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附件-1 - 

附件一 台南市東區都市設計準則  

壹、 總則 

第一條 管制目標 

(一) 改進傳統之都市規劃觀念，建立以人為本之「人性化都市」。 

(二) 融合自然環境,串連都市開放空間，建立高品質之「公園都市」。 

(三) 結合在地文化與地區特色，建立具文化意涵之特色都市。 

(四) 融合都市機能與都市管理，建立具高效率的「現代化都市」。 

第二條 辦理依據 

(一)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八條及第十一條之規
定訂定。 

(二) 區內都市設計審議範圍內建築基地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
除了應符合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法令規定外，尚須依本準則規定
辦理。 

(三) 本準則未規定審議之項目，另依「台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
置要點」與台南市全市性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四) 本地區基地條件特殊者，得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不受本規範部份之規定。 

第三條 審查範圍及送審權責單位： 

計畫區內主要區分「一般都市設計審議地區」與「重點都市設計審議
地區」，審議範圍詳附圖 1 所示。未來審查範圍內之公共工程、公有
公共建築與私人建築，皆需符合「一般地區審議準則」之規定，並依
本市發布實施之各類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辦理。而重點審議地區內除應
符合「重點地區審議準則」規定外，尚需符合「一般地區審議準則」
規定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作業。審查範圍與送審權責單位如下所述： 

(一) 審查範圍：(詳附圖一) 

1. 重點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1) 車站專用區 

(2) 南台南副都心－體育會展生技研發園區 

(3) 東台南副都心－流行產業創意設計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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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園道 

(5) 勝利路、大學路、生產路、小東路、大同路與東門路等六條
景觀道路 

(6) 古蹟(定著範圍)、古蹟保存區及其臨接或隔道路臨接之基地
(詳附圖二) 

(7) 成功大學本次通檢新增校地範圍 

2. 一般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1) 商業區(商 E1、商 E3、商 E4、商 E7-1、商 E7-2、商 E7-3、
商 E7-4、商 E7-5、商 E7-6、商 E7-8、商 E8、商 2、商 3、商
43) 

(2) 工業區(工 2) 

(3) 文教區(文 3、文 8) 

(4) 文化社教專用區(文(專)1) 

(5) 電信事業專用區(信 3) 

(6) 鐵路用地及其臨接或隔道路臨接之基地(詳附圖三) 

(7) 東雲紡織廠所在街廓 

(8) 上述重點都市設計審議地區以外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二) 送審權責單位： 

1. 提送本市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者： 

(1) 重點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預算金額 1,000 萬元以上(含)(其中若屬道路用地者則不含
地下設施物之改善金額)公有公共工程及公有公共建築。 

基地面積在 1,500 ㎡以上(含)之私人建築。 

古蹟(定著範圍)，古蹟保存區及其臨接或隔道路臨接之基
地。(需與文化局及其相關單位召開聯席審查會議) 

(2) 一般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預算金額 1,000 萬元以上(含)公有公共工程及公有公共建
築，其中基地面積在 1,500 ㎡以上(含)或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1,000 ㎡以上(含)者。 

私人建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 附件-3 - 

(a) 採綜合設計鼓勵辦法。 

(b) 建築法規定之高層建築物。 

2. 提送本市都市設計幹事會審議者： 

(1) 重點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預算金額在 1,000 萬以下(不含)公有公共工程及公有公共
建築。 

基地面積在 500 ㎡以上(含)，及 1,500 ㎡以下(不含)之私人
建築。 

(2) 一般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預算金額 1,000 萬元以上(含)公有公共工程及公有公共建
築，且建築基地面積在 1,500 ㎡以下(不含)且建築樓地板面
積在 1,000 ㎡以下(不含)者。 

3. 授權本府建管單位逐行查核者： 

(1) 重點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基地面積在 500 ㎡以下(不含)之私人建築。 

(2) 一般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預算金額 1,000 萬元以下(不含)公有公共建築。 

都市設計審議範圍內，不屬上述 1.、2.項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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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號：附圖 1 

圖名：應辦理都市設計地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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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古蹟及其臨接或隔道路臨接基地管制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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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鐵路用地及其臨接或隔道路臨接基地管制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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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一般地區審議準則 

