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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歸仁區位於臺南市南端，北鄰永康區、新化區，西鄰仁德區，東鄰關廟區，

南接高雄市阿蓮區，面積約 55.7913 平方公里。原轄下共 21 里、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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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維持 21里不變，630鄰調整為 312鄰，

並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歸仁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後訂定。六甲里、沙崙里、看

東里、崙頂里、武東里、新厝里、歸南里僅進行里界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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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召開「歸仁區里鄰調整規劃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4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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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里 106 年 04 月 26 日 
召開「106 年度歸仁區里鄰調整規劃工作小組

第一次會議」 

民政局 

區公所 
106 年 04 月 28 日 研商里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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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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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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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里 106 年 05 月 26 日 
召開「106 年度歸仁區里鄰調整規劃工作小組

第二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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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19 日 與民政局召開里鄰調整研商會議 

西埔里 

媽廟里 
106 年 06 月 27 日 召開「西埔、媽廟里鄰整編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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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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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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整編個案協

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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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保里 南保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7 

六甲里 
六甲里；另與崙頂里、新厝里、歸

南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9 

歸仁里 歸仁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11 

後市里 後市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13 

辜厝里 辜厝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15 

許厝里 許厝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17 

看西里 看西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19 

看東里 看東里；另與沙崙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21 

崙頂里 崙頂里；另與六甲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23 

沙崙里 
沙崙里；另與看東里、武東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25 

大潭里 大潭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27 

武東里 武東里；另與沙崙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29 

八甲里 八甲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31 

七甲里 七甲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33 

媽廟里 媽廟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35 

西埔里 西埔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37 

大廟里 大廟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39 

南興里 南興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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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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厝里 新厝里；另與六甲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43 

歸南里 歸南里；另與六甲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45 

文化里 文化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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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南保里（Nanb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南保里共 2,278 戶，門牌數共 2,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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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南保里共 65 鄰，調整後南保里共 2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南保里北以大德路為界與七甲里接壤，東以民權南、北街為界與文化里、後

市里、辜厝里接壤，西以中山九街、保興街為界與南興里接壤，南以民權南路 196

巷為界與歸南里接壤。 

南保里在清代屬「歸仁南里南堡莊和搖琴館莊」，日據時期屬「歸仁南里歸

仁南庄」，光復後因昔日範圍涵「南堡莊」而稱南保村。民國 78 年因人口增多而

分出「南興村」，相當於昔日「搖琴館莊」所在。南保村、南興村、六甲村、歸

南村等同屬「歸仁南里四村」。南保里與南興里以「清水宮」廟前「保興街」為

界，東與文化里、後市里相鄰。 

南保里信仰中心為清水宮：宮內主祀神明清水祖師 建立於 1981 年據傳清水

祖師乃沿自清朝年間，於民國 70 年(1981)募款重建，並舉行首次建醮，於民國

81 年(1992)再次修建，名為「清水宮」。南保里有些地名深含豐富人情義理而形

成村落，例如，當地居民多為林姓，又稱「姓林仔」；「三百戶」位辜厝里「歸南

國民小學」西邊大順街一帶，因建商當初所興建透天厝約三百多戶而成地名；「李

厝」又稱「姓李仔」，位中山路三段（縣道 182 號）南邊一帶，因李姓早年於此

墾聚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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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保里照片集錦 

  
清水宮 南保里活動中心 

  南保里辦公處 民生北街(黃昏市場) 

  文化街三段 歸仁區農會歸南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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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甲里（Liouji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六甲里共 1,550 戶，門牌數共 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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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進行里界調整，原第 1、2 鄰（部份）調整入新厝里調整後第 12 鄰，原

第 4、11 鄰部份調整入崙頂里調整後第 16 鄰；歸南里原第 27 鄰西側區塊(以中

山路三段 551 巷接至民生十街轉高鐵橋下臺南段道路為界)撥給六甲里調整後第

20 鄰。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六甲里共 44 鄰，調整後六甲里共 2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六甲里位於歸仁區中西側，北與歸南里接壤，西鄰仁德區新田里，東與崙頂

