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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範制定緣由技術規範制定緣由

近年來，社會大眾逐漸重視視覺景觀的議題，也因缺乏具體可行之景觀
範疇的技術操作規範，因此在各類開發行為對於環境景觀造成影響時，
或產生出相關爭議時，無法採取適當之措施因應。

過去在各類開發行為進行景觀評估的評估方法與標準不盡相同，其評估
及結果的可靠性也難以得到驗證。

在『環境影響評估模式技術規範彙編』，明列出各個環境影響項目受到
認可的評估方法以及使用模式，並提供相對的操作使用手冊。但景觀範
疇部分目前仍尚未提出相對應之技術規範操作手冊。

1.

2.

3.

本計畫延續上年度計畫所擬定出之技術規範操作流程與架構為
基底，再透過收集國外環評景觀評估操作案例，並徵詢專家學
者之意見，及透過與環保署內部會議討論，提出本技術規範草
案。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草案）（草案）內容說明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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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評估技術規範景觀評估技術規範((草案）操作步驟說明草案）操作步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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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現況調查

一、一、 開發行為基礎開發行為基礎資料說明資料說明
二、開發行為之景觀調查範圍二、開發行為之景觀調查範圍
三、三、 開發行為之景觀調查範圍開發行為之景觀調查範圍景觀資料調查景觀資料調查
四、景觀四、景觀現況調查時間現況調查時間//頻率說明頻率說明
五、景觀五、景觀調查資料來源取得說明調查資料來源取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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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現況分析

一、一、可見可見視域範圍調查與分析視域範圍調查與分析
二、二、景觀景觀控制點選取控制點選取
三、三、景觀景觀現況分析結果現況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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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影響預測

一、一、開發開發前、中、後前、中、後視覺視覺景觀景觀模擬模擬
二、開發二、開發前後景觀變化程度分析操作前後景觀變化程度分析操作
三、景觀三、景觀影響預測影響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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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景觀現況調查附件一：景觀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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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開發行為基礎開發行為基礎資料說明資料說明

針對開發行為所在環境區位進行概要說明，包含地理位置、該區域土地利用
形態(如屬於都市區域或鄉村區域)之描述、開發計畫內容概述等。

二、二、開發開發行為之景觀調查行為之景觀調查範圍範圍說明說明

開發行為之景觀調查範圍內容需以圖面進行說明，開發計畫之景觀調查範圍
圖包含開發行為計畫範圍與開發行為之景觀調查範圍兩項，景觀調
查範圍界定以開發計畫範圍線向外延伸不得小於半徑1.2公里為原則，此範
圍可視開發行為特性或所在環境條件進行調整，惟必須敘明調整理由。

開發計畫範圍開發計畫範圍

景觀調查範圍景觀調查範圍

西濱快速公路新建工程計畫



三、三、開發開發行為之景觀調查範圍行為之景觀調查範圍景觀資料景觀資料調查調查

1. 自然景觀元素-地形地貌、水體、動植物等
2.人為景觀元素-聚落型態、交通軸線、重要地標、土地利用、夜間景觀等
3. 特殊景觀元素-特殊氣象因子、地貌變化明顯交界帶

針對開發行為所在環境特性針對上述元素進行調查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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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景觀現況調查時間景觀現況調查時間//頻率說明頻率說明

應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書送審前3年內至少進行一次調查。

五、景觀調查五、景觀調查資料來源取得說明資料來源取得說明

應針對景觀影響調查各步驟收集與分析之資料進行來源說明。
文獻收集： 若資料取得為相關既有文獻收集，必須於該項目內文或附註中
註明出處與資料年份，並詳列參考文獻。
現況調查：若資料取得來源為現況調查分析，需於該項目中敘明資料取得
方式、調查日期與調查地點。

附件一：景觀現況調查附件一：景觀現況調查



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

圖面內容需包含：圖面內容需包含：
1.1.開發行為計畫開發行為計畫範圍範圍
2.2.可見視域範圍可見視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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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可見視域範圍調查與分析可見視域範圍調查與分析

可見視域範圍可見視域範圍圖圖操作步驟：
1.可見視域範圍繪製
2.可見視域範圍圖分析與說
明

『『可見視域範圍可見視域範圍』』指開發區域週邊可看見開發區域之範圍帶指開發區域週邊可看見開發區域之範圍帶

西濱快速公路新建工程計畫



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

二、景觀二、景觀控制點選取控制點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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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景觀控制點選取原則

