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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0年7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  

二、會議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十樓都委會會議室  

三、會議主席：徐局長中強  

四、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報告事項：  

本案已於100.6.27簽約，依契約第七條履約期限規定，工作計畫書應於契約簽訂生

效之日起20日內(100.7.16)提出，經查本案工作計畫書於100.7.15提送本局，合於

契約規定。工作計畫書內之預定工作進度，亦與契約履約期限之規定大致相符。  

六、與會人員意見：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臺南市景觀總

顧問 

縣市合併後，幅員遼闊，整合不易，雖有原臺

南縣市各自之景觀綱要計畫可以參考，惟目前

尚欠缺具體明確之整合構想。  

遵照辦理，構想之提擬，後續將匯

整臺南市現有的問題與潛力，補強

相關內容，並需市府適時的提供相

關資料，對於計畫整合與構想提擬

將能事半功倍。 

封面圖面建議以臺南新都之地圖，避免使用舊

臺南市區之圖面。  

敬悉。 

建議本案計畫內容應與市長政見明確結合。  景觀綱要計畫有多種規劃面向，何

方向才適切市政未來願景，有待未

來工作會議時討論釐清。目前團隊

規劃方向將會把市政落實的看法

與想法轉到重點景觀區來做處理。 

因合併後幅員廣大，建議應著重交通系統、綠

色交通系統與環境景觀資源之整合問題。  

臺南市除既有道路外，台糖鐵路亦

為串接各區之重要潛力資源，本計

畫後續將強化善用線性空間，作為

環境資源整合之媒介。 

臺南市因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而升格，故

建議文化景觀之調查應再強化。 

資料的蒐集與彙整僅靠團隊力量

將耗時費力，市府若能適時的提供

相關資料，例如文化局提供文化景

觀調查資料、觀光旅遊局提供觀光

資源資料…等，將能事半功倍。 

都市開發科 

本案計畫名稱「修訂」建議改為「新訂」。  「修訂」與「新訂」主要是因為經

費上的限制，雖然現在名為「修

訂」，團隊仍會盡最大努力達到市

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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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2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建議原臺南縣推行的景觀軸帶系統(河川、鐵

路、道路等等)於縣市合併後須重新定位。  

遵照辦理，本團隊將先了解臺南市

各項景觀特色與意涵後，再融入地

方對景觀的想像，以擬定各項資源

所代表的角色與意涵。  

建議本案規劃時應跨縣市思考，以連結雲嘉、

高雄等地區。  

遵照辦理。 

建議本案計畫內容與本市重要計畫，例如鐵路

地下化、光電廠等計畫能互相配合。  

遵照辦理，並懇請市府能協助相關

計畫資料之收集。 

建議由C2C的概念，提出減廢、減碳、節能之

設計準則或設計發展方式，提供作為後續工程

施做之參考方針。  

後續計畫之推動將持續以C2C之

理念為計畫主軸，以作為各項後續

細部計畫提出之方針。 

點與點的連結，並非只是單點對單點，點與點

間的緩衝區及連接區亦不容忽略，應著重面的

系統整合。  

點線面整體之縫合與串接，為本計

畫整體發展之主軸，包含建構全市

性之綠色基盤網絡以及各區景觀

意象與語彙之發掘等 

都市設計科 

「臺南市景觀策略藍圖」上有許多節點，每一

點的核心價值為何，如何在景觀綱要計畫中呈

現出來？  

在初擬策略藍圖時是依循計畫目

標與策略往下落實到空間上，後續

研訂全市景觀策略時，會將各空間 

中的策略對應出來並且透過行動

計畫與實質控管建議來落實。 

臺南市目前正在推低碳城市，建議本案計畫內

容能作一些配合。  

遵照辦理。 

臺南市涵括1個國家公園(台江)及兩個國家風

景區(西拉雅、雲嘉南)，建議先行了解前述三

單位於臺南轄區內之未來規劃及執行計畫，並

於本工作書內研擬相關配合方案，以期成效能

相得益彰。  

遵照辦理。 

臺南市區域計畫規劃通盤檢討現正研擬中，建

議可參考其規劃方向調整本案相關內容。  

遵照辦理。 

縣市合併後應有新的契機，尤其須小心處理原

縣市交界的尷尬區塊，規劃時應依地區特性劃

定範圍，而不受限於行政區之界線。  

遵照辦理。 

請說明後續都市計畫之研擬如何與本案相配

合。  

遵照辦理。 

本案僅參考2個國外景觀發展案例，建議可再

多參考一些案例，從中獲取經驗或靈感。  

遵照辦理。後續計畫執行將加強國

內外相關案例之彙整與分析，以作

為本計畫推動方向之參考 

P.6-4，請補充說明民眾如何參與、推動景觀

相關制度。  

要把景觀營造做好必須是使用滲

入生活的手段，改變民眾對景觀的

意識與認知。臺南市先前推動的好

望角與巧佈點就有這種效果，並且

以社區營造的精神進行景觀改

善，本計畫亦會延續好望角的精

神，讓單點變成線，讓線建構出都

市的3D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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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3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P.8-2，規劃團隊內置有國外之專家學者，請

說明如何分工合作。  

本團隊將透過電腦視訊、e-mail信

件往返之方式進行討論，並盡量找

尋經費邀請Robert Cervero教授來

台進行對話以作為未來努力之方

向。 

都市設計科 

10. P.5-9，部份文字不清楚，請修正。另工作

計畫書內所引用之圖資請注意是否為最新資

料，並請註明資料來源。  

遵照辦理。針對報告書內文錯誤的

部分將加強校對改正。 

柯專門委員明

賢 

建議本案內容應配合區域計畫之發展及市長

政見之具體落實。  

敬悉。將會配合市政推動做最大的

整合效果。 

本案運用GIS調查分析之資料庫，建議考量標

準化及未來擴充之可能性。  

遵照辦理。 

本案應考量未來民眾參與景觀綱要計畫及凝

聚地方共識等操作方式。  

遵照辦理。本計畫在重點景觀系統

整合與重點景觀計畫階段，將會把

民眾的能量與參與的動能整合進

計畫推動的過程中。 

P.1-4，部份文字定義不清、誤繕，請修正。  遵照辦理。針對報告書內文錯誤的

部分將加強校對改正。 

本案對於未來中央經費的爭取及景觀發展相

關法制的建構如何落實？  

中央經費可申請的項目眾多，加上

相關法制建構隨著臺南市升格也

產生了不同的機會，本計畫將會把

主持人景觀總顧問的經驗與對中

央的資源緊扣住，並與臺南市景觀

總顧問一同為中央經費的爭取做

努力。 

莊主任秘書德

樑 

參考國外案例時，建議挑選接近臺南市狀況、

符合市長願景之案例。  

遵照辦理。 

建議加入全球性議題，例如：氣候變遷、全球

暖化、防災�等議題。  

遵照辦理。本計畫在分析套疊過程

有考量全球氣候異常與易淹水地

區等相關議題，後續會把分析結果

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實質計畫僅以2W1H分析顯有不足，請至少以

5W1H檢討修正。  

簡報內是將5W1H配合景觀法草案

對於景觀綱要計畫的詮釋調整成

2W1H，將會再次審視5W1H的可

能性。 

過去景觀綱要計畫之經驗，於橫向及垂直聯繫

方面難以實行，建議針對此部分提出具體可行

之方案。  

臺南市的景觀資源與面向多元，從

山到海，從小聚落到大都市都含蓋

其中，本計畫將會針對不同空間尺

度提出不同的控管與推動方式，以

利能夠全面執行。 

本案後續舉辦研討會等行銷方式，應有更具體

之計畫內容。  

遵照辦理。將會與局內做進一步的

討論。 

吳副局長欣修 

本案首重突顯臺南市景觀意象的感覺，而各地

區不同特色之景觀，應能共存兼具。 

遵照辦理。本計畫操作時的核心價

值亦如副局長所言，將會依照這個

核心價值來辦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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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4 

七、會議決議：  

（一） 本案計畫名稱已定，無法修改，然對外名稱統一稱為「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二） 本案規劃內容以點、線發展為主，面的系統亦要整合，人文、生活、自然等

景觀資源系統須縫合重整，以凸顯各區特色，除重點區需要指認，亦要訂

定一般地區、重點區與重點區之間的緩衝地區交界銜接處的準則。  

（三） 工作計畫書架構內容先確定，研討會等細節由後續工作會議討論決議。  

（四） 後續會議須邀集台江、西拉雅、雲嘉南國家風景區、南科、科工區�等相關

單位出席會議。  

（五） 本案工作計畫書修正後通過，請規劃單位於會議紀錄函發日期之次日起14

日內，依與會委員意見修正或回應後，提送修正後工作計畫書五份及電子

檔一份，報請本府核定。  

八、散會：上午11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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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5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意見回覆】  

一、會議時間：100年11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時  

二、會議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十樓都委會會議室  

三、會議主席：吳局長欣修  

四、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報告事項：  

（一）本案於100.6.27 簽約，第一期工作之工作計畫書已於100.8.23 核定，依契約第

七條履約期限規定，期中報告書應於第一期工作完成核定函70 日內(100.10.31)

提出，經查本案期中報告書於100.10.31 提送本局，合於契約規定。 

（二）本期(第二期)工作之期中報告，應包含下列內容： 

1.修訂後整體景觀發展課題、策略及遠景。 

2.修訂後地區景觀系統、景觀區劃定與相關執行機制。 

3.提出都市景觀整體發展架構研訂初稿。 

4.執行過程紀錄或工作會議討論紀錄。 

經查本案期中報告書之內容亦大致符合契約規定之要求。 

六、與會人員意見：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蕭委員瓊瑞 1.景觀綱要計畫之位階應先界定清楚。 計畫執行乃依照景觀法草案內容進行界

定，內容架構亦依循草案規範所提，並

無不符位階之疑慮。 

2.本案目前以區塊劃分方式描述區域性

之特色，似有不足，例如：文化面向

因目前著重於舊府城地區的近代文

化，而忽略了左鎮等地區的史前文

化，致臺南的文化脈絡呈現並不完

整。故建議規劃單位以區塊劃分方式

為描述主軸時，另搭配配套措施，使

景觀系統更為完整。 

遵照辦理，感謝委員之提醒，已針對文

化面向再行彙整，後續將結合區塊劃分

方式進行描述使之更為完善。 

3.本案未見對城市色彩的發掘與定位，

建議建立景觀的標示性色彩規劃。 

遵照辦理，後續將結合環境景觀美質與

景觀氛圍進行色彩評析定位，以利後續

大臺南色彩計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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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6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4.文化臺南的發展架構較偏建築，包含

點狀的巴洛克新裝扮及線狀的老街巷

弄拉皮等，較欠缺軟體層面，建議結

合抽象的人、事與實體的物，以故事

營造亮點。 

敬悉，將於p5-44「府城故事亮點」中加

強故事場域營造與導入在地歷史與人文

風情。 

5.P.3-40表3-8表題請修正，並依現況調

整內容；圖3-19放置位置請配合內容

調整。 

遵照辦理，已更正文字誤植部分，並修

正表3-8標題為臺南市主要商圈彙整表，

圖3-19修正為臺南市產業景觀圖。 

賴委員光邦 1.本案景觀綱要計畫為「修訂」或「新

訂」，應先界定清楚。 

依循100年7月26日工作會議結論，因本

案計畫名稱已定，無法修改，然對外名

稱將統一稱作「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2.現臺南市範圍應為合併後之全部範

圍，為避免用語上之混淆，建議可定

義臺南都會區(原臺南市發展區)與臺

南外周區等概念。 

遵照辦理，已重新修正計畫內相關名

詞，避免用語造成認知上的混淆。 

3.景觀計畫中之建築景觀，應同時考量

公部門與私部門之建築。 

遵照辦理，期末階段將納入此部分考量

建議。 

4.簡報P.64，臺南市綜合發展計畫之定

義？簡報P.66，臺南市已為直轄市，

是否應有臺南市的國土計畫？ 

遵照辦理，將以國土計畫法架構重新思

考計畫層級與分工構想。 

5.本案未見大臺南區域的整體景觀發展

方向，建議後續能夠呈現，其願景並

期能提升城市的競爭力。 

計畫以C2C永續大臺南為整體景觀發展

願景方向，透過綠色基盤的縫合、優質

產業景觀營造與文化景觀的轉譯為架

構，提出6大方向18項策略建議，即是希

望藉此提高大臺南地區整體競爭力，同

時作為未來景觀發展之重要依循標的，

後續將針對各項策略作更進一步闡述與

管控執行說明。 

洪委員傳祥 1.本案期中之內容應包含：整體景觀發

展課題、策略及遠景，地區景觀系統

及景觀整體發展架構等，其呈現內容

太少，請再加強修正。 

遵照辦理，將更進一步強化計畫內容架

構，提升計畫完整度。 

2.臺南市因擁有珍貴之歷史文化而升

格，歷史文化之呈現應為主軸，而本

案歷史文化脈絡之陳述仍顯不足，請

再加強。 

遵照辦理，臺南市擁有豐厚的文化地

景，除自點、線、面彙整其歷史文化特

質外，亦將針對其發展脈絡與演進進行

強化，提升計畫評估考量的完整性。 

3.本案不僅要縫合原縣市交界，更要強

調整合成完整之臺南市景觀綱要計

畫。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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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7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4.本案圖面太小，內容不易完整呈現，

請修正並加強內容豐富度。 

敬悉，相關圖面大小之表現，將再配合

承辦單位之需求進行調整。 

5.請再加強報告之整合性，使更有組

織、更有系統。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持續進行大臺南地

區之景觀環境整合，以使本計畫得以確

實作為未來臺南市景觀發展引導作用。 

6.六個景觀分區目前以圖塊、行政分區

劃分，且其表格內容太抽象，建議以

較大圖面說明其整合的景觀系統內

容。 

遵照辦理，臺南市景觀分區乃透過臺南

縣市景觀綱要計畫進行整合，後續將更

具體說明其操作整合涵蓋內容與實踐地

區之劃分。 

卓委員建光 1.簡報P.28，旱田地景歸於低濕地聚落

地區，是否恰當？ 

針對景觀類別內各景觀所涵蓋之環境元

素，後續將重新審視其內容，以利後續

分析、策略提出之正確性。 

2.農村為優良生態綠帶，與未來農地重

劃地盡其利之規劃如何取得平衡點，

希望能藉本案提出管控方式。 

農地資源屬於重要的綠色基盤，亦是都

市整體景觀發展架構中不可或缺的一

環，後續將針對農地生態潛力之鞏固、

周邊綠帶串接等操作方式進行闡述，並

提出保存管控建議。 

3.臺南縣市雖合併為都會區，但建議仍

應保有各地區之地方特色，並由路徑

串聯不同的景觀特色。 

遵照辦理，仍將依循環境景觀之特性，

進行各區域景觀氛圍之定調。 

4.本案資料豐富，但較欠缺提綱挈領的

主軸，請再加強。 

遵照辦理，後續將再對此進行加強，透

過計畫願景的定調，具體落實於各項景

觀操作內容與實踐地區。 

柯專門委員 

明賢 

1.建議重點描述本案之案例分析，並說

明本計畫如何參考及應用，另請注意

引用案例之版權問題，並建議可增加

其他如英國、瑞典等國家之案例。 

遵照辦理，感謝委員之提醒，於期末階

段將針對相關案例透過系統化方式進行

分析與說明。 

2.本計畫分為六區五軸等十一種景觀系

統，與區域計畫之8大分區有所不同，

請說明本案景觀系統類別的分類依

據，及如何於未來區域計畫或空間發

展上扮演引導角色。 

各計畫所屬部門以及研究主軸各異，因

此其分區策略與考量重點亦不相同。而

本計畫景觀系統類別乃延續臺南縣/市景

觀綱要計畫內容加以彙整縫合而得，且

臺南市區域計畫尚於執行階段，後續可

相互參酌以利兩案共同研討，期能於空

間規劃發展上取得共識；亦請府內協助

資料收集，以利重新檢核與整合。  

3.臺南市目前市政推動有許多新生地區

或重劃地區，例如九份子為低碳城市

的示範地區，後續如何於重點景觀區

被指認出來。 

九份子地區為現今市府主力推行之計

畫，相關經費與計畫投入眾多，然本計

畫重點景觀地區之考量乃依據各項評估

指標共同評選而成，故並未特意納入重

點景觀地區中；但另於都市景觀整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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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8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展架構中針對低碳城市、生態社區之打

造提出相關策略與管控項目。 

4.建議考量結合人文與景觀，於執行面

上突顯臺南市獨特文化產業的景觀特

色。 

遵照辦理，臺南市擁有豐厚的文化地

景，除自點、線、面彙整其歷史文化特

質外，亦將針對其發展脈絡與演進進行

強化，提升計畫評估考量的完整性，以

利臺南特殊歷史文化景觀之展現。 

台江國家公園 1.台江國家公園的未來發展建立於文化

景觀的架構之下，希望將來能與本案

景觀綱要計畫做一個結合。 

遵照辦理，未來針對台江國家公園周邊

景觀發展之策略，將延續其文化景觀之

架構為主軸，促使周邊發展能與其整合

併行。 

2.為推行臺南市為低碳、綠能城市，建

議針對綠地能有全盤性的檢討，作一

整體性之規劃。 

敬悉，本計畫於第三章中針對臺南市進

行綠色基盤分析與指認，即有助於後續

推動低碳城市發展之策略運用。 

3.建議針對各目標願景，提出較明確之

規範及策略，以利遵循。 

遵照辦理，於期末階段將更明確提出各

項願景策略以利未來執行參考。 

4.十三處重點景觀區均為單點無串聯

性，建議現推行之「台江山海圳」可

列為重點景觀區，並於後續擬訂相關

計畫。 

遵照辦理，針對重點景觀地區評選將擴

大考量項次，以強化計畫研擬完整度。 

西拉雅 

國家風景區 

1.本案資料豐富，但未見本案規劃之核

心價值，前後聯結性不足。 

遵照辦理，後續將依循願景，點、線、

面系統整合發展為主，配合都市景觀整

體發展架構等，更加具體落實至景觀計

畫之操作與實踐。 

2.本單位目前推行方向： 

(1)東山、白河─溫泉、咖啡產業主題。 

(2)烏山頭地區─朝世界遺產方向做規

劃。 

(3)近期重點─關子嶺景觀重整及東

山、新化平埔西拉雅文化景觀規劃。

本案目前將東山、白河定位為農業基

盤，與各轄區之規劃似有落差，建議

本案景觀綱要計畫應與各轄區之規

劃能夠契合。 

遵照辦理，後續將配合風景區各區段發

展核心進行考量整合，以期景觀空間發

展策略得以與之相互契合。 

3.臺南市的水圳多為水利會所有，建議

水利會之意見亦能納入本計畫，有助

未來本計畫之落實。 

遵照辦理，將一併納入計畫考量。 

4.本案建議納入八田與一紀念園區與小

吃文化之景觀規劃。 

已針對烏山頭水庫、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及小吃文化等相關資源進行收集，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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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9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將併入計畫考量。 

交通局 本案分為六區景觀分區，臺南市自行車

道綱要計畫分為八區，觀光局及文化局

又另有區分方式，各計畫之間如何搭

配，應有說明。 

各計畫所屬部門以及研究主軸各異，因

此其分區策略與考量重點亦不相同，但

為使本計畫操作周全，煩請府內相關單

位協助各計畫資料收集，以利重新檢核

與整合。 

文化局 文建會將嘉南大圳及烏山頭水庫列為世

界遺產潛力點，但其卻未列為本案之重

點景觀區，故建議重點景觀區之指認應

由全國性之角度切入，指認出臺南市景

觀與別縣市景觀之不同特色。 

遵照辦理，針對重點景觀地區之操作，

將重新評估評選標準，並針對具獨特性

之景觀風貌類別進行考量，避免指認周

全度不足之現象。 

水利局 1.本案景觀綱要計畫為一發展之主軸亦

或審議之規範，應先釐清。 

本綱要計畫之重點包含為二：1.希冀作為

未來臺南市景觀發展之引導作用。2.藉此

指認景觀限制地區，透過系統性分類，

如水文系統、文化系統，指認其限制地

區、潛力地區等，以利提出相關因應策

略與管控建議。 

2.水庫水源保護區應為水質水量保護

區，另應考量水土保持特區。 

將重新釐清相關保護區區塊分布，並補

充水土保持特區資料於計畫中。 

3.本案河廊建議考量嘉南大圳，將其北

幹線及南幹線水路均納入規劃後，即

可環狀串聯六個綠廊。 

遵照辦理，嘉南大圳除為臺南市重要的

藍帶系統外，其貫穿嘉南平原之空間特

性亦極具有串接縫合區帶之效能，唯相

關水圳資訊因隸屬於嘉南農田水利會管

理，後續仍需懇請府內協助相關資訊的

取得。 

4.水域保護之規劃只有斷面圖的規劃，

未見網絡串聯的概念。 

針對河廊串接相關圖說之呈現，後續將

針對此部分進行探討，或結合景觀計畫

一同提出。 

5.建議考量法制面的問題，包含地質

法、水土保持法、自來水法、水利法、

海岸法…等等。 

目前已於第七章內容中針對國土計畫、

都市設計審議制度、建管法等就景觀管

理層面進行探討，後續將配合計畫需

求，針對生態面向、水土保持、流域防

災等面向進行闡述。 

工務局 1.臺南市十大旗艦計畫中有一子計畫為

「林蔭大道」，之前規劃之綠色廊道

建構原則建議可納入本計畫中。 

遵照辦理，並懇請府內協助取得相關資

訊。 

2.重點景觀區指認原則中的生態延續性

項目下─老街聚落，建議納入歷史文

化價值。 

遵照辦理，已重新考量重點景觀區指認

原則向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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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0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3.重點景觀區部份資料有誤，請修正： 

(1)水萍塭公園應位於南區。 

(2)金華國小？秋茂園？名稱請修正。 

(3)中西區與西區分區重覆。 

遵照辦理，已針對報告書內文誤植部分

校對改正。 

都市更新科 1.P3-21老樹資源引用自臺南市農村再

生總體計畫，其計畫主要調查範圍為

原臺南縣農村地區之老樹，惟合併後

之原臺南市並無資料，且靠山區之行

政區例如南化、楠西、山上、玉井、

大內、龍崎等亦無調查，並不足以代

表全臺南市之老樹資源，請補充說明。 

遵照辦理，針對報告書內文缺漏的部分

將加強補充，並懇請府內相關單位協助

取得老樹資源資訊。 

2.P3-29之圖3-16道路綠廊資源圖，請列

出綠廊所在之道路編號，並以圖表方

式說明綠廊之行道樹詳細基本資料，

俾利對照。 

遵照辦理，將針對道路綠廊內容強化其

資訊彙整與展現。 

3.P3-61(三)潛力綠色基盤基礎中提及

主要潛力綠色基盤基礎以校園、文化

用地、未使用地為主，惟後段卻言大

部份集中分佈於臺南都會區周邊、臺

南科學園區，文詞明顯前後矛盾。

P3-62 臺南市綠色基盤基礎圖分為四

大類基盤，其認定之準則為何，又其

分析內容為何。 

有關潛力綠色基盤資源，散佈於全臺南

市，唯臺南都會區周邊、臺南科學園區

周邊呈現較大型面積的分布，相關文辭

語意之誤導，後續將再加強修正。 

綠色基盤議題於國外行之有年，於臺灣

目前僅臺北市針對此議題進行探討，本

計畫即依循「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綱要

計畫」一案中對於綠色基盤之指認手

法，並參照臺南市目前土地使用發展情

況，統整土地使用分區及土地使用狀

況，分析其土地使用結構，以歸納出土

地所屬綠色基盤類別。 

4.依契約第二期之期中報告中應提出策

略及相關執行機制，惟報告書中大部

份呈現的為資料彙整，策略分析部份

較少，執行機制第柒章概略提及，但

無務實之施行策略，又各相關單位目

前正實際執行與本案相關之專案並無

聯結，例如文化局之臺南市歷史街區

振興自治條例、都發局之安平民居整

建等，建議可參酌修改。 

遵照辦理，後續將持續針對都市景觀整

體發展架構以及各景觀系統提出更詳盡

之策略分析，並再行強化現行計畫的收

集與連結，並懇請府內相關單位協助取

得資訊。 

莊主任秘書 

德樑 

1.本案景觀綱要計畫為一引導性計畫，

為利後續執行單位詳細查閱遵循，建

議章節編排依市府單位、府外其他單

位等管轄範圍稍做區分。 

敬悉，目前計畫尚處研擬發展階段，待

整合完畢後，可配合協助各單位釐清權

管內容，以供未來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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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1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2.目前執行機制偏向管理面，建議可配

