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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安平區位於臺南市西部偏南，北以鹽水溪和安南區為界，東以民權路、中華

西路與中西區相鄰，南則隔運河與南區毗鄰，西為臺灣海峽，面積約 11.0663 平

方公里。原轄下共 15 里、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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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里調整為 13 里、363 鄰調整為 298 鄰，並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及 04 月

30 日分兩階段實施。 

安平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後訂定。依安平區志記載，鄭

成功攻台後，於清康熙 7 年（西元 1668 年），在安平街海邊建廟（即今石門國民

小學內），奉祀媽祖，名「天妃宮」，此即為臺灣本島最早、最大媽祖廟所在，故

透過港仔里與石門里之整編，將其命名為「天妃里」。另依史書記載於 1661 年時，

鄭成功攻下「熱蘭遮城」，將荷蘭人趕出臺灣，建立臺灣歷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

鄭氏因為懷念閩南第二故鄉泉州府晉江縣的「安平」，故將該城改名為「安平鎮」，

此即為「安平古堡」的由來。鄭氏王朝三代統治者均駐居於此，故又稱「王城」。

隨著此次西門里、海頭里因文化、教育、警政之因素整編後，故取名「王城里」，

希回復 17 世紀鄭氏王朝於安平繁盛之情境，讓「王城」再次展露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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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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城里 

石門里 

港仔里 

西門里 

106 年 04 月 10 日 

至 106年 05月 15日分別向整編的里長說明本

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並研議各整編態樣區

間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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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安平區里鄰調整第一次研商會議 

平安里 106 年 05 月 15 日 
至 106 年 06 月 6 日區長與平安里里長個別協

調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06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三次研商會議」 

民政局 

區公所 

各里 

106 年 06 月 08 日 安平區里鄰調整第二次研商會議 

石門里 106 年 06 月 08 日 至 106年 07月 06日主任秘書與石門里長協調 

港仔里 106 年 06 月 08 日 至 106 年 07 月 06 日區長與港仔里長協調 

西門里 106 年 06 月 08 日 區長將整併情形及進度向西門里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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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6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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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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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仔里 106 年 10 月 03 日 
主任秘書與港仔里長說明取名為「天妃里」依

據及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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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里 106 年 10 月 15 日 
主任秘書與石門里長協商港仔里與石門里合

併取名為「天妃」里由來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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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08 日 安平區里整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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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里 106 年 12 月 20 日 
里長聯誼會陳情「希望市府重行研議『安平六

角頭』合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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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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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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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城里 金城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6-7 

漁光里 漁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6-9 

建平里 建平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6-12 

怡平里 怡平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6-14 

華平里 華平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6-16 

平通里 平通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6-18 

文平里 文平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6-20 

國平里 國平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6-22 

育平里 育平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6-24 

億載里 億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6-26 

平安里 平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6-28 

天妃里 港仔里、石門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36-30 

王城里 西門里、海頭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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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金城里（Jinc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金城里共 863 戶，門牌數共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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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考量未來發展（水景公園週邊 BOT 案、跨港大橋連接永華路二段與城平路），

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金城里共 15 鄰，調整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金城里北以四草大橋與安南區海南里相接，東以同平路、國勝路分別與王城

里、天妃里毗鄰，西鄰臺灣海峽，南以安平漁港與漁光里、億載里遙遙相望。 

依據安平區志記載，於同治 10 年琉球番民誤入恆春牡丹社為原住民所殺，

日本藉口琉球為其保護國大舉侵台，同治 13 年清廷特派欽差大臣沈葆禎渡海佈

置海防以禦外敵，並奏上請築「億載金城」及聘法人督造建立大砲台保衛府城。

全台第一座現代化西式砲台—「億載金城」就此誕生，使本里當時即為一重要軍

事要塞。故於民國 34 年 12 月行政區域整編中，因轄內「億載金城」取名「金城

里」。後因民國 87 年 02 月臺南市里行政區域調整中，將金城里劃分為二，分別

為金城里及億載里。 

金城里屬舊部落聚居之地，交通便利，現轄內擁有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

校、金城里活動中心、沙灘忠誠社區活動中心、五星級飯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與

遊憩碼頭等，其中遊憩碼頭緊臨延平老街及安平港，為遊客佇足熱門觀景之處，

觀夕平台更是看夕陽、踏浪的絕佳地點。未來將融合自然生態與歷史人文古蹟之

方式加以建設，吸引更多旅人造訪，將在地文化精神及特色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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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城里照片集錦 

