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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湖內都市計畫於民國 65年 3月 29日發布實施，係屬主細計合併擬定之鄉街計畫， 嗣

後民國 91 年 5 月 15 日修正都市計畫法，復修訂審議權責，於第 23 條規定細部計畫擬定

後，除由內政部訂定與主要計畫合併擬定者，其餘均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實

施。 

依據民國 102 年 8 月 27 日 內政部都委會第 810 次會議針對 「變更大社都市計

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決議三：「為因應原高雄縣、市合併為直轄市，建請高雄市政

府依都市計畫法規定，將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開擬定，並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都

市設計管制及都市防災等納入細部計畫，主要計畫僅作指導性原則」。 

本府爰依前開內政部都委會決議事項辦理主要、細部計畫分離，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規定事項、檢討變更內容及都市防災另案擬定細部計畫，爰制訂本案細部計畫書。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規定辦理。 

第三節 計畫地區範圍 

本案計畫區位於高雄市湖內區北面，鄰近茄萣區及臺南市仁德區，計畫範圍以區公所

為地區發展中心，東、北側毗鄰二仁溪，西、南側則以區道高 4線為界，含括公館里、葉

厝里及部分太爺里、海埔里、逸賢里、文賢里、中賢里等 7鄰里單元，計畫面積約 388.130

公頃。本案計畫區西側鄰近茄萣都市計畫區、西南側經台 17 甲線可及興達港漁業特定區

計畫區，南界鄰接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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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行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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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概要 

第一節 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位於湖內區北面，以公所為地區中心，範圍東、北二側與二仁溪為鄰，西、南

二側則以區道高 4線為界，含括公館里、葉厝里及部分太爺里、海埔里、逸賢里、文賢里、

中賢里等 7鄰里，面積約 382.264公頃。 

第二節 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為民國 115年。 

第三節 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12,000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137人。 

第四節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 住宅區 

於既有集居地區劃設住宅區面積為 84.467公頃。 

二、 商業區 

劃設商業區 3處，面積為 3.318公頃。 

三、 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 7處，面積共計 38.40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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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零星工業區 

劃設零星工業區 1處，面積 0.330公頃。 

五、 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 1處，面積 0.616公頃。 

六、 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1處，面積 0.075公頃。 

七、 行政區 

劃設行政區 1處，面積 0.080公頃。 

八、 農業區 

於計畫區外圍劃設農業區，面積 169.858公頃。 

九、 河川區 

劃設河川區 5處，面積 27.825公頃。 

十、 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使用 

劃設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使用 1處，面積 1.394公頃。



5 

 

表 1 變更後土地使用面積一覽表 

土地使用項目 

變更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面積 

百分比 

(%) 

占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百分比(%) 

五項公共設施 

用地不足面積

（公頃）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84.467 22.10 46.11   

商業區 3.318 0.87 1.81   

乙種工業區 38.400 10.05 20.96   

零星工業區 0.330 0.09 0.18   

宗教專用區 0.616 0.16 0.34   

加油站專用區 0.075 0.02 0.04   

行政區 0.080 0.02 0.04   

農業區 169.858 44.43 ─   

河川區 27.825 7.28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1.394 0.36 ─   

小計 326.363 85.38 69.4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821 0.47 0.98   

綠地用地 0.253 0.07 0.14   

園道用地 0.425 0.11 0.23   

廣場用地 0.059 0.02 0.03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42 0.04 0.08   

學校用地 6.795 1.78 3.71   

市場用地 0.333 0.09 0.18   

停車場用地 0.430 0.11 0.23   

機關用地 0.690 0.18 0.38   

墓地用地 4.777 1.25 2.61   

人行步道用地 1.467 0.38 0.80  

道路用地 38.597 10.10 21.07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0.112 0.03 0.06   

小計 55.901 14.62 30.52   

計畫區 382.264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183.187 47.92 100.00   

五項公共設施用地 2.436  0.64 ─ -35.7909 

註1： 上述實際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註2： 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農業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等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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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後計畫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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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一、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8處，面積合計 1.821公頃。 

