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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南區位於臺南市西南端，東與東區及仁德區為界，南以二仁溪與高雄市茄萣

區為界，西鄰臺灣海峽，北與中西區接鄰，面積約 27.2681 平方公里。原轄下共

39 里、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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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里調整為

37里、844鄰調整為 624鄰，並於 107年 01 月 29日及 04月 30日分兩階段實施。 

南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後訂定。大成里、荔宅里進行整

編，以兩里住戶進行投票決定里名，投票後以大成里為新里名。日新里、白雪里

進行整編，兩里均為舊社區，位於南區鹽埕地區，兩里本有歷史淵源，以鹽埕里

為新里名。永寧里、省躬里僅進行里界調整，故仍維持原有名稱為永寧里、省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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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各里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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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6 年 04 月 10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一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4 月 29 日 
該日起區公所與各里討論並聽取地方相關建

議研擬里鄰調整方案規劃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2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說明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4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二次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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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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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公所 106 年 07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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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 37 區里鄰整編各區調整方案報告 

區公所 106 年 0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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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里 

荔宅里 
106 年 09 月 22 日 大成、荔宅里合併新里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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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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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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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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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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溪里 竹溪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7 

明德里 明德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9 

大成里 大成里、荔宅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11 

廣州里 廣州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14 

新昌里 新昌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16 

新興里 新興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18 

田寮里 田寮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20 

國宅里 國宅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22 

光明里 光明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24 

明亮里 明亮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26 

喜東里 喜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28 

喜北里 喜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30 

喜南里 喜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32 

省躬里 省躬里；另與永寧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34 

興農里 興農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36 

同安里 同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38 

佛壇里 佛壇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40 

大林里 大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42 

大忠里 大忠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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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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恩里 大恩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46 

新生里 新生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48 

再興里 再興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50 

明興里 明興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52 

文華里 文華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54 

金華里 金華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56 

南都里 南都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58 

開南里 開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60 

彰南里 彰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62 

建南里 建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64 

郡南里 郡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66 

府南里 府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68 

文南里 文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70 

鯤鯓里 鯤鯓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72 

松安里 松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74 

永寧里 永寧里；另與省躬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76 

南華里 南華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78 

鹽埕里 白雪里、日新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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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竹溪里（Jhus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竹溪里共 801 戶，門牌數共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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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慮門牌數已超過 1,000 個，未來仍有戶籍遷入可能性，里內尚有建地可

供開發，故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竹溪里共 13 鄰，調整後竹溪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竹溪里東以新生里為鄰、南以大林里為鄰，西以南門路為界與明德里為鄰，

北以健康路一段與中西區法華里、郡王里為鄰。 

竹溪里自民國 43 年 02 月 10 日行政區域調整時，成立竹溪里至今，因里內

有一古剎竹溪禪寺，故取名為竹溪里，本里大多為住宅區，沒有空氣污染，更少

有噪音吵雜，里內有市立體育場、棒球場、網球場、體育公園、勞工育樂中心及

松柏育樂中心、竹溪旁情人散步道及建立於清康熙 22 年「西元 1683 年」之名勝

古蹟─竹溪寺，可謂活動場所眾多，視野廣闊，環境優雅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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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溪里照片集錦 

  
竹溪寺 體育場 

  
棒球場 竹溪里活動中心 

  
竹溪 竹溪寺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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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里（Mingd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明德里共 395 戶，門牌數共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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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門牌數陸續增加中，里內水交社路 20 巷，未命名建案興建中，估約可增加 227

筆門牌，里內尚有建地可供開發，約 37,245 平方公尺，故未予調整。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明德里共 13 鄰，調整後明德里共 6 鄰，於 107 年 01月 29 日實施。 

明德里東以南門路與竹溪里、大林里為界，南以中華南路一段與建南里為界、

北與中西區南門里為界，西以西門路一段與府南里為界。 

明德里於日治時期與興中、荔宅兩里對外同稱水交社，光復後統稱為荔宅里；

民國 49 年由於人口增加再調整劃成興中里，民國 56 年再行調整為明德里，「興

中、荔宅、明德三里均為陸、空軍眷區」。轄內明德新村、實踐四村為軍眷區，

警察新村則居住現職及退休員警，博愛新村多為大陳義胞，大都從事小本生意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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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里照片集錦 

  
水交社區 明德社區公園 

  
明德里入口意象 活動中心 

  
眷村彩繪 警察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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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里（Dac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成里共 374 戶，門牌數共 439 個；荔宅

里共 243 戶，門牌共 424 個。大成里、荔宅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

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因二里相鄰，轄

內有大成國民中學及大成路，整編為大成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大成里共 9 鄰、

荔宅里共 10 鄰，調整後大成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成里北邊以健康路一段與中西區小西門里為鄰，東邊以水交社路與明德里