  
沙灘忠誠社區活動中心 金城里活動中心 

  
觀夕平台 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碧海碼頭 四草大橋旁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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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光里（Yugu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漁光里共 208 戶，門牌數共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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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考量漁光里地域獨立性，對外交通以漁光大橋為唯一通路，不宜與其它里合併，

故里未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漁光里共 7 鄰，調整後共 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漁光里北以安平漁港與金城里相望，東與國平里接壤，西臨臺灣海峽，南與

南區為界。 

漁光里位於熱蘭遮城（安平古堡）外西南端，臨臺灣海峽，昔日為沙丘俗稱

「三鯤身」，是臺江內海七鯤鯓之一。於清代劃為效忠里的一部分，二次大戰後，

三鯤鯓一帶仍與四鯤鯓相連，劃為臺南市南區鯤明里。後來因民國 67 年開挖安

平港新港道，使得三鯤鯓與四鯤鯓分開，獨立於南區各里之外，遂於次年改隸安

平區。早期漁光島幾乎沒有居民，只有往來漁民搭建草寮作為暫歇之處，因為居

民夜間駕竹筏出海撒網之時，都以浮筒置一盞燈作為信號，水面上乃顯得漁火點

點，故取名為「漁光里」。 

漁光里內有豐富的自然生態元素，宛如臺南的世外桃源，其不僅有原始森林

及半月灣等景點，其沙灘更被評價為全臺灣最美麗的沙灘之一，其中最大特色在

於內有豐富的木麻黃森林蜿蜒著 1.5 公里長，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 106-107

年斥資 2,000萬元經費，在林間打造約 1公里的步道，貫穿舊有的馬場和秋茂園，

讓漁光島不僅僅是觀夕景點，更成為民眾體驗平地森林新去處，讓旅人在都市繁

忙生活中，能偷一絲清閒徜徉森林浴中。此外安平區公所更以漁光森林特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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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光里（Yuguang Village） 

體發展出獨特的社區產業，結合安平區所有社區營造共同舉辦「森林小市集」、「慢

活小旅行」等活動，讓民眾走訪漁光島期間，體驗豐富自然生態及漁光島特有牡

犡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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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光里照片集錦 

  
森林步道 漁光島日落 

  
月牙灣 防風林 

  
億載國民小學漁光分校 漁光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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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里（Jianp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建平里共 2,257 戶，門牌數共 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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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建平里共 28 鄰，調整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

實施。 

建平里北以建平十七街鄰運河，東以中華西路二段與中西區相接，西以文平

路與怡平里比鄰，南以永華路二段與文平里為界。 

建平里為上鯤鯓段，係海埔新生地，居民圍築魚塭養殖，民國 75 年 05 月市

政府將魚塭地列為第五期重劃地並予以填土。民國 85 年 10 月臺南市政府由中正

路遷移至此，使建平里晉升為市政中心所在地，民國 87 年 02 月臺南市行政區域

調整中將原校前里劃分為 7 里，建平里即為其中之 1 里，因里內南北主幹道有建

平路，支幹道有建平八街至建平十七街，故取名建平里。轄內有臺南市議會、社

會福利大樓、臺南地政事務所、臺南市選舉委員會、華平派出所、新南郵局、消

防局永華分隊、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中油公司永華東站等機關設施進駐，

新南國民小學及金城國民中學也分別於 103 年、104 年遷校至本里，使本里儼然

成為市政文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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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平里照片集錦 

