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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新市區位於臺灣臺南市中部，北臨善化區，東鄰山上區，西鄰安定區，西南

連安南區，南接永康區、新化區，面積約 47.8096 平方公里。原轄下共 11 里、

263 鄰，於 106 年 4 月依據「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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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維持 11 里不變、263

鄰調整為 174 鄰，並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市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取得共識後訂定。新市里、

新和里、社內里、大洲里、豐華里、港墘里、潭頂里、永就里僅進行邊界調整，

故仍維持原有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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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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 
臺南市新市區公所召開 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

規劃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4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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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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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里 106 年 05 月 09 日 
新市區公所召開 106年度鄰調整第 1次里長座

談會（第 1梯次） 

各里 106 年 05 月 10 日 
新市區公所召開 106年度鄰調整第 1次里長座

談會（第 2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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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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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 

區公所 

各里 

106 年 06 月 15 日 
新市區公所召開 106年度鄰調整第 2次里長座

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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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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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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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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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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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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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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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市里 新市里；另與新和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0-6 

新和里 
新和里；另與新市里、社內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0-8 

社內里 
社內里；另與新和里、永就里、大

洲里、豐華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0-11 

大洲里 大洲里；另與社內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0-14 

豐華里 豐華里；另與社內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0-16 

三舍里 三舍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0-18 

大營里 大營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0-20 

大社里 大社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0-22 

潭頂里 潭頂里；另與永就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0-24 

港墘里 港墘里；另與永就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0-26 

永就里 
永就里；與社內里、潭頂里、港墘

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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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新市里（Sinshih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市里共 1,108 戶，門牌數共 1,340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新和里共 2,699 戶，門牌數共 3,732 個，屬於密集

式大樓住宅地區，上述二里皆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因考量

行政區域完整性、一致性及服務便利性，爰將新市里（部分）原 23 鄰富林路以

北、富安七街以東範圍，共 5 戶，門牌數共 16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新和

里。並將新和里（部分）光華街以東、光華街 234 巷以南、臺鐵鐵路以西範圍；

新和里（部分）中正路以東、中正路 268 巷以南、華興街以北、華興街 72 巷以

西範圍；新和里（部分）原 50 鄰復興路以東範圍，共 141 戶，門牌數共 189 個，

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新市里。另三舍里共 3 戶、4 個門牌，位於新市里內，門

牌釐正為新市里（未涉及里界調整），調整後新市里共 1,247 戶，門牌數共 1,517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新市里（部分）共 34 鄰、新和里（部分）共 6 鄰，調

整後新市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市里位於新市區的中央，北以新市排水線為界與三舍里接壤；西南兩面被

新和里包圍；東鄰港墘里。 

新市里由原新市里（部分）、新和里（部分）整編而成。 

新市里面積雖為新市區11里中最小者，但卻是行政機構最集中之處，區公所、

農會、分駐所、新市國民小學、衛生所等，全都集中在此。聚落明顯集中於本里

南邊，永安宮以南的仁愛街更與新和里的商店區連成一氣，形成整個新市區最熱

鬧的街市，而本里以北鐵路兩旁多是田地與工廠，景觀與本里以南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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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市里照片集錦 

  
新市區公所 新市國民小學 

  
新市公有零售市場 台江首廟永安宮 

  
新市區農會 新市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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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和里（Sinh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和里共 2,699 戶，門牌數共 3,732 個，

屬於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新市里共 1,108 戶，門牌數共 1,340 個，屬於交通便

利人口集中地區；社內里共 907 戶，門牌數共 1,244 個，屬於交通便利人口分散

地區，上述三里皆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評估有些家戶位置

較靠近他里聚落，考量行政區域完整性及一致性及服務便利性，進行調整，爰將

新和里（部分）光華街以東、光華街 234 巷以南、臺鐵鐵路以西範圍；新和里中

正路以東、中正路 268 巷以南、華興街以北、華興街 72 巷以西範圍；新和里原

50 鄰復興路以東範圍，共 141 戶，門牌數共 189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新市