（1）景觀控制點應平均分布於開發計畫範圍四周，而線狀開發行為平均
分佈於兩側。另外在近景(500M以內)、中景(501-1200M)、遠景
1201M以上距離範圍內，至少各選取一處景觀控制點。
超過10公里之線狀開發行為，每超過10公里部分增加一點 (若超過部分不滿10
公里者免增加)。

（2）在可見視域範圍內，景觀控制點選取數量不得少於6點，並須敘明
選點原因。若因開發計畫所在環境特性之影響，景觀控制點選取位置無法平均
分佈者、無法於近中遠景距離範圍帶至少各選取一點者，與選取數量少於6點者，
應敘明理由。

3.景觀控制點選取三項原則：

景觀控制點選取透過以下方式進行：

(1)鄰近主要交通動線
(2)鄰近或位於活動聚集點、可欣賞風景處或人口集中區
(3)為可欣賞特殊景觀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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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鄰近或位於活動聚集點、可欣賞風景處或人口集中區

(1)鄰近主要交通動線
若開發行為計畫範圍鄰近主要交通路線或步道
，因道路或步道使用量大，將會影響到多數人
之視覺景觀體驗感受。建議在同一路線上可觀
看到開發行為範圍內選取數個景觀控制點，進
行分析。

若開發行為鄰近人口集中稠密區或主要活動區
域聚集點，如道路旁休息區、聚落或可觀賞風
景之處等，此處為人們停留休憩或活動之處，
將有許多機會欣賞附近之風景，也易看見開發
行為，故為景觀控制點選取條件之一。 人口集中區、可欣賞風人口集中區、可欣賞風

景處或活動聚集點景處或活動聚集點

二、景觀二、景觀控制點選取控制點選取

1.景觀控制點選取原則

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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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景觀二、景觀控制點選取控制點選取

3.3. 為可欣賞特殊景觀的地區
若開發區域位於或鄰近下述地點，須進行
調查及選取景觀控制點最佳位置。
特殊氣象景觀（如日出日落、星象等）
景觀交界變化地點（如天際線、山陵線、
水際線、水陸交界邊緣、地形地貌變化明顯處等）

1.景觀控制點選取原則

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



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

二、景觀二、景觀控制點選取控制點選取

圖面內容需包含：圖面內容需包含：

（（11）標注）標注景觀控制點所在景觀控制點所在
位置與位置與開發行為計畫開發行為計畫範圍。範圍。

（（22）以）以開發計畫邊界，劃分開發計畫邊界，劃分
近景（近景（500m500m以內）以內）
中景（中景（501501--1200m1200m））
遠景（遠景（1201m1201m））
以上之距離帶。以上之距離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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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觀控制點位置圖繪製

景觀控制點位置圖景觀控制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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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景觀控制點現地照片拍攝原則

二、景觀二、景觀控制點選取控制點選取

照片拍攝時注意受光面和背面的關係，以真實的呈現現場狀況為考量，
不可任意以下列方法來強化陰影或對比效果等而影響景觀的現況：
不可於鏡頭前加上濾光鏡或偏光鏡等。
不應應用拍攝之技巧改變現況，如更換鏡頭、鏡片、攝影技術、暗房技術及
電腦軟體等。

操作方法：
（1）現況照片的拍攝須記錄環境的真實面貌，照片拍攝水平視角須大75度；
其拍攝時間宜以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之間，天氣晴朗之時進行。
（2）具特殊景觀之環境區域拍攝，如開發計畫涉及夜間景觀或燈光設計之項
目、日出、日落、星光、月光等，應以適宜之時間進行拍攝，不受第1點拍攝
時間之限制，並應進行說明。
（3）現況照片檔案格式為jpeg，其解析度不得小於100dpi (dot per inch)。
像素尺寸不得小於1500*2100，並須以彩色圖片呈現。

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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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三、景觀現況分析結果現況分析結果

將所有景觀控制點景觀美質現況分析結果載明於景觀控制點（編號）景觀現況
分析表中，分析表包含下列項目：
景觀控制點資訊項目
1.景觀控制點編號
2.景觀控制點所在地點、經緯度座標值
3.景觀控制點海拔高程數據
4.觀賞者位置（上、中、下位）
5.景觀控制點與開發計畫邊界距離數據
（近、中、遠景帶）
6.照片拍攝日期與時間