為鄰，南邊以南山公墓邊緣與明德里接壤，西邊以西門路一段與新興里、田寮里

接壤。 

大成里由大成里、荔宅里整編而成。 

原大成里原屬中區仙草里之一部份，民國 61 年 02 月 01 日行政區域調整時

成立本里。民國 71 年 05 月 01 日臺南市各區行政區域調整，將本里健康路以北，

五妃街以南，永福路一段以東，忠義路一段以西之部分劃出，歸中區進學里。因

里內有大成國民中學取名大成里，本里大多為中密度住宅區，沿健康路、西門路

一帶為商業用途，唯一商業區用地在健康路與西門路交叉口區塊，目前尚未開發。

聯外道路東有水交社路新闢道路，西有西門路 22米道路，北有健康路 20米道路，

對內由多條 6 米巷道縱橫交織，交通便利。 

原荔宅里於日治時期為日本海軍航空隊軍官俱樂部所在，俱樂部名為水交社，

亦為前日本時期官廳宿舍，二戰後為我空軍官兵眷屬居住區，仍沿名為水交社， 



 

33-12 
 

 

  大成里（Dacheng Village） 

日治時期種植果樹繁多，並有水塘及眷舍故名之為荔宅里，其後眷戶漸增乃續增

明德、興中二里，而空軍為紀念周志開烈士於民國 58 年將三里成立志開新村並

成立自治會，本里北有大成國民中學，東有志開國民小學，南鄰南山公墓，西接

大成國宅及市場，里內巷道劃分至為整齊，約略可劃分為二大區域，北邊之眷村

及南邊之退休員員宿舍「長青園」，車輛稀少，花木遍值，環境幽靜為一理想之

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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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里照片集錦 

  退休員工宿舍 大成國民中學 

  
水交社路街景 大成里活動中心 

  
百年棗樹 大成路一段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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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里（Guangjh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廣州里共 982 戶，門牌數共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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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里門牌數已達標準，未來有戶籍遷入可能，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廣州里共 27 鄰，調整後廣州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廣州里東鄰新昌里，南鄰再興里，西鄰文華里、文南里，北與中西區南廠里

為鄰。 

廣州里舊時為一內港，聚落以建安宮為中心，舊稱下林，其後港埠淤塞，漸

失內港之功能，仍有漁塭之出現，舊時本里南側為漁塭，北側為養殖水萍之塭，

舊稱水萍塭「為現公園之址」，原建里名為新昌，其後地方繁榮人口漸增，乃於

民國 61 年劃分為二里，更名為廣州，取義為紀念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起事之

光榮事跡以資紀念革命先烈，里內水萍塭公園為民眾運動、休閒好去處，更有客

家文化會館使民眾增進對客家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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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里照片集錦 

  
廣州公園 廣州公園 

  
水萍塭公園 水萍塭公園 

  
客家文化會館 廣州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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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昌里（Sinch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昌里共 1,077 戶，門牌數共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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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新昌里共 22 鄰，調整後新昌里共 1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昌里東鄰中西區小西門里，西鄰廣州里，南鄰新興里，北鄰中西區南廠里。 

新昌里在日治時期取名為「下林」，以建安宮寺廟為中心，原包括廣州里及

新興里部份，於民國 61 年曾劃分調整，民國 90 年里鄰調整減少 2 鄰。里內寺廟

建安宮經常辦理救濟事項對社會貢獻良多，並有藍晒圖為新興文創商圈，提供民

眾休閒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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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昌里照片集錦 

  
玉聖宮 建安宮 

  
藍晒圖 家畜肉類公會 

  
新昌里活動中心 藍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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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里（Sin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興里共 1,225 戶，門牌數共 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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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新興里共 24 鄰，調整後新興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興里東以西門路一段與大成里為界，北以五妃街與新昌里為界，西以三官

路與再興里為界，南以新興路與田寮里為界。 

新興里原屬於田寮里之一部份，於民國 64 年行政區域劃分後，因地處於新

興路北側，故取名「新興里」，本里原貌多是水萍塭及菜園，經政府規劃建設後

呈現現有面貌，各項公共設施完備，里內有社區活動中心及一所新興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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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里照片集錦 

  
三官大帝廟 夏林路街景 

  
新興社區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藝術季 

  
新興國民小學 新興國民小學新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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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寮里（Tienl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田寮里共 1,418 戶，門牌數共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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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田寮里共 26 鄰，調整後田寮里共 2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田寮里東以西門路一段與大成里為界，南以大成路二段與府南里為鄰，西以

金華路一段與鹽埕里為界，北以新興路為界與新興里相鄰，里界成三角地形圖

樣。 

田寮里名為田寮，其義溯自日治時期，地廣人稀大多為田園，務農居民來自

灣裡、喜樹地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路遠飯食不便，特於田園搭蓋寮棚，以

便就近作息，寮棚林立，形成田園特有景色，因此得名『田寮』，改制後以田寮

里稱之，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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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寮里照片集錦 

  
大成公園 中華電信 

  
社區活動中心 好望角 

  
育樂公園 新興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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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宅里（Guojha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國宅里共 1,265 戶，門牌數共 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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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國宅里共 23 鄰，調整後國宅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國宅里東毗金華路二段與新興里、再興里為界，西抵中華西路一段與彰南里