合目前推動市政，例如低碳城市、市

容景觀等執行機制，以增加效益。 

敬悉，已納入市政推動考量，後續將更

進一步整合府內相關政策，提出執行機

制，以求達到地方控管與市政發展兩者

兼具之效。 

都市設計科 1.景觀綱要計畫為全市景觀發展之上位

計畫，與市府其他局處目前或未來所

推行之計畫均息息相關，為讓其他各

單位更了解景觀綱要之內容，也希望

未來所訂出之景觀綱要計畫能為各單

位所利用，建議規劃單位多多了解各

局處之業務推動方向，並於後續工作

會議時向各單位說明規劃內容，各單

位對於本計畫有任何指導建議，均歡

迎隨時提出。 

敬悉。 

2.本局將於11/21(一)14:00 召開擬定臺

南市區域計畫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

屆時請規劃單位一併與會，以了解本

市區域計畫之規劃方向。 

遵照辦理，將配合會議時間進行參與。 

3.請規劃單位以圖面呈現發展潛力區及

發展限制區，具潛力之地區應重點強

化特色，發展受限地區亦須思考如何

管制，如何強化及如何管制，亦應論

述其初步因應對策，以作為本市城鄉

風貌整體發展之上位構想。 

遵照辦理。後續將持續針對各系統提出

更具體分析內容，並藉由相關圖面的繪

製輔助計畫理念的傳達與說明。 

4.因水系為跨縣市、跨行政區之景觀系

統，縣市合併後水系整合有其必要

性，故請研提本市河川景觀發展策略。 

相關河川景觀發展策略可詳見報告書

p5-15。 

5.表3-17將臺南市景觀系統調整為「六

區五軸」等十一種景觀類別來詮釋，

請提出各景觀類別之潛力點及限制

點，以及各景觀類別之因應對策以為

參考。 

遵照辦理，目前已針對臺南市整體進行各

面向之潛力限制分析詳見p3-78。 

6.都市景觀整體發展架構目前區分為18 

個子項目，並於表5-3 說明各子項目

配合對應之行政分區，請另以圖面標

示各子項目之景觀分區範圍圖。另項

目內之景觀風貌控管手法，建議為大

方向之控管原則，不適宜討論過細之

尺寸管制。 

有關個子項目之景觀分區，採用列表之

方式進行整理，詳見p5-55。 

7.請說明研究國外景觀發展案例之經

驗，如何應用到本計畫。 

針對相關案例透過系統化方式進行分析

與說明，詳見報告書p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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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回應及說明 

8.請說明如何由121處重點景觀地區指

認出33處重點景觀地區；又如何由33 

處重點景觀地區評選出13 處重點景

觀示範地區；6個指認原則是如何決

定，是否還有其它指認原則應加考

慮，請再考量。 

目前重點景觀地區之指認乃以臺南縣/市

景觀綱要計畫做為上位指導依據，其指

認原則亦依照臺南特有景觀特質進行羅

列，彙整本次審查意見，將重新考量指

認原則之訂定，以期指認能更為完善。 

9.由表6-2 重點景觀資源評選結果表，

完全沒有地方居民指認之景觀區，顯

示民眾參與度極薄弱，故後續請加強

研究民眾如何參與、如何推動景觀相

關制度等機制。 

重點景觀地區的指認乃以臺南縣/市景觀

綱要計畫之評選作為發展依據，於各方

考量下而加以篩選整合而成，其中即包

含計畫執行期間民眾意見的融入，而後

續仍將透過研討會的舉辦彙整地方民眾

意見，作為計畫檢核之重要參考依據。 

10.書圖修正： 

(1) P.3-22 圖3-11，本圖風景特定區之

定義是否同於發展觀光條例之風景

特定區?南鯤鯓風景特定區、尖山埤

風景特定區是否亦屬於文化景觀敏

感地區? 

(2)P.3-22 表3-2，環境敏感區彙整內容

較圖面表示完善，請再加強圖面表達

方式。另圖3-10 生態敏感區似應包

含圖3-12 內之敏感區、野生動物保

護區等。 

(3)P.3-23 圖3-12、P.3-47 圖3-21、

P.3-52 圖3-24，圖例有誤。 

(4)P.3-47，歷史文化據點圖建議標示臺

南市所有文化園區範圍，包含九大文

化園區、蕭壟、平埔、麻豆古港等等

文化園區；另圖3-22 所標示五條

港、鎮北坊及東安坊文化園區位置似

有偏差，請修正。 

(5)P.3-52 圖3-24，文化節慶分布圖內

容應與圖3-21 歷史文化據點圖所繪

製內容有所區分。 

(1)遵照辦理，已針對內容圖說進行補充

校對。 

(2)遵照辦理，已針對內容圖說進行補充

校對。 

(3)遵照辦理，已針對內容進行校對改正。 

(4)遵照辦理，已針對內容進行校對改

正，並補強文化園區範圍闡述。 

(5)文化節慶圖面中仍留有歷史文化資源

點位，乃是考量臺南市節慶活動大多

為隨著過往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等而

延伸，故以此方式展現已其強化兩者

關聯性。 

吳副局長 

欣修 

1.建議擴大文化層面視野，文化地景、

世界遺產等面向均應考慮，台江內

海、倒風內海等臺南特色應突顯。 

遵照辦理。臺南市擁有豐厚文化資源，

其文化氛圍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景觀元

素，後續將持續補強臺南各面向文化特

質資料，以凸顯臺南獨有景觀特質風貌。 

2.水系建議可參考94年針對水域、水圳

所做之研究報告。 

遵照辦理。煩請市府相關單位提供水系

資訊作為參考並納入計畫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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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議決議： 

（一）本案請加強資料補強的部份，其餘細節於後續工作會議時討論決議。 

（二）本案首重提出臺南市景觀發展之願景及採取之行動，並回歸本案景觀綱要計畫之

核心價值。 

（三）本案期中報告書審查通過，請規劃單位提送期中報告書五份及電子檔一份報請本

局核定，本次與會委員意見納入後續工作內容修正或妥以回應說明。 

八、散會：中午12 時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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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第三期工作報告審查會議  

【會議記錄】  

一、會議時間：：101年8月14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二、會議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十樓都委會會議室  

三、會議主席：莊主任秘書德樑  

四、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報告事項：  

（一）本案於 100.6.27 簽訂契約，第一期工作之工作計畫書已於100.8.23 核定，第二

期工作之期中報告書已於100.11.24 核定，已完成內容包含： 

1.修訂後整體景觀發展課題、策略及遠景。 

2.修訂後地區景觀系統、景觀區劃定與相關執行機制。 

3.都市景觀整體發展架構研定初稿 

（二）依契約第七條履約期限規定，第三期工作應於第二期工作完成核定函120 日內

(101.03.23)提出，本期(第三期)工作應包含下列內容： 

1.景觀區景觀計畫擬定。 

2.舉辦全國性景觀綱要計畫專題研討會。 

現規劃單位已依限提出第三期工作之內容，其中，研討會已於3/16(五)假國立成功大學

綠色魔法學校崇華廳舉辦，合於契約規定，第三期工作報告書之內容亦大致符合契約規

定之要求。 

六、與會人員意見：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陳委員彥仲 

1.本景觀綱要計畫既然已進入第三

期，宜思考兩項重要工作： 

(1)本期執行重點地區(已敘述於第柒

章)。 

(2)前期執行成效評比(post 

evaluation)。 

其中，第(2)項工作目前尚未進行。若

能有適當的事後(使用者)評估，則可以

更務實地改善景觀計畫，提供景觀設計

者參酌。 

敬悉，針對原南市、原南縣景觀綱要

計畫，本計畫透過近期景觀計畫的彙

整比對來質性的評比前期計畫的成

效，進而彰顯重點景觀地區整併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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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2.「如何維護景觀？」不只是政府的責

任，地方居民、遊客皆有責任。故而，

景觀設計的挑戰，在於提供一個與使

用者互動的社會教育環境。如違規招

牌等視覺汙染亂源如何處理。 

敬悉，諸如違規招牌等問題，本計畫

中考量視覺景觀配合都市環境氛圍發

展提出相關設置準則之建議，而針對

違規性之相關課題則應尋求都市設計

準則透過規範管制市容。 

3.景觀視覺模擬應以使用者的視角進

行模擬。同時也應顧及活動動線的安

排與沿線視覺重點。 

敬悉，相關模擬圖面皆以人的視角做

為模擬，以確保視域景觀之重視。 

4.P.6-16 提及之仿巴洛克建築，建議

改稱為殖民時期建築。 

遵照辦理，已針對內容進行修正。 

5.P.7-60 既為討論環境色調，應檢附

全彩圖。 

遵照辦理。 

陳委員彥仲 

6.建議本計畫應強調透水率，而非僅強

調綠覆率。 

遵照辦理。未來計畫內容中將加強提

高空間營造之透水率與相關透水性措

施之規範。 

西拉雅國家風

景區 

1.目前中央推動綠色觀光、無障礙旅

遊，其中，無障礙旅遊可以是交通的

無障礙，也可以是資訊的無障礙，建

議本案在一些景觀的節點、場域、動

線等等，可以帶入無障礙之概念。 

有關軟性的行銷手法本計畫於都市景

觀整體發展架構之魅力臺南：針對特

色商圈希望能透過結合品牌行銷、策

略結盟等手法，推廣在地特色。 

2.建議針對 5 大核心地貌特徵提供詳

細的景觀對策管制事項或基準供參。 

5大核心地貌特徵乃是透過歷史角度

解讀臺南市景觀特徵，所闡述的是臺

南在歷史發展歷程之中所產生的景觀

特色，為輔助、釐清重點景觀地區評

選的一種環境面向。 

3.126 處重點區域如何收斂、歸納為

40 處重點潛力地區，建議仍須檢附

相關篩選過程之資料。 

由126處歸納為40處之相關評選方

式，可詳見報告書CH06第二節。 

4.表 6-2 與表6-3 所列40 處重點潛

力地區前後不一致，請修正。 

遵照辦理。已針對內容進行校正。 

台江國家公園 

1. P.2-3，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法施行

細則的法令執掌等相關內容，建議直

接引用國家公園法規定的內容。 

遵照辦理。已針對內容進行校正。 

2. P.7-73，台江國家公園的海域目前

僅至東吉嶼的外海，並未包含至東吉

嶼。 

遵照辦理。已針對內容進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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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3. P.7-90，本案台江山海圳規劃範圍

為自烏山頭水庫至臺灣歷史博物

館，而本單位目前已規劃之範圍為台

17 線以西，造成史博館至台17 線

之間形成一規劃斷層，其與兩端之計

畫如何串聯銜接將有待討論，故建議

本案將規劃範圍延伸至台17 線。 

針對台17線以西之路段，目前臺南市

政府水利局於100年度城鄉風貌提案

中已針對史博館至嘉南大圳安順橋段

提出「千里水路。萬頃良田-嘉南大圳

水岸鏈結再生」之規劃，而本案路徑

則規劃由史博館串接至烏山頭水庫，

期望未來將有效帶動嘉南大圳周邊環

境之活絡。 

農業局 

1.P.3-21 表3-1 文化景觀敏感-老樹

資源匯整一覽表，經計算計有229 

棵與本局列管珍貴樹木株樹有誤差

(珍貴老樹有201 棵)，請更改。 

遵照辦理。已針對內容進行補充與校

對。 

2.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面積不是515 

公頃。 

遵照辦理。已針對內容進行補充與校

對。 

3.P.3-23 表3-2 土石流潛勢溪流，

略…東山南化白河無後續文字。 

遵照辦理。已針對內容進行補充與校

對。 

鄭委員道聰 

1.年代書寫體例請一致，看是皇曆在

前、括號西元在後，或只寫西曆，例

如P.3-40、7-94、7-95 頁。 

遵照辦理。已針對內容進行補充與校

對。 

2. P.3-47，老街建議增列中西區或五

條港區。 

遵照辦理。已針對內容進行補充。 

3. P.3-44~3-50，有關遺址、古蹟、歷

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傳統藝術、

民俗及有關文化皆為文資法中法定

名詞，書寫時請依公告名稱，未經指

認公告者，請另列表例舉，以免混

淆。 

遵照辦理。針對內容已以公告名稱進

行補充與校對。 

4.P.3-50，傳統文化產業請將木器、雕

刻列入；P.3-51，文化節慶應將政府

舉辦的活動與民間習俗的活動有所

區隔，另第5 項王船祭，請將其他廟

宇列入，例如喜樹萬皇宮、灣裡萬年

殿，建議以流域敘述。 

遵照辦理。針對內容已以公告名稱進

行補充與校對。 

5.P.4-1 景觀發展課題與對策建議提

案例或檢討以前計畫、工作缺失，以

增加討論議題及研究可行性，並提出

管制、發展的準則以呼應第陸、柒

章。 

遵照辦理，針對課題與對策，將配合

現行計畫方向與時事議題進行探討，

發掘臺南市景觀發展癥結，並擬定發

展的準則以呼應後續章節。 

鄭委員道聰 
6.書圖補正： 

(1) P.6-2，大湖期海退，南科遺址應是

遵照辦理，未來已針對相關文字內容

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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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此時期見證。 

(2) P.6-5，五大社可再補述或修正，例

如蕭壠應包括佳里與北頭洋；還有

其他小社如漚汪社等。 

(3) P.6-6，台江內海的港口請將五條港

各港名及南方各港列入，如水船

港、帆港、喜樹港等。 

(4) P.6-14，臺南鹽場敘述不足，未將

創立年代及範圍列出，例如安平、

安順鹽埕，喜樹、灣裡等鹽田。 

(1)遵照辦理，已將南科遺址相關圖面

與文字內容進行修正。 

(2)已針對遺漏資訊加以補足於內容之

中 

(3)已針對遺漏資訊加以補足於內容與

圖面之中 

(4)針對臺南鹽場的發展歷程與相關年

代資訊以補充於內文之中。 

陳委員柏年 

1.景觀綱要計畫應確立其作為指導性

上位計畫之架構及內容。 

敬悉，計畫執行乃依照景觀法草案內

容進行界定，內容架構亦依循草案規

範所提。 

2.本案資料龐雜不易閱讀及使用，建議

可分為兩本不同目的之書冊，一本為

精簡濃縮的綱要計畫，另一本為敘述

細項內容的工作計畫。 

為有利於本計畫案之參閱，後續將報

告書內容分為上下兩冊。上冊針對大

臺南現況資源、課題、願景等進行論

述；下冊為執行計畫包含都市景觀整

體發展架構以及重點景觀地區。 

3.本報告書開宗明義敘明的指導原則

及計畫目標，本案是否真的有做到，

例如： 

(1) P.1-1，景觀保育、管理及維護未有

提及。 

(2) P.1-2，與嘉義縣、高雄市的景觀系

統如何接軌；修補、復育臺南市景

觀生態環境的復育技術為何；行銷

臺南景觀資源又是如何行銷等等。 

感謝委員的提醒，本團隊將再次檢視

計畫目標之訂定與計畫主軸之呈現。

而針對景觀保育、管理及維護原則，

本計畫乃是配合都市景觀整體發展架

構作為一般景觀地區未來發展之參

考。 

4.第肆章臺南景觀發展的課題與對策

內容較少，請再加強。 

遵照辦理，針對課題與對策，將配合

現行計畫方向與時事議題進行探討，

發掘臺南市景觀發展癥結，並擬定發

展的準則以呼應後續章節。 

5.景觀資源架構之系統性彙整還有待

加強；建議參考他國經驗重整；本案

彙整之國外案例如何應用到本計

畫，請加強說明。 

六區五軸是依循原南市、原南縣景觀

綱要計畫之景觀系統以及各區環境主

要地景特徵而進行之歸納，為整體地

貌現況之展現，後續計畫將融入以自

然、文化與產業三大面向再次審視大

臺南地區 

6.疊圖之資料應放大並以具比例之彩

圖呈現，相關之GIS 檔並須提供市

府後續使用。 

敬悉，相關圖面大小之表現，將再配

合承辦單位之需求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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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7.生態景觀之保存、復育與經營管理之

總體論述不足，建議補充。 

遵照辦理，後續將配合課題與對策之

論述加以補充。 

李委員坤昇 

1.建議建構一個容易翻閱查詢的模

式，以利後續規劃案之參閱，必要時

可依需要、目的分冊製作書圖，例

如： 

(1) 歷史、文化等以時間軸的架構敘述

以利搜尋。 

(2) 以地理區位、GIS 系統呈現的資源

系統。 

(3) 論述模式。 

(4) 重點式的綱要、規劃等。 

為有利於本計畫案之參閱，後續將報

告書內容分為上下兩冊。上冊針對大

臺南現況資源、課題、願景等進行論

述；下冊為執行計畫包含都市景觀整

體發展架構以及重點景觀地區。 

2.建議針對參考來源有分類性的描

述，包含書目、網路資源及GIS系

統。 

遵照辦理，後續將加強參考文獻之彙

整。 

3.課題與對策散落於各章節內容裡

面，致第肆章臺南景觀發展的課題與

對策相較於其他章節內容明顯較

少，建議相關之內容仍須收錄於第肆

章。 

遵照辦理，針對課題與對策，將配合

現行計畫方向與時事議題進行探討，

發掘臺南市景觀發展癥結，並擬定發

展的準則以呼應後續章節。 

4.本案規劃方向較偏觀光、外地人之觀

點書寫，建議多以在地人的角度思

考，例如太子宮的發展問題，必須考

慮台19 甲無人行道致人車混道使用

等交通衝擊問題。 

感謝委員提醒，針對台19線現有路況

問題，後續將納入規劃之中考量，此

外於計畫之中已針對現有路廊提出步

行空間之建議，而考量現行車況，未

來將引入更多空間營造手段以提供更

安全的活動空間。 

5.台江山海圳將如何串聯既有之自行

車道系統，應有所規劃。 

針對台江山海圳相關自行車道系統之

串接，可詳見六處重點景觀示範地區

中「台江山海圳」重點景觀地區之論

述。 

李委員坤昇 

6.「六區五軸」的六區目前是以行政區

為劃分依據，但例如台17線以西及以

東之產業型態完全不同卻無法區分

出來，請再思考以行政區作為劃分是

否恰當。 

六區五軸是依循原南市、原南縣景觀

綱要計畫之景觀系統以及各區環境主

要地景特徵而進行之歸納，為整體地

貌現況之展現，針對僅以行政區作為

劃分之疑慮，後續計畫將融入以自

然、文化與產業三大面向再次審視大

臺南地區 

7.社造幾乎沒有論述到，如好望角、巧

佈點、臺南築角、綠社區、清淨家園

針對街道空間之營造，本計畫已於都

市景觀整體發展架構中之魅力臺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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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等計畫。 出未來街角空間之營造手段。 

8.細項建議： 

(1)平埔請正名為「西拉雅」。 

(2)P.3-3，1921-1928年臺灣地形測量

圖比臺灣堡圖更容易看出臺灣日治

時期的都市計畫。 

(3)地景的思考邏輯： 

A.西拉雅族使用檳榔、刺桐、木棉

(吉貝)，而喜垂直元素。 

B.日治時期「巴洛克」的街道、城

市規劃及圓環、園道的思維。 

C.埤塘、水文、水圳與農業的農業

地景。 

D.廟宇的五營體系，角頭廟的朝向

等決策模式。 

(4) P.3-50，剪「紙」應為剪「黏」。 

(5)臺灣藤業面臨沒人才及材料的困

境，已無在地產業可發展的潛力。 

(1)遵照辦理，已針對相關圖面與文字

內容修正平埔族為西拉雅族。 

(2)感謝委員的提點，未來針對都市發

展歷程之探討 

(3)感謝委員之提點，各式文化所產生

的地景特色為整體景觀發展之重要

元素與依歸，未來將再次審視現有

計畫內容，以確認地景元素於規劃

過程中得以善加運用與保存。 

(4)遵照辦理，針對報告書內文錯誤的

部分將加強校對改正。 

(5)針對傳統文化產業中籐業之論述，

主要為闡述過往關廟地區竹編盛

行，感謝委員對產業發展現況之提

醒，未來針對相關內容將納入現今

發展情況作為提醒。 

王委員立人 

1.景觀規劃之功能從早期美化藝術性

到生活性、生態性及土地使用之契

合，而目前面臨氣候變遷情況下，如

何利用景觀綱要計畫之引導，增加土

地之承載力、以及對災害適應的彈

性，應可作為基本思考邏輯。 

近年來對於氣候變遷、土地防災等議

題之重視，後續本計畫將針對相關議

題納入於課題探討中 

2.除了整體的分區外，建議可從流域治

理觀點，做更細緻之統整，透過與自

然環境、人文環境的整合，使分區劃

分之關連性及聯結性更明確。 

由於臺南市西側屬易淹水地區，建議

後續相關單位可由流域防災議題為切

入點開設專案進行探討。 

3.景觀綱要計畫之發展架構或基本原

則，建議應從世界景觀規劃潮流、整

體的土地使用、願景等，建立最基礎

的景觀綱要發展原則，僅以低碳、親

水、豐餚、科技、文化、魅力臺南是

否能形成臺南市景觀架構，建議再思

考並且須注意全市性、區域性、鄉鎮

的層次性。 

敬悉，臺南市環境資源十分豐富，所

含鈉的景觀元素亦繁雜，本計畫主要

以自然、文化與產業三大主軸論述臺

南市景觀地貌勾勒發展願景，透過相

關計畫彙整與近年來景觀規劃之趨

勢，因而由三大主軸中彙整出6項發展

方向作為全市性景觀發展之要點。 

4.請注意系統的邊界之功能與整合、整

體性，尤其是行政界線是否構成系統

的界面，請再思考，例如府城都會文

六區五軸是依循原南市、原南縣景觀

綱要計畫之景觀系統以及各區環境主

要地景特徵而進行之歸納，為整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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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化核心系統與高雄市的茄萣區、湖內

區、阿蓮區的關連性。 

貌現況之展現，針對僅以行政區作為

劃分之疑慮，後續計畫將融入以自

然、文化與產業三大面向再次審視。 

莊主任秘書 

德樑 

1.照片請標示(現況、願景示意、建議

模擬)及重點說明。 

遵照辦理，未來已針對相關文字內容

進行修正。 

2. 40 處重點景觀地區，請補說明： 

(1) 願景。 

(2) 現況問題、解決對策(指導原則)。 

(3) 執行方式及執行重點應注意事項。 

40處重點景觀地區，本計畫已針對各

區提出未來景觀發展之執行原則詳見

報告書CH06第二節 

雲嘉南濱海國

家風景區 

1.報告書第1-1 頁，第2 段「...在"9R"

臺南縣與臺南市...」，9R 應係誤植，

建請刪除。 

遵照辦理，已針對相關文字內容進行

修正。 

2.報告書第貳章第四節現行相關計畫

之關連，建議加列「雲嘉南濱海國家

風景區觀光發展計畫(97 年度)」。 

遵照辦理，於相關計畫中將增加雲嘉

南風景管理區之相關計畫內容。 

3.第 2-36 頁，提及「馬沙溝海水浴

場」，請統一名稱為「馬沙溝濱海遊

憩區」 

遵照辦理，已針對相關圖面與文字內

容進行修正。 

4.第 3-13 頁，第3 段「整個臺南沿海

地區的濕地，大體上有急水溪、將軍

溪口、"網仔寮潟湖"...」，網仔寮潟

湖建議修正為七股潟湖。 

遵照辦理，已針對相關圖面與文字內

容進行修正。 

柯專門委員 

明賢 

1.合併後的大臺南，因尺度變大也更複

雜，因此須以更宏觀的角度來審視，

本計畫可從歷史文化脈絡、地景變

化、地理特色與產業結構等，發展出

具地方特色與景觀風格的主張。 

遵照辦理。 

2.本計畫將臺南市整體景觀系統調整

為「六區五軸」，提出各區之發展潛

力，然而景觀計畫有時也包括適宜且

適地的「景觀保護」與環境保全之計

畫，例如植栽綠化、廣告招牌、街道

家具、違章建築、舊聚落、夜景等管

制方針，建議參考各國際城市之規劃

加以思考，發揮創意，並思考如何將

永續發展的執行策略列為各區景觀

重要的訴求。 

感謝委員之提醒，針對委員所提及之

「景觀保護」與「環境保全」之計畫，

於景觀綱要計畫中以景觀保育、管理

及維護原則為主，而本計畫乃是配合

都市景觀整體發展架構作為相關原則

之提出，以作為一般景觀地區未來發

展的參考。 

3.針對未來或進行中之重大公共工程

或建設，可能造成之景觀衝擊或視覺

敬悉，本計畫中乃採以景觀角度，提

出未來配合都市環境氛圍發展相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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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障礙，是否有對應之管制方針及對

