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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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
康
永
康

永康區

五王里｜網寮里｜永康里｜埔園里｜大橋里｜王行里｜烏竹里｜蔦松里｜三民里｜

塩行里｜甲頂里｜大灣里｜東灣里｜西灣里｜南灣里｜崑山里｜北灣里｜新樹里｜

復興里｜復國里｜建國里｜神洲里｜西勢里｜成功里｜中興里｜勝利里｜龍潭里｜光復里｜

塩洲里｜二王里｜六合里｜三合里｜東橋里｜安康里｜西橋里｜尚頂里｜復華里｜正強里｜

中華里｜北興里｜龍埔里｜永明里｜塩興里｜

31



 

 
 

目錄 
 

•P31-1 

一．區簡介 

•P31-4 

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P31-7 

三．里鄰編組及調整情形一覽表 

•P31-10 

四．里鄰編組概況 

•P31-102 

五．附錄 



 

31-1 
 

一．區簡介 
 

永康區位於臺南市中心略偏西南，東臨新化區、東南臨歸仁區、南臨仁德區、

西南臨東區、西臨北區、西北臨安南區、北則與新市區相接，面積 40.2753 平方

公里。原轄下共 39 里、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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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里調整為 43 里、1,296 鄰調整為 1,095 鄰，並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及 04

月 30 日分兩階段實施。 

永康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後訂定。為考量里鄰長服務量

能及地方未來之發展進行里鄰整編，埔園里擴編一里為龍埔里，原埔園里於清代

時之「埔園村」，篦麻園分大、小二庄，大庄在東為埔園里，小庄在西屬現今龍

埔里；龍埔里北邊以蔦松里接壤，東邊以龍潭里接壤，南邊永康里接壤，西邊以

埔園里接壤，因民意期許「龍埔」里建設及里運能如飛龍，一飛沖天、欣欣向榮，

故以此命名之。北灣里擴編一里為北興里，北與永康里接壤，西與西灣里接壤，

東以西勢中排一號與西勢里為界，南以大灣路與文賢街與北灣里、大灣里為界；

「北興」里主要道路為北興路，貫穿該里且有興旺之意，故以此命名之。龍潭里

擴編一里為永明里，龍潭里據考據清代隸屬永康上中里，日據時代（明治 36 年）

1903 年隸屬臺南廳永內永康上中里蜈蜞潭庄，大正 9 年（1920 年）利署臺南州

新豐郡永康庄蜈蜞潭，戰後民國 35 年為臺南縣新豐區永康蜈蜞潭村，民國 64 年

改為龍潭村，民國 82年 05月 01日升格永康市改為龍潭里；因里內有永明街，里

民期許「永明」里能帶給所有人員永保安康、永遠明亮、永遠興盛，故以此命名

之。塩行里擴編一里為塩興里，原塩行里於清代為內武定里塩行庄，日治時依舊，

光復初合併六甲頂庄為塩行村，於民國 82年 05月 01日升格永康市改為塩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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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新增里為「塩興」里，除保有原有良好文化外，並期盼里內繁榮興旺、興邦立國、

興家立業、人丁興旺等意義而來，故以此命名之。埔園里、北灣里、龍潭里、塩

行里僅辦理擴編，故仍維持原有名稱。新樹里、西勢里、蔦松里、三民里、尚頂

里僅進行里界調整，故仍維持原有名稱。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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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康區里鄰調整第一次研商會議 

北灣里 

永康里 

塩行里 

龍潭里 

埔園里 

勝利里 

復國里 

復華里 

106 年 05 月 01 日 

1.徵詢戶數符合規定之里是否需進行分里。 

2.由本所製作分里調查表請里長及里幹事確

認後辦理。 

3.永康里戶數雖超過規定，因無戶籍者 813

戶遷入永康戶政事務所，扣除後未達分里之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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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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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 

區公所 

各里 

106 年 05 月 10 日 永康區里鄰調整第二次研商會議 

各里 106 年 05 月 11 日 永康區里鄰調整第三次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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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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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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二次研商會議」 

三民里 106 年 06 月 13 日 里長反映第 13 鄰里民陳情勿劃入新市區 

正強里 106 年 07 月 04 日 

研商併鄰，大樓無管理員委會戶數不足 60 戶

者，兩棟合併為 1 鄰，其他部分依相關規定辦

理 

塩行里 106 年 07 月 05 日 
原訂新增里名為塩欣里，因里民反映，協商後

新增里之里名為塩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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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 

區公所 

建國里 

成功里 

106 年 08 月 09 日 研商里鄰整編須協調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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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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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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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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王里 五王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10 

網寮里 網寮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12 

永康里 永康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15 

埔園里 埔園里（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1-17 

大橋里 大橋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19 

王行里 王行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21 

烏竹里 烏竹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24 

蔦松里 蔦松里；另與塩行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1-26 

三民里 三民里；另與塩行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1-28 

塩行里 
塩行里（部分）；另與蔦松里、三

民里、尚頂里進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1-31 

甲頂里 甲頂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34 

大灣里 大灣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36 

東灣里 東灣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38 

西灣里 西灣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40 

南灣里 南灣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42 

崑山里 崑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44 

北灣里 北灣里（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1-46 

新樹里 
新樹里；另與龍潭里、西勢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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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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里 復興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50 

復國里 復國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52 

建國里 建國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54 

神洲里 神洲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56 

西勢里 西勢里；另與新樹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1-58 

成功里 成功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60 

中興里 中興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62 

勝利里 勝利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64 

龍潭里 
龍潭里（部分）；另與新樹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1-66 

光復里 光復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69 

塩洲里 塩洲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71 

二王里 二王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73 

六合里 六合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75 

三合里 三合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77 

東橋里 東橋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79 

安康里 安康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81 

西橋里 西橋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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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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頂里 尚頂里；另與塩行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1-85 

復華里 復華里  未調整 31-87 

正強里 正強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89 

中華里 中華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91 

北興里 北灣里新設 107 年 04 月 30 日 31-93 

龍埔里 埔園里新設 107 年 04 月 30 日 31-95 

永明里 龍潭里新設 107 年 04 月 30 日 31-97 

塩興里 塩行里新設 107 年 04 月 30 日 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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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五王里（Wuw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五王里共 2,608 戶，門牌數共 4,001 個，

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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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五王里共 42 鄰，調整後五王里共 3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五王里南面為中華二路，與中興里相鄰；北面為中山南路與大橋、東橋里相

鄰；東面為中山東路與二王、三合里相鄰；西面為中華路與安康、六合里相鄰。 

五王里原於民國 71 年由網寮村分出，地方因五王廟聞名，故以五王命名，

五王里過去大多為農作區，土質屬沙地性質，以種植竹筍、番石榴跟番薯為主，

民國 66 年開始發展建設，漸有人口居住。今屬都會社區，多為外來人口，亦有

少數榮民，三洋社區是最早社區。 

民國 70 年代早期五王里附近居民大多以外來人口為主，自 70 年代以後，社

會轉型及都巿發展，促使五王里漸漸發展繁榮，里內又有五王國民小學、小型工

業區，居民職業以工業及服務業居多。至民國 80－90 年，五王里位於交通便利

處，周圍都巿機能逐漸健全，人口急遽攀升、臨路兩旁商家增多，因此社區內產

業結構、商業和工業等人口結構因而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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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里照片集錦 

 
 

五王國民小學 尚青黃昏市場 

 
 

中山東路街景 中華路安泰銀行 

 
 

五福街街景 五王民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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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寮里（Wangl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網寮里共 2,912 戶，門牌數共 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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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網寮里共 26 鄰，調整後網寮里共 3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網寮里北邊為永康里，相隔永興路；東邊為西灣里，以文化路為界；南邊與

崑山里接壤；西邊則以中山高速公路的涵洞為界。 

網寮里舊時原本是個「網寮村」，包括目前的網寮、五王、及四分子等 8 個

外省村。據說因鯽魚潭漁獲多，漁民常在四分子搭棚曬漁網而得此名。且土虱堀

是這個村里的原有名稱，根據地方耆老所述：約莫在 60 年前，這個部落到處種

植蓮霧、芒果、龍眼等果樹，是由二王里延伸而來的大排水溝（即現為永勝街附

近），確實生長極多的野生土虱，甚至田園小溝亦有土虱、泥鰍、鱔魚、青蛙等

水生動物棲息。只要看到土虱孔隨便挖掘皆能取得上述的漁獲，故將庄頭稱呼為

「土虱堀」，實在是實至名歸。網寮里在永康市改制前，包含現在的二王里（原

庄名為甲內）、後來因為人口急遽增加，兩里的人口戶數不斷擴充，於民國 82 年

永康鄉升格縣轄市後，基於種種因素的考量，重新劃分為現今的網寮里與二王里；

直至民國 99 年臺南縣市合併後，附近的都市機能逐漸熱絡而健全，促使轄內商

家林立，因此社區內產業結構之商業和外來人口亦逐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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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寮里（Wangliao Village） 

網寮里為都市與鄉村之複合型社區，里內並無自然環境資源，雖然如此，在

社區、里民以及社會資源等三方的充分結合努力下，將探索教育公園、臺南大學

附中（原臺南高農）與社教中心，提供為民眾休憩運動場所；而網寮里內也成立

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隊與長壽會等民間組織，為本里建構一個優質的生活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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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寮里照片集錦 

 
 

五王府 玉天宮 

 
 

永康探索教育公園 永勝街巷道 

 
 

