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

佳里區

安南區

北區

中西區

安平區

南區

東區

仁德區

關廟區

歸仁區 龍崎區

永康區

麻豆區
佳里區

西港區七股區

安定區

新市區

善化區

楠西區

大內區

山上區

玉井區 南化區

新化區

左鎮區

後壁區
白河區

東山區
柳營區

新營區
鹽水區北門區

學甲區

六甲區

官田區

下營區

將軍區

東寧里｜忠仁里｜鎮山里｜建南里｜安西里｜六安里｜佳化里｜海澄里｜

民安里｜子龍里｜營溪里｜文新里｜佳興里｜下營里｜塭內里｜南勢里｜

佳
里
佳
里

3 12



 

 

目錄 
 

  

•P12-1 

一．區簡介 

•P12-3 

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P12-5 

三．里鄰編組及調整情形一覽表 

•P12-6 

四．里鄰編組概況 

•P12-43 

五．附錄 



 

12-1 
 

一．區簡介 
 

佳里區位於臺南市西部，北鄰學甲區，西鄰將軍區，西南接七股區，東鄰麻

豆區，南接西港區，面積約 38.9422 平方公里。原轄下共 21 里、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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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里調整為 16里、409鄰調整為 257

鄰，並於 107年 01 月 29日及 04月 30 日分兩階段實施。 

佳里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後訂定。安西里因戶數過多，

且目前建案持續增加中，擴增一里，並與東寧里進行里界調整，以里內兩條主要

道路文化路及新生路各取一個字代表，命名為文新里。建南里亦因戶數過多，且

目前建案持續增加中，擴增一里，因建南里里內南邊早期之地名為南勢里，故命

名為南勢里。營頂里及溪州里進行整編，各取原里名其中一個字命名為營溪里。

禮化里及興化里進行整編，因舊地名皆為佳里興，且轄內尚有佳興國民小學，故

以佳興里為新里名。漳洲里及海澄里進行整編，新里名由兩里信仰中心應元宮保

生大帝擲爻決定為海澄里。頂廍里及嘉福里進行整編，因舊地名皆為下營，以下

營里為新里名。三協里及子龍里進行整編，因舊地名皆為子龍廟，且轄內尚有子

龍國民小學，故以子龍里為新里名。通興里、蚶寮里及龍安里進行整編，因舊地

名皆為塭子內，且轄內尚有塭內國民小學，故以塭內里為新里名。 

安西里及建南里因僅辦理擴編，故仍維持原有名稱為安西里、建南里；東寧

里與安西里僅進行邊界調整，故仍維持原有名稱為東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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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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里 106年 04 月 17 日 召開本區區里鄰調整規劃第 1 次研商會議 

各里 106年 04 月 21 日 召開本區區里鄰調整規劃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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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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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 

區公所 
106年 05 月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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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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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里 106年 05 月 15 日 召開本區區里調整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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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公所 106年 05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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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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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里 106年 06 月 15 日 召開本區里鄰調整工作小組會議 

民政局 

區公所 

忠仁里 

東寧里 

106年 06 月 20 日 
民政局工作小組與本區忠仁里、東寧里溝通協

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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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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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仁里 

東寧里 
106年 09 月 08 日 召開忠仁里、東寧里里名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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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公所 106年 11 月 20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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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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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寧里 東寧里；另與安西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年 04 月 30 日 12-6 

忠仁里 忠仁里 107年 01 月 29 日 12-8 

鎮山里 鎮山里 107年 01 月 29 日 12-10 

建南里 建南里（部分） 107年 04 月 30 日 12-12 

安西里 
安西里（部分）；另與東寧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年 04 月 30 日 12-14 

六安里 六安里 107年 01 月 29 日 12-16 

佳化里 佳化里 107年 01 月 29 日 12-18 

海澄里 海澄里、漳洲里 107年 01 月 29 日 12-20 

民安里 民安里 107年 01 月 29 日 12-23 

子龍里 子龍里、三協里 107年 01 月 29 日 12-25 

營溪里 營頂里、溪州里 107年 04 月 30 日 12-28 

文新里 安西里新設 107年 04 月 30 日 12-31 

佳興里 興化里、禮化里 107年 04 月 30 日 12-33 

下營里 頂廍里、嘉福里 107年 04 月 30 日 12-35 

塭內里 通興里、蚶寮里、龍安里 107年 04 月 30 日 12-38 

南勢里 建南里新設 107年 04 月 30 日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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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東寧里（Dongn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東寧里共 782 戶，門牌數共 948 個、安西

