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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110年9月14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二、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10樓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室 

三、主持人：莊召集人德樑 

四、紀錄彙整：陳盈穎 

五、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單) 

六、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七、審議案件： 

研議第1案：「臺南市適性建築都市設計審議原則」都市設計研議案 

決  議：1.適性建築的管制宜限制與獎勵並行，請提案單位就都

市計畫、都市更新計畫、施行細則、自治條例等法制

面研擬適當獎勵，作為推動的誘因。 

2.適性建築的管制宜分階段試辦，初期以指定重點區作

為優先推動示範區，後續視推動狀況再行調整。 

3.請再檢視風環境動態模擬分析的必要性，若有必要宜

達一定規模或特定類型案件才須要求檢討。 

4.請依委員意見研擬修正草案內容及獎勵配套措施後，

再次提送都設委員會專案小組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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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案 「臺南市適性建築都市設計審議原則」都市設計研議案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都市設計科 

說明 

一、計畫緣起： 

氣候變遷已造成全球極端氣候現象，其中都市熱島效應更是直接影響都市生活品質

的熱舒適性，都市中若能有良好的通風條件，可降溫提高環境舒適度，並有助於建築空

調耗能的降低及戶外空氣品質的提昇。 

為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調適極端氣候環境所帶來的不適，以發展適應臺南環境特

性的都市建築景觀風貌，同時型塑優質都市生活環境，爰訂定本審議原則。 

二、適用範圍：依規定須提送都市設計審議之基地。 

三、辦理過程說明： 

(一) 本次為專案小組第一次研議。 

條文 

內容 

本次研提草案共計七點(條文如後附)，條文內容簡述如下： 

一、第一點：管制目的。 

二、第二點：適用範圍。 

三、第三點：名詞定義。 

四、 第四點：風環境管制基地管制事項，針對建築量體規模、建築量體間隔、高樓層通風遮

蔽率及動態風場模擬等內容提出管制規定。 

五、第五點：熱環境管制事項，鼓勵設置遮蔭設施及垂直綠化，並針對屋頂層降溫設施提出

管制規定。 

六、第六點：低衝擊開發管制事項，針對基地排水路徑提出管制規定。 

七、第七點：排除適用之規定。 

列席 

意見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1. 本草案管制內容，將導致建築師無法明確預估基地配置、建築物量體、高度等設計內容。 
2. 若因應氣候變遷一定要有所作為，建議先以市地重劃區、歸仁高鐵特定區、永康創意設計

園區、整體開發區等作為先期示範區，後續視推動情況再陸續增加區域，避免一開始就全

面性的管制。 
3. 極端氣候現象的調適問題全國各縣市都有，建議本案宜由中央訂定於建築技術規則或綠建

築設計規範，不適宜由地方政府各自訂定避免考慮不周。 
4. 現草案管制內容僅有限制，建議增加訂定獎勵措施，且風環境的獎勵建議不受限都市計畫

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37 條 20%之限制。 
5. 台北市建築物高度 60 公尺以上要提出風環境分析，100 公尺以上進行風洞試驗，本草案

規定建築物高度 12 公尺以上就要檢討風環境顯過於嚴苛。 
6. 基地進行風環境動態模擬分析前建築量體難以定案，建議僅須提出風環境分析即可。 
7. 建議高度統一以建築技術規則的建築物高度來認定較為明確，另外建築物寬度是指牆心還

是外牆、底層挑高透空亦能通風不應只限制 12 公尺以上才能通風，建築基地及建築配置

態樣很多，建議研擬內容需要考量各種狀況且要能保留設計上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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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委員一：  

1. 本草案雖友善都市通風環境，但管制內容涉及限縮人民財產，須再審慎思考。 

2. 台中市是以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方式鼓勵檢討風環境，建議本市先以新開發區作為先期管制

地區，並搭配獎勵措施，而非不分新舊開發區全面性的限縮管制。 

3. 熱環境的遮蔭設施及立體綠化於工務局臺南特色建築亦有相關討論，開發商為符合管制內

容將增加額外負擔，故建議除管制外還需有適度獎勵為宜。 

4. 因都市設計審議多以限制方式管制，故建議搭配其他法令配套鼓勵、獎勵措施。 

5. 建議先指定試辦區，例如臨海、新開發區等，又例如九份子重劃區有高度限制，可考量檢

討具公益性的風環境則可突破高度限制的獎勵方式。 

 

委員二：  

1. 台中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風環境以給予適度基準容積作為誘因，以減少推動的困難度。 