  
臺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 建平公園 

  
建平里活動中心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議會 金城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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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平里（Yip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怡平里共 2,000 戶，門牌數共 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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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怡平里共 27 鄰，調整後共 2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

實施。 

怡平里北鄰運河與平安里為界，東以文平路與建平里相鄰，西以華平路與華

平里相接，南以永華路二段與國平里毗鄰。 

怡平里為上鯤鯓段，係海埔新生地，早期居民圍築魚塭養殖，民國 75 年 05

月臺南市政府將魚塭地列予第五期重劃區予以填土，後續隨著公共設施興建及發

展，成為臺南市新興都會區。民國 87 年 02 月臺南市行政區域調整中將原校前里

劃分七里之一，並命名為「怡平里」。 

怡平里轄內擁有完善道路規劃與綠地，並擁有安平國民小學、怡平公園、中

華電信安平營運處等公有設施。惟本里屬新興都會區，交通相當繁忙，對於通行

安全有一定疑慮，故於 100 年爭取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於轄內永華六街全段造街

打造「通學步道」，採行縮小路寬以減緩行車速度、增設人行步道、座椅，並於

道路兩旁規劃停車位及植栽綠化，期能提供轄內安平國民小學學童及社區居民安

全舒適的通行環境。另為提倡里民運動休閒風氣，亦爭取於怡平公園建置法式滾

球場，其夜間照明完備，已成為里社區居民「滾動」休閒競技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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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平里照片集錦 

 

 

 
中華電信安平營運處 安平國民小學 

  
怡平公園 永華六街通學步道 

  
鎮海宮 空地綠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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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平里（Huap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華平里共 2,091 戶，門牌數共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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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華平里共 33 鄰，調整後共 2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

實施。 

華平里北以慶平路鄰安平運河，東以華平路與怡平里相鄰，西以國平路與平

通里為界，南以永華路二段與國平里毗鄰。 

華平里為上鯤鯓段，係海埔新生地，早期居民圍築魚塭養殖，民國 75 年 05

月臺南市政府將魚塭地列予第五期重劃區予以填土，後續隨著公共設施興建及發

展，成為臺南市新興都會區。民國 87 年 02 月臺南市行政區域調整中將原校前里

劃分七里之一，命名為「華平里」。 

華平里屬新興都會區，轄內道路寬敞整齊，居住型態上屬一般住宅區，公有

設施有華平里活動中心供里民平常休閒使用，亦考量臺南監理站位於東區，路程

遙遠。安平區公所特將里內荒廢空地結合監理機關設置機車考照場，協助推動機

車下鄉考照服務，民眾可就近練習、考辦機車駕照，無需再徒勞往返，節省不少

的時間與金錢，「練習、考照、領證，一處 OK！」，自開辦以來佳惠考者無數，紓

解人民往返監理站排隊等候，節省不少寶貴時間。另里內華平公園面積廣達 3,594

坪，成為里民生活運動及休閒不可獲缺的都市綠地，對於帶動週邊生活機能及商

業效益有不小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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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平里照片集錦 

  
華平里考照場 華平里活動中心 

  
金龍宮 四連宮 

  
華平公園 華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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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通里（Pingt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平通里共 3,596 戶，門牌數共 3,823 個，

屬於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戶數過多，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

範，惟考量里長服務能量尚可負荷，故里未進行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平通

里共 32 鄰，調整後共 33 鄰，於 107 年 01月 29 日實施。 

平通里北以慶平路鄰安平運河，東以國平路與華平里相接，西以平豐路與億

載里為界，南以永華路二段與國平里、育平里毗鄰。 

平通里為上鯤鯓段，係海埔新生地，居民圍築魚塭養殖，民國 75 年 05 月臺

南市政府將魚塭地列予第五期重劃區予以填土，後續隨著公共設施興建及發展，

成為臺南市新都會區。民國 87 年 02 月臺南市行政區域調整中將原校前里劃分七

里之一，取名為「平通里」。 

平通里屬新興都會區，轄內道路寬敞整齊，居住型態上屬一般住宅區，轄內

有滑輪溜冰場為培育本市滑輪選手的重鎮，亦透過平通公園、札哈木公園及安億

公園提供里民休閒運動好去處，另擁有安平國民中學、安平區公所、安平圖書館、

安平戶政事務所、安平區衛生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臺南市政府消防

局、育平郵局、育平派出所、平通里活動中心等機關設施，區政文教中心地位不

言可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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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通里照片集錦 