永興路街景 文化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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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里（Yongk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永康里共 4,180 戶，門牌數共 3,967 個，

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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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量戶政事務所座落於本里，該所設籍戶數共 812 戶，故里無須調整。另

埔園里共 0 戶，門牌數共 3 個，位於永康里，進行門牌釐整，調整入永康里（未

涉及里界調整），調整後永康里共 4,180 戶，門牌數共 3,970 個。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永康里共 42 鄰，調整後永康里共 3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永康里北以聖龍街、埔聖街中山路 41 巷、中山南路 471 巷為界，與正強里、

埔園里、龍埔里相壤；東以龍中街、國民路為界，與龍潭里、永明里相壤；南以

西勢路 121 巷、文化路為界，與北興里、西灣里相壤；西以永興路、國道一號為

界，與網寮里、東橋里相壤。 

永康里於清代隸屬永康上中里，日治時期，明治 36 年（1903）隸臺南廳永

內區埔姜頭庄（區役場所），大正 9 年（1920）隸臺南州新豐郡永康庄埔姜頭。

戰後民國 35 年埔姜頭劃分為永康村、埔園村，永康村始獨立村。民國 82 年 05

月 01 日永康鄉升格為永康市，更名為永康里，並沿用至今。 

永康區公所、永康區農會、消防局第三大隊永康分隊、戶政事務所、地政事

務所、衛生所、台電永康服務所、拖吊場及社教中心皆在本里，宗教信仰中心為

保生宮、還有保勝殿、永康基督教會、古華教會及土地公廟。本區境內，以保生

宮之信仰規模最具龐大，此外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永康教會，於光緒 20年（1894）

成立於永康，知名導演魏德聖先生，即是永康長老教會之信徒。永康里大姓有陳、

林、程等姓，最知名之農特產為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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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康里照片集錦 

  
永康區公所 永康國民小學 

  
永康農會 保生宮 

  
永康戶政事務所 永康社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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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園里（Puyu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埔園里共 4,466 戶，門牌數共 4,77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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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里鄰長服務量能及地方未來之發展，進行調整分為二里─埔園里及龍埔里，

爰將埔園里第 39 鄰 95 戶、第 38 鄰 152 戶、第 37 鄰 212 戶、第 36 鄰 95 戶、第

35 鄰 296 戶、第 34 鄰 437 戶、第 31 鄰 210 戶共 1,497 戶，門牌數共 1,648 個整

編為龍埔里。另埔園里中山路 66 號、中山路 68 號、中山路 70 號共 0 戶，門牌

數 3 個，位於永康里，進行門牌釐整，調整入永康里（未涉及里界調整），調整

後埔園里共 2,969 戶，門牌共 3,124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埔園里（部分）共 

34 鄰，調整後埔園里共 37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埔園里北邊與蔦松里接壤；東邊與龍埔里接壤；南邊與永康里接壤；西邊與

正強里接壤。 

埔園里由原埔園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埔園里為埔園村，篦麻園分大、小二庄，大庄在東，小庄在西屬現今埔

園里。篦麻，一年生草本，莖高八九尺，中空如竹，葉，大呈楯形，掌狀分裂，

秋天開花結子。種子可搾油，藥用為瀉劑，工業用為機械油。此二莊均以產此作

物，故名。埔仔庄在篦麻園北，以地多草埔得名，為永康火車站前的村舍，屬現

今埔園里。原埔園里因人口快速成長戶數過多，經本區里鄰編組進行整體檢討後，

調整為二里─埔園里及龍埔里，俾能合理分配基層資源、均衡里鄰長服務能量，

未來更可加速進動地方發展，並做好長治久安的里鄰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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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園里照片集錦 

  埔園里暨龍埔里活動中心 永康火車站 

  中山路街道 聖龍宮 

  南天宮 慈聖宮 



 

31-19 
 

 

大橋里（Dac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橋里共 2,374 戶，門牌數共 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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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大橋里共 30 鄰，調整後共 3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橋里，北邊以縱貫鐵路與尚頂里相壤；東邊以中山南路 195 巷、東橋一路

為界，與東橋里相壤；南邊以中山南路為界連接五王里；西邊以中華路鄰安康里、

西橋里。 

前清時有庄大橋、小橋、頂崙、下崙、崙仔腳，康熙以前，府城東、北向要

道，均由今開元橋分叉，東往新化等地，北往嘉義。大橋里為一小型商業活絡的

社區，里內有一座社區鄰里公園綠地，是里民休憩、運動及情感交流之處，本里

持續推廣綠美化及植栽。環保義工們不畏酷暑寒冬辛苦打掃及孳清病媒蚊，終獲

肯定，於 104 年榮獲臺南市滅孓行動甲等獎。里內推廣節約用水、電，使里民有

節能環保愛地球觀念。近幾年經濟繁榮變遷快速，里內人口增加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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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橋里照片集錦 

 
 

活動中心 大橋進安宮 

 
 

大橋公 3 鄰里公園 大橋國民小學 

 
 

大橋二街街景 大橋三街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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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里（Wangh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王行里共 891 戶，門牌數共 1,207 個，屬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符合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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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均為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王行里北邊以中正北路與三民里、蔦松里相鄰；東邊約以鹽水溪（許縣溪）

為界與新化區北勢里、協興里相鄰；南邊以中山北路為界與新樹里相鄰；西邊與

烏竹里及龍潭里相鄰。 

王行里是從農業移墾聚落，發展成為鄰近臺南市中心的衛星區里，境內是由

4 個小部落所組成，包含車行、王田、五鬮及對面 4 個角頭。車行部落車行又稱

油車行，在清朝時，為新港社通往臺南府城必經之路，是水運與路運之重要樞紐，

現今的王行路在省道台一線附近，當時亦設有靠岸港口，又稱港仔。今設有永康

工業區、永康科技園區及永康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王田部落當時先民稱荷

蘭人為王，該聚落有一處傳說是荷蘭時代東印度公司的倉庫，有人派駐在此地管

理王田，故名為王田。目前已找不到任何遺跡，而該部落亦是 4 個部落中，人數

最少的。五鬮部落王田有很深的淵源，當時荷蘭王把這塊土地租給在地住民開墾

時，有 5 個農戶來承租，在分配面積與承租戶時，將這塊農場分為東、西、南、

北、中五隻鬮，由這 5 個姓之農家抓鬮來決定，訂定的契約書，當時稱為「分鬮

書」。雖然目前已找不到了，但「五鬮」這個地名卻為我們保留了歷史。對面仔

部落該處位於龍潭里蜈蜞潭東邊之角落，因為是在蜈蜞潭之對面，所以稱為「對

面仔」。相傳庄民至蜈蜞潭購物時，當旁人問起住哪裡時，就指著潭水的另一邊，

回答說：「就住在對面」。漸漸的，這個方向詞就變成庄頭的名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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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行里（Wanghang Village）  

王行里設有 2 個工業區，一是永康工業區設立於民國 68 年，臺南縣政府與

臺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公司合作，為一綜合性工業區；其二是永康科技園區，增

加里民就業機會，臨近台一省道、中山高及南科園區，交通四通八達，地理位置

優越，可串聯南科、南科液晶電視專區（樹谷園區）、臺南科技工業區等基地，

形成臺南都會區新興科技發展軸。同時，考量臺南地區汽車零組件產業密集，在

本工業區內並設置汽車零組件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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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行里照片集錦 

 
 

育樂街開天宮 車行神農大帝廟 

 
 

永康科技園區 永康焚化廠 

 
 

王行路 永康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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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竹里（Wujh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烏竹里共 1,091 戶，門牌數共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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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烏竹里共 21 鄰，調整後共 2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烏竹里北以縱貫鐵路為界，與蔦松里相壤；東邊以蜈蜞潭中排為界緊鄰王行

里為界；南邊以自強路為界與龍潭里相壤；西邊以龍中街為界與龍埔里相壤。 

原隸屬蔦橋村，民國 39 年蔦橋村劃分為烏竹村（烏鬼橋與竹林合併）蔦松

村、烏竹村始獨立設村。民國 82 年 05 月 01 日永康鄉升格永康市，更名為烏竹

里並沿革至今。本里為農村型村里，里民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這人

口密集的永康還保留著傳統的住宅社區，過著溫馨寧靜的田園生活，發展至今日

加上經濟景氣帶動工業區一片繁榮，社區內產業商業結構使得人口逐漸增加；烏

竹里為一傳統農村型住宅區社區，里內鄰近永康工業區、廟宇─三千宮，為村民

共同的宗教信仰。里內有竹南街及三千宮廟旁的小公園，自然環境資源不缺。為

推廣節能減碳里內活動中心設有電動車充電站，還有里內社區道路設有透氣的連

鎖磚。選擇消耗能源較少且負擔較低費用的節能電器，里活動中心全面換裝節能

省電燈管。宣導挑選在地、當地食材，多吃蔬食少吃肉，有定期舉辦品嚐會。本

里辦公處的環保義工們，辛苦打掃及孳清病媒蚊，志工組織完善，動員力強，讓

里內環境衛生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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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竹里照片集錦 

 
 

烏竹里活動中心 烏竹三千宮 

 
 

活動中心前涼亭 鄰里小公園 

 
 

龍橋街街景 自強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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蔦松里（Niaos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蔦松里共 710 戶，門牌數共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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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塩行里共

3,776 戶，門牌數共 7,084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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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界完整及里長服務量能，將原塩行里第

30 鄰部分、第 34 鄰部分共 9 戶，門牌數共 34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蔦松里，