為界，南接新興路與鹽埕里、光明里為鄰，北以新孝路與金華里為界。 

本里原為廢棄多年之鹽田，於民國 61 年配合安平工業區之開發及本市第三

期都市重劃，填土規劃為國民住宅區，分別於 63 年及 65 年先後興建國民住宅

1,460 戶，各項公共設施規劃齊全，民國 69 年奉命實施社區發展，規劃為「國宅

社區」，經省政府考核，名列一等，榮獲金馬獎一座。里內設有托兒所一所，解

決婦女就業托育之困擾，民國 71 年行政區域整編後，本里劃分為「國宅」、「金

華」兩里，本里西側建立新興國民中學，提升本里文化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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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宅里照片集錦 

  
金華市場 活動中心 

  
新興國民中學 金鑾宮 

  
國宅造景 市立第二幼兒園 



 

33-24 
 

 

  光明里（Guangm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光明里共 1,815 戶，門牌數共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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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光明里共 36 鄰，調整後光明里共 2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光明里東鄰鹽埕里、西毗彰南里、南接開南里、北與國宅里為界。 

光明里居民自日治時期多由臺南縣北門鄉蚵寮遷移至鹽埕謀生，以曬鹽、捕

魚為業，俗稱地名為「蚵寮仔」，二戰後行政區域整編命名為「光明里」，鄰近安

平工業區，里內大部分為政府興建之國民住宅，鹽埕舊溪與鯤鯓湖水路潺潺相通

的怡人景色已不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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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里照片集錦 

  
活動中心 保安宮 

  
長青俱樂部 小而美公園 

  
長青俱樂部 光明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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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亮里（Mingli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明亮里共 1,426 戶，門牌數共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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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明亮里共 29 鄰，調整後明亮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明亮里東以永成路三段與府南里為鄰、南以新都路與郡南里、明興里為鄰，

西以金華路一段與鹽埕里為鄰，北以金華路一段 484 巷與府南里為界。 

明亮里於日治時期已稱為「明亮」，當時本里一片黑暗，亟欲用里名督促政

府改善照明設備，30 多年來，由於政府重視基礎建設，已是大放光明。本里位於

鹽埕區東段，比較遠離早期之鹽晒地，土地肥沃、稻田連綿、樹木繁多，綠意盎

然，每至黃昏，清風徐來，令人愉快，所以大家稱本里為地靈人傑之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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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亮里照片集錦 

  
五王廟 聖懿堂 

  
活動中心旁公園 明亮里金華路一段街景 

  
明亮里入口意象 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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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東里（Si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喜東里共 780 戶，門牌數共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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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喜東里共 12 鄰，調整後喜東里共 1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喜東里東至臺南航空站西方與大恩里為界，西至喜樹路與喜北里為鄰、喜樹

路 151 巷與喜南里為界；南以明興路 679 號之 20 和明興路 619 巷 713 號連線與

省躬里為界；北以明興路 321 巷接至永成路二段至臺南機場與建南里為界。 

鄭氏清領時期先民由中國福建漳州、泉州渡海來臺，以今之濱海公路西方約

500 公尺左右定居，胼手胝足開墾一片天地。當時因靠海的緣故，附近鹽份較重，

樹木無法粗壯，然卻有一顆喜樹長得高又壯「古時年節蒸紅粿用的樹葉」故取地

名為喜樹；日治時期喜樹地區共分四保為喜東、喜南、喜西、喜北，喜東里原為

第三保，因位喜樹東面，故命名為喜東里至今。 

  



 

33-29 
 

 

  喜東里照片集錦 

  明興路街景 喜樹派出所 

  
永成路二段街景 喜樹國民小學 

  
靜隱禪寺 靜隱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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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北里（Sib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喜北里共 838 戶，門牌數共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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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喜北里共 16 鄰，調整後喜北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喜北里東以喜樹路與喜東里為界，南以喜樹路 222 巷道與喜南里為界，西至

臺灣海峽，北以原美軍海水浴場與鯤鯓里為界。 

在日治時期喜樹地區共分為四保，本里原為第四保，因位喜樹之北，故命名

為「喜北里」沿用至今，本里為農業部落性質，民風純樸，西邊面臨臺灣海峽海

灘景色美麗壯觀，是觀光戲水的好去處，里內寺廟萬皇宮是民眾信仰中心，且經

常辦理公益慈善救濟事項造福地方，對地方貢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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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北里照片集錦 

  
喜北古井 狀元園 

  
勞工住宅 喜北里入口意象 

  
萬皇宮 萬皇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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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南里（Si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喜南里共 505 戶，門牌數共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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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喜樹地區為臨海區域，喜南里位於淹水潛勢區，若與相鄰之里合併將造成戶數

過多，超過防救災能量所能負載範圍，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喜南

里共 16 鄰，調整後喜南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喜南里東為喜東里，西迄臺灣海峽，南以天冰橋與灣裡省躬里為界，北以喜

樹路 222 巷與喜北里為鄰。 

在日治時期喜樹地區共分為四保，喜南里為第一保，二戰後改名為喜南里，

一直沿用至今，本里為農業部落性質，民風純樸，西邊面臨臺灣海峽海灘景色美

麗是觀光戲水好去處，內有寺廟朝天宮是民眾信仰中心，經常辦理公益慈善事業

及救濟事項造福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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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南里照片集錦 