里。並將新和里（部分）信義街以西原 22 鄰社皮範圍，共 17 戶、18 個門牌，以

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社內里。另新市里（部分）原 23 鄰富林路以北、富安七街

以東範圍，共 5 戶、門牌數共 16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新和里，調整後新

和里共 2,546 戶，門牌數共 3,541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新和里（部分）共 48

鄰、新市里（部分）共 2 鄰，調整後新和里共 37 鄰，於 107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和里北邊以新市排水線為界與社內里及三舍里接壤；東邊與新市里及港墘

里接壤；南邊以台一線省道中山路為界與永就里接壤；西邊與社內里接壤。 

新和里由原新和里（部分）、新市里（部分）整編而成。 

新和里相傳是新港社的舊地，新港社為平埔族西拉雅系之一，於 1625 年時

將原住地赤崁（Saccam）讓與荷蘭人建築赤崁樓，因而遷居此地。主要的商業區

位於華興街之南，北為 36.7 公頃新興開發區，新建住宅林立、南與永就里的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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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和里（Sinhe Village） 

仔寮連成一氣，是新市區人口最密集之處，新市火車站也設於本里；里內所轄「新

和、社內 36.7 公頃區段徵收」開發案，目前已開發完畢，建商已陸續推出多處

建案；一棟棟嶄新的高樓、社區住宅開始拔地而起，新市未來之發展盛況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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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和里照片集錦 

  
三里聯合活動中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市教會 

  
清保宮 新市火車站白蓮霧裝置藝術 

  
文康育樂中心 福壽巷北極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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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內里（Shen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社內里共 907 戶，門牌數共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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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就里調

整前共 1,231 戶，門牌數共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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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洲里共 269 戶，門牌數共 270 個，屬於交通便

利人口分散地區，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豐華里共 363 戶，

門牌數共 714 個，屬於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

辦法」規範；新和里共 2,699 戶，門牌數共 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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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少數家戶位置較靠近他里聚落，

經考量行政區域一致性及服務便利性，進行調整，爰將社內里（部分）原第 4 鄰

中山路（國道 8 以南、臺鐵以西、台一省道以東）共 1 戶，門牌數共 4 個，以里

界調整方式劃分給永就里；將社內里（部分） 原第 17 鄰南 135 大洲產業道路以

北範圍共 2 戶，門牌數共 3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大洲里；將社內里（部分）

原第 21 鄰南 134 民生路以南、嘉南大圳排水線以西共 4 戶，門牌數共 4 個，以

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豐華里。另將新和里（部分）信義街以西原 22 鄰社皮範圍

共 17 戶，門牌數共 18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社內里，調整後社內里共 917

戶，門牌數共 1,251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社內里（部分）共 21 鄰、新和里

（部分）共 1 鄰，調整後社內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社內里東北、北邊分別與三舍里、豐華里相鄰；東邊以新市排水線與新和里

相壤；西以產業道路和大洲里相隔；東南隔鐵路與永就里相望，聚落則偏全里之

東，與新和里連成一氣。 

社內里由原社內里（部分）、新和里（部分）整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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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內里（Shenei Village）  

大洲排水線流過本里之西北，聚落之外大多為蔗園，只在西邊臨大洲里旁有

些許魚塭。居民從事第一級產業的比例相當高，主要作物為甘蔗、香蕉、椰子、

稻米、西瓜、鳳梨等，相當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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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內里照片集錦 

  
社內清水宮 社內之星 

  
社內中安宮 新市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社內橋頭祖亭 社內圍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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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洲里（Dajh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洲里共 269 戶，門牌數共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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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內里共 907 戶，門牌數共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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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洲里雖戶數過少，但幅員遼闊，經評估少數家