調整後蔦松里共 719 戶，門牌數共 1,067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蔦松里共 9 鄰，

調整後蔦松里共 9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日實施。  

蔦松里北以和平路、永康中排為界與三民里相鄰；東南以縱貫鐵路為界與王

行里、烏竹里、龍埔里、埔園里、正強里相鄰；西以永安路、中正北路、國道一

號高速公路為界與塩興里、塩行里相鄰。 

蔦松里由原蔦松里、塩行里（部分）整編而成。 

蔦松里於日治初為永康上中里蔦松庄，光復初與烏鬼橋、竹林前，合併為蔦

橋村，41 年 02 月 01 日復設蔦松村（以地多鳥啣榕樹子長成的榕樹林得名），民

國 82 年改制為蔦松里。蔦松里是一個傳統農村部落與工業區混合的里，住宅區

為傳統的農村部落，大多蓋連棟透天厝與少數幾棟住宅大樓，其餘區域皆屬工業

區，工廠臨立；傳統農村比較純樸，向心力比較強，工業區非常住及流動人口多。

蔦松里的三老爺宮，歷史久遠，香火鼎盛，是里民的信仰中心。里內成立社區發

展協會，位於三老爺宮旁之社教中心，社區發展協會在此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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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蔦松里照片集錦 

  
三老爺宮 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 

 
 

中正北路（台一線省道） 蔦松二街四維鐵路平交道 

  
三老爺宮社教中心 正北五路與中正北路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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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里（Sanmim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三民里共 556 戶，門牌數共 686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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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塩行里共 3,776 戶，門牌數共 7,084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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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鄰長服務量能、地方未來發展、

交通便性與合理性，爰將原塩行里第 30 鄰部分共 0 戶，門牌數共 3 個，以里界

調整方式劃分給三民里。另三民里共 0 戶，門牌數共 1 個，位於塩洲里內，進行

門牌釐整，調整入塩洲里（未涉及里界調整），調整後三民里共 556 戶，門牌數

共 688 個，戶數雖仍未達 600 戶規定，但門牌數已有 688 個，俟住戶遷入後屆時

戶數將符合規範。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三民里共 14 鄰，調整後三民里共 11 鄰，

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三民里北邊與新市區大洲里、社內里接壤；東邊以中正北路為界與王行里接

壤；南邊與蔦松里、塩興里接壤；西邊以鹽水溪為界與安南區東和里接壤。 

三民里由原三民里、塩行里（部分）整編而成。 

三民里轄有三崁店及東邊寮等兩庄社。早年清時為內武定里三崁店庄（乾隆

以前在台江沿岸，為一個只有 3 間小店的村落，故名），光復初改稱三民村。三

民里以農為主。里內有諸羅樹蛙棲息及日本神社遺址，景色優美。里內有 2 座寺

廟，三崁店保靈宮主祀保生大帝，據廟碑記載，保生大帝起於嘉慶元年（1796）

境民往臺南興濟宮分請香火奉祀於民宅，迄至民國 9 年（大正 9 年，1920）由曾

乾、曾襟、陳發、陳根等士紳提倡及境民捐金建立公厝，後因年久殿宇破舊不堪，

且廟地底窪常有積水之患，遂再由村長曾國賢及士紳陳老福等倡首組織保靈宮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B%B8%E7%BE%85%E6%A8%B9%E8%9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B4%81%E5%BA%97%E7%A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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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里（Sanmim Village） 

建委員會，合全境境眾信徒之力重建，於民國 56 年（1967）開工興建，並附建

村中山堂，同年竣工落成為今日之廟宇；東邊寮順靈殿主祀白府代天巡狩，據廟

碑記載，民國 52 年（1963），庄民自臺南市龍山殿迎請至家宅間朝拜，由於神威

顯赫、有求必應，遂於民國 63年（1974）雕刻金身，供民朝拜。至民國 68年（1979），

信眾位感念神恩浩蕩，遂集資建廟，今廟為民國 87 年（1998）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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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里照片集錦 

 
 

順靈殿 保靈宮 

 
 

神社 三民街尾 

 
 

三民街道 三民里社區活動中心 



 

31-31 
 

 

塩行里（Yanh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塩行里共 3,776 戶，門牌數共 7,08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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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蔦松里共 710 戶，門牌數共 1,033 個、三民里共 556 戶，門牌數共 686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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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屬交通便利

人口分散地區；尚頂里共 1,617 戶，門牌數共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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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鄰長服務量能及地方未

來之發展、並兼具合理性，將塩行里分為 2 里─塩行里及塩興里，即將原塩行里

第 30 鄰部分、第 31 鄰、第 32 鄰、第 33 鄰、第 34 鄰部分、第 35 鄰、第 36 鄰、

第 37 鄰、第 38 鄰、第 39 鄰、第 40 鄰、第 41 鄰、第 42 共 1,607 戶，門牌數共

2,067 個整編為塩興里。並將原塩行里第 26 鄰部分、第 27 鄰部分、第 43 鄰部分

共 10 戶，門牌數共 61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尚頂里；將原塩行里第 30 鄰

部分、第 34 鄰部分共 9 戶，門牌數共 34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蔦松里；將

原塩行里第 30 鄰部分共 0 戶，門牌數共 3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三民里，

調整後塩行里共 2,150 戶，門牌數共 4,918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塩行里（部

分）共 36 鄰，調整後塩行里共 33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塩行里北邊以中正南路和中正北路為界與塩州里和塩興里接壤；東邊以永康

交流道為界與蔦松里接壤；南邊以臺鐵鐵軌與東橋里接壤；西邊與尚頂里接壤。 

塩行里由原塩行里（部分）整編而成。 

鄰近學區為三村國民小學與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塩行里及塩興里兩里生活圈

與習慣相似。原塩行里清時為內武定里塩行庄，日治時依舊，光復初合併六甲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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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塩行里（Yanhang Village） 

庄為塩行村，台俗以批售為行，鹽的批售地為鹽行，庄即為鹽商聚居地，故名。

是一個位於臺南市永康區北部的聚落，貫穿其中的台一線，是此聚落內最重要的

道路，為連接臺南市區與新市、新營等地的重要幹線，而座落於聚落東側的永康

工業區亦在其沿線，工業聚落的特徵相當明顯，產業包含機械、五金、汽車裝配、

家用電器、電纜、醫療器械、照像器材、塑料製品、紡織成衣、皮革、製鞋業、

食品加工廠等；商業活動則主要聚集於中正北路（台一線）與中正路交叉路口周

邊，因此處鄰近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的學生族群。 

里內有 3座地方寺廟，「南極殿」主祀南極仙翁，據廟碑記載，民國 58年（1969）

南極仙翁先於臺南後甲設壇奠基濟世，後信徒日增，場地不敷使用，遂於民國 71

年（1982）遷至塩行供信眾膜拜，後由信徒發起募款捐地，於民國 75 年（1986）

建廟，至民國 76 年竣工成今貌；「塩行天后宮」主祀奉天上聖母，原係清朝拓殖

時期武定里州仔尾港天后宮天上聖母。歷經過風風雨雨的歷史背景，直至臺灣光

復後才經庄民由碧雲寺請回，並由洲仔尾、塩行、大竹林、三崁站四庄落輪流供

奉。民國 37 年（1948），四庄耆老決議將倒塌廢置之天后宮拆除，將廟宇所有磚

石暨廟產現金，分由四庄落收存保管。直至民國 56 年（1967）重建，民國 57 年

（1968）慶成。「大竹林竹安宮」主祀楊府元帥，據廟碑記載，明末先民自大陸

福建迎請 楊府元帥、中壇元帥、金娘媽等神像到本地恭奉，初時皆輪流恭奉於

爐主住家，爾後，清朝、日治時代，乃至民國，威靈顯赫，救世佑民，神蹟無數。

村民鑒此有失神威，遂決議幫神明興基建宮，於民國 83 年（1994）興宮至民國

84 年（1995）竣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8%80%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B8%82%E5%8D%80_(%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87%9F%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B8%E5%BA%B7%E5%B7%A5%E6%A5%AD%E5%8D%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B8%E5%BA%B7%E5%B7%A5%E6%A5%AD%E5%8D%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D%97%E6%87%89%E7%94%A8%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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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塩行里照片集錦 

 
 

塩行社教文化會館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竹安宮 天后宮 

 
 

南極殿 中正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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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頂里（Jiad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甲頂里共 944 戶，門牌數共 1,211 個，屬

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用戶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

範，惟本里鄰近奇美醫院、南臺科技大學及中正工業區等，且本里人口流動率大，

有戶籍遷入可能性，屆時戶數將符合規範，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

甲頂里共 30 鄰，調整後甲頂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甲頂里北邊以中華路為界緊臨尚頂里、並以鹽水溪為界與安南區溪北里相

鄰；東邊以縱貫公路為界與尚頂里、西橋里相壤；南邊與北區永祥里、北門里、

正覺里相壤；西邊為鹽水溪，與北區成功里相鄰。 

甲頂里清領隸屬武定里，日治時期明治 36 年（1903）隸臺南廳永內區武定

里六甲頂庄，大正 9 年（1920）隸臺南州新豐郡永康庄六甲頂。戰後民國 35 年

合塩行村、塩州村、甲頂村，甲頂村始獨立設村，民國 82 年 05 月 01 日永康鄉

升格永康市，更名為甲頂里，並沿用至今。甲頂里內有南部首屈一指的醫學中心

奇美醫院，也有供里民休閒活動的里活動中心，還有運動公園等公共設施及里民

的信仰中心開仙宮，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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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頂里照片集錦 