景觀控制點展望方向圖

景觀控制點現況環境概要說明

現況照片

景觀控制點環境色彩描述

觀賞者上位：觀賞者位置高於開發量體，
其水平視線高於開發量體。
觀賞者中位：觀賞者位置與開發量體位於
同一高層，其水平視線相對於開發量體。
觀賞者下位：觀賞者位置低於開發量體，
水平視線低於開發量體。

觀賞者位置說明觀賞者位置說明

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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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控制點環境色彩描述

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

可利用繪圖軟體操作，提出RGB（紅Red、綠Green、藍
Blue）或CMYK（青Cyan、洋紅Magenta 、黃Yellow、
黑Black）色碼，瞭解其主要環境色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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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三、景觀現況分析結果現況分析結果

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附件二：景觀現況分析

程

景觀控制點景觀現況分析表景觀控制點景觀現況分析表



17

一、開發前、中、後視覺景觀模擬

附件三附件三、景觀影響預測、景觀影響預測

各類型開發行為進行施工中階段與營運後階段模擬操作，其開發量體之模擬
須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書所描述之開發行開發行
為主要規劃內容為主要規劃內容，依照其在環評環評階段階段所訂所訂之量體高度之量體高度、、量體規模量體規模、、
量體方位量體方位進行模擬。量體外觀造型量體外觀造型與量體色彩量體色彩由於在本階段尚未提
出具體可供模擬內容，因此不做為模擬操作之依據項目。

施工中 營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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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
1. 景觀控制點以在可見視域範圍內，進行視覺模擬操作，其選取數量不
得少於六點。若開發計畫涉及夜間景觀設計或燈光設計之項目內容，則須
針對景觀控制點進行夜間景觀模擬，並進行夜間景觀影響預測說明。

2.模擬照片不得僅呈現開發計畫量體，須含括開發計畫範圍周圍現況環境
資訊，如地形、植被、道路、其他人造物之量體等。

3.模擬照片用以進行景觀影響預測說明，需包括開發行為施工中階段、與
營運階段之模擬照片。

4.施工中階段模擬應以對現地景觀最大影響之階段進行模擬操作。

5.模擬照片檔案格式為jpeg，其解析度不得小於100dpi (dot per inch)，
像素尺寸不得小於1500*1200，並須以彩色圖片呈現。

一、開發前、中、後景觀模擬

附件三附件三、景觀影響預測、景觀影響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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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二、開發前後景觀變化程度分析前後景觀變化程度分析

依照下列公式利用景觀控制點現況照片與營運後模擬照片，進行開發前後近
景、中景、遠景與天空範圍之景觀變化程度分析，並提供開發前後近景、
中景、遠景與天空範圍景觀面積數據。
計算公式：

1.計算未開發前近景、中景、遠景與天空範圍各個視覺區域單元面積--A
2.計算因開發而改變的近景、中景、遠景與天空範圍各個視覺區域單元面積--B
3.B/A *100％＝景觀變化程度百分比。

依照上述公式，針對近景、中景、遠景觀景距離範圍與天空範圍進行開發前後
景觀變化程度計算。

註：若景觀控制點因受地形變化或受其他景觀元素遮擋等因素，僅可見部份觀
景距離範圍時，僅須計算可見之觀景距離範圍改變前後變化程度，但須敘明理
由。

附件三附件三、景觀影響預測、景觀影響預測

以景觀控制點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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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二、開發前後景觀變化程度分析前後景觀變化程度分析

附件三附件三、景觀影響預測、景觀影響預測

操作範例

針對景觀控制點往開發區域方向
之近景、中景與天空範圍進行開
發前後景觀變化程度分析操作。

本景觀控制點因受到地形與植被
影響，因此無法可見遠景範圍帶，
因此僅對於近、中景範圍帶與天
空範圍帶之景觀變化程度進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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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三、景觀影響預測影響預測

依現況、施工中、營運後三階段，因主要開發量體興建，對於所選取之景觀控制點
所見環境景觀進行影響預測，依照環境特性利用相容性、生動性、完整性、獨特性，
透過質性描述之方式，進行各階段景觀影響預測。將相關影響預測操作結果載明於景
觀控制點景觀影響預測表中。

附件三附件三、景觀影響預測、景觀影響預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