地板之獎勵，其
增加部分之獎勵規定由市政府定之，但最高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
五。

第八十條之二
建築基地面積達二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上者，其容積率及建築物高度得視
地區都市計畫情形酌予放寬。但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三十。
因前項優惠容積率所增之收益，於扣除營建及管銷成本之淨利益應提供
市政府百分之七十為回饋。
前項回饋得以樓地板面積或代金為之，限用於公有出租住宅、公共服務
空間，社會福利文化設施及都市建設等。
有關前項之核算及回饋方式與管理之實施要點由市政府定之，並送臺北
市議會備查。

第八十條之三
為提昇整體都市生活環境品質，本市公共設施完竣地區之建築空地，土
地所有權人應善盡管理維護之責任。建築前提供作為綠地或其他公益性
設施供公眾使用並經市政府核准者，其容積得酌予獎勵，但獎勵之容積
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十。如未能善盡管理維護責任，致有礙公共
安全、公共衛生或都市景觀者，市政府得限期令其改善，逾期仍不改善
者，其容積得酌予減低，但減低之容積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前項空地維護管理辦法，由市政府定之。

第八十條之四
大眾運輸系統之車站半徑五００公尺範圍內地區，經循都市計畫程序劃
定者，其容積率得酌予提高，但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三十。
都市更新地區依都市更新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不受前項但書之限制



。

第八十條之五
為保護具有保存價值之樹木及其生長環境，經市政府認定應予保護之樹
木所在建築基地，其樹木原地保留者，得視樹木保護及影響建築情形，
酌予增加容積。其樹木遭受不當毀損者，其容積得予酌減。
前項容積之增減，最高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第一項容積增減實施辦法，由市政府定之。

第八十一條
公共開放空間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公共開放空間應儘量面臨道路留設。
二 建築基地面臨之道路未設人行道者，應留設人行步道，其寬度最小應
為四公尺。

三 在缺少公園、綠地之各種住宅區內，公共開放空間應集中留設闢建公
園。

四 公共開放空間之留設應充分考慮能與現有公園、廣場或步道等連接。
五 公共開放空間之留設應與鄰地留設之空地充分配合。

第八十二條
公共開放空間之留設，除應予綠化、設置遊憩設施及明顯永久性標誌外，
於領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後應全天開放供民眾使用，非經領得變更使用執照
，不得任意變更開放空間內之各項設施、搭建構造物或作其他使用。

第八十二條之一
前條公共開放空間之設置及管理維護要點由市政府定之。

第十二章 公共設施用地

第八十三條
公共設施用地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但都市計畫 書圖中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高架橋下層 不予規定不予規定

一五％ 六０％ 五公頃以下之公園
地面層

一二％ 六０％ 超過五公頃之公園
公園及兒童
遊樂場

地下層不予規定不予規定

廣場地下層 不予規定不予規定

郵政、電信、機關
用地

四０％ 四００％

加油站 四０％ 二００％
兼作停車場經市政府核准其建蔽率容積率
得酌予提高

幼稚園 四０％ 不予規定 限三層樓以下

小學 四０％ 不予規定 限六層樓以下學校

國中 四０％ 不予規定 不予限制



高中 四０％ 不予規定

大專 四０％ 不予規定

各種住宅區
及其他使用
分區

與毗鄰使
用分區之
建蔽率一
致

與毗鄰使用
分區之允許
建築容積強
度一致

第一種商業
區

五０％ 三六０％

本自治條例八十八年四月三十日修正公布
前，業經私人設立或依臺北市獎勵投資興
建公共設施自治條例核准投資之民有市
場，其建蔽率依六０ %，容積率依三六０
%辦理。

市場用
地

第二、三、
四種商業區

六０％ 五六０％

交通用地 不予規定不予規定
但採聯合開發者，適用原使用分區之建蔽
率、容積率

變電所用地 四０％ 四００％

鐵路用地 不予規定不予規定

車站（轉運站）用
地

四０％ 不予規定

批發市場 六０％ 三００％

屠宰場 四０％ 一００％

公車調度站 四０％ 二００％

瓦斯整壓站 不予規定不予規定

煤氣事業用地 四０％ 三００％

殯儀館用地 四０％ 一二０％

機關用地(消防隊使
用)

八０％ 四００％

醫療及衛生用地 四０％ 四００％

垃圾處理場用地 不予規定不予規定

自來水事業加壓站
及配水池用地

四０％ 不予規定

停車場用地 八０％ 不予規定

抽水站用地 不予規定不予規定

瀝青混凝土拌合場 四０％ 不予規定

污水處理場用地 不予規定不予規定

公墓用地 一五％ 一五０％

建築物高度比一．０且應自基地境界線退
縮十公尺以上，始得建築。建築前應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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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各公共設施之管制不予規定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會同都市計畫主管機 關考量公共安全、都
市景觀及公害防治等與公益有關之事項後，再行規定 。 私立學校已於都市計畫圖上標明為「私
立×××學校用地」者，比照第一 項學校用地辦理。
第八十三條之一
公共設施用地應符合目的事業法令及都市計畫書圖指定目的之使用。
為指定目的以外之使用，應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規定辦理。