 
 

奇美醫院 甲頂里活動中心 

 
 

運動公園 甲頂里公園 

 
 

開仙宮 大武街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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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里（Daw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灣里共 1,363 戶，門牌數共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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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大灣里共 31 鄰，調整後大灣里共 2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灣里北以文賢街為界與北興里相壤；東邊以保大路三段 366 巷為界與歸仁

區大廟里相壤；西南以民族路為界與東灣里相壤；西以大安街、民族路與西灣里

相壤。 

大灣里於清代時隸屬長興上里，日治時期明治 36 年（1903）隸臺南廳長興

區，長興上里大灣庄，大正 9 年（1920）隸臺南州新豐郡永康庄大灣，戰後民國

35 年將大灣劃分為大灣村、東灣村、西灣村、北灣村、南灣村，大灣村始獨立設

村。民國 82 年 05 月 01 日永康鄉升格永康市，更名為大灣里，並沿用至今。 

大灣廣護宮建於西元1679年，供奉的廣惠聖王，也被當地人俗稱為王公廟，

因位置位居臺南舊市區到新市的主要道路上，交通方便，因此帶動許多信眾前來

參拜，廣護宮最為有名的就是建醮時一定會出現的大灣蜈蚣陣，是許多熱愛文化

攝影的攝影師必捕捉的精彩畫面。廣護宮周邊也是大灣居民主要活動的市集，有

熱鬧的菜市場、有遠近馳名的花生糖、好吃的水煎包等等，周末的大灣夜市也是

在地人的私房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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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里照片集錦 

 
 

大灣里廣護宮 大灣里廣德堂（三媽廟） 

  
大灣高級中學 大灣郵局 

 
 大灣市場 警察局與消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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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灣里（Dongw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東灣里共 1,398 戶，門牌數共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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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調

整。但東灣里共 0 戶，門牌數共 1 個，位於南灣里內，進行門牌釐整，調整入南

灣里（未涉及里界調整），調整後東灣里共 1,398 戶，門牌數共 1,433 個。鄰調

整部分，調整前東灣里共 37 鄰，調整後東灣里共 2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

施。  

東灣里北邊為大安街、大灣三街與西灣里相望；東邊為民族路緊鄰大灣里；

南邊隔太子路和仁德區太子里相隔；西邊為大灣路與南灣里相望。 

東灣里據考據日據時代，大正 9 年（1920 年）隸署臺南州新豐郡永康庄西勢，

戰後民國 35 年將西勢劃分為西勢村、東灣村（新庄仔、樹仔腳），東灣村始獨立

設村，民國 82 年 05 月 01 日升格永康市改為東灣里，沿用迄今。 

本里轄內有 1 處活動中心及大灣國民小學。還有 1 處社區大樓及舊式公寓，

其餘則是平房與透天厝，臨大灣路及民族路上商店林立，商業繁榮，以純住宅居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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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灣里照片集錦 

 
 

東灣里活動中心 大灣派出所 

 
 

大灣國民小學 南巡宮 

 
 

聖巡代天府 忠順聖王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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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灣里（Siw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西灣里共 2,851 戶，門牌數共 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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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西灣里共 53 鄰，調整後西灣里共 3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西灣里北邊為文化路緊臨網寮里、永康里；東邊以大安街與北興里、大灣里

相鄰；南邊以國光六街及大灣三街與崑山里相鄰；西邊以文化路與網寮里相鄰。 

西灣里在大灣庄西及西北角，光復初設村，轄頭前、顏厝二庄，頭前李為大

灣三支李氏之一，居鯽魚潭大西方，為最近府城的一支，故名頭前李；顏厝為顏

氏聚居地，庄甚小，混在頭前李中。西灣里內有很多的公共設施，里活動中心、

鄰里公園、並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里內不僅街道整齊規劃得宜，四處座落的鄰

里公園，大勇路上的紫薇樹整齊的列於道路兩旁，花季時紫花綻放景色優美，是

個適合居住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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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灣里照片集錦 

 
 

西灣里活動中心 9－3 鄰里公園 

 
 

9－1 鄰里公園 西灣里籃球場 

 
 

機九公園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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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灣里（Nanw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南灣里共 1,490 戶，門牌數共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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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東灣里共 0 戶，門牌數共 1 個，位於南灣里內，進行門牌釐整，調整入

南灣里（本案無渉及里界調整），調整後南灣里共 1,490 戶，門牌數共 1,978 個。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南灣里共 43 鄰，調整後南灣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南灣里北邊緊鄰西灣里；東邊為東灣里；南邊為仁德區太子里；西邊以永大

路一段、二段與崑山里相鄰。 

南灣里原隸屬臺南州新豐郡永康庄大灣，戰後民國 35 年將大灣劃分為大灣

村、東灣村、西灣村、北灣村、南灣村，南灣村始獨立設村。日治時期為長興上

里大灣庄，戰後設村，位大灣庄南及西南，故名之。民國 71 年 04 月 23 日南灣

村劃分為南灣村、崑山村，民國 82 年 05 月 01 日永康鄉升格為永康市，更名為

南灣里，並沿用至今。里內有劉厝、鹽地仔、埔仔尾、潭乾、巷口。 

南灣里聖巡北極殿之宋江陣組有家將團與宋江陣，北極殿之宋江陣更曾於大

正 12 年（1923）日本天皇太子來臺時，獲頒表演傑出之錦旗。本里亦有環保義

工隊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動員力強，成員低碳意識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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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灣里照片集錦 

 
 

南灣街與大安街 北極殿 

 
 

南興路與大灣路 立興街道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南巡宮 



 

31-44 
 

 
  崑山里（Kunsh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崑山里共 2,438 戶，門牌數共 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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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崑山里共 48 鄰，調整後崑山里共 4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崑山里北以國光六街、大灣路 942 巷 449 弄為界與西灣里相壤；東以永大路

一段、二段為界與南灣里相壤；南以崑大路 155 巷 168 弄為界與仁德區太子里相

壤；西以三爺宮溪為界與建國里相鄰。 

崑山里位在大灣庄西南角，原屬南灣村，後以崑山工專設校，人口漸多在民

國 71 年設村，以崑山工專命名為崑山村，於民國 82 年因永康升格為縣轄巿，次

年改為崑山里。民國 70 年代早期崑山里附近居民大多以農作傳統產業維主，自

70 年代以後，社會轉型及都巿發展，促使崑山里漸漸發展繁榮，里內又有小型工

業區，居民職業大多改為工業及服務業居多。至民國 80─90 年間，崑山里周圍

都巿機能逐漸健全，人口急遽攀升、臨路兩旁商家增多，因此社區內產業結構、

商業和工業等人口結構因而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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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里照片集錦 

 
 

崑山里活動中心 崑山里公兒 10－1鄰里公園 

 
 

崑山國民小學 崑山科技大學 

 
 

武龍宮 大灣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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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灣里（Beiw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北灣里共 3,479 戶，門牌數共 3,648 個，

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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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鄰

長服務量能及地方未來之發展，分為二里─北灣里及北興里，爰將原北灣里第 13

鄰部分、第 14 鄰、第 16 鄰部分、第 18 鄰、第 19 鄰、第 20 鄰、第 21 鄰、第 22

鄰、第 23 鄰、第 34 鄰、第 35 鄰、第 36 鄰、第 37 鄰、第 38 鄰、第 39 鄰、第

40 鄰共 1,915 戶，門牌數共 2,049 個整編為北興里，調整後北灣里共 1,564 戶，

門牌數共 1,599 個。鄰調整部分，北灣里（部分）共 27 鄰，調整後共 22 鄰，

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北灣里在大灣庄東北角，光復初設村，北以文賢街及大灣路與北興里為界；

東以西勢中排與西勢里、歸仁區大廟里為界；南與大灣里接壤；西以大灣里為界。 

北灣里由原北灣里（部分）整編而成。 

北灣里原隸屬臺南州新豐郡永康庄大灣，戰後民國 35 年將大灣劃分為大灣

村、東灣村、西灣村、南灣村，北灣村始獨立設村，民國 82 年 05 月 01 日由永

康鄉升格永康市，更名為北灣里，並沿用至今。 

原北灣里為一傳統農村型住宅區社區，2 座主要廟宇為國聖宮與觀音廟，為

村民共同的宗教信仰。社區內有座活動中心供里民活動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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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灣里照片集錦 

 
 

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南部分院 國聖宮 

 
 

觀音廟 水利會西勢工作站 

 
 

聖心幼兒園 天主教若瑟堂 



 

31-48 
 

 

新樹里（Sinsh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樹里共 560 戶，門牌數共 608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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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里鄰長服務量能及街廓完整，爰將原龍潭里第 24鄰共 5戶，門牌數共 14個，

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新樹里；另將原西勢里第 1 鄰、第 2 鄰、第 15 鄰、第 16

鄰、第 29 鄰共 213 戶，門牌數共 210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新樹里，調整

後新樹里 778 戶，門牌數共 832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新樹里共 12 鄰、龍潭

里（部分）共 1 鄰、西勢里（部分）共 5 鄰、調整後新樹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新樹里北邊隔中山北路與龍潭里、王行里相望；東邊緊鄰許縣溪與新化區全