二、 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 3處，面積 0.253公頃。 

三、 園道用地 

劃設園道用地 1處，面積 0.425公頃。 

四、 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2處，面積 0.059公頃。 

五、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處，面積 0.142公頃。 

六、 學校用地 

劃設學校用地 3處，文小用地 2處，面積 4.390公頃；文中用地 1處，面積 2.405

公頃。 

七、 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2處，面積合計 0.333公頃。 

八、 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 2處，面積合計 0.430公頃。 

九、 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4處，面積 0.690公頃。 

十、 墓地用地 

劃設墓地 1處，面積 4.77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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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劃設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1處，面積 0.112公頃。 

十二、 人行步道用地 

劃設 4M人行步道，面積 1.467公頃。 

十三、 道路用地 

其餘為道路用地，面積 38.59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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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更後公共設施用地項目一覽表 

公共設施用地項目 簡稱或編號 面積 
（公頃） 

說明 備註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一 0.186 位於文小一南側  

公（兒）二 0.196 位於機二北側  

公（兒）三 0.195 位於廣（停）南側  

公（兒）四 0.198 位於文中西側  

公（兒）五 0.241 位於文小一西側 現為高雄巿湖內區文賢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公（兒）六 0.056 位於公（兒）一西側  

公（兒）七 0.221 位於停二北側 為細部計畫公（兒）一用地 

公（兒）八 0.528 位於廣二南側 為細部計畫公（兒）二用地 

小計 1.821   

綠地用地 

綠一 0.089 
位於五號與十一號道
路交叉處  

綠二 0.022   

綠四 0.142 位於文中東側  

小計 0.253   

園道用地 園道 0.425 位於墓地西側  

廣場用地 

廣二 0.029 位於公（兒）九北側 為細部計畫廣二用地 

廣三 0.029 位於公（兒）六南側 為細部計畫廣三用地 

小計 0.059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廣（停）一 0.038 位於公（兒）三北側  

廣（停）二 0.104   

小計 0.142   

學校用地 

文小一 1.751 位於公（兒）一北側 現為高雄巿湖內區文賢國
民小學 

文小二 2.639 位於機四北側 
現為高雄市湖內區明宗國
民小學 

文中 2.405 位於機三南側 
現為高雄市立湖內國民中
學 

小計 6.795   

市場用地 

市一 0.150   

市二 0.183   

小計 0.333   

停車場用地 

停一 0.107 位於機四南側  

停二 0.322 位於公（兒）七南側  

小計 0.430   

機關用地 

機一 0.136 位於公（兒）六北側 現為高雄市湖內區公所 

機二 0.262 位於市一北側 

現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
內分局湖內派出所、高雄市
湖內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
政府消防局第五救災救護
大隊湖內分隊 

機三 0.115 位於文中北側 供中途之家使用 

機四 0.177 位於停一北側 現為高雄市湖內區衛生所 

小計 0.690   

墓地用地 墓 4.777 位於公（兒）六南側 宜公園化 

道路用地 道 38.597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道（河） 0.112   

註：上述實際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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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交通系統計畫 

一、 聯外道路 

一號道路（台 1線）為湖內都市計畫之聯外幹道，南往高雄，北通臺南，計畫寬

度 40 公尺。十一號道路為湖內都市計畫東西間之幹道為東通阿蓮，向西通往興達港

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30公尺。 

二、 主要道路 

劃設主要區內道路，其計畫寬度為 20公尺、18公尺、15公尺。四號道路為湖內

都市計畫向南通往海埔之次要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12公尺。 

三、 次要道路 

劃設次要區內道路，其計畫寬度分別為 18公尺、15公尺及 12公尺等。 

四、 服務道路及人行步道 

計畫寬度分別為 12公尺、10公尺及 8公尺等，另為方便行人，均設 4公尺寬之

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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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更後計畫道路系統一覽表 