  
喜樹圖書館 海韻霞映 

  
喜事集 喜樹生活公園 

  
喜樹老街 喜南里彩繪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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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躬里（Shengg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省躬里共 1,107 戶，門牌數共 1,468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永寧里

共 657 戶，門牌數共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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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里進行里界調整，永寧里第 3 鄰 15 戶（門牌數 15 個，

明興路 1016 號至 1044 號）整編至省躬里 15 鄰。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省躬里共

18 鄰，永寧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省躬里共 1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

施。 

省躬里東至臺南航空站圍牆與仁德區成功里為界，南以灣裡路 142 號向西接

灣裡路 88 巷 93 弄與永寧里為界，西至臺灣海峽，北以天冰橋與喜北里、喜東里

為界。 

省躬里由省躬里及永寧里（部分）整編而成。 

省躬里在日治時期，灣裡地區共分九保，本里原為第九保，二戰後改名為省

躬里沿用至今，因省躬社而得名，里內有南寧中學、省躬國民小學學區，方便各

學齡就學，並有萬年殿及聖化堂為里民信仰中心，綿延的黃金海岸風景優美亦為

里民、遊客休閒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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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躬里照片集錦 

  
南寧中學 省躬國民小學 

  
黃金海岸船屋 聖化堂 

  
萬年殿 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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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農里（Singn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興農里共 704 戶，門牌數共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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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興農里共 14 鄰，調整後興農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興農里北與省躬里為界，南與同安里為界，西與永寧里為界，東與仁德區大

甲里為界。 

灣裡地區於日治時期劃歸為一至九保，二戰後認為其編名不雅，本保遂改名

為「興農里」，寄望於興望農事之意，本里原多為務農者，自從十多年前引進廢

鐵燃燒造成之空氣污染，經各界的共同努力，極力改善空氣汙染情形，並積極建

設興農公園等綠地提供里民休閒、運動，一改過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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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農里照片集錦 

  
朝光廟 馬鎮宮 

  
舉喜堂 歡喜公園 

  
興農公園 興農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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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安里（Tong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同安里共 781 戶，門牌數共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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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同安里共 17 鄰，調整後同安里共 1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同安里東、南以二仁溪與仁德區大甲里、高雄市湖內區忠興里及茄萣區福德

里為界，西以灣裡路與佛壇里、松安里為界，北以明興路 1181 巷接 263 巷與興

農里為界。 

在日治時期，灣裡地區共分九保，二戰後成立九里，取名為同安里是因同安

宮而得名，本里原為農業部落性質，民風純樸，因灣裡燃燒廢五金造成空氣污染

及二仁溪水惡化，近年已禁止進口且多數從事廢五金拆解業者已轉業，環境品質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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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安里照片集錦 

  
同安宮 同安宮牌坊 

  
同安里入口意象 吳府元帥廟 

  
萬元廟街景 五行代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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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壇里（Fot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佛壇里共 921 戶，門牌數共 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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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佛壇里共 18 鄰，調整後佛壇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佛壇里東以明興路與同安里為界，西及臺灣海峽，南以二仁溪與高雄市茄定

區福為界，北與松安里為界。 

在日治時期灣裡地區共分為九保，二戰後改名為佛壇里是因為佛祖壇而得

名，神明是人民精神所託，當地居民對神明相當虔誠，轄內有超峰寺為民眾信仰

中心，並有親水公園提供里民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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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壇里照片集錦 

  
超峰寺 灣裡彩繪 

  
興南街 101 巷街景 佛壇里最古老房屋 

  
超峰寺旁杜姓聚落 親水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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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林里（Dali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林里共 1,089 戶，門牌數共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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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大林里共 20 鄰，調整後大林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林里東鄰大同路二段與東區大福里為界，西以東幹線排水溝與明德里為

界，南以大同路二段 482 巷與大忠里為界，北以大林路與新生里為界。 

大林里百餘年前係為廣袤之林投樹區，原居「將軍鄉，角帶圍」之王君，率

族人來此開墾，遂稱該地為「大林」，至二戰後既定名為「大林里」沿用至今。

民國 62 年 09 月因人口數增加，由大林里分出大忠里，民國 70 年 03 月再由大忠

里分出大恩里，大林里內有體育公園之飛靶場、槌球場、三座公園及竹溪，提供

社區眾休閒活動場地，並有郵局、加油站、工廠、商店、公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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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林里照片集錦 

  
大林公園 大林公園 

  
機車考照練習場 少年觀護所 

  
曾蔡二姬墓 曾蔡二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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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忠里（Dajh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忠里共 1,925 戶，門牌數共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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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大忠里共 39 鄰，調整後大忠里共 2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忠里東臨大同路二段與東區崇明里為鄰，北、西兩面與大林里相鄰，南隔

