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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案名：擬定臺南市孔廟周邊地區都市更新計畫案 

辦理單位：臺南市政府 

計畫範圍與面積：本案之範圍為臺南市民族路二段、民族路

二段六十九巷、衛民街、武德街、青年路、

友愛街、開山路、府前路、南門路、樹林

街二段、忠義路一段、忠義路一段一一五

巷、永福路一段、永福路二段、友愛街、

國華街、民族路一段、忠義路二段、民權

路二段及公園路所圍塑之地區，計畫面積

約 6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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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 計畫範圍示意圖 

法令依據：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 5 條、第 6 條、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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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理緣起與目的 

一、緣起 

臺南市以歷史環境的保存與再生為都市再發展之重要方

向，過去各類型的文化園區陸續被指定與劃定而其中又以都心

內文化資產最豐富的「孔廟文化園區」極受專家學者與公部門

所重視，另一方面，「擬定台南市舊街區軸線（中正路、中山

路）都市更新計畫案」(九十五年發布實施)亦規劃「府城生活

博物館區」之發展方式及相關都市更新規定，由此也可得知其

對臺南市整體歷史環境發展所具備的指標性意義。 

 

二、發展契機 

歷史性都市環境的更新計畫逐漸由「點」的單棟建築邁向

「面」的街區景觀，由於歷史保存與環境改善之價值觀及手法

往往存在分歧，因此，如何藉由都市更新操作建立一套合適於

舊市區更新之機制，營造地方生活環境、產業環境、景觀環境

等多元面向，進而帶動歷史都心區域在地文化價值和生活內涵

持續性的累積，為本計畫著眼的核心議題。 

本計畫以都市更新作為全區發展之主軸，先透過公部門對公

共設施開發之投入，營造地區環境更新之氛圍，提供更多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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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會，同時制定相關環境整理之規定及申請補助之管道，以加

速整體發展。另外，本市預定之市立美術館開發地點亦位於本計

畫區內，未來定可加強本區之發展，從文化展演層面帶動地方上

具歷史意義之巷弄、建築之保存誘因，長遠來說，具有正面之都

市更新意義。 

 

三、目的 

臺南市孔廟周邊地區再發展之條件漸趨成熟，在此契機

下，如何處理臺南市孔廟周邊地區傳統都市紋理，形塑區內整

體景觀，並改進公共空間可及性、安全性成為臺南市孔廟周邊

地區是否能夠再發展的重要課題。故依據都市更新條例，擬定

臺南市孔廟周邊地區都市更新計畫，期望透過整體性的都市更

新計畫與策略，作為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之指導，另配合「擬定

台南市舊街區軸線（中正路、中山路）都市更新計畫案」之相

關範圍作更具體規劃，有效處理臺南市孔廟周邊地區長期存在

的發展課題，加速地區再造，強化地方生活品質並提昇地方價

值。 

 

本計畫之實際操作方式為先以區內公共設施改善作為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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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示範，以營造適合再發展之環境，同時針對地區整體發展為

前提設計相關之規範，讓本區之發展策略具指導性。而就長遠觀

之，地區內之歷史巷弄及建築物未來應建立一套更新開發金融制

度，保護地方上面臨拆除之私部門具保存價值建築，並透過相關

整建、維護機制活化其使用，成為府城都市發展之資產，即在最

有利的條件下，善用現行都市更新基金，提供必要的優惠與獎

勵，以加速整建、維護計畫的落實，乃是本案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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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現況 

一、都市計畫情形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之都市計畫屬於中西區都市計

畫，並依層級分為「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兩階段。目前

「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已於

98 年 11 月 4 日辦理發布實施，而最近一次之「變更臺南市中

西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亦於 98 年 11 月 16 日

審議修正通過，99 年 7 月補辦公開展覽。 

 圖 2-1 中西區現行細部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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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目前之土地使用類別主要以第四種

