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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東區位於臺南市東南方，北鄰北區、永康區，西與中西區、南區接壤，東鄰

仁德區，南與仁德區成功里、仁和里、仁愛里比鄰，面積約 13.4156 平方公里。

原轄下共 45 里、1,239 鄰，於 106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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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里不變、1,239 鄰調整為 877 鄰，並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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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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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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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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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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 臺南市東區 106 年里鄰調整規劃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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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里 

東安里 

大德里 

圍下里 

大福里 

東門里 

路東里 

衛國里 

106 年 06 月 10 日 里鄰調整規劃會議 

衛國里 

崇誨里 

新東里 

106 年 06 月 12 日 衛國里整併協調第一次會議 

民政局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15 日 民政局專案小組至本區研商里鄰調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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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衛國里 106 年 06 月 21 日 衛國里整併協調第二次會議 

崇誨里 

新東里 
106 年 06 月 23 日 衛國里整併協調第三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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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 

區公所 
106 年 07 月 20 日 民政局專案小組至本區研商里鄰調整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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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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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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里 富裕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9 

裕農里 裕農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12 

大智里 大智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14 

崇學里 崇學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16 

泉南里 泉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19 

仁和里 仁和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22 

後甲里 後甲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24 

東光里 東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27 

新東里 新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30 

中西里 中西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32 

東安里 東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35 

崇明里 崇明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38 

自強里 自強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41 

和平里 和平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43 

路東里 路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46 

大德里 大德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49 

關聖里 關聖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51 

衛國里 衛國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54 

崇善里 崇善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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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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強里 富強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59 

圍下里 圍下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62 

小東里 小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65 

大學里 大學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67 

龍山里 龍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69 

虎尾里 虎尾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71 

德高里 德高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74 

莊敬里 莊敬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77 

大福里 大福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79 

忠孝里 忠孝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82 

崇誨里 崇誨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84 

東明里 東明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86 

崇德里 崇德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88 

東智里 東智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91 

東聖里 東聖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94 

崇成里 崇成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96 

東門里 東門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98 

成大里 成大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101 

大同里 大同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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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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光里 德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105 

崇信里 崇信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107 

崇文里 崇文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109 

復興里 復興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111 

裕聖里 裕聖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113 

南聖里 南聖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115 

文聖里 文聖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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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富裕里（Fuy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富裕里共 993 戶，門牌數共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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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戶數接近 1,000 戶，門牌達 1,000 以上，且經查詢戶政設籍資料，截至 106

年 6 月底戶數為 1,001 戶，已超過 1,000 戶，戶數持續增長，故里未予調整。鄰

調整部分，調整前富裕里共 22 鄰，調整後富裕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

實施。 

富裕里東以裕農路 228 巷、裕農路 228 巷 70 弄、東門路二段 301 巷與富強

里毗鄰，西隔裕農路與新東里相望，南臨東門路二段與龍山里相望，北以裕農路

與裕農里成犄角之形。 

富裕里民國 71 年 08 月 01 日因行政區域調整，由虎尾里劃分而成，位於富

強里與裕農里之間，且富裕二字甚為吉利故名富裕，又兼採富強路、裕農路首字

較易記憶追溯之義。 

富裕里位於東區中心點，屬工商發達、房屋密集的舊式社區，主要道路有裕

農路、裕豐街、東門路二段、東門路二段 301 巷，裕農路、裕豐街與東門路二段

沿途商店林立，擁有各式小吃，裕農路與東門路為通往國道高速公路之主要幹道，

南來北往十分便利。 

富裕里腹地小，轄內雖無學校，但因鄰近龍山里、崇學里等，學童就近就讀

崇學國民小學、東光國民小學及忠孝國民中學，就學非常方便。鄰近富裕里有大

型購物中心、東區區公所、府東戶政事務所、醫院診所、公有零售市場崇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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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里（Fuyu Village） 

生活機能良好。 

富裕里活動中心定期辦理各式節慶活動，另提供卡拉 OK、早舞、瑜珈等豐富

課程，提供里民休閒、寓教於樂之場所。轄內富裕公園，在里長、環保志義工共

同協助整理下，整潔乾淨、美輪美奐，是里民休閒運動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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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里照片集錦 

  富裕里活動中心 裕農路街景 

  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 富裕公園 

  裕農路-御龍花園大樓 東門路二段與裕豐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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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農里（Yun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裕農里共 1,355 戶，門牌數共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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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裕農里共 29 鄰，調整後裕農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裕農里北以東寧路與東光里、東明里為界，東以裕農路與富強里、富裕里為

界，西以裕豐街與崇誨里、新東里為界。 

裕農里原屬東光里，經里行政區域調整劃分後，於民國 71 年 08 月，由東光

里分出自成一里，因其南側有裕農路而得名。 

里內街道四通八達，東有後甲圓環，南有裕農路，里內巷弄居多，皆為 6-8

米道路，巷弄狹窄，惟因位處市區，故對外交通便捷。 

里內有寺廟南天府，南天府位於裕農里中央地帶，建於民國 54 年，三層樓

建築，富有中國傳統建築之美，殿內供奉南天文衡聖帝；鄰近有設備完善的成大

醫院，醫療環境良好。 

裕農里活動中心屬於四層樓里活動中心，可提供里民文化、教育、社福及集

會等活動，達到提升文康休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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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農里照片集錦 

  南天府 裕農里活動中心 

  裕農路 291 巷 裕豐街街道景 

  裕農路街景 東寧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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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里（Dajhih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智里共 2,841 戶，門牌數共 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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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里長服務量能尚可負擔，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大智里共

40 鄰，調整後大智里共 3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智里北以生產路為界與崇文里為鄰，東以崇善路、民安路為界與德高里為

鄰，西以長東街為界與東智里為鄰，南以長東街 145 巷、保華路、文東街 2 巷、

永東街為界與仁德區為鄰。 

大智里光復之初乃德高里所轄區域，民國 63 年 07 月 01 日行政區域調整劃

分而出，惟因人口急速增加，在民國 83 年間又以長東街為界以西劃分為東智里，

以東為大智里所轄，商店住所都有。 

大智里初期為台糖契約耕作之甘蔗園，遍地農園間種植農作物，自民國 60

年大同新村成立及德東街開闢後，人口蓬勃發展與日俱增，漸成一新興社區。早

前大部份居民以務農為主，子女皆需幫忙，因而失學較多。如今經濟發達，民生

富裕，教育已非常普及。 

大智里里內無學校，小學學區為德高國民小學，國中為崇明國民中學，里內

子弟就學尚屬便利。附近有設備完善的市立醫院，醫療環境良好。里內本身擁有

鄰里公園外，尚有一座籃球場，亦有大智里活動中心，一樓為供里民及機關團體

辦各式活動、民眾休閒，二樓為社區辦公室及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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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里照片集錦 

  崇善十六街街景 生產路收費停車場 

  徳東街街景 大智里公園 

  
大智里活動中心 大智里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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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學里（Chongsyu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崇學里共 1,269 戶，門牌數共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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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崇學里共 22 鄰，調整後崇學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崇學里北以崇善路為界與崇信里接壤，東以中華東路三段為界與崇德里接壤，

西以崇學路為界與德光里接壤，南以崇明路為界與忠孝里接壤。 

考其里名之由來，係因本里以崇學路為界及崇學國民小學設於轄域內而得名。

崇學里原屬德高里轄域內，於民國 71 年 08 月 01 日里轄區調整，而由德高里分

劃出 13 鄰組成崇學里。因崇學里居文教區位潛力無窮，當時戶數已達 2,900 戶，

故於民國 91 年 08 月 01 日再劃分兩里為崇信里與崇學里，並以崇善路為交界。

劃分後本里為 16 鄰，計有 1,197 戶；復鑑於各鄰戶數及位置區域完整性考量，

於 94 年增鄰數為 22 鄰。 

崇學里里內街道縱橫交錯，位置方正，整齊井然。本里主要由崇德路可將里

內區分為南北兩區塊，北面區塊由北向南有崇善路、崇德四街七巷、崇德四街五

巷、崇德四街三巷等。南面區塊街道較為複雜，由西北向東南分別有崇學路、榮

譽街、崇明九街、十街、十一街、十二街等。 

轄內主要以住宅區為主。商店主要位於大馬路上，如崇善路、崇學路、中華

東路三段等，以餐飲業為主要類別，其他零售業為輔。另崇德公有市場及私有市

場皆位於崇學里中，居民採買民生用品方便，生活機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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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學里（Chongsyue Village） 

另外，崇學里轄內學校有崇學國民小學，方便莘莘學子就學，該校尤以少棒

隊為其特色，國內外多位知名棒球選手如王建民、胡金龍、林哲瑄等皆為該校少

棒隊畢業，可謂鄰里之光。另崇學里亦有小型里鄰公園一座，可供里民休憩休閒，

尚屬便利。總體來說，崇學里屬東區人文區位條件發達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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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學里照片集錦 

  崇德公有零售市場 崇學公園 

  崇學路街景 崇德四街街景 

  榮譽街街景 崇學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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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南里（Cyuan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泉南里共 2,299 戶，門牌數共 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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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泉南里共 41 鄰，調整後泉南里共 2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泉南里北以東門路一段與東門里相對，東以東門路一段 212 巷、光華街、長

榮路一段與龍山里接壤，西以鐵路與大同里接壤，南以林森路一段與忠孝里相

接。 

里內街道四通八達，東有長榮路，北有東門路，巷弄居多，皆為 6-8 米道路，

巷弄狹窄，唯因位處市區，對外交通便利，交通堪稱便捷。 

泉南里考其里名之由來係古時有一口井，這口井位於泉南里古蹟相公爺廟後

面，一年四季井水清澈無比有如泉水又名龍水泉，泉南里因在龍水泉井南面而得

名，在二戰後初期臺灣實施地方自治之時即已設立本里，民國 43 年行政區域調

整時將原安內里及舊廓里之一部份劃為泉南里。 

泉南里地勢平坦，昔日南面有數座小山，小山之土黏性高，商人在此設立磚

廠，面積約六甲，由於工商發達，小山之土用盡後磚廠無法生存而搬遷，昔日的

小山現已興建高樓大廈所取代。泉南里早期以務農為主，大部份農村子弟必需幫

忙種田，因而失去就學機會。如今經濟發達，民生富裕，教育已非常普及。里轄

內屬住宅密集區，轄內以舊式透天厝為主，長榮路上新式大樓林立，居住人口眾

多，具都市住宅型態，商店主要位於長榮路、府連路及東門路上，無特殊自然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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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南里（Cyuannan Village） 