里共 4,663戶，門牌數共 4,082個。東寧里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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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整。安西里屬密集式大樓住

宅地區，戶數過多，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將

原安西里光復路以東區域併入（共 219 戶，門牌數共 385 個），整編為東寧里。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東寧里共 20鄰、原安西里光復路以東區域共 10 鄰，調整後

東寧里共 11鄰，於 107年 04 月 30日實施。 

東寧里北邊以進學路為界與六安里接壤，東邊與民安里接壤，南邊以義民街、

中山路與新生路分別與建南里及忠仁里接壤，西邊以光復路為界分別與安西里及

文新里接壤。 

東寧里由原東寧里及原安西里光復路以東區塊整編而成。 

東寧里內有寧安宮，可能因此而命名。本次里鄰整編後維持原里名，該里位

於本區市中心，包括四角、六角二個聚落，正式成立於民國 35 年，區內道路則

有延平路、進學路、文化路、和平街、義民街、新生路，其中興南客運設置於文

化路上，可說是區內交通的樞紐。里內寺廟有寧安宮、地農殿可供祭拜，而郵局、

衛生所、自來水公司、合作金庫、中山市場均位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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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寧里照片集錦 

  寧安宮 中山市場 

  佳里區衛生所 興南客運站 

  地農殿（崇榮堂） 第一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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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仁里（Jhongre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忠仁里共 1,133 戶，門牌數共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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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忠仁里共 19 鄰，調整後忠仁里共 15鄰，於 107 年 01

月 29日實施。 

忠仁里北與東寧里、民安里接壤，西與建南里接壤，南與鎮山里接壤，東與

西港區金砂里接壤。 

忠仁里原名中元里，「中元」二字與農曆 07月「中元普渡」用字同，因此認

為不雅，乃於民國 57年改名為忠仁里，取忠孝仁愛之意也。 

本里位居本區東南一角，接近市中心，北臨東寧里，西接建南里，南連鎮山

里，東北與民安里比鄰，包括有下列幾個部落：四角、十一角、後店蔡、牛磨內，

於民國三十五正式成立，轄區內教育機構有信義國民小學及基督教會附設正心幼

兒園；宗教場所有佳池宮、雷明宮、南天宮、聖帝殿、玉皇宮、報恩禪寺、基督

教會； 藝術團體則有拱樂興餘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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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仁里照片集錦 

  聖帝殿 佳池宮 

  雷明宮 信義國民小學 

  中山路街道 六里聯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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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山里（Jhensh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鎮山里共 2,132 戶，門牌數共 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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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後皆為 23 鄰，於 107年 01月 29日實施。 

鎮山里位於本區之東南方，東與西港區金砂里接壤，南與西港區慶安里及劉

厝里接壤，北與忠仁里接壤，西與建南里及南勢里接壤。 

鎮山里有著名之鎮山宮，可能係因此而得名。包括有下列幾個聚落：三角、

五角、十三角、十七角、溪仔底，於民國 35 年正式成立，本里之主要道路有：

省道臺 19 通往西港，鎮道南 41（中山路、勝利路），南 45-1 往後營，和平路、

仁愛路、自由街、崇德街。在農業特產方面以三五甲之水稻、甘蔗、玉米最著。

里內教育機關有仁愛國民小學；寺廟有四安宮、榮昌堂、鎮山宮、玉敕青龍宮、

中興宮、登天宮、鎮南宮；民俗藝陣有鎮山宮的天子門生陣、八家將、文武郎君

陣：藝術團體則有仁愛國民小學的紙黏土、國術彈腿等名勝古蹟可供遊覽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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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山里照片集錦 

  鎮山宮 鎮南宮 

  北極玄天宮 青龍宮 

  臺 19線大榕樹 仁愛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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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南里（Jian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建南里共 3,588 戶，門牌數共 3,135 個。

