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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北區位於臺南市西南端，東以柴頭港溪與永康區相隔、以北門路二段、小東

路與東區為界，南以成功路與中西區連接，西以武聖路及和緯路與中西區為鄰，

北以鹽水溪緊接安南區，面積 10.4340 平方公里。原轄下共 43 里、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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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里調整為 33 里、850 鄰調整為

557 鄰，並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及 04 月 30日分兩階段實施。 

北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後訂定。開元里、新勝里（部分）、

長榮里（部分）進行整編，因古蹟開元寺座落於里內，且里界臨開元路，又以開

元里為大範圍故命名開元里。勝安里、長榮里（部分）、新勝里（部分） 進行整

編，取原里名其中一個字命名為長勝里。振興里與仁愛里、華興里僅進行里界調

整，故仍維持原有名稱為振興里。國興里、華興里（部分）進行整編，二里合併

「里合萬事興」，故取名合興里。力行里與重興里僅進行里界調整，故仍維持原

有名稱為力行里。重興里與力行里、仁愛里僅進行里界調整，故仍維持原有名稱

為重興里。仁愛里與重興里、振興里僅進行里界調整，故仍維持原有名稱為仁愛

里。正風里、小康里、實踐里（部分）進行整編，因轄內有北門路，故取名北門

里。永祥里與實踐里僅進行里界調整，故仍維持原有名稱為永祥里。六甲里、國

姓里及興南里（部分）進行整編，因小北門為臺南市十四大古城門之一，原址約

位於兩里附近，因闢建西門路而拆除，附近店家為紀念小北門的存在，店名多冠

上「小北門」相關字眼，後來臺南人把西門路四段一帶地區稱之為「小北」，故

名小北里。大道里、光武里、大山里（部分）、延平里（部分）進行整編，因轄

內有大光國民小學，故命名為大光里。興北里、大仁里、大山里（部分）、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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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里（部分）進行整編，取原里名其中一個字命名為大興里。長德里、興南里（部

分）進行整編，取原里名其中一個字命名為長興里。玉皇里、三德里、五福里進

行整編，因轄內北華街之建築物為舊式建築，擁有臺南古都府城老街特色，且北

華街貫穿三里，故取名北華里。華德里由成德里（部分）分出，因里臨中華北路

且里內設有華德公園，故取名華德里。福德里亦由成德里（部分）分出，因轄內

設有福德公園，故取名福德里。安民里、和順里（部分）、裕民里（部分）進行

整編，以百年立人國民小學為里、社區互動發展核心，故以立人里為新里名。文

成里（部分）、裕民里（部分）、和順里（部分）進行整編，以海安路、臨安路為

地方發展核心，以雙安里為新里名。元美里由文元里分出，因轄內生活機能完整，

新建案不斷居民遽增，由於源自文元里並寓意於「文元美麗」而與里內元美公園

相輝映，故取名元美里。成德里、和順里、文成里、文元里在部分劃出後仍維持

原有名稱為成德里、和順里、文成里、文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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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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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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日 凝聚公所內部對里鄰調整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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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里 106 年 05 月 05 日 
對北區全體里長說明里鄰調整之原則並聽取

里長意見 

開元里 

元寶里 

國興里 

華興里 

力行里 

重興里 

東興里 

新勝里 

長榮里 

振興里 

仁愛里 

勝安里 

中樓里 

106 年 05 月 09 日 
對北區東線（13 里）里長說明里鄰調整之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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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永祥里 

小康里 

實踐里 

光武里 

大道里 

大山里 

大仁里 

興北里 

公園里 

正風里 

延平里 

興南里 

玉皇里 

正覺里 

六甲里 

國姓里 

長德里 

三德里 

五福里 

106 年 05 月 11 日 
對北區中線（19 里）里長說明里鄰調整之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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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成功里 

成德里 

和順里 

安民里 

文元里 

文成里 

裕民里 

大和里 

大港里 

大豐里 

賢北里 

106 年 05 月 11 日 
對北區西線（11 里）里長說明里鄰調整之方

向 

區公所 106 年 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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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民里 

文成里 
106 年 05 月 15 日 研商裕民里、文成里界及會勘 

大山里 

大仁里 

興北里 

106 年 05 月 15 日 研商大山里、大仁里、興北里界及會勘 

玉皇里 

長德里 
106 年 05 月 15 日 研商玉皇里、長德里界及會勘 

長榮里 106 年 05 月 16 日 長榮大樓社區會勘及討論 

正風里 

小康里 

實踐里 

永祥里 

106 年 05 月 16 日 
研商正風里、小康里、實踐里、永祥里界及會

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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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民政局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23 日 研議北區里鄰調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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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興里 106 年 05 月 28 日 華興里鄰調整研商 

延平里 106 年 06 月 01 日 延平里鄰調整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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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順里 106 年 06 月 09 日 和順里鄰調整研商 

民政局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13 日 

民政局里鄰小組至公所說明里鄰調整明細表

疑義 

大山里 

大仁里 

國興里 

106 年 06 月 14 日 
研商光武里、大道里、延平里、大山里、大仁

里、興北里、華興里、國興里、力行里等里界 

力行里 

光武里 
106 年 06 月 15 日 

研商光武里、大道里、延平里、大山里、大仁

里、興北里、華興里、國興里、力行里等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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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順里 

106 年 07 月 16 日 和順里召開里民大會討論里鄰調整事宜 

區公所 106 年 08 月 07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整編個案協

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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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民政局 

區公所 

延平里 

國姓里 

華興里 

裕民里 

六甲里 

興北里 

106 年 08 月 18 日 北區里鄰調整里長陳情案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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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 

區公所 
106 年 08 月 22 日 里鄰調整里長陳情案研商會議 

華興里 106 年 09 月 06 日 研商華興里、國興里合併後之里名及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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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 

區公所 
106 年 10 月 26 日 

雙子星、三冠王有線電視市民心聲節目錄影

（李區長：里鄰整編革新，共創臺南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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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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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  位 日期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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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元里 
開元里、新勝里（部分）、長榮里

（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12 

東興里 東興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4-15 

力行里 力行里；另與重興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17 

振興里 
振興里；另與仁愛里、華興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20 

仁愛里 
仁愛里；另與重興里、振興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23 

大豐里 大豐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4-25 

重興里 
重興里；另與力行里、仁愛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27 

和順里 和順里（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30 

正覺里 正覺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4-33 

成功里 成功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4-36 

文元里 文元里（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38 

大港里 大港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4-40 

中樓里 中樓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4-43 

公園里 公園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4-45 

元寶里 元寶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4-47 

永祥里 永祥里；另與實踐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50 

成德里 成德里（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53 

文成里 文成里（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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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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里 大和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4-58 

賢北里 賢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4-60 

長勝里 
勝安里、長榮里（部分）、新勝里

（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62 

合興里 國興里、華興里（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65 

北門里 正風里、小康里、實踐里（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67 

小北里 六甲里、國姓里、興南里（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70 

大光里 
大道里、光武里、大山里（部分）、

延平里（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73 

大興里 
興北里、大仁里、大山里（部分）、

延平里（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76 

長興里 長德里、興南里（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79 

北華里 玉皇里、三德里、五福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82 

華德里 成德里新設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86 

福德里 成德里新設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89 

立人里 
安民里、和順里（部分）、裕民里

（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91 

雙安里 
文成里（部分）、裕民里（部分）、

和順里（部分）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94 

元美里 文元里新設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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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開元里（Kaiyu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開元里共 930 戶，門牌數共 902 個；長榮

里共 1,338 戶，門牌數共 1,321 個；新勝里共 806 戶，門牌數共 864 個。長榮里

屬密集式大樓住宅區，新勝里、開元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開元里、長

榮里、新勝里皆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

整。考量街廓完整及生活圈與習慣，將開元里共 930 戶，門牌數共 902 個、長榮

里（部分）共 183 戶，門牌數共 201 個、新勝里（部分）共 438 戶，門牌數共 482

個，長榮路五段以東部份納入，整編為開元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開元里共 19

鄰、長榮里（部分）共 4 鄰、新勝里（部分）共 10 鄰，調整後開元里共 18 鄰，

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開元里北以柴頭港溪為界與永康區西橋里相鄰，東以北園街為界與元寶里接

壤，西以縱貫鐵路與永祥里接壤，另以長榮路五段為界與長勝里接壤，南以開元

路為界與振興里、合興里接壤。 

開元里由長榮里（部分）、新勝里（部分）及開元里整編而成。 

原新勝里 1 至 9 鄰、16 鄰部分位處三分子之內，原為一片草原，雜草林木叢

生，先由原臺南縣民移入 7、8 戶從事農務開墾，故取其「新生殊勝」之涵意，

行政區域整編命名為新勝里。地勢平坦，光復後人口激增房屋林立，里民生活簡

樸。轄內無學校機關，有忠安宮屬道教，供奉池府千歲，為居民信仰中心。本里

設有新勝里活動中心，平日有辦理土風舞、歌友會等供里民休閒活動。 

原長榮里是富台、實踐、光復、樂群等四眷村就地改建後之都市型高層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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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元里（Kaiyuan Village） 

住宅社區，在改建老舊眷村之政策前提下，為塑造良好環境、提昇生活居住品質

而經過整體規劃。座落於臺南市北區長榮路與開元路交叉街廓，以眷村文化為特

色的都會型社區，共有 27 棟 14 層樓高住宅，里內有近 3,000 坪公園，2 處完工

好望角公園。 

原開元里在日據時期與開元路一帶合併地名為三分子，臺灣光復後，將目前

轄區劃分為二里；北園街以東名為三分里，以西因聞名全省之開元寺在其轄內，

故命名開元里，至民國 39 年兩里再度合併為開元里。爾後，因地方急速繁榮，

北園街以東原為元寶樂園舊址之廣大土地，大興土木，興建公寓大樓，人口增加

甚多，遂將北園街以東劃分出為元寶里。里地形狹長，部分鄰接柴頭港溪與鐵道，

形成部分地形高低落差，轄區內開元寺、聖功女中、天帝聖堂等約佔全里面積三

分之一，其餘以住宅為多數。現有私立聖功女中 1 所，開元寺設有私立幼稚園 1

所；另有私立慈愛醫院 1 所，提供老人醫療照護；宗教方面有開元寺、鎮南宮、

天地聖堂等三所大型寺廟，里民宗教信仰非常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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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元里照片集錦 