商業區、第五種住宅區、古蹟保存區以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為

主，其使用分區及土地使用管制情形如下所示： 

 

 
圖 2-2 孔廟周邊地區現行都市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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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孔廟周邊地區主要土地使用管制情形 

編號 建蔽率(％) 容積率(％) 

商四(1) 80 320 

商特-1 60 420 

住五 60 210 

古蹟保存區 60 160 

機關用地 60 250 

國中學校用地 50 150 

國小學校用地 50 150 

公園及公(兒)用地(5 公頃以下) 15 45 

 

近期都市計畫之通盤檢討多著重於歷史環境的重新檢視

與公有地再利用的調整，而多數的土地使用變更主軸亦以文化

資產的保存再生與市區老舊空間的環境重整為重點，中西區主

要計畫通盤檢討中除指定多處古蹟外亦特別提出多處歷史巷

道以作為重要歷史文化資源。而孔廟周邊地區即包含四條歷史

巷道，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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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孔廟周邊地區內指定古蹟與歷史巷道分布圖 

(資料來源：「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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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孔廟周邊地區內歷史巷道路徑起迄位置表 

編號 起迄點 沿線路名 

A 接官亭-孔廟 接官亭-（康樂街）-（神農街）-（仁愛街）-（和平街）

-（民權路）-（新美街）-（新美街50 巷）-（民生路一

段156巷）-（民生路一段181 巷）-（中正路138 巷）-

（西門路116 巷）-（中正路150 巷）-（中正路131 巷）

-（永福路二段63 巷）-（友愛街40 巷）-（永福路二段

54 巷）-（中正路53 巷）-（中正路39 巷）-（友愛街）

-孔廟 

B 孔廟-赤崁樓 孔廟-（中正路5 巷）-（中正路4 巷）-（民生路22 巷）

-（民權路二段83 巷）-（民權路二段64 巷）-（忠義路

二段158 巷）-（忠義路二段147 巷）-（民族路二段317 

巷）-赤崁樓 

C 赤崁樓-延平郡王祠 赤崁樓-（永福路二段）-（永福路二段152 巷）-（忠義

路二段84 巷）-（中山路23 巷）-（中山路8 巷）-（青

年路14 巷）-（開山路3 巷）-（府前路一段122 巷）-

（府前路一段122 巷68 弄）-（府前路一段90 巷）-（開

山路151 巷）-延平郡王祠 

F 東門圓環-大井頭 東門圓環-（民權路一段）-（民權路二段）-大井頭 

(資料來源：「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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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現況 

(一)區內分層使用現況 

透過孔廟周邊地區建物地面層、第二層以及第三層(含以

上)之實際使用情形調查結果發現，區內土地使用仍以住商混

合使用為主(商業使用比例由地面層之 44.86％至第二層時降

為 8.6％，住宅於地面層時使用比例為 39.38％，至第二層提

升至 64.74％)，並僅以地面層作為商業使用者為大宗。詳細分

布情形如以下分層個別表示： 

 

圖 2-4 孔廟周邊地區土地使用現況圖(地面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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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孔廟周邊地區土地使用現況圖(第二層) 

 

 

圖 2-6 孔廟周邊地區土地使用現況圖(第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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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孔廟周邊地區各樓層土地使用類型統計圖 

 

(二)廟宇 

孔廟周邊地區為臺南市重要的歷史文化資源核心區域，而

廟宇則為其重要元素之一。廟宇及廟埕空間能反映舊街巷弄內

生活場域的紋理及重心，並代表地區發展之集體記憶，具有相

當重要性。孔廟周邊更新地區內廟宇之廟宇分布，以民權路與

忠義路間的街廓分布最為密集(過去府城十字大街)，巷弄內廟

宇多數存有廟埕廣場，其多為街巷內活動據點，同時為本區歷

史風貌景觀的要素。孔廟周邊地區內廟宇之數量與分布情形整

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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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更新區內廟宇分布圖 