里接壤，南與武東里接壤。 

六甲里由六甲里（部份）、歸南里（部份）整編而成。 

本里為通往高鐵臺南站、成功大學航太所、臺南監獄及長榮大學之要道。轄

內政府機關林立，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歸仁戶政事務所、歸仁地政事

務所。盛產綠竹筍，是重要之農作物，入口滑嫩，味美汁多。六甲里北極殿建於

民國 80 年，氣勢磅薄，主祀玄天上帝，是里民信仰中心。在地部落，以林、蔡

兩姓居多。三塊厝部落則幾乎姓陳。目前仍保有「擔龜」習俗，即在土地公誕辰

時，去年家中添男丁者，需以紅龜或水果餅分送各共祀土地公之信眾戶，分享添

丁之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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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甲里照片集錦 

  
六甲里活動中心 六甲里北極殿 

  
林家祠堂 歸仁分局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歸仁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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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仁里（Gueire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歸仁里共 917 戶，門牌數共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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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門牌數已達 1,085 個未來有戶數遷入可能，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歸仁里共 28 鄰，調整後歸仁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歸仁里北以大德路為界與八甲里接壤，東以中山路一段 2 巷為界與關廟區山

西里接壤，西以中正北路為界與後市里、文化里接壤，南以中山路一段、大仁街、

忠孝北路為界與許厝里、看東里接壤。 

歸仁里昔稱社內，明鄭末期以後叫「紅瓦厝」又稱紅瓦厝時代，因以前居民

房屋多以紅瓦覆頂而得名。在當時多為草屋的年代，本地居民的生活環境，可以

說是非常的先進，且佔盡地利之便，蓬勃發展並建設有學校、醫院、派出所等，

為昔日政經文化中心。走訪今日的歸仁里，在這多變的時代，仍保有其古意盎然

的風貌。孔廟旁的基督長老教會創於光緒 32年(西元 1906年)，屬於英國式建築。

里內尚有香果宅仔、庄頭。香果宅仔，因陳姓墾民在此種植水果而得名。豬間─

日治時代殺豬之地故得名。里內坐落新豐高中、歸仁國民小學，另與歸仁國民中

學也僅隔中山北路相鄰。敦源聖廟(即孔廟)亦有數十年歷史，歸仁長老教會在此

設立已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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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仁里照片集錦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歸仁國民小學 

  
歸仁派出所 歸仁圖書館 

  
敦源聖廟 歸仁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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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市里（Houshih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後市里共 1,298 戶，門牌數共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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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後市里共 48 鄰，調整後後市里共 1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後市里北以文化街二段為界與文化里接壤，東以中正北路一段為界與歸仁里

接壤，西以民權南、北路為界與南保里接壤，南以大順街為界與辜厝里接壤。 

後市里於歸仁區中央地理位置，戰後以仁壽宮、國公府仔、後市仔一帶設為

一村，沿後市仔庄稱而命名為「後市村」，其屬「歸仁北里六村」之一。因人口

數增加，公所於民國 90 年將後市村劃分為後市村及文化村。後市村與文化村大

抵以「文化街」為界限，文化街二段以北之區域歸屬現今文化里，文化街二段以

南之區域仍為後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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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市里照片集錦 

  
歸仁區公所 歸仁區調解委員會 

  
臺南市歸仁區衛生所 自來水公司歸仁服務所 

  
中華電信歸仁服務處 後市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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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厝里（Gucu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辜厝里共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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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辜厝里共 54 鄰，調整後辜厝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辜厝里北以大順街路為界與後市里接壤，西以民權南路為界與南保里、歸南

里接壤，東南以中正南路一段為界與新厝里接壤。 

辜厝里，閩南語稱「古厝」、「崁仔頭」，里內重要景點有清水宮、辜厝翰林

院；機關學校有「歸南國民小學」。辜厝里(村)清代屬「歸仁北里辜厝村」，日據

時期屬「歸仁北里歸仁北庄」，光復後，因境內聚落「辜厝村莊」而稱「辜厝村」。 

因人口數增加，民國 89 年以中正南路一段為界而分村，以東設「新厝村」，以西

仍稱「辜厝村」，現由「辜厝」和「崁仔頭」二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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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厝里照片集錦 

  
崁仔頭清水宮 辜厝翰林院 

  
歸南國民小學 歸仁圓環 

  
辜厝里活動中心 真耶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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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厝里（Syucu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許厝里共 1,309 戶，門牌數共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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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許厝里共 39 鄰，調整後許厝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許厝里北以大仁街、忠孝北路為界與歸仁里接壤，東以中山路一段 319 巷為

