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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新營區位於臺南市北端，東臨東山區，南銜柳營區，西接鹽水區，北與後壁

區相連，面積約 38.5386 平方公里。新營區原轄下共 29 里、636 鄰，於 106 年

04 月依據「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里鄰編組之檢討。106 年 11

月 10日經臺南市政府核定及公告，全區 29里調整為 23里、636鄰調整為 412鄰，

並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及 04 月 30 日分兩階段實施。 

新營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後訂定。興業里、興安里進行

整編，以戶數最多的興業里為新里名。太南里、舊廍里進行整編，舊廍里「舊廍」

地名仍保留，並以戶數最多的太南里為新里名。五興里、鐵線里進行整編，鐵線

里「鐵線橋、秀才」地名仍保留，並以戶數最多的五興里為新里名。姑爺里、角

帶里進行整編，角帶里「角帶圍」地名仍保留，並以戶數最多的姑爺里為新里名。

延平里、好平里、永生里進行整編，取原里名其中一個字命名為「永平里」，有

永遠平安之意涵。興安里與興業里整編為興業里，另與中營里進行里界調整，調

整後以興業里為新里名。 

南紙里與民榮里僅進行邊界調整，故仍維持原有名稱為南紙里、民榮里。中

營里與興安里僅進行邊界調整，故仍維持原有名稱為中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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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各里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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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6 年 04 月 10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一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4 月 13 日 
召開臺南市新營區 106 年度里鄰調整規劃第

一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2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說明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4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二次研商會議」 

民權里 

永生里 

三仙里 

延平里 

民榮里 

106 年 05 月 08 日 
召開臺南市新營區 106 年度第一次各鄰區規

劃調整工作小組會議 

王公里 

中營里 

嘉芳里 

埤寮里 

好平里 

106 年 05 月 09 日 
召開臺南市新營區 106 年度第二次各鄰區規

劃調整工作小組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10 日 
該日起區公所與各里討論並聽取地方相關建

議研擬里鄰調整方案規劃 

太北里 

南紙里 

土庫里 

新南里 

姑爺里 

護鎮里 

106 月 05 月 11 日 
召開臺南市新營區 106 年度第三次各鄰區規

劃調整工作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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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11 日 
召開臺南市新營區 106 年度里鄰調整規劃第

二次研商會議 

興業里 

五興里 

大宏里 

角帶里 

新東里 

興安里 

106 年 05 月 12 日 
召開臺南市新營區 106 年度第四次各鄰區規

劃調整工作小組會議 

新北里 

南興里 

民生里 

舊廍里 

太南里 

106 年 05 月 15 日 
召開臺南市新營區 106 年度第五次各鄰區規

劃調整工作小組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15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編組及調整

製圖教育訓練」 

忠政里 

鐵線里 

太南里 

106 年 05 月 16 日 
召開臺南市新營區 106 年度第六次各鄰區規

劃調整工作小組會議 

各里 106 年 05 月 22 日 召開 106 年度新營區里鄰調整規劃說明會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24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編組及調整

製圖教育訓練」 

民政局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05 日 研議新營區里鄰調整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06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三次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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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08 日 
召開臺南市新營區 106 年度里鄰調整規劃第

三次研商會議 

太南里 106 年 06 月 08 日 臺南市新營區公所里調整規劃訪談說明（一） 

興業里 

興安里 

永生里 

好平里 

延平里 

106 年 06 月 13 日 臺南市新營區公所里調整規劃訪談說明（二） 

大宏里 106 年 06 月 15 日 臺南市新營區公所里調整規劃訪談說明（三） 

太北里 

角帶里 

姑爺里 

鐵線里 

五興里 

舊廍里 

106 年 06 月 15 日 臺南市新營區公所里調整規劃訪談說明（四）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20 日 
召開臺南市新營區 106 年度里鄰調整規劃第

四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26 日 
召開臺南市新營區 106 年度里鄰調整規劃第

五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7 月 06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四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7 月 13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本市 37 區里鄰

整編各區調整方案報告」 

區公所 106 年 08 月 07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整編個案協

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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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興業里 

興安里 

太南里 

舊廍里 

姑爺里 

角帶里 

五興里 

鐵線里 

延平里 

好平里 

永生里 

106 年 08 月 16 日 
召開 106 年度新營區里鄰整編研商座談會（里

整編之命名） 

區公所 106 年 08 月 22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五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10 月 05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整編分階段生效日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10 月 17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向臺南市議會簡報「臺

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報告」 

市政府 106 年 11 月 10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公告 

區公所 106 年 11 月 20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研商『里長團體

傷害保險辦理方式暨里鄰整編後續作業』會

議」 

區公所 106 年 11 月 21 日 
該日起至 106年 11月 30日各區逐戶發放市民

須知 

區公所 107 年 01 月 24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整編公告實

施後辦理身分註記研商會議」 

市政府 107 年 01 月 29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第一階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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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107 年 01 月 29 日 該日起標註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區公所 107 年 04 月 19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名稱變更作業

研商會議」 

市政府 107 年 04 月 30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第二階段實施 

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107 年 04 月 30 日 該日起標註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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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鄰編組及調整情形一覽表 
 

調整後里別 調整前里別 實施日期 頁碼 

忠政里 忠政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10 

民權里 民權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12 

三仙里 三仙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14 

大宏里 大宏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16 

王公里 王公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18 

中營里 中營里；另與興安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1-20 

土庫里 土庫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23 

南興里 南興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26 

興業里 
興業里、興安里；另與中營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1-28 

民生里 民生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31 

民榮里 民榮里；另與南紙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1-33 

埤寮里 埤寮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35 

護鎮里 護鎮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37 

太南里 太南里、舊廍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39 

太北里 太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2 

南紙里 南紙里；另與民榮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4 

嘉芳里 嘉芳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7 

五興里 五興里、鐵線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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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鄰編組及調整情形一覽表 
 

調整後里別 調整前里別 實施日期 頁碼 

姑爺里 姑爺里、角帶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52 

新北里 新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55 

新南里 新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57 

新東里 新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59 

永平里 延平里、好平里、永生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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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忠政里（Jhongj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忠政里共 2,148 戶，門牌數共 2,315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忠政里共 33 鄰，調整後忠政里共 2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忠政里北以長榮路二段與護鎮里、埤寮里為界，東以中正路與王公里為界，

西以健康路與三仙里為界，南以民治路與民權里為界。 

忠政里為文教區，臺南市政府民治市政中心設立於此，周邊行政機構相當多，

分別有臺南市議會、新營區公所、新營戶政事務所、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臺

南市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等重要機構均在里內，堪稱為新營區之行政區域中心。另

亦有至今已創校 62 週年的新進國民小學（民國 45 年創校）。本里位於新營區之

黃金地段，建築多為連棟的軍公教人員宿舍及住宅大樓，也因為里民多數為軍公

教人員出身，教育程度及生活水平高，碩、博士人才輩出，成就相當高。大臺南

公車亦於里內設有多個公車停靠站，從新營火車站至里內交通相當便捷。中正路

及民治路上商家繁多，用餐時間人潮絡繹不絕。知名特色小吃如臭豆腐、豆菜麵、

胚芽意麵，每逢假日排隊人龍常綿延至馬路，吸引許多饕客特地前來品嘗。 

忠政里內一處具代表性地標，為金華路上的「八駿公園」，以數匹駿馬奔騰

之姿，展現新營活力充沛的精神。忠政里辦公處與忠政社區發展協會，內部規劃

有每日排班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志工，到府關懷弱勢家庭或送餐、每月打掃街道

的環保義工隊、防治登革熱的防疫隊，並且認養里內多處空地進行環境綠美化，

全由里民主動熱心參與，為里內運作竭盡心力，亦提供優美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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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政里照片集錦 