(資料來源：「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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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更新區內廟宇整理表 

項目編號 教別 寺廟名稱 與建年代 主祀神明 
廟

埕 
列級古蹟

1 佛 臺南市擇賢堂 1879(清) 觀世音菩薩 有 有 

5 佛 重慶寺 1721(清) 釋迦牟尼佛 無 無 

8 佛 
財團法人臺南

市湛然寺 
不詳 阿彌陀佛 無 無 

9 佛 清水寺 1721(清) 觀世音菩薩 有 無 

10 佛 報恩堂 1861(清) 觀世音菩薩 有 有 

15 佛 德化堂 1814(清) 觀世音菩薩 無 有 

16 佛 觀音講寺 不詳 釋迦牟尼佛 有 無 

17 道 三官廟 1778(清) 三官大帝 有 無 

20 道 五帝廟 1681(明) 五顯大帝 無 無 

21 道 五瘟宮 不詳 五瘟神 有 無 

22 道 北極殿 1671(明) 真武大帝 無 有 

23 道 台灣府城隍廟 1669(明) 城隍尊神 無 有 

25 道 永華宮 1750(清) 廣澤尊王 有 無 

27 道 沙陶宮 不詳 太子爺 有 無 

32 道 保西宮 不詳 
葉朱李府千

歲 
無 無 

33 道 
財團法人臺南

市天壇 
1854(清) 玉皇大帝 有 有 

38 道 朝興宮 不詳 天上聖母 有 無 

36 道 馬公廟 164?(明) 輔順將軍 無 無 

43 道 開隆宮 1732(清) 七娘媽 有 無 

50 道 總趕宮 1661(清) 倪府正神 有 有 

52 道 關帝廟 雍正年間 關帝聖君 有 無 

66 道 神興宮 不詳 諸府千歲 無 無 

孔
廟
周
邊
地
區
更
新
地
區
廟
宇
明
細 

合計: 22 (間)；佛教:7 道教:15、有廟埕:13 無廟埕:9、列級古蹟之寺廟：

7 

(資料來源：「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說明書，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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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物現況 

(一)建物樓層分布 

經調查顯示本區 5層(含)以下之建築物佔 95%，其中以 3

層樓的建築物（30.2%）最多，而 8層樓以上的建物則佔極小

之比例(2%)，說明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內目前仍以低強度開

發為主。 

其中樓層相對較高之建築物多零星分布於 18 米以上之計

畫道路兩側，未有集中之趨勢，造成沿街建物高度之落差;另

一方面，區內巷弄則以 1～3 層樓之建築為大宗。詳細分布情

形如下圖所示： 

 
圖 2-9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建物樓層分布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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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建物樓層分布比例 

(二)建物加蓋情形 

建築物頂樓加蓋為影響市容景觀之因素，但亦顯現孔廟周

邊地區老舊房舍對於居住環境改善之需求。依據調查結果，孔

廟周邊地區內建物加蓋之情形達 45％，扣除公共設施等相關建

物外，普遍發生於區內，其分布情形如下圖所示： 

 
圖 2-11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建物加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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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物結構調查 

孔廟周邊地區之建物結構以 RC 為主，佔 80％以上，其次

為磚造結構，僅有少數為 SC 結構，說明孔廟周邊地區多為屋

齡較高之老舊房舍。而木造建物中摻雜少數清代殘留之歷史街

屋，但破損情形較為嚴重。 

 

圖 2-12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建物結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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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建物結構分布比例 

(四)歷史資源(建築)分布情形 

孔廟周邊地區目前之建物已有二十七處指定為古蹟與一

處歷史建築，除原台南大正公園、原台南神社事務所、原南門

尋常學校舍、原台南放送局四處維持原有用地外，其餘二十四

處皆劃定為古蹟保存區。 

除了公部門指定之古蹟、歷史建築與古蹟保存區外，參照

「臺南市歷史建築清查研究案」清查之地方上具保存價值之建

築，如何有效的活化這些巷道內既有的歷史資產並認定其個別

價值，亦是本區歷史景觀風貌活化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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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古蹟(含保存區)分布圖 