  開元幼稚園 開元路 333 巷 

  開元寺 鎮南宮 

  

慈愛醫院 聖功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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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興里（Dong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東興里共 944 戶，門牌數共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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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東興路二段及活動中心前尚有空地，經空地都市發展概估有 134 戶成長空間，

未來戶數約 1,078 戶，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東興里共 20 鄰，調

整後東興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東興里北面以東豐路與仁愛里、重興里為界，另以勝利街與永康區勝利里為

界，東以小東路 423 巷、勝利街 30 巷與永康區勝利里為界，西以長榮路四段與

仁愛里為界，南以小東路與東區大學里、小東里、莊敬里為界。 

東興里原為「振興里」的一部分，本里因位居北區之東端，面臨小東路分隔

北、東兩區，東豐路縱貫南北因以為名。本里一帶俗稱「四份子」，二戰後拆除

永安紙廠。後因人口逐漸增加，在民國 60 年於振興里劃編為「東興里」。東興里

地形東西狹長、南北短促，柴頭港溪橫流其間，里內大多連棟透天厝，轄內無學

校及寺廟、無宗教團體。里內設有桌球館、小東公園、社區活動中心，里內成立

有東興社區發展協會。小東公園位於林森路與小東路口，為本市大型公園，除有

小東公園外，另認養東興綠邑公園、豐興公園，為平日里民休憩之場所。 

東興社區活動中心為地上三層之建築，一樓陳列圖書報章雜誌為里民精神食

糧供應站，二樓為社區辦公處，三樓休閒康樂提供里民正當娛樂。平時配合環保

政策辦理資源回收等各項環保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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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興里照片集錦 

  東興雲端公園 東興綠邑公園 

  豐興公園 小東公園 

  東興社區活動中心 臺南市桌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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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行里（Li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力行里共 1,040 戶，門牌數共 1,045 個；

重興里共 991 戶，門牌數共 1,096 個，力行里、重興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

區。力行里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重興里戶數過少，未符合

「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惟考慮到街廓完整性，爰將重興里（部分）

1 戶，門牌數共 3 個即重興里之寶仁國民小學、寶仁幼稚園及天主教寶血女修會

之範圍，調整至力行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力行里共 19 鄰，重興里（部分）

共 1 鄰，調整後力行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力行里西邊及南邊分別以開南街 211 巷及開南街為界與重興里接壤，東以柴

頭港溪為界與永康區六合里及勝利里接壤，北以開南街 143 巷及南園街 127 巷為

界與合興里接壤。 

力行里由力行里與重興里（部分）進行里界調整而成。 

力行里取名自古諺：「天行建，君子以自強不息」之蘊義而來，即剔勉里內

人人力行，生而不息，奮發向上，成為富足安樂之聚居。本里為人口密集之純住

宅區，九成以上屬透天厝的住宅，無公園綠地，惟東倚柴頭港溪，早晚總有一群

白鷺鷥飛入溪內覓食走動，呈現城市鄉村風貌，亦成為里民放鬆身心、運動休閒

的難得綠帶空間。 

本里住戶多以工商為業，為都市型新社區，最大之特色為純住宅、無商店，

無尾巷特多。里內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台南嬰兒之家提供未婚媽媽及

其子女妥善安置，使其健康成長。本里社區活動中心位於力行一街 52 號，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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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行里（Lising Village） 

立社區發展協會舉辦各項活動與多元化課程，提升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之意識

及聯繫情誼之理想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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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行里照片集錦 

  開南街 257 巷-古早味「年糕、碗稞」 天主教露晞之家 

  力行社區活動中心 里內公園 

  柴頭港溪畔綠 12 公園預定地 寶仁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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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興里（Jhen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振興里共 841 戶，門牌數共 1,048 個；華

興里共 1,029 戶，門牌數共 1,123 個；仁愛里共 916 戶，門牌數共 1,333 個。振

興里、華興里、仁愛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振興里與仁愛里戶數過少，

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華興里則符合規範。考量街廓完整

性及生活圈與習慣，振興里與仁愛里進行里界調整，振興里（部分）共 7 戶，門

牌數共 7 個整編入仁愛里；仁愛里（部分）共 7 戶，門牌數共 13 個整編至振興

里。振興里亦另與華興里進行里界調整，華興里（部分）100 戶，門牌數共 163

個整編入振興里。振興里整編後達 941 戶，雖仍未符合規範，但原振興里里內空

地劃定都市計劃商業區、住宅區等，預估未來發展住商大樓、透天厝、公寓，全

里概估共有 555 戶成長空間，有發展潛能。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振興里（部分）

共 18 鄰、華興里（部分）2 鄰、仁愛里（部分）1 鄰，調整後振興里共 11 鄰，

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振興里北邊以開元路為界與開元里、長勝里接壤，東邊以林森路三段為界與

合興里、重興里接壤，南以勝利路 262 巷及開元路 148 巷 50 號和開元路 148 巷

101 弄及長榮路四段 58 巷為界與仁愛里接壤，西邊以勝利路為界與中樓里接壤。 

振興里由振興里（部分）、華興里（部分）及仁愛里（部分）進行里界調整

而成。 

原振興里位於本區之東邊，地勢平坦，略呈四方形，除東側原美軍學校教址

北側空地尚未充分開發外，與開元振興公園結合提供里民良好休閒、活動場所，

餘為屋宇井然有序的羅列其間。本里有 1 里聯合活動中心，平日提供里民閱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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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興里（Jhensing Village） 

報、休憩及活動舉辦之重要場地。本里位臺南市之要衝，所以開發較早，再加上

工商業的鼎盛，人口密度極高。里民以工、商業為主要職業，其次為公教人員。

開元路、勝利路沿線為主要之店舖地帶，尤其以開元市場附近最為興盛。本里里

民從事商業經營多，里民生活大多小康，民情和氣可愛。居民以信奉道教、基督

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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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興里照片集錦 

  開元振興公園 開元市場 

  三一教會 真耶穌教會 

  勝利路商圈 華興振興里聯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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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里（Rena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仁愛里共 916 戶，門牌數共 1,333 個；重

興里共 991 戶，門牌數共 1,096 個；振興里共 841 戶，門牌數共 1,048 個。仁愛

里、重興里、振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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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街廓完整性，仁愛里與重興里進行里界調整，重

興里（部分）共 124 戶，門牌數共 145 個整編至仁愛里；另仁愛里與振興里進行

里界調整，振興里（部分）共 7 戶，門牌數共 7 個整編入仁愛里；仁愛里（部分）

共 7 戶，門牌數共 13 個整編至振興里。仁愛里整編後達 1,040 戶，符合標準。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仁愛里（部分）共 17 鄰、重興里（部分）共 5 鄰、振興里

（部分）共 1 鄰，調整後仁愛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仁愛里北邊以勝利路 262 巷及開元路 148 巷 50 號和開元路 148 巷 101 弄及

長榮路四段 58 巷與振興里接壤，東邊以林森路三段與重興里接壤及以東豐路、

長榮路四段為界與東興里接壤，南以小東路為界邊與東區大學里接壤，西邊以勝

利路為界與中樓里接壤。 

仁愛里由仁愛里（部分）、重興里（部分）及振興里（部分）進行里界調整

而成。 

仁愛里原屬水源里，因工商發達，人口遽增，於民國 62 年 09 月 01 日行政

區域調整，當時正推行愛心活動，故以仁愛為本里里名。本里轄屬無學校，臨近

開元國民小學，無公家機關，有成大醫院；宗教方面有恩隍宮、三清宮供民眾膜

拜。本里活動中心 97 年 08 月落成啟用，為各項活動舉辦與多元化課程之進行，

提升社區民眾參與公共事務之意識及聯繫情誼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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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里照片集錦 

  恩隍宮 三清宮 

  勝利路商圈 成大醫院 

  長榮路四段街景 仁愛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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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豐里（Daf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豐里共 1,764 戶，門牌數共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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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大豐里共 30 鄰，調整後大豐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豐里北以大興街為界與大港里及大和里接壤，東以文賢路為界與文成里及

元美里接壤，西以中華北路一段為界與賢北里接壤，南以武聖路為界與本市中西

區光賢里接壤。 

大豐里於民國 71 年 07 月自大港里劃分出，位於本區西北方，因衍出於大港

里，且屬於俗名大豐塭填土而興建之地區，故取名大豐。本里為舊社區與新興開

發社區之揉合，老舊公寓、透天厝與新興大樓並存。 

本里活動中心於民國 98 年 09 月啟用，提供居民使用及舉辦各類休閒教學課

程，亦舉辦多項公益性活動及喜慶宴客；另里內有兩座公園：大豐公園及大興公

園，提供居民運動、親子休憩活動之綠地環境，兩座公園旁各設有公有收費停車

場，規劃了完善的停車空間，滿足居民的停車需求。 

本里的文賢路上各類店家林立，生活機能完善，另和緯路四段又有人潮絡繹

不絕的和緯黃昏市場，是居民假日休閒之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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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豐里照片集錦 

  大豐里活動中心 大豐公園 

  

大興公園 文賢路商圈 

  基督教美好教會 和緯黃昏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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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興里（Chong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重興里共 991 戶，門牌數共 1,096 個。仁

愛里共 916 戶，門牌數共 1,333 個。力行里共 1,040 戶，門牌數共 1,045 個。重

興里、仁愛里、力行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重興里與仁愛里戶數過少，

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力行里則符合規範。考慮街廓完整

性及未來發展戶數，重興里與仁愛里進行里界調整，重興里（部分）共 124 戶，

門牌數共 145 個整編至仁愛里；重興里另與力行里進行里界調整，重興里（部分）

共 1 戶，門牌數共 3 個整編至力行里。重興里整編後達 866 戶，門牌數 948 個，

雖仍未符合規範，但因里內空地劃定都市計劃商業區、住宅區等，預估未來發展

住商大樓、透天厝、公寓等 282 戶，預計 1,148 戶，日後建物落成後，住戶陸續

遷入，戶數將持續成長。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重興里共 23 鄰，調整後重興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東以柴頭港溪與永康區勝利里接壤，南以東豐路與東興里接壤，西以林森路

