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第六次會議第六次會議第六次會議第六次會議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時  間：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  點：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會議室 

主  席：曾科長鵬光 

出  席：詳簽到簿 

一、主席報告：略。 

二、政令宣導：無。 

三、討論提案： 

提案一：有關申請建築執照電子化作業系統，於掛號前可否只上傳包括平面圖、

面積計算、位置圖、配置圖及相關法規檢討等圖說，取得二維條碼即可。

又於審查期中，數次要求部分修正者，皆不必再重新上傳，待全部審查

通過後，將全部圖說一次上傳，於領照前抽換電子圖檔清冊及製作副本

呈送即可？提請討論。（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決  議： 申請建築執照於掛號前，只需上傳相關申請書表，檢附上傳單即可，審

查其中之修正，皆不必重新上傳。待審查通過後於領照前，一次更換，

重新上傳相關申請書表及圖說（位置圖、配置圖、面積計算表、索引表、

平面圖）及上傳單即可。 

 

提案二：關於陽台設置之研議，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

公會） 

說  明: 

一、自「陽台外緣」退 2m 之「外緣」定義 

    圖 1-3-(1)應指向下計入建築面積 

    非指當層自樓板最外緣算 2m，否則下圖將不可行。 

     
 

 

圖 1-3-(1) 

 

二、陽台是否必結合「外牆」？ 

    若自外牆合計，則「外牆」之定義是否依法令？ 

當層 

下層 



決  議：一、「陽台外緣退 2m 起算」是指直上層之頂蓋外緣起算之意。非由當層

的外緣起算，因「無頂蓋的部份」用途註明是「露台」，非「陽台」。 

二、請提出各種圖例，再確認是否為「陽台」，及其「陽台開口率」如

何計算。 

 

提案三：騎樓退縮地計法定空地之算法，詳附件一，提請討論。（提案人：台南

市建築師公會） 

決  議：有柱的騎樓地，在騎樓柱外緣的退縮地，原台南市轄區 25 ㎝，原台南

縣轄區 50 ㎝，且其頂上方無「應計入建築面積者」，可以計入法定空

地。 

無柱的騎樓地，上方設置陽台者，其騎樓地的範圍，可計入法定空地。 

 

提案四：節能報告製作:  

         與股長電話討論： 

           一個建照一個編號，但附圖及綠建築審查以同一種型態附一份圖， 

           算一案件（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決  議：本案由台南市建師公會自行討論修訂。 

 

提案五: 立面於屋頂可做牌樓否？面積如何算？計入 25 ㎡內可否？提請討論。

（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決  議：屋頂層欲加作立面者，仍須依第一條第十款第五目規定，檢討小於建築

面積 30%方可。 

 

提案六: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07 條規定疑義，詳如說明及附件  

二，提請討論。（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07 條規定:緊急昇降機之構造…(三) 

出入口應為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除開向特別安全梯外，限

設一處，且不得直接連接居室。 

二、依同編第 1條第 19 款居室: 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等使用之 

    房間，均稱居室。門廳､走廊､樓梯間……車庫等不視為居室。 

三、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委員黃武達編著《建築技術規則解說》認為; 

緊急昇降機之出入口開向一般昇降機門廳視為符合第107條不得直接連接 

    居室之規定與立法精神。 



決  議：可以，通過。 

 

提案七：建築技術規則第 162 條第三款中新規定，面臨超過十二公尺道路之一棟 

        一戶連棟建築物，除汽車車道外，其設置於地面層之停車空間，應計入  

        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如下圖之中庭式一棟一戶連棟建築物，是否其地面層停車空間亦要納 

          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計算?提請討論。 （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決  議：依內政部營建署 100.11.2 營署字第 1000066401 號函規定。如後<附件A>。 

<附註更正>：前臺南市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第五次會議提案三之

決議，一併更正如本函所示。 

 