道路 
層級 

道路 
編號 

起迄位置 
計畫 
寬度 

（公尺） 

計畫 
長度 

（公尺） 
備註 

聯外道路 

一 自計畫範圍北端至計畫範圍南端 40 1,950 
為聯外道路（台 1線─中
山路） 

十一 自計畫範圍東端至計畫範圍西端 30 2,730 
為聯外道路（部分台 17
甲線─湖中路） 

十二 自十一號道路至計畫範圍南端 30 600 為聯外道路（信義路） 

十九 自計畫範圍東端至一號道路 32 200 為聯外道路（中山路二段
62 巷、仁湖橋） 

主要道路 

二 自十一號道路至十一號道路 18 1,550 為主要道路（保生路） 

三 自二號道路至十一號道路 15 90 
為區內道路（部分省道 17
甲號─信義路） 

四 自一號道路至計畫範圍南端 12 990 為聯外道路（中華街） 

次要道路 
五 自一號道路至十一號道路 12 2,250 

為區內道路（部分省道 17
甲號─中正路） 

六 自五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2 230 
為區內道路（部分省道 17
甲號─信義路） 

服務道路 
及 

人行步道 

七 自五號道路至十一號道路 10 270 為服務道路（自強街） 

八 自五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0 200 為服務道路（充龍街） 

九 自五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0 180 
為服務道路（中正路一段
285巷） 

十 自五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0 300 為服務道路（武功街） 

十三 自計畫範圍北端至十一號道路 10 280 為服務道路（中正路二段
420巷） 

十四 自十九號道路至一號道路 12 930 為服務道路（中山路二段
62、2巷 17弄） 

十五 自二號道路至十一號道路 12 160 
為服務道路（湖中路 318
巷） 

十六 自十五號道路至十八號道路 12 350 
為服務道路（湖中路 378
巷 6、15 弄） 

十七 自十一號道路至十一號道路 12 530 為服務道路（福安路） 

十八 自二號道路至十一號道路 12 120 為服務道路（湖中路 460
巷） 

─ 計畫範圍內 8 9,570 為服務道路 

─ 計畫範圍內 4 ─ 為人行步道 

註：上述計畫道路實際長度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釘樁距為準；起迄位置僅就計畫區範圍部分加以界定，與其
實際起迄位置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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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為使計畫區能有合理之發展，乃配合發展趨勢及實際發展情形修訂分區發展計畫如

下： 

一、 已發展區（第一期）：其範圍除優先發展區以外之都市發展用地。 

二、 優先發展區（第二期）：為「二號道路附近住宅區細部計畫」之範圍劃為優先

發展區。 

第八節 生態都市發展策略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辦理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時，應

視實際需要擬定各款生態都市發展策略」，故詳列本計畫生態都市發展策略如下： 

一、 自然及景觀資源管理維護策略 

（一） 加強管制二仁溪周邊土地使用 

湖內都市計畫東、北二側與二仁溪為鄰，為維護此自然資源，促使計畫區朝向

生態都市發展，二仁溪周邊土地使用，如住宅區及乙種工業區，應予調整其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以免受生活污水及工業廢水之排放損害。 

（二） 維護農業區之實際使用 

湖內都市計畫因居民從事產業以農、漁業為主，農產多水稻、蓮藕、青蔥種植

及水鴨養殖，漁產多鰻魚、白蝦、虱目魚、吳郭魚養殖，故形成農業區內農田、魚

塭交織之景象。為維護此景觀資源，促使計畫區朝向生態都市發展，應予管制農業

區之實際使用，以免受住宅與工業建物之無秩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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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設施用地水與綠網絡發展策略 