策。 

置準則之建議，有關公共工程易造成

視覺衝擊，建議應建立相關視覺景觀

評估機制於規劃階段即將景觀視域納

入考量。 

綜合規劃科 

1.景觀綱要計畫應為本市相關建設、專

案計畫或都市計畫之規劃參考依

據，規劃單位業已指認現況資源、課

題，並提出對策及具體改善工程，惟

為符合景觀綱要之指導目的與實質

效益，建議本案應依據各重點景觀示

範區之特色與條件，訂立具體景觀風

貌管制之具體方向與規劃原則(如：

藍綠帶資源豐富地區之廊帶留設；文

化保存地區著重地區性的風貌控

管、量體規劃等；都市景觀節點地區

地標景觀規劃原則等)，俾利本市景

觀及市政政策整體性之考量與落實。 

敬悉。針對景觀風貌管制之具體方向

與規劃原則，本計畫已第五章臺南市

都市景觀整體發展架構中訂定相關景

觀維護管理原則以供參酌。 

都市更新科 

1.P.3-21，老樹資源並不完整，例如中

西區舊造船廠內、新營區王公里、學

校等，過去地形圖及相關單位已做調

查，建議參照。 

遵照辦理，已參酌農業局網站、臺南

市社區大學網站以及樹王公(臺南縣

珍貴老樹的源流與典故)，進行補充與

校正。 

2.書圖修正： 

(1)P.3-11，臺南運河最末段，建議加

註「中國城」都市更新計畫。 

(2)P.3-79，府城都會文化核心系統的

景觀發展限制，建議加註另一條汙染

嚴重之二仁溪說明。 

(3)P.4-3，有關傳統老街之競爭力提

升，建議其對策與目前文化局及等相

關單位已辦理之政策及資源結合，以

增加可行性。 

(4)P.5-41，文化焦點建築之保存方

式，是否尚有其他之執行方式，例如

以都更方式、文化局自行編列預算

等。 

(5) P.6-47，圖上之文字運河「心」鑽

應為運河「星」鑽；沙卡里「吧」應

為沙卡里「巴」。 

(1)遵照辦理，已針對相關圖面與文字

內容進行修正。 

(2)遵照辦理，已針對相關圖面與文字

內容進行修正。 

(3)遵照辦理，本團隊後續將參考文化

局相關政策，以提升對策之可行性。 

(4)文化性建築之保存，應由文化保育

為出發，應而若是採以都市更新觀

點，建議結合市民生活與當地文化

歷史脈絡，政府要擴大參與層面、

讓公民團體和社區組織加入都市更

新的過程中，採以整建及維護方

式，從短期利益回歸都市發展的長

期目標上，強化地方的特色。 

(5)遵照辦理，已針對相關圖面與文字

內容進行修正 

都市開發科 

1.本計畫多提及南科，建議地區型的科

工區、柳科等等，亦應納入考量。 

2. P.5-54，兩張照片圖名錯置，請修

針對科技景觀空間營造將補足科工、

柳科等地區之論述；遵照辦理，已針

對相關圖面與文字內容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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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正。 

都市設計科 

1. P.6-22，本計畫將6 區5 軸景觀系

統解構收斂出5 大核心，部分景觀系

統之特色無法於5 大核心之名稱中

感受，例如山林自然休閒遊憩系統包

含未開發之生態密林景觀，很難分辨

其應屬於5大核心的哪一種。 

5大核心以歷史面向抽絲剝繭臺南景

觀發展特色，山域地區主要以溫泉產

業等所衍生的觀光性產業為主，因此

歸納於「產業地貌」之中，針對名詞

訂定無法有效傳達其意涵，將會再行

進行調整。 

都市設計科 

2.請統整 40 處重點景觀區各分佈於6 

區5 軸的哪一系統，並繪圖表示，以

看出6 區5 軸與5 大核心之相互關

係。 

遵照辦理，針對景觀系統與40處重點

景觀地區之疊合圖，將可詳見於第陸

章。 

3.126 處重要區域既是由原南市30 

處、原南縣91 處及新興景觀區5 處

彙整而得，則表6-1 的指認標準為應

用於何處？其中的民眾指認又是如

何認定？ 

本計畫集合原南市、原南縣以及新興

景觀區共彙整126處區域。而表6-1重

點景觀地區指認標準表乃是為輔助本

計畫由126處區域中，利用相同標準與

尺度評選出重要景觀地區，其他則為

歸納為一般景觀區。而重點景觀地區

的指認乃以臺南縣/市景觀綱要計畫之

評選作為發展依據，於各方考量下而

加以篩選整合而成，其中即包含計畫

執行期間民眾意見的融入，透過研討

會的舉辦彙整地方民眾意見，為計畫

檢核之重要參考依據。 

4.因部份重點景觀示範區包含之範圍

較廣，例如台江山海圳、竹溪與四鯤

鯓地區等，請提具建議之短、中、長

程計畫，以循序規劃改善。 

遵照辦理，針對六處重點景觀示範地

區相關圖面與文字內容進行修正。 

5.本市近來申請容積獎勵之案件頗受

爭議質疑，故第捌章建議的景觀管控

計畫工具一項，請刪除有關容積獎勵

之敘述，包含P.8-1「都市設計獎勵

與管制」改為「都市設計規範」、

P.8-7 刪除「特殊性容積獎勵規

定」、P.8-8 刪除「都市設計獎勵」

一項。 

遵照辦理，已針對相關圖面與文字內

容進行修正。 

6.第肆章內容建請加強。 遵照辦理，針對課題與對策，將配合

現行計畫方向與時事議題進行探討，

發掘臺南市景觀發展癥結，並擬定發

展的準則以呼應後續章節。 

7. 書圖修正： 

(1) P.3-48，歷史文化據點圖請新增標

遵照辦理，已針對相關圖面與文字內

容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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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示總爺文化園區。 

(2) P.7-24，新營太子宮應位於國道「1」

號西側，請修正圖面。 

 

七、會議決議： 

本案第三期工作報告書審查修正通過，本次與會委員及單位審查意見納入後續工作內容

修正或回應說明，並請規劃單位依契約規定提送修正後第三期工作報告書五份及電子檔

一份報請本局核定。 

八、散會：中午12 時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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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會議記錄】  

一、會議時間：：101年12月10日（星期一）下午3時30分  

二、會議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十樓都委會會議室  

三、會議主席：吳局長欣修 

四、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報告事項：  

（一）本案於100.6.27簽訂契約，第一期工作之工作計畫書已於100.8.23核定，第二期

工作之期中報告書已於100.11.24核定，第三期工作之報告書已於101.8.24核

定，已完成內容包含：  

1. 修訂後整體景觀發展課題、策略及遠景。 

2. 修訂後地區景觀系統、景觀區劃定與相關執行機制。 

3. 都市景觀整體發展架構研定初稿。 

4. 景觀區景觀計畫擬定。 

5. 舉辦全國性景觀綱要計畫專題研討會。 

（二）依契約第七條履約期限規定，第四期工作期末報告應於第三期工作完成核定函60

日內(101.10.23)提出，本期(第四期)工作應包含下列內容： 

(1) 執行過程全程記錄（包含歷次審查、工作會議討論紀錄）。 

(2) 都市景觀整體發展架構（定稿）。 

(3) 都市計畫及非都市計畫各3區景觀區景觀計畫。 

(4) 全國性景觀綱要計畫專題研討會成果報告書（定稿）。 

(5) 計畫完成後各項相關成果資料（除成果報告書電子檔外，另含各項本計畫所

購買相關向量與網格格式圖資電子檔）。 

現規劃單位已依限提出第四期工作之內容，合於契約規定，第四期工作報告書之內

容亦大致符合契約規定之要求。 

六、與會人員意見： 

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蕭委員瓊瑞 

1.6處重點景觀示範區的空間營造構

想，因與當地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

建議須與當地居民溝通討論，使居民

認同未來發展方向。 

敬悉。在研訂重點景觀計畫時，皆已

初步與地方民眾做過基礎的溝通，但

仍建議後續重點景觀計畫正式推動執

行時，專業團隊亦須與地方做進一步

的討論，以利對於構想與議題的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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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聚焦與認同。 

蕭委員瓊瑞 

2.6處重點景觀示範區的短中長程計

畫，較少提及整體營造層面，且其分

期執行計畫之層次與邏輯與一般認

知不同，是否有其他考量，若為配合

中央政策等其他考量，請備註說明清

楚。 

遵照辦理。將會再審視與調整短中長

期計畫的邏輯關係與安排。 

3.本案之條理敘述分明，惟最後的具體

措施較為薄弱，請再加強。 

敬悉。具體措施會與府內討論恰當的

推動手法與工具。 

4.建議本案應建立景觀的區域色彩定

位、管理等計畫。 

色彩計畫實是影響環境景觀的重要元

素之一，但因各地特色與相關需要色

彩管制的設施與事項眾多，遂建議後

續各景觀計畫的色彩定位應參照本綱

要計畫的三大景觀系統:自然、產業與

文化等面向，就該區主要資源的面向

最為色彩管理的依據。 

5.建議本案須將「虎頭埤及烏山頭都市

設計擬訂案」之內容納入規劃考量。 

遵照辦理。業已納入考量。 

6.建議本案之定案內容能夠放至網路

上供一般大眾下載查詢使用。 

敬悉。將與市府討論後決議。 

陳委員彥仲 

1.狹隘的景觀為環境的整理，廣義的景

觀可視為一種學習的過程；例如40

處重點景觀區應分別說明其文化內

涵或生態內涵為何，其擁有的文化特

點及生態特點應有更具體之說明。 

敬悉。40處重點景觀地區已在分類與

發展定位上有針對該區的核心價值做

描述，將會針對描述的方式做進一步

的檢核與調整。 

2.40處重點景觀區有的位於都市計畫

範圍內、有的屬於非都市土地，甚而

有位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其所適用之

土地管制及建築管理之規範各不相

同，而各景觀區皆有不符法令規定之

既有建築量體，如何在不同法令規範

架構下改善其景觀，建議規劃單位應

提出初步因應對策。 

景觀的改善是一種動態的過程，亦是

一個因地制宜的工作。所以本計畫的

主要精神在於剖析與分類各區的主要

景觀資源，並且引導相關人員一同以

正確的方向與態度，合力協助改善地

方景觀。所以不管是專業背景、法令

規章、環境介面與改善對象，若能有

景觀態度上的共識，那就是執行景觀

改善的第一步，亦是本計畫的最大核

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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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陳委員彥仲 

3.建議將景觀與歷史文化作一連結，以

歷史事件敘述景觀點，並透過景觀帶

人認識歷史，例如：鄭荷大戰可將鹿

耳門景觀點、赤崁文化、五條港等景

觀串聯起來；八田與一與嘉南大圳之

關係；西拉雅平埔族、麻豆社、新港

社等原住民文化之串聯等等。 

敬悉。本計畫於第三章有針對整個臺

南在地貌、生活、產業與文化等發展

上的歷史痕跡做論述，並將其精神納

入計畫後段的分類與分析中。 

 

薛委員怡珍 

1.台江山海圳若歸類為自然生態景

觀，建議應於自然生態景觀系統圖中

表示，惟台江山海圳實為嘉南大圳，

是否較偏文化面向請規劃單位再行

評估考量。 

遵照辦理。將會針對歸類的部分進行

審視與調整。 

2.九份子低碳示範社區建議應標示於

文化景觀系統圖中。 

遵照辦理。將會針對歸類的部分進行

審視與調整。 

3.綱要手冊中第四章的課題與對策，延

伸至執行手冊中各重點景觀區的課

題與對策，建議應提出更明確之實質

做法以供參考。 

敬悉。將會再比對兩個不同尺度下論

述的課題與對策。 

4.臺南市都市景觀整體發展架構之細

項內容，建議先說明目前已執行之法

令規範，例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之

條文等，法令規範不足部份，本計畫

再加以補充，如此更有使用上之實質

效益。 

都市景觀整體發展架構之細項內容主

要整合了景觀管理與維護原則的概念

在裡面，加上臺南市幅員廣大，亦須

考量無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之地區，遂

以原則性的建議為主。 

5.臺南都會公園屬於自然生態或產業

景觀、牛埔農塘屬於自然生態或產業

景觀等，請規劃單位再行檢視40處重

點景觀區之分類合適性。 

遵照辦理。將會針對歸類的部分進行

審視與調整。 

6.文化景觀內的聖母廟及周邊聚落重

點景觀區，建議併提鹿耳門天后宮及

土城聖母廟。 

遵照辦理。將會針對歸類的部分進行

審視與調整。 

7.建議彙整各重點景觀區先前已執行

之計畫、目前正進行之計畫，再提出

未來預計發展之方向，使各計畫間能

相輔相成。 

敬悉。目前各重點景觀地區的整體發

改構想多已考量實質環境尚缺的部

分，建議後續推動景觀改善計畫時應

做進一步的分析與彙整。 

8.各重點景觀示範區之景觀要素資

源，建議應將其位置標示於計畫範圍

圖上，並輔以照片對照說明，以利快

速了解當地情況。 

敬悉。將視整體版面狀況進行可能的

調整。 

9.各重點景觀示範區的分期推動執行 重點景觀示範區業已提出分期推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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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計畫，建議提出優先推動之順序，以

作為預算編列之依據。 

行計畫。 

薛委員怡珍 

10.書圖修正： 

(1) 本案請再加強文字校稿部份。 

(2) P.2-2表2-2，若教育部與景觀管理

相關法令較無關聯，則建議刪除教育

部欄位。 

(3) P.2-33，臺南市永續發展指標建議

應有數據輔以說明。 

(4) P.3-21，綠色基盤的區塊請用

「Patch」，網絡請用「Network」。 

(5) P.7-12右下角之圖片，感受不出水

岸空間成為生活美學的情境；P.7-13

右上角之圖片，無法看出為現況照片

或生態社區營造概念引入後之示意

圖，請再調整。 

(6) P.8-12，社區營造人才請再加入低

碳概念；人文及生態解說導覽人才請

再加入環境生態教育議題。 

(7) 臺灣並未被日本佔據，故文中「日

治」請改為「日治」。 

(8) 本計畫有提及綠色社區、生態社

區、永續社區等，其名稱請統一，避

免造成閱讀上的混淆。 

(9) 本計畫於綱要手冊第二章彙整了

原南市及原南縣之景觀綱要計畫內

容，建議於綱要手冊最後可增加比較

現在修訂之景觀綱要計畫內容與兩

計畫之異同。 

遵照辦理。永續發展指標部分將會就

該指標計算與推動之結果視與本計

畫之應用性後評估表現的方式。而新

舊計畫之比較，本計畫將會在摘要的

地方做綱要式的提點與說明。 

莊副局長德樑 

1.3大景觀系統圖與後續之文字內容應

再連貫整合，請規劃單位再行檢視3

大景觀系統圖之內容(例如：補充北

門老街 )並調整圖面呈現方式 (例

如：補充圖例)，使資料更趨完整、

更容易讓人閱讀。 

遵照辦理。將會針對歸類的部分進行

審視與調整。 

2.本綱要計畫為各重點景觀區之指導

計畫，故牽涉景觀之所有事項均應清

楚表達，包含先前已執行過之計畫彙

整及檢討。 

敬悉。 

3.本計畫於第八章執行機制提出景觀 敬悉。將會視實際狀況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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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推動委員會及重點景觀區景觀審議

機制，請再考量其適法性及可行性。 

吳局長欣修 

1.在環境設計的概念下建立完善的景

觀管理機制，才能真正落實景觀綱要

計畫。 

敬悉。 

2.後續建議透過景觀總顧問之機制，輔

導各局處將景觀綱要之準則落實至

執行層面。 

敬悉。 

地景規劃 

工程科 

1. 臺南的景觀區常常同時存在多種特

性，本計畫提出的3大景觀系統為套

疊的概念，較能描述同時擁有多種

特性的臺南景觀。 

敬悉。 

2. 承上，本計畫目前以3大景觀系統作

為40處重點景觀區的分類依據較為

偏頗，例如：水崛頭可屬於自然生態

景觀也可屬於文化景觀；若能將各景

觀區依3大景觀系統之權重以三元一

次方程式作為指認之描述方式，更能

說明臺南景觀之多元特性。 

遵照辦理。 

綜合規劃科 

1. 文字修正： 

(1) P.3-30表3-5「臺南特有地方產業一

覽表」與該小段「(三)傳統文化產業」

內容未符，請詳查修正。 

(2) P.3-39 土地使用提及「建築用地與

發展重心以臺南中區、永康(略)，以

發展強度來看中區的發展以達

96.68%為最高。」其中中區應修正

為中西區，又前述建築用地發展強

度說明是否依全市各行政區總體檢

視比較(如東區、北區強度低於仁

德??)，另96.68%從何而來，建議

相關數值應以表格或備註說明。 

(3) 第三章景觀資源系統調查，原臺南

市行政區分類內容(含文字及表格)

說明以「府城」或「臺南」兩種用

詞混用，請統一文字俾利閱讀。 

(4) P.3-65 表3-12 「古蹟彙整表」中

西區之國定古蹟及白河區之市定古

蹟分兩列之原因為何？ 

遵照辦理。 

2.P.5-8針對生態潛力公園及一般公園

提出景觀規劃原則，建議以層級觀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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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念為思考，生態潛力公園之規劃原

則應立基於一般公園之規範基礎，

以強化生態潛力公園之設置目的

性。 

3.P.5-17 有關生態綠廊提出街道斷面

規劃構想，資料來源係為「臺南縣既

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綱

要計畫市區道路」，是否考慮原臺南

市之交通道路使用情況，本案成果雖

為建議原則，仍應審慎檢視合理性與

適用性，俾全後續各部門相關計畫參

酌配合。 

該計畫是以土地使用計畫、現況與計

畫道路寬度等進行比對與彙整，遂屬

於彙整後的一般性通則，當然道路各

路段斷面皆會因為實際狀況有些不

同，所以因地制宜的調整與融會貫通

原則性建議的內容將會是後續建構生

態綠廊的重要核心觀念。 

4. 執行手冊中有關40處重點景觀地區

之現況照片，建議應勘選顯見特色圖

片為妥(如孔廟重點地區、九份子重

點地區等)，作為景觀資源、執行方

式與景觀發展架構對應內容之連結。 

敬悉。 

都市設計科 

1. 本計畫於第三章已彙整古遺址及古

蹟清單，建議再彙整歷史建築及寺

廟清單附於附件報告書。 

遵照辦理。 

2.請新增「摘要」置於執行手冊，以方

便閱讀者快速瀏覽重點內容。 

遵照辦理。 

3. 126處重點區域由原南市哪30處、原

南縣哪91處及新興景觀區哪5處彙

整而得，應先有一彙整表。 

因為原先兩計畫的重點景觀地區尺度

大小不一，且該項資訊對於後續推動

重點景觀計畫時意義不大，建議僅列

新興景觀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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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意見摘要 意見回覆 

4. 書圖修正： 

(1)三大景觀系統圖，所有的圓圈應說

明名稱；並建議增加圖例說明，以

利閱讀。 

(2)P.5-58，(6)總爺文化園區文字重

複，請刪除。 

(3) P.6-41圖6-1重點景觀地區，公路系

統圖層顏色請再調淡或設定透明

度，以利清晰閱讀；308高地為產業

景觀應為土黃色；臺19甲應為灰

色；國道8號右側綠色圓圈為多餘，

請刪除。 

(4)P.8-5圖8-3，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請修正。 

(5)目錄、隔頁標題與內文之標題應一

致，請再加強文字校稿。 

遵照辦理。 

七、會議決議： 

本案第四期工作之期末報告書審查修正通過，請規劃單位依本次與會委員及單位審

查意見修正或回應說明後，依契約規定提送期末定案報告書及電子檔各10份及資料

光碟2份報請本局核定。 

八、散會：下午16時50分 



 

 

 

 

 

 

 

 

 

 

 

 

附錄二   工作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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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1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第一次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0年09月08日（星期四）下

午03時  

二、會議地點：本府9樓都發局會議室 

三、會議主席：魏科長榮宗  

四、與會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會議記錄：  

內容摘要 

（一） 本案為因應縣市合併而執行之計畫，故應著重「縫合」與「再生」。 

（二） 景觀綱要計畫應建立本市景觀風貌整體架構，除可提供城鄉風貌計畫之整體論述外，並

可作為後續景觀計畫、景觀工程、都市設計規範之指導原則。此外景觀綱要計畫亦可提

供區域計畫、都市計畫之規劃參考。 

（三） 本案請以圖面呈現多面向之景觀系統，其系統須說明分類方法並論述主題，具潛力之地

區可重點強化特色，發展受限地區亦須思考如何管制，以作為本市城鄉風貌整體發展之

上位構想。 

（四） 圖面若以GIS 繪製，請注意後續提供予都管科之版本相容問題。 

（五） 建議可列入討論之議題： 

1.點：老屋再生、舊建築再利用。 

2.線：糖鐵、水圳、河川、老街、歷史巷弄。 

3.面：聚落、考古遺址、生態棲地。 

4.軟體面向：民俗節慶與空間之關係、水與生活之關係、歷史故事或紋理變化與景觀之關

係(例如：倒風內海海汊港之紋理)。 

（六） 建議可參考之圖資： 

1.國土測繪中心最新公布之圖資。 

2.景觀法草案中可提供遵循之內容。 

3.台江國家公園、雲嘉南國家風景區及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現正執行之計畫。 

4.其他縣市(尤其是與本市情形相類似之另外四都)對景觀綱要計畫之規劃情形與實際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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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5.「擬定臺南市區域計畫及研究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相關內容。 

6.「大臺南空間發展策略先期規劃研究」相關內容。 

7.「臺南市都市風貌整體發展綱要計畫案」相關內容。 

（七） 後續原則上每兩週召開一次工作會議，並將陸續邀集相關單位與會討論。10.雖景觀法今

年度未能通過，本計畫發展核心仍應依循其重點思考臺南市，並建議未來相關景觀規範

應納入都市設計審議之中探討。非都市計畫地區則可透過農委會農村再生。 

六、散會：下午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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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4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第二次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0年09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時  

二、會議地點：本府10樓都發局會議室 

三、會議主席：魏科長榮宗  

四、與會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會議記錄：  

內容摘要 

（一） 規劃單位所需要之GIS 資料及其他計畫之相關資料，請業務單位協助蒐集取得。 

（二） 本案不僅要縫合原縣市交界，更要整合成完整之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景觀主題圖之呈

現仍為一大重點，且其比例應盡量放大。 

（三） 目前初擬之景觀系統將臺南市區分為14 區景觀類型，惟各區仍為複合型態，非單一景

觀特徵可以代表，且其景觀資源之建構方法為何，須明確說明。 

（四） 臺南市因擁有珍貴之歷史文化而升格，應重點突顯此部份之景觀系統。 

（五） 請參考目前調查整理之各縣市景觀綱要計畫資料，取優捨劣後，研提臺南市景觀綱要計

畫可以發展之方向、可強化之系統等事項，於下次工作會議時提出討論。 

（六） 下次工作會議之時間及邀集單位，請規劃公司視進度及需求提早與業務單位討論。 

六、散會：上午11時20分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2-5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2-6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第三次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1 年1 月17 日（星期二）上午10 時0 分 

二、 會議地點：本府9 樓都發局會議室                             紀錄：陳盈穎 

三、 會議主席：莊主任秘書德樑 

四、 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會議記錄：  

內容摘要 

（一） 臺南市景觀系統： 

1.景觀系統發展限制與潛力分析表請新增說明行動策略及方案，並請搭配圖說。 

2.臺南市景觀系統現劃分為6區5軸，其中，區域名稱以人文景觀保留系統等系統為命

名，惟各區仍為複合型態，非單一景觀特徵可以代表，易忽略其他特色；另蜿蜒的路

徑以軸命名，似有不妥。 

3. 建議景觀分區的6區5軸，可以地域名稱作為分區名稱，「軸」可以「帶」來描述，

而「系統」應為全市範圍的整合分析，不適合用來作為分區的名稱。 

4.景觀綱要計畫應為景觀政策與景觀重點區的呈現實施，應包含基本資訊、地點可供查

詢，並規劃小範圍之案例以供參考。 

（二） 全國性景觀綱要計畫專題研討會： 

1.研討會時間暫訂3/16(五)或3/23(五)，以3/16 為佳。 

2.研討會地點暫訂於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崇華廳。 

3.研討會議題，上午場次為臺南市與全球、全臺灣低碳城市理念之呼應；下午場次請著

重於臺南市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文化景觀等景觀綱要之內容。 

4.請研擬上、下午場次綜合討論與交流之議題。 

（三） 景觀區景觀計畫擬定： 

13處重點景觀區應由臺南市37 個分區分析評估而評選出來，各重點區亦須分析其發展

潛力、限制及所因應之策略，並於圖面上標示其位置及範圍。 

六、散會：上午11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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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8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第四次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1 年2 月17 日（星期五）下午2 時00 分 