三段與仁愛里、振興里接壤，北以開南街與合興里、力行里接壤。 

重興里由原重興里（部分）範圍整編而成。 

重興里原為振興里重興社區，其社區範圍為自強、果貿、自治三個軍眷村，

自強新村之軍人均為上校以上之軍官，因附近大量興建住宅人口日漸增加，於民

國 61 年由振興里劃出部份為力行里，又於民國 71 年由力行里劃出部份編為重興

里，重興里之里名由重興社區而定之。 

重興位於臺南市北區東端，地勢平坦，地形四方，自強、自治新村及慈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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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興里（Chongsing Village） 

三村遷村後眷地將闢為公園綠地及商業區，環境優美，未來商業發展潛力無窮。 

重興在老一輩臺南人口中稱做「打靶山」，日治時代日軍常於打靶山練習射

擊，於多方爭取下，經臺南市遺址古物審議委員會指定為遺址，，正式命名為「三

分子日軍射擊場遺址」。里內有重興社區活動中心供里民集會休閒活動之用；重

興綠園及 1 座籃球場提供里民一個環境優美的休憩綠地，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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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興里照片集錦 

  重興社區活動中心 重興綠園 

  資源回收站 籃球場 

  果貿新村 三分子日軍射擊場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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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順里（Heshu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和順里調整前共 3,325 戶，門牌數共 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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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為

街廓的完整性及配合區里的均衡發展，進行調整，將跨越 40 米公園南路及海安

路部分劃出至立人里共 520 戶，共門牌 811 個；部分劃出至雙安里共 465 戶，門

牌共 580 個，調整後和順里共 2,340 戶，門牌數共 2,545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

前和順里（部分）共 32 鄰，調整後和順里共 21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和順里北以西門路四段 1 巷、民德路 58 巷 34 弄與 29 弄及育德二路 51 巷為

界與成德里接壤，東以西門路三段為界與長興里接壤，西以海安路三段為界與文

成里、雙安里接壤，南以公園南路為界與立人里接壤。 

和順里由原和順里（部分）範圍整編而成。 

本里之名稱原取之於古時「和為貴順則昌」為原則命名，本省光復後實施地

方自治開始，即以和順為里名沿用迄今。本里地勢平，早期為漁塭地，因小北商

圈成立後，發展極速，成為一高級住宅區，公園南路開通後，建設公司大興土木，

別墅及大樓林立，人口激增。 

本里地點位於市中心，是以居民以工商為主，西門路三段、臨安路二段、民

德路、育德路皆以商業為主。轄內有民德國民中學 1 所，就學甚為方便，立人派

出所臨近里內便於民眾報案、檢舉。轄區內有 3 座公園分別為和順公園、立人公

園及育德公園，民眾使用率很高，提供了運動休閒的絕佳場所。里內現有大型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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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順里（Heshun Village） 

儲百貨，提供居民購物及逛街的好去處，小北萬聖府是轄區內附近民眾的信仰中

心。 

本里活動中心位於公園南路上，交通、停車甚為方便，經常有機關團體來此

舉辦會議、聚餐及婚宴。為了使里民於空閒之餘學習一技之長，活動中心也定期

於早晚開辦各項技藝班，諸如日語、舞蹈、插花、國畫等課程，充實民眾的生活

內涵及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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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順里照片集錦 

  和順里活動中心 民德國民中學 

  小北-萬聖府 和順公園 

  育德公園 立人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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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覺里（Jhengjyu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正覺里共 1,398 戶，門牌數共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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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正覺里共 27 鄰，調整後正覺里共 1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正覺里北以柴頭港溪為界與永康區甲頂里接壤，東以公園路為界與北門里接

壤，西以西門路四段為界分別與成功里、華德里、福德里接壤，南以公園路 593

巷為界與小北里接壤。 

本里地理位置在北區偏北，於民國 63 年自六甲里劃分出來，東有龍虎寺，

南有鳳山宮（原延平小城隍廟），北有正覺寺，因正覺寺乃古蹟故取名正覺里。 

正覺里有紮實的人文關懷及社區營造特色，尤其本里環保志義工隊以對社區

環境的熱心維護以及積極的動員能力而聞名，成為本里發展最大的特色。正覺里

目前以積極的巷道文化營造，來串聯起社區居民的情感，以「社區是我家」的觀

念持續營造社區，讓築夢的過程中步步踏實。 

本里唯一的綠地為正覺綠園，原為一個廢棄的空地，社區居民投入許多物力、

人力、財力，才完成如今美麗的面貌。如今在這方綠地上，早上有運動的人群，

下午有遊樂的小朋友，更是目前本里辦戶外活動的最佳場所。本里設有正覺社區

活動中心，平日提供里民閱讀書報及休憩，更是各項活動舉辦之重要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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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覺里（Jhengjyue Village） 

本里住宅多為 50 年前的老建築，因應當時的交通工具（腳踏車、機車）規

劃出許多 4 米寬的狹小巷弄，形成現今老社區的風貌，雖然無法比擬現今要求的

交通、居住品質，但居民之間彼此累積 50 年來的人情、耆老的回憶、世代的認

同，形成一股正覺特有的社區風情。由社區志工夥伴自行訂製、自行佈置，擷取

自老祖宗的智慧而成的「正覺四句聯仔巷」，更是正覺里特有社區巷道文化的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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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覺里照片集錦 

  

正覺寺 龍虎寺 

  鳳山宮 正覺綠園 

  
四句聯巷 正覺社區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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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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7 戶，門牌數共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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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鄰，調整後成功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成功里北以鹽水溪為界與安南區溪頂里接壤、東北以柴頭港溪與永康區甲頂

里接壤，東南以西門路四段為界與正覺里接壤，西至西南以北安路一段為界與華

德里接壤。 

成功里原名「鄭子寮」，鄭子寮地名由來，因部落鄭姓居多，因而稱為「鄭

仔寮」，古時隸屬於外武定里鄭仔寮庄，日大正 9 年（1920）市街改正時，更名

為「鄭子寮」。自臺灣光復後地方自治開始，命名為「成功里」，以為紀念鄭成功

開臺整治的豐功偉業，民國 91 年（2002）鄭子寮行政區劃分為成功里與成德里。

成功里地勢平坦，區域完整，除部分規劃為六處社區公園（福安、成功、北成、

北安、中壇、福成）外、商業區、豪華別墅住宅區俱以形成，社區美輪美奐。成

功里轄內雖無學校機關之設立，惟立人國民小學、文元國民小學、民德國民中學

亦離不遠，就學尚稱方便。轄內經地方熱心人士成立成功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各

項精神倫理活動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居民都信奉道教及佛教和基督教，轄內有

一間道教廟宇「福安宮」提供民眾祭拜。本里有成功里活動中心供辦理各項活動

使用，位於北安路橋下，內有禮堂、會議室及圖書室各一間，並有卡拉 OK 歌唱

設備，藉以提供里轄區民眾閒暇娛樂之用。本里交通便利，又近小北商圈，轄內

住家環境幽美，未來繁榮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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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里照片集錦 

  鄭子寮福安宮 成功里活動中心 

  北安公園 北成公園 

  成功公園 福安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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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元里（Wunyu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文元里共 2,649 戶，門牌數共 2,760 個。

文元里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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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長服務量能，自原文元里文成三路以南部分劃出，進行調整，

爰將文元里（部分）共 1,245 戶，門牌數共 1,307 個單獨調整為元美里。調整後

文元里共 1,404 戶，門牌數共 1,453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文元里（部分）共

15 鄰，調整後文元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文元里北邊以鹽水溪為界與安南區溪漧里、安富里接壤，東邊以海安路三段

為界與華德里接壤，南邊以文成三路、文賢路 1080 巷為界與元美里接壤，西邊

以文賢路為界與大和里接壤。 

文元里由原文元里（部份）範圍整編而成。 

本里轄區於清朝時地方名為「紅目寮」，日據時期改為「文元寮」；臺灣光復

後民國 39 年實施地方自治，行政區域調整，乃取名為「文元里」。 

本里原屬海埔新生地，大部份為魚塭，其經市府設計規劃，目前全部為改良

住宅及工商區。轄內有一北安抽水站，每遇風災豪雨可大幅提升對北區防洪功能，

早期本地居民之信仰中心為道教文靈宮，後來地方開發市政重劃，外來人口大量

遷居境內，計有天主教教堂、基督教教堂、佛教講堂、一貫道頌堂林立，顯見本

地人文薈翠、萬川匯聚，都會發展中更難得保有秘境之文元之心，是居民茶餘飯

後，於繁忙競賽的工商社會中，享受涼風徐徐吹來清風拂面，閒情逸致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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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元里照片集錦 

 

 

 平安宮 惪華殿 

  文靈公園 文靈宮 

  北元公園 北安抽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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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港里（Dag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港里共 2,085 戶，門牌數共 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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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大港里共 36 鄰，調整後大港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港里北以鹽水溪為界與安南區海南里接壤，東以大和路為界與大和里接壤，

西以西賢五街為界與中西區西賢里接壤，南以大興街為界與賢北里、大豐里接

壤。 

大港里過去為大港寮一部分，屬內海位於臺灣府西北隅臺海之內灘，由少數

漁民搭寮，進駐捕漁為業，位於鹽水溪下游南岸，與安平及四草等臨海地區相接，

清朝道光 3 年（西元 1823 年）發生大風雨，使鹽水溪改道，河道附近漸成泥沼

淺灘，有外地漁民來此水域作業，將其開闢為魚塭進而搭寮居住，於是逐漸形成

數處的聚落，早期居民利用地形與水文，發展成為塭寮養殖型態的漁村聚落。然

隨社會的演進，原本的塭寮景觀消失，民國 60 年代經都市計畫重劃後，魚塭都

被填平做為建築用地，在 80 年代大興土木，新移民陸續的遷入，大港里成為新、

舊聚落的綜合型社區。 

大港里寺廟中大興宮是社區的角頭廟，奉祀謝府三元帥和黑虎將軍，三元宮

在 80 年代重建，奉祀正君、聖王和陳夫人媽，而西來庵則是 90 年代遷建奉祀著

五福大帝，接受眾多信徒的膜拜信仰，廟宇經常辦理宗教節慶酬神的活動。里內

有大港國民小學附設托兒所、幼稚園、新移民學習中心，辦學相當地卓越。大港

里文康活動中心座落於大興街 226 巷 50 號為社區管理使用，提供多元多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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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港里（Dagang Village） 