大同地下道、府連地下道及東門路橋分佈於泉南里內，成為通往西邊之交通

要道，泉南里一重大公共設施為泉南里活動中心，跳脫傳統將活動中心用來辦桌

的觀念，開設各項課程及長壽俱樂部，提供里民學習交流、集會、歌唱娛樂，做

為里民休閒、寓教於樂之場所，里內亦定期辦理各式節慶活動，成為人文素養優

質之里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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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南里照片集錦 

  綠美化（編號 40） 東方巨人大樓 

  東門路橋 府連地下道 

  泉南里活動中心 府城 ALL IN ONE 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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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和里（Renh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仁和里共 2,100 戶，門牌數共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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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仁和里共 28 鄰，調整後仁和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仁和里東以東門路三段 338 巷為界與仁德區仁德里接壤，南以德昌路、仁和

路、仁和路 139 巷與德高里接壤，西以仁和路 107 巷、仁和路為界與崇善里接壤，

北鄰和平里。 

仁和里原為德高里的一部分，民國 59 年臺南市政府在里內的仁和路北側興

建二樓平價住宅以容納公園南路的違章建築戶，兩年後又在這批住宅北側興建國

宅，使得此區人口增加，民國 63 年從德高里獨立出來。 

里內街道四通八達，整齊井然。由東往西分別為東門路三段 338 巷、利東街

及仁和路為里內主要幹道，由北向南為仁和路 107 巷、109 巷、111 巷、113 巷及

仁東街。 

仁和里由於社會形態及經濟結構演變，工商發達。里內有多棟大樓，人口密

度高，主要學區為德高國民小學及崇明國民中學，就學方便。鄰近設備完善的市

立醫院，就醫方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9%AB%98%E9%87%8C_(%E8%87%BA%E5%8D%97%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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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和里照片集錦 

  仁和社區活動中心 利東街街口 

  仁和公有停車場 仁東街街口 

  自由路一段路口 仁和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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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甲里（Houji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後甲里共 1,323 戶，門牌數共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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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後甲里共 34 鄰，調整後後甲里共 2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後甲里北以小東路與永康區為界，東與仁德區仁德里為界，西以中華東路一

段與莊敬里、東光里為界，南以裕農路與南聖里、東聖里接壤。 

後甲里轄境，依據臺南市誌記載，日治時期屬臺南州永康下里之後甲庄，約

二戰結束前二十年改隸臺南市。其里名由來以關帝廳為中心，分前甲、後甲、虎

尾三部落，因本里為後甲庄，故取名為後甲里。原中興、復國兩里為軍眷住宅區，

原隸臺南市東區後甲里，民國 56 年劃分中興、復國兩里，以單雙號鑑別里名，

單號為復國里，雙號屬中興里，民國 99 年 07 月 27 日中興、復國兩里併入後甲

里。 

後甲里原係農業里，在都市不斷發展中，大部份土地都蓋了現代化的樓房。

北邊平實重劃區原為陸軍平實營區及精忠三村，臺南市政府取得土地後，藉由市

地重劃的方式開發、另外配合土地使用管制及都市計畫審議等規定整體重劃後，

配合都市發展、眷村改建將平實營區及精忠三村納入後甲里。 

里內以百年大榕樹為地標，街道四通八達，西有中華東路，南為裕農路，北

為小東路，東以高速公路為界。後甲里內巷弄居多，皆為 6-8 米道路，巷弄狹窄，

唯因位處高速公路銜接點，南來北往交通堪稱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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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甲里（Houjia Village） 

後甲里早期以務農為主，大部份農村子弟必需幫忙種田，因而失去就學機會。

如今經濟發達，民生富裕，教育已非常普及。後甲里內有慈幼工商學校，里內學

子可就近上學，還有後甲北極殿、後甲武聖宮及慶隆廟等廟宇做為民眾信仰活動

場所。里內更有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裕農變電所、後甲變電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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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甲里照片集錦 

  平實公園 北極殿 

  慈幼工商 慶隆廟 

  台電變電所 後甲里地標-百年大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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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光里（Donggu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東光里共 2,299 戶，門牌數共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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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東光里共 35 鄰，調整後東光里共 2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東光里東以中華東路一段為界與後甲里接壤，西與大學里接壤，西南以凱旋

路、東興路為界與東明里接壤，南以東寧路為界與裕農里接壤，北以東平路為界

與小東里、莊敬里接壤。 

東光里原屬後甲里轄區，於民國 63 年 07 月因人口驟增，經里行政區域調整

劃分後，由後甲里分出而獨立，因其轄區內有一所東光國民小學，得以名之。民

國 71 年 08 月劃分出裕農里與莊敬里兩里。 

進入東光里，首先映入眼簾的即是知名大型購物中心，為臺南大型複合商業

設施開發案，帶動周邊整體發展建設，以建構發展便利消費者購物、娛樂、餐飲、

休閒、藝文的購物中心。東光里另一指標，係為後甲黃昏市場，每日下午人潮絡

繹不絕，市場內眾多美食攤販進駐，許多民眾慕名而來，促使里內生氣蓬勃。 

東光里屬都市型住宅區域，最初以軍眷為多，因臨近小東路，交通便利，轄

內有東光國民小學，又近後甲國民中學，兼之以成功大學為鄰，商店林立，房屋

鱗次櫛比，且有社區活動中心，提供里民休閒活動場所。里內道路開闢係採用棋

盤式設計，街道四通八達，東有中華東路，南有東寧路，北臨近小東路里內巷弄

少有 6-8 米以下道路，堪稱寬敞，又因位處市區，對外交通便利，故交通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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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光里（Dongguang Village） 

里內有大型購物中心進駐，輔以公園環繞，對面有社區活動中心 1 座，一樓

為休閒活動場地，二樓為跆拳道教室，三樓為桌球教室；西邊近鄰的成功大學常

有國際水準的音樂、舞蹈、歌劇等表演，對提昇里內的文化水平頗有助益，提供

給居民最好的休閒和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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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光里照片集錦 

  時代公園 東光國民小學 

  東光社區活動中心 凱旋路街景 

  後甲黃昏市場 大鵬新城社區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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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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 戶，門牌數共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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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新東里共 25 鄰，調整後新東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東里北以裕豐街 185 巷與崇誨里為鄰，以衛國街 110 巷與衛國里相隔，東

以裕豐街為界與裕農里為鄰、另以裕農路與富裕里為鄰，西以林森路二段為界與

東安里相望，南以東門路二段為界與龍山里相對。 

新東里成立於民國 63 年，現有行政區域於二戰後初期隸屬後甲里行政區域

內，民國 43 年與當時龍山里部份區域合併為東安里，復於民國 63 年 07 月 01 日

自成一里，取名「新東里」。 

新東里屬住宅密集區，轄內以二層民房居多，具都市住宅型態，無特殊自然

環境。新東里對外交通以林森路、東門路、裕農路、裕豐街、衛國街為主內則各

巷弄整齊排列且相互連貫，形成一交通網，四通八達。 

新東里屬勝利國民小學學區，且鄰近又有長榮中學、長榮女中、臺南一中、

成功大學等學校林立，文化氣息濃厚，故教育水準亦高。新東里里內有活動中心

1 座，一樓是禮堂，二樓是韻律教室，除了定期辦理各式節慶活動，尚有開設各

項課程，做為里民休閒、寓教於樂之場所。活動中心樓上則為林森圖書館，除了

提供里民良好的閱讀空間，也經常開設親子教育講座，對於里內的文化頗有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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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東里照片集錦 

  衛國街 106 巷 29 弄街景 基督長老教會 

  林森圖書館 新東里活動中心 

  衛國街 106 巷 17 弄街景 裕豐街 133 巷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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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里（Jhongs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中西里共 1,519 戶，門牌數共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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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中西里共 38 鄰，調整後中西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中西里北以東寧路與大學里為界，東以林森路二段與崇誨里、衛國里為界，

西以勝利路與圍下里、東門里為界，南與東安里、龍山里接壤。 

中西里考其里名之由來，以其位居東區行政區域之中央偏西位置而得名。二

戰後初期，開始實施地方自治之時，即已設立中西里。 

中西里為一商業化之里，里內店商眾多，住宅房屋鱗次櫛比，商店住所都有，

且有社區聯合活動中心 1 所，學校 3 所，文化氣息濃厚。中西里早期以務農為主，

大部份農村子弟必需幫忙種田，因而失去就學機會。如今經濟發達，民生富裕，

教育已非常普及。轄區內有勝利國民小學及長榮女中、長榮中學，就學方便。 

1865 年，英國基督長老教會派遣宣教師馬雅各醫生來臺灣從事醫療傳道。清

光緒 11 年，英國基督長老教會選定府城臺南，創辦了臺灣第一所西式中學－「長

老教中學」，即今日「長榮高級中學」的前身，擁有悠久歷史。長榮中學可說是

中西里的文化資產。 

除了里內本身擁有鄰里公園外，亦有社區聯合活動中心 1 座，一樓為勝利國

民小學游泳池，二樓為媽媽教室、歌唱聯誼會，三樓為桌球訓練班，提供給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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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里（Jhongsi Village） 

最好的休閒和育樂。此外，中西里擁有熱血的巡守隊，與每一位里民共同守護里

內的安全，打造讓居民安居的中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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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里照片集錦 

  三寶殿 新生命小組教會 

  東寧教會 長榮中學 

  長榮女中 勝利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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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安里（Dong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東安里共 707 戶，門牌數共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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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考量戶數近 1,000 戶、門牌數超過 1,000 個，加上部分地方老屋改建及空

地新建，人口會持續增加，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東安里共 22 鄰，

調整後東安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日實施。 

東安里北以長榮路二段 32 巷為界、西以長榮路二段為界與中西里為鄰，東

以林森路二段為界與新東里為鄰，南以東門路二段為界與龍山里為鄰。 

東安里成立於民國 43 年，由當時龍山里與後甲里之一部份合併而成。民國

63 年 07 月將衛國街以東（原後甲里部份）劃分成立新東里，餘留現有行政區域。 

東安里舊時有一永順火柴廠，早期部份里民仰賴火柴廠之工作維持生計，多

數里民對火柴廠擁有深刻記憶。林森路二段與衛國街口轉角處（含長榮中學圍牆

立面）藉綠計劃改造社區入口意象，加強社區出入口及營造出綠美化景點，以番

仔火ㄟ故鄉命名得到里民的迴響。 

東安里為一商業化之里，里內店商多，住宅房屋鱗次櫛比。鄰近有勝利國民

小學、長榮女中及長榮中學，里內子弟就學非常方便，文化氣息濃厚。近年有許

多新的建案陸續更新里內老舊建築，也吸引年輕人前來開業，活化老舊社區。 

東安里與中西里共用里活動中心，座落於中西里內。一樓為勝利國民小學游

泳池，二樓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室、歌唱聯誼會，三樓為桌球訓練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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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安里（Dongan Village） 