 

四、交通系統 

本計畫周邊與區內的道路以不同層級歸類為地區主要集

散道路、地區次要集散道路、舊巷道紋理道路、社區進出道路

四大類。 

(一) 地區主要集散道路 

計畫區內的主要集散道路面寬 18 米以上並呈現放射狀系

統，以湯德章紀念公園為核心發散，包括：中山路、公園路、

民生路、中正路、南門路、開山路、西門路及府前路。除了市

區交通連繫的功能外，中正路與中山路亦為「臺南市舊街區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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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日治時期的歷史大街，西門路則為過去「府城舊城城垣遺

址」位置，皆與地區歷史紋理息息相關。 

(二)地區次要集散道路 

計畫區內道路介於 12 米至 17 間，有民權路、青年路、永

福路、友愛街、忠義路五條。青年路穿越鐵軌銜接東區與中西

區交通動線平日車潮眾多，民權路與忠義路交叉成十字狀，亦

為清代時期的「府城十字大街」。 

(三) 社區進出道路 

計畫區內道路小於 12 米之細部計畫道路，作為各街廓間

內部連繫之用，部分巷弄汽車進出不易，僅可機車、腳踏車人

行進出，部分靠近商圈之社區道路於假日期間常常形成人車混

雜，住家周邊臨停問題。 

(四) 舊巷弄紋理道路 

穿越在各街廓的舊巷道、蜿蜒曲折，其功能除了如同社區

進出道路外，更多了居民一般性的日常活動與記憶，地方生活

文化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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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計畫區內道路系統分布圖 

 

五、計畫區內公共設施分布 

(一) 古蹟保存區用地 

本計畫區位居過去臺南市歷史文化核心，古蹟數量眾多，

從 94 年至 98 年間，孔廟文化園區內多筆的歷史古蹟建築經由

主要計畫變更的檢討，從單棟建築物、單筆土地權屬，擴展到

面狀的區域式保存，現況合計 24 筆(原定 6筆、新增 18 筆)，

面積合計高達 8.57 公頃，佔中西區古蹟保存區總面積 60%，其

分布與各別土地面積詳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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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孔廟都市更新區內古蹟保存區統計 