小巷與大恩里相望。 

大忠里溯自日治時期大林部落人人皆知，二戰後即定名為大林里歸屬東區管

轄，隨後因人口急遽增加，於民國 62 年 09 月再從大林里分出，取名為「大忠」

里，取義大忠、大勇之謂。民國 71 年 04 月，為配合整個臺南市之發展，行政區

域調整歸由南區管轄至今，大忠里為古老社區，新社區緊鄰大林大忠社區活動中

心，道路規劃整齊，均為外來人口，為本里注了新的活力，自民國 74 年起，由

原來 900 餘戶，距今 15 年來，戶數增加至 1,900 餘戶，帶動了本里人口的繁榮，

轄內公共設施規劃尚稱完善，人民居住環境尚稱良好。惟殯葬管理所，因喪家辦

理葬儀所生噪音問題，以及工程隊瀝青場空污問題，亟待解決。里內有教會堂一

所、寺廟三座，常為里民精神寄託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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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忠里照片集錦  

  
大忠大林社區活動中心 柯蔡大宗祠 

  
朝玄宮 眞武殿 

  
天元宮 殯葬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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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恩里（Dae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恩里共 1,478 戶，門牌數共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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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大恩里共 24 鄰，調整後大恩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恩里東以機場路為界與東區崇明里、東智里、仁德區仁愛里為鄰，西以永

成路二段 730 巷與建南里及喜東里為界，南以機場與臺南市仁德區成功里為界，

北以中華南路一段為界與大忠里為鄰。 

二戰後大恩里原屬東區「大明里」，民國 56 年 06 月行政區域整編併入「大

林里」，民國 62 年 09 月從大林里分出「大忠里」，隨著時代變遷，田園闢建為住

宅，人口遽增，民國 70 年 03 月再由「大忠里」分出「大恩里」，民國 71 年 04

月行政區域調整，由臺南市東區改隸臺南市南區管轄，大恩里屬低密度住宅區，

臺南機場就在大恩里，商業活動以大同路強度最強，國民路次之，住宅群以二樓

建物居多，公共設施有公兒 14 公園，現已改名桶盤淺公園，聯外道路東有 30 米

寬的大同路，北有 30 米寬的中華南路，中有 20 米寬的國民路貫穿本里，里內由

多條 6 米巷道縱橫交織，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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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恩里照片集錦 

  
大光寺 大光寺 

  
大恩活動中心 臺南航空站 

  桶盤淺公園 疾病管制署南區管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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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里（Sins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生里共 1,915 戶，門牌數共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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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新生里共 20 鄰，調整後新生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生里東以大同路二段與東區路東里、大德里為界，西、南與竹溪里、大林

里為界，北與中西區法華里為界。 

新生里建物係為二戰後初期日人遺留或空軍聯隊所建，居室面積僅 4 至 10

坪之克難式磚木造平房，屬空軍總司令部管有之眷區，原住戶共 532 戶，由於屋

齡已達數十載，建物老舊簡陋，居室面積極為狹小，通風採光皆不良，且村內巷

道狹小，居住環境窳陋頹敗，嚴重影響市容觀瞻及環境衛生，由於原住戶迭次透

過軍方和市府協調，祈能早日重建，臺南市政府乃本著照顧民眾之旨意，不斷和

軍方及眷村自治會協調，並於民國 70 年奉行政院核准，於民國 71 年 08 月 18 日

由空總部和臺南市政府簽訂合作改建協議書，但因當時房屋市場低迷，國宅大量

滯銷，致由省住都局函文臺南市政府暫緩辦理，此一延宕經十數年之歲月，大林

眷村更是一片頹腐，直至民國 83 年臺南市政府積極尋求突破性作法，和軍方及

眷村自治會等保持更密切之連繫及努力，乃突破萬難，再重新簽約，並辦理設計、

發包，進行整個大林新村的拆除重建工作。 

  



 

33-49 
 

 

  新生里照片集錦 

  
活動中心 體育公園籃球場 

  
忠烈祠 新生公園 

  
藝術轉角 新生大林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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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興里（Zai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再興里共 994 戶，門牌數共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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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戶數已達 994 戶，門牌數 1,065 個，未來有戶籍遷入可能性，里內約有建

地約 1,000 平方公尺，故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再興里共 20 鄰，調整

後再興里共 1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再興里東、南以三官路與新興里為界，北以健康路二段至金華路二段與廣州

里相鄰，西以金華路二段與金華里、國宅里相鄰。 

再興里，原由新興里因行政區域劃分，於民國 71 年 07 月成立。本里內設三

處公園，一號公園位於「三官路 46 號旁」、二號公園位於 「三官路 222 巷尾」、

三號公園位於「新慶街 10 巷內」，園內設涼亭、兒童遊樂設施、籃球場、種植花

木，提供里民運動、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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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興里照片集錦 

  
再興一號公園 再興二號公園 

  
再興三號公園 再興里活動中心 

  
再興社區活動中心 金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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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興里（Ming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明興里共 1,351 戶，門牌數共 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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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明興里共 23 鄰，調整後明興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明興里東以德興路與郡南里為界，南以中華南路二段與建南里為界，西以金

華路一段與南華里、鹽埕里為界，北以新都路與明亮里為界。 

本里原屬舊明興里，取義由寬廣的明興路而來，因行政區域劃分，於民國 78

年 07 月 01 日成立，本里是本市第二期重劃區，原為一片農田，經政府規劃建設

後，目前各項公共設施完備，轄區內有一座社區活動中心，提供社區民眾各項活

動需求及青少年遊憩休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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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興里照片集錦 