給居民最好的休閒娛樂。里內亦成立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長

壽俱樂部，及多項節慶活動。亦有認養綠美化公園一處，提供里民休閒、運動好

去處；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也固定在此辦理關懷高齡長者的慶生活動，已為傳頌

各鄰里間的優良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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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安里照片集錦 

  衛國街街景 福音基督教會 

  中西東安社區聯合活動中心 綠美化認養城市花園 

  衛國街 25 巷 街道社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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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里（Chongm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崇明里共 1,988 戶，門牌數共 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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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崇明里共 24 鄰，調整後崇明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崇明里北以中華東路三段（中華路橋）為界，與大福里及忠孝里相望，東以

崇明路為界與崇德里、崇成里相接，西以大同路二段與南區大忠里及大恩里為界，

南以生產路與東智里相毗鄰。 

崇明里自二戰後，實施地方自治，原屬於路東里，民國 60 年 05 月 01 日行

政區域調整劃為忠孝里，71 年 08 月 01 日行政區域再度調整分出，因里內有崇明

路故而名為崇明里。 

本里鄰近臺南文化中心，具有濃郁文化氣圍的生活圈，里民可以薰陶在樂聲

悠揚的幸褔音符裡。本里住宅區為主，商店有餐飲業、文教補習業為主要類別，

生活機能佳，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匯集於巴克禮紀念公園的公車站，交通便捷，

是臺南市優選居住好所在。鄰近亦有醫療設備完善之臺南市立醫院，提供市民良

好醫療服務。此外，在教育方面，里內主要學區為崇明國民小學及崇明國民中學，

是莘莘學子進德修業的學校。 

轄內巴克禮紀念公園是一處有著美麗落羽松于一隅綠意盎然的靜謐園地，值

得引以為傲，獲得全國 10 大優良公園、第一屆全國景觀大獎、國家卓越建設獎

等，並於 2007 年獲得「全球卓越建設獎（FIABCI Prix d'Excellence Awards）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8%E7%90%83%E5%8D%93%E8%B6%8A%E5%BB%BA%E8%A8%AD%E7%8D%8E&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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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明里（Chongming Village） 

公共建設類」優選肯定。巴克禮紀念公園二期，命名「荒野公園」，設有環境教

育中心，作為復育、生態教學場所。位於大同路二段 635 巷內臺鐵南臺南站，因

交通變遷目前停止營運，但為鐵道迷暢敘懷舊幽情的地方，可見火車越過疇野沃

土的景象。崇明里活動中心位於中華路橋下，由國家選手開辦桌球班，是里民休

閒運動的好處所，崇明里呈現以仁為美、敦親睦鄰的佳選社區，營造出幸福宜居、

人文蘊涵的優質里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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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明里照片集錦 

  巴克禮紀念公園 荒野公園（巴克禮紀念公園二期） 

  崇明國民中學 崇明國民小學 

  臺鐵南臺南站 崇明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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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里（Zihci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自強里共 2,455 戶，門牌數共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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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自強里共 31 鄰，調整後自強里共 2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自強里北以中華東路二段 133 巷與東聖里為界，東以富農街一段與復興里及

虎尾里為界，西以中華東路二段與富強里接壤，南以東門路三段及東成街與和平

里及虎尾里為界。 

自強里位於虎尾寮地段，原屬虎尾里，於 70 年 03 月行政區域調整，取自立

自強、淬礪奮發之意而命名為自強里。自強里內道路開闢整齊規畫，街道四通八

達，因位處市區，故交通堪稱便捷。 

里內計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後甲派出所及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兩處政府行政機關，對於環保政令宣導協助及治安加強敦親睦鄰方面嘉惠自強里

良多；鄰近有復興國民小學、復興國民中學及慈幼工商等學校，提供自強里學子

就學優質選擇。 

自強里另於民國 100 年 06 月落成自強里活動中心，配有各式休閒設備，一

樓為大禮堂交誼廳，二樓為教學教室及桌球教室，提供里民於閒暇之餘連絡感情、

凝聚團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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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強里照片集錦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後甲派出所 

  自強里活動中心 富農街一段 

  富農街一段 199 巷 東門路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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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里（Hep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和平里共 2,281 戶，門牌數共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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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和平里共 24 鄰，調整後和平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和平里東以靜修街、東門路 338 巷為界與仁德區接壤，南面臨仁和里，西以

仁和路為界與崇善里接壤，北以東門路三段與虎尾里、自強里為界。 

和平里自 71 年 08 月 01 日起從仁和里劃分而成，以四維八德「和平」為命

名；和平里轄區為仁和路與東門路三段及自由路二段成三角形地帶，里內幅員遼

闊有台電變電所，用地占五分之一及國有財產局的公園預定地，皆從 90 年起由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陸續自辦重劃，後來東門路、仁和路一帶劃設為工業區，住宅

與工廠交錯，主要集中在東門路三段與仁和路上，隨著時代的進步，已由工業區

改為住宅區。往後轄區內的工廠陸續遷移，原本的工廠用地改建為公寓大樓，街

道四通八達，整齊井然。轄內以住商混合為主，以餐飲業為主、零售業為輔，生

活機能佳，鄰近有設備完善的臺南市立醫院，提供里民良好的醫療服務。 

里內有三個鄰里公園，分別為和平公園（活動中心旁）、文化公園（文化一

街與文化二街交叉口）、文良公園（文化一街與文化六街交叉口）；公園內綠樹成

蔭，設有涼亭及多樣遊樂器材，成為里民茶餘飯後休閒運動、聚會聊天的場所。 

和平里活動中心，於民國 99 年由區公所興建完工，提供里民集會、文康活

動的處所，目前已成為和平里里民學習交流、關懷互助之重要場域，每年定期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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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里（Heping Village） 

理各項活動，並成立發展協會，有效提升里内藝術人口及生活品質，並獲得里民

非常大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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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里照片集錦 

  和平公園 文化公園 

  文良公園 和平里活動中心 

  文化路 台電變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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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東里（Lu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路東里共 833 戶，門牌數共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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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考量戶數接近 1,000 戶、門牌數達 1,000 個，加上部分地方老屋改建及空

地新建，人口會持續增加。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路東里共 18 鄰，

調整後路東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日實施。 

路東里北以林森路一段為界，西則以大同路二段與南區為鄰，東以縱貫鐵路

為邊，南以大同路二段 61 巷 136 弄、大同路二段 61 巷、立德十一路與大德里接

壤，是個四通八達之處。 

路東里設於二戰後初期，因位於大同路之東而得名，路東里屬舊部落，居民

平日生活樸實，和睦相處，精神團結，其樂融融，目前高樓大廈、公寓，如雨後

春筍般到處矗立，煥然一新，計有億載金城大樓、林森之愛大樓及親親園大廈等

大小公寓，得與其他各里相較毫無遜色。 

民國 94 年至 95 年間，由朝陽科技大學建築師陳信安先生，依路東里地域特

色（臺南機場，眷村、空軍四四三聯隊），以飛機造型創意設計寓滿空間及環保

概念的獨特路東里里民會館（路東里活動中心外的立牌尚是以「路東里里民會館」

為名）獲得會館競圖勝選。所有路東里民，遂得以隨時乘坐這架獨一無二的路東

里專機，倘徉在藍天白雲之上，活躍於里民會館之中，成為生活的活力泉源。 

近幾年除配合市府及區公所政策，每年舉辦活動中心藝術季以及市民學苑，

藉以提升本里居民之人文素養，並使社區居民提升參與感與凝聚力，此外，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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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東里（Ludong Village） 

用有限經費配合節日舉辦相關活動，諸如元宵節提燈籠、猜燈謎，中秋節聯歡活

動，及辦理多樣性活動，鼓勵社區居民多多參與正當休閒活動。 

路東里活動中心（原名：路東里里民會館）的建立，在里長及里民鍥而不捨

的努力，與眾多人的鼎力相助之下，圓滿建造完成，亦成為本里辦理各項活動及

凝聚社區里民向心力的最佳地點，如今創立里民會館已近十年，整體綠美化空間

營造、活動經營與參與皆是大家共同之努力；而轄區附近鄰近體育公園內有網球

場、羽球館及籃球場等公有公共運動設施，也鄰近文化中心，有助於提升里內文

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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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東里照片集錦 

  路東里林森路地下道 林森綠園社區 

  臨水宮 大同路二段 

  億載金城大樓 林森之愛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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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里（Dad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德里共 779 戶，門牌數共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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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里內平價住宅社會局近期內將拆除改建，戶數會增加約 300戶，故里未予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大德里共 20 鄰，調整後大德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德里北以大同路二段 61 巷 136 弄、大同路二段 61 巷、立德十一路為界與

路東里接壤，東隔縱貫鐵路與忠孝里接壤，西以大同路二段與南區為界，南以立

德八路單號門牌與大福里為界。 

大德里原屬大福里，於民國 62 年 09 月 01 日因行政區域調整，將大福里劃

分成兩里，因此大德里由大福里劃出獨立成一里。里內有大德里活動中心，一樓

為大德里歌唱聯誼會，二樓為會議室，三、四樓為課程教室。廟宇有將軍府、玉

窩堂、聖德宮等。 

大德里早期因立德十路的麗都戲院及大同零售市場，為縱貫鐵路旁非常繁華

熱鬧的商業區，後因麗都戲院沒落，改建成住宅大樓、民眾採買習慣改變致大同

市場的營業衰退，及鐵路邊的老舊住宅交通不便，致使轄內的人口數及商業經營

明顯退縮。 

目前大德里內正進行平價住宅拆遷工程，預計改建為停車場及綠地公園，又

為供應鄰近臺南大學榮譽校區的年輕學生租屋而改建的房舍，使原來周邊老舊破

損的印象，轉變為寬敞明亮的居住環境。帶動人口的移入、商業活動的活絡，使

原本較為老舊的鐵路邊舊社區翻轉為新舊融合的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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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德里照片集錦 

  將軍府 大德好望角綠地 

  大德里活動中心 大同市場 

  立德十路街景 玉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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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聖里（Guans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關聖里共 1,886 戶，門牌數共 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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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關聖里共 22 鄰，調整後關聖里共 2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關聖里北以裕和路為界，與南聖里相鄰，東與仁德區太子里相鄰，西以富農