興里、崙頂里為界；南邊隔西勢路和西勢里相隔；西邊隔著中山北路 344 巷與永

明里相鄰。 

新樹里由原新樹里、龍潭里（部分）、西勢里(部分)整編而成。 

新樹里據日據時代，大正 9 年（1920）隸屬臺南州新豐郡永康庄西勢，戰後

民國 35 年將西勢劃分為西勢村、新樹村（新庄仔、樹仔腳），新樹村始獨立設村，

民國 82 年 05 月 01 日升格永康市改為新樹里，沿用迄今，居民以務農為主。 

民國 82 年 05 月 01 日升格永康市，新樹村改為新樹里，隨著時代進步，慢

慢的工商化生活、醫療逐漸改善，農民以種植番茄、稻米、地瓜、青菜等等為主，

是家庭經濟主要來源之一，但因社會發展民眾也都已到工廠上班為主，農地也逐

漸休耕，現今已少有人耕種。本里有 2 座廟宇（福安宮、忠義堂）分別坐落於新

庄仔及樹仔腳，是本里道教信仰中心，還有 1 間活動中心位於忠義堂二樓，為本

里的民眾聚集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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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樹里照片集錦 

  新樹里福安宮 新樹里忠義堂 

  新樹里活動中心 富強路二段街道圖 

  新樹里活動中心 富強路二段街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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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里（Fu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復興里共 961 戶，門牌數共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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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門牌數已有 1,157 個，俟住戶遷入後屆時戶數將符合規範，故里未予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復興里共 30 鄰，調整後復興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復興里北以復華一街為界，與神洲里、復國里為界；東與光復里與建國里相

鄰；西以忠孝路及裕永路為界，與中華里及東區後甲里相鄰；南以復興路 429 巷

與東區後甲里為界。 

四分子軍眷區以復興里為該地帶最早發源之里，而後開枝散葉擴展出去成為

現今的 10 個里（復興、中華、復國、復華、光復、神洲、中興、建國、勝利以

及成功）。有此一說是因位於三分子（現今北區開元寺地區包括開元路、南園街、

北園街）以東。因為時空背景，保留許多特殊地形地貌以及文化特色。 

永康區四分子等 10 個里因為時代背景，擁有豐富的歷史與故事，更蘊藏了

特殊的軍眷文化，曾經擁有 10 個眷村之多，現因全國眷村改建條例實施之後，

均已拆除改建成美侖美奐的國宅大樓，唯獨「復興里」因屬早期低階榮民弟兄自

行於國有土地上搭建而成聚落，而被保留得以營造其老兵文化與特色，在人口密

度最高的永康市區中，更顯得彷如藏身於都市中另類的世外桃源。 

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於勝利里活動中心運作上有環保義工、社區巡守隊、

定期提供長者共餐並藉此政令宣導、敦親睦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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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里照片集錦 

 

 

 

 

 

 

 

 

 

 

 

 

 

 

 

 

 

永康公園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復興老兵文化園區 復興老兵文化園區 

  
信義會靈糧堂 台南市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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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國里（Fugu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復國里共 3,514 戶，門牌數共 3,997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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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里鄰長服務量能足夠可負荷，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復國里共 36 鄰，

調整後復國里共 3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日實施。 

復國里北面以復華六街路為界，與復華里相鄰；東以高速公路便道相接為界，

與網寮里、建國里相鄰；西面與神州里、三合里相鄰；南以復國一路 6 巷為界，

與建國里相鄰。 

復國里原為臺南台地東緣二王崙墓地、旱田，以種樹藷為主。原屬網寮村，

後改屬復興村、建國村，後因建商於民國 67 年起在此興建「北屋」新城而漸聚

成新社區，故於民國 71 年（1982）分設獨立，民國 82 年隨永康鄉升格而改稱復

國里，此地並無舊聚落。民國 83 年因里內人口大增而分設復華里；民國 96 年 08

月 01 日復因復華里快速成長人口激增，復國、復華里行政區域重新調整以復華

六街為界，以南為復國里。 

自復國里歷史發展了解，此里為一新興外來式集合社區，歷史文化僅有社區

住宅的變化，從一片荒涼到櫛比鱗次，碰到影劇三村眷村改建，社區人文多元，

除外來臺灣籍人口，加上外籍新娘、眷村多省籍人口造就社區多國多省文化。 

復國里是一個新興的社區，除一般上班族外，以復國一路兩側沿線發展，全

方位發展服務性質，沿線除飲食業，幼稚園、超商、生鮮超市、商店、夜市、黃

昏市場、駕訓班等，應有盡有，經濟發展齊全，生活機能非常便利，讓社區民眾

生活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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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國里照片集錦 

  復國里活動中心 紫龍宮 

  復國基督教磐石之家 復國教會 

  復國一路與復華三街路口 復華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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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里（Jiangu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建國里共 919 戶，門牌數共 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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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門牌數已有 1,363 個，俟住戶遷入後屆時戶數將符合，故里未予調整。鄰

調整部分，調整前建國里共 32 鄰，調整後建國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

實施。 

本里面積廣大，位於中山國道上，東邊以大灣路 1102 巷及永康大排，與崑

山里相鄰；南邊為太子路，接壤東區後甲里、仁德區太子里；北邊復國一路六巷

與復國里相臨；西邊與光復里、復興里為界。 

本里中心復興路原以影劇三村及慈光九村等眷村為主，光復後因愛國情操命

名之，交通便利，商業發達，在復興路兩旁交通十分繁雜，里內現有 9 棟社區大

樓，本里居民大半為眷村眷戶移居遷入，住宅及大樓有建商投入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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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國里照片集錦 

 
 

影劇三村國宅 高速公路 

 
 

統聯客運停車場 聖彌格天主堂 

 
 

崑山公園 建國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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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洲里（Shenjh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神洲里共 581 戶，門牌數共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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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配合市府都市計畫將蓋住宅式大樓（預估新增 120 戶），有戶籍遷入可能性，

屆時戶數將符合規範，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神洲里共 22 鄰，調

整後神洲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神州里北與復國里相鄰；東以忠孝路 76 巷為界，與復興里相鄰；南邊以忠

孝路 6 巷為界，與復興里相鄰；西邊以忠孝路為界，與成功里、中華里相壤。 

入住者均為陸軍軍官及其家眷，直至 103 年精忠九村因眷村改建而拆除。神

洲里因眷村改建之故，導致閒置空地多，加強管理環境衛生問題。本里擁有多處

國宅及舊式公寓，其餘則是平房與透天厝，商店家數不算多，以純住宅居多，目

前在忠孝路 152 巷有大樓建案（山見晴），預計 108 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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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洲里照片集錦 

 
 

神洲里活動中心 永康國宅 

 
 

永仁高級中學 山見晴大樓 

 
 

忠孝路 152 巷 忠孝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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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勢里（Xishih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西勢里共 2,600 戶，門牌數共 2,633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多，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

規範；新樹里共 560 戶，門牌數共 608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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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鄰長服務量能，爰將原西勢

里第 1 鄰、第 2 鄰、第 15 鄰、第 16 鄰、第 29 鄰，共 213 戶，門牌數共 210 個，

以里界調整給新樹里，調整後西勢里共 2,387 戶，門牌數共 2,423 個。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西勢里共 26 鄰（部分），調整後西勢里共 26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西勢里北以西勢路與新樹里、永明里相鄰；東以許縣溪與新化區崙頂里相鄰；

南與歸仁區西埔里相鄰；西以西勢中排為界與永康里、北興里、北灣里相鄰。 

西勢里由原西勢里（部分）整編而成。 

西勢里原廣儲西里西勢庄，光復初設村，轄西勢、蕃藷厝二庄，故以此命之。

西勢里是一個住宅區與農業區混合的里。里民的信仰中心為廣興宮，主祀謝府元

帥謝玄，昔稱「元帥廟」，於道光 8 年（1828），蔡家及梁家子弟初建元帥廟，當

時感到此地壯丁不足，乃向謝府元帥請願，只要家中添丁者，一定豐盛祭祀，並

分大餅給庄民食用，以享弄璋之喜，此為分水餅之始，此後代代相傳至今。里內

學區為西勢國民小學、並有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巡守隊、於中興壇廟宇一樓

設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里辦公處有環保義工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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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勢里照片集錦 

  
廣興宮 富強路一段 

 
 

富強路一段與廣興街路口 新永安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富強路一段與西勢路口 西勢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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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里（Chengg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成功里共 1,043 戶，門牌數共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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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成功里共 45 鄰，調整後成功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成功里北邊臨中華一路，與中興里相鄰；東邊為忠孝路，與神洲里相鄰；南

邊與中華里接壤；西邊為中華路，與勝利里相鄰。 

成功里內巷道狹窄，主要以精忠二村眷村為主。精忠二村原為菜圃沙地，民

國 54 年完工進駐，入住者均為陸軍軍官及其家眷，直至 97 年 12 月精忠二村因

眷村改建而拆除。因眷村改建之故，導致閒置空地多，加強管理環境衛生問題。

本里擁有 2 處社區大樓、1 棟商業大樓及舊式公寓，其餘則是平房與透天厝，1

處已沒落傳統市場，臨中華路上商店林立，商店家數不算多，以純住宅居多。成

功里里長有感於眷村文化保存面臨重大的危機，遂極力爭取設置南瀛眷村文化

館，收藏眷村文物及耆老的口述歷史並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讓長者走出封閉

生活，參加各項活動。且有感於里內閒置空地多，認養國有土地，闢設社區農園

及栽種花草綠化空地，然社區環境改造成果，環保志工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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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里照片集錦 

 
 

南瀛眷村文化館 空地認養綠美化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三陽通天殿 

 
 