2. 除台中外，目前各縣市已陸續進行研擬通風相關策略，已有規範的如台南高鐵特定區的指

定風廊、新北江翠地區等，目前台北市也針對萬華商四(臨淡水河)及北投士林科學園區等

通風環境研擬調整土管及都設相關內容，台中市也於七期通檢研擬指認河南路等重要風

廊，提出突破高度比、增加土地使用類別彈性、提高容移上限等內容作為鼓勵誘因。 

3. 本次草案內容創新提出永久性空地、臨接道路、建築量體連續長度等定義，若定義有涉及

數據須謹慎操作避免影響開發者權益，例如量體連續長度上限會因街道峽谷寬度而異，而

不會直接定義 65公尺。 

4. 通風、遮蔭、低衝擊開發於都市設計僅能管制，建議先分析找出通風先期示範區，並於土

管訂定獎勵配套措施作為誘因，較能順利推動。 

5. 建議管制內容僅須訂定簡單數據或計算，風環境動態模擬分析恐會加重建築師負擔，尤其

不能開放以模擬分析來突破法規。 

6. 建議訂定管制前，須先參考台南市風速、風向網格資訊等科學數據，再分析導入潛在通風

的概念。 

7. 以台南氣候條件而言，有遮蔭的人行步道較無遮蔭人行步道舒適，建議遮蔭材料以永續、

環境友善為主，並放寬遮蔭下方仍可計入法定空地及退縮。 

 

委員三：  

1. 本草案適用範圍為全面性管制，建議初期以公益性角度出發的誘因性管制來推動，例如都

市設計審議案件須主動提供的公益性措施，目前多為認養公園、提供開放空間供使用等，

若將風環境納入公益性回饋項目，對整體都市環境的改善效益會更好。 

2. 初步推動宜避免強迫式的硬性管制規定，建議先以公益性角度的區域或案件類型優先推

動，例如都市更新案、整體開發區、容積級距提高之案件、突破容移原訂上限額外增加容

積之案件、樓高突破之案件、臨公園道或水岸側之案件以及臨特定永久性之案件，前述案

件類型多為高樓建築，其對於風環境的影響較鉅，而影響風環境較小的透天等類型，則於

後續階段再來研議是否需要納入管制。 

3. 目前草案有提到絕對高度跟建築物高度，兩者定義不同，建議再明確。 

4. 台南多為透天類型，建議草案內容涉及高度 12 公尺的部分均調整至 14 或 15 公尺，避免

過度限縮人民權益。 

5. 草案要求臨接 25 公尺的基地就要進行風環境動態模擬分析，是否過於嚴苛要再慎思，建

議以簡化的計算方式來管制較易檢核，而風模擬應是對周邊風場環境影響較大，例如建築

物高度 100 公尺以上的案子才有需要要求。 

 

委員四：  

1. 原南縣範圍的建蔽容積相對較低，基地形狀也較不方整，建議參採委員意見於特定區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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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例如水岸住宅或特定區，不宜一開始就全面施行。 

2. 台南多為透天建築，草案管制內容對透天的殺傷力很大，建議建築物高度 12公尺的管制

條件再放寬至 18公尺。 

3. 熱環境的遮蔭部分因須計入建築面積及容積，建議增加獎勵或採免計方式作為誘因。 

 

委員五：  

1. 各縣市的都市風貌各有特色，臺南市的基底多為 7層樓以下建築，街道寬度較為狹隘，都

市紋理為環狀圓環放射狀系統，適性建築的內容宜針對臺南在地面臨之問題提出管制辦法

或引導未來發展的方向。 

2. 建議本草案先指定重點地區優先推動，以高雄市經驗是以管制主要風向進入口(臨高雄港

第一排及臨愛河第一排)及都市熱島集中區(都市更新、危老、容獎容移等案件)為重點區。 

3. 建議以分年期試辦方式辦理，優先以大型、重要的都更案、公有建築等以個案檢討的方式

執行，執行過程同時滾動檢討調整管制內容。 

4. 未來適性建築可定調為建築師、開發商於基地初期評估的檢視內容，再佐以指定容積移出

或移入區等多元獎勵措施以調配城市天際線並管制重要風節點。 

5. 風環境動態模擬分析不全然為了都市通風，更為了行人風場，例如高樓建築物、兩條大馬

路的轉角節點等，風對人的舒適影響是很大的。 

6. 台南有很多全街廓開發透天的案例，街廓內雖留有大片綠地開放空間，但整個街廓其實是

不通風的，建議可考量以開發規模來管制此類案件。 

 

委員六：  

1. 本草案對於都市通風開始有較具體的設定，但考量各方不同立場，建議以階段性執行較為

適當，初期草案內容可視為基地開發的建議檢視清單，供業界參考並逐漸熟悉，後續執行

幾個案子後同步檢視修正草案內容，待各方有一致共識後再正式施行。 

2. 現案分析多為十字路口，建議增加分析 T字型道路以避免擋風的情形發生。 

3. 外牆隔熱不只有綠化方式，例如雙層牆亦有降溫效果。 

4. 基地透水需有實質透水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