建南里屬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戶數過多，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

規範，進行調整，以安南路至成功路至祥和五街為界分為兩里，整編為建南里及

南勢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建南里（部分）共 24 鄰，調整後建南里共 17 鄰，

於 107年 04月 30日實施。 

建南里東邊以中山路為界與東寧里、忠仁里及鎮山里接壤，西邊以安南路為

界與南勢里接壤，南邊以成功路及祥和五街為界與南勢里接壤，北邊以新生路、

光復路及義民街分別與文新里及東寧里接壤。 

建南里由建南里沿安南路、成功路及祥和三街為界整編為二里，以北為建南

里，以南為南勢里。 

建南里主要包括一角、十一角、十三角、十五角等幾個聚落。該里原因位於

市中心之南方，並且取南勢之「南」字而命名，意謂建置於南方之里，後因本次

里擴編為 2里，經里長及地方人士研議決定沿用原「建南」里名。里內的農產則

以青椒最著名，寺廟有廣安宮、金唐殿、善行寺、琉璃寺、幽冥殿，其中金唐殿

更被列為市定古蹟，三年一科的蕭壠香即是以此廟為中心，至於藝術團體有美芳

社歌劇團、登興閣掌中劇團、老星興掌中劇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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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南里照片集錦 

  金唐殿 幽冥殿 

  太子宮 聖安宮 

  廣安宮 新生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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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里（Ans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安西里共 4,663 戶，門牌數共 4,082 個、

東寧里共 782 戶，門牌數共 948 個。安西里屬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戶數過多，

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東寧里屬交通便利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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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整。

另將光復路以東區塊併入東寧里，再以文化路為界，擴編為安西里及文新里。鄰

調整部分，調整前安西里（部分）共 31鄰，調整後安西里共 23 鄰，於 107年 04

月 30日實施。 

安西里北邊與海澄里接壤，東邊以嘉南大圳蕭壠分線為界與六安里接壤，南

邊以文化路為界與文新里接壤，西邊與下營里及七股區篤加里接壤。 

安西里將光復路以東區塊併入東寧里，再以文化路為界，擴編為二里，北邊

為安西里，南邊為文新里。 

安西里之命名係安西里在佳里區市中心偏西一帶，大抵是六安里之西、海澄

里之南的區域，因偏西而命為「安西」，略有安定西境之意，日治時間為「佳里

六保」和「佳里七保」之地。後因本次里鄰整編擴增為 2 里，經里長及地方人士

研議決定沿用原「安西」里名。里內教育機關有佳里國小，創校已有 120 年之久，

另廟宇有代天護國宮、佛天宮、雷安宮等，代天護國宮的龍鳳獅陣是有名的民俗

藝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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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西里照片集錦 

  佳里國小 代天護國宮 

  玉勅佛天宮 安西耕讀園 

  安西悠活大道 安西公園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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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里（Liou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六安里共 1,759 戶，門牌數共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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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六安里共 30 鄰，調整後六安里共 18鄰，於 107 年 01

月 29日實施。 

六安里北與佳興里接壤，東與民安里接壤，南與東寧里接壤，西與海澄里及

安西里接壤。 

六安里有六安堂、十姓、三房、東勢角、六房等里落，因此，取六安堂「六

安」兩字命名。於民國三十五年正式成立，里內教育機關有國立北門高中、國立

北門農工、佳里區圖書館；寺廟有信行禪寺、城隍廟，還有佳里公園、蕭壠文化

園區、老人文康中心（佳里公園內）等處供休閒，藝術團體則有新和興掌中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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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安里照片集錦 

  池安宮 北門高級中學 

  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蕭壠文化園區 

  佳里公園 體育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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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化里（Jiahu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佳化里共 835 戶，門牌數共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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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佳化里共 22 鄰，調整後佳化里共 1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佳化里位於佳里區之東北邊陲地帶，東與麻豆區海埔里接壤、北與麻豆區港