真光教會 中華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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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里（Jhong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中興里共 1,428 戶，門牌數共 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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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中興里共 27 鄰，調整後中興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中興里北邊為中華二路接壤五王里和三合里；東邊為忠孝路，連接神洲里；

南邊為中華一路接壤成功里；西邊為中華路連接勝利里。 

中興里居民大半為眷村眷戶移居遷入，再加上建商陸續興建房屋，外來人口

才逐年遞增，是一個都會型的社區。本里交通便利，商業發達，鄰中華路上商店

林立，有超商、銀行、小吃店、餐廳等，生活機能佳。里內擁有 1 棟商業大樓；

2 棟社區大樓；3 間宮廟，本里閒置空地以鄰近公墓區的面積較大，其餘零星分

布各角落。 

中興里臨里辦公處旁閒置空地，經認養闢設綠地公園及羽毛球場，是里民休

憩、運動及情感交流之處。為維護公園的環境整潔，本里辦公處的環保義工們，

不畏酷暑寒冬辛苦打掃，終獲肯定於 97 年榮獲臺南縣綠美化村里競賽甲等之殊

榮。並闢設小型社區農園栽種有機蔬菜，讓里民體驗耕作的樂趣。為推動資源回

收再利用，於活動中心展示以資源回收物為素材的作品，讓民眾瞭解資源有二度

利用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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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興里照片集錦 

 
 

中興里活動中心 空地認養綠美化 

 

 

 

 
空地認養羽球場 天后宮 

 
 

代天府朝皇宮 步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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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里（Shengl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勝利里共 3,585 戶，門牌數共 4,381 個，

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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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里鄰長服務量能足夠可負荷，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勝利里

共 41 鄰，調整後勝利里共 3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勝利里北以 CF 幹道排水系統為界，與六合里為鄰；東以中華路為界，與中

興里、成功里、中華里相鄰；西以柴頭港溪為界，與北區力行里、重興里相鄰；

南以小東路為界，與北區東興里、東區莊敬里相鄰。 

永康區因光復後駐軍營區眾多，凡有生意盤商專營軍人生活用所需的集散

地，統稱為兵仔市。經過歲月的變遷，永康區僅存以本里內的中華一路兩側及巷

弄為著名的「兵仔市場」。 

另本里亦有著名的妙心寺、菩提寺及廣濟雷音宮為三座香火鼎盛的佛教盛地。

勝利國民小學周邊為優質文教區，還有湯山新城等眷村改建的國宅。本里的中華

路上為精華商圈，設有肯德基、星巴克、HOLA 特力和樂、金玉堂文具批發廣場及

爭鮮等知名連鎖商店設點。中華路與小東路十字路口的國泰世華銀行大樓亦為重

要地標。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於勝利里活動中心在運作上置有環保義工、社

區巡守隊、清理水溝淤泥班，定期提供長者共餐並藉此政令宣導、敦親睦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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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里照片集錦 

 

 

 

 

 

 

 

 

 

 

 

 

 

 

 

 

 

小東路 423 巷 湯山新城 

 

 

 

 

 

 

 

 

 

 
妙心寺 菩提寺 

  
勝利國民小學 廣濟雷音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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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里（Longt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龍潭里共 4,372 戶，門牌數共 4,658 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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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樹里共 560 戶，門牌數共 608 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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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鄰長服務量能及地方未來之發展，

進行調整分為二里─龍潭里及永明里，爰將原龍潭里第 1 鄰、第 24 鄰、第 31 鄰、

第 36 鄰、第 37 鄰、第 38 鄰、第 39 鄰、第 40 鄰、第 41 鄰、第 42 鄰、第 43 鄰、

第 44 鄰、第 45 鄰共 1,925 戶，門牌數共 2,016 個整編為永明里。並將原龍潭里

第 24 鄰共 5 戶，門牌數共 14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新樹里，調整後龍潭里

2,442 戶，門牌數共 2,628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龍潭里（部分）共 34 鄰，調

整後龍潭里共 25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龍潭里北邊隔自強路與烏竹里相望；東邊緊鄰王行里、新樹里；南邊隔中山

北路和永明里相隔；西邊和永康里、龍埔里相鄰。 

龍潭里由原龍潭里（部分）整編而成。 

龍潭里據考據清代隸屬永康上中里，日據時代（明治 36 年）1903 年利署臺

南廳永內永康上中里蜈蜞潭庄，大正 9 年（1920 年）利署臺南州新豐郡永康庄蜈

蜞潭，戰後民國 35 年為臺南縣新豐區永康蜈蜞潭村，民國 64 年改為龍潭村，大

部份以務農為主。民國 82 年 05 月 01 日升格永康市改為龍潭里後，隨著時代進

步，慢慢的工商化生活、醫療也逐漸改善，早期農業農民以種植埔薑、稻米、地

瓜、大豆、蓖麻等等為主，是當時家庭經濟主要來源之一，但因社會發展，住宅

需求因素，大量建築如春筍般建立，農地也逐漸變少，現今已少有人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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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潭里（Longtan Village） 

龍潭里早期以陳姓為大姓、其他黃姓、楊姓、顏姓、劉姓等次之，其中陳姓

是龍潭的富庶大戶，有一座陳氏宗祠，是陳氏宗親會每年開會之場所。龍潭里之

民眾宗教信仰以道教為主，信仰中心有隔著龍潭大排的王行里（古稱車行對面仔）

神農大帝廟，另天壇廟也在新眾的集資下完工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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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潭里照片集錦 

 
 

龍潭活動中心 天壇 

 
 

永康警察分局 陳氏宗祠 

 
 

龍潭街街景 龍潭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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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里（Guangf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光復里共 275 戶，門牌數共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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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因建設公司預計於年底後分 2 期興建 400 戶，本里戶數符合規範，故里未予調

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 26 鄰，調整後光復里共 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

施。  

光復里西及北與復興里相壤；東以復國路與建國里相壤；南以復興路與建國

里接壤。 

里內有「影劇三村」和「永康新城」等 2 個眷村，另有「崎仔」舊地名。本

里原居住人口為現役官兵、軍眷及遺族，村裡有菜市場、美髮院、雜貨店、麵店、

幼稚園等，儼然是個機能十足的小型社區。現因眷村改建而沒落，現住人口以高

齡人口、新住民及外來人口為主。本里鄰里公園喬木參天，灌木扶疏，是里民休

憩及情感交流之處。為維護公園的環境整潔，本里辦公處的環保義工們，不畏酷

暑寒冬辛苦打掃，終獲肯定於 97 年榮獲臺南縣綠美化村里競賽甲等之殊榮。為

因應本里老年人口逼近 2 成，於活動中心設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關懷年長者，

並定時辦理共餐服務。本里眷舍雖已拆除，惟其外圍房舍仍保留。眷村味，故有

心人士整修社區老房子經營「眷村故事屋」，在咖啡香中賣原汁原味的眷

村故事，作為眷村文化輕旅行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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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復里照片集錦 

 
 

眷村咖啡屋 復國路街道 

 

 

 

 

 

 
鄰里公園 復興宮 

 
 

光復里籃球埸活動中心 復興消防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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塩洲里（Yanjh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塩洲里共 2,339 戶，門牌數共 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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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三民里共 0 戶，門牌數共 1 個，位於塩洲里內，進行門牌釐整，調整入

塩洲里（未涉及里界調整），調整後塩洲里共 2,339 戶，門牌數共 2,996 個。鄰

調整部分，調整前塩洲里共 40 鄰，調整後塩洲里共 3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

實施。  

塩洲里西、北以鹽水溪為界，與安南區東和里、安和里相鄰；南與尚頂里相

鄰；東以中正南路、仁愛街為界，分別與塩行里、塩興里相壤。 

轄內有商業活動熱絡，小工廠林立，且多數居民都以從事工商業為主，為典

型的工商都會型社區，主要以中小企業為主，吸引許多年輕消費族群，形成街道

繁榮與工廠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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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塩洲里照片集錦 

 
 

塩洲里活動中心 禹帝宮 

 

 

 

 
保寧宮 慈靈宮 

 
 

河邊春夢空地認養綠美化 塩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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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里（Erw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二王里共 3,309 戶，門牌數共 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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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二王里共 47 鄰，調整後二王里共 4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二王里西北邊以中山南路為界，與東橋里相壤；東邊以中山高速公路、忠孝

路，與網寮里、復華里相壤；南邊緊鄰復華里及三合里；西南邊為五王里。 

原隸屬網寮里，民國83年05月22日網寮里劃分為網寮里、二王里。二王里始

獨立設里，並沿用至今。當地里民的信仰中心係二王廟，該廟約自清代建立，主

祀鄭府二王爺；本里臨近本區唯一座納骨塔，供慎終追遠，緬懷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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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王里照片集錦 

  
二王廟 二王里社區活動中心 

  
統領國社區活動中心 二王里公兒 16－3 公園 

  
好望角公園 臺灣自來水永康服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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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里（Liouh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六合里共 2,709 戶，門牌數共 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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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六合里共 32 鄰，調整後六合里共 2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六合里北以中山南路為界與安康里、西橋里相鄰；東以中華路為界與五王里、

中興里相鄰；南以柴頭港溪 CF 排水幹線為界與勝利里相鄰；西以柴頭港溪為界

與臺南市北區相鄰。 

六合里於民國 83 年由五王里分出，因地緣關係近五王里，《六》又代表吉祥

之意，故以此命之。里內外來租屋人口很多，內有傳統透天厝及大樓係屬住宅社

區及辦公大樓，是一個新興發展快速之都會型地區，透過里辦公處、環保義工隊

等運作，凝聚里民意識及里內公共事務推展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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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合里照片集錦 