第八十四條
公共設施用地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一．八，並比照第十二條、第十
三條規定辦理。



第八十五條
公園及兒童遊樂場內建築物（不包括停車空間、花架及涼亭）須分別設置 前院、側院及後院，
其深度、寬度及深度比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最小淨 深度、最小淨寬度不小於一．五公尺，深
度比並比照第十五條之一辦理。

前院深度（公尺） 十

側院寬度（公尺） 十

後院深度（公尺） 二０

後院深度比 一．０

第八十六條
已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非經市政府核准，不得設置廣告物。

第十二之一章 停車空間、裝卸位

第八十六條之一
建築物新建、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應依都市計畫規定設置停車 空間，都市計畫未規定
者，依下表規定。但基地面積達一０００平方 公尺以上之公有建築物之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
加倍留設。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應附設小

汽車位數

應附設機車位
數

第
一
類

第一組：獨立、雙拼
住宅

每滿一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滿二００平
方公尺設置一
輛

第
二
類

第二組：多戶住宅
每滿一二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滿一００平
方公尺設置一
輛

(一)二、０００以下部
分

每滿一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二)超過二、０００未
滿四、０００之部分

每滿一五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三)四、０００以上未
滿一０、０００之部分

每滿二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第

三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
務業

第十七組：

日常用品零售業

第十九組：

一般零售業甲組

第二十組：

一般零售業乙組

(日用百貨除外)

第二十一組：

飲食業

(四)一０、０００以上
之部分

每滿二五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滿二００平
方公尺設置一
輛



類

第二十四組：

特種零售業甲組

第二十五組：

特種零售業乙組

(一)四、０００以下部
分

每滿一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二)超過四、０００未
滿一０、０００之部分

每滿一二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第

四

類

第十六組：

文康設施

第十八組：

零售市場

第二十組：

一般零售業乙組

之日用百貨

第二十二組：

餐飲業

第二十六組：

日常服務業

第二十七組：

一般服務業

第三十二組：

娛樂服務業

第三十三組：

健身服務業

第三十四組：

特種服務業

(三)一０、０００以上
之部分

每滿一五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滿七０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一)二、０００以下部
分

每滿一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二)超過二、０００未
滿四、０００之部分

每滿一五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三)四、０００以上未
滿一０、０００之部分

每滿二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第 第十三組：

公務機關

第十四組：

人民團體

第二十八組：
(四)一０、０００以上
之部分

每滿二五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滿一四０平
方公尺設置一
輛



五

類

一般事務所

第二十九組：

自由職業事務所

第三十組：

金融保險業

第三十七組：

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一)二、０００以下部
分

每滿一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二)超過二、０００未
滿四、０００之部分

每滿一二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三)四、０００以上未
滿一０、０００之部分

每滿一五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第

六

類

第四十一組：

一般旅館業

第四十二組：

國際觀光旅館業
(四)一０、０００以上
之部分

每滿二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滿二００平
方公尺設置一
輛

(一)二、０００以下部
分

每滿一五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二)超過二、０００未
滿四、０００之部分

每滿二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三)四、０００以上未
滿一０、０００之部分

每滿二五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第

七

類

其他各類

(四)一０、０００以上
之部分

每滿三００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每滿一００平
方公尺設置一
輛（國小、國
中減半設置。
專科以上學校
加倍設置。）

說明： 一、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不包括室內停車空間面積、法定防空避難 設備面積、騎
樓或門廊、外廊等無牆壁之面積及機械房、變電室 、蓄水池、屋頂突出物、保齡球館之球
道等類似用途部分。 二、同一幢建築物內供二類以上用途使用時，其設置基準分別依右表
規定計算予以累加後合併計算。 三、停車空間之汽車出入口車道，如情況許可應位於側街，
並應距最 近之交叉口至少在三０公尺以上。 四、國際觀光旅館應於基地地面層或法定空地
上按其客房數每滿四十 間設置一輛大型客車停車位。每設一輛大型客車停車位，減設右
表三輛停車位。 五、機車停車位需長二．二公尺以上，寬０．九公尺以上。 六、已設置之法



定機車停車位無實際使用需求時，得申請將該部分改 置為汽車停車位。 七、其餘未規定
者，依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八十六條之二
建築物新建、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依下表規定設置裝卸位：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組別
總樓地板面
積(平方公尺)