界與看東里接壤，西以和平南街為界與新厝里接壤，南以信義南路 127 巷為界與

看西里、崙頂里接壤。 

許厝里（村）清代屬「歸仁北里許羅厝庄」，日據時期屬「歸仁北里歸仁北

庄」，光復後，因境內聚落「許厝」而稱許厝村。許厝村東、西分別以仁愛、信

義二街與看西，新厝二村相鄰。民國 99 年縣市合併後改村為里。許厝里設置公

有市場、歸仁文化中心、水野游泳池(原鄉立游泳池)，另有地方廟宇許厝代天府

及文衡聖帝堂，及佛教建築善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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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厝里照片集錦 

  
歸仁公有市場 歸仁文化中心 

  
歸仁運動公園 許厝代天府 

  
文衡聖帝堂 善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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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西里（Kans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看西里共 847 戶，門牌數共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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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里內有多筆土地預計興建公寓大樓將增加百餘戶，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看西里共 23 鄰，調整後看西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看西里北與許厝里接壤，西與崙頂里接壤，東與看東里接壤，南與沙崙里接

壤。 

看西里在看東里的西邊，原為楊厝西半部，屬於歸仁北里六里之一，全里位

置大約在忠孝南路、忠孝北路和仁愛南街、北街之間，里內多種植綠竹筍及玉米，

尤其是綠竹筍屬於高經濟作物，每年收成帶給里民不少經濟收入。里內重要廟宇

為武聖宮、清水宮、五公殿等皆為地方信仰中心。看西里社區發展協會有成立環

保義工隊及滅蚊志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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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西里照片集錦 

  
五公殿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大士殿 善德堂 

  
清水宮 武聖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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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東里（Kan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看東里共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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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進行里界調整，沙崙里調整後第 1 鄰（部份）調整入看東里調整後第 7 鄰，看

東里調整後第 8 鄰（部份）撥給沙崙里調整後第 1 鄰，調整以凱旋路一段和東西

向快速道路交會處靠近南面安全島對面小路為界，東起於東西向快速道路，西止

於成功三街。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看東里共 16 鄰，調整後看東里共 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看東里北與歸仁里接壤，東與關廟區關廟里接壤，西與看西里接壤，南與沙

崙里接壤。 

看東里由看東里（部份）與沙崙里（部份）調整而成。 

本里在歸仁里的南方，落位在中山路一段以南，忠孝南路以東，往東與關廟

區關廟里交界，早期屬於歸仁北里六里之一，以楊厝為本庄，里內多種植綠竹筍

及雜糧，尤其是綠竹筍屬於高經濟作物，每年收成帶給里民不少經濟收入。里內

重要廟宇為北安宮、弘農宮、修元禪院等皆為地方信仰中心，弘農宮金獅陣為南

關線具代表性之金獅陣，今（107）年通過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文資處無形文化資

產的資格，讓這歷史悠久的陣頭，在文化傳承上得到國家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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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東里照片集錦 

  
北安宮 修元禪院 

  
弘農宗祠 弘農園 

  
百年榕樹 成功路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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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頂里（Lund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崙頂里共 1,111 戶，門牌數共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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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進行里界調整，六甲里原第 4、11 鄰（部份）調整入崙頂里調整後第 16

鄰。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崙頂里共 30 鄰，調整後崙頂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崙頂里北邊以大成路 161 巷和許厝里、新厝里為界，東邊以信義南路、成功

八街、成功九街和看西里、沙崙里為鄰，西邊、南邊以二甲溪和六甲里、沙崙里

為界。 

崙頂里由崙頂里與六甲里（部份）整編而成。 

崙頂里清代屬「永豐里崙仔頂莊」，日據時期屬「永豐里崙仔頂莊」，光復後

因境內聚落名「崙仔頂」而稱崙頂村。里內所種植釋迦為歸仁區大力推廣之主要

特產，「歸仁釋迦」正逐漸打響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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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頂里照片集錦 

  
福德祠 紅瓦厝國民小學 

  
大成路鐵馬道 大成路老榕樹 

  
柴埤 崙頂釋迦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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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崙里（Shalu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沙崙里共 249 戶，門牌數共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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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未來有沙崙綠能科學城計畫之型塑綠能社區，將進住 3 萬多人口，且本里面積