尾里接壤，南與民安里、子龍里接壤，西與營溪里、佳興里接壤。 

佳化里與佳興里合稱佳里興，為明鄭時期天興縣縣治。康熙 24 年（西元 1685

年）臺灣設一府三縣，其中之諸羅縣縣治亦設於此地。「佳里興」之意，可能是

意味著能夠成為美好的里地，有隆興起來之意。本里即取「佳里興」之「佳」字

加「化」字而命名。里內包括頭前許一個聚落，於民國 35 年正式成立，里內主

要道路有：區道南 24通往麻豆區，南 47 通往佳里區市中心。轄區內的教育機構

有佳興國民小學，而寺廟則有東池宮等名勝可供玩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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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化里照片集錦 

  代天宮 長興宮 

  東池宮 佳化里活動中心 

  佳興國民小學 佳化社區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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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澄里（Haic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海澄里共 576 戶，門牌數共 675 個；漳洲

里共 291 戶，門牌共 259個。海澄里、漳洲里皆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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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的祖先為福

建省海澄縣人，且經二里之里長及意見領袖見證下於共同信仰中心應元宮（保生

大帝）擲爻同意整編為海澄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海澄里共 17 鄰、漳洲里共

13鄰，調整後海澄里共 15鄰，於 107年 01月 29日實施。 

海澄里東與六安里接壤、南與安西里接壤，西與下營里、七股區後港里接壤，

北與將軍區長榮里接壤。 

海澄里由海澄里及漳洲里整編而成。 

海澄里原為平埔西拉雅族蕭壠社之居住地，故又稱番子寮、北頭洋。其後於

明清之際，本地有福建省海澄縣楊姓族人來此墾殖，故命名為海澄里。海澄里主

要是由番子寮、後港腳、北頭洋、萊芊寮等部落組成，於民國 35 年行政區重劃

正式成立。居民主要種植甘蔗、玉米為主。原海澄里設一海澄社區，而與漳洲里

漳洲社區合為「新安社區」，設有圖書館、媽媽教室、長壽俱樂部及槌球場。轄

內有慶長宮等廟宇。里內北頭洋的飛番墓及荷蘭井，是平埔族的遺址，舊時平埔

族蕭壠社即定居於今北頭洋。 

原漳洲里與海澄里原是平埔西拉雅族蕭壠社居住地，亦有人稱為番子寮、北

頭洋。明清之際，本地有漳洲府楊姓族人來墾殖之故，乃命為漳洲里。該里於民

國 35年行政區重劃正式成立，主要是由番子寮、後港腳兩個部落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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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澄里（Haicheng Village） 

漳洲里居民多種植水稻、甘蔗、玉米等農作物為生，而居民多以楊姓為主。

原漳洲里與海澄里共用的活動中心位於應元宮旁，其社區活動中心二樓保存了相

當完整的「新安社區童子軍」多項文物，如勳章、證書、結藝、活動照片等，對

社區來說這批文物是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未來可望發展成童子軍文物館。里內

應元宮不但是漳洲里主要的宗教象徵，也是該里人文、宗教聚點，而應元宮的蜈

蚣陣、宋江陣，更是聞名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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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澄里照片集錦 

  海澄里應龍宮 海澄里唐盟宮 

  海澄里慶長宮 漳洲里應元宮 

  漳洲里高寅楊領紀念園 海澄漳洲社區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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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里（Mi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民安里共 591 戶，門牌數共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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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該里僅差 9 戶即符合標準，且現有 2 棟大樓公寓及 2 處透天厝建案正興建中，

共計 108 戶，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民安里共 16 鄰，調整後民安

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月 29日實施。 

民安里位置於佳里區東部，東與子龍里接壤，北與佳化里、佳興里接壤，南

與忠仁里、西港區金砂里接壤，西與六安里、東寧里接壤。 

民安里取同安寮之「安」字及鎮安宮之「安」字而命名，意謂國泰民安之意，

於民國 35 年，行政區重劃後正式成立，是由西邊的同安寮與北邊的新宅兩個部

落所組成的。民安里內，有一民安社區，位在同安寮，設有社區活動中心，提供

場所及舉辦活動以供里民休閒娛樂。民安里轄內的寺廟有鎮安宮為其主要宗教信

仰中心。關於產業經濟方面，除了在東南部靠近子龍里的地區、設有一些公司、

工廠外，居民大部分仍是以農作維生。里內教育機關有佳興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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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安里照片集錦 

