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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測量製圖 

科  目：土地法規（包括地籍測量法規） 

田文老師 

一、實施市地重劃時，由於個別土地地價、區位之差異，重劃分配之結果難免產生重劃後實際分

配土地之價值與應分配價值不相等，產生差額分配之情形。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增配

或短配之差額分配的情況有何？又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如何

處理？請申述之。（25 分） 

《考題難易》： 

★★★★★：非常困難 

《破題關鍵》： 

本題測試考生對市地重劃面積分配之方式及後續處理程序。第 1 小題，或許可理解為市地重劃

後土地分配之準則或方式進行答題。第 2小題，則是在於分配增減之處理程序。 

《使用法條》or《學說文章》or《重要爭點》： 

本題使用法條為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及 52條。 

【擬答】 

增配或短配之差額分配情況：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條第 1項規定： 

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

為準，其調整分配方法如下： 

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有數宗土地，其每宗土地應分配之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

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除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外，應逐宗個別分配；其未達原

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按應分配之面積較大者集中合併分配。但不得合

併分配於公共設施用地及依法不能建築之土地。 

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達重劃區內

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除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

配者外，應以現金補償之；其已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得於深度

較淺、重劃後地價較低之街廓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或協調合併分配之。 

同一宗土地跨占分配線兩側，其各側應分配之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

標準者，應於分配線兩側個別分配之；其中一側應分配之面積，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

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應向面積較大之一側合併分配之。 

分別共有土地，共有人依該宗應有部分計算之應分配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且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

三分之二之同意者，得分配為單獨所有；其應有部分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者，得依第二款規定辦理或仍分配為共有。 

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物之土地，其建築物不妨礙都市計畫、重劃工程及土地分配者，

按原有位置分配之。 

重劃區內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除道路、溝渠用地外，在重劃前業經主管機關核

准興建者，應仍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或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經以公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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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抵費地指配者，其分配位置由主管機關視土地分配情形調整之。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2條規定： 

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土地接管後三十日

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就其超過部分按評定重劃後地價限期繳納差額地價；逾期未繳納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土地接管後三十日

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就其不足部分，按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差額地價補償；逾期未領

取者，依第五十三條之一規定存入專戶保管。 

 

二、甲所有之土地與乙所有之土地二地相毗鄰，界線犬牙交錯、曲折不整，因而申請土地複丈。

請問依規定得申請土地複丈之情形有何？土地界址調整複丈後，地價改算依規定如何處理？

又土地價值有增減時，如何處理？請分別敘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普通 

《破題關鍵》： 

本題對測量考生屬基本題型，第 1 小題，由得申請複丈法條切入即可。第 2 及 3 小題，出於複

丈各論，測試考生對於實施複丈後，涉及面積增減時，申請人應如何處理，及登記機關應如何

辦理。 

《使用法條》or《學說文章》or《重要爭點》： 

本題涉及法條為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04、226及 227條。 

【擬答】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04條規定： 

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土地複丈（以下簡稱複丈）： 

因自然增加、浮覆、坍沒、分割、合併、鑑界或變更。 

因界址曲折需調整。 

依建築法第四十四條或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調整地形。 

宗地之部分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 

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時效取得所有權、地上權、農育權或不動產役權。 

界址調整地價之改算，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26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登記機關於辦理土地界址調整複丈後，應依複丈成果改算當

期公告土地現值，調整前後各宗土地地價之總合應相等。 

實施界址調整之土地，其調整線跨越不同地價區段者，複丈成果應分別載明調整線與原地

籍交叉所圍各塊坵形之面積，作為改算地價之參考。 

土地價值有增減之處理，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27條第 2 項規定： 

調整後土地價值與其原有土地價值有增減時，應通知申請人就調整土地向直轄市或縣

（市）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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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在主管機關依國土計畫法規定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前，原合法之建築物因與所定土地使用

管制內容不符時，試問，依法應如何處理？又若主管機關對於該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在國

土計畫中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時，依規定應予適當補償，該補償之性質為何？請析論之。