學習和活動，社區發展協會設有環保義工、社區巡守隊，並設 C 級巷弄長照站(長

照柑仔店)。大港香草公園 101 年透過文化部「藝術介入空間」計畫經費的挹注

下，將大港公園蛻變成「香草｣與「生態｣的藝術展場，DIY 創作成 9 個主題的特

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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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港里照片集錦 

  大興宮 西來庵 

  大港里文康活動中心 大港國民小學 

  大港香草公園 鹽水溪岸紅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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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樓里（Jhongl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中樓里共 703 戶，門牌數共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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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里內尚有空地，如開元路有一住商混合大樓建案，預計有 64 戶。前鋒

路及東豐路 85 巷內均有空地，空地依都市發展概估有 306 戶成長空間。另部分

路段涉及鐵路地下化，周遭土地將能有效再利用，有發展潛能，故里未予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中樓里共 20 鄰，調整後中樓里共 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中樓里北邊以開元路為界與長勝里接壤，東邊以勝利路為界與振興里、仁愛

里接壤，西邊以縱貫鐵路為界與大興里、公園里接壤，南以小東路與本市東區成

大里為界。 

中樓里內有成功大學力行校區、成大醫院門診大樓、臺灣信義會救主堂及玫

瑰道明傳教修女會等，生活機能佳。勝利路上除餐飲、零售業外，亦有醫療用品

店家；東豐路延線則有眾多商家，如：流行樂器用品店、咖啡館、甜點店及異國

美食餐館，滿足消費者味蕾。中樓社區活動中心長期以來開設藝術相關公益性質

課程，且積極配合辦理市民學苑，提供里民多元化課程學習，並提供終身學習的

優良場所。本里亦成立中樓社區發展協會，提振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 

中樓里內路寬 60 米的景觀道路─東豐路，道路兩側樹木林立，花木種類繁

多，春季盛開的黃花風鈴木、木棉花；夏季盛開的鳳凰花、阿勃勒等，一年四季

花木依序綻放，繽紛多變的東豐綠蔭，吸引民眾踴躍觀賞東豐林道之美。本里西

側前鋒路上原為中興新城，隨時空環境變遷，現今為大片空地，期許鐵路地下化

後，將可大幅提升土地利用價值，促進商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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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樓里照片集錦 

  成大醫院門診大樓 國立成功大學力行校區 

  國家衛生研究院南部臨床研究中心 臺灣信義會救主堂 

  前鋒路街道 東豐路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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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里（Gongyu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公園里共 1,013 戶，門牌數共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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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公園里共 21 鄰，調整後公園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公園里北以公園北路為界與大興里接壤，東以縱貫鐵路、北門路二段為界與

中樓里及東區成大里接壤，西以公園路為界與北華里、長興里接壤，南以成功路

為界與中西區赤嵌里接壤。 

公園里位於北區之東南角，於民國 91 年與原西華里、北門里合併為公園里。

本里因有臺南公園於轄內而取名之。臺南公園位於北門路二段與公園路之間，占

地 4 萬餘坪，建於清康熙 23 年（原中山公園）現址，園內濃蔭處處，靜謐的荷

花池，荷花池內有 1 座「重道崇文坊」，因當時闢建南門路，遷移至臺南公園燕

潭北邊石橋西側。本里位置在府城入口的門面，而整體上由於歷史發展因素，里

內有許多公部門機關，如郵政總局、南區國稅局、北門派出所、臺南市立圖書館

總圖、北區衛生所、中國石油成功加油站等。宗教方面，里內有市仔頭福隆宮主

祀保生大帝，為里內信仰中心、俗稱菜堂的三級古蹟西華堂、北門教會；教育方

面，里內有公園國民小學。除此之外，里內設有公園里活動中心，為地上七層地

下一層的建築物，一樓為里民交流場所與里長辦公室、二至七樓提供課程活動。

平日及假日皆開設許多課程，提升里民人文素質與藝文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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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里照片集錦 

  北門教會 西華堂 

  市仔頭福隆宮 公園國民小學 

  

公園里活動中心 中華郵政臺南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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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寶里（Yuanb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元寶里共 2,183 戶，門牌數共 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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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元寶里共 19 鄰，調整後元寶里共 2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元寶里北邊及西邊分別以北園街 124 巷及北園街為界與開元里接壤，東以柴

頭港溪為界與臺南市永康區西橋里相鄰，南以開元路為界與合興里接壤。 

本里於民國 91 年由開元里劃分而出；原開元里因人口、戶數超過地方自治

法規規定，依規定劃分出本里。又因本里行政區域所在位置係以前聞名全省之元

寶樂園，故取名為元寶里。 

里內公寓型大樓林立，公園綠地面積佔全里三分之一，目前大部分為住宅區，

緊鄰開元路旁商業區，則如雨後春筍般的健身房佇立、加油站、社區型賣場及商

家等，商業發展潛力一覽無遺；里內兩座鄰里公園：北園公園及桂花公園，內有

保存 50 多年之桂花樹群，每逢開花時節，一股淡淡花香飄送鄰近住戶，頗受里

民稱頌，並提供良好休閒運動之處。 

北園街有一私設北園市場，供應里民日常生活所需，及一健全大型公有停車

場，汽、機車停車格劃設完備，方便里民與週遭民眾使用；此外，里內成立有元

寶社區發展協會及 8 個大樓管理委員會；另因係自開元里劃分而出，故宗教方面

均與開元里息息相關，居民大都信奉道教（鎮南宮）及佛教（開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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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寶里（Yuanbao Village） 

開元里、元寶里活動中心與開元里共有，於 97 年 12 月落成啟用，為各項活

動舉辦與多元化課程之進行，提升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之意識及聯繫情誼之理

想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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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寶里照片集錦 

  開元里、元寶里活動中心 元寶桂花公園 

  北園公園 北園市場 

  開元路商圈 公兒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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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祥里（Yongsi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永祥里共 1,188 戶，門牌數共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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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里共

997 戶，門牌共 1,117 個，屬於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

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考量街廓完整性，將實踐里內的長榮路五段 246

巷以東部分之範圍，即 1 鄰、2 鄰（其中 21 戶）做調整。爰將實踐里（共 97 戶），

門牌數共 107 個，調整至永祥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永祥里共 23 鄰、實踐里

（部分）共 2 鄰，調整後永祥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永祥里東以縱貫鐵路為界與開元里接壤，西以實踐街 39 巷及長榮路五段 246

巷為界與北門里接壤，南以長榮路五段與大光里接壤，北與永康區甲頂里接壤。 

永祥里由永祥里、實踐里（部分）進行里界調整而成。 

永祥里原為小康里一部分，於民國 90 年行政區域調整時，由小康里劃分而

成，因本里位於大武街以「永遠祥和」為寓意，而取名為永祥里。本里適合住家，

工商不發達，大部分為住宅區，只有少許小型工廠，東邊現有縱貫鐵路經過，期

許鐵路地下化將可大幅改善交通，促進商業發展。轄內有臺南市立小康幼兒園，

供設籍本市且有居住事實之學齡兒童就讀。 

永祥里活動中心座落於永祥公園內，於 95 年新建完成，供里民集會活動使

用，本里長期以來於活動中心開設各類課程、配合辦理市民學苑，提供里民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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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祥里（Yongsiang Village）  

學習的場所。里內亦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隊、社區巡守隊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本里進行里鄰調整後，轄內坐擁大片公園綠地：永祥公園（公兒 15、16、

17）以及實踐公園，園內綠意盎然是里民休憩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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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祥里照片集錦 

  永祥公園 實踐公園 

  永祥里活動中心 南康橋 

  臺南市立小康幼兒園 大武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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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德里（Chengd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成德里共 5,234 戶，門牌數共 5,827 個。

成德里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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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長服務量能，進行調整，經考量全里戶數分配及街廓完整性後，

遂將成德里（部分）共 1,872 戶，門牌數共 2,155 個，單獨調整為福德里；成德

里（部分）共 1,407 戶，門牌數共 1,510 個調整為華德里。調整後成德里共 1,955

戶，門牌數共 2,162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成德里（部分）20 鄰，調整後成德

里共 20 鄰，於 107 年 04月 30 日實施。 

成德里東以西門路四段為界與小北里接壤，南以西門路四段 1 巷、民德路 58

巷 29弄、育德二路 51巷為界與和順里接壤，西以海安路三段為界與文成里接壤，

北以和緯路二段為界與福德里接壤。 

成德里由原成德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成德里位於舊時的鄭仔寮，位處於府城小北城外，與繁華的城內有著截然

不同的生活環境。原本的鄭仔寮是個到處為魚塭和農田的鄉間聚落，但是日後臺

南市政府開始對當地發展進行規劃，今日里內的交通和生活環境有了大幅度的改

善。近數十年來工商業經濟發展迅速，由於腹地廣闊，幾十年前為漁塭及田地遍

佈，現在漸漸都會形成。 

里內有立德公園、陽光公園等廣闊綠地提供充分的休閒空間，讓它在近年來

成為許多人心目中最適合居住的熱門地段。還有小北觀光夜市，又稱「小北仔夜

市」，遊客能大飽口福享受美食，更有廣大的停車場供遊客停車。在這裡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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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德里（Chengde Village） 

到許多的臺南小吃，舉凡鱔魚意麵、棺材板、安平蝦捲、臭豆腐、魚麵等等，小

北觀光夜市規模雖然不大，但一應俱全，將臺南傳統小吃特色發揮極致，是品嚐

美食、購物兼具休閒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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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德里照片集錦 

  立德公園 陽光公園 

  育德一街 西門路四段商圈 

  小北商場 小北成功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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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成里（Wunc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文成里共 1,413 戶，門牌數共 1,566 個。

文成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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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考慮街廓完整性，均衡里長服務量能，進行調整，將文成里（部分）第 3（部分）、

13（部分）、20、21 鄰之範圍，戶數共 182 戶，門牌數 185 個調整入雙安里。調

整後文成里共 1,231 戶，門牌數共 1,381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文成里（部分）

共 20 鄰，調整後文成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文成里北邊以和緯路三段為界與元美里接壤，東邊以海安路三段為界與成德