除需符合本市發布實施之各類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辦理外，尚需依下列規
定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作業。 

第四條 建築物相關設施之設置： 

(一) 土地面積 1000 ㎡以上之建築基地，其法定空地至少需一半以上
集中留設於臨接道路側，但因基地特殊，經台南市都市設計委員
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二) 建築物附屬設施 

1. 建築物之頂部梯間、水塔、機械附屬設施等，應配合各幢建築物
造型予以美化設計，不得外露。 

2. 建築物之必要附屬設備(如冷氣機、水塔、廢氣排出口…等)，應
於建築物設計時依本規範規定納入整體設計，並以不影響建築物
臨街面為原則。 

3. 建築物的排放廢氣或排煙設備之排放，應不得直接朝向人行空
間。 

4. 建築物陽台欄杆為符合安全需要而裝設防護及植栽用之設施
者，應符合緊急逃生出入之需要。若需要安置鐵窗，應事前統一
規劃，儘量以透空之景觀欄杆為主，並符合緊急逃生出入之需要。 

(三) 建築物附設廣告物 

1. 本地區非臨接計畫道路之建築物設
置廣告物時，高度以不超過自基地地
面量起 7.5Ｍ，下端離地面淨高不得
低於 3Ｍ。(詳附圖 4) 

 
 

2. 本地區計畫道路兩側之建築物設置廣告物時，高度以不超過自基
地地面量起 10.5Ｍ，下端離地面淨高不得低於 3.5Ｍ，廣告物突
出建築牆面部份不得超出建築線。廣告物正面總投影面積以不超
過前述允許設置廣告物範圍總面積之 50%。(詳附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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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臨接計畫道路廣
告物設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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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遮陽設置：本地區臨 20M 計畫道路(含)以上、公園、綠地或廣場
等兩側之建築基地，一樓得於牆面線外之無遮簷人行步道內，設
置底部高於地面 2.5 公尺以上，垂直投影長度 1.2 公尺以下之素
面遮陽設施。二樓以上得設置垂直投影長度 1.2 公尺以下之素面
遮陽設施。上述素面遮陽設施不得超出建築線。(詳附圖 6) 

 
 
 
 
 

附圖 6 雨遮設置示意圖 

(五) 除廣告物、建築照明燈具及雨遮外，其他附屬設施均不得突出牆
面線。 

(六) 垃圾分類儲存空間： 
建築開發基地面積達 2,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留設垃圾
分類儲存空間，其面積不得小
於 10 平方公尺，並應留設適
當之服務動線。 (儲存空間以
淨寬 3 公尺通路對外連通為
原則)。(詳附圖 7) 

第五條 公共藝術： 

(一) 大型公共開放空間，鼓勵設置公共藝術，並應將設計圖樣列入審
查圖說一併審查。 

(二) 公共藝術之設置，應與當地社區發展相互結合，以強化地區環境
的獨特風格。 

第六條 成功大學地區： 

(一) 街角廣場： 
於大學路與前鋒路、勝利路及長榮路交叉口處設置街角廣場，除
了可強化鄰近地區活動機能外，更可成為大學城地區獨特的活動
節點及特殊景觀意象，街角廣場設置原則說明如下： 

1. 應提供供公眾使用及通行，不得設置任何型式之圍籬。 

2. 不得設置汽機車停車格，得設置車阻，以阻止機車進入。 

3. 綠覆率不得小於 50%。 

1F 

2F 

3F 

素面遮陽設施 

H≧2.5M L≦1.2M 

牆面線 

L≦1.2M 

L≦1.2M 

附圖 7 垃圾分類儲存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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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設置至少二處之座椅供行人使用，座椅得與植栽花台併同設
計。 