戶位置較靠近他里聚落，並考量行政區域一致性及服務便利性，爰將社內里（部

分）原第 17 鄰南 135 大洲產業道路以北範圍共 2 戶，門牌數共 3 個，以里界調

整方式劃分給大洲里，調整後大洲里共 271 戶，門牌數共 273 個。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大洲里共 10 鄰、社內里（部分）1 鄰，調整後大洲里共 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洲里北邊與豐華里接壤；西側與安定區嘉同里接壤；南側與永康區三民里

及安南區東和里接壤；東側與社內里接壤。 

大洲里由原大洲里、社內里（部分）整編而成。 

大洲聚落位於鹽水溪北畔，原為鹽水溪流域的廣大沙洲地，故名。北接豐華

里、南以鹽水溪與永康區相隔、東以南北向的產業道路和社內里相鄰。本里與安

定區的交接處可看見許多魚塭，除此之外，盡是甘蔗田，產業道路狹小彎曲，難

以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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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洲里照片集錦 

  
大洲 36 號宅旁空地認養 大洲里圍牆彩繪 

  
大洲社區阿勃勒 大洲里南 135 線 

  
大洲寮聖帝殿 大洲里保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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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華里（Fonghu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豐華里共 363 戶，門牌數共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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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內里共 907 戶，門牌數共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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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華里雖戶數過少，但幅員遼闊，且為南科園區

所在地，交通便利，轄內多廠區建設，未來極具發展性；另考量行政區域一致性

及服務便利性，爰將社內里（部分）原第 21 鄰南 134 民生路以南、嘉南大圳大

洲排水線以西共 4 戶，門牌數共 4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豐華里。調整後豐

華里共 367 戶，門牌數共 718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豐華里共 13 鄰、社內里

（部分）共 1 鄰，調整後豐華里共 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豐華里位於全區西北部；西大約以中山高速公路（1 號國道）與安定區中榮

里、港南里相鄰；南邊大約以堤塘港排水線與大洲里、社內里相隔；東邊以嘉南

大圳大洲排水線與三舍里為界；北與善化區南關里，安定區安定里相鄰。 

豐華里由原豐華里、社內里（部分）整編而成。 

豐華里是新市區 11里中面積最大的里。戰後民國 35年，將看西改稱豐華村，

取其「物產豐收，地方繁華」之意。大部分的土地屬於台糖道爺、看西兩農場，

因此台糖建有鐵路橫貫本里。比起農場，聚落的面積顯然較小，因此臺南科學園

區在此大量徵用農場土地。除了南科用地之外，其他農地以種甘蔗較多，田塊大

而整齊。里內漁塭不少，主要集中在與善化區的交界處、高速公路東側、堤塘港

排水線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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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華里照片集錦 

  
大道公新昌宮 樹谷大道 

  
新港社地方文化館 福安宮 

  
南科新港堂 豐華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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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舍里（Sansh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三舍里共 624 戶，門牌數共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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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三舍里共 1 戶，門牌數共 1 個，位於大營里內，進行門牌釐整，調整入大營里；

三舍里共 3戶，門牌數共 4個，位於新市里內，進行門牌釐整，調整入新市里（皆

未涉及里界調整），調整後三舍里共 620 戶，門牌數共 793 個。鄰調整部分，調

整前三舍里共 10 鄰，調整後三舍里共 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三舍里位於新市區東北方，大致以台 19 甲公路為基準，分為「南三舍」和

「北三舍」兩個聚落，北邊與善化區南關里、文昌里相鄰；西邊以嘉南大圳大洲

排水線和豐華里相隔；東與大營里為鄰；南邊則與新市里及新和里相鄰。 

三舍里乾隆至道光年間，林家林維增、林維墉、林希傑一門三人皆中進士，

故據說三舍是為了來形容這三位顯貴之人。三舍里以西是台糖農場的一部分，呈

現蔗田景觀，向東與大營里相鄰之處則呈現水田景觀，作物栽種有水稻、甘蔗、

香蕉、芭樂、芒果、西瓜等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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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舍里照片集錦 