  臺南市政府民治市政中心 臺南市議會民治議事廳 

  臺南市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新進國民小學 

  中正路街景 八駿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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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里（Mincyu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民權里共 1,191 戶，門牌數共 1,562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民權里共 24 鄰，調整後民權里共 1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民權里北以民治路與忠政里為界，東以中正路與大宏里為界，西以民權路與

三仙里為界，南以中山路與永平里為界，4 條主要道路圍成民權里行政區塊。 

民權里位於新營區交通臺商圈內，商業氣息頗為濃厚，里內文化街為早期電

影戲院所在地，中山路則為櫛比鱗次的百貨店，民國 40－60 年代繁盛一時，民

國 70 年代，由民權路商店街取而代之，另三民路漸漸有都會型商圈型態。民權

里為棋盤式規劃的住宅及商業區，其中三民路以南主要為商業區，以北主要為住

宅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和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新營文化中心、新營戶外藝術

表演臺都位於本里，文化中心旁的藍帶空間，為舊嘉南大圳美化的經典之作。公

園綠地方面，日治時代的舊神社幾經更替，改為忠烈祠，又細割為許多機關用地

及舊體育場，後來改稱 5 號公園，現在則變身為南瀛綠都心，是本區都心最大的

綠地。宗教方面則為仁愛街的基督教長老教會最負盛名。里內設有社區發展協會，

並組織媽媽教室、環保義工隊、關懷據點，積極投入社區公共事務，成果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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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權里照片集錦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民治路
派出所 

臺南市立新營文化中心 

  新營南瀛綠都心 民權路商店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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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仙里（Sansi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三仙里共 1,277 戶，門牌數共 1,370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三仙里共 32 鄰，調整後三仙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三仙里東以健康路、民權路與忠政里、民權里為界，西以三興街與新北里、

民生里為界，北以長榮路二段與護鎮里為界，南以復興路與永平里為界。 

三仙里即昔日稱為「黑瓦厝」地區，亦為日治時代新營街之第三保（日本行

政區，相當於里），因此光復後改制為三仙里。本里復興路以北、中華路以南、

三興街以東地區，是為新營最早有人定居之地，而中華路北邊相傳為昔日蘆竹坑

庒頭移民而來，現仍暱稱蘆竹坑，供奉開天炎帝。三仙里轄內有民權路上的天主

堂及國立新營高級中學、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等學校，另位於金華路及健

康路口之公園，亦提供本里里民休閒之遊憩活動場所。里內健康路有多家大型餐

廳、知名大賣場在此地營業，形成了新營區有名的餐飲街，新營的特色美食─肉

丸，在民權路上就有兩家，中華路、民權路口的小吃攤種類多，口味佳，形成三

仙里入夜後的一項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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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仙里照片集錦 

  蘆竹坑開天炎帝 新營天主教堂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金華路及健康路口公園 民權路商圈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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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宏里（Dah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宏里共 1,393 戶，門牌數 1,742 個，屬

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

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大宏里共 31 鄰，調整後大宏里共 2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宏里北以民治路與王公里、新東里為界，東南以開元路、文昌街與中營里

為界，西以中正路與民權里為界。 

大宏里在明清時期到光復前原屬王公廟（王公里）地區，經行政區劃分而自

成一里，迄今尚有同濟宮南營營頭廟於民族路、綠川北路口，足以證明。本里嘉

南大圳從里內東面穿過轄區，大同路至中正路段間文化局已納入美術園區規劃，

亭臺、垂柳、花木形成綠川藍帶景觀，成了里民讚賞的主要休閒帶；同濟宮及龍

聖宮為里民信仰中心，里內有新營區公所、新營區衛生所、新營國民小學、自來

水公司、公有第三市場、臺灣銀行等機關林立，另三民路及中正路上知名速食餐

廳、咖啡館、西餐廳、診所、補習班等，已然成為本里發展商機之重要地區。本

里位於大同路及綠川北街口之日式古厝「本田三一宅」，臺南市政府已整修完成

並開放參觀，是提升本區文化保存維護之最佳見證。本里位於民族路上之大宏王

公社區活動中心及里辦公處設施齊備，是民眾洽公、閱覽書報、午餐共餐、辦理

研習活動的好所在，更是長期照顧 10 年計畫 2.0－C 級巷弄長照站(長照柑仔店)

設置點，提升市民各項服務多元及整合之最佳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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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宏里照片集錦 

  
日式古厝本田三一宅 龍聖宮 

  
新營國民小學（舊稱東國民） 綠川景色 

  
新營區公所 活動中心及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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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公里（Wangg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王公里共 1,767 戶，門牌數共 1,843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王公里共 34 鄰，調整後王公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王公里北以長榮路一段與埤寮里為界，東以台糖五分車鐵道與新東里為界，

西以中正路與忠政里為界，南以民治路與大宏里為界。 

王公里即俗稱王公廟同濟宮所在地，主祀開漳聖王及六府千歲（李、池、朱、

姚、范五府千歲加上謝府千歲）於清乾隆年間，由漳州來臺先祖創建，迄今兩百

餘年，為早期新營三大信仰宗廟之一。王公里清朝時期隸屬下茄苳堡，日治時代

才劃歸新營郡管轄，光復後改制為里行政區。王公里內同濟宮北營營頭廟，位於

民族路中央，有一段傳奇故事，傳聞老榕樹顯靈不願遷移。民族路尾以東新興住

宅區，是日治時代製藥會社宿舍區所在。台糖鐵道五分自行車步道縱貫本里，是

親子采風共遊新興自行車景點。王公里內有國立新營高級工業學校，前身為新營

家事學校，里內機構有台電新營區營運處、臺南市動物防治保護處、前臺南縣長

官邸、台灣菸酒公司新營營業所。里內設有社區發展協會以社區營造，健康、環

保、關懷、照護及技藝研習為主；另外同濟宮管理委員會則統籌宗教事務及照顧

地方福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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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公里照片集錦 

  同濟宮 前臺南縣長官邸 

  臺灣菸酒公司新營營業所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學校 

  台電新營區營運處 臺南市動物防治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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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營里（Jhongy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中營里（部分）共 492 戶（原 494 戶，其