(二) 人行步道： 

1. 統一規劃成功大學附近現有人行步道型式，利用地坪高程處理、
舖面材質及顏色運用，創造校園活潑之意象，並透過不同之色調
處理，突顯各校區之性質與特色。 

2. 針對校園出入口，校園間跨計畫道路之動線及十字路口等，建議
使用不同之舖面材質、顏色及圖像，以表現空間之豐富性及易辨
性。 

3. 在人行步道與一般車道交會處，建議設置明確的分區識別或方向
指標。 

4. 人行步道在適當的距離與位置應設座椅、照明燈具等街道傢俱。 

(三) 交通動線： 

1. 建議小東路、林森路、大學路及勝利路應整體規劃自行車道系
統。 

(1) 自行車道上，應考量自行車行駛之安全性與可及性，於路口
或交通節點處，應設置自行車專用管制號誌。 

(2) 自行車道設計應考量安全性與舒適性，避免坡度陡、高低起
伏太大或連續起伏。 

2. 基於維持人行步道系統完整性的原則以及以人為主的道路功能
前提下，東區與後火車站之聯繫動線將不再仰賴大學路與勝利路
分擔其車流，應改以小東路、東寧路、前鋒路、林森路與長榮路
所串成之環型系統，作為大學路之「外環道路」，儘量避免穿越
性車流穿越大學路及勝利路。而穿越性車流可經由下列方式改
善： 

(1) 加強號誌管制、路面設計(如跳動路面、鋪面顏色…等)以及
管制車速限制，減緩節點車流速度，延長大學路行人號誌通
過時間。 

(2) 嚴格取締兩側違規攤販及停車，防止因沿街違規行為而干擾
主線車流。 

(四) 植栽計畫： 

1. 生態多樣化：應避免在同一地區種植單一樹種，以免造成景觀的
單調，及遺傳基因單一化不易生存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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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界定：植栽可利用列植、叢植或密植等手法來加以變化，區
分出空間不同的用途與性質。 

3. 視覺引導：道路交叉口、行人軸線入口處或主要行人步道交會
點，可運用特殊之植栽突顯視覺景觀，提昇地點環境品質。 

4. 於大型開放空間週遭之行道樹，設置觀賞性植栽，加強視覺景觀
效果，更可間接豐富鄰近地區之生態。 

5. 於計畫道路兩側設置行道樹，並選用較不易落葉或落果之樹種。 

(五) 照明： 

1. 針對校園內之歷史性建築物以及緊鄰校園周圍之計畫道路，設置
適當照明設施，光線宜採柔和暖色、低光源為主。 

2. 燈具的配置應考慮現況植栽的高度及樹冠形狀，將樹所產生的陰
影減到最低。 

(六) 街道傢俱： 

1. 街道傢俱設置應以塑造大學城之整體意象為主。 

2. 應針對未來提供的設施如座椅、電話亭、佈告亭、地區指標設施
及變電箱等街道傢俱的造型、數量、大小、設置位置、可視性及
色調等，作整體性的考量設計，除了應創造環境的協調感外，更
應保有其本身訊息傳達的效果。 

3. 機車及自行車停車空間以植栽花台、立體植栽槽、護柱欄杆作為
空間的界定、綠美化及遮蔽物美化遮蔽。 

4. 大學路上現有的變電及電信箱設施遷移至人行道之設施帶內，周
圍並設計植栽帶加以綠美化，並與人行道整體規劃設計。 

5. 在幾個活動聚集區域如遠東百貨、光復校門、大學路與勝利路
口、學生社團區、麥當勞商店街等處，設置立體佈告亭及結合其
他牆面設施之佈告欄，並依廣告張貼的種類區分為可張貼的內容
及區位。 

6. 大學城內之指標系統應提供步行者較精細的指引設施，可立於街
口、設施帶、嵌在牆上或地坪鋪面上。甚至考慮設置整個大學路
地區的導覽圖或立體模型，增加市民、學生或遊客對全區環境紋
理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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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重點地區審議準則 

除應符合「重點地區審議準則」規定外，尚需符合「一般地區審議準則」
規定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作業。 

第七條 車站專用區： 

本地區應另行擬定都市計畫，並另訂都市設計審議規範，以作為後續
辦理都市設計之依據。(詳附圖 8) 

 

附圖 8 車(專)2 都市設計審議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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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0 成功大學地區都市設計審議範圍示意圖 

第八條 台糖糖試所地區 

本地區應另行擬定都市計畫，並
另訂都市設計審議規範，以作為
後續辦理都市設計之依據。(詳
附圖 9) 

 

附圖 9 台糖糖試所地區都市
設計審議範圍示意圖 

 

 