  
座駕抽水站 南科實驗中學 

  
三舍照明宮 椰樹腳景觀步道 

  
北三舍中安宮 三舍社區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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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營里（Day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營里共 1,270 戶，門牌數共 1,513 個；

三舍里共 624 戶，門牌數共 798，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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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營里共 0 戶，門牌數共 1 個，位於

港墘里內，進行門牌釐整，調整入港墘里；三舍里共 1 戶，門牌數共 1 個，位於

大營里內，進行門牌釐整，調整入大營里（皆未涉及里界調整），調整後大營里

共 1,271 戶，門牌數共 1,513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大營里共 24 鄰，調整後

大營里共 1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營里位於新市區東北部，北與善化區蓮潭里、小新里相鄰；東南以南 140

線道與大社里相隔；西與三舍里相接；南邊以豐榮聚落和港墘里相連。 

縱貫鐵路穿過大營里西面，鐵路至台一省道之間因有嘉南大圳三舍分線灌

溉，呈現水田景觀，鐵路以西和台一省道以東則是蔗田景觀。68%的居民從事第

一級產業，種植甘蔗、香蕉、鳳梨、西瓜、火龍果、食用甘蔗、芭樂、稻米、蕃

茄等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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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營里照片集錦 

  
大營夫妻樹景觀公園 大營景觀彩繪 

  
大營圍牆意象 豐榮北極殿 

  
大營靈昭宮 臺鐵南科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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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社里（Dash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社里共 1,620 戶，門牌數共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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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大社里共 36 鄰，調整後大社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社里位於新市區東部，東接山上區明和里、南州里；北約以南 140 線道與

大營里、善化區嘉南里相接，沿南 140 線道可抵山上區；西以台糖鐵路和港墘里

相隔；南鄰潭頂里。 

本里相傳為平埔族新港社遷徙地，因較附近諸社為大，故稱大社。主為水田

景觀。聚落偏在水圳以西、南 177 線道兩側。在聚落南邊有大社國民小學，除此

之外，公共設備不多，工廠也很少，呈現典型的農村景觀。聚落主要分為三部分：

北邊稱後店角、西南稱西興角、東邊稱東勢角，各有其角頭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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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社里照片集錦 

  
大社社區活動中心 大社國民小學 

  
大社後店北極殿 大社南 140 綠色隧道 

  
大社西興北極殿 大社東勢北極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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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潭頂里（Tand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潭頂里共 696 戶，門牌數共 758 個；永就

里共 1,231 戶，門牌數共 1,642 個，2 里屬於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皆符合「臺

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潭頂里潭頂 298 之 60 號位置坐落於永就里範

圍，考量里界範圍明確性，爰將坐落於永就里，但錯編於潭頂里原 7 鄰潭頂 298

之 60 號共 0 戶，門牌數共 1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將該範圍劃分給潭頂里，調整

後潭頂里共 696 戶，門牌數共 758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潭頂里共 14 鄰、永

就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潭頂里共 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潭頂里東接山上區新莊里；東南接新化區𦰡拔里；北與大社里相鄰；西約以

嘉南大圳南幹支線與永就里相隔。 

潭頂里由原潭頂里、永就里（部分）整編而成。 

本里以西有自來水廠潭頂淨水廠，因早年的聚落在大潭（日潭）北邊，故名

潭頂，聚落以北多為水田景觀，而聚落以南和永就里、新化區相接之處則以蔗田

居多，里內並有 2 處公墓和 1 處垃圾場。 

  



 

20-25 
 

 
  潭頂里照片集錦 

  
南 138 線潭頂木棉花道 潭頂社區入口意象 

  
代天府 自來水公司臺南給水廠 

  
潭頂親子公園 新市區示範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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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墘里（Gangci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港墘里共 1,294 戶，門牌數共 1,650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永就里共 1,231 戶，門牌數共 1,642 個，屬於交通

便利人口分散地區，上述 2 里皆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考量

少數家戶位置較靠近他里聚落，爰將永就里原 9 鄰（東洋紡織） 共 5 戶，門牌

數共 89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港墘里。但大營里原 21 鄰（豐榮 163 號）共