  
日新溪 日新溪兩岸 

  
永興市場 明興社區活動中心 

  
徳興消防隊 永興三街、德興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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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里（Wunhu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文華里共 1,335 戶，門牌數共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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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文華里共 28 鄰，調整後文華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文華里東鄰廣州里，西與安平區文平里相毗，南接文南里，北以永華路一段為界

與中西區南廠里為鄰。 

文華里原隸屬於廣州里，民國 70 年 05 月 01 日里行政區域調整，將金華路二段

以西劃分出為新華里，後惟恐與中共「新華社」相混淆，乃於民國 72 年 01 月 01

日改名文華里，有文人匯集之意，本里為五期重劃區，原為漁塭與空地，經政府

規劃建設後，目前各項公共設施完備，除了一座社區活動中心提供社區民眾各項

活動需求外，另有一座文華公園提供居民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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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里照片集錦 

  
文華三角公園 文華公園 

  
文華公園 文華社區活動中心 

  
文華商圈 文華公有零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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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華里（Jinhu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金華里共 2,216 戶，門牌數共 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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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金華里共 34 鄰，調整後金華里共 3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金華里東毗金華路二段與再興里為界，西抵中華西路一段與彰南里為鄰，南

接新孝路與國宅里相對，北以健康路二段與文南里相鄰。 

本里未開發前原係一片靠海荒廢鹽田，遍地雜亂荒蕪，政府為配合本市安平

工業區之開發及第三期都市重劃，規劃為國民住宅區，分別於民國 63 年及 65 年

先後興建第一期、第二期國民住宅，合併北側民間自建住宅，設置國宅里，而民

國 71 年臺南市行政區域整編後，將新孝路以北部分另劃定為一新里，取名「金

華里」，有金碧輝煌之涵意，象徵里政之推動蒸蒸日上，為使里民能有更加清潔

健康生活空間，並充滿有勁的活力，乃運用社區及社會資源，結合里民自力開闢

金華公園、觀心園、國際城公園等社區公園及藥草區三處，都市菜圃一處，並為

維護市容觀瞻，改善停車問題，將新興段 225 號「公一市場」預定地開闢為停車

場並植栽樹木予綠美化，推動「生活環境總體改造」工作，確實改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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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華里照片集錦 

  
金華社區意象 社區活動中心 

  
社區公園 社區公園 

  
社區彩繪 金華里入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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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里（Nand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南都里共 1,373 戶，門牌數共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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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南都里共 17 鄰，調整後南都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南都里東鄰建南里，西毗鯤鯓里，南接喜北里，北與南華里為界。 

南都里原隸屬於白雪里，民國 74 年 08 月 01 日里行政區域調整將新興國宅

第一期劃為一新里，取名為「南都里」，其涵意係南區行政都會之中心，民國 90

年 01 月，因戶數高達 1,967 戶，符合調整分里標準，另衍生一里為「南華里」，

以中華南路二段為分界，南都里為政府興建之國民住宅居多，巷道整齊劃一，並

留有綠地，里鄰公園，里內行政機關有南區區公所，南區衛生所，市警第六分局，

南都長壽會，托兒所等機構，商店大多集中於中華南路二段，住戶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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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里照片集錦 

  
衛生所 南區區公所 

  
警察局第六分局 玉聖宮 

  
活動中心 交通警察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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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南里（Kai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開南里共 2,496 戶，門牌數共 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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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開南里共 33 鄰，調整後開南里共 2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開南里東鄰鹽埕里，西以中華西路一段與彰南里為界，南至日新溪與南華里

為界，北以中華西路一段與彰南里部份轄區及以新建路與光明里為界。 

開南里之前身為白雪里之一部份，因人口激增劃分成立新的里行政區域，昔

為製鹽總廠之鹽田，住戶稀少零星，政府興建國民住宅供全市各區域人口進住後

人口激增，而成一完整社區，里內有永華國民小學、活動中心等公共設施，並有

開南社區公園供里民運動、休憩，公共設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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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里照片集錦 

  
永華國民小學 新建路停車場 

  
新建路街景 開南里活動中心 

  
開南長壽會 開南社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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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南里（Jhang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彰南里共 680 戶，門牌數共 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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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里戶數雖不符標準，惟門牌數符合標準，未來有戶籍遷入可能，且轄內有

安平工業區，幅員廣大，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彰南里共 20 鄰，

調整後彰南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日實施。 

彰南里西瀕安平港，南至日新溪與鯤鯓里為界，北達鹽埕舊溪與文南里為界，

東以中華西路一段與開南里、光明里、國宅里及金華里為界。 

彰南里原隸屬於光明里，民國 79 年 01 月里行政區域調整而分出。取名「彰

南」，寓有彰顯臺南之意，里內設有本市最早之「安平工業區」及具發展潛力之

安平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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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南里照片集錦 

  
安平工業區服務中心 新興派出所 

  
中華電信 彰南里活動中心 

  
好望角 安平工業區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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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南里（Jian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建南里共 1,888 戶，門牌數共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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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建南里共 24 鄰，調整後建南里共 2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建南里東鄰大恩里、西毗南都里、南接喜東里、北與明興里、郡南里為界。 

