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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土計畫空間發展策略研討會 

為確保國土安全，追求國家永續發展，國土計畫法業於 105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彰化縣政府
亦率先於 105 年底起積極辦理先期規劃，期間，除由本府成立「彰化縣國土計畫推動工作小組」針
對縣內各項重大空間發展議題進行初步研析外，更藉由「地方座談會」及「專家學者座談會」之辦
理，傾聽地方與公民團體之意見及發展需求，其討論議題多著重於農地維護與未登記工廠之責任與
權益，藉由國土規劃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之寶貴意見，進而研議彰化縣未來空間發展策略。為擴大民
眾參與並宣導國土規劃進程，乃於國土計畫之先期研究規劃階段辦理本次「國土空間發展研討會」，
藉此，針對本縣重大空間發展議題及整體國土空間擘劃廣徵卓見、凝聚共識。 

本次研討會之舉辦，將由專家學者提出探討主題及說明，從彰化縣目前所面臨之未登記工廠困
境與解決對策，到農工並重之發展策略，最後提出彰化縣整體之國土規劃方向之願景藍圖，並進行
意見交流與互動，集思廣益，就彰化縣國土治理提出看法與建議，藉由不同專家之角度與觀點、分
享與對談，激盪出彰化縣國土空間規劃上的創意性思考，以提升國土規劃之層次，期能提供彰化縣
整體國土規劃方向，並為未來法定國土計畫奠定規劃基礎。 

 

相關資訊 
(一)時間：107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五） 

(二)地點：彰化福泰商務飯店 B1 會議室（彰化市建寶街 20 號） 

(三)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hflpD7nxan3pH82P2 

(四)交通資訊： 

1.高鐵/台鐵 

自台中新烏日站搭乘火車，於彰化
火車站出站後，轉搭乘 6933 公車
至彰基醫院站。 

2.自行開車 

中山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下，中華
西路右轉中央路經中央陸橋，左轉
中山路一段直行至中興路右轉，約
400 公尺右轉建寶街即可抵達(福
爾摩沙高速公路，於彰化系統下往
台中/彰化，接中山高速公路)。 

3.公車 

近彰化基督教醫院:6933 彰基醫院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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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時間 研討主題 演講者/與談人 

09:10～09:30 報到 

09:30～09:50 致詞及介紹貴賓 彰化縣縣長魏明谷 

09:50～10:10 
(20 分鐘) 

彰化縣國土計畫先期

規劃近程概述 
執行單位 

10:10～10:30 茶敘 

10:30～11:00 
(30 分鐘) 

【農工和諧並進】 

彰化縣未登記工廠輔

導策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00～11:30 
30 分鐘 

【農工和諧並進】 

彰化縣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 

葉佳宗 

（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助理教授） 

11:30～12:10 
40 分鐘 

綜合討論（一） 

與談人： 

 施鴻志(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榮譽理事長) 

 胡學彥(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副教授) 

 陳繼鳴(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分署長) 

 雲瑞龍(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代理簡任技正兼科長)                                                                                                                                                                                                                                                                                                                                                                                                                             

12:10～13:30 午餐 

13:30～14:00 
30 分鐘 

【國土空間規劃】 

農地維護與未登記工

廠未來走向 

劉曜華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 

14:00～14:50 
50 分鐘 

【國土空間規劃】 

彰化縣城鄉發展與產

業發展策略 

陳建元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教授） 

14:50～15:10 茶敘 

15:10～15:50 
40 分鐘 

綜合討論（二） 

與談人： 

 陳繼鳴(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分署長) 

 董建宏(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謝政穎（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 

 彭光輝(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教授) 

 黃敏烝(彰化縣地政士公會理事長) 

15:50～16:20 
30 分鐘 

深度對談 與會各專家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