中 2 戶為土庫里範圍），門牌數共 703 個，屬於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過

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惟因該里內有新營

火車站、新營客運總站、都市計畫區內乙種工業區，故里編組維持原狀不予調整。

僅與原興安里進行邊界調整，將原興安里第 5 鄰、第 6 鄰共 7 戶，門牌數共 10

個撥入中營里，另第 14 鄰 2 門牌、第 15 鄰 2 戶 3 門牌，計 2 戶 5 門牌係位於土

庫里里內範圍，該 2 戶 5 門牌撥入土庫里（本案未涉及里界調整），調整後中營

里共 499 戶，門牌數共 708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中營里共 15 鄰、興安里（部

分）共 2 鄰，調整後中營里共 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中營里北沿開元路、東山五路與新東里為界，東鄰東山區聖賢里新東橋及與

柳營區太康里接壤，西鄰臺 1 線及開元路銜接文昌街、中正路、中山路、同濟街

與大宏里、興業里為界，南以新進路東通預定道路過鐵路平交道直達工業路至延

平郡王府南側直通區界與興業里為界。 

中營里在高速公路尚未興建通車的年代，從日治時代新營火車站設立之後，

就成為北臺南地區及南嘉義縣的重要出入門戶。里轄區跨越鐵路東、西兩側，西

側為火車站前商圈，為本里主要的住戶聚集區，鼎盛時期客運、貨運、旅館、倉

棧、寄車、小吃業者雲集。站前的百年茶莊及臺南溪北地區僅有的保齡球館都是

里內的經典商家。然現今中營里蛻變成新的景緻人文風貌，座落在火車站旁的「新

營鐵道地景公園」於民國 106 年完工，是新營地區的新地標，全國唯一結合臺鐵、

糖鐵及鹽鐵匯聚的特色觀光景點。另設置於東昇街轉角的體健設施休憩基地，及

大同路上的夢想角落好望角公園，皆是提供民眾休閒活動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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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營里（Jhongying Village） 

本里另一人口聚集區，是位在東山中路、東昇街上的別墅住宅區，此區有 4

家立案安養機構，其中泰安老人養護中心設 C 級巷弄長照站(長照柑仔店)，提供

年長者多元彈性的照顧服務。位於本里的興隆禪寺為百年佛教廟宇，祀奉釋迦牟

尼佛及諸佛菩薩；在急水溪畔的延平郡王府，主祀開臺聖王，都是在地居民虔誠

信仰的宗教場所。此外，正在興建中的「新營東站後火車站」及「台灣自來水員

工訓練園區」，將成為大新營區的亮點地標，期望帶來便捷的交通，吸引外來的

觀光人潮，及活絡商圈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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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營里照片集錦 

  
新營火車站 新營鐵道地景公園 

  
大同路夢想角落好望角公園 東昇街體健設施 

  
台灣自來水員工訓練園區 興隆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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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庫里（Tuk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土庫里共 573 戶，門牌數共 525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惟該里鄰近三里戶數皆符合標準無須調整，若該里合併於其他里，則戶數過多，

面積過大，且由於肉品工廠的拆除，剩餘空地有可供開發機會，故不予整併，另

中營里將第 14 鄰 2 門牌、第 15 鄰 2 戶 3 門牌（2 戶 5 門牌）撥入土庫里。鄰調

整部分，調整前土庫里共 18 鄰、中營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土庫里共 10 鄰，

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土庫里北邊與後壁區新東里、福安里接壤，東邊與後壁區福安里接壤，西邊

分別和埤寮里（卯舍農路）、新東里（長榮陸橋）及中營里（東山五路）為界，

南邊隔急水溪與東山區聖賢里相鄰。 

土庫里於清朝時期規劃下茄苳堡管轄，位於新營東北隅，為土庫與卯舍 2 個

近 300 年的老聚落合併而成的里行政區。土庫地名由來，另有一說法「頭庫」，

於清朝時期，布袋沿海魚產經鹽水港走陸路過護鎮、卯舍至此交換山產貿易，再

送往下茄苳堡買賣，因昔日建有許多屯糧倉庫，又為山海貿易第一站，故名「頭

庫」，至今仍有許多老人以此稱呼。里內居民大多務農，栽種以水稻為主要作物，

果樹則以芭樂種植為大宗，香甜可口，蘭花培育也為數不少。土庫聚落居民以「土

安宮」為信仰中心，主祀田都元帥；卯舍住民則以「復興宮」為中心，祀奉岳府

元帥，目前都仍是下茄苳泰安宮的五十九庄頭誼廟之一。本里近年來綠美化環境

顯著有成，里內已有多處閒置空地在里辦公處及社區發展協會的鼎力協助下，結

合政府資源，整頓成綠意盎然的生活空間，尤以「土庫里五分車站」重修整頓美

化最受里民稱許，周圍栽種綠籬美化維護有方，旁邊還有一處傳統的戶外浣衣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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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庫里（Tuku Village） 

間，前面規劃一條讓愛好騎乘單車者可以沿途踏訪土庫好風光的自行車道。卯舍

復興宮前設置的體健設施提供住民運動休憩的好去處，周邊空地在綠化植栽下，

讓整體環境蔚為美麗的風貌，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土庫里成立里環保義工隊，

每月於環境清潔日定期出勤打掃；另社區發展協會於土庫社區活動中心運作，設

有社區巡守隊、媽媽教室、老人會及歌友會，辦理各式活動，讓民眾交流聯誼。

另位於本里之土庫國民小學，除肩負國民教育功能之外，有獨步全臺的「土庫竹

馬陣」，藉由校內學生培訓傳承，成為學校重要的特色藝文社團。里內生達化學

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皆設廠於本里，為股票上市公司，成立財團法人

范道南文教基金會，熱心公益，關懷弱勢族群，回饋鄉里，嘉惠在地學子，令人

稱譽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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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庫里照片集錦 

 
 

土安宮 卯舍復興宮 

  土庫里五分車站 土庫社區活動中心 

  土庫國民小學 卯舍復興宮前體健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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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興里（Nan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南興里共 1,164 戶，門牌數共 1,331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南興里共 33 鄰，調整後南興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南興里北以南昌街、新進路二段、新生街、建業路與永平里、民榮里為界，

東以延平路與興業里為界，西至長勝營區及南梓實驗國民小學旁與南紙里為界，

南以急水溪與柳營區人和里為界。 

南興里為台糖新營總廠宿舍區，以新營機械修配廠及臨近鄉糖廠員工為早期

主要人口結構，里內大部份為台糖早期興建的四樓公寓，巷道縱橫，人口密集。

台糖新營機械修配廠位於急水溪畔，長勝營區位於本里西隅，在糖業鼎盛時期及

營區尚未搬遷之前，工人及軍人穿梭本里，為居民商機來源及里內一大特色，目

前臺南市政府正辦理「臺南市第六期新營區長勝營區市地重劃區」工程，未來將

帶動新營地區的繁榮與發展。本里信仰中心為真武殿，俗稱上帝廟主祀北極玄天

上帝，為新營區主要信仰中心；修善姑廟位於南昌街人稱三面牆（意謂無廟門）

的有應公廟，每逢神明聖誕、酬神戲棚十多棚香火鼎盛。另南興抽水站位於本里

南邊急水溪畔，主要匯集三民路以南路面排水至抽水站匯入急水溪，該系統影響

新營區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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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興里照片集錦 

