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自然環境多元，人口分布不均，各區

域條件不同，發展各具特色。

臺灣的區域畫分

　　考量位置、自然、人文等因素，隨著臺灣

發展的進程，政府依不同時期的施政考量，臺

灣區域畫分有不同的方式。

　　民國 68 年頒布的「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

畫」將臺灣畫分為北、中、南、東及離島區

域（圖 1-6-1）。此畫分法是以行政區作為分

區，利於統計資料分析，但較不利於整體規

畫，例如：河川整治通常是跨行政區以流域為

單位。

　　隨著人口成長、交通發展及產業變遷，

民國 99 年行政院公布「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

畫」，將臺灣國土空間畫分為「三軸、海環、

離島」，此種畫分方式打破行政區界，以自然

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需求，作為區域規畫的參

考準則，利於整體規畫（圖 1-6-2）。例如：

環境保育問題通常跨越行政區，宜跨縣市整體

策畫；又如，人口稠密的高密度開發區與人口

較少的低密度開發區，其規畫會有所差異。

一

區域特色與差異6-1

 圖1-6-1　臺灣區域畫分圖 

 圖1-6-2　臺灣國土空間規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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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區域特色

　　由於開發時間的早晚及自然環境的差異，臺灣各區域具有其特色。若從發展的

時間、空間變化來看，早期進入臺灣的門戶是安平、鹿港等地，所以初到的移民多

居住在西南沿海地區。隨著人口日增，才逐漸由沿海平原向內陸丘陵開發，再由南

往北發展。而東部地區則因山脈阻隔，交通不便，開發較晚（圖 1-6-3∼7）。

二

1 北部區域：是臺灣的政治經濟中心

且高科技產業發達，為全臺人口密

度及經濟產值最高的區域。

 圖1-6-3　新竹市 新竹
科學園區／是臺灣最早

設立的科學園區，孕育

了台積電、聯電等高科

技大廠。

2 中部區域：是臺灣重要的花卉蔬果

專業區，也是精密機械、腳踏車等

工業的生產重鎮。

 圖1-6-4　彰化縣 田尾
公路花園／彰化是臺灣

花卉專業區，除了內

銷，還外銷到日本等

國。

3 南部區域：是臺灣最早開發的地

區，因港口運輸便利，成為臺灣主

要重工業帶。

 圖1-6-5　高雄市 高雄
港／是臺灣最重要的海

上門戶，煤、鐵、石油

等原料進港後，直接進

入廠區加工生產。

4 東部區域：是臺灣人口密度最低的

地區。環境汙染少，適合發展無

毒、有機農業及觀光業。

 圖1-6-6　臺東縣 池上
鄉／除了以池上米聞

名，近年因藝術家進

駐，以慢活及田園景觀

吸引觀光客前往。

5 金馬離島區域：因位置特殊，昔日

為國防前線。之後發展觀光業，並

成為兩岸經濟往來的窗口。

 圖1-6-7　連江縣 八八
坑道／原為軍事坑道，

因冬暖夏涼、溫度穩

定，適合存放酒。開放

離島觀光後，成為旅客

參觀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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