  
臺南市安平區公所 札哈木原住民公園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 

  
平通里活動中心 安平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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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里（Wunp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文平里共 2,195 戶，門牌數共 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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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後文平里均為 2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文平里北鄰永華路二段，東以中華西路二段與中西區相接，西以文平路與國

平里毗鄰，南臨健康路三段為界。 

文平里位於安平區東南隅，舊時為上鯤鯓段，係海埔新生地，早期居民圍築

魚塭養殖，民國 75 年 05 月，市政府將魚塭地規劃成為臺南市第五期重劃區，劃

歸安平區管轄。並於民國 85 年 10 月起隨著臺南市政府、臺南市議會等公部門陸

續遷入後，帶動五期重劃區整體發展。故於民國 87 年 02 月臺南市行政區域調整

中，將原校前里重新整編劃分成七里之一，即為現在「文平里」。 

文平里為提升里民情誼及落實社區營造工作，配合區公所於 106年度辦理「公

民審議～參與式預算計畫」，透過公民參與、模擬政府議事程序過程，於里內設

置「文平滾球場」，培養全民建立良好運動風氣，引領活力帶動健康美好的生活。

且亦考慮到安平為近年熱門旅遊景點，且轄內大樓櫛比鱗次，停車空間不足，是

以配合市府「臺南好停 No.萬」政策，於轄內永華二街 57 號前空地闢建停車空間，

可提供 79 席停車格位，不僅可改善環境、防治登革熱發生，對於疏解當地停車

需求亦有極大助益，創造多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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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平里照片集錦 

  
文平滾球場 慈濟高中 

  
文平里活動中心 永華公園 

  
五期苗圃 永華路二段上美食街店家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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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平里（Guop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國平里共 3,085 戶，門牌數共 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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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後國平里均為 3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國平里北鄰永華路二段，東以文平路與文平里相接，西以健康三街與育平里

毗鄰，南則隔運河與南區彰南里、鯤鯓里遙遙相望。 

國平里為金華地段，係海埔新生地，早期居民圍築魚塭養殖，民國 75 年 05

月臺南市政府將其列予第五期重劃區並予以填土，後續隨著公共設施、地方之發

展與建設，本里已成為臺南市新興都會區。國平里原屬校前里重劃七里之一，於

民國 87 年 02 月臺南市里行政區域調整中，重行規劃並命名為「國平里」。 

國平里里內道路寬敞整齊，交通相當便利，轄內設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

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慈濟高級中學小學部，並為提供給里民休閒運動的空間，設

有棒球場、籃球場等運動休閒場地，希望藉以培養全民良好運動風氣，體驗樂在

生活之重要。且國平里內健康路南側重劃區內大樓社區建設快速，人口急速增加，

社區考量高齡化社會來臨等相關社福議題日漸重要，開辦及規劃各式健康檢查、

講座課程以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服務，期待能達到「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

有所為、老有所教與老有所樂」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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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平里照片集錦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慈濟高中小學部 國平里活動中心 

  
棒球場 籃球場 



 

36-24 
 

 

  育平里（Yup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育平里共 3,732 戶，門牌數共 4,419 個，

屬於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戶數過多，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

範。惟考量里內多為大樓社區型態，里長服務能量尚可負荷，故里未進行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育平里共 39 鄰，調整後共 4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育平里北鄰永華路二段，東及南側分別以健康三街及健康路三段與國平里相