二、 會議地點：本府9 樓都發局會議室                         紀錄：陳盈穎 

三、 會議主席：莊主任秘書德樑 

四、 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 會議決議： 

內容摘要 

（一） 全國性景觀綱要計畫專題研討會： 

1.請研擬研討會標題。 

2.請以網站、海報、公文、新聞稿等多元方式宣傳本研討會活動。 

3.本研討會請開設終身學習課程，景觀師換證積分課程(中華民國景觀學會)，建築師執

業執照換證積分課程(內政部營建署)，技師執業執照換證積分課程(公共工程委員會)

等，以鼓勵相關背景人員多多參與。 

4.與會人員停車之地點與引導，請先行規劃妥當。 

（二） 景觀區景觀計畫擬定： 

1.「 ｣新化老街與虎頭埤重點景觀地區 建議將南側水圳一併納入重點景觀範圍。 

2. 「 ｣中正路舊軸線及海安路十字街重點景觀地區 因已執行過許多計畫，且本區有其複

雜性，不建議作為重點景觀的示範區。 

3.配合營建署補助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蚵寮、南鯤鯓地區亦可能為一適合的示範

區。 

4.重點景觀示範區的選定地區，須與臺南市為綠色首都呼應，且各區應有其獨特代表性，

請詳細敘明選定6 區之選擇原因。 

六、散會：上午11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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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10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第五次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1年5月14日（星期一）下午3時 

二、會議地點：本府10樓都委會會議室                 紀錄：陳盈穎 

三、會議主席：莊主任秘書德樑 

四、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會議決議： 

內容摘要 

（一） 全國性景觀綱要計畫專題研討會： 

1.請研擬研討會標題。 

2.請以網站、海報、公文、新聞稿等多元方式宣傳本研討會活動。 

3.本研討會請開設終身學習課程，景觀師換證積分課程(中華民國景觀學會)，建築師執

業執照換證積分課程(內政部營建署)，技師執業執照換證積分課程(公共工程委員會)

等，以鼓勵相關背景人員多多參與。 

4.與會人員停車之地點與引導，請先行規劃妥當。 

（二） 景觀區景觀計畫擬定： 

1.「 ｣新化老街與虎頭埤重點景觀地區 建議將南側水圳一併納入重點景觀範圍。 

2. 「 ｣中正路舊軸線及海安路十字街重點景觀地區 因已執行過許多計畫，且本區有其複

雜性，不建議作為重點景觀的示範區。 

3.配合營建署補助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蚵寮、南鯤鯓地區亦可能為一適合的示範

區。 

4.重點景觀示範區的選定地區，須與臺南市為綠色首都呼應，且各區應有其獨特代表性，

請詳細敘明選定6 區之選擇原因。 

（一） 請詳述將126處重要區域收斂歸納成為42處重點潛力地區之分析方法，並建議以圖面說

明126處及42處之分佈位置圖，以利了解各重點區域整併之合理性。 

（二） 景觀系統： 

1.請再考量以聚落生活、產業地貌、內海海港、節慶文創以及埤塘水圳等5種景觀系統詮

釋整個臺南市的景觀是否周延，例如：山區的景觀特色即無法由這5種景觀系統表達

清楚。 

2.臺南市景觀應首重文化層面，目前5種景觀系統的名稱無法突顯文化的重要性，建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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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斟酌名稱的用詞，例如：可將節慶文創區分成宗教節慶及歷史文化兩種系統。 

3.請再思考各景觀系統的名稱及範圍，並清楚描述其特性，包含景觀特色、景觀潛力及

景觀限制等特點；另景觀綱要計畫專題研討會所收集之各方意見，均應納入本計畫之

檢討內容。 

（三）重點景觀示範區： 

1.景觀綱要計畫為景觀發展之上位計畫，為各計畫案進行前之指導原則，若該區已有計

劃案在進行，而該區又被選為景觀綱要計畫的重點景觀示範區，其後續擬定之景觀計

畫則失去上位指導之意義，故請規劃單位先行調查各重點景觀示範區之前所提過之計

畫案，現擬定之景觀計畫內容應與先前提案過之內容有所區別。 

2.臺南市因擁有珍貴之歷史文化而升格，然而府城卻未於選定之6個示範區中，是否妥

適，請再斟酌評估。 

3.擬定景觀區景觀計畫之格式內容請以景觀法（草案）規定之內容為基本架構，再增加

其他相關之圖說內容。 

（四）請規劃單位重行評估選定6個重點景觀示範區，另提２個示範區作為備案，並徵詢市府一

級主管意見後，確認景觀示範區之計畫內容 

六、散會：下午16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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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12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第六次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1年6月21日（星期四）下午3時 

二、會議地點：本府10樓都委會會議室                   紀錄：陳盈穎 

三、會議主席：莊主任秘書德樑 

四、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 會議決議： 

內容摘要 

（一） 請規劃單位先行了解各重點景觀示範區之前所提過之計畫案，現擬定之景觀計畫範圍及

內容應具有整體性及指導性。 

（二） 請加強說明選定各重點景觀示範區之論述，冀藉由明確分析其願景、潛力、限制管制、

當地人的認知等系統整合分析方式，以說明如何選址各重點景觀示範區。 

（三） 建議各重點景觀示範區之景觀計畫應有短、中、長期之建議執行方式。 

（四） 為選定6處點景觀示範區，請規劃單位提供北門鹽場、新營太子宮、龜丹溫泉、小南海

地區、台江山海圳、新化老街與虎頭埤地區、楠西江家古厝、六甲磚窯與洗布埤地區（包

含林鳳營車站）等8處之相關圖說，交由業務單位簽請高層長官從中勾選確認6處重點景

觀示範區。 

六、散會：下午16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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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第七次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1 年9 月21 日（星期五）上午10 時 

二、會議地點：本府10樓都委會會議室                   紀錄：陳盈穎 

三、會議主席：魏科長榮宗代 

四、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 會議決議： 

內容摘要 

（一） 原本規劃單位提出以行政界線作為景觀系統劃分依據的「6 區5 軸」概念，於歷次審查

會議時頗受委員質疑，再加上「6 區5 軸」與「5大核心」為兩種不同的系統分類方式，

易產生前後架構不一致而使人混淆之虞，故請規劃單位再調整本案內容，以自然景觀、

人文景觀及產業景觀等三大景觀面向，由資源分析、歷史脈絡分析，歸納整合出本市資

源特色、潛力與發展課題，從而以此三大景觀面向研擬出本市景觀發展整體架構。 

（二） 後續除對此三大景觀架構分別提出整體論述與發展願景外，更需在此架構下進一步歸納

出各重點景觀區及一般景觀區，並訂定各景觀區發展重點、執行原則及限制事項，以指

導日後各景觀計畫之訂定與執行。 

（三） 請規劃單位先將本案期末報告書內容區分為綱要手冊及執行手冊兩冊，並視需要增加資

源手冊。 

六、 散會：下午16 時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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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第八次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1 年10 月25 日（星期四）下午2 時0 分 

二、 會議地點：本府9 樓都發局會議室 紀錄：陳盈穎 

三、 會議主席：魏科長榮宗 

四、 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 會議決議： 

內容摘要 

（一） 本案前四章已調整內容為以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及產業景觀等三大景觀面向串連全文內

容，請規劃單位再調整第五、六章及執行手冊內容，以前述三大景觀面向研擬出本市景

觀發展整體架構。 

（二） 第三章三大面向景觀系統： 

1.各景觀系統圖上之名稱應能強調出各面向之重點，例如自然生態景觀系統圖的「文化

城市」建議調整為「文化生態城市」、「綠色基盤」建議調整為「生態基盤」等。 

2.然生態景觀系統請再加入國家級溼地景觀系統。 

3.產業景觀系統請再加入啤酒廠產業景觀、無米樂等稻田景觀、白河等蓮花景觀。 

4.人文景觀系統請再考量是否更名為「文化」景觀系統，並請再加入八田與一文化園區、

新化等名人老街、府城生活博物館之概念；另各景觀名稱應更能突顯景觀特色，例如

「府城都會核心」建議調整為「府城古蹟文化核心」、「安平老街」建議調整為「安

平歷史街區」或「安平歷史風貌園區」等。 

5.近年來臺南很夯的「老屋欣力」，建議納入文化景觀系統。 

6.各景觀系統表內的「景觀特徵」建議調整為景觀標題或景觀名稱，並於此欄位後增加

一欄各景觀的定位及敘述說明，再進入發展限制及發展潛力之分析。 

7.各景觀系統表的景觀名稱須與圖上的名稱一致，並建議輔以數字標示，較易對照使用；

另建議調整景觀系統表為A3 版面。 

（三） 第四章課題與對策應具有承先啟後之功效，除歸納現況之景觀資源外，並於本章分析問

題，再發展後續的景觀整體架構；並建議於此章加入分析縣市合併升格後所面對之問題

及機會。 

（四） 第五章景觀發展新契機： 

1.第一節應先提及合併升格為一契機等相關內容。 

2.第二節第一點(一)建構全市綠色基盤網絡因為全盤考量藍帶及綠帶系統，為免名詞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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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淆，建議調整為「生態基盤」；(二)ECO 聚落建議調整為「生態都市」，並納入「生

態社區」與「綠建築」之理念。 

3.第三節，建議於臺南市都市景觀發展的3 大架構前置入最上位的總目標、總願景，例

如「文化首府 生態臺南」或「科技 生態 健康 文化」等，而3 大架構名稱建議分別

調整為「建構生態基盤」、「營造產業地景」及「轉譯人文風格」，其中「轉譯人文

風格」中應提及藝術造街、文化尋根、月津港遺址等內容。 

4. 3 大架構延伸的18 子項，與後述的40 處重點景觀區應有所對應，建議於第五章最後

增加一節，說明18 子項等策略與40 處重點景觀區之關聯。 

5.18 子項中的「生態社區打造」，建議配合綠建築生態社區評估系統的生態、節能減

廢、健康舒適、社區機能及治安維護等五大範疇。 

6. 18 子項中的「光電節能引入」，請再考量實用性。 

7. 18 子項中的「巴洛克新裝扮」，建議調整為「古蹟風華再現」。 

8.建議於 18 子項增加一項「閒置空間再造」，成為19 子項。 

9.建議於19 子項內文中研訂出公園、綠地、道路、學校等公共設施用地之一般性設計

規範及永續生態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供後續規劃參考。 

（五） 第六章執行機制： 

1.請刪除獎勵機制，改以其他方式之誘因，例如減稅等方式。 

2.建議增加景觀教育訓練課程等概念。 

（六） 章節調整： 

1.第六章執行機制等內容請移置於「執行手冊」。 

2.歷次審查會議紀錄及研討會等資料請另分冊成一本「附件」。 

3.第三章第一節地域性人文景觀的歷程請移至文化景觀資源內文。 

（七） 書圖補正： 

1.請新增摘要，以方便閱讀者快速瀏覽重點內容。 

2.第三章第七節標題臺南市景觀系統的「縫合」請改為「整合」。 

3.第五章標題縫合臺南景觀發展新契機請刪除「縫合」兩字。 

4.請刪除圖5-2 臺南市各區未來發展方針，建議南市總願景不須著墨太多。 

5.圖 5-1、圖5-3、圖5-5，請再調整內容使前後串連，建議僅留核心內容，外圍的細項

均不提及。 

6.圖 6-3 的景觀諮詢小組，建議改由景觀總顧問擔任召集人。 

7.請檢視表7-2、表7-3 及圖7-2 的40 處重點景觀地區是否前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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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八） 修改完成後併折頁初稿內容於下次工作會議時討論。 

六、 散會：下午15 時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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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第九次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1 年11月23 日（星期五）上午10時0 分 

二、 會議地點：本府9 樓都發局會議室 紀錄：陳盈穎 

三、 會議主席：魏科長榮宗 

四、 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 會議決議： 

內容摘要 

（一） 第五章景觀發展新契機： 

1.第三節，「臺南市都市景觀發展架構圖」的總目標、總願景，請調整為「永續臺南」；

低碳臺南等6 項發展方針，移至架構圖最後作為補充說明即可。 

2. 18 子項： 

（1）「基盤系統優化」請調整為「綠色基盤優化」。 

（2）「老街巷弄拉皮」請調整為「歷史街區營造」。 

（3）「府城故事亮點」須包含文化尋根等內容。 

（4）「街道生活美學」請調整為「城市生活美學」，並須包含好望角及藝術造街

等內容。 

（5）「友善活動空間」請調整為「社區空間營造」，並須包含社區好望角、巧佈

點、社區閒置空間營造等內容。 

（6）「光電節能引入」請調整為綠色能源，定義較為廣泛。 

（7）「生態社區打造」請提及綠建築生態社區評估系統的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舒適、社區機能及治安維護等五大範疇。 

（8）請增加研訂出「永續校園」之一般性設計規範及永續生態都市設計審議原

則供後續規劃參考。 

（二） 第五章景觀發展新契機： 

1.請於 40 處重點景觀區分佈圖加上主要公路系統；6 處重點景觀示範區的字型及字體

大小應與其他重點區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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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2.為使前後文連貫一氣，40 處重點景觀區應分別對應至景觀發展3大架構及18 子項；

表6-2、6-3 等提及五大核心之內容，均應一併刪除稍作修正 

（三） 第七章的小節標題，請以臺南市都市景觀發展的3 大架構：「建構生態基盤」、「營造

產業地景」及「轉譯人文風格」為標題，並刪除五大核心內容等文字。 

（四） 第八章執行機制： 

1. 圖 8-2 景觀推動組織： 

（1）「景觀推動小組」請調整為「都市景觀推動委員會」以提高其層級。 

（2）「民間組織團體」請再增加社區營造協會、社區規劃師等社區組織。 

（3）「區公所」的層級請對稱於「民間組織團體」，並於其內增加里長、里辦公

處等單位。 

（4）請刪除「景觀會報」。 

2.圖 8-3 景觀審議機制，由上而下請調整為「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重點景觀區計

畫」→「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重點景觀區景觀管理及審議」，而「景觀諮詢小

組」須於「重點景觀區計畫」時即介入輔導。 

3.景觀計畫除由上而下推動執行，亦須考慮社區提案、民眾參與、社造推動計畫等由下

而上的機制。 

4.請於文中建議於各區公所設置社區規劃工作站，使之成為本市特有的區層級的景觀執

行顧問團隊。 

5.建議製作景觀計畫執行總表，包含從規劃、審議到後續執行的階段；整理中央可提供

之資源、經費來源項目；並提及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景觀總顧問輔導審查的執行機

制；以及執行過程中的溝通協調情形等等。 

6.本市未來將朝生態都市方向推動，除了發展潛力地區及發展限制地區，更應提及保育

區之概念。 

（五） 宣導摺頁： 

1. 請改以 A3、4 折為配置版面，並置入「臺南市都市景觀發展架構圖」後重新調整版

面配置。 

2. 摺頁標題「蛻變臺南」請調整為「永續臺南」。 

3. 摺頁內容仍以「建構生態基盤」、「營造產業地景」及「轉譯人文風格」三大架構為

主軸，儘量以圖面呈現，文字須再精簡及稍微潤飾修改。 

（六） 書圖補正： 

1. 請新增摘要置於執行手冊，以方便閱讀者快速瀏覽重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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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2. 總結報告之封面請加註主辦單位、規劃單位等資訊。 

3. 第五章標題縫合臺南景觀發展新契機請刪除「縫合」兩字。 

4. 請修正圖8-1。 

5. 請再檢視三大景觀系統圖、表的景觀名稱是否一致；目錄與內文之標題是否一致。 

6. 請再加強文字校稿部份。 

六、 散會：上午11時40分 

 

 



 
 

 

 
 

 

 

 

 

 

 

 

附錄三   蛻變臺南- 臺南市景觀永續發展與實踐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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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資訊 Conference Information 

■ 舉辦單位 

指導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 

執行單位：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 時間 

101 年 03 月 16 日（周五）上午 8 時 50 分~下午 16 時 30 分 

■ 地點 

國立成功大學 孫運璿綠建築科技大樓—綠色魔法學校 崇華廳 

（臺南市小東路 25 號-力行校區） 

■ 論壇目的  

臺南為臺灣早期歷史發展的重要核心，緊追著中央的腳步，在 97 年間，整併前的臺

南縣與臺南市分別研擬了景觀綱要計畫，做為指導全縣與全市發展景觀建設與景觀

改造的指導藍本。但隨著永續的都市發展議題與全球化市場的競爭，讓大臺南地區

開始思考生活空間、產業結構與生態平衡等在大臺南的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於 97 年度臺南縣、臺南市即針對各自轄區空間進行景觀發展之探討，然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起縣市合併，原先縣市尺度的景觀綱要計畫，也因為思考視野的轉變，

亦將面臨挑戰。為增加對於大臺南地區於縣市合併後整體景觀發展之想像與低碳城

市景觀之形塑，希冀透過本研討會議，邀集國內專家學者共同分享對於大臺南地區

未來於景觀整合、發展之概念與手段提出建議，並藉由各國實際面臨之協調運作與

經驗之分享傳承，透過激發對於臺南地區發展的重視與期待，共同回饋至本計畫之

操作與呈現，達到概念宣導與經驗交流的雙重效益。 

■ 會議場地注意事項 

會議舉辦：綠色魔法學校 2F 崇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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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場地：新綠色魔法學校 3F 

備    註：1.會議廳內請勿飲食 

          2.與會者請攜帶便當至 3 樓會議室用餐，並請協助垃圾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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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議程 Conference Program 

主

題 
時間 蛻變臺南 - 臺南市景觀永續發展與實踐研討會 

開  

幕  

式 

08:50~09:20 報到、資料領取 

09:20~09:30 開幕致詞 臺南市政府   林欽榮 副市長 

09:30~09:40 貴賓致詞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洪嘉宏 分署長

臺

南

市

景

觀

永

續

發

展

與

實

踐

研

討

會 

09:40~10:20 

專題演講： 
永續生態城市的發展-綠
色基盤設施之建構 

主持人：林欽榮
(臺南市政府副市長) 

主講人：郭瓊瑩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所所長) 

10:20~10:40 茶  敘 

10:40~11:20 

專題演講： 
低碳城市建構與全球景
觀計畫趨勢 

主持人：林欽榮
(臺南市政府副市長) 

主講人：曾梓峰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暨

研究所所長) 

11:20~12:30 

綜合討論與交流： 
低碳城市之理念下，綠色

基盤與城市景觀之建立

與經驗分享 

與談人：4 位 

--郭瓊瑩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系主任) 

--曾梓峰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暨研究所所長) 

--陳彥仲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教授) 

--曾旭正 
(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教授)

12:30~13:30 午  餐 

13:30~14:10 

專題演講： 
生態城市設計之發展與
借鏡 主持人：侯錦雄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教授) 

主講人：王小璘 
(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學門講座教

授) 

14:10~14:50 

專題演講： 
發現大臺南新願景-「修
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主講人：許晉誌 
(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主持人) 

14:50~15:10 茶  敘 

15:10~16:30 

綜合討論與交流： 
縣市合併下，大臺南景觀

形塑之執行操作方向與

引導-兼論臺南市景觀綱

要計畫 

主持人：林欽榮
(臺南市政府副市長) 

引言人：許晉誌 
(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主持人) 

與談人：7 位 

--王小璘 
(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學門講座教授) 

--侯錦雄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教授) 

--洪嘉宏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分署長) 

--吳欣修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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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時間 蛻變臺南 - 臺南市景觀永續發展與實踐研討會 

--林盛豐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呂登元 
(臺江國家公園處長) 

--洪傳祥 
(臺南市環境景觀總顧問) 

16:30 閉  幕 

參、會議文稿 Conference Articles 

專題演講一：永續生態城市的發展-綠色基盤設施之建構 

郭 瓊 瑩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所 所長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5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6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7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8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9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10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11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12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13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14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15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16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17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18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19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20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21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22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23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24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25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26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27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28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29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30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31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32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33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34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35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36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37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38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39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40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41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42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43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44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45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46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47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48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49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50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51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52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53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54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55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56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57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58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59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60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61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62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63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64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65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66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67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68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69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70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71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72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73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74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75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76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77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78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79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80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81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82 

專題演講二：低碳城市建構與全球景觀計畫趨勢 

 

 

 

 

摘要 

19 世紀時期，世界低於 10%的人口居住於城市，但如今卻已超過 50%人，於日益嚴峻

的城市化、工業化帶來的城市問題與城市品質的考驗下，邁向低碳城市成為現今重要的

宣示目標，國際紛紛在都市空間發展與品質管理上，表現出與過往完全不同的新內容和

標準。臺南市對於如何往生態低碳城市發展，早在 2005 年開始便已經有了積極的回應。

在 2010 年縣市合併之後，更應該從整體都會區的尺度來整合推動，從整體生態基盤的

考量，結合各地區物理環境特性來進行思考。 

綜觀國際會議規範與近年來的城市發展經驗可知，「低碳」以成為都市發展的控制項目，

透過訂定減碳目標，作為各種政策與建設的核心訴求，從 2000 年歐盟 Ecocity 計畫透

過集體實驗累積經驗的過程，以及瑞典斯德哥爾摩-Hammarby 生態社區在棕地再生與

各項低碳設施與技術的研發，到德國漢堡對於氣候變遷所擬訂的一系列保護行動計畫，

都是依據其各地文化背景、環境條件以及社會的模式而衍生出多元化的詮釋與內容。 

 現階段對於臺南低碳城市的看法，初期將以自有的資源為基礎，進行低碳城市的啟動，

配合著景觀計畫在土地使用性質與品質的控制與整體環境提升的策略，以「植根於民、

藏富於民」的低碳城市發展策略，透過「因地制宜的減碳策略與行動」、「環境最佳化回

應」與「生活最佳減碳表現(碳足跡控制、 低碳的交通行為模式、減少耗能)」，並對臺

曾 梓 峰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暨研究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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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四種類型低碳示範社區（都會生活型低碳社區、環境復育型低碳社區、都會鄰里零碳

公園、低碳農村社區）的提出操作建議，進而創造具有示範效果的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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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三：生態城市設計之發展與借鏡 

 

 

 

 

 

 

 

 

 

 

 

 

 

 

 

 

 

 

 

 

 

王 小 璘 

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學門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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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四：發現大臺南新願景-「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

畫」 

 

 

 

 

 

 

 

 

 

許 晉 誌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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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來賓簡歷 Speaker’s Resume 

一、專題演說來賓 

 

 

 

 

 

 

學歷 EDUCATION  

美國賓凡尼亞大學藝術學院景觀建築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農學院園藝學士 

經歷 EXPERIENCES  

1983-1991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約聘研究員‧技正 

1991-迄今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所所長兼系主任 

1989-迄今 七星農業發展基金會董事 

1991-1998 中華民國造園學會副理事長 

1999-迄今 中華色彩學會常務理事 

2000-2002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理事長 

2002 -迄今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永續發展組特約研究員 

2003 -迄今 臺灣造園學會常務理事 

2005-迄今 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常務理事 

2008-迄今 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常務理事 

2008-迄今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監事 

2008-迄今 中華民國植物分類學會監事 

1990-迄今 美國景觀建築學會(ASLA)國際會員 

郭 瓊 瑩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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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995 國際崇她社 Zonta International 第 26 區臺北一社社長 

1996-2000 國際崇她社 Zonta International 環境委員會主任委員 

2002-迄今 世界景觀建築師聯盟(IFLA)理事(臺灣代表) 

2005-2008 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保護區委員會(WCPA)東亞地區理事 

國內 NGOs 參與                                        

1989 -迄今     七星農業發展基金會董事 

1991 - 1998  中華民國造園學會副理事長 

1999 -迄今     中華色彩學會常務理事 

2000 - 2002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理事長 

2002 -迄今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永續發展組特約研究員 

2003 -迄今     臺灣造園學會常務理事 

2005 -迄今     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常務理事 

2008 -迄今     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常務理事 

2008 -迄今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監事 

2008 -迄今     中華民國植物分類學會監事國際學術期刊編輯委員 

國際 NGOs 參與                          

1990 -迄今    美國景觀建築學會(ASLA)國際會員 

1993 - 1995  國際崇她社 Zonta International 第 26 區臺北一社社長 

1996 - 2000  國際崇她社 Zonta International 環境委員會主任委員 

2002 -迄今    世界景觀建築師聯盟(IFLA)理事(臺灣代表) 