街二段為界，與東聖里相鄰，南以裕平路為界，與文聖里相鄰。 

關聖里因轄區內關帝廳奉祀關聖帝君而名之，關聖里轄域包括前甲、後甲、

虎尾寮等地。民國 65 年中華路開闢以後，地方日趨繁榮，人口聚集，行政區域

重新劃分，於民國 71 年 08 月 01 日，里行政區域再重劃，將中華東路以西歸併

富強里後，又於民國 83 年 08 月 01 日又將關聖里分出 20 鄰，另設東聖里，民國

95 年 08 月 01 日分為關聖里、南聖里、文聖里三里。 

關聖里內道路開闢係採用棋盤式設計，街道四通八達，里內分為新社區和舊

社區，新社區皆為 15 米道路，舊社區以巷弄居多。因地處虎尾寮重劃區，道路

規劃井然有序，四通八達，交通便利。 

關聖里早期以務農為主，大部份農村子弟必需幫忙種田，因而失去就學機會。

如今經濟發達，民生富裕，教育已非常普及。鄰近有復興國民小學及復興國民中

學，里內子弟就學非常方便。里內舊社區以老式公寓和透天宅為主，新社區以透

天宅為主，新社區大都以科技新貴、（國小、國中、高中）教師和大學教授為主，

教育水準高。里內有虎尾寮裕平零售市場，附近有後甲消防分隊、府東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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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聖里（Guansheng Village） 

現有關聖公園、千禧公園兩座公園及關聖社區活動中心，做為里民休閒活動，

寓教於樂之場所，定期辦理節慶活動，提升里內文化水準。並於民國 106 年 2 月

在社區活動中心三樓設置長期照顧 10 年計畫 2.0－C 級巷弄長照站(長照柑仔

店)。提供社區長者健康促進、手做課程及臨時托顧服務，來帶動社區長者，延

緩退化，並獲得長者喜愛，樂於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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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聖里照片集錦 

  關聖社區活動中心 千禧公園 

  關聖公園 虎尾寮公有零售市場 

  後甲消防分隊 府東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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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國里（Weigu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衛國里共 791 戶，門牌數共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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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考量戶數及門牌接近 1,000，加上部分地方老屋改建及建地新建，人口持續增

加。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衛國里共 25 鄰，調整後衛國里共 7 鄰，

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衛國里北以林森路二段 190 巷與崇誨里為接壤，東以裕農路 43 巷與崇誨里

接壤，西以林森路二段為界與中西里接壤，南以衛國街、衛國街 110 巷、裕農路

43 巷與新東里接壤。 

衛國里中心環境為東門國宅，主要街道為衛國街 110 巷、112 巷及 114 巷，

國宅外圍為林森路二段 190 巷 6 弄、11 弄及 18 弄等；靠衛國街 112 巷底衛國公

園及 114 巷 9 弄國宅好望角公園，為里民住戶休閒活動場所；另於衛國街 114 巷

2 號設有國宅管理服務站。衛國里對外交通便利，外圍道路有東門路及林森路二

段，食衣住行等生活機能良好；衛國里里內鄰近成大醫院、新樓醫院，提供里民

良好的醫療服務。此外，里內主要學區為勝利國民小學及後甲國民中學，方便莘

莘學子就學。 

為了倡導運動風潮，臺南市第一座自辦運動休閒體健中心於 106 年 12 月落

腳衛國里活動中心，由臺南市政府民政局試營運中，中心提供了跑步機、直立及

靠背式腳踏車、橢圓機等多種有氧健身器材。衛國里活動中心三樓原為瑜伽教室

與里辦公處，已重新規劃為體健中心，為節省人事管理成本，採電子化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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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國里（Weiguo Village） 

開放民眾持一卡通或市民卡消費。 

衛國里活動中心及衛國公園，是里民休閒、交流的重要據點；里內亦成立社

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巡守隊等，每年並定期辦理各項活動，已

成為衛國里里民學習交流、關懷互助之重要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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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國里照片集錦 

  
衛國公園 衛國里活動中心 

  
台南市民運動休閒體健中心 衛國街 114 巷 9 弄好望角 

 
 

衛國街 110 巷 東門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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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善里（Chongsh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崇善里共 2,267 戶，門牌數共 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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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崇善里共 26 鄰，調整後崇善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崇善里北邊以中華東路三段與崇信里為界，東邊以仁和路與和平里及仁和里

為界，西邊以崇善路與崇德、崇文、崇成里為界，南邊以崇善東路與德高里為界。 

崇善里早期以務農為主，後來開發為『仁和工業區』。此區原為農地，且為

德高里的一部分，後來到了民國 71 年（1982 年）08 月 01 日才從該里獨立出來，

崇善里界最長的一邊為崇善路，故取名為崇善里。 

位於崇善八街 48 號的『玉勅良寶宮』係本里信仰廟宇，吳府千歲為鎮殿主

神，並率十二瘟王、三十六進士諸神普渡眾生，行醫救世。後因參香爐下信徒日

增，於民國 82 年，歲次癸酉，眾人合力重建修繕，於民國 84 年整修完成，供民

眾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其香火鼎盛，神澤庇佑，如今已成為里民的信仰中

心。 

崇善里為四期重劃區，因人口劇增產生之里，原為『仁和工業區』而自重劃

後成為低密度住宅區進而形塑為高級住宅區。崇善里內街道路開闢係採用條例式

設計，街道四通八達，近幾年有新大樓興建及商業開發，不只提高里內生活機能，

亦創造了崇善里兼具傳統文化與現代開發相互輝映之景。 

崇善里主要公共設施為崇善里活動中心、崇善公園及仁和公園，是崇善里民

休閒、交流的重要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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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善里照片集錦 

  玉敕良寶宮 崇善里活動中心 

  

 

崇善公園 仁和公園 

  中華東路三段街景 主基督榮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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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強里（Fuci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富強里共 2,026 戶，門牌數共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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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富強里共 31 鄰，調整後富強里共 2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富強里東邊以中華東路二段為界，西邊以裕農路 288 巷 70 弄、東門路二段

301 巷為界，北邊以裕農路為界，南邊以東門路二段為界。 

富強里原屬虎尾里，於民國 68 年里行政區域調整後，從虎尾里劃分而成。

富強里界最長的一邊為富強路（現為東門路二段），故取名為富強里。 

一進入富強里里界，映入眼簾的即是繫上紅色絲帶的百年老神榕。老榕樹所

在位置，歷史上為商賈人潮往來必經之處。榕樹下設有香火可供人參拜，祈求風

調雨順，國泰民安。轄內另一代表地標為古蹟－關帝殿，主祀關聖帝君。關帝殿

曾被列為三級古蹟，其淵源最早可追溯至清朝嘉慶年間，後雖因重建而失其三級

古蹟地位，但其香火鼎盛，神澤庇佑，如今已變成富強里里民的信仰中心。 

富強里為一傳統與現代新舊交融之里。里內以舊式社區為主，巷弄狹小，多

屬低矮房舍或舊式透天厝，於中華東路二段 22 巷內現仍保有傳統三合院建築。

但隨著都市建設，近幾年已有新大樓興建及商業開發，轄內主要幹道聚集各式餐

飲及零售業，不只提高里內生活機能，亦創造了富強里兼具傳統文化與現代開發

相互輝映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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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強里（Fuciang Village） 

富強里主要公共設施為富強里活動中心及富強公園，是富強里民休閒、交流

的重要據點。里內亦成立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長青學苑及多

項節慶活動。此外，富強里擁有堅強的志工團隊，與每一位里民共同守護，打造

出讓里民「富」足「強」身的富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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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強里照片集錦 

  東門路二段 301 巷口百年老榕樹 富強里活動中心 

  三級古蹟關帝殿 東門路二段黃花風鈴木（1 至 3 月） 

  裕農路與裕農路 288 巷街景 中華東路二段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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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下里（Weisi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圍下里共 989 戶，門牌數共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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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戶數接近 1,000 戶，且門牌數達 1,341 個，加上有些老屋將改建且位於火

車站周邊，人潮聚集，戶數會持續增加，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圍

下里共 24 鄰，調整後圍下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圍下里北以東寧路西段與成大里接壤，東以勝利路與中西里為界，西以北門

路一段與中西區相隔，南以青年路及新樓街與東門里相鄰。 

圍下里環境單純，公九公園是里民重要的休憩場所，另有紡織廠舊廠區尚有

部分綠地、其他綠地 489 平方公尺。圍下里勝利路及青年路一帶商店林立。 

圍下里在日治時期名為竹圍町（二丁目），二戰後行政區域整編，因本里位

於西竹圍之南，故名為圍下里，71 年 08 月間行政區域調整將圍下里四分之一的

面積及人口劃撥大廟里（今東門里）。 

一進入圍下里里界，映入眼簾的即是知事官邸。知事官邸建於 1900 年（明

治 33 年），現為臺南市定古蹟，臺南人暱稱為「時鐘樓」。該建築除作為地方知

事的官邸外，另一個重要用途是作為日本皇族外出時的「御泊所」，在臺灣歷史

上該建築是南臺灣唯一設計作為供皇族居住的行館，至 1941 年為止，有近二十

位日本皇族曾到訪停留於此地，比作為總督官邸的臺北賓館數量還來得多，足見

該建築在臺灣日治時期歷史中重要的角色，尤其 1923 年當時的裕仁太子（後為

昭和天皇）來臺參訪於曾下塌於此。知事官邸 1900 年建造初期為和洋兩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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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下里（Weisia Village） 

前古蹟即開放本體為洋館部分，和館目前尚未修護，在 1936 年之後在後方加設

有地下防空壕，現在規模有部分為戰後所改建，戰後短暫作為臺灣鹽務總局與地

政所使用，1980 年代作為民防指揮部及區公所使用並在前方加蓋臺南市機關員工

消費合作社聯合社，1998 年方被列為市定古蹟。 

圍下里為一傳統與現代新舊交融之里。里內有舊式社區，多為低矮房舍或舊

式透天厝，道路四通八達，東有勝利路，南有新樓街，里內巷弄居多，皆為 6-8

米道路，因位處市區，對外交通便利。而近幾年在新大樓興建及商業開發下，轄

內主要幹道聚集各式住宅、餐飲及零售業，且因鄰近新樓醫院，轄內又有中、西

藥房與診所，就醫方便，醫療環境尚稱便利。 

圍下里主要公共設施為東門圍下里臨時活動中心、臺南就業中心、知事官邸

及青年公園，是圍下里民休閒、交流的重要據點，里內更有博愛國民小、光華高

級中學及基督教會與天宮等等，集藝文古蹟、教育及宗教於一里，加上熱鬧的北

門路商圈，更呈現圍下里融合古典與現代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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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下里照片集錦 