接，西則以平豐路與億載里毗鄰。 

育平里為上鯤鯓段，係海埔新生地，早期居民圍築魚塭養殖，民國 75 年 05

月臺南市政府將魚塭地規劃成第五期重劃區予以填土，並於民國 87 年 02 月臺南

市里行政區域調整中，重行規劃並命名為「育平里」。 

本里屬新興都會區，里內地勢平坦，道路寬敞整齊，公寓大樓林立，交通相

當方便，為提升里民情誼及落實社區營造工作，於里內設置網球場、籃球場等場

地，希望里民即使身在都市，在平常工作繁忙之餘仍不忘運動，建立全民良好運

動風氣，引領活力帶動健康美好的生活。近年來亦針對里內停車熱區，配合「臺

南好停 No.萬」政策陸續規劃在「府平路與育平路口」、「育平八街與育平九街 372

巷」等處建置公共停車場，共計增加汽車停車格 90 個，對於紓解里內停車壅塞

現象多有助益。 

  



 

36-25 
 

 

  育平里照片集錦 

  
育平里活動中心 郡平路 

  育平路與建平七街口公有停車場 興和宮 

  育平公園 育平網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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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載里（Yiza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億載里共 1,220 戶，門牌數共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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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億載里共 17 鄰，調整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億載里北及西鄰運河與金城里遙遙相望，東以平豐路與平通里、育平里相接，

南以健康路三段與國平里毗鄰。 

億載里原屬砂丘、島嶼形態，每逢漲潮即成澤國，幾可行舟。日據大正年間

為謀臺灣南部物產之吞吐與漁業之發展開鑿安平運河，其後流砂淤積於上鯤鯓形

成海埔新生地，民國 75 年 05 月臺南市政府將其列予為第五期市地重劃區予以填

土。後續隨著各項公共設施之發展及建設，於民國 87 年 02 月臺南市里行政區域

調整中，將原金城里劃分為 2 里，因億載金城於轄內得名為「億載里」。 

億載里屬新興都會區，具有完善道路規劃與綠地，轄內擁有億載國民小學、

億載金城、億載公園、林默娘公園、光州公園及全台唯一的軍艦博物館德陽艦等

設施，其中億載金城更是全台第一座現代化西式砲台所在，為同治 13 年間清廷

特派欽差大臣沈葆禎所建造，使本里為一重要軍事要塞，此更促使德陽艦於民國

94 年除役後，移撥本市停靠於億載金城旁，並於民國 100 年開幕成為臺灣第一座

也是目前唯一一座軍艦博物館，更加確定本里於歷史文化上不容忽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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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載里照片集錦 

  
億載金城 德陽艦軍艦博物館 

  
林默娘公園 億載國民小學 

  
億載里活動中心 光州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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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里（Ping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平安里共 1,479 戶，門牌數共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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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平安里共 23 鄰，調整後共 2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平安里北鄰民權路四段，東以中華西路與中西區相接，西以安北路 16 巷與

天妃里毗鄰，南以運河與建平里、怡平里、華平里、平通里等為界。 

平安里原為石門里第 1-19 鄰及第 32、33、36 鄰範圍，於民國 91 年 02 月臺

南市里行政區域調整時，由原石門里劃分而來，因全里主要道路為安平路，故取

名為「平安里」。平安里以往屬舊部落漁村形態，是以里內巷弄頗多，交通便利，

轄內設有「平安里活動中心」及「平安公園」等場所，提供里民休閒集會使用。

也隨著安平觀光蓬勃發展，里內主要道路安平路發展成融合在地小吃之集散地，

囿因台江於清領時陸化，聯絡外海的航道由「三郊」（當年商人組織類似今商業

公會）出資開闢運河，稱為古運河。隨著時代的推演，現今於古運河兩旁遍植樹

木，綠葉扶疏，成為都會區中隱藏版的綠色隧道，均給予平安里獨樹一格之地位，

為帶動安平地區觀光發展及繁榮之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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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里照片集錦 