編號 計畫面積 位置說明 相關變更 

古 6 0.92 臺南孔子廟 原劃定區域 

古 12 0.24 台灣府城大南門 原劃定區域 

古 15 0.62 原臺南公會堂(舊社教館) 原劃定區域 

古 18 0.18 台灣府城隍廟 原劃定區域 

古 19 0.09 北極殿 原劃定區域 

古 23 2.64 臺南地方法院 原劃定區域 

古 25 0.08 鄭氏家廟 主要計畫變更四-1 

古 26 0.04 擇賢堂 主要計畫變更四-2 

古 27 0.13 臺南天壇 主要計畫變更四-3 

古 31 0.12 德化堂 主要計畫變更四-7 

古 32 0.04 總趕宮 主要計畫變更四-8 

古 52 0.23 原臺南愛國婦人會館 主要計畫變更四-14 

古 53 0.22 原嘉南大圳組合事務所 主要計畫變更四-15 

古 54 0.57 原臺南警察署 主要計畫變更四-16 

古 55 1.46 原臺南州廳 主要計畫變更四-17 

古 56 0.05 原林百貨 主要計畫變更四-18 

古 57 0.11 原日本勸業銀行臺南支行 主要計畫變更四-19 

古 58 0.03 原臺南測候所 主要計畫變更四-20 

古 59 0.14 原臺南合同廳舍 主要計畫變更四-21 

古 61 0.23 西市場 主要計畫變更四-22 

古 69 0.18 原臺南山林事務所 主要計畫變更四-17 

古 70 0.03 原青果組合香蕉昌庫 主要計畫變更四-22 

古 71 0.08 報恩堂 主要計畫變更四-1 

古 72 0.14 原臺南州會 主要計畫變更四-17 

合計:24 筆；小計:8.57 公頃 

(二) 學校與社教用地 

共劃定 1所中學、2 所小學、1 所市立幼稚園，分別為建

興國中(文中 35)、忠義國小(文小 20)、永福國小(文小 19)、

市立第一幼稚園(社 5)，其中忠義國小銜接孔廟周邊開放空

間，假日多為人潮活動聚集所在，建興國中則與大南門公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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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多處公家機關相鄰，為孔廟全區公共空間之集中地。 

(三) 機關用地、自來水事業用地 

主要分布於計畫區南北兩側，北向緊鄰園環的中西區區公

所(機 13)、臺南氣象測候所(機 26)；南側為自來水公司用地(機

23)、稅捐處(機 49)、自來水公司辦公處(自 1)，合計五筆。 

(四) 廣場用地 

計畫區北邊和東邊各劃定為廣 2、廣 4 兩處，其共同特質

為鄰近廟埕周邊，廣 2 接合臺南天壇(古 27)，假日與節慶多為

人潮聚集使用，廣 4 位居台灣府城隍廟北側，近期劃定之廣場

用地，現況為閒置空地。 

(五) 公園與綠地 

大南門公園(公 8)、公 11 分於計畫區南側街廓，公 11 地

下層亦做地下停車場使用，其中湯德章紀念公園(綠 1)位居孔

廟核心區的園環中心，同時具備歷史性節點意象，現況除了綠

地美化外，逢節慶之際，市府部門多利用其空間佈置大型公共

藝術與相關節慶設施，但由於周邊交通壅塞，人行進入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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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市場用地 

計畫區西側劃定一市 4，今規劃為「臺南市淺草新天地」

使用，此區過去為西市場周邊攤販，經拆除後重新規劃做店鋪

分配給原有商家，但由於中正商圈近年來商業活動衰落，現況

僅存幾戶商家持續經營。 

 

 

圖 2-16 計畫區內公共設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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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土地權屬 

計畫區內土地權屬主要分為國有土地、市有土地、私有土

地三大部分，國有地多集中於園環內與西南邊地方法院街廓、

忠義國小、公 11、中山路一帶，總面積 209617 平方公尺，約

佔全區土地面積 32.17%；市有土地部分以孔廟、文學館、永福

國小、西市場、大南門公園為主，總面積 136453 平方公尺，

約佔全區土地面積 21.29%，以居住為主的私有土地則多半分布

在孔廟東北、西北側約佔全區 46.74%。 

 

 

圖 2-17 土地權屬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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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計畫基本目標與策略 

依據孔廟周邊地區之發展現況及資源，以下提出都市更新

計畫之基本目標及發展基本策略。 

一、基本目標 

歷史環境的保存與再生為臺南市都市再發展重要方向，其

中孔廟周邊地區之發展則具有相當之重要性與指標性意義。為

保存並展現孔廟周邊地區整體的空間環境、場所氛圍及生活內

涵，擬定下列目標： 

(一) 塑造具地方意識的歷史性都心區居住環境 

在不破壞當地歷史紋理與生活形態的情況下，提升區內居

住環境品質，充分保存、並發揚區內居民生活內涵及其文化價

值。 

(二)再造府城歷史風貌 

徹查分析區內歷史巷道、民間具保存價值之建物、已指定

之歷史性建築，歸納其特性與歷史元素並加以分類，透過活化

及其景觀環境整備，再造歷史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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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造與在地互動的友善觀光環境 