  真武殿 修善姑廟 

  台糖技術服務處（含修配廠） 長勝營區 

  南興抽水站 
最早興建的台糖公寓之一 
（和平路 104 巷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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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業里（Singy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興業里共 732 戶，門牌數共 915 個；興安

里共 198 戶，門牌共 267 個。興業里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興安里屬交通便

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過少，皆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

行調整。興安里為台糖公司新營總廠所在處，里內為早期工業發展區域，目前有

新營五分車及市府規劃動漫園區。興業里為早期台糖公司員工住宅區域，里內尚

有多處台糖土地，未來規劃興建案後有成長的空間，故 2 里整編為興業里具有其

歷史沿革之條件，另與中營里進行邊界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興業里共 22

鄰、興安里共 15 鄰，調整後興業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興業里北邊以中山路與中營里為界，東邊以同濟街銜接省道至急水溪與柳營

區太康里為界，南至急水畔與柳營區人和里為界，西邊以中興路銜接新進路至延

平路接急水溪與永平里、南興里為界。 

興業里由興業里及興安里整編而成。 

原興業里即為地方俗稱五百戶的台糖宿舍區，於民國 70年改建五層式公寓，

出售給台糖員工，第一批 9 棟計 515 戶因此而名。此後台糖公司陸續以台糖房屋

為商標位於新進路、同濟街興建店鋪、大樓，所以里內可說是台糖員工之鄉。里

內公誠國民小學早期為台糖子弟學校，中山路一帶為近年來發展金融大樓區，含

嘉南農田水利會新營辦公大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和新營區農會及舊議

會大樓為日式特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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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業里（Singye Village） 

原興安里大部份為台糖新營總廠的廠區，私立南光高級中學對面的宿舍區，

原為日治時代的高級住宅區，但現此區的房舍多已失修老舊，人員也逐漸外遷搬

移。台糖新營總廠，綠色資源為全區之冠，公共空間更是寬廣，里內私立南光高

級中學曾是臺灣唯一的台糖子弟中等學校。台糖冰品販賣部、五分車總站也遷繫

著新營未來的發展。台糖新營總廠未來的規劃如何將會再度帶動新營區的發展第

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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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業里照片集錦 

  公誠國民小學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 

  興業里五層樓公寓之一（中興路 13
巷街景） 

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台糖新營總廠 台糖五分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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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里（Mins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民生里共 1,413 戶，門牌數共 1,669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民生里共 30 鄰，調整後民生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民生里東以三興街與三仙里為界，南以復興路與民榮里為界，西北邊則由民

治路以圓弧型劃分界限與新南里、新北里為鄰。 

民生里是新營最古老的聚落之一，最早由沈、凃、楊、莊、陳五大姓氏沿中

華路、復興路一帶向東逐漸繁衍發展，至民國 87 年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為民生里、

新北里及新南里。民生里以老聚落為主要行政轄區，五大姓氏的發祥脈絡至今仍

依稀可尋。經歷數十年變遷，民生里已從早期的紅瓦厝三合院景觀變成樓房店面

林立的住商混合區，民生路和中華路是里內主要幹道，每星期六在此擺設的夜市，

規模之大，已成為里內特色之一。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在本里民生路、民治路

口。宗教信仰方面則有天恩堂、慈惠堂及天帝教初院及青龍宮等道院組織。日治

時代稱為「西國民」的新民國民小學位於中華路底和公園路口，國小前嘉南大圳

旁已由臺南市政府設置「新營美術園區」，現成為新營區民眾主要的休閒遊憩公

園及藝術活動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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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里照片集錦 

  南新國民中學 新民國民小學（舊稱西國民） 

  民生路和中華路街景 天恩堂 

  新營美術園區 
（大型紅椅與小鼠公仔） 

新營美術園區 
（鋼鐵長廊與小鼠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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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榮里（Minr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民榮里共 2,079 戶，門牌數共 2,403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僅與南紙里進行邊界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民榮里共 39 鄰，調整後

民榮里共 3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民榮里東以和平路與永平里為界，西以復興路 693 巷銜接太子路 200 巷延伸

至太子路 139 巷及新榮八街與南紙里為界，北以復興路與新南里、民生里為界，

南由建業路銜接新生街至新進路二段與南興里為界，形成一個完整區域。 

民榮里的發源地緣於草埔尾，即早期風化區「楊桃宅仔」（約為南昌街附近）

民國 50 年代因種滿楊桃而得名；是新營區很早發展經濟之里行政區。鄰近舊市

場（第一、二市場）；日治時期復興路段有三分地有屠宰場（豬灶）設立，每日

可宰上百之豬，於多年遷移善化後，改為新興社區；光復後龔聯禎買下磚窯改經

營豆餅（飼料用）會社，佔地約 7－8 甲、員工約 1－2 千人，因時代變遷另闢新

生製蔴廠，所製蔴袋裝米、糖等，故裕民路現存之矮房均為當時會社員工宿舍。

里內濟安街與興農街口有一張天師五雷鎮守之石敢當，據聞此石敢當為裕民路鄭

佬經營磚窯，居民怕破壞地理，特樹立此碑以避邪。民國 50－70 年代的豆稞會

社新生製蔴廠及後期的魚市場變電所等加上三聖宮及妙法禪寺等機構設立，形成

人文薈萃之特殊地位。里內由和平路、復興路至太子路一路由形成密集的住商混

合區，另有嘉南大圳貫穿本里規劃形成綠帶、綠地、公園及步道等地，成為許多

名流雅士健身運動及居住的最佳選擇。走在民榮里境內尚有一特色可見各職業工

會林立，如鐵工、檳榔、飲食、木工、縫紉等工會，因里內有晚期興建不少樓房、

公寓，故成為各行各業聚集落腳大本營，隨著道路開闢社區之規劃所帶來的繁榮，

前程一片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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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榮里照片集錦 

  
三聖宮（地方信仰之一） 新營魚市場 

  
公園路二段之一（步道） 張天師石敢當 

  
楊桃宅仔舊址－樂仙宮 豆餅會社宿舍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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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埤寮里（Pil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埤寮里共 681 戶，門牌數共 695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埤寮里共 15 鄰，調整後埤寮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埤寮里北與後壁區新東里（新港東）接壤，西至後鎮派出所、連接至市立體