  鎮安宮 南聖宮 

  天玄宮 民安里社區活動中心 

  佳興國民中學 民安社區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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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龍里（Zihl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子龍里共 643 戶，門牌數共 600 個；三協

里共 375 戶，門牌共 376個。子龍里、三協里皆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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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的舊地名皆

為「子龍廟」，且生活圈與習慣相似，整編為子龍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子龍

里共 21 鄰、三協里共 13鄰，調整後子龍里共 17 鄰，於 107 年 01月 29日實施。 

子龍里位於佳里區最東邊，西與民安里接壤，東與麻豆區麻口里接壤，北與

佳化里、麻豆區海埔里接壤，南與西港區金砂里接壤。 

子龍里由子龍里及三協里整編而成。 

原子龍里乃是由於區內有一子龍廟之故，子龍廟裡供奉的是趙子龍。明永曆

15 年（西元 1661 年）鄭成功來臺驅荷後即經營臺灣為反清復明之基地，同時有

位來自福建省同安縣的林六叔，追隨鄭成功投入來臺驅荷之行列後被分配墾殖於

「子龍廟」現址，成為入臺之始祖。林六叔在此定居，原本荒涼之地，經其開墾

之後，人口逐年增加，前後歷經二十年，部落終於成型，即今日之部落型態的「子

龍廟」，其地理位置在佳里興堡（古天興縣）之東南方，西為蕭壠堡（今之佳里），

東為麻豆堡，古稱為「東勢寮」（麻豆社內），即今之「子龍廟」。乾隆 18 年（西

元 1753 年）桂月，里民林秋眼見草寮頹廢，會集地方耆老林寅、沈定、楊待等

提議建正式廟宇，至乾隆 20 年完成，同年 10月恭請趙府元帥入廟安座，並因趙

雲曾被劉備冊封為「永昌亭侯」故而取名「永昌宮」又名「子龍廟」，從此原「麻

豆堡東勢寮」亦正式改名為子龍廟，此乃全臺唯一以古代人名號為地名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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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龍里（Zihlong Village） 

明鄭時期，天興縣治設在佳里興堡，清領時期亦設巡檢司於佳里興，而子龍

廟屬佳里興堡轄區，所以早期趙府元帥出巡刈香，以佳里興為主庄，廟裡香火鼎

盛。居民以農為業者居多，此外飼養乳牛（酪農）者亦不少。農作物以苦瓜、玉

米、水稻、甘蔗、洋香瓜、牛蒡為主，民風淳樸、生活單純，大都是子龍廟忠實

信徒。 

原三協里於民國 35 年行政區重劃後正式成立，是由後庄、菜寮與潭墘三個

部落所組成，因此命名為「三協里」，意謂三個部落協力同心之意。三協里的居

民，除了種植傳統的稻米、甘蔗、玉米等農作物維生外，近年來更朝精緻農業發

展，開始種植櫻桃、天堂鳥及蘇鐵以供內外銷。本區天堂鳥主要栽培於三協里，

需栽培二年才開花可連續收十年，全年均產，以夏季最盛：而鐵樹的種植，則數

「儒林園藝」栽培最有成果，在全臺農業界享有盛名。原三協里轄內有李府千歲

廟、朝安宮兩座廟宇，是里內居民宗教重心所在。里內教育機關有子龍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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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龍里照片集錦 

  子龍里永昌宮 子龍里林五美祠堂 

  北門七子之一林芳年故居 三協里朝安宮 

  三協社區活動中心 子龍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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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溪里（Yingsh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營頂里共 287 戶，門牌數共 261 個；溪州

里共 147 戶，門牌共 147個。營頂里、溪州里皆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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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的舊地名皆