2005 - 2008  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保護區委員會(WCPA)東亞地區理事 

公共政策參與 

中央部會 

1999-2002  經濟部商圈更新再造服務團指導委員會委員 

2002-迄今    考選部典試委員 

2003-2005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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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6  公共工程委員會道路景觀推動委員會委員 

2004-2008  文建會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委員 

2004-2007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2005-2008  交通部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委員 

2008-迄今   內政部建築審議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經濟部地方產業發展基金管理會委員 

地方政府 

1998-2002  臺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 

2001-2003  新竹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 

2002-迄今     臺北市市政顧問 

2002-2004  臺南市都市發展顧問 

2002-2004  高雄市綠政委員會委員 

2006-迄今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2007-迄今     臺北市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2007-2008  高雄市都市設計委員會委員 

2008-迄今     臺北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委員會委員 

2008-迄今     桃園縣區域計劃委員會委員 

2008-迄今     宜蘭縣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 

公共政策推動成就 

參與擬訂「公園綠地法」草案 

参與擬訂「景觀法」草案 

主持審議「交通部公路相關設施景觀設計」規範 

主持研訂交通部觀光局「風景區公共工程規劃設計」手冊 

主持研訂內政部營建署「臺灣生態水池調查評估與規劃設計操作」手冊 

主持研訂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農村社區公共設施改善規劃設計」手冊 

主持研訂內政部營建署「城鄉景觀計畫」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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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研訂內政部營建署「創造臺灣城鄉風貌」操作手冊 

參與撰寫國家檔案管理局「九二一重要檔案」彙編 

參與撰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生態工法案例」彙編集 

參與撰寫教育部「永續校園營造指南」手冊\ 

主持研訂經濟部水資源局「河川環境保育規劃」準則 

主持研訂經濟部水資源局「永續河川空間規劃設計」準則 

主持研訂行政院環保署「流域河川生態設計」準則 

主持編訂行政院體委會「自行車道設施設計」準則 

主持研訂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設施規劃設計」規範 

擔任內政部「城鄉風貌改造運動計畫」總顧問 

擔任內政部「永續海岸推動實施服務團」總顧問 

擔任內政部「濕地生態及地景復育服務團」總顧問 

擔任內政部「人本交通道路改善示範計畫」總顧問 

擔任內政部「農村社區公共設施改善諮詢及技術服務團」總顧問 

擔任行政院體委會「自行車道路網建置」總顧問 

擔任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風景區廊帶景觀」總顧問 

擔任農委會林務局「環境景觀」總顧問 

擔任農委會林務局「平地森林遊樂區整體發展」總顧問 

專長 PROFESSIONAL SPECIALTY 

環境規劃、景觀生態、生態設計、綠地計畫、河川生態設計、環境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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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EDUCATION  

德國 Darmstadt 大學建築學院博士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學士 

經歷 EXPERIENCES  

2002/08-迄今 國立高雄大學 副教授 

2008/09-迄今 高雄學園先進智慧型產業園區行動辦公室主任 

2007/01-2009/12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委員  

2001/08-2002/12 財團法人高雄大學社區總體營造文教基金會秘書長 

2005/08-2007/07 國立高雄大學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系 系主任  

2004/05-2005/04 國立高雄大學永續校園發展委員會委員 

著作 PUBLICATIONS 

期刊論文 

曾梓峰（1992/10），「都市環境經理之實踐─一個都市社會運動取向之考察」，《建築與

城鄉學報》，第 7 期，P.37-51。 

曾梓峰、（1993），「歐洲住宅問題發展之演變與當前之新趨勢」，《中西都會區之發展與

面臨問題，曹俊漢、柯瓊芳主編》，P.99-135；（1995），臺北，中研院歐美所正式出版。 

曾梓峰（1995/12），「歐洲建築與都市發展新趨勢—德國經驗：德國國際建築展 IBA 

Emscher Park 整體計畫評析」，《中華民國建築師雜誌》，252 期，P.69-85。 

曾 梓 峰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暨研究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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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梓峰（2001/09），「就業希望工程與地方區域發展」，《亞太經濟管理評論》，第五卷第

一期，P.23-37。 

曾梓峰（2003/12），「社區總體營造運動與永續社會發展」，《文建會網路學院 case 智庫：

社區總體營造》，P33-38。 

曾梓峰（2003/12），「社會經濟與第三部門產業化」，《研考雙月刊》，第 27 卷第六期，

P31-39，臺灣，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出版。 

曾梓峰（2004/12），「「競“圖”」作為啟動區域活化的觸媒轉化器—高雄縣百年山城門

戶意象提案構想「競“圖”大賽」」，《臺灣建築》，93 年 12 月號 No.111，臺灣，臺灣

建築報導雜誌社。 

曾梓峰(2005/05)，「從工業生產基地到文化生產基地－魯爾區埃森礦業關稅協會第 12

礦區建築改造的地方發展策略」，《當代設計－室內篇》，94 年 5 月號 No.150，Ｐ54-58，

臺灣，當代設計雜誌社股份有限公司。 

曾梓峰(2005/07)，「歐盟第三系統就業工程之現況」，《就業安全》，94 年 7 月號，第四

卷第一期，Ｐ3-12，臺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曾梓峰，（2005/07），「讓華山創意區成為臺灣歷史建築再利用的新典範」，《建築師》，

94 年 7 月號，No.367，Ｐ.116-118，臺灣，建築師雜誌。 

曾梓峰，（2005/12），「都市人文空間改造的範例：從維也納博物館特區看華山藝文特

區」，《建築 Dialogue》，No.98，Ｐ.64-67，臺灣，建築雜誌。 

曾梓峰，（2005/7），「可持續發展生態社區規劃中社會資本觀念之應用」，《現代都市研

究》，2005 年 7 月號，Ｐ.26-31，大陸，南京城市科學研究會。 

曾梓峰，（2006/04），「都市迷人生活的新境界」，《建築 Dialogue》，No.101，Ｐ.48-55，

臺灣，建築雜誌。 

曾梓峰（2006/05），「城市自明性作為 21 世紀城市景觀發展之基礎-高雄市的景觀綱要

計畫」，《高雄市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 2006 會員大會專刊》，pp.55-65，臺灣，建築雜

誌。 

曾梓峰（2006/10），「全球化挑戰下的城市再造─以漢堡為例」，《研考雙月刊》，第三十

卷第五期 No.255,pp56-70，臺灣，行政院研考會研考雙月刊社。 

曾梓峰，陳子文(TSSCI)，2007，「景觀計畫於國土空間規劃所扮演之角色」，《都市與

計畫》，第三十四卷第三期，pp219-240，臺灣，中華民國都市計畫學會。 

曾梓峰、陳子文、洪育晟、楊季霖（2010/3/27），「由生態城市概念探討臺灣都市空間

規劃制度的再調整」（參加子題：國土規劃與區域治理），《第十四屆（2010 年）國土規

劃論壇》，臺南：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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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淑、曾梓峰（2010/3/27），「區域空間中地方型知識經濟發展經驗之初探-以北高雄

機械產業為例」（參加子題：科技創新與城鄉產業），《第十四屆（2010 年）國土規劃論

壇》，臺南：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臺灣。 

曾梓峰、林貞岑（2010/9/24），「考古遺址現代性詮釋策略初探-鳳鼻頭遺址公園先期規

劃策略」《推動公眾參與考古：遺址保存暨遺址文化園區營運研討會》，臺北：臺北縣立

十三行博物館，臺灣。 

曾梓峰（2010/10/13），「"Bridge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Towards a sustainable 

Region Dianbao River Valley in Taiwan 」，《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Sustainable City, Daegu"》，韓國大丘。 

主編專書 

曾梓峰（1985），「勒、柯比意建築中的矛盾與複雜」，臺北：胡氏；（2003 再版），臺北：

建築情報季刊雜誌社。 

曾梓峰（1994），「Angepasste Entwicklungsstrategien fuer die Wohnungspolitik in 

Taiwan –  unter besonderer Beruecksichtigung der Eingliederung der neuen 

sozialen Bewegungen，Darmstadt」（臺灣住宅政策合宜的發展策略—新社會運動因素

權衡下的考量—博士論文）。 

曾梓峰（1995），「歐洲住宅問題發展之演變與當前之新趨勢」，於曹俊漢、柯瓊芳主編，

中西都會區之發展與面臨問題，pp.99-135，臺北：中研院歐美所。 

曾梓峰、施旭原、邱琬琦，（2002/5），「生態值管制在大學校園規劃上之應用」，2002

海峽兩岸大學的校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建築情報季刊雜誌出版，pp.129-138。 

Tsung-Hsiu Tsai and Tse-Fong Tseng（2003）, “Community-bas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apter in U.N. NGO Policy Series 

No. 3, edited by Liu and Huang. (forthcoming) 

曾梓峰、蔡宗秀（2005），「生態旅遊做為區域發展的催化劑？社會經濟觀點下的機會與

困境」，黃宗煌和滕藤主編，生態經濟、生態旅遊與綠色食品產業發展，鼎茂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forthcoming）三、國際研討會論文。 

曾梓峰，吳英明、但昭強、施惠文主編(2007/08)，《價值領導與管理》「主體性的建構做

為城市治理的價值領導--高雄價值與臺灣價值的對話」，五南圖書出版公司。ISBN：

978-957-11-4816-8（572） 

曾梓峰、黃健敏主編(2007/12)，山城水鄉遊建築》「城市‧個性‧魅力—德列斯登」，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ISBN：978-957-08-3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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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 PROFESSIONAL SPECIALTY 

BIPV 整合設計、被動式智慧節能屋研究與設計、生態城市理論與實務規劃、景觀計畫、

區域經濟整合及產業轉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都市設計、都市更新及城鄉再發展理論

與實務、國土及區域發展趨勢及政策 

 

 

 

 

 

 

學歷 EDUCATION  

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環境與規劃博士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景觀生態與設計碩士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景觀設計碩士 

現職 REGISTRATION AND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S 

臺灣大學園藝及景觀系兼任教授  

同濟大學景觀系客座教授、博導  

內政部都市設計委員會委員、都市更新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高教評鑑景觀與建築群規劃委員、評鑑委員兼召集人  

教育部科技大學綜合評鑑評鑑委員  

考試院考選部「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景觀類科」及地方特考命題委

員、閱卷委員、典試委員  

交通部公路總局景觀諮詢委員  

國際技能競賽造園景觀職類(Landscape Gardening,WorldSkill)國際裁判及中華民國造

園景觀職類裁判長  

臺灣造園景觀學會(前中華民國造園學會)監事、兩岸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臺灣建築學會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  

中國花卉園藝與園林綠化行業協會學術委員會副主席、常務理事  

世界屋頂綠化協會副主席  

王 小 璘 

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學門講座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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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園林(Worldscape)」主編；「風景園林學報」編輯委員；「造園景觀季刊」編輯顧

問、審查委員 

英國景觀師 

經歷 EXPERIENCES  

逢甲大學建築系及建築與都市計畫研究所副教授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教授、所長  

朝陽科技大學設計學院院長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內政部 99、100、101 年度「臺灣城鄉風貌國土空間永續」競爭型補助計畫及「臺灣城

鄉風貌規劃示範計畫」評審委員  

考選部「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命題及閱卷委員  

行政院環保署評審委員  

交通部觀光局評審委員  

行政院勞委會「造園施工丙級技術檢定」鑒評委員、題庫命製委員、命題委員  

臺灣造園景觀學會(前中華民國造園學會)理事長  

臺灣景觀學會資深景觀師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寰宇庭園區」榮譽評審委員及「大佳河濱公園花圃競賽區」

評審委員兼召集人  

世界屋頂綠化協會註冊資深屋頂綠化規劃師  

亞洲景觀教育學者聯盟臺灣代表  

“園冶杯”組委會副主任委員、評審委員  

IFL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s)理事會臺灣代表  

IFL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s)學生作品競圖評審委員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評審委員；「造園學報」主編；

「東海學報」主編、評審委員；「朝陽設計學報」主編；「規劃設計學報」編輯顧問；「設

計學報」編輯顧問、評審委員；「戶外遊憩學報」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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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PUBLICATIONS 

期刊論文 

Wang, H.L., 2005,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sation What Can We Do on Landscape 

Education? Proceeding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Studies Education 

Symposium, China, 2005, pp.52-85. 

王小璘，2006，臺灣景觀專業的教育與實務，風景園林學報，64(5)：50-58。(ISSN 

1673-1530) 

Wang, H.L. & Wu, Y.Y., 2006,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Ecotourism Indicators- 

Application of Fuzzy Process Control, The 9th World Leisure Congress. (Hangchow) 

王小璘、張慈，2007，臺灣地區都市河川研究議題與發展趨勢分析，東海學報，

48:151-161。  

吳怡彥、王小璘，2008，都市生態旅遊：概念釐清與批判，休閒暨觀光產業研究，3(1)：

135-158。(ISSN 1992-5565) 

Wu, Y. Y., Wang, H. L., Ho, Y. F., 2009, Urban ecotourism: Defining and assessing 

dimensions using fuzzy number construction, Tourism Management, Vol.30, No.4, 

pp.1-5，(SSCI). 

何友鋒、王小璘、吳怡彥、吳靜宜，2009.4，從綠建築邁入生態城市的全方位永續營建

政策，土木水利，第 36 卷第 2 期，pp.58-70，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王小璘、陳貝貞、葉禮維，2009.6，臺灣濕地研究現況與未來發展，國家公園學報，

19(2):35-46。  

王小璘、何友鋒、吳怡彥，2009.10，都市生態旅遊研究現狀與挑戰，人文地理，第 24

卷第 5 期，pp.107-110，中國地理學會，(CSSCI)。  

王小璘、莊益欣，2009，臺灣休閒農業研究趨勢分析，中國生態農業學報，河北省。  

王小璘、何友鋒、黃晏淨、吳靜宜，2011，生態城市評估指標體系之研究－以臺中市為

例，建築學報，第 75 期，pp.115-134，中華民國建築學會。(TSSCI) 

專書及專書論文(2005-2011) 

王小璘，2005,景觀公務人員國家考試之發展，2005 年臺中市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會

刊，p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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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璘、何友鋒，2005.12，都市更新六年示範計畫－臺中車站附近地區辦理都市更新

六年示範計畫先期規劃案，臺中市政府，P.318。  

王小璘，2006.05，臺灣景觀專業的教育與實務，風景園林，第 64 期，No.5，pp.52-58，

中國風景園林學會。  

王小璘，2006.07，遊客對濕地環境保護認知與態度之研究－以高美濕地為例，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NSC 94-2415-H-324-006）  

王小璘，2006.09，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景觀類科應試科目命題大綱

研究計畫報告，考試院考選部，p.31。  

何友鋒、王小璘，2006.09，臺中車站附近地區都市更新開發企畫書，臺中市政府，P.100。  

何友鋒、王小璘，2006.12，臺中市（不含新市政中心及干城地區）都市設計審議規範

及大坑風景區設計規範擬定，臺中市政府，p.395。  

何友鋒、王小璘，2006.12，臺中市都市設計審議規範手冊，臺中市政府，p.109。  

王小璘，2006.12，景觀生態及節能設計，環境綠化，45:18-26。  

何友鋒、王小璘，2007，臺南縣景觀綱要計畫，臺南縣政府。  

何友鋒、王小璘，2007，臺南縣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計畫，臺南縣政府。  

王小璘，2007，造園景觀專業的國家考試與檢定，臺灣景觀專刊，pp.33-39。  

王小璘，2008.07，都市生態旅遊系統動態模型之研究(1/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NSC 96-2415-H-029-006-SS2）  

王小璘、何友鋒，2008.9.1，城市景觀新風貌的形塑和再造，中國城市出版社，pp.40-61。

(ISBN 978-7-5074-1912-2)  

陳瑞鈴、王小璘，2008，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結合生態城市概念之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ISBN：978-986-01-6872-3)  

王小璘，2008，臺灣地區濕地研究議題與發展趨勢分析，臺灣濕地年報，pp.60-67，內

政部營建署。  

王小璘，2009.1.12，道路空間景觀生態綠化，交通部公路總局及公路景觀諮詢小組第

十七次專題講座。  

王小璘、何友鋒，2009.2.25，由臺灣 921 地震談公園綠地規劃設計的新思維，風景園

林，總 79 期，No.1，pp.85-89。中國風景園林學會。  

王小璘，2009.3，談國際暨中華民國造園景觀職類技能競賽，臺北市景觀公會十周年紀

念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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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璘，2009.3（春季號），再談國家公務人員高等考試－關於景觀高考科目命題大綱，

造園季刊，臺灣造園景觀學會，63:pp.93-96。  

王小璘,2009,景觀高等教育評鑑課題與前瞻,造園學報-專題論著，臺灣造園景觀學會。  

王小璘，2009.07，都市生態旅遊系統動態模型之研究(2/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NSC96-2415-H-324-007-SS2)  

王小璘，2009.12，都市景觀生態廊道之建置-以道路綠化空間為例，2009 年特刊，臺

中市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pp.6-20。  

李玉生、王小璘，2009.12，生態城市都市設計準則應用之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p.294。(ISBN：978-986-02-1491-8)  

何友鋒、王小璘，2010，大肚山科技走廊發展計畫研究案，臺中市政府，p.520。  

王小璘、何友鋒，2010.01，生態園林工程設計與技術，中國城市出版社，p.540。  

王小璘，2010.4，談第 40 屆(2009)加拿大 Calgary 國際技能競賽，臺北景觀公會專刊，

pp.62-69，臺北市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  

王小璘，2010.06，景觀專業再創新高－由參加第 40 屆(2009)加拿大 Calgary 國際技能

競賽談未來我國造園景觀職類的永續經營，造園季刊，臺灣造園景觀學會，66:pp.9-27。  

王小璘、何友鋒，2010,12，生態村建置之規劃技術與評估準則之研究，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ISBN 978-986-02-6033-5) 

鄭元良、何友鋒、王小璘，2010.12，都市社區外部空間熱氣流通評估及都市設計指引

之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p.187。(ISBN 978-986-02-6388-6)  

王小璘、何友鋒，2010.12，大臺中公園綠地景觀建設願景計畫公園管理科工作手冊，

p.174，臺中市政府。  

王小璘、何友鋒，2010.12，大臺中公園綠地景觀建設願景計畫景觀工程科工作手冊，

p.191，臺中市政府。  

王小璘、何友鋒，2010.12，大臺中公園綠地景觀建設願景計畫施政白皮書，p.36，臺

中市政府。  

王小璘、何友鋒，2010.12，大臺中公園綠地景觀建設願景計畫專案計畫，p.194，臺中

市政府。  

王小璘、陳憲榮，2011，第 41 屆(倫敦)國際技能競賽造園景觀國手培訓計畫，臺北市

景觀公會。  

王小璘，2011，回眸話臺北花博，風景園林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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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璘，2011，「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畫－競爭型提案計畫」－臺灣之美 風

華再現，財團法人臺北市開放空間文教基金會，pp.10-11。  

王小璘、何友鋒，2011，大肚山臺地整體景觀資源整合暨風貌改造計畫，pp.152。 

王小璘、何友鋒，2011，校園屋頂綠化示範花園-朝陽科技大學節能生態屋頂花園，造

園季刊，69：pp.23-30。 

專長 PROFESSIONAL SPECIALTY 

景觀生態、景觀與環境規劃設計、生態與都市設計、休閒農業 

 

 

 

 

 

 

學歷 EDUCATION  

逢甲大學建築暨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1994 年畢業） 

中國文化大學造園暨景觀學系學士（1991 年畢業） 

經歷 EXPERIENCES  

2004 - 2007 臺灣鄉村民宿發展協會經營管理顧問 

1998 - 2001  衍生工程顧問公司 

1994 - 1995  全域工程顧問公司 

現職 REGISTRATION AND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S 

2011 - 迄今  新北市環境景觀總顧問 

2005 - 2010  臺南縣環境景觀總顧問（95、96、97、98、99 年度） 

2001 - 迄今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許 晉 誌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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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迄今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系兼任講師 

2005 - 迄今  財團法人西子灣文教基金會 董事 

2009       98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委員 

2009      永續海岸實施服務團顧問 

2009      既有市區道路及人本環境改善計畫督導計畫顧問群 

2009      體委會自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建設計畫諮詢顧問輔導團 

2009      嘉義縣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顧問群 

2009      嘉義市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顧問群 

參與計畫 PARTICIPART THE PROGRAM 

2010-2011    臺北港特定區與桃園航空城跨域整合計畫 

2010      北臺觀光藍海計畫 

2010      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綱要計畫 

2009-2010  臺北縣都會核心地區藍帶、綠帶整體規劃設計－榮獲 2011 新北市都市

設計大賞第二名 

2011-2012  100～102 年度新北市環境景觀總顧問 

2010-2010  95～99 年度臺南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2008-2009  新店瑠公圳週邊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 

2009 - 2010  98 年度臺南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2008 - 2009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大佳河濱公園展場建設委託設計 

2009      臺北縣鶯歌鎮文化路周邊空間改造規劃設計 

2009      挖子尾至十三行博物館海岸細部設計 

2008 - 2009   桃園縣濱海地區綠色廊道整合再造計畫委託整體規劃設計 

2008 - 2009  新店瑠公圳週邊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 

2008      玉里鎮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規劃設計 

2008      北投溫泉親水公園週邊環境暨內部空間整合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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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臺北購物節 

2008      97 年度臺南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2007 - 2008  全市河濱公園整體改善規劃工作 

2008      貓空觀光休閒產業發展計畫 

2007 - 2008  新店市二叭子植物園及周邊地區委託整體規劃設計 

2007      桃園市景觀綱要計畫 

2007      96 年度臺南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2007      花蓮縣鳳林鎮「奉鄉」新莊園初現規劃 

2007      苗栗縣休閒農業綱要計畫 

2007      玉里鎮環鎮自行車道計畫規劃及可行性評估 

2007 洄瀾舊城區都市風貌改造示範計畫—再現洄瀾風華主題生活大街規劃設

計 

2006      臺北縣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規劃 

2006 - 2007  北臺區域休閒地區城鎮地貌改造整合計畫整體規劃及細部設計 

2006 - 2007  高雄縣桃源、六龜溫泉區劃設暨管理計畫委託執行案 

2006      三峽三角湧民權老街營造計畫 

2006 - 2007  基隆市和平島污水處理廠放流水人工溼地及生態景觀規劃設計 

2005 - 2006  臺北市溫泉區劃設經營管理計畫與策略執行 

2005 - 2006  臺南縣溫泉區管理計畫 

2005      臺北縣金山鄉社區風貌整體規劃設計 

2004 - 2005 中山北路/福林路口－至善路二段（順益原住民博物館）周邊地區規劃設

計暨策略空間細部設計 

2004 - 2006  臺南市安平魅力商圈營造計畫 

2003 - 2004  臺北市行義路溫泉區先期整體規劃 

2003      臺北市地方產業交流中心開發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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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 2005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園商店街輔導計畫 

2003 – 2004   彰化縣鹿港鎮傳統手工藝產業輔導計畫 

2003       觀光局金崙溫泉區生態觀光產業規劃及建構 

2003 - 2005  臺北縣瑞芳鎮金瓜石社區產業輔導計畫 

2002 - 2003  臺南市東區崇成里地區環境改善計畫－榮獲臺南市政府頒發金質規劃獎 

2002 - 2003 塑造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冷泉形象商圈計畫－榮獲經濟部商業司頒發

「商圈更新再造」專業盡責獎 

2002 - 2003  臺北市青年公園周邊公共環境改善計畫 

2002       古坑鄉華山社區經濟振興輔導計畫 

2001 - 2002  臺北市西園路佛俱街及青草巷商圈輔導計畫 

2001-2002   雲林縣斗六市暨嘉義市商業重建計畫 

2001        臺東縣金崙溫泉聚落形塑計畫 

2001 - 2002   高雄縣旗山鎮中寮一鄉一休閒農漁園區規劃設計監造 

2001 - 2002   高雄縣旗山鎮中山路景觀綠美化工程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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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持及與談來賓 

 

 

 

 

 

 

學歷 EDUCATION  

美國麻省理工研究（建築與規劃學院都市研究與規劃系--都市與區域研究學程） 

1996.10- 1997.08 

中國文化大學實業計劃研究所工學組都市計畫碩士（1980.09-1981.06） 

中原理工學院 建築學士（1975.09-1980.06） 

經歷 EXPERIENCES  

2011~迄今 臺南市副市長   

Since 2007.07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系專任副教授 

2007.08-2008.07 內政部營建署署長 （借調）  

2006.12-2007.06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局長 

2002.06-2006.12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局長 

2002.05-2002.06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代理局長  

2002.01-2002.05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副局長  

2000.01-2002.01 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局長   

1998.07-2000.01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副總工程司  

1993.07-1998.07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科長 

 