育場旁與護鎮里相鄰，東至卯舍農路與土庫里為界，南以長榮路一段、長榮路二

段與新東里、王公里、忠政里為界。 

埤寮里包括許丑、埤寮二庄頭，許丑為紀念早期地方仕紳許丑老先生急公好

義而名。而埤寮之發祥係兩百餘年前漳州陳姓先祖攜伽藍尊王神像來此定居於大

埤旁，搭寮墾殖，逐漸繁衍擴展，故以埤寮稱之，大埤亦稱「埤寮埤」，近年來

改稱「天鵝湖」，臺南市政府及新營區公所全力投入建設，風景優雅，已成為新

營區最知名的遊憩景點。社區信仰中心「伽藍廟」，早期稱做「奠安堂」，新廟金

碧輝煌，舊廟則遷移至社區活動中心旁成為文物館。本里現仍為農業規劃區，以

二期稻作為主，里民大多為世居，外來人口較少。原臺南市後備司令部及憲兵隊

原位於本里天鵝湖畔，是為填湖而興建，臺南縣市合併後已遷移至市區，現址為

臺南市警察局少年隊及刑事警察大隊。新營最早的建國廣播電臺從新營市區遷移

至本里許丑建國路，緊鄰後鎮派出所。另位於長榮路、中正路口的黃昏市場，為

一民營攤販區，經營多年，是埤寮里內最具商業氣息的區段。本里設有埤寮社區

發展協會，社區下設長壽會、媽媽教室及環保義工隊。伽藍廟管理委員會則統籌

地區宗教、公益事務，並肩負文史保存、民藝傳承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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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埤寮里照片集錦 

  伽藍廟 埤寮里活動中心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天鵝湖 黃昏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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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鎮里（Hujhe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護鎮里共 598 戶，門牌數共 610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惟門牌數已達標準，且該里位於新營區北邊陲郊區，面積過大，為新營區第一大

里，里長服務範圍極廣勉可負荷，且該里內有臺南市新營體育場、新營福園殯葬

專區、環保局新營區隊，故里編組維持原狀不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護鎮

里共 11 鄰，調整後護鎮里共 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護鎮里北與後壁區竹新里接壤，東至後鎮派出所、連接至市立體育場旁與埤

寮里相鄰，南起市立體育場接鹽水南排與忠政里、三仙里、新南里、新北里、嘉

芳里為界，西與鹽水區水秀里、津城里、月港里、橋南里、汫水里等五里為界。 

護鎮里為明鄭時期（西元 1666 年）設新營、柳營等五個屯墾營時開發的護

鎮庄，為新營區最偏北的一里。本里同時也是新營區行政面積最大的一里，本市

環保局清潔隊新營區隊（前身新營市公所清潔隊）和各期垃圾掩埋場、垃圾壓縮

場、土方銀行、網球場都位於本里高速公路西側。里內產業以農業為主，作物為

二期作水稻。里內保安宮為庄頭廟，是居民信仰中心，高速公路陸橋西側另有一

忠義公廟，香火鼎盛。另佔地寬闊的臺南市立體育園區位於長榮路邊，設施完善，

是市內最重要的體育競賽及休閒遊憩場地；新營福園殯葬專區設置於本里，為臺

南市重要的殯葬設施，亦提供民眾更完善的殯葬業務服務。菜寮仔在高速公路西

側，為本里偏遠的小聚落，以務農為主；近年來，三興街兩側已有新屋興建、人

口遷居，蔚然成風，為本里未來發展方向的一個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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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鎮里照片集錦 

  保安宮 忠義元帥廟 

  新營福園殯葬專區 臺南市政府環保局清潔隊新營區隊 

  臺南市新營體育場 新營區隊旁網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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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南里（Tai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太南里共 674 戶，門牌數共 579 個；舊廍

里共 139 戶，門牌共 104 個。太南里及舊廍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舊廍

里因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太南里

與舊廍里為同一生活圈，皆以新營太子宮為共同信仰中心，且學區一致，而舊廍

里因戶數未達標準僅 139 戶，考量地域性及整體性，故將太南、舊廍里整編為太

南里，地方發展更為均衡。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太南里共 20 鄰、舊廍里共 8 鄰，

調整後太南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日實施。 

太南里北邊以太子路及太南街與太北里接壤，東邊至急水溪後與柳營區人和

里為界，南邊與五興里及柳營區八翁里接壤，西邊與姑爺里為鄰。 

太南里由太南里及舊廍里整編而成。 

原太南里轄有新興國民小學一所，校方於後側開闢一條「學童上、放學專用

步道」做為學生上、下課的最佳安全步道。里內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太宮

派出所，其轄內管區遍佈新營西部 9 里轄區（含：原鐵線派出所），還有臺南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所轄太子宮公有公共零售市場，其臨太南街旁，另外太南社區發

展協會，位於公有公共零售市場 2 樓，開設之太南社區關懷據點服務地方老弱、

少殘之民眾。在位於太東街與太南街交叉路口處，設有一處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暨新營區農會爭取補助設立之「太南綠美化休憩小公園」，為社區居民早晚、休

閒散步的最佳休閒活動遊憩場所。 

原舊廍里過去是為製糖業中草廍的所在，相當於現今的工寮，民國 6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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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南里（Tainan Village） 

因盛產蘆筍而號稱為「蘆筍王國」，但後因受新營紙廠的廢水污染，影響產量，

而漸沒落。目前里民仍以務農為主，主要作物為稻米及甘蔗、大豆、高梁、玉米

等雜糧。德隆宮建於清末，主祀池府千歲，是舊廍里居民的信仰中心。里內有 6

棵百年老榕，最大的位於急水溪畔，胸圍 12 人抱，葉展 700 坪，神奇傳說不斷，

堪稱神樹。本里聚落巷道曲折狹小，形成阻礙發展的因素，卻也間接造就今日綠

色生態的百年農村風貌。里內古榕、老樹、生態池、奇珍異菓，適合做老社區深

度參訪，這也是未來整編後太南里努力的目標，期待成為典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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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南里照片集錦 

  新興國民小學 太宮派出所 

  太子宮零售市場 百年老榕 

  生態池 德隆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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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北里（Taib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太北里共 714 戶，門牌數共 696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太北里共 21 鄰，調整後太北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太北里東起國道一號高速公路與南紙里為界，北至新營工業區與嘉芳里、鹽

水區橋南里為鄰，西與鹽水區三明里接壤，南至太子路及太南街與太南里、姑爺

里為界。 

宗教信仰為太北里一大特色，太子宮為民服務有口皆碑，據查全國村落以廟

定名者不多，太子宮即為其一。太子宮之中壇元帥，源於明未清初大陸褔建地區

之中壇元帥，代代相傳，至康熙年間閩人許培元、洪濟舟、何世平、周以德、李

中成五位先袓為避兵亂奉「中壇元帥」於神轎，渡海來台，奉神靈指示，奠基於

現址，為守家護土神。太子宮為全國所有中壇元帥太子廟中開基最早、歷史最悠

久之太子宮總廟，其香火鼎盛聞名海內外，早已發展為世界性中壇元帥之信仰中

心，另太子宮舊廟已列入市級古蹟，已成為本區古蹟景點。太北里因工業區及太

子宮座落，已成為全國之觀光聖地。本里有太子公園、新營區圖書館、太子社區

活動中心，太子宮香客大樓及停車場等。太子國民中學因太子宮大力支助，運動

選手履創佳蹟。原里內每逢下大雨必淹水，但在興建太子宮大排及中排後，從此

免除太北里淹水之苦。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於太北里活動中心運作，協會裡

有環保義工、社區巡守隊、登革熱防疫隊、老人中午供餐、並有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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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北里照片集錦 