（25 分） 

《考題難易》： 

★★★★★：非常困難 

《破題關鍵》： 

本題測試考生對於國土計畫法施行後，土地管制改變對人民權益之保障，及其當初立法之意

旨。故第 1小題為法規條文切入作答；第 2小題再就其立法意旨簡要說明。 

《使用法條》or《學說文章》or《重要爭點》： 

本題涉及法條為國土計畫法第 32條。 

【擬答】 

原合法之建築物因與所定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不符，依國土計畫法第 32條第 1項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後，應按本法規定進行管制。區域計畫實

施前或原合法之建築物、設施與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四項所定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不符

者，除准修繕外，不得增建或改建。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斟酌

地方情形限期令其變更使用或遷移，其因遷移所受之損害，應予適當之補償；在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令其變更使用、遷移前，得為區域計畫實施前之使用、原來之合法使用

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補償之性質： 

本條就「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之損失補償」以申請制辦理，係因該補償經費

來自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依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本法施行後十年內由政

府循預算程序撥款予該基金之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五百億元，且應視國土計畫檢討變更

情形逐年編列預算移撥。是以，該五百億元之基金來源並非一次到位，須透過土地所有

權人申請補償，核算補償費金額，視各該年度補償費金額需求再行籌編相關經費，俾符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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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變更補償費之受補償對象為申請人(即：土地所有權人)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變更補償費當時地籍謄本所登載之土地所有權人，係因變更補償費從本法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意旨，應非高度屬人性質，故其補償對象應得隨土地所有權而移轉。 

另有關地上權與土地發展權利有關，惟其係透過地上物遷移補償方式彌補其損失，係屬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範疇，爰不列入本條補償範疇。 

第二項規定可建築用地經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如同時得依本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補償

時，應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法令辦理補償，此於本法立法過程已與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達成共識；又其原因在於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大多係屬環境敏感

地區，其土地業經有關機關依法劃設公告為保育或保護相關地區，並有相關禁制或限制

事項規定，故應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補償，且不應重複補償。以河川區域為

例，該範圍將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依據水利法第七十八條規定略以：「河川區

域內，禁止下列行為：……四、建造工廠或房屋。……」該等土地並非因劃設為國土保

育地區第一類而不得作為工廠或房屋使用，而係因位屬河川區域適用前揭規定所致，是

以，該等情形應依水利法相關規定辦理補償事宜。(參實施國土計畫管制所受損失補償辦

法第 10條立法說明) 

 
 

四、需用土地人因公共事業之施行，申請徵收應以事業所需者為必要，惟有礙於原權利人之使用

時，原權利人可為完全徵收之請求。試就現行土地徵收條例中有關完全徵收之規定列出，並

申述之。（25 分） 

《考題難易》 

★★★★：困難 

《破題關鍵》： 

本題測試考生對於土地徵收發動後，倘該徵收有對人民殘存土地權利有侵害時，應如何保障

之，及其當初立法之意旨。故第 1 小題為法規條文切入作答；第 2 小題再就其立法意旨簡要說

明。 

《使用法條》or《學說文章》or《重要爭點》： 

本題涉及法條為土地徵收條例第 5條第 1項及第 8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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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土地徵收條例有關完全徵收之規定： 

地上物之一併徵收-土地徵收條例第 5條第 1項： 

徵收土地時，其土地改良物應一併徵收。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要求取回，並自公告期滿之日起十五日內自行遷移。 

墳墓及其他紀念物必須遷移。 

建築改良物依法令規定不得建造。 

農作改良物之種類或數量與正常種植情形不相當者，其不相當部分。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徵收殘餘部分之一併徵收-土地徵收條例第 8條第 1項：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立法意旨： 

申請一併徵收之權利，係專為保障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而設，為避免權利濫用，在有特殊

情形下，為法律所禁止。又被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常難作經濟有效之使用，造成被徵收

土地所有權人之不便，故法定賦予其得要求一併徵收之權利。 

另所謂「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係指 1 筆土地部分被徵收，經分割後之剩餘部分而言。

若同一所有權人有 2 筆以上土地，地界相連，實際已合併為同一性質之使用，其中 1 筆被

徵收，剩餘之 1 筆，亦屬殘餘部分。而「面積過小」及「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認定，法律

無明確規定，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受理一

併徵收之申請後，應會同需地機關及相關單位實地勘查，依事實認定，並作成勘查紀錄，

於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時供作審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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