  平安里活動中心 安平路 606 巷 17 弄公有停車場 

  關帝聖堂 平安公園 

  安平路 安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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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妃里（Tianf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石門里共 882 戶，門牌數共 842 個；港仔

里共 529 戶，門牌共 616 個。石門里、港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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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因而進行調整。由於兩里學區

一致，設有石門國民小學並招收兩里就學學童，並編制共同警察單位安平派出所，

加上兩里地緣位置及生活圈緊密，故整編為天妃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石門里

共 20 鄰、港仔里共 20 鄰，調整後天妃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4月 30 日實施。 

天妃里北以民權路四段與中西區西賢里為界，東鄰安北路 16 巷與平安里相

接，西以平生路、國勝路分別與王城里、金城里相鄰，南以運河與平通里、億載

里毗鄰。 

天妃里由石門里、港仔里整編而成。其轄內「石門國民小學」原址為安平區

志記載之臺灣最早媽祖廟「天妃宮」所在，故命名為「天妃里」。 

清領時期安平區有俗稱「前有石門樓後有五間店」即指石門里，石門里於清

領時期屬十二宮社，是頗為繁華之地，民國 34 年 12 月行政區域整編，因轄內有

石門國民小學，故定名為石門里。民國 91 年 02 月臺南市行政區域調整，將原本

第 1-19 鄰及第 32、33、36 鄰重新規劃成平安里。本里屬郊區又為漁村部落形態，

地勢稍高平坦、巷道頗多，交通便利，里內設有石門公園、石門體育公園、安平

市場、石門里活動中心提供居民休閒活動場所。且石門里內擁有全台唯一僅存的

蚵灰窯，曾為安平地區重要的建材製造場所，今雖已不再使用這些古法建材，但

蚵灰窯文化館仍舊保留了安平燒製蚵殼成為蚵灰的重要遺址，讓遊客可以清楚認

識先人的智慧，讓更多人認識 17 世紀安平的產業及建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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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妃里（Tianfei Village） 

港仔里於民國 91 年 02 月臺南市里行政區域調整中，由原「校前、菩薩、妙

壽」等三里合併而成，因屬港仔尾社，故取名「港仔里」。本里屬舊部落漁村形

態，里內巷弄頗多，交通便利，里內商店雲集，其中讓遊客最耳熟能詳即是位於

安平古堡旁的安平老街，又稱延平老街，有臺灣最早市街之稱，三百多年前荷蘭

人統治的時候，為臺南境內的第一條街；緣安平為臺灣歷史守護神劍獅的故鄉，

故於安平路與安北路口設計入口意象—「劍獅公園」，提供給安平居民及遊客一

處佇腳休憩之處，更是了解劍獅文化的場所；隱身於巷弄中的百年老屋「鄉土文

化館」，係日治時期安平尋常小學校之校長宿舍原址，光復後，因乏人管理，幸

依「安平港國家歷史風貌園區計畫」整修後，自 96 年 03 月 01 日起正式改由安

平區公所接手規劃管理及佈展。在公所的持續推動下，展現安平鄉土文化館的多

元面貌，打造文創平台，潛移默化落實於生活中，營造屬於安平的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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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妃里照片集錦 

  
石門國民小學 石門里活動中心 

  
蚵灰窯文化館 安平鄉土文化館 

  
劍獅公園 延平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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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里（Wangch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海頭里共 598 戶，門牌數共 599 個；西門

里共 522 戶，門牌共 506 個。海頭里、西門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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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里學區一

致，設有西門實驗小學並招收兩里就學學童，並編制有共同警察單位安平派出所，

加上兩里地緣位置及生活圈緊密，整編為王城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海頭里共

19 鄰、西門里共 21 鄰，調整後王城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王城里北以鹽水溪與安南區海南里為界，東鄰民權路四段、平生路與天妃里