強化觀光、商業活動與在地特色間硬體(空間)、軟體(非

空間)的連結關係，改善觀光選購之使用環境，並且與在地產

生共鳴，透過具自明性的觀光、商業活動延續地區傳統及特色

產業。 

(四)建構支持性的運作機制 

建構一短期在公部門協力上軌道後，長期可自然循環運

作、降低對外界協助依賴，可永續運作的經營、發展機制，確

保更新地區人文與歷史風貌的維持。 

 

二、更新執行課題 

    分析臺南市現況空間架構，由地區發展特質、文化園區發

展要件與更新區發展內涵、土地與建物特質四種不同層級的面

向，提出本計畫之發展課題。 

1. 地區發展特質—臺南市舊城區域特質的活用： 

     考量台南市舊城歷史特性，搭配清治與日治時期空間紋

理交疊的行政與商業區域，展現多樣的空間紋理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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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舊城分區與孔廟更新區空間關係圖 

 

2. 文化園區發展要件—孔廟核心發展與周邊園區的共構： 

     以觀光的角度，強化本區與北邊赤崁文化園區、西邊五

條港文化園區、東北邊新光三越中山路商圈和火車站的過渡性

連結功能並擴張核心區往南面公共設施之整合。 

3. 更新區發展內涵—歷史性都心生活環境的營造： 

     藉由公部門帶動與地區居民參與兩者並行，改善舊街廓

內居住環境品質與發展文化內涵體驗為主之相關功能設施。 

4. 土地與建物特質—街廓巷弄風貌的維護與鄰近建物之整理： 

     街廓內老舊空屋的整理修復、空地再利用與地方上具保

存價值建物之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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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舊城沿線與本計畫更新區空間發展圖 

 

三、更新策略 

延續更新課題之分析，本計畫之更新策略首先說明執行之

主要方式，進而說明執行時對象的分類，後陳述執行策略。 

 (一)執行方式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由於以維持歷史風貌、提升在地生

活品質及發揚產業特色等為核心價值，為能夠延續此精神，區

內之都市更新執行方式以整建及維護為主，重建為輔之方式。

另一方面，可配合其他相關軟、硬體之設施、活動或組織導入，

以達到本計畫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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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行面向 

依據孔廟周邊地區歷史發展脈絡及主要空間結構與都市

意象特質，將孔廟周邊更新地區分為北側、南側、核心、三大

區域與臺南市美術館預定區，日後實施更新再生等相關措施應

參考各區域之特色與定位，納入考量並著重規劃。茲說明如下： 

1.居住環境面向： 

公共部類：社區活動需求之呼應、公共空間或設施之改善。 

私有部類：老舊建物之處置與整建、維護原則的制定。 

2.觀光及商業環境面向： 

公共部類：全市性及社區性之商業或觀光設施、老舊建物與商  

          業或觀光活動整合。 

私有部類：地區性觀光商業活動與在地人文內涵之連結。 

3.景觀環境面向： 

公共部類：古蹟、歷史性建築整修與街區重點歷史景觀維護、 

          歷史大街與巷道的觀景環境整理。 

私有部類：因應歷史風貌的私有建物整建、維護原則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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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行架構 

1.優先應用街廓內具潛力之建物與開放空間，提升街廓內居住環境及

商業環境價值 

 

歷史文化氛圍的保存、活化與發揚，需賴區內計畫整體性

的搭配，因此除主要之歷史建物與開放空間外，本區各街廓內

具環境潛力之元素均應積極規劃，以達到面狀發展效果。 

2.公部門優先示範，提升街廓內居住與觀光環境，藉以帶動民間跟進 

(1)歷史街道紋理之維護與週邊環境改善 

(2)有助於社區生活或商業發展之關鍵建物的整建、維護或重

建 

(3)古蹟與歷史建築的維護 

(4)適宜特色產業的引入 

3.都市更新事業從重考量歷史景觀整體結構 

(1)本區內應加強歷史文化景觀元素之與建築語彙之分析，並

考量凸顯與保留其特色。如本區可之街道可區分為大街和

內巷，大街以強化牆面的連續性形成具包被感的街道，塑

造歷史軸線意象之景觀特色；內巷街巷則著重於紋理保

留、引導歷史路徑之重塑街。巷內重建、整修之建物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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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與廟埕關係，並從建築外觀、街巷整體、開放空間意象