為「溪州」，且生活圈與習慣相似，整編為營溪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營頂里

共 10鄰、溪州里共 10鄰，調整後營溪里共 8鄰，於 107 年 04月 30日實施。 

營溪里東與麻豆區港尾里接壤，西與將軍區苓仔寮里、忠嘉里接壤，南與佳

興里、佳化里接壤，北與學甲區大灣里接壤。 

營溪里由營頂里及溪州里整編而成。 

原營頂里為鄭成功屯田設營之地，本是上營，其中的「上」即為臺語「頂」

的發音，因此稱之為「營頂」。住民主要以莊姓為主。里內有佳福寺、孫府元帥

廟宇，而佳福寺更是宗教象徵，有二百八十餘年的歷史，奉祀觀音佛祖為主神，

平日香火鼎盛。社區主要是由佳福寺及居民共同協力建設完成的，社區內設有南

海靜園、遊樂區，及一座古色古香的水上古堡，並有「五指山」及「龍王拜觀音」

等兩座造景已興建完成，供住民休閒娛樂。居民主要種植甘蔗、玉米、高梁、水

稻、蘿蔔等農作物為主，並曾以環境的優雅舒適得到美化環境的優等獎。 

原溪州里因靠近營頂溪，故名溪州里。溪州社區於民國 67 年參加臺灣省新

發展社區考核，榮獲全省第一等，於同年 10月 25 日接受省主席林洋港頒發金馬

獎，以為表揚。居民生活一向節儉且勤勞熱忱，除少數經商外，大部分從事農耕

及種植蘿蔔、皇帝豆聞名。由於溪州里的社區建設有成，整齊美觀，早期當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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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溪里（Yingshi Village） 

府官員來巡視佳里時，皆會請其來參觀。轄內寺廟有永興宮、施元帥廟、莊府元

帥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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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溪里照片集錦 

  營頂嘉福寺 營頂社區活動中心 

  營頂社區意象 溪州永興宮 

  溪州社區活動中心 溪州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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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里（Wenshi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安西里共 4,663 戶，門牌數共 4,082 個。

安西里屬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戶數過多，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

規範，進行調整，將光復路以東區塊併入東寧里，再以文化路為界，擴編為安西

里及文新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安西里（部分）共 27 鄰，調整後文新里共 16

鄰，於 107年 04月 30日實施。 

文新里北邊以文化路為界與安西里接壤，東邊以光復路為界與東寧里及建南

里接壤，南邊以新生路為界與建南里及南勢里接壤，西邊與七股區篤加里接壤。 

安西里將光復路以東區塊併入東寧里，再以文化路為界，擴編為二里，北邊

為安西里，南邊為文新里。 

文新里之命名，係里長與地方人士研議各取該里之北界線─文化路及南界線

-新生路之各第 1個字而成。里內有多個大型社區住宅，如多摩市、福南山莊等，

教育機關有私立佳佳幼兒園，另廟宇有昭清宮（孔子廟）、育善堂、西方元帥廟

等，昭清宮因臨近佳里國民中學，每到考季即成為考生之心靈寄託中心。 

  



 

12-32 
 

 
  文新里照片集錦 

  昭清宮（孔子廟） 開喜樓 

  多摩市 福南山莊 

  臺北小城 安西宜居好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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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興里（Jiash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興化里共 505 戶，門牌數共 521 個；禮化

里共 369 戶，門牌共 372個。興化里、禮化里皆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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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的舊地名皆

為佳里興，且生活圈與習慣相似，整編為佳興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興化里共

18鄰、禮化里共 15 鄰，調整後佳興里共 16鄰，於 107 年 04 月 30日實施。 

佳興里東與佳化里接壤，西與將軍區長榮里接壤，南與海澄里、六安里及民

安里接壤，北與營溪里接壤。 

佳興里由興化里及禮化里整編而成。 

原興化里係取「佳里興」之「興」字加「化」字而命名。里內主要道路有：

省道臺 19通往學甲及佳里區市中心，南 24通往將軍及麻豆。農產方面以玉米最

著。轄區內有保興宮等廟宇名勝可供遊賞。里內臺 19 線尚有大型醫院─佳里奇

美醫院服務大北門區之醫療病患。 

原禮化里以「佳里興」之「里」字諧音「禮」字加「化」字而命名。農產方

面以甘蔗、玉米、水稻最多，轄區內之寺廟有震興宮、黑虎大將軍廟，其中震興

宮被列為市定古蹟，內置有葉王交趾燒陶，為最有名之一景，常是假日賞玩之重

要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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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興里照片集錦 