里、和順里接壤，南邊以海安路三段 219 巷、文賢路 292 巷、文賢一路、文賢一

路 21 巷、文賢路 242 巷 72 弄、臨安路二段 91 巷為界與雙安里接壤，西邊以文

賢路為界與大豐里、中西區光賢里及西和里接壤。 

文成里由原文成里（部分）範圍整編而成。 

文成里與文元里原為同一里，因轄區過狹長，90年間分割為文元里及文成里。

舊稱「紅目寮」，由於源自舊文元里寓意於文元成功，乃取名為「文成里」。 

本里原屬海埔新生地，大部份為魚塭，其經市府設計規劃，目前全部為改良

住宅及工商區。近數十年來工商經濟發展迅速，且本里地理位置，由於接近市中

心且交通道路四通八達；因此，工商活動發達鼎盛，大部份里民皆已棄漁牧而從

工商，故漁牧職業已漸式微，另外里內有一聞名國際的花園夜市，每週四、六、

日人潮絡繹不絕蔚為奇觀。本里所轄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工商業發展更是

與日精進；因此，人口遽增，地方發達繁榮，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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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成里照片集錦 

  天資幼兒園 柏欣幼兒園 

  文賢一路 花園夜市 

  立賢路二段 文賢一路少數僅存魚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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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里（Dah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和里共 1,372 戶，門牌數共 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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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大和里共 25 鄰，調整後大和里共 1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和里北以鹽水溪為界與安南區幸福里接壤，東以文賢路為界與文元里、元

美里接壤，西以大和路為界與大港里接壤，南以大興街為界與大豐里接壤。 

大和里於民國 90 年自大港里劃分出來，位於北區之西北方，因係由大港里

劃分而出，為表不忘本故以大字開頭，又為求里內人、事、物皆安祥和樂，故取

名大和。 

本里因臺灣早期養殖業興盛，漁塭地遍布，後經整地開發後，地勢平坦，在

自大港里劃分出來之前均已蓋滿房屋，人口眾多，熱鬧非凡，本里居民大都是以

從事鞋業製品為主，形成家中即為小型工廠，從鞋模、剪版、打樣設計、鞋皮、

鞋配件、成鞋等製造過程皆有人參與，從事者不僅不需往外就業亦能照顧家中老

幼，避免形成獨居老人無人照顧之困擾。 

本里轄內有一復興宮，除提供里民閒話家常之場所外，更能藉由宗教信仰以

達淨化人心之效。本里因天然地勢關係，為本區西線地勢低窪處之一，時常受水

患所苦，於 98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嚴重水患後，市府為解決里內水患問題，於 99

年 12 月 21 日動工建立大型抽水站，101 年 05 月 10 日竣工啟用，定名為文賢抽

水站，解決本里長年來水患之苦，使里民能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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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里照片集錦 

  大和公園 鹽水溪橋沿岸 

  復興宮 萬應公廟 

  變電所繪圖牆壁 大興街美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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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北里（Sianb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賢北里共 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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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賢北里共 20 鄰，調整後賢北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賢北里北以大興街為界與大港里接壤，東以中華北路一段為界與大豐里接壤 

，南與中西區西賢里接壤，另以和緯路五段為界與中西區西湖里接壤。 

賢北里是民國 91 年由大豐里以中華北路一段以西部分劃出自成一里，因有

賢北街橫貫其中，故取名賢北里。本里以住宅區為主，鄰近安平區及中西區，里

內有兩座公園：賢良公園及賢北公園，園內遍地花草樹木，設有涼亭、兒童遊樂

設施及籃球場等設施，為居民運動、親子休閒活動的好去處。 

本里賢北國民小學供附近學齡兒童就讀，校園設計良好，教學、運動、休閒

等區域妥善規劃與分配，建立一極具科技化、資訊化、班級家庭化、重視環保之

教育環境；本里活動中心於民國 94 年 11 月啟用，提供空間舉辦各類休閒課程活

動，活動中心旁設有公有停車場，也緊鄰賢良公園，提供寬敞的休憩場地與停車

空間，帶動里內生活機能之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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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北里照片集錦 

  賢北里文康活動中心 賢良公園 

  賢北公園 賢北國民小學 

  賢北街街道 賢北街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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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勝里（Changs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長榮里共 1,338 戶，門牌數共 1,321 個；

勝安里共 513 戶，門牌共 708 個；新勝里共 806 戶，門牌共 864 個。勝安里、新

勝里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長榮里屬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3 里皆戶數過少，

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考量街廓完整及生活圈

與習慣，將原長榮里（部分）共 1,155 戶，門牌數共 1,120 個；勝安里共 513 戶，

門牌數共 708 個；新勝里（部分）368 戶，門牌數共 382 個，長榮路五段以西併

入，整編為長勝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長榮里（部分）共 21 鄰、勝安里共 11

鄰、新勝里（部分）共 7 鄰，調整後長勝里共 22 鄰，於 107年 04 月 30 日實施。 

長勝里北邊及東邊分別以長榮地下道及長榮路五段為界與開元里接壤，南以

開元路為界與振興里、中樓里接壤，西邊以縱貫鐵路幹線為界與大光里、大興里

接壤。 

長勝里由長榮里（部分）、勝安里及新勝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長榮里里名係因里位於長榮路五段以西，故取之為里名。長榮里由富台、

實踐、光復、樂群等四眷村，奉行政院核定同意，專案廣建國民住宅，改建老舊

眷村之政策前提下，提供良好的居住環境，帶動北區地帶之繁榮發展，並美化市

容觀瞻。長榮里雖為住商混合社區，轄內公共設施尚完備，交通便捷，祈配合鐵

路地下化及鄰近等眷村改建後能帶動轄區內繁榮進步；又因眷村新建國宅社區外

圍為開元路、長榮路五段等主要幹道，帶動商業機能，內圍以住宅為主，生活非

常單純，環境祥和，其學區為開元國民小學、成功國民中學，又距成功大學校區

不遠，且臨近地區又有大光國民小學、聖功女中、崑山中學、臺南高工、南臺科

技大學、圖書館等（以上均在一公里範圍內），文風鼎盛，頗具規模社區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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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勝里（Changsheng Village） 

原勝安里在舊稱「中樓仔」內，民初尚未開拓，「林投樹」叢生，荒蕪不堪，

光復後漸次拓殖，至民國 62 年 02 月使由原新勝里割分，因轄內 1 座勝安宮香火

鼎盛，頗負盛名故取勝安為里名。開元路 73 巷原為市場，自 69 年開元新市場啟

用及開元陸橋之興建，致使原來商業鼎盛之區域逐漸被對面的中樓里及振興里所

取代，開元路 73 巷以東並未因開元市場之遷移而式微，商業緊鄰開元路面，巷

內除部份家庭工場外均為住宅。社區緊鄰開元國民小學後面，而西邊公賣局後面

舊稱「花園仔」地方均為低矮平房；乘火車北上向左環視低矮平房參差不齊。轄

內有開元國民小學、自來水公司東北服務處等學校機關，並成立勝安社區發展協

會推展社區各項軟硬建設，境內之勝安宮及朝南宮香火鼎盛，為里民信仰中心。

里內勝安里活動中心 70 年改建完工，平時皆定期辦理各項文康活動。 

原新勝里其為臺灣光復後位處三分子之內，原為一片草原雜草林木叢生，先

由原臺南縣民移入七、八戶從事農務開墾，行政區域整編命名為新勝里，故取其

「新生殊勝」之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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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勝里照片集錦 

  長榮新城 長榮里活動中心 

  勝安宮 勝安里活動中心 

  開元國民小學 勝安香草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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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興里（He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華興里共 1,029 戶，門牌數共 1,123 個；

國興里共 712 戶，門牌數共 730 個。華興里、國興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

華興里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國興里戶數過少，未符合「臺

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考量生活圈與習慣，進行整編為合興里。華興

里原 1 鄰、2 鄰共 100 戶因考量街廓完整，調整入振興里第 8 鄰。餘華興里部分

929 戶與國興里合併。鄰調整部分，調整前華興里（部分）共 17 鄰、國興里共

13 鄰，調整後合興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合興里北以開元路為界與元寶里接壤，東以柴頭港溪為界與永康區六合里接

壤，西以林森路三段為界與振興里接壤，南以開南街 143 巷及南園街 127 巷為界

與重興里、力行里接壤。 

合興里由國興里與華興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華興里早期屬振興里，因工商業發達而於民國 66 年由振興里劃出，本里

位置適中、交通便利、樓房商店林立，因人口激增，於民國 71 年再劃分出國興

里。本里里民多數從事商業經營，其次為工及公教人員。 

原國興里於民國 71 年 05 月 01 日由華興里劃分出，取名國興里乃是寄望國

家興隆，生生不息。主要以住宅區居多，對外以開元路較為熱鬧，有較多商店，

如餐飲店、服飾、機車行、電器行等，而南園街則有少數雜貨店及餐飲店，其餘

皆為住家。國興里活動中心位於南園街 101 巷 71 弄 11 號，為里內聚集開會或小

型活動之主要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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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興里照片集錦 

  養生市場 南園街 

  國興里活動中心 開元路 394 巷 

  開元路 442 巷 崑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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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門里（Beime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正風里共 608 戶，門牌數共 830 個；小康

里共 890 戶，門牌數共 884 個；實踐里共 997 戶，門牌數共 1,117 個。正風里、

小康里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實踐里屬於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皆未符合「臺

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戶數過少，進行調整。除追求街道、版圖完整

性外，因三里有共同集散地「延平市場」，多年來，此 3 里里民每日皆至市場購

置平日生活所需，無形中形成一以延平市場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大社區，考量生活

圈與習慣，故將實踐里（部分）共 900 戶、門牌數共 1,010 個；正風里共 608 戶，

門牌數 830 個；小康里共 890 戶，門牌數共 884 個，整編成北門里。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實踐里（部分）共 17 鄰、正風里共 13 鄰、小康里共 18 鄰，調整後北門

里共 27 鄰，於 107 年 04月 30 日實施。 

北門里北以柴頭港溪、甲頂路及中正南路 52 巷 46 弄為界與永康區甲頂里相

鄰，東以長榮路五段 246 巷及實踐街 39 巷為界與永祥里接壤，西以公園路為界

與正覺里接壤，南以長榮路五段為界與大光里接壤。 

北門里由正風里、小康里及實踐里（部分）整編而成。 

正風里為原延平里之部份，自從磚廠拆建成延平市場後，經濟發展迅速，人

口激增，於民國 62 年 09 月 01 日，正式劃分成立正風里。延平市場為鄰近各里

最大的集散早市，附近民眾買菜時，都會集中於本市場，資訊跟人口匯聚於此，

相當熱鬧，市場小吃遠近馳名。里內有昇平社區活動中心及大光教會，大光教會

為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聚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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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門里（Beimen Village） 