建南里自民國 78 年 08 月行政區域整編由明興里分出，居民大都由鹽埕、灣

裡、喜樹、鯤鯓等地遷入本里，本里為私辦重劃區，經政府規劃建設後，巷道格

局整齊劃一，並有建南公園、籃球場、里與社區活動中心均由市府興建完成，本

里幅員廣大其中百分之七十為農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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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南里照片集錦 

  
活動中心 開心小農場 

  
建南公園 建南公園 

  
宗祖聖堂 建南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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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南里（Jyun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郡南里共 1,379 戶，門牌數共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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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郡南里共 24 鄰，調整後郡南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郡南里東以南山公墓與明德里為界，南以中華南路二段與建南里為界，西以

德興路與明興里為界，北以新都路與明亮里、府南里為界。 

郡南里原屬明興里，因行政區域劃分，於民國 78 年 07 月 01 日成立，本里

是本市第二期重劃區，原為一片農田，經政府規劃建設後，目前各項公共設施完

備，除有一座社區活動中心提供社區民眾各項活動需求外，另有一座郡南公園及

籃球場，提供青少年遊憩休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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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南里照片集錦 

  
永成路三段街景 社區活動中心 

  
日新溪 永吉街停車場 

  
國防部空地 郡南公園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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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南里（Fu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府南里共 1,912 戶，門牌數共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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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府南里共 30 鄰，調整後府南里共 2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府南里東以西門路一段與明德里為界，南以金華路一段 484巷與明亮里為界，

西以金華路一段與鹽埕里為鄰，北以大成路二段與田寮里為鄰。 

府南里於日治時期隸屬明亮里因人口數不斷增加，於民國 79 年區域調整為

府南里，里內有公園、活動中心等公共設施提供里民休閒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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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南里照片集錦 

  
永成路三段街景 公兒 S46 公園 

  
金華路一段 352 巷街景 府南里活動中心 

  
眾善堂 眾善堂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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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南里（Wun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文南里共 2,058 戶，門牌數共 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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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文南里共 28 鄰，調整後文南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文南里東界為金華路二段與廣州里相鄰；南接健康路二段、鹽埕舊溪與金華里、

彰南里為鄰；西側運河大排與安平區文平里相毗；北以建南路與文華里相連。 

文南里除金華路二段、健康路二段、中華西路一段、建南路及文南路為商家

店面外，餘者多為住家，文南公園位於永南三、四街間，花木扶疏，設施完善，

為里民休憩、運動最佳去處。建南路底瀨口公園則是鬧中取靜、景色怡人之勝地，

而西界運河大排及南界鹽埕舊溪，居處下游，污染嚴重，需定時疏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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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南里照片集錦 

  
中華西路街景 健康路二段街景 

  
文南公園 文南公園 

  
瀨口公園 瀨口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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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鯤鯓里（Kunshe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鯤鯓里共 717 戶，門牌數共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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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鯤鯓里共 21 鄰，調整後鯤鯓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鯤鯓里東以濱南路與南都里相鄰，南以二號引水道與喜北里相鄰，西毗臺灣

海峽，北以安平新港口與安平區國平里、漁光里為界。 

「鯤鯓」為原始地名，早期因位處偏僻，地瘠民貧，風氣閉塞，原是一落後

的漁村，人民生活均靠捕魚養殖漁業為主，民國 71 年 04 月 01 日配合行政區域

調整原清泉、鯤田、龍崗三里合併為清泉、龍崗二里；民國 90 年行政區域再度

調整，龍崗里、清泉里合併，為彰顯地方團結之意義取原地名為里名，是為「鯤

鯓里」。隨著安平港開發而繁榮，里內之活動中心興建於龍崗國民小學內，規模

宏大，可供遊樂，休閒及各項活動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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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鯤鯓里照片集錦 

  
龍崗國民小學 鯤鯓抽水站 

  
安平商港 好望角 

  
西河堂 龍目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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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安里（Song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松安里共 642 戶，門牌數共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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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松安里共 14 鄰，調整後松安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松安里北與永寧里接壤，南與佛壇里接壤，東與同安里為界，西迄臺灣海峽。 

松安里日治時期本里區域為一小山丘，二戰後改名本區域為「松山里」、「南

山里」。民國 90 年基於轄內戶數太少，合併兩里命名為「松安里」，里內太子宮、

徳濟宮為里民信仰中心，並有火城麵等著名小吃及海岸風景為遊客必臨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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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安里照片集錦 

  
太子宮 松安里停車場 

  
無菸公園 灣裡路 282 巷街景 

  
省躬三街街景 徳濟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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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寧里（Yongn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永寧里共 672 戶，門牌數共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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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進行調整，

永寧里調整後戶數 657 戶，門牌數共 681 個，因里界釐整，15 戶（門牌數 15 個，

明興路 1016 號至 1044 號）整編至省躬里 15 鄰。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永寧里共

23 鄰，調整後永寧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永寧里東至灣裡路 263 巷與興農里為界，西至臺灣海峽，南至灣裡路 282 巷