提案八：依據細部計劃規定檢討汽機車停車空間，如遇二種用途時，如何計算？

是分別計算檢討或合併計算檢討(以較嚴或較寬為基準?)或以分子分母

計算式合併計之？ 

          例 1:店舖 40 ㎡，住宅 140 ㎡ 
          例 2:店舖 40 ㎡，住宅 80㎡ 
          例 3:店舖 160 ㎡，住宅 180 ㎡（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決  議：另詢都發局後再議。 

 



提案九：有關內政部營建署 98 年 12 月 18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80811949 號函廢止

原 83.9.22 頒布之台內營字第 8388396 號解釋函令，就地面層外牆中心

線或柱中心線或區劃中心線以外之直上方有遮蓋物之投影範圍加註「陽

台」標記方式，自前揭函令發布後停止適用。唯另於 100.02.10 營署建

管字第 1002902101 號函(如附件三)會議紀錄釋示地面層設置陽台之標

註方式；有關地面層上方有遮蓋物之樣態相當多(相關樣態參酌附件圖

例)，是否全數不得計入陽台或是否應入容積率或建蔽率檢討，前經台

南縣法規覆核小組 99 年 3 月份討論，相關決議如附件四，於縣市合併

後是否得以援引適用，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決  議：修正如後附件四-圖例【CASE1~12】說明。 

 

 

 

 提案十：有關未臨接道路之農業生產必要設施，申請建照是否得免指定建築線疑

義，詳如說明及附件五-1、附件五-2(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有關旨揭疑義前經內政部營建署 91.10.16 營署建管字第 0912915969 號函

釋示，依據前揭號函決議移請農委會考量各種農業設施留設出入通道及消

防安全等不同需求及適用規模予以分類，另送營建署參酌。 

二、唯農委會迄今未依據前項決議作相關因應，農業產銷必要設施種類繁多，

多數農業設施係屬農民農業經營需要所設置，且原縣市合併前台南縣係屬

農業大縣，縣轄內農業用地多數亦非皆能臨接「建築線」，且通達農業用

地之道路接屬農路居多，如依據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農路無法指定

建築線；則就農業用地如擬申請農業產銷必要設施，將完全無法申請建

照，影響不容小覷。 

三、另就非都市土地「甲種」及「乙種」建築用地，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係得容許作農業設施，其建築物亦係供農業經營使用而非供居住使

用，如申請作農業設施建照需臨接建築線亦造成申請之困難。 

四、考量農民實際農作經營之需要，就農委會未作明確規模分類前，建請未臨

接道路之農業生產必要設施，申請建照得免指定建築線。 

決  議：一、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及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申請農業設施，不需申 

            請指定建築線。 

二、非都市土地「甲種」及「乙種」建築用地，如申請農業設施時，仍 

    需依據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規定申請指定建築線。 

 

 

 



提案十一：有關區域計畫建築用地未臨接道路申請建築得否排除建築法第 42 條

規定免指定建築線疑義，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

築師公會） 

說  明:  

一、有關旨揭疑義前經內政部營建署 91.10.16 營署建管字第 0912915969 號

函釋示在案。 

二、就前揭會議結論第(二)款釋示略以：「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或偏遠地

區，得由各縣市政府依據建築法第 99 條之 1 訂定簡化建築管理辦法，

 ……」。 

三、縣市合併前，原台南縣政府就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或偏遠地區，依據

建築法第 99 條之 1 訂定相關簡化建築管理辦法；唯縣市合併後因無相

關法源，故無法據以沿用或修訂。 

四、有關非都市土地甲種建築用地係於實施區域計畫法後依據現況編定，故

許多甲種建築用地係包圍於農牧用地之內，且甲種建築用地係位屬特定

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內之建築用地，區內通行道路皆以農路居多，如擬

申請建照大部分皆無法臨接「建築線」，形成建照申請之困難；另因縣

市合併後係屬直轄市，針對實施都市計畫外甲種建築用地無法臨接建築

線之現況亦無法依據建築法第 99 條之 1 訂定簡化建築管理辦法予以解

套，就土地所有人之權益影響極大。 

五、故建請考量甲種建築用地申請建照得免指定建築線。 

     