遼闊，故里未予調整，僅進行里界調整，沙崙里調整後第 1 鄰（部份）調整入看

東里調整後第 1 鄰，看東里調整後第 8 鄰（部份）調整入沙崙里調整後第 1 鄰，

武東里調整後第 10 鄰（部份）調整入沙崙里調整後第 4 鄰。鄰調整部分，調整

前沙崙里共 10 鄰，調整後沙崙里共 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沙崙里北邊和看東里、看西里、崙頂里接壤；西邊和武東里為鄰；南邊則是

大潭里；東邊以安保溪與關廟區深坑里為界。 

沙崙里由沙崙里(部分)、看東里(部份)與武東里(部份)整編而成。 

本里清代屬「永豐里沙崙村」，日據時代屬「永豐里沙崙庄」，光復後因沿用

「沙崙庄」而稱為沙崙村。本里佔地遼闊，大部分為臺糖農地，現由「二甲」、「杞

舍」、「沙崙」、「土庫仔」等庄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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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崙里照片集錦 

  
二甲王爺壇 永豐代天府 

  
沙崙平安宮 交通大學光電學院 

  臺糖公司南沙崙農場 沙崙綠能科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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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潭里（Dat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潭里共 657 戶，門牌數共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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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大潭里共 21 鄰，調整後大潭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潭里北以武東三街與武東里為界，東以南一高爾夫球場旁與關廟區布袋里

為界，西以中山高速公路與仁德區中洲里為界，南以二仁溪與高雄市阿蓮區為

界。 

大潭里於歸仁區最南方位置，在武東里南邊，由大潭、林子邊等兩庄合組而

成一里。里內種植作物種類繁多，其中以火龍果、蕃茄、芭樂為主，林子邊種植

菱角、蕃茄為大宗。重要廟宇為昭德宮、三帝宮，昭德宮信奉主神為清水祖師，

三帝宮乃林邊地區角頭廟，信奉三媽佛祖，皆為地方信仰之中心。長榮大學設立

後，帶動大潭里周邊商家經濟發展，校園軟硬體設施完善，重視校園美化，鼓勵

校內師生創作之藝術作品陳列於校園，配合「臺鐵臺南沙崙支線計畫」設立長榮

大學車站，學生與民眾往返臺南市區更加便利，再加上鄰近高鐵臺南站，通勤族

群也日益增加，使得未來發展性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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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潭里照片集錦 

  
昭德宮 大潭里活動中心 

  

 

 

 

 

長榮大學 三帝宮 

 

 

 

 

 

 

 

 

 

 

大潭國民小學 大潭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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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東里（Wu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武東里共 982 戶，門牌數共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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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進行里界調整，原第 15 鄰東側區塊（武東里東邊的新里界以東西向快速道路

轉接高發二路轉接大武路一段轉接歸仁大道）調整入沙崙里調整後第 4 鄰。鄰調

整部分，調整前武東里共 16 鄰，調整後武東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

施。 

武東里北以二甲溪與六甲里為界，東以高發二路與沙崙里為界，西以光明街

86巷、德崙路539巷與仁德區上崙里及中洲里為界，南以武東三街與大潭里為界。 

武東里由武東里（部份）整編而成。 

武東里在六甲里南邊，由「窩仔底」（北武東）、刣豬厝（開基厝）等兩庄合

組而成一里。里內種植作物種類繁多，其中以火龍果、蕃茄、竹筍為大宗。武當

山上帝廟信奉主神為玄天上帝，相傳該廟建立迄今已接近三百年，乃臺灣最早的

玄天上帝廟之一，香火鼎盛，參拜民眾絡繹不絕；玄武宮信奉主神為池府王爺；

忠順宮信奉主神開漳聖王，皆為地方信仰之中心。高鐵臺南站設立後，帶動武東

里周邊發展，近來政府遂將開發綠能科學城、會展中心、中研院分院等大型建設，

未來願景能躍為臺南市新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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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東里照片集錦 

  
玄武宮 武當山上帝廟 

  

 

 

 

 

忠順宮 高鐵臺南站 

 

 

 

 

 

 

 

 

 

 

武東里辦公處、活動中心 臺南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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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甲里（Baji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八甲里共 999 戶，門牌數共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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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八甲里共 25 鄰，調整後八甲里共 1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八甲里西北邊和七甲里以大德路700巷、中正北路一段 525巷及536巷為界；