（一） 強化公共設施用地之滯洪功能 

湖內都市計畫因地勢平坦，並鄰近二仁溪出海口，每當颱風、梅雨季節，屢受

雨量所造成之水災侵襲，無形中威脅著居民生命、財產之安全。為建立公共設施用

地之水與綠網絡，促使計畫區朝向生態都市發展，並提升計畫區淹水災害之防救能

力，應予規範公共設施用地之滯洪功能。 

（二） 提升公共設施用地之綠覆率 

湖內都市計畫因地勢平坦，並鄰近二仁溪出海口，每當颱風、梅雨季節，屢受

雨量所造成之水災侵襲，無形中威脅著居民生命、財產之安全。為建立公共設施用

地之水與綠網絡，促使計畫區朝向生態都市發展，並提升計畫區重力排水效能，應

予規範公共設施用地之綠覆率。 

三、 人本交通環境都市發展模式土地使用配置策略 

（一） 落實建築退縮管制及人行空間設置 

湖內區開發甚早，前於明鄭時期即拓墾於此，故計畫區內多為既成建築，並存

在歷史空間紋理。為建立人本交通環境，促使計畫區朝向生態都市發展，應予落實

建築退縮管制及人行空間設置。 

（二） 以公共設施引導人本交通環境 

為建立人本交通環境，促使計畫區朝向生態都市發展，並以公共設施用地帶動

土地使用分區，應予調整公共設施用地於主要道路，藉以形成主要人本交通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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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藍綠帶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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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實施進度及經費包括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園道用地、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等公共設施之土地徵收及開闢經費之估算，實際開發年

期將視主辦單位財務情形而定。 

 

表 4 變更後實施進度及經費一覽表 

公共設施 
項目簡稱 

未開闢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
辦
單
位 

預
定
完
成
期
限 

經
費
來
源 

徵
購 

市
地
重
劃 

撥
用 

其
他 

土地徵
購費 
及 

地上物
補償費 

整地費 工程費 小計 

公（兒）二 0.196 ◎    1,898 50 300 2,248 

高
雄
市
政
府 

民
國
1  
1  
5
年 

編
列
預
算
或
獎
勵
民
間
投
資 

公（兒）三 0.195 ◎    2,065 50 300 2,415 

公（兒）四 0.198 ◎    4,971 150 300 5,421 

公（兒）五 0.241   ◎  0 80 354 434 

綠一 0.089 ◎    646 22 141 809 

綠四 0.142 ◎    1,033 32 220 1,284 

園道 0.425 ◎    3,086 103 675 3,864 

廣（停）一 0.038 ◎    402 10 57 469 

廣（停）二 0.104    ◎ 0 0 0 0 

停二 0.322   ◎  0 90 540 630 

道 
(含人行步

道) 
3.281 ◎    39,775 151 909 40,835 

註1： 上述實際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 
註2： 土地徵購費為公告現值加四成，整地費依公共設施用地性質予以編列。 
註3： 上述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視主辦單位之財務情形及實際需求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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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更內容 

本計畫區之通盤檢討作業係依據主要計畫變更之成果，修訂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內容。 

 

表 5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對照一覽表 

原條文 新條文 說明 

一、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
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規定訂
定之。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條規定，訂定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 

取消條次，
依都市計畫
法規定變更
原條文。 

一、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訂定
之。 

依都市計畫
法規定變更
原條文。 

二、 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
○，容積率住一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二
○，住二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一） 計畫範圍除「二號道路附近住宅
區細部計畫」外之住宅區，均劃
設為住一用地。 

（二） 「二號道路附近住宅區細部計
畫」內之住宅區，劃設為住二用
地。 

二、 計畫區內各類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
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如下表所
示；未規定者，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
行細則辦理： 

土地 
使用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第一種 
住宅區 

60 120 

1. 計畫範圍除「二號道

路附近住宅區細部計

畫」外之住宅區，均

為第一種住宅區。 

2. 住宅區建築物新建、

增建符合下列規定之

一者，容積率得為 180

％： 

(1) 設置雨水貯集設

施，貯集容量應達

建築面積乘以零點

壹參貳公尺，並依

「高雄市綠建築自

治條例」之設置規

定辦理。 

(2) 設置屋頂綠化設

施，並依「高雄市

綠建築自治條例」

之設置規定辦理。 

(3) 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設施，每幢建築

物裝置容量應達二

峰瓩以上， 並依

「高雄市綠建築自

治條例」之設置規

定辦理。 

第二種 
住宅區 

60 200 

「二號道路附近住宅
區細部計畫」之住宅
區，均為第二種住宅
區。 

商業區 80 180  

乙種 

工業區 
70 210  

零星 

工業區 
70 210  

加油站 40 120 容許使用項目依加油

1.調 整 條
次。 

2.改以表格
陳列。 

3.增列第一
種住宅區
有條件提
高容積規
定。 

三、 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
○，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八○。 