  興化保興宮 興化社區活動中心 

  佳里奇美醫院 禮化社區活動中心 

  震興宮 金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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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營里（Shiay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嘉福里共 368 戶，門牌數共 280 個；頂廍

里共 366 戶，門牌共 345個。嘉福里、頂廍里皆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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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的舊地名皆

為「下營」，且生活圈與習慣相似，整編為下營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嘉福里

共 12鄰、頂廍里共 11鄰，調整後下營里共 15鄰，於 107年 04月 30日實施。 

下營里東與海澄里、安西里接壤，西與七股區後港里接壤，南與七股區篤加

里接壤，北與七股區後港里、佳里區海澄里相壤。 

下營里由嘉福里及頂廍里整編而成。 

原嘉福里與原頂廍里合稱下營，原為明末鄭氏設鎮屯田駐兵處。該里原名下

廍里，因位於頂廍里之南方而得名。民國 52 年，臺南縣推行百萬勞動，當時臺

灣省主席周至柔至下廍里視察，認為「下廍」與「下部」諧音不雅，乃改名為嘉

福里，並於當年 4 月 1日正式更名。里內居民大多以種植農作物為生，民風純樸，

安居樂業，農作物以蘿蔔、水稻、甘蔗、玉米為主，另外有少數的魚塭養殖場。

社區裡多是三合院的住家，與現代建築交錯座落；鎮安宮是里內主要的信仰中心，

宋江陣是有名的民俗藝陣。 

原頂廍里土名為下營，原為鄭氏設鎮屯田駐兵之處。原設有糖廍，本里僅包

括頂廍一個聚落，於民國 35 年正式成立，主要道路有：南 27 通往將軍，南 28

通往青鯤鯓，南 29 通往七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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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營里（Shiaying Village） 

轄區內教育機構有延平國民小學；寺廟有永安宮、忠義宮；民俗藝陣有延平

國民小學的宋江陣、俊五州掌中劇團、以及忠義堂的八家將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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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營里照片集錦 

  嘉福里活動中心 嘉福里鎮安宮 

  嘉福社區意象 頂廍里永安宮 

  頂廍里活動中心 糖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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塭內里（Wenn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龍安里共 418 戶，門牌數共 410 個；通興

里共 388 戶，門牌共 306個；蚶寮里共 344戶，門牌共 283 個。龍安里、通興里、

蚶寮里皆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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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的舊地名皆為「塭子內」，且生活圈與習慣相似，

整編為塭內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龍安里共 19 鄰、通興里共 14鄰、蚶寮里共

11鄰，調整後塭內里共 24鄰，於 107年 04月 30日實施。 

塭內里東與西港區劉厝里接壤，西、南與七股區大埕里、樹林里及竹橋里接

壤，北與南勢里接壤。 

塭內里由龍安里、通興里及蚶寮里整編而成。 

原龍安里原名塭仔寮，包括塭子內、林投內、外渡頭三個聚落。「塭仔」是

貯水之處，或是指養魚之池。本地地名多有想像，可能是有「塭仔」而得名、有

水之處，亦象徵「藏龍」之意，乃因此而命名為「龍安里」亦未可知，又或因龍

為吉祥之物，有「龍」之處，必獲得境域平「安」。在農業方面，以外渡頭的水

稻、甘蔗、玉米最普遍，目前與原蚶寮里合作經營牛蒡、洋香瓜。轄區內之教育

機構有塭內國民小學，而寺廟則有永昌宮、厚德宮、萬善堂，其中外渡頭之厚德

宮風景優美，廟前一顆大榕樹十分壯碩，居民夏天喜歡在樹下乘涼閒聊，典型的

鄉村景色。在民俗藝陣方面，則以厚德宮的宋江陣，永昌堂的金獅陣等最為著名，

值得一看。 

原通興里是因當地有寺廟「通興宮」之故，通興里的居民以農為業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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塭內里（Wennei Village） 