林欽榮 

臺南市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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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EDUCATION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學士 

經歷 EXPERIENCES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分署長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副分署長 

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主任工程司兼副局長 

臺東縣政府簡任第 11 職等局長 

臺南縣政府簡任第 10 職等局長 

臺南縣政府薦任第 9 職等副局長 

 

 

 

 

 

 

 

 

學歷 EDUCATION 

臺灣大學園藝研究所造園組博士 

侯 錦 雄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教授   

洪 嘉 宏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分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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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EXPERIENCES  

「金門縣政府九十二年度農政人員在職進修學分班」「景觀規劃課程單元」授課

教師 

九十二年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環境景觀維護講習會」第００

一期兼任講座 

當選中華民國造園學會第十一屆理事 2005.3.5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景觀師專業認證委員會總名集人 2006.1.1-2006.12.31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九十二學年度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 

東海大學景觀系「主任導師」2003.8-2004.7 

東海大學景觀系系學會指導老師 2003.8-2004.7 

東海大學參與「大肚山科技走廊」評估委員會委員代表 

東海大學第二教學區「美術系館暨音樂系館」及「學生宿舍第一期暨體育場館」

新建工程競圖評審委員 2004.1.16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九十三學年度甄選入學考試甄試委員 2004.2.11 

東海大學九十四學年度景觀系碩士班導師 2005.8.1-2006.7.31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九十五年度甄選入學考試甄試委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二屆全國居家造園大賽」評審委員 1999.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0 臺灣花展造園大賽」評審委員 2000.3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美學當家—美化環境參與行動」計畫諮詢委

員 2000.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村綜合發展規劃評選小組」委員 2000.7-2001.6 

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觀光客倍增計畫」阿里山旅遊線地景總顧問

2002.8-2004.12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政府公共建設先期作業，「觀光」次類別審查評估專業小

組委員 2002.10-2003.9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觀光促進小組委員 2001.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委託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辦理九十年度造園施工職類

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監評人員 2001.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優良空氣品質淨化區評選委員會」委員 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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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經建會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觀光」次類別審查專案小組委員

2003.8-2004.7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觀光」

次類別審查評估專案小組委員 2005.10.1-2006.9.30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福利社區化諮詢委員會委員 2003.12.30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造園景觀職類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命製人

員 2005.4.28-2005.12.3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國家森林遊樂區景觀設施規劃推行小

組委員 2005.10.1-2006.9.30 

內政部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 1996.11-2000.6 

內政部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劃都市設計審查小組委員 1999.10-2003.9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保育諮詢小組委員 1997 

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建築物美化補助審查委員會委員

2001.9-2002.12 

內政部「魅力城鄉大獎—第二屆全國優良城鄉風貌評選」評審委員 2002.11.15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臺中、嘉義、臺南等三站區「高鐵車站專用區都市設計審

議小組」委員 1999.11-2000.12 

交通部觀光局「觀光遊樂業籌設申請案件審查小組」暨「遊憩設施區籌設申請案

件審查小組」委員 2005.8.1-2007.7.31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 大 鵬 灣 風 景 特 定 區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委 員 會 」 委 員

2006.1.23-2010.12.31 

經濟部生態工法推動小組委員 

經濟部水利署「景觀及生態」中區諮詢 2004.5-2005.12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綠美化小組委員 2006.1.19 

臺灣省立歷史博物館籌建規劃委員會委員 1997.7-1999.6 

臺灣省政府文化處文化資產保存諮詢委員會委員 1998.2-1999.1 

臺灣省政府員工高爾夫研習會景觀顧問 2002.5-2003.9 

九十二年度「擴大公共建設—地方產業交流中心推動計畫」—「專案管理計畫」

顧問團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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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九十三年度至九十六年度全區各據點建設工程規劃設計

監造工作」評選委員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兒童安全委員 1998.10-2000.9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第十五屆景觀委員會委員 2002.4 

國立彰化社會教育館新館籌建評選委員 2003.12.23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景觀委員會委員 2004.3.5 

「烏溪水岸整建及景觀改善計畫」景觀顧問群顧問 2004.1.14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第十二屆東元獎評審委員 2005.8.5-2005.10.15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后里

農場部分)開發工程委託細部設計、監造及技術顧問服務」採購案評選委員

2005.11 

臺中市政府環境綠美化會報委員 1993.8-2001.6 

臺中市政府九十一年度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2002.1-2002.12 

臺中市政府九十一年度都市設計審查委員 2002.5-2003.4 

臺中市政府重建推動委員會委員 2002.6-2003.12 

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委員 2003.1-2003.12 

臺中市政府九十五年度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2006.1.1-2006.12.31 

臺中市政府九十五年度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委員 2006.1.1-2006.12.31 

臺中市社區規劃師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 2001.8-2001.12 

臺中市防制公害美化環境督導推行委員會委員 1997.1-1998.1 

臺中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 2003.6-2005.5 

臺中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委員 2004.1.1-2004.12.31 

臺中市重建推動委員會委員 2004.1.1-2004.12.31 

臺中縣政府「擴大國內需求-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諮詢顧問 1999.33-2000.12 

臺中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2000.4-2004.3 

臺中縣政府公害糾紛調處委員 2000.4-2004.3 

臺中縣政府九十年度「城鄉新風貌建設計畫」諮詢顧問小組委員 2001.8 

臺中縣第二屆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管理委員會兼技術諮詢小組委員 2000.5-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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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縣大甲溪流域整治推動委員會顧問 1994.3-1997.6 

臺中縣新社鄉公所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委員 1999.12 

臺中縣大里市公所「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01.6 

臺中縣第三屆公共藝術審議委員 2003.6-2005.5 

臺中縣 94 年度社區風貌諮詢顧問小組顧問 2005.7.1-2006.4.30 

苗栗縣政府山坡地開發建築審查小組委員 1994 

苗栗縣政府「苗栗縣創造臺灣城鄉風貌推動委員會」委員 2006.1.1-2006.12.31 

苗栗縣政府「 95 年度縣市層級社區營造輔導計畫推動委員會」委員

2006.2.1-2006.12.31 

南投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 1994-2000.10 

南投縣政府創造城鄉新風貌建設計畫諮詢顧問 2001.7-2001.12 

彰化縣政府「第二屆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委員 2002.2-2004.1 

彰化縣政府「彰化縣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2005.11.1-2007.10.31 

彰化縣九二一震災災區重建非都市土地變更審議小組委員 2003.3-2005.2 

彰化縣環境影響評估委員 2003.11-2004.10 

彰化縣「2004 臺灣花卉博覽會推動委員會」委員 2003.12.25 

彰化縣永續發展執行委員會副執行長 2004.2.20 

「彰化縣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諮詢委員會」第二任委員 2004.7.1-2006.6.30 

雲林縣九十二年度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 2003.9.1-2004.8.31 

臺南縣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 2002.11-2004.10 

國立屏東技術學院「技職教育農業類課程發展中心試辦計畫」造園科專案研究小

組委員 1993.11-1994.6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遷建籌被委員會營建管理機構評審委員 1998.8 

明道管理學院造園景觀系規劃顧問 2000.10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遷校重建規劃委員會委員 2000.12 

國立臺南師範學院九十一年校園規劃委員 2002.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家植物園之整建及經營—屏東科技大學植物園之新建及經

營計畫」評審委員 2002.1-  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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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植物園計畫諮詢委員會委員 2002.3 

國立勤益技術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2002.4-2002.7 

國立臺灣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所學生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 

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碩士班學生陳子文之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2005.12.7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八十九學年度學系自評評審委員 

逢甲大學九十一年度第二學期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考試委員 

逢甲大學建設學院室內及景觀設計進修學士班景觀諮詢委員 2002.1-2002.12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兼任教授 2002.8.1-2003.7.31 

逢甲大學景觀暨遊憩研究所諮詢委員 2002.12-2003.7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兼任教授 2003.8.1-2004.7.31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兼任教授 2004.8.1-2005.7.31 

逢甲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都市計畫學系碩士班學位考試委員 

逢甲大學景觀與遊憩研究所兼任教授 2005.8.1-2006.1.31 

明道管理學院研究生部學術審查委員會委員 2005.8.1-2006.7.31 

明道管理學院造園景觀學系教評委員 2005.8.1-2006.7.31 

明道管理學院環境規劃暨設計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2005.8.1-2006.7.31 

大葉大學管理學系休閒事業管理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2005.8.1-2006.7.31 

 

 

 

 

學歷 EDUCATION  

美國西北大學 都市系統與政策分析 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研究所 管理碩士 

陳 彥 仲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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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系 學士 

經歷 EXPERIENCES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 系主任  

都市計劃系環境規劃委員會 副召集人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委員  

臺南市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 委員 

 

 

 

 

 

 

學歷 EDUCATION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  

東海大學建築碩士  

成功大學建築學士 

經歷 EXPERIENCES  

文建會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委員  

93 年營建署城鎮地貌改造縣市競爭提案評審委員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建築藝術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委員會「九二一地震紀念競圖」評審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建築藝術研究所副教授兼代總務長  

臺南縣副縣長 

 

曾 旭 正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所長兼總

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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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EDUCATION  

1974 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學士  

1976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碩士 

1978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建築研究所 

1993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建築博士 

經歷 EXPERIENCES  

1981- 1982 吳增榮建築師事務所建築設計師  

1983- 1986 臺灣大學城鄉研究所助教及助理研究員 

1986- 2000 宜蘭縣政府顧問 

1994- 1996 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1996- 1998 淡江大學建築系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1994- 1995 大地電視臺「叢林臺北」及「城市的身世」節目製作及主持人 

1995- 1997 公共電視臺「城市的遠見」節目製作及主持人  

2000- 2002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副執行長，負責重建區之校園重

建，觀光與產業振興 

2002- 2005 行政院政務委員，主要業務為： 

1. 督導觀光、環保、重建區建設、營建、地政及公共工程等相關部會業務 

2. 行政院因應國道五號衝擊規劃小組召集人 

3. 督導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之觀光客倍增計畫及水與綠建設計畫 

4. 行政院道路景觀改善推動委員會共同召集人 

林 盛 豐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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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政院國土規劃推動委員會召集人 

6. 行政院人工湖開發專案推動小組召集人 

 

 

 

 

 

 

學歷 EDUCATION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地政系學士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 

經歷 EXPERIENCES  

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工程組技士 

內政部營建署署長室專員、技正、主任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計畫組科長、簡任技正、副組長 

 

 

 

   

 

學歷 EDUCATION  

1999 德國阿亨工業大學(RWTH Aachen)建築系工程博士 

1991 德國阿亨工業大學(RWTH Aachen)建築系工程碩士 

1981 成功大學建築學士 

洪 傳 祥 

臺南市環境景觀總顧問 

呂 登 元 

臺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150

經歷 EXPERIENCES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副教授 

高雄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 

臺南縣建照執照預審小組委員 

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 

嘉義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 

高雄市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委員 

高雄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 

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 

臺南縣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學歷 EDUCATION  

國立成功大學都巿計畫學系碩士 

經歷 EXPERIENCES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代理局長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副局長  

臺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處長                                                               

臺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秘書  

臺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局長  

臺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副局長 

吳 欣 修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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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技正 

臺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科長  

臺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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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會議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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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會議實錄錦集 

  

開幕前簽到現況 

  

論壇開幕現況   

林欽榮副市長 開幕致詞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洪嘉宏 分署長 貴賓致詞 

  

論壇開幕現況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吳欣修 局長 開幕致詞 



 
 

修訂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附 3-155

  

專題演講：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所  郭瓊瑩 所長 

  

茶敘交流時間 

  

專題演講：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暨研究所  曾梓峰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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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低碳城市之理念下，綠色基盤與城市景觀之建立與經驗分享 

  

與談貴賓發言討論 

 
 

專題演講：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學門講座教授 王小璘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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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主持人  許晉誌 總經理 

  

綜合討論：縣市合併下，大臺南景觀形塑之執行操作方向與引導-兼論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

  

與談貴賓發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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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貴賓發言討論 

 
 

會議現場與會者專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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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會議實錄錦集 

上午場次 / 綜合討論與交流 

主持人：臺南市  林欽榮 副市長 

1.21 世紀巨變的過程中，不只是城市的發展極為重要，景觀更有他的潛能。臺南市之所

以會升格，文化是臺南的精髓，更關鍵的是，臺南市擁有更多生態與地景，文化地景是

其骨幹，潔淨的地質更是他的特色。非常感謝營建署給予經費的輔助，把縣市整併之後

的臺南市景觀綱要及臺南縣景觀綱要重新整合。本次研討會邀請了許多專家學者包含郭

瓊瑩郭教授，來談永續生態城市的發展，尤其是綠色基盤。以及邀請曾梓峰曾老師，他

將會提到低碳城市的建構跟全球景觀的趨勢等等。 

2.都市計畫的社區提出申請，對於安南區土城農村再造，依法是可以申請，但是中央因為

有門檻，市府已經多次向行政院反應，應該要類似社區規劃師授權於地方來帶領培訓的

工作。未來農業局將會積極幫助地方向中央報名培訓計畫。 

3..針對上午議題感謝兩位老師，曾教授與郭老師給予新的概念，從都市的基盤一直到低

碳城市的架構與案例跟大方向的政策與結構。此外，謝謝嘉宏分署長、林盛峰政務委員，

臺南市政府認為調適性、必須性、新的命題，對於整個臺南市城市發展機構是必要的。

另外行政的創新對於執行景觀的品質是關鍵性的，而且我們跨部區跟國家級的機關工作

已然展開了。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洪嘉宏 分署長   

1.景觀綱要計畫其實在十幾年前草創的情況下推動出來。對於未來臺南市整併上，畢竟臺

南縣跟臺南市先前的環境不同，臺南縣過去比較偏向鄉鎮型發展，要融入臺南市這個大

的核心都市。在景觀綱要體制的制訂上，如果要透過整併整合，針對臺南市都市計畫應

該訂定相關施行計畫。而法制上，臺南市的施行系統如何把景觀綱要之要點納入，做一

個專章或是重要的控制，將會是一個契機，而未來更可針對景觀的自治條例進行訂定。

2.目前於花蓮和台東，已針對建築的控制另訂單行的法規。無非就是鼓勵五都跟周邊區域

一同發展生態旅遊或觀光的資產，控制未來的環境與建築的品質。近程計畫之推行，如

都市更新或者是新社區的開發，應著眼於如何把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的層次進行處理。

3.濕地法，其中談到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叫做 wise use，意思是人類跟自然可以共存的。

強調核心區跟緩衝區，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分區。以國家公園來講，最核心的野生動物

劃定的保護區不得開發，但是旁邊養殖業，是一種生活型態，所謂的景觀其實有自然的

景觀、人文的景觀還有生活的景觀。以當初我們在推動的城鄉風貌的定義來講，生活的

景觀是非常珍貴的資產，所以土地上面的生活是要被尊重的。台江國家公園是一個濕地

型國家公園，應要重新思考台江對於整個功能分區的劃分，這個對土地性質的想像應該

不一樣。 

4.土溝村的案例可知，未來農村再造不能用這種棋盤式的規劃方式，如金門自然村。金門

全面實施都市計畫第一年時，在很倉促的情況之下採棋盤式規劃手法，但發現問題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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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進行通檢，按照原來的紋理，重新檢討、按照原來路的紋理重新劃設。 

5.公務人員應建立獎勵機制，此外亦須訂定相關機制接受民間的力量。如九份子市地重劃

區現在公辦的，未來土地的標售應提出對土地規劃想法、概念，且須呼應綠建築或是綠

社區規範。而這些過程至今無法真正實行，主應缺乏了公務人員獎勵機制。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吳欣修 局長 

臺南市升格合併至今一年多，原來的臺南市著重在歷史文化、古蹟，還有整體景觀的塑

造。而原來的臺南縣呈現較多元，主要以自然景觀生態為主。近一年多來，市府已著力

針對文化、藍綠的生態網絡，及自然景觀的網絡逐步建構。從過去推動健康城市、生態

城市，慢慢進入低碳城市，以及現在推動的宜居城市，景觀的建構在其中就佔了非常重

要的角色。我們現在除了推動宜居城市跟低碳城市外，也逐步地整個台江水路的建構，

以及臺南縣的綠色生態網絡，也慢慢把這些景觀元素逐步整合當中，以作為未來發展之

重點。 

綜合討論與交流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所 郭瓊瑩 所長 

1.環境的改變、景觀風貌的形塑，是需要透過平台機制的建立，而其中各縣市政府計畫推

行之操盤者亦為發展重點，以避免各式推動會議僅流於形式 

2.目前計畫推行的另一項問題，即為鄉鎮公所基層人員能量不足，計畫的推行應是需要透

過團隊之合作，因此針對各基層員工對景觀環境的認知應加強培養，更可融入跨域合

作，如王立人老師可跨域至臺南，共同急思廣益開展創意 

3.景觀計畫，它是軟性的，它跟都市計畫的剛性不同，它包括空間計畫，景觀計畫應該是

調適性，跟剛性的都市計畫、每隔五年要做是不一樣的，需要機動性跟智慧性的機制去

調適。 

4.社會工程的計畫亦為發展之重點，因此對於海岸的部分，建議國家公園其實要跟市政府

合作，也就是說海岸不管是復育、防風林，或是包括魚塭產業的部分，應該是一體的。

未來稻米的培育著力很多，可是魚塭的部分應透過品牌補強，例如香港米埔等等，即是

由政府導入協助，政府會以補償回饋式繼續做培育的工作，而不是廢棄魚塭。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林盛豐 副教授 

1.過去大家對於無論是區域計畫、景觀、規劃等等，總有一個錯誤的期待。什麼是錯誤的

期待？就是「我們臺灣一蹋糊塗，就是因為缺乏國土規劃。國土規劃完後，一切都能就

緒，產業都能就定位。」。規劃是甚麼？規劃要成功的第一點是，規劃者有新的理念。

第二個，規劃的法令，即所謂國土法，須能通過立法院三讀。第三個：有概念與能力之

顧問公司。 

2.有關台江國家公園課長所提的魚塭問題，其最後會碰到利益的直接衝突，甚至是政治上

的直接衝突，這時規劃師完全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所以不要對規劃有太大的期望。政治

問題就是政治問題，衝突的問題就是衝突的問題，產業政策就是產業政策的問題，但規

劃都不能解決這些事情。所以大家對規劃要有這些認識，不要對規劃有過度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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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暨研究所 曾梓峰 所長 

1.由魯爾工業區的推行可知景觀之發展是有一定的歷程的。臺灣在訂景觀法時有一個最辛

苦的是關於內涵，許多人認為景觀就是視覺對象物，視覺所看到美不美，其餘則皆非，

亦缺乏擴延性也不可能再跟都市計畫做連結，建議應用新的角度看時代，於德國景觀的

定義是一種生活的整體面，對整個環境在內的這種優秀品質的不同考量。 

2.學理上我們以前在談都市發展、談 urbanism 這很清楚。可是你從 2010 年歐洲的景觀

雜誌他們談 landscape system，美國談 landscape urbanism。其看待土地的觀念已經

是完全翻轉。過去都市發展，土地的使用為建築後剩下的空間才做景觀，而現在

landscape urbanism 已將都市看成一個整體，裡面是各個景觀，而都市的發展結合景

觀的系統，共構在其中發展。 

3.德國的國土法第一條，是定義整個國土的發展，在致使人民能過優質生活。強調把生活

當作國土發展裡面最重要的訴求，涵蓋了會議中談到的性質品質的概念。過去曾參與營

建署擬定海岸相關法規之過程，發現許多法規於訂定時，只看到土地的功能，他們沒看

到土地的生活。因此國土法規的訂定應考量該生活。 

4.當國土法要落實的時候，土地使用是很關鍵、土地生活的方式與強度必須要滿足當地需

求，可從未探討土地使用性質品質，那其實應結合景觀計畫，以落實土地使用的性質控

制跟品質的控制。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  陳彥仲 教授 

1.都市計畫一個最大的挑戰是，過去的印象中一定要高樓大廈。事實上它反映了當今兩個

意義：過去生活習慣的記憶代表過去某種時代的成就，及保存過去的歷史痕跡：例如眷

村。不管他過去對或不對，他總是過去的經歷。都市計畫第一個挑戰，就是要記憶過去

好的文化與歷史，要對未來要如何尊重社會。而這些觀念怎麼落實在臺南？如同曾老師

提到，社區裡面要有畝田、種花，要怎麼劃公園？應安全衛生優先還是環境保護優先？

自然生態不要站在人的觀念來看，應該站在動物的生態與角度來看，法規的問題要做適

度的修正。 

2.人的觀念問題，一棟房子外面做了很多綠蔭，牆壁上爬滿草，中國人的觀念反而認為影

響風水。在未來的城市方面，成大目前致力於推動綠建築、節能減碳，能源中心更企圖

把太陽能技術想辦法轉換至生活上及雨水、生活廢水回收再利用。對於未來市府推動低

碳城市的方面，成大許多住宅技術皆能輔佐運用。 

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曾旭正 教授 

1.永續這個課題，其實是很重要的觀念改變，生活方式要改變，才會施行。我們長年的觀

念沒有改變。事實上我們很多東西都還停留在專業的某些想像與某些標語，但有很多先

進國家都走到很細緻的地步還有很多經驗。回到我們自己這塊土地，要怎麼看到這件事

情？根源點其實很簡單：如何讓更多人能夠理解，並且接受成為一個價值觀？事實上需

要一些社會工程的過程。今日研討會，一部分是因為臺南景觀綱要計畫調整而衍生的，

我會期待這個景觀綱要計畫，也許可以打破一點觀念，對景觀這兩個字的看法要鬆開的

話，也就是「景觀是什麼？」，只是作為旁觀者眼睛看到的樣子嗎？如果看到美麗的日

本農村，農地上沒有農夫整理這個地方，這個叫做農村景觀嗎？還會有農村景觀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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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沒有這個的話，對於我們這個空間規劃，面臨一項基本的矛盾：我要創造出一個空間，

才會去促生新的生活方式，還是新的觀念、新的生活空間的改變，他們會有更強烈來需

求新的生活空間的形式。這兩個之間一直都很矛盾。 

2.人的生活方式改變前，人的觀念要先改變，政策面該如何下手，以至於慢慢帶動常民觀

念的改變，景觀綱要計畫，在成果上不只是實質計畫，還是社會工程計畫、反應階段性

的。在這個歷史階段我們面對的問題，既然同意景觀跟很多部門都相關，如生活部門、

生產部門，就不只是視覺上而已，可以思考這個景觀綱要計畫不是只有實質的計畫的部

分。 

3.大臺南地區，臺南縣市合併後的整個區域過去是分開計劃，較不談整體的想像，到底城

跟鄉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那或者是臺南市之外鄉鎮之間的狀況是什麼，如同曾梓峰老師

提到的農村社區，鄉村地區的生產跟都市地區的人生活的關係是什麼，如果臺南市市區

的人的生活所需的產品，都由臺南縣範圍內 80%提供，那不就是最重要的減碳嗎？理

念上，應由減碳概念來看，甚至是說未來臺南縣鄉鎮的發展，要如何看待。臺南縣鄉村

地區，需要思考的是應該強化那個中型市鎮的生活機能、空間的品質，不該如同過去把

鄉跟鎮等同看待，應強化主要核心區塊提升環境品質。 

4.土溝是社區自發後再由專業團隊進去協助，在土溝中可發現一個很真實的問題，村內共

有六個小村落，那小村落大多無相關規劃，保存許多早期彎曲的農路，未來該如何規劃，

就是個關鍵，期待未來大臺南這些農村地區，能夠有比較完整的規劃，且避免落入都市

計畫的藍圖式規劃中。 

下午場次 / 綜合討論與交流 

主持人：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侯錦雄 教授 

1.臺南縣市合併成直轄市後，未來如何利用景觀生態，並重創未來城市發展治理的概念。

在面對全球氣候變遷以及全球化的文化傳播下，大家關心到不只是科技發展，其實在地

的文化跟生活更息息相關。 

2.王老師從世界觀對全球的生態城市簡介，再落實到中興新村，做為生態城市發展過程中

的案例。中興新村近期剛被選為地質文化景觀的區域，將來也是可被期待。但像科學園

區這樣的壓力出現，讓我們了解將來是不是有機會，從自然景觀到城市發展，工業景觀

的改變到休閒。現在大家都在談觀光景觀，觀光應該有很多休閒課題，這些課題可以讓

我們的城市帶來很多的經濟收益，也帶來非常多建設性的思考。但是我們也需要談觀光

如何回饋地方，怎麼樣讓觀光不帶來破壞和其他負面的影響，或是怎麼樣消化正面的影

響變成地方產業，再回饋到這循環裡。我想生態的概念其實是在地景中把產業、文化、

生活整合在一起。 

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學門講座 王小璘 教 授 

1.現在臺南縣市已經合併了，景觀綱要計畫應該整合起來。如何落實的關鍵，是城市方面

要如何配合，行政上面該如何整合。台中市政府半年前執行了一項「縫合計畫」，因合

併升格後，原台中縣市行政上需要磨合。其中大台中市公園綠地縫合計畫參與過程中，

發現台中市台中縣行政體制不太一樣，造成執掌區分裡很多分不清的地方，包括景觀工

程、公園綠地、農業部門等，這也許是臺南市現在面臨的問題。特別是景觀綱要計畫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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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整合了，但將來行政部門該如何進行連結？於台中所提出之建議為：台中市扮演比較

重的角色。但是地方性的，原來公所負責的是比較落實的部分，則建議是仍由公所執行。

2.景觀綱要計畫是領導性的，但未來還是需要落實。除了生態面向，文化面相亦為發展重

點，因此景觀綱要計畫的定位除了景觀法面之定位，亦須上承上位計劃，往下跟都市的

土地使用銜接。目前城鄉風貌計畫，都屬於比較末端的，缺乏與其他都市計畫的連結，

未來是否能跳脫傳統模式，讓都市計畫跟都市設計做一個整合? 