四、 工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七○，
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一○。 

五、 零星工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七
○，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一○。 

六、 行政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
○，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五○。 

七、 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四○，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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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二五○。 

專用區 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

之加油站及其加油站

附屬設施。 

行政區 50 250  

公園兼 
兒童遊樂
場用地 

15 30  

學校用地 50 150  

市場用地 60 240  

機關用地 50 250  

墓地 20 120  

 

 

二號道路附近住宅區細部計畫範圍示

意圖 

九、 學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
○，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五○。 

十、 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
○，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四○。 

十一、 公園及兒童遊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
得超過百分之十五，容積率不得超
過百分之三○。 

十二、 墓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二○。 

十三、 為鼓勵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
設置公益性設施，訂定下列獎勵措
施： 

（一） 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勵
部分，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二） 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
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
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
以該基地容積率之百分之三○為
限。 

1. 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
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勞工、
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
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一○○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益性基金管
理營運者。 

2. 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
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
准者。 

（刪除） 取消原條文
之 容 積 獎
勵，其獎勵
依都市計畫
法高雄市施
行細則規定
辦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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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新條文 說明 

十四、 退縮建築部分： 

（一） 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
未分配土地之地區及一、○○○
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
變更為高使用強度之整體開發地
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
理： 

分區及用地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 

商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五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三公

尺。 

1. 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

地。 

2. 如屬角地，則擇

一面臨道路退縮

建築。 

乙種及零星 

工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六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二公

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公共設施用

地 

及 

公用事業用

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五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三公

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未配地之地區，係指本規定發布實施日之前

尚未開始進行土地分配作業之地區。） 

 

三、 退縮建築部分： 

（一） 都市計畫規定應實施整體開發地
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
理： 

分區及用地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 

商業區 

1. 自計畫道路境界

線退縮 5 公尺建

築，如屬角地，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1) 五層樓以上（不

含）：如屬角地

兩面均應退縮。 

(2) 五 層 樓 以 下

（含）：如屬角

地且兩面道路

寬度不一時，應

以較寬道路為

退縮面，兩面道

路 寬 度 相 同

者，擇一退縮。 

2. 面臨計畫道路境

界 線 之 建 築 基

地，自道路境界線

起留設淨寬 1.5

公尺人行步道，該

人行步道得計入

法定空地。 

退縮建築之空地、人

行步道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

地。 

乙種及零星 

工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 6 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2 公

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公共設施用地 

及 

公用事業用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 5 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3 公

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1.調 整 條
次。 

2.刪 除
1,000 平
方公尺以
上基地由
低使用強
度變更為
高使用強
度面積之
認定。 

3.修正住宅
區、商業
區退縮建
築規定。 

4.考量實際
執行面臨
之疑義與
計畫區當
地非整體
開發區土
地使用發
展 之 現
況，故予
以 刪 除
（二）規
定。 （二） 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

達一、五○○平方公

尺者，應自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四公尺

建築，或依「實施都

市計畫地區建築基

地綜合設計鼓勵辦

法」規定辦理。 

1. 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

地。 

2. 如屬角地，則擇

一面臨道路退縮

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

達一、○○○平方公

尺者，應自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四公尺

建築，或依「實施都

市計畫地區建築基

地綜合設計鼓勵辦

法」規定辦理。 

1. 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

地。 

2. 如屬角地，則擇

一面臨道路退縮

建築。 

公共設施用

地 

及 

公用事業用

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五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三公