  博愛國民小學 光華高級中學 

  東門里圍下里臨時活動中心 天宮 

  臺南就業中心 知事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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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東里（Siao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小東里共 1,983 戶，門牌數共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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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小東里共 36 鄰，調整後小東里共 2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小東里北以小東路與北區為界，東以東興路與莊敬里為界，西以東和路與大

學里為界，南以東平路與東光里為界。 

小東里地居小東路中段，小東路拓寬，里內商店林立，房屋鱗次櫛比，更使

小東里演變成一繁榮和諧之社區型態。小東里因位於小東路之南而得名，乃日據

時代跑馬競技場，光復後政府設砲訓中心於此，由軍眷帶動而成農工部落。 

里內道路開闢係採用條例式設計，街道四通八達，整齊井然。由東往西分別

為東興路、光明街及東安路為里內主要幹道，由北向南為小東路雙號側、東和路

及東平路雙號側，轄內範圍大致為四邊形。 

小東里屬都市型住宅區域，最初以軍眷為多，因位於小東路旁，交通便利，

而後甲國民中學設置於小東里轄區內，兼之以成功大學為鄰，今經濟發達，民生

富裕，教育已非常普及。轄區內有後甲國民中學，臨近東光國民小學及成功大學，

就學方便。 

現今社區居民以轄區護東宮為主要信仰中心，且有小東社區活動中心，提供

里民休閒活動場所。里內光明公園改建完成後，大大提升四周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附近有設備完善的成大醫院，就醫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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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東里照片集錦 

  護東宮 小東社區活動中心 

  小東路街景-天闕大樓 光明街景 

  光明公園 臺南市立小康幼兒園-小東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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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里（Dasyu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學里共 592 戶，門牌數共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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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戶數未達 1,000 戶，但門牌數接近 1,000 個；另因本里為成大校區，轄區面積

廣大，數千成大學生租屋住宿於此，且每日出入本區之人口數以萬計，造成本區

治安、交通、環保、衛生等問題複雜，如予合併，勢必衍生更多問題難以處理，

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大學里共 23 鄰，調整後大學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學里北以小東路與北區為界，東與小東里、東光里、東明里接壤，西以勝

利路與成大里為界，南以東寧路與中西里為界。 

大學里主要幹道為勝利路、大學路、小東路、長榮路三段、林森路二段及東

寧路，交通便利四通八達。大學里居民包括成大及南一中教職員、學生、商戶，

沒有工廠及農田。小吃店與特色餐廳分佈於長榮路三段、大學路 18 巷與 22 巷為

最大特色。里內附近有設備完善的成大醫院，就醫方便。 

轄內後甲國民中學、臺南一中、成功大學之成功校區、勝利校區與自強校區

分佈於里轄區三分之二範圍，轄內公園林立，大型公園如東和公園、東興公園等，

更有多個轉角處之小型鄰里公園如學人廣場、靜觀園、E3 廣場、至善園，皆由里

辦公處認養，由居民及里內志工共同維護，草木扶疏，綠意盎然，成為大學里亮

眼之處。主要公共設施為大學東寧社區聯合活動中心，是里民主要的休閒活動場

所，提供里民休閒、交流的重要據點，提昇里內之文化水平，並定期辦理各式節

慶活動，打造出人文宜居的優質里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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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里照片集錦 

  至善園 E3 廣場 

  學人廣場 靜觀園 

  大學東寧社區活動中心 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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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山里（Longsh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龍山里共 2,361 戶，門牌數共 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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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龍山里共 24 鄰，調整後龍山里共 2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龍山里北以東門路一、二段與東門里、中西里、東安里、新東里、富裕里為

界，東以崇學路與崇信里為界，西與泉南里接壤，南以崇善路、林森路與德光里

為界。 

前清以來，轄內居民因地處偏遠，故心性虔篤，並遍禮佛，因當時在本里轄

內有座龍山古寺，香火鼎盛，儼成居民精神支柱，故自本省光復以來，就將本里

定名為「龍山里」。 

里內居民普遍禮佛，故寺廟眾多，除前述龍山寺外，尚有龍山殿、修禪院、

太保宮……等廟宇，皆為里民傾吐心聲，修心養性之所。 

轄內環保局藏金閣為全國第一個地方環保機關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場所認

證，且為全國第一個公家機構運用閒置建築物所設置環境教育場所，是提供民眾、

學校戶外教學、機關團體實施環境教育戶外學習的好去處。龍山社區活動中心位

於林森路一段三角公園內，空氣新鮮風景優美，停車方便，為一棟四層樓建築物。 

本里轄內機關林立，有審計部臺南審計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東區衛生所、

東門派出所、第一分局東門消防分隊、東南地政事務所等；鄰近有勝利國民小學、

崇學國民小學、德光女中等學校，里民洽公、就學甚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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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山里照片集錦 

  龍山社區活動中心 龍山寺 

  修禪院 東門聖教會 

  三角公園 藏金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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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里（Huw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虎尾里共 2,131 戶，門牌數共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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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虎尾里共 37 鄰，調整後虎尾里共 3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虎尾里北以富農街一段 188 巷、東成街 131 巷、東成街為界與復興里接壤，

東與仁德區仁德里接壤，西以東成街、富農街一段與自強里接壤，南以東門路三

段與和平里為界。 

考其虎尾里里名緣由，以其原為窮鄉僻壤，無人居住，後經前人開墾搭建茅

草居住工寮，日久漸成聚落，故取其簡陋之意取名「虎尾寮」。光復後（民國 34

年）行政區域整編而命名為改稱虎尾里。 

虎尾里為一由舊部落蛻變成新興社區之里，街道四通八達。原本大都是農田，

地勢較低且人口稀少，其後社會結構變化，鄰近縣市人口湧入，人口數大幅增加。

轄內主要幹道如東門路三段、東成街及富農街一段餐飲業、零售業林立，應有盡

有，有效提供在地人口生活機能所需。 

虎尾里一重大公共設施為虎尾里活動中心，於民國 99年由區公所興建完工。

跳脫傳統將活動中心用來辦桌的觀念，將活動中心變成確實提供里民集會、文康

活動處所，目前已成為虎尾里里民學習交流、關懷互助之重要場域。每年定期辦

理各項活動，並設有媽媽教室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有效提升里內藝術人口與提

升生活品質，並獲里民相當大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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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尾里（Huwei Village） 

虎尾里里內有 2 個鄰里公園，分別為東成公園（東成街 150 號）與富農公園

（富農街一段 188 巷）。公園內綠樹成蔭，設有涼亭及多樣遊樂器材，成為里民

茶餘飯後休閒運動、聚會聊天的良好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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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尾里照片集錦 

  虎尾里活動中心 東成公園 

  富農公園 太子普安宮 

  東門路三段街景 三合院-里內僅存百年以上土角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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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里（Deg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德高里共 1,228 戶，門牌數共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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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德高里共 21 鄰，調整後德高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德高里北鄰仁和里，另以崇善東路與崇善里接壤，東邊與南邊為仁德區仁德

里，西以崇善路與大智里、崇文里接壤。 

據學者盧嘉興的考據，德高厝聚落舊稱下灣，乾隆 31 年（1766 年）臺灣縣

知縣趙愛頒「齒德可風」匾給成為鄉飲大賓的當地大戶陳家家主陳玉瓊，因當地

陳家有位「德高望重」的長者，是以大家尊稱此地為「德高厝」。而從德高厝上

帝廟所保有的乾隆 46 年（1781 年）石製香爐來看，可知當時已使用德高厝作為

地名。 

日治時期，原先的仁和里竹篙厝庄在大正 9 年（1920 年）改行五州二廳制後

變成臺南市底下的竹篙厝大字，二次大戰後沿用地名設有「竹篙里」，經盧嘉興

考證後，民國 66 年（1977 年）1 月依據「德高厝」之名改成「德高里」。 

一進入德高里里界，映入眼簾的即是轄內地標－上帝廟，廟內主祀玄天上帝，

每年遶境鄰近九里：德高本里、崇文里、崇成里、崇里、和平里、崇善里、東智

里、大智里及仁和里，為鄰近地區之信仰中心，上帝廟旁的八角亭空地經過綠美

化之後也成為里民休憩場所。另一代表地標為德高里活動中心，位於仁和路上，

不定時舉辦活動與辦理豐富課程，是里內活動主要場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7%B8%A3_(1684%E5%B9%B4-1887%E5%B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7%B8%A3_(1684%E5%B9%B4-1887%E5%B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99%E6%84%9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B7%E9%AB%98%E5%8E%9D%E4%B8%8A%E5%B8%9D%E5%BB%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B7%E9%AB%98%E5%8E%9D%E4%B8%8A%E5%B8%9D%E5%BB%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_(%E5%B7%9E%E8%BD%8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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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高里（Degao Village） 

德高里為一傳統與現代新舊交融之里。里內以一般透天住宅區為主，隨著土

地不斷開發，近幾年空地大量建成新住宅，轄內人口逐年增長。德高里里內主要

幹道為自由路一段、仁和路、崇善路及崇善東路，聚集各式餐飲及零售業，不只

提高里內生活機能，亦創造了德高里兼具傳統與現代開發相互輝映之景。 

德高里主要公共設施為德高里活動中心及竹篙厝公園，是德高里民休閒、交

流的重要據點。里內亦成立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關懷弱勢家庭、市民學苑及多項

節慶活動。里內有德高國民小學，常藉由與活動中心合作，辦理活動串起整里凝

聚力，也透過堅強的志工團隊，與每一位里民共同守護德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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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高里照片集錦 

  上帝廟 八角亭 

  德高里活動中心 竹篙厝公園 

  德高國民小學 大榕樹（仁和路與城東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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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敬里（Jhuangj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莊敬里共 1,748 戶，門牌數共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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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莊敬里共 28 鄰，調整後莊敬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莊敬里北以小東路與北區為界，東以中華東路一段與後甲里為界，西以東興

路、東興路 344 巷與小東里接壤，南以東平路與東光里為界。 

莊敬里原屬小東及東光兩里，於 71 年 08 月 01 日行政區域調整。里名因莊

敬里有一條莊敬路而得名。且於 74 年興建里活動中心 1 所。莊敬里內道路開闢

規劃整齊，街道四通八達，因位處市區故交通堪稱便捷。 

里內最顯著的地標為擁有兩座國際頂級複合式主題電影院的知名影城。為臺

南年輕學子休閒聚會的最佳場所之一。近年又因鄰近的大型購物商場成立，已形

成東區最大的購物、娛樂、美食中心。 

莊敬里東側也因著鄰近的平實公園林木密布，堪稱是森林公園，及近榮總臺

南分院，達到「醫養合一」，為地方打造優質生活環境；公園排水系統從過去往

莊敬里排放、改通往柴頭港溪，也解決過去莊敬里淹水問題。平實公園是未來捷

運藍、綠兩線的交會點，並會設國道轉運站，附近一號國道大灣交流道會有國道

客運行經莊敬里，也是東區與永康區的交通樞紐，是市民宜居的好地方。  



 