南邊和文化里、歸仁里以大德路為界；東邊以許縣溪與關廟區下湖里為界。 

八甲里日據臺南時期屬「保西里八甲庄」，光復後改為八甲村。村名由來源

於境內主要聚落「八甲」而得名。八甲里現有聚落主要以八甲和王厝二庄所組成。

而古時八甲之地位於中正北路東側，新豐高中北邊。地名由來說法不一，有謂早

期墾民於此開墾八甲大（約八十畝）耕地而得名，或謂清代保甲制度中屬「保西

里第八甲」而稱之；平埔族學者楊森富則謂八甲意為「閃電之地」。「八甲」與「七

甲」、「大宅」和「南潭」俗稱「下四保」，許縣溪於此段亦稱為新埔溪。 

  



 

28-32 
 

 
八甲里照片集錦 

  
歸仁區農會 八甲代天府 

  
八甲里活動中心 八甲老樹 

  
淨國寺 南天宮城隍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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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甲里（Ciji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七甲里共 1,240 戶，門牌數共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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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七甲里共 20 鄰，調整後七甲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七甲里北邊和大廟里、媽廟里接壤，西邊和仁德區太子里、土庫里、一甲里

為鄰，東邊以許縣溪與關廟區下湖里為界，東南邊和八甲里接壤。 

七甲里(村)清代屬「保西里南潭莊」，日據時期屬「保西里八甲庄」，光復後

改成「七甲村」。村名由來源於本庄「七甲」之故。本里位許縣溪以西，現有聚

落包括七甲、圳頭仔、大宅、南潭、丁厝等舊庄，及包括「理想別墅社區」、「紅

瓦鎮」等新興社區，許縣溪於此段亦稱為新埔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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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甲里照片集錦 

  
七甲社區公園 七甲武聖宮 

  
陸軍航空特戰司令部 紅瓦鎮社區公園 

  
七甲里活動中心 七甲孝順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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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廟里（Mam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媽廟里共 823 戶，門牌數共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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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媽廟里共 28 鄰，調整後媽廟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媽廟里北以保大路一段 152 巷 158 弄和西埔里為界，東以許縣溪和關廟區埤

頭里為界，西以和順路一段 336 巷為界和大廟里接壤，南邊和七甲里接壤。 

媽廟里在清代屬「保西里媽祖廟」，日據時期屬「保西里媽祖廟庄」，光復後

因境內主要聚落「媽祖廟」而稱為媽廟村，里內的宗教信仰中心「朝天宮」內有

光緒 10 年（西元 1884 年）「海國安瀾」木匾，深具歷史意義。媽廟里由「媽祖

廟」及「王厝」二庄所組成。日據臺南廳時期，「媽祖廟庄」包含現今媽廟、西

埔、大廟三里，而媽廟里居其東，位許縣溪西側。里內「保西國民小學」位於「保

西地區」，以「學區」來說，涵蓋七甲、媽廟、西埔、大廟四里。以「信仰圈」

而言，保西代天府的範圍，則循古制，更擴及至八甲里。而現在僅剩「保西代天

府」和「保西國民小學」保留了「保西」一地名，留下了歷史的記錄與傳承。新

媽廟社區發展協會組成衛生防疫環保義工隊，並有媽廟長壽長青會關心里內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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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廟里照片集錦 

  
朝天宮 保西國民小學 

  
龍山禪院 新媽廟社區發展協會 

  
歸仁分局媽廟派出所 媽廟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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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埔里（Sip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3 月人口統計資料，西埔里共 634 戶，門牌數共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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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西埔里共 15 鄰，調整後西埔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1 月 29

日實施。 

西埔里位於歸仁區北邊，東邊、南邊鄰媽廟里，西與大廟里相接，向北與永

康區西勢里相接。 

西埔里於清代屬保西里西勢庄及大埔庄，日治時期屬保西里媽祖廟庄，光復

後因境內主要聚落為西勢仔及大埔，將其各取一字而合稱西埔村，民國 99 年縣

市合併改制為西埔里。社區產業發展面，先由「廚餘促酵劑」以及「洗衣機益生

菌」的製造作為起步進而發展食用水果酵素。境內有歸仁保西境之八大公廟─《西

勢仔境主-西勢王爺壇祭祠黃府千歲(黑面)、《大埔境主~大埔福德祠祭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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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埔里照片集錦 