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二） （刪除）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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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新條文 說明 

十五、 停車空間設置規定部分： 

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
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二五○平方公尺
（含）以下者免設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一
五○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空
間。但基地情形特殊得由本市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決確定。 

四、 停車空間設置規定部分： 

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
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
以下者免設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
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但基地
情形特殊得由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決確定。 

1.調 整 條
次。 

2.變更部分
文字。 

 五、 4 公尺計畫道路兩側土地於申請建築

時，其牆面線至少應自道路境界線兩側

各退縮 1 公尺，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

地，其道路截角退讓比照 6公尺計畫道

路處理。 

新增條文。 

十六、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
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以美化環
境。 

六、 建築基地不分規模應予綠化，其檢討計
算依「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辦
理。 

1.調 整 條
次。 

2.依建築技
術規則規
定變更原
條文。 

十七、 於各細部計畫區內如已訂定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者，應依該規定辦
理。 

（刪除） 取消原條文
之適用，其
規定依本要
點 規 定 辦
理。 

十八、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
定。 

七、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
定。 

調整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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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條規定，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規定訂定之。 

二、 計畫區內各類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如下表所示；未

規定者，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辦理： 

土地使用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第一種住宅區 60 120 

1. 計畫範圍除「二號道路附近住宅區細部
計畫」外之住宅區，均為第一種住宅區。 

2. 住宅區建築物新建、增建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容積率得為 180％： 

(1) 設置雨水貯集設施，貯集容量應達
建築面積乘以零點壹參貳公尺，並依
「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之設置規
定辦理。 

(2) 設置屋頂綠化設施，並依「高雄市
綠建築自治條例」之設置規定辦理。 

(3)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每幢建築
物裝置容量應達二峰瓩以上， 並依
「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之設置規
定辦理。 

第二種住宅區 60 200 
「二號道路附近住宅區細部計畫」之住宅
區，均為第二種住宅區。 

商業區 80 180  

乙種工業區 70 210  

零星工業區 70 210  

加油站專用區 40 120 
容許使用項目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
之加油站及其加油站附屬設施。 

行政區 50 250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15 30  

學校用地 50 150  

市場用地 60 240  

機關用地 50 250  

墓地 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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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號道路附近住宅區細部計畫範圍示意圖 

三、 退縮建築部分： 

都市計畫規定應實施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 

商業區 

1.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5公尺建築，如屬角
地，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五層樓以上（不含）：如屬角地兩面均應
退縮。 

(2)五層樓以下（含）：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
寬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面，
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擇一退縮。 

2. 面臨計畫道路境界線之建築基地，自道路境
界線起留設淨寬 1.5 公尺人行步道，該人
行步道得計入法定空地。 

退縮建築之空地、人行步道
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
空地。 

乙種及零星 
工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6公尺建築，如有設置
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公共設施用地 
及 

公用事業用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如有設置
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四、 停車空間設置規定部分： 

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250平方公尺（含）

以下者免設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 150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但基

地情形特殊得由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決確定。 

五、 4公尺計畫道路兩側土地於申請建築時，其牆面線至少應自道路境界線兩側各退

縮 1公尺，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其道路截角退讓比照 6公尺計畫道路處理。 

六、 建築基地不分規模應予綠化，其檢討計算依「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辦理。 

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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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都市防災計畫 

依行政院「災害防救方案」之指導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6條規定，

為強化災害預防相關措施，有效執行災害搶救、災後處理、減輕災害損失，應依據都市災

害發生歷史、特性及災害潛勢情形，就防災避難場所及設施、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救

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等事項進行規劃與檢討。 

現行計畫已依上開規定擬訂都市防災計畫，鑒於莫拉克風災造成計畫區內多處水患，

為強化災害預防措施及救災效率，使災害發生所造成之人民生命及財產損失達最低，爰依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6條規定，增列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於本次通盤