決  議：另案請示內政部營建署。 

 

 

提案十二:有關合法建築物為防漏目的，於平屋頂上建造斜屋頂，建議比照「台

北市免辦建築執照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處理原則」(詳如附件六)，免

申請建築執照 。（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決  議：本市合法建築物為防漏隔熱目的，於原平屋頂上建造簡易鋼製斜屋頂

者，不宜適用「台北市免辦建築執照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處理原則」之

規定，仍應依建築法規定請領建築執照。 

提案十三:有關銀鋒科技有限公司申請位於本市永康區王行段 63地號之建造執照

乙案(詳如附件七)，本案為地上 3 層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96 條第 1項第 1款之規定，「通達 3層以上，…，直通樓

梯應至少有一座為安全梯。」本案 3層做為機械室，而未設置安全梯，

是否符合前揭規定，提請討論。（提案人：台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科

二股） 

決  議：本案通過，但由建管科二股請示營建署作通案釋示。 

 

 



臨時提案： 

    提案一: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第 60 條第二款規定「設置於室內之停車位，其四分之

一車位數。每輛停車位寬度及長度得各寬減二十五公分。但長邊鄰接牆

壁者，寬度不得寬減。」，所謂鄰接牆壁者是否等同緊貼牆壁 (附圖一)，

提請討論。（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決  議：停車位在最接近牆壁旁邊的一位，不得寬減。 

 

 

 

 

 

 

 

 

 

 

 

附圖一 

 

    

     

    

 

 

 

 

 

 

 

 

 

 

 

 

     

 

 

 

 

 



 提案二: 有關臺南縣(臺南市)都市計畫區騎樓設置標準內之規定「騎樓柱正面應自道

路境界線退縮五十公分(臺南市為二十五公分)」，其中騎樓柱退縮是否

可大於五十公分(二十五公分)，但退縮後依然滿足騎樓淨寬不得小於

2.50 公尺之規定(附圖一)，提請討論。如遇建築物座向不平行於建築線

時騎樓柱是否打斜角。（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附圖一                                  附圖二 

 

    決  議：由公會提案，訂立新的「騎樓線訂定標準」，修訂後決定之。 

      

 

 

 

 

 

 

 

 

 

 

 

 



    提案三: 有關都市細部計劃要求停車空間強度大於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停 

             車空間標準所增設之停車，根據南市工建字第 09531003560 號提案二 

             之決議(詳附件八)可於室內設置前後併排停車，但決議內容並無提及 

             室外停車是否適用該標準，室外停車位是否需另行留設車道，提請討 

             論。（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決  議：新建一照一戶或透天型態建築物採一宗建築基地合照多戶之建築執照，

依都市計劃說明書規定留設之室內外停車空間，其法定停車空間以上至

天際垂直區劃為同一權利主體所有者或屬同一區分所有權人之約定專

用停車位者，其法定停車空間得前後併排免留設車道。 

 

 

 

 

 

 

 

 

 

 



 提案四: 依 100 年 4月 22 日臺南市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 第二次會議之提案 

         六中(詳附件二)： 

‧陽臺正面開口面積需大於 1/2。 

‧該圖例以一處開口示意說明檢討方式。 

‧然無明確說明僅得單一開口或可合計檢討二分之一之檢討。 

‧在不影響陽台使用，並符合開口面積大於 1/2 之原則下，不應以 

  該圖例之從嚴解釋而限制建築設計彈性。 

                  (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決  議：修正 100 年 4月 22 日臺南市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第二次會議提案六 

        決議之圖例，及部份內容：陽台〝開口面積〞需大於 1/2。〝開口面積〞計 

        算.............。 

 

<圖例一>                                 <圖例二>  立面： 

 

 

 

 

 

 

 

 

 
 

 

 

 

 

五、散 會： 

：透空部份，開口面積＞h×w/2 開口率即屬適法。 

(開口率檢討與透空開口以外實體牆面設計位置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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