3.資源的整合，如何結合社區規劃師，成為推動、落實景觀綱要計畫的共同團隊。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林盛豐 副教授 

1.宜蘭觀光的歷史悠久，近期正執行觀光整理規劃、農村的發展綱要計畫、景觀綱要計畫

以及區域計畫。但各計畫皆針對觀光、農村、景觀等議題進行各自論述核心價值亦各不

相同，因此就產生了觀光議題有四種版本，產業發展四種版本…，實為現今計畫推行時

急需面對的問題。 

2.首先是核心價值，再來是戰略或是政策這個層次。於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中所提到的 6
大發展核心。應更進一步落實將策略與政策相互落實。 

3.當臺南市跟臺南縣各自都做了計畫，未來發展應提高到區域式網絡化，將有助於未來重

點景觀地區的篩選。其應包含的方向(1)生態基盤網絡(2)歷史發展軸向。而景觀綱要計

畫最重要之重點不是著力於細部改善，而是抓出地方急需改善的大方針，與需要後續推

行計畫。 

4.對於景觀綱要計畫的定位或是功能，臺南以生態跟文化為主軸。生態就是基盤的網絡。

文化，臺南是臺灣的發展史，糖鐵也算。無論是府還是內海，全都是臺灣發展史脈絡，

包括節慶。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洪嘉宏 分署長 

1.建議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中所提出的 40 處重點地區，應針對其現況與未來發展提出建

議。 

2.建議加強公民參與、社群網絡傳遞環境、景觀議題以及近年市府成果，以有助未來相關

經費的申請。 

3.縣市合併後是否有問題需要景觀計畫來回應？應該要先點出來。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吳欣修 局長 

1.整個大綱脈絡來講，剛剛有談到生態、文化的部分必需兼具，不管從網絡的或從整個大

面積的地景而言，皆期待能有更深入的探討。因為臺南代表整體，不但是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甚至到最後代表漢族在臺灣開拓最典型的歷程，這可以成為一個很重要的

地景思考出發點。 

2.臺南的開拓、出現的地景變化，看起來好像都是平面，但其實其中蘊含了先人移動的足

跡，那也代表很多不同文化累積出來的景觀。這些從原來臺南市，到原來臺南縣，從海

邊橫著往山區看，臺南都有不同變化的脈絡。所以在整個臺南地區會形成很有趣的特殊

景觀，這些部分希望在後續做這方面探討時，會增加景觀及特殊的思維。過去都會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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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從南北來看，但其實可用橫著看臺南，橫著看不管從山區往海邊，或者從海邊往山上

看整個先民的開拓史，皆會有不同的思維、環境的氛圍。 

臺南市環境景觀總顧問  洪傳祥 總顧問 

景觀、永續發展與文化、生態，這兩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組合，尤其是在臺南市。文化在

臺南市尤其重要，歷史文化是臺南市的核心，未來的臺南市發展之基調將會是文化中有

生態，生態中有文化，所以我們在生態景觀發展的推動過程中，亦不應忘記文化景觀。

如鹽水文化景觀、沿海蚵寮聚落，北門鹽村等皆為極具特色與潛力之文化景觀。 

臺江國家公園 呂登元 處 長 

1.台江國家公園會在合併後的大臺南市裡，在思考未來發展定位時，必須將區域整體的思

考融入大臺南的區域整合發展策略，才可能去形塑整體國土美學。市政府因為有不同的

區塊，有不同計畫面向，對景觀計畫會有不同的思考。國家公園是一個地景的塑造，亦

容易產生這樣的狀況。台江整體的未來發展，希望以文化景觀為導向來擬訂整體的規劃

發展策略，主要原因在於園區的範圍是較破碎的、鄉縣化的區塊。處在創造性的模糊狀

態，國家公園界線是舊台江的一部份，過去許多的歷史調查研究、生態調查研究、遊憩

調查研究，建置這些相關的資料庫等等，皆在界定舊台江之範圍。現在台江國家公園的

經營採模糊的方式，不以台江國家公園的界線，限制對政策的想法、規劃，而是連結周

邊社區，共同營塑台江國家公園。才能完整一個生態系統，完成一個歷史文化系統。 

2.文化景觀是聯合國世界遺產的類型之一，強調人類跟土地互動過程最終的結果，在文化

景觀面向裡，台江本來就是從變動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未來它是不是也會在變動的過程

中繼續？國家公園如何去看待這塊土地變動的過程？如何用動態的文化景觀概念來形

塑未來整個國家公園的願景？更重要是，當我們能夠指認台江內有價值的文化景觀，擬

定保存維護計畫，並結合到我們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對於整體國家公園地景的形塑、大

臺南整體景觀的形塑，是非常重要的區塊。此外在形塑的過程中亦希望能與社區合作，

某種程度上已經跨越了國家公園的範疇，涉獵到大臺南的轄區裡面，是為土地利用的一

種形式，需與臺南市的整體政策來做配合。 

3.關於地景環境教育策略，從演講中的分享中我們可看到，地景有他身世的由來、有很多

的故事、有很多的記憶，但這些事情不管對一個臺南在地人來講，或是對一個外來的遊

客來講，他並不理解這樣的過程，不了解這其中有什麼樣的機制，所以地景必須要透過

解說的方式才能被閱讀。解說方式包括解說牌式、書籍、一些媒材，甚至是文化藝術等

等不同的形式。藉此讓大家能夠理解這些事情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也透過適當的解說，

讓大家能去感受地景資源，感受地景資源後才能夠進一步去探討對於土地的感情。 

4.最近武陵賞櫻季時所造成的大塞車及過度環境負荷、垃圾等問題，甚至是櫻花受到破壞

等短線操作的現象的議題受到探討。日本人賞櫻的文化，是從種植櫻花樹開始到如何去

融入地景，到賞櫻的情報、整個氛圍。相較之下臺灣目前賞櫻的現象，仍是非常的膚淺，

甚至還有點粗暴、粗魯的。其實日本人賞櫻不是在賞花，是在賞境。這個境是環境的境，

是一種心境，也是在欣賞這整體的環境。因為日本的櫻花名所除了櫻花的種植和周邊環

境的融合、整體氣氛的營造，還與周邊的社區營造、地域等等串聯成整體。因此在討論

景觀這時，如何能夠讓民眾也夠在心態上、心境上、空間營造上，能有個被改造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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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景觀綱要計畫裡，是否能對於景觀環境教育策略有所著墨？期望臺南市的景觀綱要計

畫是一個生活的景觀計畫，能對各個景觀系統營造、不同面向的景觀營造，從如何推動

景觀塑造、環境教育來著手。 

臺南市政府 林欽榮 副市長 

1.景觀綱要的定位，應該是從價值指認一直到政策宣示、策略的描繪，是個時間跟空間的

計畫，不純粹是個形塑思考。 

2.景觀綱要計畫定位是比較有彈性的，但其實也等待整合如區域計畫中結合景觀計畫，農

村發展計畫亦可景觀計畫有些搭配，景觀綱要計畫、區域計畫、農村再生總體計畫、觀

光發展計畫皆是可以互相滲透，也可以同時存在的。 

3.都市發展局在實施這個案子時，是不是就是這樣一個網絡系統，就是在綱要計畫裡面呈

現的。此外臺南縣臺南市合併之後，原先百多個景觀的計畫要再整合得更細微，會比較

合適一點，唯一重要的是要有區域的觀點。拉到比較高的層次就能有比較清楚的指認。

4.景觀之探討不該只是空間計畫，該是跨部門的觀光、整體規劃。臺南市的景觀綱要計畫

目前在經過整併之後，準確的討論生活、討論地景、討論整個產業的描述，更關鍵的是

把臺南市至少幾千年來歷史的脈絡，跟地理的互動關係，這都是被大家肯定的分析角色。

高雄市景觀總顧問 王立人 總顧問 

1.縣市合併。以臺南市來講，臺南跟永康跟仁德街，與市區其實離的不遠，都快要併在一

起了，高雄同樣有鳳山跟高雄市區。臺南景觀綱要計畫執行中，應要注意邊界部分的處

理，以前認為屬於邊陲的地方，現今皆變成核心地帶。而當這些地區跨區域合作的時候，

亦會產生更大的力量與引力。 

2.針對邊界的問題。如二仁溪，其實算是一個契機，其流域人口有將近三十幾萬，其中有

將近二十萬是臺南市人。以這樣的思考邏輯，現今高雄市與臺南市應該進行對話，一同

對抗中央的河川流域管理法規，更接近區域發展。從流域、地質景觀的特殊性、唯一性，

似乎也可以產生一些議題，或是一些區域合作。如北北基綠色基盤計畫亦可施行於臺南

高雄，不將邊界當作是一條線，而是當作一個區域看待。 

 



 
 

 

 
 

 

 

 

 

 

 

 

附錄四、臺南市相關歷史文化資源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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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南市歷史建築資源一覽表 

名稱 位置 

原南門尋常小學校舍 

中西區 
重慶寺 

臺南刑務所長宿舍 

延平郡王祠（含鄭成功文物館） 

原臺南陸軍偕行社 北區 

原花園尋常小學校本館  

原安平陳保正厝 安平區 

原日本鐘淵曹達工業株式會社台南工場辦公廳舍 
安南區 

原勝利國民學校禮堂 
東區 

台糖新營廠區宿舍群 新營區 

鹽水竹埔國小時鐘座 

鹽水區 鹽水歡雅國小原大禮堂及時鐘座 

鹽水國小神社 

白河沈氏宗祠 白河區 

陳永華墓原址及墓碑 

柳營區 
柳營吳晉淮故居 

後壁新東國小木造辦公室及校長宿舍 

後壁區 

後菁寮義昌碾米廠 

後壁安溪國小原辦公廳及禮堂 

後壁車站 

菁寮國小木造禮堂、辦公室暨日治時期升旗台 

東山牛肉崎警察官吏派出所 

東山區 
東山區農會日式碾米廠 

佳里北極玄天宮 佳里區 

七股頂山鹽警槍樓 

七股區 七股鹽場減資建物群 

臺鹽七股機車庫 

北門井仔腳瓦盤鹽田 

北門區 
北門鹽場減資建物群及周邊古鹽田 

麻豆護濟宮 

麻豆區 
麻豆林家四房厝 

下營文貴醫院 下營區 

林鳳營車站 六甲區 

曾文溪鐵道舊橋遺蹟 

官田區 八田與一故居群 

台鹽隆田儲運站 

歸仁潁川家廟 
歸仁區 

原台南農校日式宿舍群 

永康區 
永康飛雁新村傳原通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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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三崁店糖廠防空洞群 

原新化郡公會堂 

新化區 新化武德殿 

原新化尋常小學校御真影奉安殿 

原新化街役場 新化區 

鹿陶洋江家宗祠 楠西區 

 

二、臺南市廟宇資源一覽表 

名稱 位置 

開基龍君殿、元和宮、福隆宮、菱洲宮、三聖堂、財團法人台南市大觀音亭、

財團法人台南市大觀音亭興濟宮、天和宮、玉皇玉聖宮、佛來寺、陵興宮、

小北城隍廟、小北鎮山城隍廟、東豐恩隍宮、慶興殿、糖安宮、總祿境、慈

照寺、誠心精舍、神農殿、開基天后宮、白龍庵五靈堂、台南首邑縣城隍廟、

台灣省台南市西來庵、福隆宮、慈雲寺、文靈宮、番婆寮復興宮、太子宮、

安聖宮、聖武宮、財台灣省台南市天帝聖堂、南中慈惠堂、平安宮、鎮南王

府、三老爺宮、大港寮大興宮、三元宮、鎮轅境、正覺寺、代天府鎮南宮、

忠安宮、開基玉皇宮、皇蓮宮、龍虎寺、延平鳳山宮、西華堂、勝安宮、朝

南宮、開元寺、鄭子寮福安宮、雙良宮、福德祠、彌德堂、三山國王廟、泰

明宮、玉尊堂、理教總公所台南靜善堂公所、開基陰陽公廟、福德爺廟、文

元堂、南濟宮、崇德堂、廣慈庵、南天堂、城隍祠、清水巖 

北區 

天和殿、臺南華光堂、三榕王三太子廟、三寶山台南靈嚴講堂、大人廟、大

聖殿、山西武聖宮、元天宮、太子普安宮、台南南聖宮、台南後甲北極殿、

正妙寺、玉窩堂、伍佛堂、良寶宮、林聖宮、武玄宮、金天宮、金玄殿、前

甲顯明殿、南天府、南台慈惠堂瑤池宮、南善堂、南鰲慈惠堂、修禪院、祝

三多廟、天宮、台南市念字聖堂、郭府宮殿、勝和宮、無極天上聖母宮、開

基信安宮、開華禪寺、圓通寺、慈航居士會三寶殿、聖公廟、聖汝宮、台南

市開基開帝殿、廣合堂、德高厝上帝廟、慶隆廟、龍山寺、龍山殿、龍泉井

祖師公廟、彌陀寺、臨水宮、關帝殿、護東宮、慶興壇、南王宮、聖南堂、

南善聖堂、聖壇、道德堂、開基南善聖堂、慈惠堂臺南分堂、三月寺 

東區 

三官大帝廟、大光寺、五行代天宮、水門宮、天元宮、北極真武殿、同安宮、

竹溪禪寺、怡峰殿舉喜堂、泉州府水柳宮眾善堂、馬鎮宮、桶盤淺朝玄宮、

朝天宮代安府、萬元廟、萬年殿、厲王文安宮、靜隱禪寺、二天府、元帥廟、

南岩超峰寺、南府濟生堂、省躬社聖化堂、海口宮、台南市宗祖聖堂、慈化

勅亭觀音講堂、慈音寺、喜樹萬皇宮、遊海府、玉 震靈殿、龍山寺、鯤安宮、

靈雲壇、灣裡保安宮、鹽埕保安宮、鹽埕北極殿、鹽埕天后宮、鹽埕觀音寺、

三天宮、五王廟、南山府、南府聖賢社聖懿堂、南普陀巖聖堂、鹽埕鎮海宮、

五龍天宮、天旨紫竹寺(中善堂)、志伯祠、金鑾宮、建安宮、碧龍宮、豁落院

仁慈堂、慈善堂、慶福堂、弘安宮、九皇宮、佛祖壇、將軍廟 

南區 

安平開台天后宮、九華山護國地藏禪寺、三平廣濟宮、三鯤鯓雲濟宮、三靈

殿、大眾廟、化善堂、天宮壇、文朱殿、文龍殿、安平觀音亭、四連宮、弘

濟宮、伍德宮、西龍殿、妙壽宮、周龍殿、金龍宮、金龍殿、南極殿、城隍

廟、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關帝聖堂、財團法人台灣省噶瑪噶居法輪中心、

無極慈元宮、極樂寺、廣濟宮、興和宮、衡天壇、靈濟殿、觀音精舍、土地

公廟 

安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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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園淨珍精舍鹿耳門天后宮四草大眾廟、正統鹿耳門聖母廟、鹽田南寮永

鎮宮、南清宮蔡姑娘廟、南華寺、什份塭清安宮、清聖宮、學甲寮慈興宮、

聖安宮、福聖宮、鹽田北寮鎮安宮、溪頂寮中安宮、溪頂寮保安宮、溪頂寮

福德宮、文武聖廟、府安路白仙宮、安溪寺、宏濟宮、外塭和濟宮、外塭崇

聖宮、外塭興護宮、外塭順天府、慈光精舍、大聖廟、中洲寮保安宮、布袋

嘴寮代天府、佛光山台南、福國寺、巡王府代天宮、什二佃南天宮、軒轅神

宮、公親寮清水寺、舊和順慈安宮、新寮鎮安宮、溪南寮興安宮、公塭萬安

宮、五塊寮慶和宮、三岳堂五聖宮、什三佃慶興宮、本淵寮朝興宮、普法道

濟寺、德義佛堂、溪心寮保安宮、慈峰寺、總頭寮興安宮、三塊厝大慈宮、

武聖殿、陳卿寮保山宮、新和順保和宮、南路寮保鎮宮、香光聖堂、香嚴寺、

海尾代天宮、草湖寮代天宮、海尾朝皇宮、伍百戶慈雲宮、新宅新安宮、龍

鳳宮、新吉庄龍安宮、什二佃榕王武聖廟安保宮、聖恩宮、一安宮、溪頂寮

代天宮 

安南區 

臺郡三郊總部水仙宮、府城隍廟、北極殿、小南城隍廟、小南天、大埔街福

德祠、南沙崗六姓府、五帝廟、三官廟、正德堂、玄明保安宮、西羅殿、沙

淘宮、和勝堂、景福祠、普濟殿、清水寺、福安宮、崑明殿、天池壇、四安

境北汕尾下大道良皇宮、尊王公壇、慈聖殿、聚福宮、集福宮、檺林宮共善

堂、四聯境媽祖樓天后宮、全台開基藥王廟、金華府、南沙宮、善德堂、風

神廟、西德堂、永華宮、五瘟宮、代天聖安宮、昆沙宮、油行尾福德爺廟、

辜婦媽廟、開山宮、新南宮、聚宋宮、武英殿、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廣安

宮、總趕宮、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法華寺、開基武廟、開基靈祐宮、開基

共善堂、玄良亭、東嶽殿、神興宮、保西宮、金安宮、關帝廳、銀同祖廟、

朝興宮、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湛然寺、擇賢堂、報恩堂、德化堂、慎德堂、

南興萬聖公廟、南廠萬靈祠、興尊宮、玉敕紫府南西慈惠堂、臨水夫人媽廟、

重慶寺、池朱李千歲廟、觀音講寺、三郊營仔腳朝興宮溫陵廟、和意堂、開

隆宮、濟福宮、光明王寺台南分院、祀典武廟、忠澤堂、臺南大天后宮、 
財台灣省台南市崇德聖堂、凌霄寶殿、廣州宮、財月慧山觀音禪院宗教菩提

發展基金會、般若精舍、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台灣首廟天壇、慈蔭亭、厲

王宮、厲王壇、海安宮、廣慈院、萬福庵、四安境南廠保安宮、馬公廟、福

德祠、五妃廟、延平郡王祠、崇福宮、鄭氏家廟 

中西區 

上帝廟、昭善堂、慧山寺、武安宮、中營慶福宮、光玄寺、連表代進宮、茅

港尾觀音寺、茅港尾福德廟、洲子北極殿、謝府元帥廟、眾安堂、樂善堂、

福昇堂、下橋頭朝安宮、甲中聖母宮、武德宮、慈惠堂、麻豆寮慈惠堂、茅

港尾天后宮、甲中慈惠堂、朱安宮、池興堂、蚵寮仔保興宮、三省堂、三山

國王廟、義興堂、埔口宮、太保宮、龍泰堂、六興堂、慶隆宮、西寮代天府、

保安宮、南安宮、泰稜宮、武聖宮、勗齋堂、慈善堂、天真宮 

下營區 

明直宮、岳王廟、忠義宮、代天福德宮、清寧代天府、仁義宮、普明佛寺、

清寧宮、清寧太子宮、妙善寺、福祐清宮、淨修禪院、峰堡慈惠堂、北保仔

保生宮、堃陽慈惠堂、基華宮、觀音廟、三山宮、保安宮、二王宮、中軍宮、

崑崙宮、開農宮、西安宮、水明殿、三爺宮、澤清宮、慈濟宮、清王宮、保

安宮、中生里保生宮、保華宮、開基中軍宮、中洲天后宮、北極殿、玄天宮、

三聖宮、清安宮、土庫天后宮、新田村池王宮、五帝廟、臨濟宗正法禪寺、

九肉北極殿、五華宮、紫雲宮、興安宮、萬龍宮、觀音寺、土庫興安宮、二

行公堂、五安宮、武德宮、仁德北極殿、大甲北極殿、李聖宮、民安宮、福

德祠 

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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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聖宮、新營慈惠堂、天恩堂、慈德玉寶殿、角帶保安宮、中山大禪寺、挖

仔朝隆宮、土安宮、太安宮、新營市德隆宮、忠義公廟、帝君壇覺慧心舍、

護庇宮、 廍舊 慈惠堂、佛光山新營講堂、佛明寺、延平郡王府、意慈宮、興

隆寺、妙法禪寺、濟安宮、真武殿、鎮南殿、同濟宮、護鎮保安宮、三聖宮、

太子宮、伽藍廟、南宮直轄院聖教堂、姑爺代天府、伽藍爺廟、通濟宮、大

將公廟、鎮安殿、朝隆宮、天恩堂、慈雲宮、雲霄太子玹、廣善社聖修堂 

新營區 

大寮龍安宮、台潭龍安宮、頂潭永安宮、佛龍宮、阿立祖廟、南千宮、城內

天南宮、城內文衡殿、後港天后宮、唐安宮、祐王宮、隆明宮、篤加玉敕文

衡殿、篤加聖帝廟、鎮山宮、十一份文昌殿、下義合保興宮、保安堂、玉安

宮、玉敕寶安宮代天府、 勅竹港玉 代天宮、看坪福安宮、看坪境安宮、竹港

德安宮、慶善宮、鹽埕地永興宮、七股九龍宮、天元靈母宮、 勅玉 正王府、

玉龍宮、吉安宮、神帝府、雲宮、聖護宮、龍德宮、寶龍宮、中寮天后宮、

西興宮、妙惠居士林、南聖宮、頂山代天府、龍山宮、竹橋城隍廟、永吉里

城隍廟、十份里唐明殿、九股子鎮海將軍宮、三百二十萬三和宮、廣安宮、

保興宮、佛龍宮、看坪境安宮、玉成鎮海元帥、正一堂、山神廟、太子爺廟、

慶昌宮 

七股區 

永慶宮、天德宮、保安宮、修德禪寺、日月山慈德禪寺、北帝殿、武廟、忠

孝宮、長成宮、大豐南天宮、保聖宮、保壇宮、王爺廟、上帝廟、大眾廟、

護庇宮、南興宮、張聖宮、普照宮、中軍府(義隆宮)、太保宮、天月宮、福安

宮、永和宮、歡雅永安宮、護安宮、鎮南宮、福王宮、元安宮、中壇宮、護

濟宮、俊天宮、五十三將軍廟、五安宮、保生宮、福南宮、佰年宮、竹安宮、

蔡婆主帥廟、聖天宮、朱玄宮、麻油寮慶華宮、善德院、修德院 

鹽水區 

李聖宮、南聖宮、漚汪文衡殿、保濟宮、聖慈宮、福安宮、金興宮、興安宮、

玉天宮、廣安宮、朝天宮、太子宮、無極慈天宮、天樞佛堂、無極觀世音聖

堂、觀音巖、南海普陀寺、北極宮、國聖宮、清湄宮、聖帝殿、龍興宮昌安

宮、慈善宮、吉安宮、烈池宮、天心社正義堂、天上明世宮、巷口公會堂、

元帥廟 

將軍區 

通興宮、寧安宮、廣安宮、佳里金唐殿、善行寺、琉璃寺、幽冥殿、四安宮、

北極玄天宮、鎮山宮、青龍宮、佳池宮、信行寺、震興宮、佳福寺、慶長宮、

廍應元宮、頂 永安宮、鎮安宮、永昌宮、鎮安宮、唐安宮、塭內蚶寮永昌宮、

厚德宮、慈德寺、昭清宮、黃氏崇榮堂、代天護國宮、佛天宮、東池宮、永

興宮、報恩禪寺、雷恩行宮、朝安宮、慈聖宮、十五角太子宮、通聖宮、本

廍善寺、天玄宮、保興宮、池安宮、鎮西宮、池興宮、朱澤宮、港興宮、頂

勅玉 永安宮、第十角雷安宮、雲集寺、姑娘媽廟、代天宮、南聖宮、南極宮、

保安宮、毓佛宮、聖安宮、金輪堂、雷明宮、聖帝殿、九龍殿、唐盟宮、福

安宮、寶興宮、中興宮、登天宮、南天忠義堂、五府千歲宮、鎮南宮、佳里

第十七角鎮濟宮、佳里天元宮、第十七角池王宮、同安寮民安宮、佳里南天

廍宮、許竹圍代天壇、第九角頂 夫人媽宮、 廍第九角頂 順天宮、第七角總壇、

第十角雷府壇、佳里天后宮、第六角六安宮、幽冥玹、弘福禪寺、錦繡堂、

振繩堂、六安里城隍廟、榮昌堂、佳里吉和堂 

佳里區 

金西宮、永隆宮、東隆宮、玉旨宮、天封宮、聖天宮、西埔內南天宮、西興

宮、正成府、南鯤鯓代天府、新寶宮、保安宮、 
吳保宮、 
吳福宮、太興宮、永安宮、龍佛宮、城隍宮、田隆宮、溪仔寮南天宮、福安

宮、西天宮、玄龍宮、興安宮、三安宮、泰安宮、法安宮、齊天宮、東興宮、

北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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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安宮、溪底寮東興宮、三寮灣文衡殿、三寮灣慈隆宮、天兵天將廟、新渡