  太子宮舊廟（市級古蹟） 新營太子宮 

  太子公園 太子國民中學 

  新營區圖書館 太子宮大排 



 

1-44 
 

 

  南紙里（Nanjhih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南紙里共 1,524 戶，門牌數共 1,680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進行

調整，僅與民榮里進行邊界調整，原南紙里第 8 鄰紙廠 163 之 1、2、3、4 號等 3

戶 4 門牌位於民榮里內，調整民榮里與南紙里界線，調整後以新榮八街為界，並

調整為南紙里第 2 鄰。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南紙里共 27 鄰，調整後南紙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南紙里東起復興路 693巷銜接太子路 200巷延伸至太子路 139巷及新榮八街

到建業路南梓實驗國民小學旁與民榮里、南興里為界，北以復興路與新南里為界、

西至國道 1 號高速公路與嘉芳里、太北里為界，南為急水溪堤防與太南里、柳營

區人和里為界。 

南紙里的發展起自「台灣紙業公司」的創設，台灣紙業公司創設於日治時代

（西元 1939 年），原名為「鹽水港紙漿株式會社」政府遷臺後，才改為現今之名

稱。里內的居民以台紙的員工為主，里內的南梓國民小學早期也純為紙廠員工的

子弟而設立。南紙里民的信仰中心為南紙街的武賢宮，主祀關聖帝君，新廟址經

里民多年集資捐款，於民國 107 年 03 月完工落成並舉辦入火安座典禮，武賢宮

一樓設有南紙里活動中心並定期舉辦土風舞、卡拉 OK 歌唱等各類教學。南紙里

綠 57 休閒步道設有各項簡易運動設施供居民休憩使用。里內台糖五分車早期經

本里至鹽水區過八掌溪直達嘉義縣新溫、布袋，將粗鹽集中於本里轉運至全國各

地，使得新營區成為糖、鹽、紙漿運輸重鎮，現今仍保有日治時代東太子宮車站、

卸鹽平臺和五分、七分共構鐵軌可供記錄當時忙碌繁華情景。南梓國民小學為舊

台紙員工子弟小學改制，近年在全校教職員積極努力爭取下，已於民國 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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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紙里（Nanjhih Village） 

08 月 01 日正式轉型為臺南市南梓實驗國民小學，以雙語及藝文為課程主軸，更

將英語教學融入校園環境中，期許能培養學童的宏觀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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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紙里照片集錦 

  武賢宮及里活動中心 台灣紙業公司 

  東太子宮車站 南梓實驗國民小學 

  卸鹽臺花園 南紙里綠 57 休閒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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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芳里（Jiaf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嘉芳里共 762 戶，門牌數共 974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惟門牌數 974 已接近標準，且里內有工業區營運，及現正開發中之新營區客運轉

運中心用地目前已施工中，發展可期，故里編組維持現狀不予調整。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嘉芳里共 15 鄰，調整後嘉芳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嘉芳里東起國道 1 號高速公路與新南里、南紙里為界，西以新中路和新營中

排與鹽水區橋南里為界，北與護鎮里菜寮仔為鄰，南以新圳路、忠孝路與太北里

相鄰。 

嘉芳里舊名「茄苳脚」乃源自於清朝時，交流道附近為一片茄苳林，建議伐

樹築庄因而得名。嘉芳里信仰中心有大將公廟、鎮安殿等，「大將公廟」人口分

佈最為集中，信徒最多。其次為「五谷王廟」即「鎮安殿」為主要信仰，另有私

設神壇十餘處。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有環保義工、防治登革熱防疫隊，治安

隸屬太子宮派出所轄區。本里之新營工業區大部分都在嘉芳里內，新營工業區服

務站，環境及服務佳，區內工廠林立，位於復興路高速公路旁車燈廠商是本里頗

為知名及員工最多的廠商。里內復興路為鹽水區及嘉義縣義竹鄉通往新營交流道

主要幹道。「鎮安殿」旁重劃區臺南市政府正興建「臺南市第三期新營區客運轉

運中心市地重劃區工程」，將可帶動未來新營區的發展，屆時繁榮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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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芳里照片集錦 

  大將公廟 鎮安殿 

  臺南市政府目前正興建中的新營綜
合轉運站 

新營工業區 

  復興路街景 新營工業區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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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興里（Wu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五興里共 427 戶，門牌數共 391 個；鐵線

里共 338 戶，門牌共 294 個。五興里及鐵線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

過少，皆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五興里及鐵線

里的共同學區為新橋國民小學，且生活圈與習慣相似，考量地域性及整體性，故

將五興里及鐵線里整編為五興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五興里共 14 鄰、鐵線里

共 14 鄰，調整後五興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五興里西沿台糖鐵道、國道 1 號高速公路與姑爺里相連，北接太南里，東與

柳營區八翁里相隔，南與下營區紅甲里接壤。 

五興里由五興里及鐵線里整編而成。 

原五興里轄有「五間厝」及「新結庄」2 個部落，據五間厝部落前輩所言，

最初只有五戶人家在此定居而命名為「五間厝」，後來人口漸增加而形成部落，

新結庄的居民大部份由鐵線里秀才庄居民移徙而成，秀才庄因洪水犯濫成災，住

民舉家遷移至此，因此稱為「新結庄」。五間厝最主要的廟宇為朝隆宮，主祀天

上聖母，為該里之重要信仰及活動中心，寺廟前水池上的曲橋涼亭公園，提供當

地居民更多、更完善的休閒空間，目前池中有飼養白鵝與烏龜，供里民休憩賞景；

新結庄主要廟宇為靈武宮主祀池府千歲，為該部落之公厝及信仰中心。 

原鐵線里轄內有鐵線橋、山寮及舊秀才（今：秀才庄）等 3 個聚落組立而成。

自古以來居民的宗教信仰以道教為主流，媽祖廟「通濟宮」更是里民們的信仰守

護神。庄民信仰中心以媽祖廟「通濟宮」為主，日治時期以媽祖廟「通濟宮」為 



 

1-50 
 

 
  五興里（Wusing Village） 

宗教信仰盛地，據地方長輩口述媽祖廟「通濟宮」亦隸屬為統轄 36 個庄頭之堡

頭轄區。媽祖廟「通濟宮」之舊廟，為臺南市三級古蹟，鐵線里內另有伽藍廟據

以村莊道路中點，另位於南 70 線道路旁之鐵線社區活動中心暨長壽俱樂部為里

民平日活動場所。位於本里南 72 線「紫檀綠色隧道」係新營西部最佳踏青、休

憩、賞景之步道，在每年冬、春之際配合元宵節種植的向日葵與波斯菊花海，其

大片種植田區均緊臨在此區域內，尤其自農曆新年至元宵節期間，人潮蜂擁、景

況空前，實是休閒、散心、賞景的最佳去處。原鐵線里今以農業為主，主要農作

物為稻米、皇帝豆、玉米，近年來增種火龍果，近來更發展精緻農業，種植蘭花，

本里有多家蘭花園外銷國際，頗具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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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興里照片集錦 