原小康里地勢居高臨下高低落差很大，近年來人口激增、建築物林立，有鄰

里公園、籃球場環境優美。里內原國防監獄改建為小康里文康活動中心及老人休

閒活動中心，位於小康公園內環境優雅，除提供里民休閒場所外，每年農曆正月

初九於此祭拜天公生日極為熱鬧。社區活動中心為守望相助隊及春安工作駐點及

本市里內少數有成立救難隊每年常訓之場所。里內工商不發達，大部分為住宅區

及零星小型工廠，轄內無機關學校，居民信道教佛教居多，有一所基督教教堂。 

原實踐里東面狹長，南北窄小，主要道路有長榮路五段，大武街、實踐街等，

附近有大光國民小學、延平市場，屬於都市型軍眷區，里民有退除役官兵及其眷

屬，部份從事工商業。轄內有實踐派出所、大光郵局、實踐社區活動中心、社區

公園、南中慈惠堂、泰明宮、靖安宮等寺廟，還有大道國宅一區及二區。其中實

踐社區活動中心，為三層建築，一樓為會議場所，設有卡拉 OK 提供里民唱歌，

二樓設有桌球桌及社區辦公室，三樓設有土風舞及媽媽教室提供里民正常休閒娛

樂。社區公園位於社區活動中心後方，有戶外健身器材及兒童遊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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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門里照片集錦 

  昇平社區活動中心 大光教會 

  小康公園 小康里文康活動中心 

  實踐社區活動中心 實踐里小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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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里（Siaob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六甲里共 1,094 戶，門牌數共 1,299 個，；

國姓里共 599 戶，門牌數共 826 個，興南里共 770 戶，門牌數共 1,071 個，六甲

里、國姓里、興南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六甲里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

及調整辦法」規範；國姓里、興南里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

辦法」規範。六甲里戶數雖已達標準，惟為配合里鄰調整，考量生活圈與習慣，

並符合街廓完整，將國姓里、興南里西門路四段 16 巷 9~29 號及西門路四段 16

巷 31 弄 3 號零星散戶緊鄰國姓里邊界，造成興南里及國姓里邊界不清之範圍進

行調整。爰將六甲里共 1,094 戶，門牌數共 1,299 個；國姓里共 599 戶，門牌數

共 826 個；興南里（部分）共 4 戶，門牌數共 11 個，整編為小北里。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六甲里共 21 鄰、國姓里共 13 鄰、興南里（部分）1 鄰，調整後小北

里共 20 鄰，於 107 年 04月 30 日實施。 

小北里北邊以公園路 593巷為界與正覺里接壤，東邊以公園路為界與大光里、

大興里接壤，南邊以西門路四段 16 巷 31 弄為界與長興里接壤，西邊以西門路四

段為界與福德里、成德里接壤。 

小北里由六甲里、國姓里及興南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六甲里轄內無各級學校無公設機關，私立仁愛之家在本里設有辨公大樓，

臺南基督教青年會在里內設立社教機構，里內成立六甲社區發展協會，轄內有小

北太帥宮。 

原國姓里係因六甲里當初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於 64 年將行政區域重新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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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里（Siaobei Village） 

分而產生，轄內宗教寺廟有小北廣濟宮，主祀玄天上帝。本里西門路四段乃是主

要交通要道，兩旁商店林立，商業發達，是轄內之黃金地段；公園路段商家多為

餐飲業及機車行，交通、生活機能皆便利。國姓里活動中心位於公園路 433 巷 15

號 1 樓，為里內聚集開會或小型活動之主要場域。本里成立環保義工隊，致力維

護里內環境整潔及綠美化等工作，89 年成立國姓社區發展協會，提振社區居民參

與公共事務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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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里照片集錦 

  六甲公園 和緯社區大樓 

  仁愛之家 國姓里活動中心 

  小北廣濟宮 小北路、公園路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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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光里（Dagu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道里共 1,185 戶，門牌數共 1,464 個；

光武里共 742 戶，門牌數共 754 個；大山里共 275 戶，門牌數共 568 個；延平里

共 702 戶，門牌數共 816 個。大道里、光武里皆屬密集式大樓住宅區，大山里、

延平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4 里皆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

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因大道里、光武里、大山里與延平里戶數皆未達

標準，除考量街廓完整性外，亦參考地緣關係，遂將大道里 1,185 戶，門牌數共

1,464 個；光武里共 742 戶，門牌數共 754 個；大山里（部分）共 111 戶，門牌

數共 129 個；延平里（部分）共 485 戶，門牌數共 529 個，整編為大光里。鄰調

整部分，調整前大道里共 25 鄰、光武里共 17 鄰、大山里（部分）共 4 鄰、延平

里（部分）共 9 鄰，調整後大光里共 27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大光里北以長榮路五段為界與北門里、永祥里接壤，東以鐵路為界與長勝里

相鄰，西以公園路為界與小北里接壤，南以和緯路為界與大興里接壤。 

大光里由大道里、光武里、大山里（部分）及延平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大道里是政府為安頓大陸來臺之軍眷，於 53 年間興建大道、旭日等眷村，

翌年規劃調整由原大山里劃出大道旭日新村而命名為「大道里」，86 年老舊眷村

拆除改建國宅，於 92 年完工，其中第五、六、十等三個區為大道里所轄。眷村

成員雖然來自大江南北，語言南腔北調，各省方言俚語皆有，但是憑藉著用心聆

聽都能意會，眷村過去是因為國家政策形成的特殊聚落，尤其聚集來自中國不同

省分及臺灣原有不同族群，融合發展出特殊的族群生活文化。里內為集合式國宅

大樓，設有成功國民中學及大道社區活動中心，提供社區民眾測量血壓、閱讀書 



 

34-74 
 

 

  大光里（Daguang Village） 

報及卡拉 OK 歌唱之休閒娛樂場所。 

原光武里早期為大道里之一部份，民國 49 年後另劃而成。居民大多為國軍

退除役官兵及其眷屬，住宅大部分為眷村型態，後因眷村改建而成公寓大樓，居

民大多信奉道教，以南聖宮為其信仰中心，部分則信奉佛教。轄內有一隸屬國防

部之臺南市後備指揮部，辨理本市後備軍人一切事務，及有大光國民小學供附近

各里學齡兒童就讀，另有兩座鄰里公園（光武公園及光武運動公園），是鄰近里

民眾運動及休憩之去處。里活動中心於民國 98 年底落成啟用，平時為里民聯絡

情感聊天話舊及閱讀書報之場所，開辦社團供民眾學習才藝及運動健身之用。 

原大山里之土地全為陸軍營產，陸軍九六軍自大陸撤退來臺，在該營產興建

眷舍並定名為九六新村成立自治會直屬軍方督導，因早年有大山油場而定名之，

里民大多數為退除役軍眷。 

原延平里因轄區內先有延平國民中學而得名，早期屬於興北里，民國 56 年

行政區域調整而劃分出，後因人口日漸稠密再次於 62 年行政區域調整而劃分出

正風里。民國 95 年為使和緯路全線交通流暢，將公園路 758 巷及部份延平國民

中學校地徵收開闢為和緯路一段，並保留其帶狀綠地配合市政里政環境綠美化工

作，在公園路 758 巷內闢建「和緯散步道」，可供里民休憩與養生的處所。宗教

信仰以道教、佛教為主，基督教佔少數，道教方面以「慈雲寺」為宗。轄區內設

有延平六甲里聯合活動中心，座落於公園路 758 巷 43 號，平日提供里民閱讀書

報、休憩及活動舉辦之重要場地。 



 

34-75 
 

 

  大光里照片集錦 

  光武里活動中心 社區大樓 

  大光國民小學 成功國民中學 

  臺南市後備指揮部 延平六甲里聯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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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興里（Da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興北里共 593 戶，門牌數共 699 個；大仁

里共 477 戶，門牌數共 653 個；大山里共 275 戶，門牌數共 568 個；延平里共 702

戶，門牌數共 816 個。興北里、大仁里、大興里、延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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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北

里、大仁里、延平里皆為里範圍狹小，而大山里則因眷村改建，造成里內空地大，

以上四里皆為人口數少。除考量地緣關係、生活圈、習慣，也顧及街廓完整性，

原延平里及大山里和緯路以南之區域調整併入。爰將興北里共 593 戶，門牌數共

699 個；大仁里共 477 戶，門牌數共 653 個；大山里（部分）共 164 戶，門牌數

共 439 個；延平里（部分）共 217 戶，門牌數共 287 個，整編為大興里。鄰調整

部分，調整前興北里共 14 鄰、大仁里共 13 鄰、大山里（部分）共 11 鄰、延平

里（部分）共 7 鄰，調整後大興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大興里北邊以和緯路一段為界與大光里接壤，東邊以鐵路為界與長勝里、中

樓里接壤，南邊以公園北路為界與公園里接壤，西邊以公園路為界與長興里、小

北里接壤。 

大興里由興北里、大仁里、延平里（部分）及大山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興北里自臺灣光復後就已命名，東邊有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西邊有古

廟雙良宮至今已數十年之歷史，此即是俗稱的「寮內」，毗鄰有臺南市立圖書館、

臺南公園。里活動中心 97 年落成，供里民集會活動使用並成立社區發展協會、

環保義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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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興里（Dasing Village） 

原大仁里曾隸屬大山里，大仁里名有「大哉里仁為美」之耄喻，宗教信仰以

道教為主，佛教次之，基督教佔少數。道教方面有「三合宮」、「慶安宮」等，基

督教教堂則有 2 座。地方上信仰單純，民風淳樸，里內有工務局第一工務大隊北

門辦公處，轄內設有社區活動中心，供社區民眾集會活動使用並成立社區發展協

會、環保義工隊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原延平里因轄內有延平國民中學而得名，早期屬於興北里。位於北區中心偏