其中以黃姓居民占多數，佳里區洋香瓜品質優良，風味獨特，頗受消費者喜愛。

除了產物為洋香瓜外，另外在港墘段種植小番茄，皮厚肉脆，口感佳，甜度達八

度，為全省甜、硬度之最，此外，並有水稻、甘蔗、玉米的種植。轄內教育機構

有通興國小；寺廟則有通興宮、港興宮、山神堂等；民俗藝陣有通興宮的宋江陣

和港興宮的太平歌陣；至於藝術團體則有隆五洲掌中劇團和春五洲掌中劇團。 

原蚶寮里以前多為鹹水養魚池，可知此地居民曾在此搭寮捕「蚶」等水產動

物，故取名為「蚶寮」。蚶寮里於民國 35 年行政區重劃後正式成立，蚶寮里是淳

樸的農里，居民除少數經營淡水養殖漁業外，大多數以農業為主，其耕作作物除

傳統的稻米、甘蔗、玉米外，近年來更朝經營精緻農業發展，如洋香瓜；此外，

更與龍安里共同生產牛蒡，除內銷外，更外銷日本，近年來牛蒡已成為佳里區的

特產。里內設有社區活動中心，可供民眾使用。而其轄內的慈德禪寺、福安宮兩

座廟宇，更是居民宗教與人文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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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塭內里照片集錦 

  龍安里永昌宮 龍安里塭內國小 

  通興里通興宮 通興里通興國小 

  蚶寮里慈德禪寺 蚶寮里福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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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勢里（Nanshih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建南里共 3,588 戶，門牌數共 3,135 個。

建南里屬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戶數過多，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

規範，進行調整，以安南路至成功路至祥和五街為界分為兩里，整編為建南里及

南勢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建南里（部分）共 16 鄰，調整後南勢里共 16 鄰，

於 107年 04月 30日實施。 

南勢里東邊以勝利路為界與鎮山里接壤，西邊及南邊以大寮排水為界與塭內

里接壤，北邊以安南路、成功路及祥和五街為界與建南里接壤。 

南勢里由建南里沿安南路、成功路及祥和三街為界整編為二里，以北為建南

里，以南為南勢里。 

南勢里因里內有南勢聚落，且經里長等地方人士研議以「南勢」命名，里內

的農產以甘蔗、玉米最著。轄區內的教育機構有佳里國民中學；寺廟有慈聖宮及

九龍殿，至於民俗藝陣則以九龍殿的宋江陣最為著名，不僅有 280年的歷史淵源，

107年由李代理市長孟諺授證「無形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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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勢里照片集錦 

  九龍殿 慈聖宮 

  佳里國民中學 果菜市場 

  慈聖宮活動中心 安南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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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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里區 東寧里 林育如 佳里區 海澄里 謝文賓 

佳里區 忠仁里 楊林錦鴦 佳里區 漳洲里 蘇順政 

佳里區 鎮山里 林振鈷 佳里區 頂廍里 姚志峯 

佳里區 建南里 吳榮山 佳里區 嘉福里 林秉達 

佳里區 安西里 陳雅慧 佳里區 通興里 葉鴻彬 

佳里區 六安里 林佩玲 佳里區 蚶寮里 林子昆 

佳里區 佳化里 林郭麗珠 佳里區 龍安里 區公所派代 

佳里區 禮化里 楊江進 佳里區 民安里 周天財 

佳里區 興化里 林黃秋香 佳里區 子龍里 謝清安 

佳里區 營頂里 莊順治 佳里區 三協里 黃水川 

佳里區 溪州里 陳進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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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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名錄 

 

特別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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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誌明 

執行團隊／臺南市佳里區公所、臺南市佳里戶政事務所(佳里辦公處) 

執行編輯／張玲玲、潘侑霙、陳彥霖 

編審人員／柯碧如、陳瑀嫺、黃月慧、張智勛、楊沂文、柯誌軒、王則仁、 

蘇品蓉、莊辰翊、陳韻涵、林子琳、許薇琪、王秉星、莊健清、 

蘇晃瓏、吳振裕、楊榮崑、黃義元、宋秀琴、蔡文瑞、洪水上、 

陳清茂、許富程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佳里鎮誌 

※參考資料引用如有不盡周延之處，望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