應附設裝卸位數 備註

二、０００以下 免設

超過二、０００
未滿五、０００

一

五、０００以上
未滿一０、００
０

二

一０、０００以
上未滿二０、０
００

三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
所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
務業

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第四十二組：國際觀光旅館
業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
築

二０、０００以
上

每增加二０、０
００平方公尺增
設一個

一、０００以下 免設

超過一、０００
未滿二、０００

一

二、０００以上
未滿四、０００

二

四、０００以上
未滿六、０００

三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第二十二組：餐飲業

第二十四組：特種零售業甲
組

六、０００以上
每增加六、００
０平方公尺增設
一個

一、每滿十個裝卸
位應於其中設置一
個大貨車裝卸位。

二、最小裝卸位尺
度：小貨車裝卸位
長六公尺，寬二．
五公尺，淨高二．
七公尺。大貨車裝
卸位長十三公尺，
寬四公尺，淨高
四．二公尺。

三、同一基地內供
「土地及建築物使
用組別欄」二欄以
上使用者，其設置
基準應分別就各該
欄表列規定計算後
（零數均應計入）
予以累加後合併計
算。

四、如經檢討單欄
之樓地板面積雖屬
免設，但鑑於裝卸
位仍有實際之需
求，故應以各欄樓
地板面積之和，依
較高標準計算。



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
組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

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五００以下 一

超過五００未滿
一、０００

二

一、０００以上
未滿二、０００

三第十八組：零售市場

二、０００以上
每增加二、００
０平方公尺增設
一個

五００以下 一

超過五００未滿
二、０００

二

二、０００以上
未滿四、０００

三

第三十一組：修理服務業

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
料堆置或處理

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
之設施甲組

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
之設施乙組

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微之
工業

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
工業

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
業

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
業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
業

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四、０００以上
每增加四、００
０平方公尺增設
一個

第三十六組：殮葬服務業 五００以下 一



超過五００未滿
一、０００

二

一、０００以上
每增加一、００
０平方公尺增設
一個

一、０００以下 免設

超過一、０００
未滿四、０００

一

四、０００以上
未滿一０、００
０

二
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

一０、０００以
上

每增加一０、０
００平方公尺增
設一個

第十三章 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

第八十七條
商業區內臨接寬度達八公尺以上道路之建築基地，其建築物應設置騎樓，
如自願退縮騎樓地，設置無遮簷人行道而不妨礙市容觀瞻者，其退縮部分
得計入法定空地及院落之寬深度。

第八十八條
行政區及文教區內建築基地臨道路側應退縮留設三．六四公尺無遮簷人行
道或騎樓，其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及院落之寬深度。

第八十八條之一
農業區及保護區內建築基地臨道路側應退縮三．六四公尺建築，其退
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但第一種（第五十組）建築物與都市計畫道
路境界線之距離不得小於十公尺。

第八十九條
公共設施用地臨道路側，應退縮留設三．六四公尺無遮簷人行道或騎樓，
其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及院落之寬深度。但因基地條件無法退縮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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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在此
限。

第 九十 條
工業區內建築基地應退縮留設三．六四公尺無遮簷人行道，其退縮部分得
計入法定空地及院落之寬深度。

第九十一條
建築基地臨接市政府公告指定應留設騎樓或退縮建築之道路者，該臨道路
側應留設騎樓或退縮留設三．六四公尺無遮簷人行道，其退縮部分得計入
法定空地及院落之寬深度。但都市計畫書圖中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九十二條
依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一條規定應退縮建築或留設無遮簷人行道部分，不
得設置屋簷、雨遮、圍牆或其他障礙物。

第十四章 原有不合規定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第九十三條
適用本自治條例後，不符本自治條例規定之原有土地及建築物，區分為下
列三類：
一 第一類：嚴重破壞環境品質者：
（一）設於住宅區、行政區、文教區內之第三十四組、第四十七組、

第四十八組、第五十三組、第五十四組、第五十五組及第五十
六組使用。

（二）設於商業區、風景區、農業區內之第五十四組、第五十五組及
第五十六組；設於商業區、工業區、風景區內之第四十七組、
第四十八組；設於風景區內之第五十三組；設於保護區內之第
五十四組及第五十五組使用。但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藏、分
裝業，不在此限。

二 第二類：與主要使用不相容者：
（一）設於第一種住宅區、第二種住宅區內之第二十四組（僅油漆、

塗料、顏料、染料）、第二十五組（僅化工原料）、第四十六
組、第五十一組及第五十二組使用。

（二）設於商業區內之第五十三組；設於行政區、文教區內之第四十
六組、第五十一組及第五十二組，設於農業區、保護區內之第
五十三組；設於風景區內之第四十六組及第五十二組使用。