第九條 成功大學地區： 

(一) 審議範圍： 
本次新增成大校地範圍。(詳附圖 10) 

(二) 建築物附設停車位標準應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加倍留
設，並在不影響學校管理及校園安全之綜合考量情況下應供公眾
使用，以減輕該地區之停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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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精忠三村與平實營區地區：  

本地區應另行擬定都市計畫，並另訂都市設計審議規範，以作為
後續辦理都市設計之依據。(詳附圖 11) 

 
附圖 11 精忠三村與平實營區都市設計審議範圍示意圖 

 



- 附件-13 - 

第十一條 景觀道路： 

(一) 審議範圍： 

勝利路、大學路、生產路、小東路、大同路、東門路等六條景觀
道路。(詳附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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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2 景觀道路都市設計審議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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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行步道與車道： 

1. 道路系統規劃應配合週邊機能使用。 

2. 人行步道應與開放空間整合為一連通系統，以強化外部空間使用
效率與空間品質。 

3. 人車共用系統方面，應妥善分配人行及車行動線。 

4. 人行道與車道應予區隔並與路面保持適當高程差。 

5. 人行步道應設置遮蔽植栽，配合設置休憩座椅與照明等設施。 

6. 人行步道系統應視為帶狀開放空間，並融入休憩概念。 

(三) 開放空間： 

1. 街廓開放空間應與人行步道、自行車道系統相連接，以提高開放
空間之可及性與可用性。 

2. 開放空間與建築物的使用，應注重活動之串連，使空間使用更順
暢。 

3. 開放空間景觀與街道傢俱配置，應考量空間使用特性與使用時
段。 

4. 開放空間與建築物主要出入口，應就使用者性質、活動之空間需
求與空間量體做整體考量。 

5. 開放空間設計應配合整體道路規劃設計與周圍建物使用特性，營
造多元化之開放空間，以滿足使用者活動需求之多樣性。 

6. 道路規劃或建築物退縮所留設之人行開放空間，應以強制性管制
方式，保持人行空間暢通且禁止違法佔用。 

(四) 地區識別系統：  

1. 地區識別系統包括方向指引及資訊查詢兩大類，其識別系統之細
部色彩設計必需一致。 

2. 地區識別系統應設置於明顯、無障礙之空間，以便於行人及駕駛
人觀察識別。 

3. 識別系統之標誌設計應強調多樣化，但須與環境調和，並注意字
體大小。 

第十二條 公園道： 

(一) 審議範圍：計畫區內公道 3、公道 4、公道 7 之林森路範圍，以
及精忠三村內之公道 13 範圍。(詳附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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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增加住宅區居民活動空間，並保護居民活動安全，於公園道得
設置「人車共存道路」。 

(三) 人車共存道路以順應人行活動、降低車速為原則，並以植栽、鋪
面、標示等塑造街道為戶外生活空間，其規劃方式舉例如下： 

1. 植栽達到槽化功能，構成曲折道路，降低機動車輛行車速率。 

2. 於人車共存道路入口處佈設駝峰，以減低車速，並預警道路線形
之變化。 

3. 舖設非瀝青類之特殊材質路面，並藉輕微之路面起伏設計，改善
車輛駕駛人行為。 

(四) 人車共存道路仍需能提供 4.5Ｍ淨寬之操作空間供救火、救護車
等緊急使用。 

(五) 公園道道路剖面規劃詳附圖 14 所示。 
 

第十三條 古蹟(定著範圍)、古蹟保存區及與其臨接或隔道路臨接之基
地： 

(一) 本地區基地鋪面之處理，需配合古蹟風貌特色整體設計。 

(二) 鄰接古蹟、古蹟保存區基地境界線之建築立面原則上不得設置出
簷等突出物，如需設置須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同意。 

(三) 鄰接古蹟、古蹟保存區基地境界線之建築物高度，除非經過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同意者外，原則上不得超過古蹟主體建築之屋脊
線。 

(四) 除本準則規定事項外，古蹟主管機關對於本市古蹟、古蹟保存區
內土地使用、建築物形貌以及景觀等事項，得依實際情況作必要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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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3 公園道都市設計審議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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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4 林森路道路剖面規劃示意圖(視現地狀況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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