以北與松安里為鄰，北至灣裡路 88 巷以南與省躬里為鄰。 

永寧里由永寧里(部分)整編而成。 

永寧里里名沿襲日治時期地名永寧庄而來，象徵本里永遠安寧，里民安居樂

業，國泰民安，特取此名。本里自然環境以臺海沿線沙岸向東推展出平坦的腹地，

並以宗姓各自形成部落，是一處純樸的農漁村莊，宗教信仰以道教為主。明興路、

灣裡路及濱海公路為三大交通要道，灣裡市場為生活必需之市集，民風純樸，廟

會興盛，里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居樂業。 

 

  



 

33-77 
 

 

  永寧里照片集錦 

  
永寧活動中心 灣裡路 88 巷街景 

  
聖安宮 灣裡市場 

  
灣裡路彩繪牆 永寧里入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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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里（Nanhu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南華里共 1,076 戶，門牌數共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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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南華里共 23 鄰，調整後南華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南華里東鄰明興里，西毗鯤鯓里，南接南都里，北以日新溪與開南里為界。 

南華里在未調整前原屬南都里，民國 90 年里行政區域調整，特將中華南路

二段南北為界，以北劃為一新里，取名「南華里」，因由南都里衍生劃出，並以

路界名稱為其涵意，南華里為政府興建之國民住宅居多，巷道格局整齊劃一，並

留有綠地，里內設有南都社區公園，里鄰公園、溜冰場、籃球場，住戶密集，環

境幽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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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里照片集錦 

  
鳥語村入口意象 籃球場 

  
停車場 里活動中心 

  
里活動中心 日新溪 



 

33-80 
 

 

  鹽埕里（Yanc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白雪里共 697 戶，門牌數共 741 個；日新

里共 837 戶，門牌共 918 個。白雪里、日新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

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兩里係屬南區鹽

埕地區，為臺灣使用最久的鹽田地區，轄內有鹽埕天后宮、鹽埕北極殿為居民信

仰中心，有相同之歷史淵源，故整編為鹽埕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白雪里共 20

鄰、日新里共 16 鄰，調整後鹽埕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鹽埕里北邊以新興路與國宅里為鄰，東邊以金華路一段與府南里、明亮里及

明興里接壤，南邊以日新溪與南華里接壤，西邊以利南街、鹽埕路及鹽埕路 159

巷與光明里及開南里接壤。 

鹽埕里由白雪里、日新里整編而成。 

原白雪里屬於舊社區型態存在於二戰結束之前，因昔日製鹽總廠之所產鹽田

堆積如山，有如白雪一般，故名。本里部份地區為鹽埕舊社區，人口密集、生活

空間狹隘、現已公告細部計劃將開闢新社區，已開發的亞州新城就是一個例子，

將來國宅新社區公共設施完善，發展潛力無窮。 

原日新里在二戰結束前，即以部落型態存在，取名日新里，意含「昨日今無，

花日日新」，象徵地方人文匯集，日趨繁榮，民國 68 年奉命規劃為「日新社區」，

里內巷道狹窄曲折，民國 72 年基礎工程，已將鹽埕舊溪改建涵箱水溝，上面開

拓為 10 米道路，另有利南及日新二座公園提供居民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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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埕里照片集錦 

 
 天后宮 日新活動中心 

  
日新國民小學 北極殿 

  
白雪社區活動中心 鹽埕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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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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 竹溪里 王璟瑞 南區 喜南里 曹和田 

南區 荔宅里 董英 南區 省躬里 杜枝文 

南區 明德里 陳瑞華 南區 興農里 段美珠 

南區 大成里 朱明湖 南區 同安里 林良文 

南區 廣州里 許林麗玉 南區 佛壇里 謝忠智 

南區 新昌里 高秋黃 南區 大林里 劉相明 

南區 新興里 邱志初 南區 大忠里 許碧君 

南區 田寮里 王能波 南區 大恩里 施國熙 

南區 國宅里 史進財 南區 新生里 王安國 

南區 日新里 王文坤 南區 再興里 蘇清和 

南區 光明里 黃榮籐 南區 明興里 王俊生 

南區 白雪里 蔡進原 南區 文華里 許亭然 

南區 明亮里 蘇三柱 南區 金華里 柯崑城 

南區 喜東里 蔡祠重 南區 南都里 陳啓祥 

南區 喜北里 林鴻儒 南區 開南里 姚錫銘 

 



 

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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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 彰南里 蘇正南 南區 鯤鯓里 陳金江 

南區 建南里 江勝雄 南區 松安里 黃高能 

南區 郡南里 王全益 南區 永寧里 王育貞 

南區 府南里 薛添福 南區 南華里 辜福恩 

南區 文南里 陳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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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棟 

執行團隊／臺南市南區公所、臺南市府南戶政事務所(南區辦公處) 

執行編輯／吳朝立、劉近榮、王雪玲、黃俊傑 

編審人員／陳志峯、張育萍、陳穎裕、莊怡萍、但睿南、許才益、葉茂榮、 

蔡文瑞、陳隆興、許博智、邱文獻、蘇泓文、洪梅月、朱家仲、 

武國揚、吳承宥、鄒方鼎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臺南市南區區公所各里歷史沿革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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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