  

玄化宮 活動中心 

  

六合公園 柴頭港溪與防汛道路街景 

  

中華二路街景 中華路與中華二路路口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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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里（Sanh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三合里共 1,463 戶，門牌數共 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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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三合里共 25 鄰，調整後三合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三合里北邊緊鄰二王里；東邊以忠孝路連接復華里、復國里；南邊為中華二

路連接中興里；西邊則為中山東路緊鄰五王里。 

原隸屬五王里，民國83年05月22日五王里劃分為五王里、三合里、六合里，

三合里始獨立設里，並沿用至今。聖海宮為本里里民信仰中心，並有忠孝運動公

園步道、忠孝運動公園－壘球場，供里民休憩運動場所及綠美化簡易臨時停車場

等設施，供里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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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里照片集錦 

 
 

 
 

聖海宮 忠孝運動公園 

  
忠孝運動公園－壘球場 綠美化簡易臨時停車場 

  
里南工街 247 巷街景 南工街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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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橋里（Dongc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東橋里共 2,324 戶，門牌數共 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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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東橋里共 35 鄰，調整後東橋里共 3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東橋里北以臺鐵鐵軌與尚頂里、塩行里相鄰；東以高速公路與永康里、正強

里相隔；西以中山南路 195 巷與大橋里為界；南隔中山南路與五王里及二王里相

望。 

民國 90 年代之前，東橋里因陸軍砲兵飛彈學校佇立在里中央，將 3 個工業

區隔開，直到 95 年徵收完成後開始發展至今日繁華。里內大多蓋連棟透天厝及

大樓林立，里內有 3 個工業區、1 個重劃區及 5 座綠地公園。社區內設有大橋國

民中學、臺南市立圖書館總館、永康分局及消防大隊。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

常與里辦公處於東橋里活動中心結合辦理各項節慶活動，並成立環保義工隊於里

內各街道孳清清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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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橋里照片集錦 

 
 

大橋國民中學 東橋里活動中心 

 
 

小橋公園 大橋重劃區街道 

 
 

永康分局、消防大隊 陸軍砲兵飛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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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里（Ank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安康里共 2,373 戶，門牌數共 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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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安康里共 26 鄰，調整後安康里共 2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安康里西北邊以中華西街為界與西橋里相鄰；東隔中華路與大橋里相鄰；南

隔中山南路與六合里相鄰。 

安康里民國 83 年之前緊鄰北區人口不密集且無新大樓，居民人口稀疏直到

83 年劃分改里名後又新建長億城人口逐漸增加、大樓佇立。 

安康里為集合式密集住宅社區，中華西街 122 巷以南透天舊住宅為舊部落；

以北大樓林立長億城為新部落，里內無學校、無寺廟，有三座公園分置前、中、

後供里民休閒活動使用。里內成立長壽會，於安康里活動中心旁辦公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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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里照片集錦 

 
 

活動中心 公一公園 

 
 

長億城公二公園 中華西街街道 

 
 

獅子亭公園 大橋一街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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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橋里（Sic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西橋里共 1,329 戶，門牌數共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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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西橋里共 25 鄰，調整後西橋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西橋里北邊以中華路為界，與大橋里相壤；東邊以中華西街為界與安康里相

壤；南邊以中山南路為界，與六合里相壤；西邊大致以柴頭港溪與北區元寶里、

開元里相壤。 

永康區西橋里原為大橋里，民國 83 年 05 月 22 日從大橋里劃分出來為西橋

里，因位大橋里西邊，故以西橋里命之。 

西橋里是一個新興都會，其緊鄰臺南市北區，算是較早都會化的村里，在推

行的過程困難度相較下比較困難。因為新興都會以外來人口居多，居民白天大多

外出上班，遲至傍晚才返家，西橋里致力於社區發展的推動，拉近社區內居民的

向心力，進一步凝聚社區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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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橋里照片集錦 

  西橋里活動中心 西橋里活動中心內部 

  中山南路 43 巷兒童公園 中華西街 63 巷尾公有停車場 

 
 英靈廟 中華西街 85 巷尾空地認養綠美化 



 

31-85 
 

 

尚頂里（Shangd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尚頂里共 1,617 戶，門牌數共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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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塩行里

共 3,776 戶，門牌數共 7,083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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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界街道完整，將原塩行里第 26 鄰部分、

第 27 鄰部分、第 43 鄰部分共 10 戶，門牌數共 61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尚

頂里，調整後尚頂里共 1,627 戶，門牌數共 2,889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尚頂

里共 35 鄰，調整後尚頂里共 32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尚頂里西隔鹽水溪與安南區相隔；北與塩洲里及塩行里相鄰；南以中華路與

甲頂里為界；東以臺鐵鐵軌與東橋里相鄰。 

尚頂里由原尚頂里、塩行里（部分）整編而成。 

尚頂里於民國 83 年由甲頂里分出，因與甲頂有地緣關係，更有青出於藍更

勝於藍之意，故取以〝尚〞頂之名。里內有南臺科技大學佇立里中央，將住宅區

及 2 個工業區隔開，3 座廟宇充滿思古之幽情。於民國 103 年與南臺科技大學合

作在大橋火車站旁圍牆文創彩繪，里內設有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隊、防疫隊

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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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頂里照片集錦 

 
 

南臺科技大學 文創彩繪 

 
 

姑婆廟 南台街街道 

 
 

尚頂里活動中心 好望角公園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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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華里（Fuhu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復華里共 3,944 戶，門牌數共 4,172 個，

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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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里鄰長服務量能可以勝任，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復華里共 41 鄰，

考量第 39 鄰門牌數為 65 個，有戶籍遷入的可能，不予調整；另考量第 41 鄰街

廓完整及房屋租賃者未將戶籍遷入，俟其遷入戶數即可符合規範，不予調整；其

餘鄰別皆符合規範，爰本里之鄰未調整。 

復華里北邊臨復華八街 51 巷與復華七街 225 巷與二王里相鄰；東邊為高速

便道與網寮里相鄰；南邊以復華六街與復國里接壤；西邊為忠孝路與三合里、二

王里相鄰。 

本里轄內有 1 處活動中心及永信國民小學，還有 8 處社區大樓及舊式公寓，

其餘則是平房與透天厝，臨復國一路上商店林立，商業繁榮，以純住宅居多。 

  



 

31-88 
 

 
  復華里照片集錦 

 
 

活動中心及辦公處 活動中心公園 

  
永信國民小學 復國一路與復華七街口 

 
 

復國一路與復華六街口 復國一路與忠孝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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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強里（Jhengci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正強里共 3,045 戶，門牌數共 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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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正強里共 48 鄰，調整後正強里共 4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正強里北以臺鐵鐵軌為界，與蔦松里相鄰；東邊以四維街、中正路、中山路

為界，與樸園里相鄰；南邊以中山路 41 巷、中山南路 471 巷為界，與永康里相

壤；西邊以國道一號為界與東橋里相鄰。 

正強里於民國 83 年由埔園里調整新增本里，因內有中正路與自強路，因此

為命名。內有永康國民中學，又臨近永康國民小學、市場、郵局，也有里民捐地

興建活動中心，提供居民休憩的地方：里內有熱鬧街道商店及社區大樓數棟。本

里是屬密集區域人口都巿型社區，社區營造時間長久，所以里內綠化、低碳生活、

設備節能及交通便利等各方面較具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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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強里照片集錦 

 
 

正強里活動中心 永康國民中學 

 
 

正強街 歐洲世界社區 

 
 

空地認養綠美化 空地認養停車場綠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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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里（Jhonghu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中華里共 1,340 戶，門牌數共 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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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中華里共 25 鄰，調整後中華里共 2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中華里南以小東路為界與東區後甲里相壤；北以忠勇街 65 巷、忠孝街 181

巷為界與成功里接壤，東以忠孝路與神洲里、復興里為鄰，西以中華路與勝利里

為鄰。 

本里為新興都會型綜合社區，原屬成功里，民國 83 年 05 月 22 日劃分成立

中華里，因近中華路故以中華里命之。里內並無自然環境資源，然在社區、公部

門和里民三方的充分結合的努力下，目前里內設立 2座公園、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活動中心等綠地及休閒空間，提供里民休憩運動場所。 

「樂活、安康」是中華里營造的主要概念，完成基礎環境生活的改造，進而

視覺景觀的營造，形塑健康、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後續將營造「人文生活觀

念」及「社區關懷品質」的提昇，以「快樂生活」和「平安健康」整體考量與規

劃，以進行智慧型社區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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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里照片集錦 

  
中華里活動中心 兒十公園 

  
兒九公園 中華立體停車場 

  
復興派出所 復興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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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興里（Bei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北灣里共 3,479 戶，門牌數共 3,648 個，

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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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鄰

長服務量能及地方未來之發展，分為二里─北灣里及北興里，爰將原北灣里第 13

鄰部分、第 14 鄰、第 16 鄰部分、第 18 鄰、第 19 鄰、第 20 鄰、第 21 鄰、第 22

鄰、第 23 鄰、第 34 鄰、第 35 鄰、第 36 鄰、第 37 鄰、第 38 鄰、第 39 鄰、第

40 鄰共 1,915 戶，門牌數共 2,049 個整編為北興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北灣