北之位置，靠近市區，開發較早，因此人口稠密商業行為較多集中於公園路段之

店面。宗教信仰以道教、佛教為主，基督教佔少數。道教方面以「慈雲寺」為宗，

「福德祠」次之，每每均能發揮宗教教化之功能，達到潛移默化之效。 

原大山里之土地全為陸軍營產，陸軍九六軍自大陸撤退來臺，在該營產興建

眷舍定名為九六新村，並成立自治會直屬軍方督導。現因眷村改建及拆除留有大

片空地，待軍方及市府重新規劃處理，里附近有大光國民小學、延平國民中學、

成功國民中學，里民早晚利用公園學校操場作為健身運動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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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興里照片集錦 

 

 

 雙良宮 興北里活動中心 

  工務局第一工務大隊 大仁社區活動中心 

  臺南市立延平國民中學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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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興里（Chang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長德里共 586 戶，門牌共 716 個；興南里

共 770 戶，門牌數共 1,071 個。興南里、長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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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戶數未達

標準，再加上考量街廓完整性，爰將長德里共 586 戶，門牌共 716 個；興南里（部

分）共 766 戶，門牌 1,060 個，整編為長興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長德里共 13

鄰、興南里（部分）共 12 鄰，調整後長興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4月 30 日實施。 

長興里北邊以西門路四段 16巷、西門路四段 16巷 31弄為界與小北里接壤，

東邊以公園路為界與大興里、公園里接壤，南邊以公園南路為界與北華里接壤，

西邊以西門路三段、西門路四段為界與和順里接壤。 

長興里由長德里及興南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長德里由共和里及城朔里合併而成，取街道長北街與民德國民中學命名為

長德里。本里地勢東高西低，原有街道房屋老舊，新式樓房多臨大路，巷道狹窄，

車輛出入不便。里內以勞工居多，少數從事家庭式加工，商店沿西門路三段、公

園南路、長北街營業。公教人員佔少部分，貧富參差不齊，差距頗大。小學屬立

人國民小學學區，國中屬民德國民中學學區，交通便捷，教育狀況良好。轄內無

學校、公家機關，有糖安宮、神農殿及鎮山城隍廟等三間寺廟。民國 99 年 04 月

完成興建里活動中心，提供里民活動及學習的場所。未來陸軍配件廠的整體開發，

以及忠義路三段的開通和計劃巷道的開發，繁榮景象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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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興里（Changsing Village） 

原興南里自臺灣光復就存在，民國 71 年行政區域整編將國姓里 1 至 8 鄰整

編至興南里，以公園路、公園北路、西門路四段及公園南路等為主要的交通要道，

公園南路市場商業林立工商發達，里內居民以商業為主；其次為勞動謀生，里民

生活品質日漸提高。 

原興南里轄內無學校、公家機關。私立仁愛之家康寧園 89 年設立，提供長

輩一個安養的場所。里內公園路 321 巷藝術聚落是原成功大學宿舍經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規劃完成，提供市民一個休閒踏青的園區。現有最大、面積最廣的里內空

地陸軍配件廠，目前提供汽車、大客車的停車場及停靠接駁站，俟開發完成後，

未來繁榮景象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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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興里照片集錦 

  長德里活動中心 糖安宮 

  神農殿 鎮山城隍廟 

  康寧園安養中心 321 巷藝術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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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華里（Beihu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玉皇里共 681 戶，門牌數共 997 個；三德

里共 544 戶，門牌數共 788 個；五福里共 905 戶，門牌數 545 個。玉皇里、三德

里、五福里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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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整。為考量生活圈與習慣及街廓完整性，整編為北華

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玉皇里共 16 鄰、三德里共 13 鄰、五福里共 13 鄰，調

整後北華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北華里北以公園南路為界與長興里接壤，東以公園路與公園里接壤，西以西

門路三段與立人里接壤，南以成功路與中西區赤崁里接壤。 

北華里由玉皇里、三德里、五福里整編而成。  

原玉皇里是臺南府城舊部落，民國 90 年「依據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自治

條例」規定，併附近花園、福德、大公三里全部及三安、共和二里部份而成。本

里有古蹟廟宇多和美食多二大特色。古蹟廟宇多，「開基玉皇宮」始建於明永曆

年間，康熙 27 年總領楊文魁修建，嘉慶 5 年改祀玉皇大帝，為全臺首祀玉皇大

帝之廟宇，本里也因玉皇宮位於轄內中心，故取為里名；「興濟宮大觀音亭」之

「興濟宮」始建於明永曆 33 年，別稱頂大道，立祀保生大帝，同治光緒年間為

官方祀典廟宇，「大觀音亭」始建於明永曆 32 年，主祀觀世音菩薩，兩者皆為國

家三級古蹟、「鎮轅境」始建於清乾隆 13 年，別稱頂土地，主祀福德正神，因佑

太子太保王得祿仕途建勳、得高官厚爵，經清朝獲敕翹脊燕尾、冠頂相帽。另有

白龍庵五靈堂、陰陽公廟、玉尊堂等六處。美食多，百年煎餅老店、碗粿、麥芽

膏、汕頭豆花、春捲、米龜、甜粿、發粿等古早味。本里位處臺南市中心，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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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華里（Beihua Village） 

是舊有街道及部落，現今崇安街（總爺老街）傳說因清代有位總爺居住於此而得

名，是清代城外經大北門進入府城的重要通道，老街現仍保有一些傳統店面。本

里廟宇眾多集中、各式小吃、百年老店、傳統行業等在市府推動的鎮北坊文化園

區中佔極重要地位。本里古厝及新建大樓棋盤交錯，玉皇里活動中心 99 年落成

提供里民一個休憩集會去處。 

原三德里係合併原共和、三安、城隍、重光、保生、城朔等里之部分而成。

里內有二座香火鼎盛之廟宇，一為三老爺宮，主祀三老爺（朱王爺、曹王爺、魏

王爺），創建於清乾隆十五年（西元 1750 年），此廟歷年均有修繕，於民國 85 年

（西元 1996 年）落成重建後的三老爺宮，空間上由三川殿、中庭、正殿所組成，

造型甚為宏大，三川門上嵌有「開臺聖地」四個大字，道出此廟與「鄭成功」的

關係。相傳鄭國姓軍隊由禾寮港德慶溪（原本宮廟前）登岸，曾駐軍於此（昔時

稱為尖山），即其第一個夜晚在三老爺宮度過（頭眠），隔日即圍攻赤崁樓，致使

荷蘭人投降，此即為此廟之重要典故。一為福德正神下土地廟即（總祿境）。里

內有公有光復市場（百年鴨母寮市場）。因臨近車站、公園、學校、醫院、銀行、

飯店等，交通便利，商業發達，惟因係舊部落，都市更新緩慢，延緩了開發的速

度。三德里活動中心於 98 年落成，開設各類課程提供里民終身學習及集會活動

使用。 

原五福里是古都舊部落，時過境遷人口流失，因應臺南市里鄰調整，合併原

元和、保生、重光、城朔、城隍等里合併而成本里。五福里雖處本市市中心，唯

全是舊部落及狹窄街道，近年來公園南路及 N15 道路相繼開闢，相對帶動轄區內

繁榮及進步，轄內有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轄內具有多處古蹟，二級古蹟開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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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華里（Beihua Village） 

后宮為臺灣府城最早媽祖廟，故以冠以「開基」之名；元和宮之白龍庵如意增壽

堂什家將為臺灣最早的家將團、三山國王廟為國定古蹟，廟內主祀三山國王，左

右殿分別奉祀天后聖母與韓文公；全臺首邑縣城隍廟所奉祀的城隍爺是由臺灣第

一任知縣雕塑金身迎祀廟內的，其「本土性」的源由，不同於其他縣市的城隍廟

源自大陸，故號稱「全台首邑」；烏鬼井為公告三級古蹟，據說是荷蘭東印度公

司命令印尼班達島土人所蓋，而因班達島土人膚色黝黑又頗識水性，遂被稱作「烏

鬼」，井名也因此命名。廟宇古蹟讓里民有信仰及休憩外，可發展觀光業並結合

鎮北坊文化園區帶動經濟發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B1%B1%E5%9C%8B%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A%BD%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6%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E6%9D%B1%E5%8D%B0%E5%BA%A6%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E6%9D%B1%E5%8D%B0%E5%BA%A6%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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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華里照片集錦 

  開基玉皇宮 大觀音亭興濟宮 

  玉皇里活動中心 三德里活動中心 

  三老爺宮 二級古蹟開基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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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德里（Huad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成德里共 5,234 戶，門牌數共 5,827 個。

成德里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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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長服務量能，進行調整，經考量全里戶數分配及街廓完整性後，

遂將成德里（部分）共 1,955 戶，門牌數共 2,162 個單獨整編為成德里；成德里

（部分）共 1,872戶，門牌數共 2,155個單獨整編為福德里。調整後華德里共 1,407

戶，門牌數共 1,510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成德里（部分）11 鄰，調整後華德

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4月 30 日實施。 

華德里東以北安路一段為界與成功里接壤，東南以西門路四段為界與正覺里

接壤，南以文成三路為界與福德里接壤，西以海安路三段為界與文元里接壤，北

以中華北路二段為界與安南區安富里及溪東里隔著鹽水溪接壤。 

華德里由原成德里（部分）範圍整編而成。 

臺南市北區華德里位於舊時的鄭仔寮，處於府城小北城外，與繁華的城內有

著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原本的鄭仔寮是個到處為魚塭和農田的鄉間聚落，但是

日後臺南市政府開始對當地發展進行規劃，今日本里的交通和生活環境有了大幅

度的改善。 

華德里為新開發完成之重劃區，房屋多以中庭型式構築，其巷弄寬度屬於私

人空間，較為狹小外，其餘屬都市計畫所規劃之街道或巷弄，皆為筆直寬暢，汽

車皆可行駛，居家搬遷容易且無壓迫感，位於食衣住行皆便利的繁華都市裡，鬧

中取靜，頗受購屋者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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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德里（Huade Village） 

里內有羽球館、小北棒球場、臺南花卉巿場、第五分局派出所，更有華德公

園、育北公園、孝德公園等廣闊綠地提供充分的休閒空間，讓華德里在近年來成

為許多人心目中最適合居住的熱門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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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德里照片集錦 

  孝德公園 小北棒球場 

  台南花卉巿場 公園派出所 

  育北公園 華德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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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德里（Fud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成德里共 5,234 戶，門牌數共 5,827 個。

成德里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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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長服務量能，進行調整。經考量全里戶數分配及街廓完整性後，