  
西勢王爺壇 保大路二段 

  
西埔一街 保大路二段 170 巷 

  
西埔一街 65 巷 大埔福德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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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廟里（Dam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廟里共 1,137 戶，門牌數共 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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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大廟里共 24 鄰，調整後大廟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廟里以北及以東和西埔里相鄰，以西和永康區東灣里、大灣里及仁德區太

子里相接，以南與七甲里相接。 

本里清代隸屬保西里大人廟庄，日治時期屬保西里媽祖廟庄。里民民間之信

仰習俗，常建寺廟於村落之中，更進而演變為地名之代稱，光復後因境內庄廟保

西代天府奉祀王爺，而謂之大人廟，故簡稱大廟里，其中更分為大人廟、大學、

過港仔、過溝仔、餅店及鱉穴仔等部落。社區內除了保大路、和順路兩條主要幹

道，來往車輛較多外，其餘皆保有鄉村寧靜、休閒之氛圍。保大路東往西埔里、

媽廟里，西經永康區大灣里；和順路東往媽廟里，西與仁德區太子里相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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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廟里照片集錦 

  
保西代天府 大廟一街 

  
大廟三街 郭姓祖祠 

  
和順路二段 潁川家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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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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 戶，門牌數 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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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鄰，調整後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

施。 

南興里東以保興街為界與南保里接壤，西以中山十二街為界與仁德區仁義里

接壤，南與歸南里接壤，北以大德路為界與七甲里接壤。 

南興里名之意即為「南保新興之地」，里內成立環保志工隊、營養午餐志工

隊、關懷志工、社區巡守隊、文化志工隊、綠美化志工隊、社區產業志工隊等，

是個溫暖、安全、優雅、富麗並充滿歡樂的幸福社區。本里舊部落主要分成四個

部份:「松仔腳」亦作榕樹下，因庄廟北極殿廟前有兩株老榕樹而得名（臺南市

政府列管編號：29），是文化街三段最西側的小集庄，西邊是仁德區知名展覽館。

原為蔡、朱兩姓墾聚之地，朱姓多聚庄廟附近，日治時期另由飛機場遷入張、劉、

林、趙、薛等姓，大多為西埔仔墘，今楓丹白露社區形成聚落，已成千人之庄。

「咾咕石腳」:原為蔡姓開墾之地，早年因有蔡姓富人於此興築一座咾咕石（珊

瑚礁石）基座的房子而得名，此屋直至民國 82 年前後已完全拆除。「賣豆腐仔」：

在民生北街西側，文化街三段北側的聚落區，早年因有黃姓人家於此製售豆腐而

得名。「姓黃仔」：即南保清水宮西南邊的聚落，因係黃姓墾聚之地，故名，今透

天厝林立，如民生北街社區等皆為新開發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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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興里照片集錦 

  
清水宮 南興里活動中心 

  南興里辦公處 歸南北極殿 

  文化街三段 民生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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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厝里（Sincu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厝里共 966 戶，門牌數共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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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尚有空地新建案，戶數有發展可能，里未予調整，里進行里界調整，新厝里調

整後第 12 鄰西側調整入六甲里調整後第 1 鄰。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新厝里共 29

鄰，調整後新厝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厝里以北與歸仁里相接，以東與許厝里相接，以西與辜厝里相接，以南與

崙頂里相接。 

新厝里由新厝里（部份）整編而成。 

民國 90 年歸仁鄉公所因辜厝村人數眾多，而將當時以中正南路一段為界，

劃分為辜厝村及新厝村二村，99 年縣市合併後改為新厝里。里內含「檳榔園仔」、

「灣厝」、「崁仔下」等庄，里內重要景點有翰林院、灣厝北極殿、崁仔下觀音堂

及歸仁郵局。「檳榔園仔」：位歸仁圓環東南邊，地名源於早年先民於此種植檳榔，

今地多蔡姓。「灣厝」：位於體育公園西側一帶。早年庄域有水潭形似彎月，一說

為鄭成功開挖的月眉池，先民沿水潭邊築屋而居，房屋相連，自遠望去，彎曲成

排，故名，原水潭（彎厝埤仔）後因泥沙淤積並予填土已不復存，原庄多鄭姓。

「崁仔下」：早年此地有溪流經過，而該地位下游地勢較低處而得名。原庄多陳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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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厝里照片集錦 