檢討都市防災計畫。 

根據過去本計畫區災害發生歷史以及災害潛勢分析，計畫區內災害潛勢以地震及颱風

所引發之洪水災害為主。洪泛淹水主因為降雨期間二仁溪暴漲灌入堤防內導致淹水，以及

24 小時降下過大降雨量導致地表逕流無法宣洩造成淹水；雖歷史上計畫區內未發生嚴重

地震災害，但可能因鄰近區域發生地震或發生斷層事件而對本計畫區造成「一次災害」或

「二次災害」。 

本計畫進一步參酌 100 年度「高雄市湖內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內容，並依據民國

102 年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辦理「『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3 階段實施計畫－

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湖內地區排水系統規劃」案工程規劃成果，進行各項都市防災系統規劃，

茲將各項內容臚列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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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都市防災避難場所及設施 

避難場所及設施主要功用係提供民眾於災害發生時，躲避災禍影響之場所，通常

指學校、廣場、綠地、公園、運動場等大型開放空間。依災害發生性質之差異，避難

據點之可依災害分為二類型，第一類型為災害發生當時，作為居民緊急、臨時避難之

場所，因人員反應時間有限，故僅須可隔離災害的直接傷害即可，不需設置特別避難

場所。第二類型為災害發生後或持續發生時，須較高安全性且能符合需求之中長期收

容場所，宜指定特定場所。 

（一） 救災指揮中心 

以湖內區公所為救災指揮中心，負責災前、災時、災後的指揮備災及緊急

救災行動，亦作為災害發生後各項物資集散中心。 

（二） 醫療據點 

本計畫區內無大型醫療院所，僅有一般診所可供作為緊急醫療使用，需與

其他鄰近地區的大型醫院進行配合，故以湖內區衛生所作為醫療據點，作

為災害發生時醫療指揮處所。 

（三） 避難場所 

1. 緊急、臨時避難場所 

係屬第一類型避難場所，主要提供民眾於災害發生時緊急避難之用，亦可

收容災害發生後暫無法進入安全避難場所之人員。計畫區內包括公園、綠地、

學校、道路等大型開放空間皆可做為民眾遇災害時緊急避難場所，計畫區外圍

農業區亦可配合作為臨時避難場所。 

2. 中長期收容場所 

係屬第一類型避難場所，必須具備較完善之設施且可供民眾庇護之場所，

故規劃湖內國中、明宗國小、文賢國小及湖內區公所(中正堂)作為主要中長期

收容場所，另配合 100 年度「高雄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收容據點規劃，將葉

厝社區活動中心、逸賢社區活動中心、公館太爺聯合社區活動中心及財團法人

一貫道純陽聖道院亦納為中長期收容場所，於災難發生時加以運用。 

 

 



29 

茲將各緊急、臨時避難場所以及中長期收容場所面積及每人可使用面積綜理如表

6。目前本計畫區可供作為緊急或臨時避難場所之面積約為 8.331 公頃，以計畫人口

12,000人計，每人可使用避難空間約為 6.943平方公尺，符合防災規劃標準（臨時避

難所每人最小需求 1 平方公尺）。 

可供作為中長期收容場所之面積為 7.244公頃，每人可使用收容空間約為 6.037

平方公尺，符合防災規劃標準（有計畫收容每人最小需求 2.1 平方公尺、無計畫收容

每人最小需求 3.6 平方公尺），故目前本計畫所規劃之都市防災避難場所足以提供災

時避難、收容所需。 

表 6 都市防災避難場所可容納人數綜理表 

層級 項目 面積(公頃) 備註 

緊急或臨時 

避難場所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一 0.186  

公（兒）五 0.241  

公（兒）六 0.056  

公（兒）七 0.221  

公（兒）八 0.528  

綠地 綠四 0.142  

廣場用地 
廣二 0.027  

廣三 0.027  

停車場用地 停一 0.107  

學校用地 

文小一 1.751 文賢國民小學 

文小二 2.639 明宗國民小學 

文中 2.405 湖內國民中學 

總計 8.331  

每人可使用避難空間(m
2
/人) 6.943 以計畫人口 12,000 人計算 

中長期 

收容場所 

學校用地 

文小一 6.89 文賢國民小學 

文小二 1.751 明宗國民小學 

文中 2.639 湖內國民中學 

機關用地 機一 2.405 湖內區公所(中正堂) 