32-78 
 

 

  莊敬里照片集錦 

  莊敬里活動中心 莊敬派出所 

  念字聖堂 莊敬公園 

  中華東路二段 10 巷街景 中華東路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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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福里（Daf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福里共 917 戶，門牌數共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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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門牌數達 1,083 個，且里內社會局規畫之平價住宅即將拆除改建，預計增

加 300 戶，人口將會繼續增長，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大福里共 27

鄰，調整後大福里共 1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福里北以立德八路與大德里為界，東以縱貫鐵路與忠孝里為界，西以大同

路二段與南區為界，南以中華東路三段與崇明里為界。 

大福里於二戰後初期，乃路東里所轄之區域。民國 43 年 04 月因人口不斷增

加，致使路東里轄區擴大，為便利於推行里政，逐重新調整行政區域，始自路東

里劃分出大福里。因轄內有政府興建之忠孝新村、社會局所建之平價住宅，以及

部分民眾自行興建之住宅。使本里於住的方面大有福氣，因此取名為大福里。 

大福里單獨設立之前，里內原多磚瓦工廠及荒野，今磚瓦場廢，住宅興建，

房屋鱗次櫛比，里中央有公園一座，為里民休閒活動之好去處。本里除大同路附

近居民開店經商外，其餘純為住宅區。大福里之行政區域規劃成四方型，道路開

闢採用棋盤式設計，街道四通八達，主要道路東有大同路，南有中華東路，里內

巷弄居多，皆為 6-8 米道路，巷弄狹窄。大福里早期以務農為主，大部份農村子

弟必需幫忙種田，因而失去就學機會。如今經濟發達，民生富裕，教育已非常普

及。轄區內有大同國民小學，因此里內子弟就學方便。附近有設備完善的市立醫

院，就醫方便，醫療環境良好。有大福里活動中心，提昇里內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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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福里（Dafu Village） 

轄內於民國 60 年興建完成的大林平價住宅，經市府社會局 8 個月的努力輔

導協助下，106 年 9 月底 177 間住戶已全數搬離，臺南市政府於 106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8 時 30 分開始進行建物拆除，並預計 107 年開工，規劃設置公有停車場

及空地綠美化，以解決當地區域停車問題，進而營造低碳城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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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福里照片集錦 

  大聖殿 大福里活動中心 

  

 

 

 

 

大福里公園 立德二路街道景 

  大同國民小學 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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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里（Jhongs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忠孝里共 1,969 戶，門牌數共 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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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忠孝里共 41 鄰，調整後忠孝里共 2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忠孝里北以林森路一段（大同地下道）與泉南里為界，東以崇明路與德光里

及崇學里為界，西以縱貫鐵路為界與大福里、大德里、路東里接壤，南以中華陸

橋與崇明里接壤。 

忠孝里原屬大福里，民國 56 年行政區域調整劃分出忠孝里，又由於人口日

漸增多，71 年配合東區行政區域調整，與德高里劃分出崇明里。 

里內道路開闢，東為鐵路沿線，西為崇明路，北接林森路一段，南至中華東

路三段，里內巷弄四通八達。轄區內住商混合，榮譽街為主要平價商圈，亦有知

名大型百貨及大飯店，帶動消費產業發展，崇明路一帶更有賣場及藥局等，生活

機能完善便利。 

國立臺南大學榮譽校區坐落於本里，周邊有大同國民小學及崇明國民中學、

忠孝國民中學等兩所國中，因此里內子弟就學非常方便。臺南文化中心及忠孝里

活動中心，常舉辦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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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孝里照片集錦 

  臺南大學榮譽校區 崇明路街景 

 
 

臺南榮譽之家 文化派出所 

  臺南文化中心 忠孝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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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誨里（Chonghu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崇誨里共 1,256 戶，門牌數共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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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崇誨里共 34 鄰，調整後崇誨里共 1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崇誨里北以東寧路與東明里為界，東以裕豐街與裕農里接壤，西以林森路二

段為界，與中西里相鄰，南以裕豐街 185 巷、裕農路 43 巷、林森路二段 190 巷

為界，與新東里、衛國里相鄰。 

崇誨里原係一片甘蔗田荒野農耕地區，自興建崇誨新村後，周圍陸續興建民

房，由原有農村景觀轉為工商社會都市型態。崇誨里原為住宅區，且眷村佔大部

份，眷村改建為國宅大樓後，更形成為住宅集中區。 

崇誨里內街道四通八達，里內巷弄居多，皆為 6-8 米道路，巷弄狹窄，唯因

位處市區，交通堪稱便捷。 

崇誨里里內以老年人及外住人口居多，商店以餐飲為主要類別，生活機能佳，

附近有設備完善的成大醫院，就醫方便。 

里內除有鄰里公園外，亦有崇誨里活動中心，做為里民休閒活動，寓教於樂

之場所，提昇里內之文化水準，並定期辦理各式節慶活動，鄰近有崇誨市場，提

供里民購買新鮮蔬果，非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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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誨里照片集錦 

  崇誨公園 崇誨里活動中心 

  崇誨市場 臺南一中宿舍 

  林森路二段街景 崇誨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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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明里（Dongm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東明里共 1,477 戶，門牌數共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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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東明里共 33 鄰，調整後東明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東明里北以凱旋路為界與東光里接壤，東以東興路為界與東光里接壤，西與

大學里接壤，南以東寧路為界與崇誨里、裕農里接壤。 

東明里原屬東光里轄區，經行政區域調整劃分後，於民國 78 年 08 月，由東

光里分出自成一里，命名為東明里。 

里內道路開闢係採用棋盤式設計，街道四通八達，井然有序。由東往西分別

為東興路、怡東路、東安路及東寧路 201 巷為里內主要幹道，由北向南為凱旋路、

東安路 92 巷至怡東路 86 巷、東安路 48 巷至怡東路 58 巷及東寧路，轄內範圍道

路排列成一方型。 

轄內以住商混合為主，商店以餐飲業為主要類別，其他零售業為輔，生活機

能佳。自東寧路及凱旋路整建後，商店及公寓更是有增無減，人口與日俱增。本

里緊鄰東光國民小學，方便莘莘學子就學，怡東路上的怡東幼稚園提供兒童的啟

蒙教育，東寧路上之郵局，提供了里民更便捷的生活機能。 

東寧運動公園完善的設施提供了社區居民良好的休閒運動環境，另外，東明

里臨時活動中心，為里民聯繫情誼的場所，里內因應節日舉辦各式活動，打造出

健康樂活、人文宜居的優質里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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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明里照片集錦 

  東寧運動公園 東明里臨時活動中心 

  東安路鬧區街廓 怡東路郵局 

  東安路巷弄街景 東興路巷弄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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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里（Chongd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崇德里共 1,974 戶，門牌數共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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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崇德里共 25 鄰，調整後崇德里共 2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崇德里北邊以崇善路與崇善里為界，東邊以崇道路與崇成里為界，西邊以中

華東路三段與崇學里為界，南邊以崇明路與崇明里為界。 

崇德里原屬崇善里，於民國 79 年因人口驟增，經里行政區域調整後，從崇

善里劃分而獨立，取名為崇德里。 

一進入崇德里里界，映入眼簾的即是熱鬧的崇義市場，崇義市場內及周邊皆

有許多攤販，崇德里民會利用下午休閒時間去逛崇義市場。而轄內另代表地標為

－開帝殿及華光堂，其香火鼎盛，神澤庇佑。 

崇德里早期涵蓋在竹篙厝舊部落內，地勢平坦，住民大都務農為生，農作物

大部份為甘蔗、甘藷、玉米、花生。其田園景觀頗具農業社會色彩，四期重劃區

開發後以後，人口大量流入，高樓櫛比商家雲集，市區景觀已然成型。農業逐遭

新興的工商業所替代而走入歷史進化中。里附近有市立醫院，設施齊全，就醫方

便，醫療環境良好。臺南文化中心與崇德里毗鄰，其外觀設計藝術化、公園化，

是休閒的好去處。內部音樂廳常有國際水準的音樂、舞蹈、歌劇等表演，文化受

勳崇德里助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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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德里（Chongde Village） 

崇德里主要公共設施為崇德里活動中心及崇德公園，里內亦成立社區發展協

會及多項節慶活動，是崇德里民休閒、交流的重要據點，抑是辦理各項活動、集

會達成共識推動里政行政活動的所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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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德里照片集錦 

  開帝殿 崇德公園 

  崇德里活動中心 崇德六街華光堂 

  中華東路三段街景 崇德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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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智里（Dongjhih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東智里共 952 戶，門牌數共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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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考量門牌數超過 1,000 個，且鐵路地下化合宜住宅已蓋五棟大樓約 400 戶

已近完工，陸續會有民眾遷入，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東智里共 19

鄰，調整後東智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東智里位於東區東南邊陲，東隔長東街與大智里毗鄰，西臨大同路尾與南區

大恩里相望，北以生產路為界接崇明里、崇成里、崇文里，南以崇賢一路、崇德

三十四街與仁德區仁愛里、仁和里及成功里為界。 

東智里於民國 63 年 07 月 01 日行政區域調整時，由德高里劃分出大智里，

復近年人口激增，於民國 83 年 05 月 01 日再劃分出現今之東智里。 

東智里於崇德路以東，由北到南為生產路起至崇德 34 街，東起長東街，西

至崇德路，為本地居民主要生活鬧區；崇德路以西至大同路二段，規劃臺南副都

心重劃區，道路設計由南到北為崇吉一街至崇吉六街，東起崇德路，西至大同路

二段，重劃區以空地為多。 

台糖研試所、台糖蘭花展示場、台糖冰廠設立於生產路，特色商店常吸引許

多遊客前來，另因應臺南鐵路地下化，已於生產路建設南鐵照顧住宅，周邊並有

公 60 與公 61 公園，未來可提供居民休閒和育樂。 

里內雖無學校，惟鄰近東區德高里德高國民小學、仁德區虎山國民小學、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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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智里（Dongjhih Village） 

和國民小學及崇明里崇明國民中學，方便莘莘學子就學。東智里周邊並有臺南市

立醫院，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治安生活機能良好。 

東智公園，由里辦公處認養，由當地熱心居民共同維護，綠意盎然，是里民

主要的休閒活動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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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智里照片集錦 