  朝隆宮 五興曲橋涼亭公園 

  新結庄靈武宮 通濟宮（新廟） 

  鐵線社區活動中心 市級古蹟通濟宮（舊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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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爺里（Guy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姑爺里共 252 戶，門牌數共 220 個；角帶

里共 199 戶，門牌共 148 個。姑爺里及角帶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

過少，皆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姑爺里及角帶

里位於本區西南邊陲郊區，人口住戶分散，里服務面積頗大，其共同學區為新生

國民小學，且生活圈與習慣相似，考量地域性及整體性，故將姑爺里及角帶里整

編為姑爺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姑爺里共 12 鄰、角帶里共 8 鄰，調整後姑爺

里共 9 鄰，於 107 年 01月 29 日實施。 

姑爺里東與太北、太南、五興里相鄰、北與鹽水區三明里交界，西與鹽水區

竹林里、歡雅里相接，南抵急水溪堤防後與鹽水區坔頭港里接壤。 

姑爺里由姑爺里及角帶里整編而成。 

原姑爺里傳說是鄭成功妹妹鄭婉氏嫁於該姑爺庄內楊瑞璉之地，鄭成功為王

爺，妹婿稱姑爺，自此以姑爺為地名。里轄有「姑爺」、「莿桐腳」、「挖仔」等三

個部落，里內有許多值得參觀之古厝、古井、古榕，挖仔有名的古厝為新營之虎

陳朝寬先生之老宅。在宗教信仰方面，姑爺部落以「代天府」為最重要的信仰中

心，該廟已有百年的歷史，主祀五府千歲。莿桐腳部落為「三子壇」，挖仔部落

則為「朝隆宮」，姑爺代天府及挖仔朝隆宮各有一處公園、亦為姑爺里民休閒遊

憩最佳活動場所，另位於姑爺代天府旁之姑爺里活動中心，設有長期照顧 10 年

計畫 2.0－C級巷弄長照站(長照柑仔店)，提供市民最完善的社區長期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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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爺里（Guye Village） 

原角帶里舊稱角帶圍，為姑爺里及舊營在明鄭屯兵所形成之外聚落，昔日有

圳溝及急水溪堤環繞庄外，行如犄角，故名角帶圍；角帶里地處市郊，屬農業規

劃區，里民以務農為主，里內大都老弱婦孺，年輕人外出工作，農業已多淪休耕

狀態或種植雜糧為大宗。保安宮是里民信仰中心，由里民捐款建成，建築堂皇、

里內大小活動都在廟埕舉辦，另賽鴿笭活動每年舉辦，本里與太子宮庄頭對決，

里民熱烈參與，是農閒時地方娛樂大事。角帶里南側有大樹及梨頭石敢當，甚是

罕見，東側百年老榕樹蒼鬱茂盛，成為民眾聚集談天的好所在，又近年來里長及

社區認養十餘處空地，施以綠美化，讓里內成為綠意盎然的舒適生活環境。而本

里活動中心的設施齊備，里及社區之研習、媽媽教室、老人會、環保義工隊及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均於此開辦，亦提升里民各項服務品質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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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爺里照片集錦 

  姑爺代天府 姑爺里活動中心（C 級巷弄長照站） 

  挖仔朝隆宮 角帶保安宮 

  角帶里活動中心 角帶里認養綠地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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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里（Sinb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北里共 2,014 戶，門牌數共 2,185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新北里共 33 鄰，調整後新北里共 2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北里北與護鎮里為界，東以三興街與三仙里為界，西以新北街與新南里為

界，南以民治路與民生里為界。 

新北里為民國 87 年從民生里劃分而出的兩個里行政區之一，因位於北邊，

而稱新北里。四十餘年前，里內大多是農田，種植甘蔗、稻米，因嘉南大圳阻隔，

開發較晚，直至鎮南殿建廟，逐漸發展，重劃後，成為新興住宅區，民治路拓寬

全線開通後，又成為往縣府洽公之要道，開始有商家進駐，人口漸漸密集，目前

周武街、金華路陸續推出建案，儼然有都會住宅社區之架勢。貫穿本里的兩條主

要道路，一是南北向的民生路，二是東西向的金華路，長榮路以北為殯葬區，部

分為農田，發展受限，近年來，開發重心為民生路、金華路、周武街等，長榮路

的公 29 公園預定地即將蛻變。本里成立環保志義工隊，每月協助里轄各認養空

地、街道環境、髒亂點等清潔維護，認養空地現有民生路 356 巷、民生路 208 巷、

三興街 205 巷等 3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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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里照片集錦 

  鎮南殿 金華路街景 

  長榮路街景 民生路街景 

  長榮路公 29 公園預定地 民生路 356 巷認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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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南里（Sin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南里共 2,148 戶，門牌數共 2,460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新南里共 30 鄰，調整後新南里共 2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南里東以新北街及民治路與新北里、民生里為界，南以復興路與南紙里、

民榮里為界、北以鹽水南排與護鎮里為界、西以國道 1號高速公路與嘉芳里為界。 

新南里是新營區交通最繁忙的里行政區，本區最主要的道路，有復興路、民

治路、金華路、長榮路在此交會，車流量頗大，形成新營門戶的重要地位。本里

於民國 87 年由民生里劃分出來的新區塊，屬新重劃區，因此綠帶、綠地、公園

規劃良好，成為許多名流雅士居住的最佳選擇。里內隋唐街是本里中心重要道路，

有鯨喜親水公園、新南公園、營新醫院等沿隋唐街分佈，路旁綠帶寬敞筆直，亦

是里民休憩好場所。另隋唐街至復興路已形成密集型住商混合區，目前發展重心

移往隋唐街至明清街之間的區塊，近年來高級別墅型住宅進駐，蔚為時尚成為新

營區優質住宅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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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南里照片集錦 

  鯨喜親水園區 新南公園 

  隋唐休憩步道 隋唐街街景 

  社區醫院（營新醫院） 復興路及長榮路車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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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東里（Sin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東里共 2,698 戶，門牌數共 2,821 個，

屬於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

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新東里共 28 鄰，調整後新東里共 2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東里北以長榮路一段與埤寮里、土庫里為界，東以開元路與中營里為界，

西以台糖五分車鐵道與王公里為界，南以民治路與大宏里為界。 

新東里為民國94年11月從王公里劃分出的里行政區，里內大多是格局方整、

棋盤式的重劃區，以住宅居多。里內有新泰國民小學、新東國民中學及私立興國

高級中學、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東興辦公室、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

組新營聯絡辦公室等文教機構與公務機關設立本里轄內。  

本里因屬新興的里，綠美化良好且設置有 4 座公園，其中公 53 公園占地面

積 5,275 平方公尺，新東里活動中心是多數民眾運動健身散步集會的好所在。新

東里辦公處申請設置的長期照顧 10年計畫 2.0－C級巷弄長照站(長照柑仔店)與

新東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均駐點於新東里活動中心內，提供老人共餐、健康促進活

動、生活照顧、生活自力訓練等多項課程，提供豐富化、多元化、在地化的在地

服務。里內另設置有大新營糖鐵自行車道通廊，為民眾提供更多元化的運動選擇。

新東國民中學周邊是日治時代臺灣生藥株式會社的新營工廠廠址，俗稱「藥仔會

社」，以臺南築角、巧佈點、綠培力等臺南市政府補助營造計畫活化設立「藥仔

公園」，並結合創意與二手市集，成為新東里最夯的歷史文化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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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東里照片集錦 