三 第三類：設於各種分區內不符各分區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規定，而不
屬於前二類者。

第九十四條
前條規定之土地及建築物，其使用之繼續、中斷、停止、擴充或變更，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 第一類、第二類者，市政府得視情況依規定限期令其變更使用或遷移
。

二 第三類者，自適用本自治條例之日起，得繼續使用至新建止。
三 第一類與第二類於停止使用滿一年及第三類於停止使用滿二年者，不
得再繼續為原來之使用。

四 原有不合規定使用之建築物得改為妨害較輕之使用。
五 原有不合規定使用之建築物，因災害損壞時，除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
外，准予修繕但不得新建、增建、改建。

第十五章 附則

第九十五條
市政府得視需要設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
下列事項：
一、本市都市計畫說明書中載明需經審查地區、大規模建築物、特種建築



物及本市重大公共工程、公共建築。
二、依都市計畫規定指定為土地開發許可地區之開發許可。
三、經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新興產業或生產型態改變之產業，
得申請調整其使用組別及允許使用條件。

市政府得針對前項第一款規定之各種建築物種類，分別訂定建築開發都市
設計管制準則。
第一項委員會之組織、開發許可條件、審議項目標準、作業程序及第一款
規定之建築物種類及審議收費辦法，由市政府定之，並送臺北市議會備查
。

第九十五條之一
本自治條例各使用分區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市政府認為有發生違反
環境保護法令或有礙公共安全、衛生、安寧或公共利益之虞者，得禁
止之。

第九十五條之二
合法建築物因地震、風災、水災、爆炸或其他不可抗力而遭受損害，
經認定為危險或有安全之虞者，土地權利關係人得於一定期限內提出
申請，經市政府核定後，依原建蔽率、原容積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
）重建。
前項認定標準及申請期限由市政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建築物重建者，不適用其他有關建築容積獎勵規定
。

第九十五條之三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規定實施重建者，建築基地之
建築物高度、高度比及後院深度比依下列規定檢討，不受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第
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第六十七條、第
六十八條及第八十四條規定限制：
一 第一種住宅區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十‧五公尺，第二種住宅區建
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二十一公尺。但原建築物高度超過前述規定者
，重建後之建築物高度得以原建築物高度為限。

二 建築物各部分高度不得超過自該部分起量至面前道路中心線水平
距離之五倍。

三 後院深度比自建築基地後面基地線之深度三公尺範圍內，不得小
於該區各種別後院深度比規定；超過範圍部分，不受後院深度比
之限制。

住宅區內之前項建築基地，其原建蔽率高於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建蔽率
者，其建蔽率放寬如下：
一 第二種住宅區、第二之一種住宅區及第二之二種住宅區原領有使
用執照且登載為集合住宅者，得依原建蔽率重建。但建築基地面
積在一、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下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０；
建築基地面積超過一、０００平方公尺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
之四０。

二 第三種住宅區、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第四種
住宅區及第四之一種住宅區，得依原建蔽率重建。但建築基地面
積在一、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下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六０；



建築基地面積超過一、０００平方公尺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
之五０。

三 都市計畫書內載明建蔽率比照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住宅區之其他
住宅區，其建蔽率之放寬準用前二款所比照之該住宅區放寬標準
。

第九十六條
（刪除）。

第九十七條
不合本自治條例有關最小建築基地之寬度及深度之規定者，得依照畸零地
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十七條之一
電信、電力、郵政、瓦斯、自來水等公用事業突出地面之設施，與公
共汽車候車亭、花台、座椅、消防栓、垃圾筒及其他類似街道設施之
設計及設置地點，應經市政府主管機關核准。

第九十七條之二
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除停車空間、通道及其他必要設施外，應予綠化
，其實施要點由市政府定之。

第九十七條之三
建築物地下層之間，於不妨礙地下管線之埋設及無安全之虞且經市政
府核准者，得設置通道相連之。

第九十七條之四
（刪除）

第九十七條之五
本自治條例所稱附條件允許使用者，其附條件允許使用標準由市政府
定之，並送臺北市議會備查。

第九十七條之六
基地面積達一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上之公有建築物應留設無頂蓋之公共
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
前項公共開放空間面積不得小於法定空地面積百分之五十，並應集中
留設於前院，深度不得小於六公尺且應予綠化。

第九十七條之七
本市為加速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保存歷史街區及歷史建
築物，並維護都市景觀及開發之公平合理性，建築基地之建築樓地板



面積得以移轉至其他建築基地。
前項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另以自治條例定之。

第九十七條之八
市政府為執行都市計畫變更所得之捐獻或回饋得成立特種基金管理之
，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市政府另定之。

第九十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