  德東街街景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順天宮大榕樹休息區 南鐵照顧住宅-和築真邦 

  崇德路街景 東智里陽光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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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聖里（Dongs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東聖里共 1,115 戶，門牌數共 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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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東聖里共 22 鄰，調整後東聖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東聖里北以裕農路與後甲里接壤，東以富農街二段與關聖里、南聖里、文聖

等里接壤，西以中華東路二段與富強里接壤，南以中華東路二段 133 巷與自強里

接壤。 

東聖里位於虎尾寮地段，原屬關聖里，於 83 年 08 月行政區域調整，命名為

東聖里。東聖里內道路開闢整齊規畫，街道四通八達，因位處市區，故交通堪稱

便捷；東聖里附近計有慈幼工商、復興國民小學、東光國民小學、後甲國民中學、

復興國民中學等學校，為文風鼎盛之地區，提供東聖里多元就學環境，嘉惠東聖

里學子無數；東聖里里界中華東路二段 133 巷另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後

甲派出所接壤，對於本里治安維護功不可沒。 

東聖里原有活動中心於民國 102 年整修完成，配有各式休閒設備，一樓為禮

堂及卡拉 OK 歡唱設備、二樓及三樓為大型教室、地下室配有桌球桌，提供本里

里民於閒暇之餘連絡感情、凝聚本里團結意向最佳場所；另於活動中心側邊設有

資源回收站，提供東聖里里民優質環保回收環境。 

  



 

32-95 
 

 

  東聖里照片集錦 

  東聖里活動中心 中華東路二段 

  富農街二段 73 巷街道 中華東路二段 41 巷 

  中華東路二段 133 巷 富農街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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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成里（Chongc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崇成里共 1,338 戶，門牌數共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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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崇成里共 25 鄰，調整後崇成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崇成里東以崇善路為界，西以崇明路為界、北以崇道路為界、南以崇德十五

街、崇德路、生產路為界。 

崇成里位於崇善里西側，於民國 83 年行政區域調整，從崇善里劃分而成，

取名為崇成里。民國 91 年 02 月 04 日本市里鄰編組調整，分出部份為崇文里。 

崇成里里內道路開闢係採用條例式設計，街道四通八達，整齊井然。由東往

西分別為崇善路、崇德路及崇明路為里內主要幹道，由北向南為崇道路、崇德十

二街至崇德十五街單號側、崇明十五街至崇明二十五街，轄內範圍道路排列成一

L 形。 

轄內以住商混合為主，商店以餐飲業為主要類別，其他零售業為輔，生活機

能佳。里內另有設備完善之臺南市立醫院，提供市民良好醫療服務，並帶動周邊

醫療附屬產業發展。此外，在教育方面，里內主要學區為崇明國民小學及崇明國

民中學，方便莘莘學子就學。 

另外，崇成里與崇文里共用崇文暨崇成里聯合活動中心，做為里民休閒、寓

教於樂之場所，里內定期辦理各式節慶活動，打造出人文宜居的優質里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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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成里照片集錦 

  崇文暨崇成里聯合活動中心 臺南市立醫院 

  崇德路街景 崇善路街景 

  崇明路街景 崇道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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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門里（Dongme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東門里共 935 戶，門牌數共 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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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考量戶數接近 1,000 戶，門牌達 1,265 個，且因位於火車站周邊，待鐵路

地下化完成，人口將會大幅增加，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東門里共

25 鄰，調整後東門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東門里北以青年路、東榮街、新樓街、慶中街為界，東以勝利路為界，西以

北門路一段與中西區為界，南以東門路一段為界。 

東門里因里界在東門城邊，故定名為東門里。東門里有「台南神學院」，創

校可追溯至 1869 年李庥牧師及馬雅各醫生，在旗後、府城所設立的「傳道者養

成班」（Student’s Class），1876 年巴克禮牧師再將兩者合併為「府城學院」

（Capital College）。1903 年建立現址校舍，1948 年更改校名為台南神學院迄

今。代表性寺廟為臺南彌陀寺建於明鄭鄭經時期，為臺南四大古剎之一（註：臺

南四大古剎分別是彌陀寺、開元寺、法華寺與竹溪寺），考證創建年份在明末永

曆年間，西元 1718 年（清康熙 17 年），監生董大彩、鼎中堂等籌資重建，後屢

增修，被評為府城七寺八廟之一。 

東門里為一傳統與現代新舊交融之里。里內以舊式社區為主，現代化建築以

東榮街「成大砌」為高級住宅表徵，北門路一段為臺南火車站周圍延伸之商店路

段，有書局、醫院、醫事檢驗所等。寺廟教會林立，有大人廟、祝三多廟、地藏

王菩薩祠、台南東門巴克禮紀念教會、台灣教會公報社於此，巴克禮牧師故居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9%84%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9%84%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9%96%8B%E5%85%83%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6%B3%95%E8%8F%AF%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B9%E6%BA%AA%E5%AF%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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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門里（Dongmen Village） 

（神學院校區），可謂宗教文化薈萃之里，保有臺南古都淳樸民風之巷弄景觀，

輝映成趣的城邊意象。 

東門里主要公共設施為新樓醫院，全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

人」，雖是醫療財團法人，不僅是里民健康診治之庇護所，亦是全市公共醫療指

標性西式醫院，具有完善的醫療設備與專業醫護團隊。另青年路公有停車場，擬

建造東門里活動中心及立體停車場，形成複合式新指標建築物，以疏解市區交通

壅塞的瓶頸。活動中心的成立，可以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長青學苑或者青年

健身運動中心及多項節慶活動。此外，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完成後，將形成

北門路綠色廊道，是個居塵世而不染，悠活瀟灑、稱心快意的鄰里。 

尤其東門城是臺灣府建城，第一座動工興建的城門是大東門，1985 年 11 月

27日，大東門被政府公告為三級古蹟。現在的大東門位於東門路一段與勝利路口，

以圓環形式坐落於道路中央，是臺南市的地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9%96%80%E8%B7%AF_(%E8%87%BA%E5%8D%97%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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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門里照片集錦 

  台南神學院 巴克禮故居（神學院校區） 

  新樓醫院 彌陀寺 

  台灣教會公報社 祝三多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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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里（Chengd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成大里共 1,095 戶，門牌數共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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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成大里共 31 鄰，調整後成大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成大里北以小東路與北區為界，東以勝利路與大學里為界，西以北門路與北

區、中西區為界，南以東寧路西段與圍下里為界。 

成大里係 91 年 2 月 4 日里鄰編組調整合併由原前鋒里、育樂里、部分圍上

里等三里合併而成一里，其合併之理由是此三里戶數均不足六百戶，均屬小里，

而由此三小里合併成為一個大里，故取名成大里。 

成大里國小學區屬博愛國民小學，臺南一中西側校區及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位

於成大里；榮民服務處設於成大里；里內有兩座（勝和宮、廣合堂）寺廟，亦有

私家神壇，但並無教堂。 

成大里商業發達，遠東百貨公司在里內經營，另外成大里育樂街商業活動機

能鼎盛，工業則僅有零星之小型加工代工業，里民大多從事商業、工業等職業為

主或在成大里工作或在他地工作，至於從事漁業、牧業者則甚少。 

成大里因臨近火車站，且國立成功大學及臺南第一高級中學附近汽車機車停

車需求頗大，市府於 105 年將救國團舊址闢成停車場，有效紓解停車亂象，成大

里有一處公園綠地，為居民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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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里照片集錦 

  火車站前站 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後門 

  前鋒路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成大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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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里（Dat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同里共 1,451 戶，門牌數共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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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大同里共 35 鄰，調整後大同里共 2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同里北以東門路一段為界，東以縱貫鐵路為界，西以大同路一段為界，南

以林森路一段為界。 

里內自然環境因百分之八十屬小山坡地，地勢偏高，僅少部分地勢較低。於

91 年 02 月 04 日里鄰編組調整合併原有府宅里、川東里及大興里等三里合併為大

同里。 

大同里由於社會型態及經濟結構之變遷，就業狀況由過去的作工，牛車工，

雜工，轉變為商業、服務業等型態。大同里內因皆為舊部落組成，所以里內多為

小巷道，車行不易，但因小巷四通八達且對外有大同路、林森路、東門路等對外

道路，所以交通尚稱便利。 

大同里里內雖無學校，學區為鄰近之大同國民小學及忠孝國民中學，就學尚

屬方便。里內有設備完善的衛福部胸腔病院門診部，就醫方便。 

除了本身擁有鄰里公園外，亦有大同里活動中心，提供給居民休閒和育樂。

南邊近鄰的臺南文化中心常有國際水準的音樂、舞蹈、歌劇等表演，對提昇里內

的文化水平頗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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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里照片集錦 

  南鰲慈惠堂 府連地下道 

  衛福部胸腔病院門診部 大同里活動中心 

  伍佛堂 大同地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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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光里（Degu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德光里共 1,842 戶，門牌數共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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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德光里共 24 鄰，調整後德光里共 2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德光里北以崇善路與龍山里為界，東以崇學路與崇學里為界，西以林森路一

段與龍山里為界，南以崇明路與忠孝里為界。 

德光里原屬龍山里，於民國 90 年里鄰區域調整，由龍山里劃分出而組成本

里，考其里名之由來，乃因里內有德光街及德光女中而命名。德光里內街道四通

八達，東有崇學路，南有崇明路，里內巷弄居多，皆為 8-10 米道路，位處市區，

對外交通堪稱便利，故交通便捷。 

轄區內有德光女中及附設幼稚園，鄰近有崇學國民小學、忠孝國民中學，因

此里內子弟就學非常方便。附近有設備完善的市立醫院，就醫方便，醫療環境良

好，里內機關學校眾多，德光中學、臺南監理站、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等，亦有

著名的大東夜市。 

德光里活動中心於民國 99 年 01 月 08 日啟用，屬於二層樓里活動中心。一

樓樓地板面積 499 平方公尺，二樓樓地板面積 492 平方公尺，可提供里民文化、

教育、社福及集會等活動，達到提升文康休閒生活。 

里內有臺南監理站位於崇德路 1 號，佔地 45,000 平方公尺，增設大客、貨

車及聯結車考驗場，並全面實施電腦化作業，為南部地區最具規模之監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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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光里照片集錦 

  德光里活動中心 德光中學 

  大東夜市 臺南監理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臺南分局 

德光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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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里（Chongsi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崇信里共 2,322 戶，門牌數共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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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崇信里共 28 鄰，調整後崇信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崇信里北以東門路與富強里相望，東以中華東路與崇善里為界，西以崇學路