遂將成德里（部分）共 1,955 戶，門牌數共 2,162 個單獨整編為成德里，成德里

（部分）共 1,407戶，門牌數共 1,510個單獨整編為華德里。調整後福德里共 1,872

戶，門牌數共 2,155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成德里（部分）12 鄰，調整後福德

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4月 30 日實施。 

福德里東以西門路四段為界與正覺里和小北里接壤，南以和緯路二段為界與

成德里接壤，西以海安路三段為界與元美里接壤，北以文成三路為界與華德里接

壤。 

福德里由原成德里（部分）範圍整編而成。 

臺南市北區福德里位於舊時的鄭仔寮，當年這個屬於北門城外，落後的魚塭

部落，近年來搖身為食衣住行皆便利的繁華都市。本里為新開發完成之重劃區，

交通街道寬暢且里內又有多處親子休閒公園設置及規劃完善的公共設施。 

成德里活動中心坐落在福德里內，供里民集會活動使用，且活動中心開設許

多課程、配合辦理市民學苑，辦理許多活動，提供里民終身學習的場所。里內有

福德公園、希望公園、成德公園等廣闊綠地提供充分的休閒空間，且鄰近民德國

民中學、文元國民小學及立人國民小學，讓家長每日載送學童上下學更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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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德里照片集錦 

  凱德公園 玉皇玉聖宮 

  福德公園 希望公園 

  成德公園 成德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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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人里（Lire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安民里共 530 戶，門牌數共 641 個；裕民

里共 627 戶，門牌數共 902 個；和順里共 3,325 戶，門牌數共 3,936 個。安民里、

裕民里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和順里屬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安民里及裕民

里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和順里則符合規範。

惟考量街廓完整性，將安民里共 530 戶，門牌數共 641 個；裕民里（部分）共 293

戶，門牌數共 479 個；和順里（部分）共 520 戶，門牌數共 811 個整編為立人里，

整編後共 1,343 戶。以現有公園南路、臨安路、成功路、西門路等明顯幹道為界，

整併鄰接和順里部分、裕民里部分，重劃里界以成為方正之舊城區營造。鄰調整

部分，調整前安民里共 12 鄰、裕民里（部分）共 7 鄰、和順里（部分）共 4 鄰，

調整後立人里共 13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日實施。 

立人里北以公園南路為界與和順里接壤，東以西門路三段為界與北華里接

壤，西以臨安路二段為界與雙安里接壤，南以成功路為界與中西區兌悅里、五條

港里接壤。 

立人里由安民里、裕民里（部份）及和順里（部份）整編而成。 

原安民里在日據時代是一片魚塭地，光復後行政區域劃分命名為安民里，乃

取其國泰民安之涵義，里轄內有百年立人國民小學、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

立人派出所及位於臨安路、海安路口的連雅堂紀念公園，設有涼亭、兒童遊樂設

施及行道樹花卉等設施，本里轄內社區活動中心座落於海安路三段 59 號，平日

提供里民閱讀書報、休憩及活動舉辦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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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人里（Liren Village） 

原裕民里因隸屬於安民里期望「民安」而後「民裕」，故取名為「裕民里」，

本里裕民社區活動中心所在位置，是昔日「哨船港」水路流經之地。頗富盛名、

信眾多及香火鼎盛的「菱洲宮」在本里轄內，原稱「天王爺館」，因寺廟所在地

為德慶溪及其支流沖積之沙洲，地形狀如菱角，故改稱為「菱洲宮」，為本地區

的精神信仰中心。 

原和順里名稱原取之於古時『和為貴順則昌』為原則命名，里內位於公園南

路與海安路三段交接處的海安公六停車場，原是海安路地下街工程的工務所，環

境髒亂造成許多安全及衛生問題，停車場的設立，改善了環境帶動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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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人里照片集錦 

  立人國民小學 連雅堂紀念公園 

  安民社區活動中心 立人派出所 

  海安公六停車場 菱洲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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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安里（Shuang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文成里共 1,413 戶，門牌數共 1,566 個；

裕民里共 627 戶，門牌數共 902 個；和順里共 3,325 戶，門牌數共 3,936 個。文

成里、裕民里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和順里屬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裕民里

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文成里及和順里則符合

規範。裕民里戶數過少，經歷縣市合併、人口成長等階段，已經無法反映現況，

整編鄰接文賢國民中學周邊和順里部分、文成里部分，以符完整街廓。爰將裕民

里（部分）共 334 戶，門牌數共 423 個；和順里（部分）共 465 戶，門牌數共 580

個；文成里（部分）共 182 戶，門牌數共 185 個整編為雙安里，共 981 戶。重劃

里界以海安路、臨安路等雙軸線為地區發展中心，整編後雖戶數未達 1,000 戶，

惟里內臨安路二段 143 巷 50－72 號住宅已竣工，預估增加 10 戶、海安路三段 183

－187 號住宅大樓近日竣工，預估增加 69 戶，俟人口進住即逾標準。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裕民里（部分）共 6 鄰、文成里（部分）共 4 鄰、和順里（部分）共 4 鄰，

調整後雙安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日實施。 

雙安里北以海安路三段 219 巷為界與文成里接壤，東以海安路三段為界與和

順里接壤，西以文賢一路、文賢路一路 21 弄、文賢路 242 巷 72 弄、臨安路二段

91 巷為界與文成里接壤；另以成功路為界與中西區兌悅里接壤，南以臨安路二段

為界與立人里接壤。 

雙安里由裕民里（部份）、文成里（部分）及和順里（部份）整編而成。 

原裕民里因隸屬於安民里期望「民安」而後「民裕」，故取名為「裕民里」，

鄰近地區昔日為「哨船港」水路流經之地，數十年前因水患頻頻，為都市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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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安里（Shuangan Village） 

需遂予以填平，「哨船港」水路已不復見，有鑑於此臺南市政府在民國 90 年特立

碑為記。本里綠邑公園位於文賢一路 21 巷口提供里民休憩及社區綠美化，轄內

社區活動中心座落於臨安路二段 93 號，平日為里民休閑娛樂健身及活動舉辦場

所。 

原文成里隸屬文元里轄區，舊稱「紅目寮」部落，源自舊文元里並寓意於「文

元成功」而卓越之故取里名，早期大部份為魚塭地區，然多年來由於工商發達，

皆已成為住宅、工商用地，里內有文賢國民中學教育鄉梓。 

原和順里名稱原取之於古時「和為貴順則昌」為原則命名，早期為漁塭地，

因小北商圈成立後，發展極速，成為一高級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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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安里照片集錦 

  文賢國民中學 文賢國民中學北側綠美化 

  裕民社區活動中心 裕民綠邑公園 

  臨安路二段街道 海安路三段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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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美里（Yuanm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文元里共 2,649 戶，門牌數共 2,760 個。

文元里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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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里長服務量能，自文元里文成三路以南，進行調整，爰將文元里

（部分）共 1,404戶，門牌數共 1,453個單獨調整為文元里。元美里調整後共 1,245

戶，門牌數共 1,307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文元里（部分）共 14 鄰，調整後

元美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元美里北邊以文成三路、文賢路 1080 巷為界與文元里接壤，東邊以海安路

三段為界與福德里接壤，南邊以和緯路三段為界與文成里接壤，西邊以文賢路為

界與大和里、大豐里接壤。 

元美里由原文元里（部分）範圍整編而成。 

本里原屬海埔新生地，大部份為魚塭，幾十年前漁塭遍佈，其經市府設計規

劃，目前全部為改良住宅及工商區。近數十年來工商經濟發展迅速，由於腹地廣

擴都會漸漸形成，人口數大量增加，人口成長快速，文元國民小學更是臺南市排

名第一的雙語學校，自此優質人口更陸續遷入，里內千萬豪宅林立。里內另有警

察局第五分局、消防和緯分隊等公家機關。文元文成里聯合活動中心位於和緯路

三段上，交通方便，供里民集會活動使用，開設各類課程、配合辦理市民學苑，

提供里民終身學習的場所。 

文元國民小學旁之棒球場，更是本市南英青棒訓練場，為臺南棒球界培育出

不少美國大聯盟級運動明星，如道奇隊郭泓志、胡金龍等等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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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美里照片集錦 

  文元國民小學 文元棒球場 

  基督長老教會 基督成功教會 

  文元文成里聯合活動中心 警察局第五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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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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 開元里 翁明樹 北區 延平里 吳坤福 

北區 新勝里 李嬌鸞 北區 興北里 黃文宗 

北區 勝安里 吳澐晏 北區 大豐里 余禮南 

北區 東興里 王泉尚 北區 重興里 鄭林阿雪 

北區 力行里 鄭昆福 北區 和順里 吳杰 

北區 華興里 謝昌成 北區 國姓里 莊金胞 

北區 振興里 童小芸 北區 六甲里 謝水泉 

北區 仁愛里 吳棟旺 北區 正覺里 吳銅吉 

北區 大仁里 莊淑芬 北區 成功里 鄭景元 

北區 大山里 柯惠君 北區 文元里 李榮生 

北區 大道里 劉秋勇 北區 大港里 黃良賢 

北區 光武里 廖克中 北區 國興里 吳承芳 

北區 實踐里 郭繼明 北區 裕民里 鄭智化 

北區 小康里 許至川 北區 安民里 陳正武 

北區 正風里 陳雍明 北區 興南里 徐德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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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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 長榮里 李新生 北區 元寶里 李文豪 

北區 中樓里 楊政衡 北區 永祥里 高凱旋 

北區 公園里 徐富美 北區 成德里 王三保 

北區 玉皇里 王許麗雲 北區 文成里 蘇來椿 

北區 長德里 李茂德 北區 大和里 陳美惠 

北區 三德里 王黃春子 北區 賢北里 黃富得 

北區 五福里 陳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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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皇興 

執行團隊／臺南市北區區公所、臺南市府北戶政事務所（北區辦公處） 

執行編輯／蔡佳甫、林正雄、藍天寶、楊雅玲 

編審人員／劉紀孝、張嘉玲、蔡順來、鄭心琄、陳逸恬、蘇煥清、王  銓、 

鄭均誼、黃明達、白佩宜、余冠勳、謝可茵、曹漢民、陸萍珍、 

曹慶麟、陳雅雯、李介文、林俊良、王發科、吳佳紋、江祥瑜、 

吳品璇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臺南市北區區公所全球資訊網之區及各里簡介與里鄰長口述等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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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