0 戶，門牌數共 1 個，位於港墘里內，進行門牌釐整，調整入港墘里（未涉及里

界調整），調整後港墘里共 1,299 戶，門牌數共 1,740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

港墘里共 28 鄰，永就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港墘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港墘里西以縱貫鐵路和新市里、新和里相接；南以潭頂溪和永就里相隔；東

大致以台糖鐵路與大社里、潭頂里相鄰；北與大營里相鄰。 

港墘里由原港墘里、永就里（部分）整編而成。 

聚落主要介於台 1省道與縱貫鐵路之間，和新市里、新和里的聚落連成一氣，

但機能卻明顯不同，新市里、新和理以商業為主，而港墘里則為邱永漢工業區（即

今日的新市工業區），舉凡鋼鐵、五金、紡織、塑膠、電子等工廠，都集中在此

地，本里是新市區最大的傳統工業區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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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墘里照片集錦 

  
新市區生態休閒公園 新市國民中學 

  
頂港北極殿 新市區游泳池 

  
永隆宮 南港墘北極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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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就里（Yongji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永就里共 1,231 戶，門牌數共 1,642 個；

潭頂里共 696 戶，門牌數共 758 個；港墘里共 1,294 戶，門牌數共 1,650 個；社

內里共 907 戶，門牌數共 1,244 個，4 里屬於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皆符合「臺

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評估有些家戶位置較靠近他里聚落，考量行政

區域完整性及一致性及服務便利性，爰將永就里原第 9 鄰光華街之廠房共 5 戶，

門牌數共 89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港墘里。並將社內里原 4 鄰中山路 501

號、501 之 1、503 之 3 號、原 13 鄰 503 之 1 號共 1 戶，門牌數共 4 個，以里界

調整方式劃分給永就里。另潭頂里潭頂 298 之 60 號因位置坐落於永就里範圍，

考量里界範圍明確性，爰將坐落於永就里，但錯編於潭頂里原 7 鄰潭頂 298 之 60

號共 0 戶，門牌數共 1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將該範圍劃分給潭頂里，調整後永就

里共 1,227 戶，門牌數共 1,557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永就里共 22 鄰、社內

里（部分）共 2 鄰，調整後永就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永就里位於新市區南端，北以鹽水溪支流那拔林溪由西而東分別與社內里、

新和里、港墘里及潭頂里相接；南界隔著鹽水溪支流崩溝坑溪與新化區北勢里、

太平里相鄰。 

永就里由原永就里（部分）、社內里（部分）整編而成。 

本里是由移民寮、番子寮兩部落組合而成，里內大部分土地屬於台糖番仔寮

農場所有，聚落偏在西北，其他地區皆是廣大的蔗田、稻田，區塊整齊，田間小

路十分狹窄，黃昏時分甚至因甘蔗高大而顯得特別陰暗。居民大多從事製造、營

造業。里內有新市區最高學府─遠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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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就里照片集錦 

  
永就社區活動中心 七王宮 

  
永就宮 榮安宮 

  
遠東科技大學 臺灣自來水公司新市服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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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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市區 新市里 王國平 新市區 大營里 廖俊道 

新市區 新和里 李富文 新市區 大社里 李清發 

新市區 社內里 陳烱昌 新市區 潭頂里 董育堂 

新市區 大洲里 康景煌 新市區 港墘里 周春林 

新市區 豐華里 黃俊榮 新市區 永就里 蔡 連 

新市區 三舍里 林華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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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新市區區長邱保華（現任財政稅務局副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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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乃澄 

執行團隊／臺南市新市區公所、臺南市永康戶政事務所（新市辦公處） 

執行編輯／王友德、劉素娥、楊雁雯 

編審人員／陳昭言、陳咸君、李挺維、陳竫元、曾信陽、林曉婕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前新市鄉公所出版之「新市鄉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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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