里（部分）共 16 鄰，調整後北興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北興里北與永康里接壤；西與西灣里接壤；東以西勢中排一號與西勢里為界；

南以大灣路與文賢街與北灣里、大灣里為界。 

北興里由原北灣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北灣里為一傳統農村型住宅區社區，主要廟宇為清水宮，為村民共同的宗

教信仰，自然環境資源不缺。社區內有座活動中心供里民活動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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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興里照片集錦 

 
 

北灣里社區活動中心 清水宮 

 
 

上恩幼兒園 永大夜市 

 
 

文賢街與大灣路口 新建案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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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埔里（Longp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埔園里共 4,466 戶，門牌數共 4,77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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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里鄰長服務量能及地方未來之發展，進行調整分為二里─埔園里及龍埔里，

爰將埔園里第 39 鄰 95 戶、第 38 鄰 152 戶、第 37 鄰 212 戶、第 36 鄰 95 戶、第

35 鄰 296 戶、第 34 鄰 437 戶、第 31 鄰 210 戶共 1,497 戶，門牌數共 1,648 個整

編為龍埔里。另埔園里中山路 66 號、中山路 68 號、中山路 70 號共 0 戶，門牌

數 3 個，位於永康里，進行門牌釐整，調整入永康里（未涉及里界調整）。鄰調

整部分，調整前埔園里（部分）共 7 鄰，調整後龍埔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龍埔里北邊與蔦松里接壤；東邊與烏竹里、龍潭里接壤；南邊與永康里接壤；

西邊與埔園里接壤。 

龍埔里由原埔園里（部分）整編而成。 

本里空地很多已有建商進行大量開發中，往後人口會增加，考量資源均衡、

里鄰長服務能量及未來地方發展，做好長治久安的里鄰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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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埔里照片集錦 

  埔園里暨龍埔里活動中心 龍中公園 

  永大路 3 段街道 八德街街景 

  自強路街景 龍中街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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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里（Yongm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龍潭里共 4,372 戶，門牌數共 4,658 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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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樹里共 560 戶，門牌數共 608 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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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鄰長服務量能及地方未來之發展，

進行調整分為二里─龍潭里及永明里，爰將原龍潭里第 1 鄰、第 24 鄰、第 31 鄰、

第 36 鄰、第 37 鄰、第 38 鄰、第 39 鄰、第 40 鄰、第 41 鄰、第 42 鄰、第 43 鄰、

第 44 鄰、第 45 鄰共 1,925 戶，門牌數共 2,016 個整編為永明里。並將原龍潭里

第 24 鄰共 5 戶，門牌數共 14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新樹里。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龍潭里（部分）共 12 鄰，調整後永明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

施。 

永明里原屬於龍潭里轄內（潭埔底），北以中山北路與龍潭里為界；南邊隔

西勢路和西勢里相隔；東邊緊鄰新樹里；西邊隔著國民路和永康里相鄰。 

永明里由原龍潭里（部分）整編而成。 

永明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以前屬於龍潭里轄區，原本是龍潭里（潭埔底），

最早期是水池，後來水池乾枯經農民開墾而成為農地；早期是農地並沒有住人，

是進入工商社會後鄉村人口往都會匯集，建築業發達後漸形成的聚落，所以本里

人口百分之 95 都是外地人，宗教信仰為土地公廟及天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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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明里照片集錦 

 
 

信仰中心土地公廟 信仰中心天主教會 

 
 

永平街街景 永明街街景 

 
 

住宅區農業區分界 轄區內大片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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塩興里（Yan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塩行里共 3,776 戶，門牌數共 7,08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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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蔦松里共 710 戶，門牌數共 1,033 個、三民里共 556 戶，門牌數共 686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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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屬交通便利

人口分散地區；尚頂里共 1,617 戶，門牌數共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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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鄰長服務量能及地方未

來之發展、並兼具合理性，將塩行里分為 2 里─塩行里及塩興里，即將原塩行里

第 30 鄰部分、第 31 鄰、第 32 鄰、第 33 鄰、第 34 鄰部分、第 35 鄰、第 36 鄰、

第 37 鄰、第 38 鄰、第 39 鄰、第 40 鄰、第 41 鄰、第 42 共 1,607 戶，門牌數共

2,067 個整編為塩興里。並將原塩行里第 26 鄰部分、第 27 鄰部分、第 43 鄰部分

共 10 戶，門牌數共 61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尚頂里；將原塩行里第 30 鄰

部分、第 34 鄰部分共 9 戶，門牌數共 34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蔦松里；將

原塩行里第 30 鄰部分共 0 戶，門牌數共 3 個，以里界調整方式劃分給三民里。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塩行里（部分）共 13 鄰，調整後塩興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塩興里北邊以仁愛街和永安路路口與塩州里和三民里接壤；東邊以永安路為

界與三民里和蔦松里接壤；南邊以中正北路為界與塩行里接壤；西邊以仁愛街和

中正北路口為界與塩洲里接壤。 

塩興里由原塩行里（部分）整編而成。 

塩興里為原塩行里中正北路以北範圍區域，清時為內武定里塩行庄，日治時

依舊，光復初合併六甲頂庄為塩行村，台俗以批售為行，鹽的批售地為鹽行，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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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塩興里（Yansing Village） 

即為鹽商聚居地，故名之。是一個位於臺南市永康區北部的聚落，貫穿其中的台

一線，是此聚落內最重要的道路，為連接臺南市區與新市、新營等地的重要幹線，

而座落於聚落東側的永康工業區亦在其沿線，工業聚落的特徵相當明顯，產業包

含機械、五金、汽車裝配、家用電器、電纜、醫療器械、照像器材、塑料製品、

紡織成衣、皮革、製鞋業、食品加工廠等；商業活動則主要聚集於中正北路（台

一線）與中正路交叉路口周邊。名為「塩興」里，顧名思義，除保有原有良好文

化外，並期盼里內繁榮興旺、興邦立國、興家立業、人丁興旺等意義而來。里內

有觀光飯店為鄰近南科首座國際級觀光酒店，位於中山高下永康交流道 3 分鐘，

可帶動本里之經濟發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8%80%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8%80%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B8%82%E5%8D%80_(%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87%9F%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B8%E5%BA%B7%E5%B7%A5%E6%A5%AD%E5%8D%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www.chinesewords.org/idiom/show-252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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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塩興里照片集錦 

  
仁愛街 永安路 

 
 

統一職棒會館 里內酒店 

 
 

三村國民小學 中正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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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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康區 五王里 李福祥 永康區 崑山里 李忠信 

永康區 網寮里 魏銘城 永康區 北灣里 鄭瑞益 

永康區 永康里 林信全 永康區 新樹里 陳日祥 

永康區 埔園里 王宗敏 永康區 復興里 李鎮國 

永康區 大橋里 李建志 永康區 復國里 許建國 

永康區 王行里 陳丁為 永康區 建國里 鍾國寶 

永康區 烏竹里 陳壬子 永康區 神洲里 歐煌崇 

永康區 蔦松里 許金龍 永康區 西勢里 郭芳默 

永康區 三民里 陳河得 永康區 成功里 金冠宏 

永康區 塩行里 盧文良 永康區 中興里 楊森斌 

永康區 甲頂里 吳和祥 永康區 勝利里 楊遠波 

永康區 大灣里 鄭文義 永康區 龍潭里 陳舒奕 

永康區 東灣里 李明堂 永康區 光復里 左文屏 

永康區 西灣里 陳永祥 永康區 塩洲里 毛三宝 

永康區 南灣里 詹瑞美 永康區 二王里 謝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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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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康區 六合里 李信輝 永康區 尚頂里 周三貴 

永康區 三合里 朱水發 永康區 復華里 王松俊 

永康區 東橋里 陳振安 永康區 正強里 吳燕義 

永康區 安康里 王君哲 永康區 中華里 林義泰 

永康區 西橋里 黃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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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康區 1-106 年 04 月 10 日永康區里鄰調整第一次研商會議 

內容 說明里鄰調整之原則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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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永康區 2-106 年 05 月 10 日永康區里鄰調整第二次研商會議 

內容 本區各課室主管集思廣益討論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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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永康區 3-106 年 05 月 11 日永康區里鄰調整第三次研商會議 

內容 邀請臺南市政府民政局長官蒞臨本區說明里鄰調整之必要性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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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永康區 4-106 年 06 月 13 日三民里長反映第 13 鄰里民陳情勿劃入新市區 

內容 里長向課長說明里民陳情勿劃入新市區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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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永康區 5-106 年 07 月 04 日課長向里長說明鄰調整原則 

內容 
研商併鄰，大樓無管理員委會戶數不足 60 戶者，兩棟合併為 1 鄰，
其他部分依相關規定辦理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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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永康區 6-106 年 08 月 09 日建國里及成功里研商併鄰 

內容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協助說明鄰調整事宜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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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名錄 

 

特別感謝／時任永康區區長王峻明（現任水利局副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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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睿民 

執行團隊／臺南市永康區公所、臺南市永康戶政事務所（永康辦公處） 

執行編輯／劉優賞、郭孟淑、許素英 

編審人員／林昭陽、吳志亨、陳玲釧、沈守義、袁靜珍、陳靜儀、陳炎昇、 

鄭伊君、林淑婷、李玉湖、吳卉欣、張家福、陳永源、楊明勳、 

劉育玲、許橞翧、魏旭昇、吳淨光、鄭儒鴻、葉明軒、吳晟瑋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前永康市公所出版之「永康市志」、臺南市永康區全球資訊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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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