其他 
場所 

逸賢社區活動中心 0.136  

葉厝社區活動中心 0.029  

太爺公館 

社區活動中心 
0.024  

財團法人一貫道 

純陽聖道院 
0.046  

總計 7.244  

每人可使用收容空間(m
2
/人) 6.037 以計畫人口 12,000 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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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 

依據民國 102 年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3 階

段實施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湖內地區排水系統規劃」案，已針對本計畫區內涵口

圳及通地溝渠道進行排水整治工程，將使排水渠道達到 10 年重現期的治理強度及無

溢堤的情形，預計將減少本計畫區淹水面積共計約 60 公頃，同時，本計畫區內多條

雨水下水道於災害時亦可發揮排水功能，將大幅改善本計畫區過去颱風豪雨造成淹水

的情形。 

湖內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目前雖未劃設蓄洪及滯洪設施，但計畫範圍周邊之農

業區及未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於發生水災時可作為臨時滯洪替代設施，以降低淹水災

害對居民生命、財產之影響。 

三、 救災路線 

避難救災動線之規劃必須考量災害發生時，道路可能受災害阻隔之情況，如建築

物倒塌，因此，避難救災動線之規劃應考量道路寬度以及與外界、避難據點連接之可

及性。 

（一） 緊急道路 

以計畫區現有路寬 20 公尺以上之聯外道路為主，並考量可便於通達其他行政

區之聯外道路，包括中山路，此層級之道路於災害發生時必須優先保持路徑暢通，

以利消防車及救護車進行救災。 

（二） 救援運輸道路 

以計畫區現有路寬 15 公尺以上之道路為主，此層級之道路主要作為消防及方

便車輛運送物資或人員至各防災據點之機能為主，包括中山路、湖中路、保生路及

信義路。 

（三） 避難輔助道路 

以計畫區現有路寬 10 公尺以上道路為主，此層級之道路主要為前述道路無法

到達避難據點及救災地點時之輔助性路線，藉以連通緊急及救援道路或避難、救災

據點，主要包括計畫區內 10公尺以上之服務道路，如中正路、中華街等道路。 

四、 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計畫區內之道路、河川區以及公園皆可作為火災延燒防止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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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都市防災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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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變更後都市防災計畫系統一覽表 

空間系統 層級 項目 備註 

都市防災 
避難場所及 

設施 

緊急或臨時 
避難場所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一  

公（兒）五  

公（兒）六  

公（兒）七  

公（兒）八  

綠地 綠四  

廣場用地 
廣二  

廣三  

停車場用地 停一  

學校用地 

文小一 文賢國民小學 

文小二 明宗國民小學 

文中 湖內國民中學 

中長期 
收容場所 

機關用地 機一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中正堂) 

學校用地 

文小一 文賢國民小學 

文小二 明宗國民小學 

文中 湖內國民中學 

其他 
場所 

逸賢社區活動中心  

葉厝社區活動中心  

太爺公館 

社區活動中心 
 

財團法人一貫道 

純陽聖道院 
 

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 

農業區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二  

公（兒）三  

公（兒）四  

綠地 
綠一  

綠四  

廣場兼 
停車場用地 廣（停）  

停車場用地 停二  

避難救災動線 

緊急道路 

道路用地 

寬度 20公尺以上 
計畫道路 

為計畫區內聯外道路中山
路、中正路及信義路 

救援運輸道路 寬度 15公尺以上 
計畫道路 

為計畫區內主要道路中山
路、湖中路、保生路及中華街 

避難輔助道路 
寬度 10公尺以上 

計畫道路 
包括計畫區內 10公尺以上之
服務道路 

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河川區  

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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