  新東里活動中心 藥仔公園 

  公 53 公園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東興辦公室） 

  台糖五分車鐵道 大新營糖鐵自行車道通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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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平里（Yongp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延平里共 545 戶，門牌數共 764 個；好平

里共 339 戶，門牌共 356 個；永生里共 445 戶，門牌共 614 個。延平里、好平里、

永生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皆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

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延平里及好平里為本區第一、二市場（俗稱大菜市仔）

所在地，為小吃眾多的商業區，永生里早期工業時期發展出夜生活形態，如電影

院、酒家多在永生里內，因地緣關係，三個里自然形成生活圈的型態，具有其歷

史的沿革。本所於 106 年 8 月 16 日里鄰整編研商座談會中討論，延平里、好平

里、永生里整編後由原各里名中各取 1 字命名為「永平里」，有永遠平安之意涵，

故延平里、好平里、永生里整編為永平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延平里共 18 鄰、

好平里共 14 鄰、永生里共 22 鄰，調整後永平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

實施。 

永平里東以中興路與興業里為界，北以中山路、復興路與民權里、三仙里為

界，西以和平路與民榮里為界，南以新進路、南昌街與興業里、南興里為界。 

永平里由延平里、好平里及永生里整編而成。 

原延平里是新營區內最早的商業區之一，里轄內不乏 4、50 年以上的老店，

是本區早期發展的心臟地帶。里內曾先後設立 3 家電影戲院，為新營發展帶動商

機人潮，另外第一市場目前仍為居民常去的傳統市場，第二市場則已漸沒落，過

去第一市場為「日市」第二市場為「夜市」曾繁華一時，都為新營區地方發展上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位於本里轄內俗稱「大廟」的濟安宮是新營庄最早發跡的庄

頭廟之一，供奉保生大帝，為新營庄的開基主神之一。新營區交通臺商圈包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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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平里（Yongping Village） 

轄內中山路、延平路、長春街、成功街、復興路目前仍是本區最繁榮之商業地段。 

原好平里是新營開埠之老聚落，居民以沈姓為大宗，清朝及日治時代，因位

處市區中心，曾經繁華一時，近年來因巷道狹小，改建不易，影響居住需求，人

口外移，「大廟」濟安宮供奉的保生大帝亦是其共同宗教信仰中心，昔日有南昌

街上的環球旅社及燕都戲園風華將近 50 年，和平路上由老里長沈彌謙先生所經

營大峰肥皂工廠，產品暢銷雲嘉南各地頗具盛名及現今新進路的銀行等，里內主

要道路為和平路、長春街、復興路及新進路，其中和平路及長春街為古代商賈雲

集之地，新進路及復興路拜主要幹道之賜，逐漸吸引商客而日益繁榮。 

原永生里全區為商業區，也是新營區內最早的商業區之一，最有名的康樂街

一帶，民國 40－60 年代，為原臺南縣境家喻戶曉的娛樂區，電影戲院和 10 餘家

酒家在此營業，也間接帶動此地的小吃、舶來品業，鼎盛時期，紙醉金迷、夜夜

笙歌，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酒家行業沒落，電影戲院歇業之後，永生里除了臨

中山路、延平路的商家生機仍在，其餘區塊正慢慢蛻變為鬧中取靜的住商混合區。

位於里內「交通臺」系指今延平路、中山路、民權路、復興路交叉路口，因過去

該處設置交通指揮臺而得名、另東北角中山路圓環邊的銀行大樓，華麗壯觀，已

成為本里的新地標，此外創業超過一甲子的知名鴨肉總店及康樂街的胚芽意麵總

店，都是原永生里的在地知名美食，洗盡鉛華之後，整編後永平里正待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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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平里照片集錦 

  濟安宮（大廟） 第一市場 

  環球旅社舊址 長春街街景 

  中山路圓環 新營交通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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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第二屆里長名冊 

區別 里別 里長姓名 區別 里別 里長姓名 

新營區 忠政里 黃薏蓁 新營區 埤寮里 謝藕 

新營區 民權里 王獻德 新營區 護鎮里 陳添龍 

新營區 三仙里 蕭水樹 新營區 太南里 李裕銘 

新營區 好平里 沈鈺麒 新營區 太北里 王献彰 

新營區 延平里 蘇科全 新營區 南紙里 王信雄 

新營區 永生里 陳國安 新營區 嘉芳里 陳慶章 

新營區 大宏里 蔡崇名 新營區 舊廍里 李蔡媫莉 

新營區 王公里 蔡明勳 新營區 角帶里 邱文清 

新營區 中營里 蔡牧謙 新營區 鐵線里 沈志宸 

新營區 土庫里 林旭清 新營區 五興里 郭茂松 

新營區 興安里 王道正 新營區 姑爺里 王月順 

新營區 南興里 黃彩月 新營區 新北里 陳登山 

新營區 興業里 蔡利發 新營區 新南里 沈崑寶 

新營區 民生里 陳慶祥 新營區 新東里 朱茂誠 

新營區 民榮里 黃新義    

註：以上資料為里鄰整編期間在任之第二屆里長（未含辭職、去職或停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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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新營區 1-106 年度新營區里鄰調整規劃說明會（106.05.22 召開） 

內容 

向與會新營區 29 里里長說明新營區里鄰調整規劃案，新營區里鄰調

整規劃係依照「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之規範檢討規劃，初步

由現有 29 里調整為 22 里。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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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新營區 2-106 年度新營區里鄰整編研商座談會（106.08.16 召開） 

內容 
向與會里長說明新營區里鄰調整規劃由現有 29里調整為 23里及討論

整編後里之名稱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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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名錄 

 

特別感謝／時任新營區區長張睿民（現任永康區區長）和所有給予本區里鄰整編

指導及關心的議員、里長、鄰長、地方賢達與市民朋友 

策劃召集／魏文貴 

執行團隊／臺南市新營區公所、臺南市新營戶政事務所（新營辦公處） 

執行編輯／顏文穗、曾明村、莊瑞汶 

編審人員／林建男、周敏柔、周志明、黃秋琪、沈崑田、施筑萱、莊泗堂、 

鄭安真、吳順成、李掬真、柯權芫、張語宸、侯奇佑、張庚溢、 

陳素卿、李珮綸、邵順鳳、陳儷甄、林美璉、蔡振賢、王姿淳、 

蘇冠玨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前新營市公所出版之「新營市志」、「發現新營」及臺南市新營區公所

全球資訊網、太南社區發展協會簡介、媽祖廟通濟宮簡介及里鄰長口

述等撰寫而成。 

※參考資料引用如有不盡周延之處，望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