與龍山里比鄰，南以崇善路與崇學里為界。 

崇信里大多為住宅區，無明顯特別象徵崇信里之地物，乃以其中橫貫本里最

大一條街－『崇信街』，為主，命其名崇信里。 

崇信里原先大部份皆為農耕地，自東區行政中心移遷本里後，佔地利之便，

帶動地方繁榮，工商服務業群雄並起，集合式住宅雨後春筍般林立，生機無限。

崇信里轄內有東區區公所、戶政事務所等行政機關，及大小醫療院所計有四家，

唯尚缺里民活動集合場所尚待極力爭取，提供休憩、集會及活動之用。 

崇信里人口密集且無綠地空間可供居民活動，但所幸鄰近學校活動空間尚可，

且區公所與戶政事務所均在里內民眾申請資料甚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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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信里照片集錦 

  東區區公所 府東戶政事務所 

  崇學路街景 崇學路 230 巷街景 

  元帥宮 崇信街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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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里（Chongwu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崇文里共 2,734 戶，門牌數共 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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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考量里長服務能量可以負荷，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崇文

里共 40 鄰，調整後崇文里共 3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崇文里北以崇德十五街為界與崇成里接壤，東以崇善路為界與崇善里、德高

里接壤，西以崇德路為界與崇成里接壤，南以生產路為界與東智里、大智里接壤。 

崇文里位於崇成里南側，於民國 91 年行政區域調整，從崇成里劃分而成，

因本里生活品質、素養均很高，取名為崇文里。 

崇文里里內道路開闢係採用條例式設計，街道四通八達，整齊井然。由東往

西分別為崇善路、崇德路及為里內主要幹道，由北向南為崇德十五街雙號側至生

產路，轄內代表地標為崇文暨崇成里聯合活動中心，位於崇德路 691 號，活動中

心內常舉辦大大小小之活動，也供民眾租借使用。 

轄內以住商混合為主，商店以餐飲業為主要類別，其他零售業為輔，生活機

能佳。里內附近有設備完善的市立醫院，就醫方便。 

另外，崇文里與崇成里共用崇文暨崇成里聯合活動中心，做為里民休閒、寓

教於樂之場所，里內定期辦理各式節慶活動，打造出人文宜居的優質里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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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文里照片集錦 

  崇文暨崇成里活動中心 崇德路街景 

  崇德學苑 崇德聖堂 

  生產路陽光大樓 崇善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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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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 戶，門牌數共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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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復興里共 23 鄰，調整後復興里共 2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復興里東邊以裕忠路為界與裕聖里接壤、部分接仁德區仁德里，西面以富農

街一段迎對自強里，南邊以富農街一段 188 巷、東成街和虎尾里相鄰，北邊是以

裕學路、裕文路為界與文聖里接壤。 

復興里原屬自強里轄域內，因自強里戶口數快速增加，乃於 91 年 02 月 04

日因里鄰編組調整由自強里劃出 12 鄰而與虎尾里 6 個鄰劃編組成本里，考其里

名之命名，係因本里轄區內，有復興國民中學、復興國民小學而得名。 

復興里位於市郊，原本大都是農田，地勢較低、人口稀少，其後工商發達，

社會結構變化，近縣市人口湧入，始有今日之人口數，但由於里內有部份虎尾寮

重劃區，故尚有發展空間。 

復興里為一傳統與現代新舊交融之里。里內以舊式社區為主，巷弄狹小，多

屬低矮房舍或舊式透天厝及密集式大樓。但隨著都市化，近幾年已有商店開發，

轄內主要幹道聚集各式餐飲及零售業，有郵局、超商、學校，不只提高里內生活

機能，亦創造了復興里兼具傳統文化與現代開發相互輝映之景。另外，復興里有

復興國民中學、復興國民小學，尚有復興里活動中心，做為里民休閒、寓教於樂

之場所，里內定期辦理各式節慶活動，打造出人文宜居的優質里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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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里照片集錦 

  復興里活動中心 復興里活動中心旁公園 

  綠三角 復興之心 

  復興國民小學 復興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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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聖里（Yus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裕聖里共 1,975 戶，門牌數共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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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裕聖里共 21 鄰，調整後裕聖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裕聖里北以裕文路與文聖里為界，東與仁德區一甲里為界，裕忠路與復興里

為界，南與仁德區仁德里為界。 

裕聖里原屬虎尾里轄域內，因虎尾里戶數快速增加，民國 91 年 02 月 04 日

因里鄰編組調整由虎尾里劃出第 24 鄰而組成本里，考其里名之命名，因接近復

興國民中學、復興國民小學、城光中學，故取其名「聖」，本里附近街道名稱多

半有「裕」字，故以街名命名，稱「裕聖里」。 

裕聖里位於市郊，原本大都是農田，地勢東低西高、人口稀少，其後工商發

達，社會結構變化，近縣市人口湧入，始有今日之人口數，但由於里內可利用之

土地尚未達飽和，故尚有發展空間。裕聖里內道路開闢係採用棋盤式設計，街道

四通八達，主要道路有裕文路、裕敬路、裕忠路、裕孝路、裕信路、裕義路等，

對外銜接裕農路及東門路通往市區，並鄰高速公路仁德交流道，對外交通便利。

裕聖里屬新興高級住宅區，外來年輕人口居多，知識水準高並注重小孩教育。 

鄰近學區有復興國民小學、復興國民中學、裕文國民小學等 3 所學校，里內

子弟就學非常方便。裕聖里里內更擁有裕聖、裕敬、裕華三座公園及籃球場、槌

球場、停車場等，還有台南教會、鄰近嘉南療養院，虎尾寮的裕文圖書館也在裕

聖里里內，也有裕聖里活動中心，提供給居民最好的休閒和育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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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聖里照片集錦 

  裕文圖書館 裕聖里活動中心 

  裕聖公園 裕敬公園 

  裕華公園 台南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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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聖里（Nans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南聖里共 1,097 戶，門牌數共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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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南聖里共 16 鄰，調整後南聖里共 1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南聖里北以裕農路與後甲里為界，東與仁德區太子里相鄰，西以富農街二段

與東聖里為界，南以裕和路與關聖里為界。 

南聖里位關聖里西側，於民國 94 年 01 月份行政區域調整，從關聖里劃分而

成，取名為南聖里。 

南聖里位處臺南市東郊，裕農一街以西，屬一古老部落型態社區，以東之農

地已逐漸興建高樓，原住市區內居民移往漸多，在裕信路與裕和路口有一印象公

園，裕農路與裕孝路口有一後甲南聖社區聯合活動中心。 

轄內分為舊社區和新社區兩部分，舊社區以老式公寓和一般透天宅為主，商

店以餐飲為主要類別，生活機能佳，新社區以透天宅為主。南聖里位於虎尾寮重

劃區，道路規劃井然有序，四通八達，交通便利。 

南聖里有私立幼稚園 1 所，慈幼高工緊鄰南聖里，里內有南聖公園、後甲南

聖社區聯合活動中心，做為里民休閒活動、寓教於樂之場所，提升里內之文化水

準，並定期辦理各式節慶活動，打造出人文宜居的優質里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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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聖里照片集錦 

  南聖宮 信安宮 

  圓通寺 母佑幼兒園 

  南聖公園 後甲南聖社區聯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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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聖里（Wuns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文聖里共 1,824 戶，門牌數共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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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文聖里共 20 鄰，調整後文聖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文聖里北以裕平路與關聖里為界，東以高速公路經過裕德街與仁德區為界，

西以富農街二段與東聖里為界，南以裕文路與復興里及裕聖里為界。 

民國 95 年里行政區域調整後，從關聖里劃分出文聖里，本里因沿著里界有

一條裕文路，因而各取 1 字名之，取名為文聖里。 

里內道路開闢係採用條例式設計，街道四通八達，整齊井然。由東往西分別

為裕義路、裕信路、裕孝路及裕忠路為里內主要幹道，由北向南為裕平路、裕興

街及裕文路，交通堪稱便捷。 

轄內有連鎖飯店集團及其他零售業商店，生活機能佳。里民以信仰道、佛教

為主，次為基督教，里內有靈巖講堂及磐石教會；在教育方面，里內有裕文國民

小學、另周邊亦有復興國民小學及復興國民中學，方便本里莘莘學子就學。 

里內有文聖公園及裕平公園做為里民休閒、寓教於樂之場所，里內不定期辦

理各式活動，打造出人文宜居的優質里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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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聖里照片集錦 

  裕平公園 文聖公園 

  裕學路 裕文國民小學 

  磐石教會 靈嚴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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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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 富裕里 董進龍 東區 大德里 黃玉女 

東區 裕農里 陳良濱 東區 關聖里 周瑩琪 

東區 大智里 黃日新 東區 衛國里 陳盈良 

東區 崇學里 陳長提 東區 崇善里 黃榮裕 

東區 泉南里 洪孟甫 東區 富強里 李寶猜 

東區 仁和里 丁素禎 東區 圍下里 石桂霖 

東區 後甲里 王南寶 東區 小東里 黃貫中 

東區 東光里 許文能 東區 大學里 許俊雄 

東區 新東里 江豔嬪 東區 龍山里 許福銘 

東區 中西里 陳世安 東區 虎尾里 李泓嶢 

東區 東安里 施進賢 東區 德高里 王俊傑 

東區 崇明里 李仁慈 東區 莊敬里 林榮德 

東區 自強里 鍾聯家 東區 大福里 陳錦秀 

東區 和平里 洪榮俊 東區 忠孝里 蔡孟葦 

東區 路東里 楊華珍 東區 崇誨里 趙洪芝 

 



 

3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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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 東明里 郭秀琴 東區 德光里 曾國全 

東區 崇德里 陳福來 東區 崇信里 葉洋佐 

東區 東智里 陳素芳 東區 崇文里 陳冠瑒 

東區 東聖里 黃英慈 東區 復興里 陳郭玉指 

東區 崇成里 陳文進 東區 裕聖里 戴崇熙 

東區 東門里 陳憲明 東區 南聖里 周翊庭 

東區 成大里 凃飛鵬 東區 文聖里 鄭林勝時 

東區 大同里 謝明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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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1 
 

協助名錄 
 

特別感謝／時任東區區長吳明熙（現任勞工局副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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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勝楠 

執行團隊／臺南市東區區公所、臺南市府東戶政事務所（東區辦公處） 

執行編輯／陳景雲、梁祐瑱、葉志祥、鄭青原 

編審人員／陳育慶、陳惠雯、葉育廷、吳敏綺、鄒立德、王乙如、張可畏、 

張歸樵、吳宛玲、高天賜、黃伊絃、陳惠真、林芳綸、林冠亨、 

王榮玉、王心慈、蔡育婷、顏嘉琪、黃楷筑、陳建州、蔡明琦、 

姚志謙、許惠晴、蘇  容、陳進來、謝謹憶、孫瑛蓮、洪景仁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臺南市東區全球資訊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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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