相接，西及南側分別以同平路、安平路與金城里毗鄰。 

王城里由海頭里、西門里整編而成。依史書記載於 1661 年時，鄭成功攻下

「熱蘭遮城」，將荷蘭人趕出臺灣，建立臺灣歷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鄭氏因為

懷念閩南第二故鄉泉州府晉江縣的「安平」，故將該城改名為「安平鎮」，此即

為「安平古堡」的由來。鄭氏王朝三代統治者均駐居於此，故又稱「王城」。隨

著此次西門里、海頭里整編取名「王城里」，希回復 17 世紀鄭氏王朝統治期間

安平繁盛之榮景，期待「王城」再次展露光芒。 

海頭里由於民國 91 年 02 月 04 日行政區域調整，將原安中里、文朱里、海

興里合併為海頭里，因三里原屬海頭社，故取名「海頭里」。本里因地處郊區又

為漁村部落形態，社區活動中心皆成為居民娛樂及聯誼活動場所，故設有文朱、

海頭、安中等三處社區活動中心供民眾休閒活動使用。轄內也擁有豐富的人文及

歷史文化，如德記洋行、安平樹屋與市定古蹟海山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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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城里（Wangcheng Village） 

西門里位於熱蘭遮城西邊，民國 34 年 12 月以其位古堡城門之西而得名。西

門里擁有豐富歷史文化背景，如盧經堂厝、安平古堡及安平開台天后宮等。安平

盧經堂厝，即是王城西盧宅。為清末、日治初、中期安平富商盧經堂之宅，其建

築形式有別於澎湖、金門、安平地區一般民宅平頂構造形式，於臺灣傳統建築史

上為重要史料；而安平古堡建於 1624 年，是臺灣最早的要塞建築。自建城以來，

曾是荷蘭人統治臺灣的中樞，也曾是鄭氏王朝統治者的住處。現安平古堡有兩處

遺跡：「臺灣城殘蹟（安平古堡殘蹟）」及「熱蘭遮城城垣暨城內建築遺構」。

兩處遺跡皆被列為國定古蹟，而瞭望臺則是於 1970 年代由日治時期燈塔改建而

成，列為文化資產。古堡建築屋舍純用紅色磚瓦，於黃昏時與落日互相煇映之景

「安平夕照」。於民國 42 年，獲臺灣省政府選為臺灣八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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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城里照片集錦 

  
海山館 海頭劍獅巷-安北路 90 巷 

  
雨漸耳劍獅 盧經堂厝 

  
安平開台天后宮 安平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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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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區 西門里 謝聰洲 安平區 文平里 李瑞福 

安平區 金城里 黃俊策 安平區 國平里 許原哲 

安平區 石門里 陳清山 安平區 育平里 王國信 

安平區 漁光里 林寧峰 安平區 億載里 鄭聰維 

安平區 建平里 傅建峰 安平區 海頭里 陳文龍 

安平區 怡平里 蔡錦庭 安平區 港仔里 周明財 

安平區 華平里 李文江 安平區 平安里 蔡陳阿麗 

安平區 平通里 李秀珀    

註：以上資料為里鄰整編期間在任之第二屆里長（未含辭職、去職或停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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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安平區 106 年 06 月 08 日里鄰調整第二次研商會議 

內容 

依地方發展需求及規劃，民政局與本所研議採行第二方案，即考

量金城里門牌數已達 958 戶及未來發展性水景橋週邊 BOT 案、跨港大

橋連接永華路二段與城平路暫不調整；西門里與海頭里合併；港仔里

與石門里合併為原則，並以延平街及平生路街廓為里界原則進行整

編。另與會里長建議依上開會議紀錄內容，函文民政局重新研議是否

將「安平六角頭為臺灣歷史文化之起源」納入考量，不予合併。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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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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青足 

執行團隊／臺南市安平區公所、臺南市安平戶政事務所（安平辦公處） 

執行編輯／陳俊達、凃秀惠、陳龍政、陳宥妤 

編審人員／彭大仁、黃昭明、林彰彥、陳柏安、吳書玲、陳孟萍、邱筱筑、 

陳姿如、王依宸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網站、安平區公所出版之「安平區志」、臺灣

社區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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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