子頭新吳保宮、保安宮、慈安宮 
永安宮、清保宮、福壽巷北極殿、大宅中安宮、觀音佛堂、天一堂、社內清

水宮、保安宮、聖帝殿、新港西福安宮、 
新昌宮、柳府門照明宮、北三舍中安宮、豐榮北極殿、靈昭宮、營頭福德爺

廟、營尾福德廟、濟德佛院、聖佛宮、東勢北極殿、後店北極殿、大社西興

北極殿、代天府、頂港北極殿、南港墘北極殿、永隆宮、崙仔頂清水宮、永

就宮、榮安宮、真安宮、七王宮、法興寺、三舍保濟殿、南科新港堂、店頂

福安宮、土地宮、福德廟、大社福德廟、北極殿、朝天宮、福安宮 

新市區 

海寮普陀寺、許中營順天宮、靜安宮、後堀潭湄婆宮、港口慈安宮、蘇厝長

興宮、忠興宮、忠安宮、鄭拐乾元宮、龍河寺、安定港仔尾福安宮、港口觀

渡宮、大同村鎮安宮、六塊寮金安宮、林厝北玄宮、新吉保安宮、南安宮、

嶺頂三聖宮、蘇厝第一代天府真護宮、管寮聖安宮、安定保安宮、崑崙宮、

萬聖堂、通玄大菩薩院、聖懿普庵堂、慈慧堂、港口三合宮、王姓祖廟、西

才佛祖堂、忠安宮、福德爺廟 

安定區 

苦瓜寮朝天宮、弘興宮、開靈宮、山上天后宮、廣濟宮、福緣宮、清水寺、

聖母廟、平陽太子廟、神農廟、豐德太子廟、圓慈禪寺 
山上區 

福安宮、中山路福德廟、湄洲宮、承佛寺、華巖禪寺、永安宮、三官寶殿、

臨水宮、福呂府、重興宮、舉人公廟、顯濟宮、木屐寮福顯宮、崁頭保安宮、

中洲明聖殿、土庫代天府、王爺廟、紫雲殿、慈雲宮、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

縣白河鎮大仙寺、財團法人火山碧雲寺、仙草龍安府、太豐宮、大豐府、頂

山宮、六順宮、詔安保安宮、廣濟宮、小南海普陀寺、大山宮、廣澤尊王宮、

中妙宮、全安宮、仁安宮、上帝廟、寶安宮、赤中寺、林子內朝天宮、太城

宮、靈山寺、成正廟、財團法人馬稠後關聖帝廟、福興宮、金帝廟、國聖廟(原
國姓廟)、崁頂福安宮、保安宮(大林里)、鎮安宮、進興寺、良天宮、大聖廟、

順安宮、聖安宮、善主公廟、香嚴寺、般若佛苑、武聖殿、埤子頭福德祠、

五汴頭福如宮、穚頭珠惠宮、達摩禪院、竹圍仔福德祠、大安宮、大竹福德

廟、洪溪州福德宮、普陀山妙德禪寺、無極瑤池宮、慈竹寺、佛光普照寺、

淨蓮寺、菩提寺、濟佑宮、普音寺、紫金山竹林寺、十七戶南天宮、糞箕湖

福德祠、女媧宮、奉天府、慈仁堂、萬應公、爵治堂、國公爺廟、福德爺廟、

明德堂、有應公廟、有應公廟、土地公廟、土地公廟、福德宮、福德爺廟、

重興宮、良岡王廟、文昌祠、天公壇 

白河區 

玉井北極殿、瑤闕宮導修堂、忠烈廟、瑤池宮慈惠堂、太子廟、宅仔內興濟

宮、後旦仔福德爺廟、新天宮、竹圍北極殿、新天王殿、神農廟、三埔天后

宮、三和太子廟、圓通宮、三和清水寺、望明振安宮、望明關帝爺廟、三官

大帝廟(內層林)、三官大帝廟(外層林)、媽祖廟、豐里上帝廟、真珠山玉皇宮、

竹圍三清宮、忠信聖道院、天濟宮、龍聖宮、寶林寺、覺海精舍、感恩精舍、

朝天閣(原慈聖宮)、天竹寺、千峰巖、修緣堂、開天宮、大圓滿道院、九華山

上禪林寺、倒松朝鳳宮、字新仙宮、層林樹王公廟、明泉寺、大佛寺、樺林

園慈啟寺、斗六代天府、口豐天后宮、盤古殿、五台山開明寺、大王廟、祖

師公廟、佛祖廟、北極殿、帝爺廟、紫雲禪寺、密嚴山心王寺、正慧淨舍、

紫竹寺、道士祠堂、興清宮、關帝廟 

玉井區 

平安宮、三洽宮、西安宮、保濟宮、加輦邦永安宮、玉清府、太子宅龍穩寺、

廍三元宮、正德堂、金山巖、西 永安宮、方厝寮永安宮、社子天后宮、五塊

厝北極殿、東安宮、麻豆太子宮、正安宮、安業北極殿、地藏庵、中安宮、

麻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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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位置 

天后宮、什字路太子宮、觀音寺、仁厚宮、保安宮、新福宮、 
淨靈寺、南勢里保安宮、玉仙宮、保濟寺、永淨寺、文衡殿、麻豆代天府、

慧光佛堂、慶安宮、順天宮、海埔池王府、埤頭永安宮、震安宮、信安宮、

麻豆口保安宮、朝天宮、保玄宮、潮音寺、謝正宮、萬福宮、護安宮、慈惠

堂、護濟宮、金蓮寺、清水殿、慈孝宮、南清宮、龍泉巖、總爺保安宮、普

何宮、大山宮、石安宮、聖王宮、福安宮、北極殿普濟寺、龍鳳宮、普明寺、

普天宮、普庵寺、當嬸婆祖廟、苓仔林保聖宮、良皇宮、保濟寺、紀安宮 
神農殿、德山寺、玄天上帝廟、紫竹寺、瑤池武聖宮、玄空法寺、玉湖淨苑、

慈濟堂、伍龍殿、萬佛寺、玉元宮、浩然寺、天馬山敬皇宮、平安寺、信瑤

慈惠堂、龍鳳宮、神威慈惠堂、南聖慈惠堂、福德祠、龜丹廟 
楠西區 

新化武安宮、上帝廟、天壇護安宮、佛崇寺、新化朝天宮、新化太子宮、觀

音亭、清水寺、保生大帝廟、知義天后宮、佛顓寺、山腳朝天宮、善隱寺、

那拔林清水宮、接天寺、靖安宮、三仙宮、三元宮、九玄宮、普賢院、崙頂

福德祠、同義宮、清華宮、慈善亭、瑤池王母宮、西湖靈隱寺、那拔林慈天

宮、五佛寺、合興宮、武聖宮、唪口順天宮、靜林禪寺、天輔佛堂、北勢田

府宮、藥師精舍、崇華堂天乾道院、心佛堂、漢龍宮、白龍庵龍慶宮、礁坑

里慈天宮、新化道院、大坑聖母宮、進天宮、靈山慈惠堂、應天府、禪林寺、

般若禪寺、山腳廟、無形宮、有應公廟 

新化區 

南化天后宮、清水宮、小崙太子宮、小崙白山寺、小崙鳳山寺、小崙開聖宮、

北平太子宮、北平媽祖宮、半平橋元帥宮、中坑南天宮、東和三龍宮、東和

天后宮、五峰山龍湖寺、厚德紫竹寺、西埔清水寺、三界壇、北寮北安宮、

南安宮、玉山聖王宮、財團法人玉山寶光聖堂、玉山鳳山寺、太子宮、青山

宮、無極聖天宮、財團法人密宗山大圓滿廟、靈泉寺、南陽聖堂修道院、驪

山老母宮、興農宮、元皇宮、東安宮、龍虎寺、玉山法雲寺、龍鳳宮、珠光

艶寺、普陀山碧雲岩、北寮天 宮、祥光禪寺、中坑竹蓮寺、玉山雲山寺、靈

山九天宮、仙宗禪院、金宗禪寺、西埔興安壇、小崙南興宮、西埔祖師壇、

北寮天地堂、雷音殿、小崙神王宮、玉山農顯宮、金山寺、未天宮、耀靈宮、

天峘聖堂、關聖宮、太子爺廟 

南化區 

善化慶安宮、慈明寺、慈善寺、黃帝神宮、善化龍文廟、胡厝寮代天府、什

乃代天宮、溪尾隆安宮、六分寮興安宮、德禪寺、東勢寮慶濟宮、牛庄元興

堂、茄拔天后宮、田寮天后宮、三塊寮保安宮、木柵內角北承宮、崁頭普安

宮、土虱堀聖興宮、 畗焄 宮、慧慈寺、祖師廟、拯民宮、善化東嶽殿、佛祖

廟、泰安宮、北仔店清水宮、苓仔林龍鳳宮、生武宮、瓦窯興安宮、無極指

陽宮、西衛開元宮、文聖廟、福安宮、苓興宮、大聖宮、長興宮、福德宮、

普濟宮、 廍善化糖 角民安宮、同德佛院、烏橋什聖堂、百二甲天甲殿、福德

爺廟、太子爺廟、關帝廟 

善化區 

噶瑪噶居寺、左鎮帝王宮、慈蓮寺、北極殿、復興宮、三聖宮、建和宮、朝

天宮、北安宮、中興公厝、三官大帝廟、佛頂山朝聖寺、慈媽宮、無極天虛

宮、福恩宮、內庄保中宮、王府一心殿、二寮八龍殿、玉窩寺、三角潭保中

宮、代佛寺、南海禪寺、仙姑寺、口社寮阿立祖壇、天后宮、無極天子宮、

如來峰寺、一元宮 

左鎮區 

溪仔墘慶安宮、過港福安宮、巡安宮、清佛宮、聖嶽宮、宅子港慈德宮、集

和宮、聖和宮、玉皇宮、煥昌廟文衡殿、慈濟宮、普濟宮、法源禪寺、清濟

宮、東興宮、中洲慈福宮、惠濟宮、興太宮、興善寺、頭港鎮安宮、紅茄慈

明宮、美豐慈興宮、田龍館、太安宮、永安宮、二港震虎宮、清保宮、慈良

學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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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位置 

宮、慈照宮、東明宮、鎮壽殿、新芳慶安宮、頂洲福安宮、天玉殿、才天宮、

白礁宮、南天宮、龍德壇、太慈宮、龍佛宮、彭城慈太宮、中洲開臺清水寺、

紅蝦港中太宮、大埔保安宮、慈安宮、慈華宮、頂山寮張濟宮侯府天鳳宮、

二港仔玄聖宮、後社角仙祖廟、後社角西龍宮、中社宋江館 
白靜寺、農淨寺、五軍營法主公、大腳腿真武宮、明聖殿、果毅後天后宮、

雲霄太子殿、鎮西宮、佛山觀音巖、五府千歲廟、柳營代天院、八老爺重興

宮、人和村代天宮、中壇府、東安宮、忠義歲廟、義善堂、北安宮、代天宮、

一元慈玄宮、新興宮、明聖宮、普濟宮、陽山佛堂、黃帝神宮、五顯宮、紫

隆宮、淨林佛舍 

柳營區 

三恩府、三公府、太子壇、泰安宮、旌忠廟、朝天宮、千安宮(原千眾爺廟) 
、顯濟宮、仰安堂、勸善堂、德馨宮、福安宮、永安堂、忠孝堂、太安宮、

昭安宮、和安宮、重興宮、玄天上帝廟、福安寺、烏樹林代天府、鎮武宮、

竹仔腳聖玄宮、大聖海精舍、正心堂、九天宮、三清府、寶光紹興講堂、福

德宮、聖安堂、靈殿宮、慧禪宮、天三宮、開天府、慈慧寺、萬靈公廟、寒

山寺、平安鎮安堂、下土溝代天府、佛聖壇、萬善公廟、南清宮、常慶堂、

林姓家廟 

後壁區 

武當山廟、代天府、清水宮、代清宮、普陀山寺、太安宮、永安宮、龍湖宮、

九龍宮、林天宮、安后宮、紫竹寺、超峰寺、岩晃寺、代天府、賢明壇、文

衡殿、廣嚴寺、圓法寺、法界禪寺、無極天母宮、碧玉寺、慈恩精舍、善德

寺、慈恩堂、天元宮、靈修寶堂、慧安宮、寂光蘭若、夫人壇、千歲壇、千

武壇、龍安寺 

龍崎區 

鳳安宮、武興宮、碧軒寺、代天宮、普庵宮、大庄北極殿、枋子林公厝、凌

瑚禪寺、田尾天聖府、田尾聖龍宮、頂窩永威靈殿、二重溪龍山寺、東原福

興宮、子龍廟、民寧宮、神武殿、廣安宮、北勢寮泉福堂、財團法人崁頭山

孚佑宮、玉華宮、萬善祠、鎮安宮、東河宮、福安宮、天皇宮、三姑娘廟、

碧蓮寺、永南宮、萬姓爺廟、泉福宮、開泰日月明宮、興一聖道院、竹林寺、

救世堂(救世堂尊王館)、李子園神農宮、純陽聖堂、福聖宮、竹圍廟、佛國禪

寺、南順宮、山河巖、三仙府、玉敕慈濟宮、王爺廟、法通寺、福德祠、土

地公廟、土地公廟、土地公廟 

東山區 

郭元帥、禹帝宮、福安宮、烏竹三千宮、三老爺宮、五王府、保生宮、南海

佛祖寺、蕭德寺、永康慈后宮、英靈廟、法王講堂、慈聖宮、龍潭福德祠、

王行開天宮、西勢興宮、 
保靈宮、大灣廣護宮、淨法寺、淨土寺、國聖宮、凌霄寶殿、小東山妙心寺、

廣濟雷音宮、菩提寺、聖龍宮、大灣聖巡北極殿、聖巡代天府、天后宮、南

天宮、天心聖宮、車行神農大帝廟、開仙宮、二王廟、保寧宮、鎮南宮、大

灣觀音廟、中山東路天后宮、禮義聖道院、玉所行館、代天府五王宮、蔦松

福德祠、觀音堂、龍潭天壇、大灣南巡宮、廣德堂、進安宮、慈雲玄聖宮、

中興壇、慈鳳宮、南極殿、龍明寺、玉天宮、玄武宮、九三廟、皇天宮、善

慈寺、復興保安宮、順靈殿、協天宮、慈靈宮、評周公廟、大灣清水宮、正

德宮、紫龍宮、姑婆廟、大竹林竹安宮、保聖殿、順升宮、聖海宮、照應宮、

大灣城隍宮、步玉宮、聖清宮、代天聖德堂、三王宮、元帥廟、天府珠龍宮、

軒轅宮、淨土寺、聖安宮、東林茅蓬、南灣公厝 

永康區 

菁埔寮代天府、赤山龍湖巖、赤山龍潭寺、鎮南宮、甲東代天府、恒安宮、

五甲龍凰寺、七甲龍湖代天府、二甲玄武殿、水林村龍玄宮、龜仔港保安宮、

王爺宮廟、龍鳳寺、保安宮、北極殿、十八王公府、慈善宮、四千宮玉山寺、

六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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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姑廟、福德宮、大眾爺廟、六甲福德祠、妙音講堂、太軒府、慈登宮、甲

東公厝、恒安宮、水林公厝、二甲公厝、七甲公厝、五甲公厝、中社公厝 
脇慈聖宮、中 永安宮、護安宮、角秀北極殿、烏山頭太子廟、聖德宮、大崎

雙鳳宮、南廍福安宮、惠安宮、北極宮、慈安宮、渡頭北極殿、社子鎮安宮、

脇六雙天清宮、財團法人義和聖堂、雙龍宮、湧泉禪寺、中 德慈堂、慈明寺、 
慈航精舍、金隆宮、義聖宮、復興宮、府天宮、三結義三千宮、天飛宮、太

陽宮、碧潭禪寺、慶宏禪寺、惠安宮、靈祖殿、果林精舍、真武觀、官田公

厝 

官田區 

石仔瀨代天府、慈善寺、石仔瀨天后宮、開靈宮、內庄朝天宮、後堀福安宮、

南海觀音亭、忠義廟、媽祖廟、惠安宮、聖安宮、龍山寺、朝天宮、慎德堂、

紫分寺、北天宮、奉天寺、三極金闕、興一聖堂、大匏崙北極殿、孚陽宮、 
妙靈禪院、竹坑北極殿、保安宮、南華道院、金佛寺、天行宮、法蓮寺、泰

安宮、北安宮、金元山凌霄寶殿 

大內區 

山西宮、關廟玄武殿、關廟玄武壇、妙法禪寺、巡天府、觀音寺、池府壇、

新埔代天府、新光代天府、四甲廟、清水祖師公壇(原獅管壇)、千佛山菩提寺、

上帝公壇、景安宮、松腳聖母廟、明德堂、九天宮、深坑山西宮、財團法人

無極混元玄樞院、西台慈惠堂、清水寺、三官府、田中保安宮、福安堂、玄

天上帝壇、埤頭關帝廟、王爺宮、下湖關帝廟、道源精舍、濟生堂、無極金

鑾寶殿、忠義聖堂、老君堂、妙嚴寺、三元宮慈皇廟、大西天佛寺、檀林精

舍、孚佑安濟宮、夢府郎君壇、淨和寺、三平宮、緣生精舍、靈山寺、妙賢

精舍、天師府、全泰堂、德林精舍、天岳山光明寺、五甲壇、大明寺、普華

山光明寺、田府元帥壇、至德靜院、妙法禪寺、福德宮 

關廟區 

汾陽殿、開仙真宮、後營普護宮、鳳安宮、太西北極殿、大塭寮保安宮、澤

安宮、保天宮、廣慈宮、天聖宮、保安宮樹王公廟、金安宮、慶安宮、信和

禪寺、忠義佛院、廣興宮、道興聖堂、共王廟、靈安宮、聖帝宮、後營永安

宮、溪埔寮北極殿、溪埔寮安溪宮、三安宮、東竹林保安宮、姑媽宮、下面

厝慈聖宮、鎮安宮、崛仔頭玄天宮、進興宮、新安宮、南海埔中山堂聖帝壇、

新港天后宮、東溪埔寮福安宮、東溪埔寮清和宮、金龍堂、後營慈鳳宮、後

營天武宮、新復五燈伏虎寺、慶德宮、中東公厝、劉厝公厝、保安宮、懿德

宮、青龍宮 

西港區 

仁壽宮、善化寺、福德祠、清水宮、歸南北極殿、北安宮、 
修元淨佛院、八甲代天府、朝天宮、平安宮、保西代天府、武當山廟、大埔

福德祠、大潭昭德宮、崁仔頭清水宮、許厝代天府、看西武聖宮、法藏講堂、

六甲北極殿、龍山禪院、三清宮、南潭元帥廟、忠順府、淨國寺、文衡聖帝

堂、八仁慈惠堂、辜厝翰林院、西勢王爺壇、三塊厝順天宮、二甲代天府、

灣厝北極殿、媽廟亭、鎮安宮、忠順宮、三帝宮、看西清水宮、無極王母宮、

五府千歲壇、潭墘代天府、弘農宗祠、德興聖堂、武東玄武宮、翰林院、後

市五公禪院、潁川家廟、龍潭宮、北極殿、 

歸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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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1

 重點景觀地區  重點景觀地區 

臺南縣景觀綱要

計畫重點景觀地

區 

善化啤酒廠 

臺南縣景觀綱要計

畫重點景觀地區 

新化老街 
善化糖廠 臺南水道 
善化老街 南瀛天文 
新市火車站 大內頭社 
南科 玉井老街 
永康車站 虎頭山 
大橋創意 左鎮化石 
永康科工 草山月世界 
洲仔尾 烏山 
都會公園 曾文水庫 
長榮大學 梅鄉 
紅瓦厝 龜丹 
七甲村 關山村 
高鐵臺南站 南化水庫 
牛埔農塘 將軍漁港 
崎頂老街 扇形鹽田 
龍船窩 雙春濱海 
關廟服務區 南鯤鯓 
山西宮 北門鹽場 
大潭埤 北門潟湖 
關廟大學城 北頭洋 
月津港 蕭壟糖廠 
岸內糖廠 震興宮 
綠都心 蕭壟老街 
太子宮 慈濟宮 
天鵝湖 文衡殿 
鐵線橋 蘇厝 
新營火車站 慶安宮 
八翁酪農 劉厝古墓 
德元埤 西港大橋 
尖山埤 胡麻油老街 
查畝營 鹽業博物館 
菁寮 七股潟湖 
烏樹林 海寮 
小南海 黑面琵鷺保護區 
後壁車站 水堀頭 
蓮花產業 麻豆老街 
大凍山 真理大學 
白河水庫 北極殿 
鹿寮水庫 茅港尾 
關子嶺 瓦窯 
東山咖啡 林鳳營 
水雲溫泉 烏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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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2

 重點景觀地區  重點景觀地區 

臺南縣景觀綱要

計畫重點景觀地

區 

東山形象商圈 臺南縣景觀綱要計

畫重點景觀地區 
葫蘆埤 

吉貝耍 隆田車站 
虎頭埤 

臺南市景觀綱要

計畫重點景觀地

區 

台江生態公園及周圍

聚落 

臺南市景觀綱要計

畫重點景觀地區 

 

黃金海岸地區 安南大學城地區 
安平海岸及秋茂園地

區 
臺南科技工業區 

鹽水溪口生態保育區 安平歷史街區 
運河北段及臨安橋至

永華橋地區 
孔廟及民生綠園旁歷史街廓 

運河南段永華橋至樂

利橋地區 
赤崁文化園區 

臺南公園及附近地區 億載金城及附近地區 
水交社及體育園區地

區 
五妃廟及周邊地區 

文化中心及巴克禮紀

念公園地區 
延平郡王祠及周邊道路 

永華路園道及兩側街

廓 
中正路舊軸線及海安路十字街

區 
聖母廟及周邊聚落 臺南林森路新都心商圈計畫區 
十二佃大神榕社區聚

落 
安南區副都心地區 

九份子海佃路西側社

區 
火車站前圓環地區 

長榮社區地區 臺南航空站及附近地區 
成功大學城及附近地

區 
原臺南州知事官邸及周圍地區 

五條港文化園區  

五處新興重點景

觀地區 

台江山海圳 
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 
東山咖啡產業主題 
九份子重劃區 
關子嶺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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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工作人員 

計畫主持人   許晉誌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共同主持人   吳綱立  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系教授 

協同主持人   王小璘  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學門講座教授 

顧問執行群   Robert Cervero 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都市及區域計劃系

教授 

              張  珩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曾碩文  國立嘉義大學景觀系助理教授  

             曾旭正  臺南藝術大學教授 

             蔡岡廷  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副教授     

                             

計畫經理     陳彥良 

專案執行     陳彥良、張慈、陳君宜、陳子文、林依樺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規劃單位：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一零一  年 十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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