  
檳榔園仔翰林院 灣厝北極殿 

  崁仔下觀音堂 菜市場周圍 

  
歸仁郵局 新厝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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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南里（Guei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歸南里共 856 戶，門牌數共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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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進行里界調整，原第 27 鄰西側區塊（原里界西側未以道路作為里界，新里界

以中山路三段 551 巷接至民生十街轉高鐵橋下臺南段道路為界）撥給六甲里調整

後第 20 鄰。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歸南里共 28 鄰，調整後歸南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歸南里北與南保里、南興里接壤，東與辜厝里接壤，南以臺糖小鐵道與六甲

里為界，西與仁德區新田里接壤。 

歸南里由歸南里（部份）整編而成。 

里內潭墘代天府為里民信仰中心，自民國 85 年動工興建，歷時 8 年之久，

至民國 93 年竣工落成，成今日之廟貌。主祀池府王爺，並有李、吳、朱、范等

王爺合祀，故為五府千歲，亦為里民休憩開會之重要場所。 

  



 

28-46 
 

 
歸南里照片集錦 

  
潭墘代天府 歸南里辦公處 

  
歸南社區公園 中正南路一段 

  
民生南街二段 民權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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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里（Wunhu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文化里共 1,164 戶，門牌數共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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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文化里共 26 鄰，調整後文化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文化里北以大德路為界與八甲里接壤，東以中正北路一段為界與歸仁里接

壤，西以民權北路為界與南保里接壤，南以文化街二段為界與後市里接壤。 

文化里(村)係民國 90 年因後市村人口增長快速，由後市村分村而來，2 村以

文化街二段為界，以北設文化村，以南仍稱後市村。因文化國民小學創校於民國

85 年，因而命名為「文化村」。文化國民小學在歸仁這塊土地化育英才，鼓勵學

生閱讀，更是在民國 100 年成為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在如此的春風化雨之下是

學生優質的學習園地。歸仁國民中學於民國 35 年 4 月創校，初名為臺灣縣立新

豐初級中學，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改制為縣立歸仁國民中學。里內大

型的宗教建築─仁壽宮，俗名大道公廟，創建於明鄭時期，主祀保生大帝神，傳

說隨鄭成功一行人來臺，為祈海途順遂隨身攜奉，後因保生大帝相當靈驗，地方

人士多獲保佑，因而後有立廟之舉並由發起募捐，信眾同心協力下創立，今已具

相當規模。里辦公處成立文化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每週 1 次免費供餐照顧弱勢，

也有成立環保義工隊打掃清潔、衛生防疫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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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里照片集錦 

  
文化國民小學 歸仁國民中學 

  
文化里辦公處 仁壽宮 

  
新豐高級中學第二校區 文化街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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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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仁區 南保里 劉源祥 歸仁區 武東里 鄭炳耀 

歸仁區 六甲里 林石象 歸仁區 八甲里 楊進聰 

歸仁區 歸仁里 張楊文淑 歸仁區 七甲里 郭振豐 

歸仁區 後市里 張文義 歸仁區 媽廟里 張宏志 

歸仁區 辜厝里 陳朝騫 歸仁區 西埔里 鄭福利 

歸仁區 許厝里 陳素鸞 歸仁區 大廟里 陳黃素卿 

歸仁區 看西里 楊專成 歸仁區 南興里 朱璟漢 

歸仁區 看東里 楊億樂 歸仁區 新厝里 林文斌 

歸仁區 崙頂里 徐進德 歸仁區 歸南里 吳忠霖 

歸仁區 沙崙里 李明山 歸仁區 文化里 劉三吉 

歸仁區 大潭里 林文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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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必成 

執行團隊／臺南市歸仁區公所、臺南市歸仁戶政事務所（歸仁辦公處） 

執行編輯／陳新澈、李衍昌、徐詠硯 

編審人員／黃俊誠、蔡漢昌、柯明忠、王彤紜、方儷倩、黃柏豪、洪文凱、 

宋紹庭、蔡瑞益、翁登貴、邱淑卿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前歸仁鄉公所出版之「歸仁典籍：紅瓦厝的故鄉：人與土地的紀錄」、

歸仁國中鄉土教材網站等。 

※參考資料引用如有不盡周延之處，望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