整體考量。 

(2)古蹟本身與週邊環境之整合(如舊台南州廳、原林百貨、舊

合同廳舍、舊法院、大南門城等)，除修復保存本身建物的

風貌外，與週邊環境之串連以及區內觀景環境整備亦需一

併執行。 

4.都市更新事業著重與地區居民之對話 

導入社區參與概念，於本區進行都市更新相關措施時應以

各種方式加強與地區居民之溝通與觀念的分享，參考在地使用

者之需求，以培養地方意識與在地化之地區特質。 

5.區內老舊及歷史建物再利用之媒合 

以媒合機制提供老舊建物之相關資訊與需求者媒合，以增

加區內老舊建物被應用於觀光、商業、公共使用之機會，進而

加速地區之活化再生。 

6.永續機制建構 

(1)提出由上而下，有利於民間自主推動更新相關工作之誘因 

(2)地區經營機制的建構：建構園區的地區經營組織，以持續

提出可能性 

(3)社區參與機制的建構（由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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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孔廟更新願景之對應措施構想圖 

 

四、策略分區與發展定位 

依據孔廟周邊地區歷史發展脈絡及主要空間結構與都市

意象特質，將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分為五大區域，日後實施

更新再生等相關措施應參考五大區域之特色與定位，納入考量

並著重規劃。茲說明如下： 

(一)核心區域 (A):臺南孔廟為主之全區核心區域 

臺南孔廟位於本更新地區之的核心位置，為清治時期的全

台首學，且目前亦為國定古蹟，歷史意義重大。且週邊含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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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面積之開放空間，為市中心內少數文化資產能與開放空間結

合之重要資源。另一方面，孔廟周邊亦有北側臺南舊州廳、忠

義國小等公共設施已進行再生與活用，歷史文化結構整體性

強，為本更新地區之核心。 

定位： 

作為周邊街廓觀光活動之匯集、相互連結之據點，並定位

為提供服務設施、帶動周邊發展之核心 

 (二)南側區域 ( B ) :具連續性開放空間與多樣化建築之區域 

本更新地區南側區域呈現較完整之「面狀開放空間」，如

由孔廟前的開放空間、忠義國小操場、建興國中校門與操場、

大南門公園所串連之開放空間即是，分區包括：(B－1)「溪城

歷史區」舊城大南門、福安坑溪、建興國中校舍、舊法院、法

務設施；(B－2)「核心周邊區」忠義國小校舍與公 11；(B－3)

「住商混合區」水利會/永華宮街廓三部分。且本區亦與南側

臺南市其他重要文化資源與觀光購物資源如延平郡王祠、五妃

廟、舊法院與新光三越商圈等節點有重要相關及連結性，為重

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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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B-1(住商混合區) 

1.延伸孔廟觀光至社區居住、產業面向 

2.嘗試以社區參與為主體之更新機制  

3.保存歷史巷弄紋理與管控其周邊重建、整建模式 

B-2(溪城歷史核心周邊區) 

 1.整合孔廟南側大型開放空間與公部門所屬地塊  

 2.更新現況單一公共空間使用模式  

B-3(核心周邊區) 

1.提供多樣化鄰里活動設施  

2.擴展原有孔廟周邊活動場域 

(三)北側區域 ( C) : 以清治時期與日治時期街道紋理為主之區域 

北側區域保有清治時期與日治時期豐富的街道紋理、公共

建築與民宅。其又可分為以日治時期都市軸線中山路與清治時

期府城大街（今民權路）交叉而成的「新十字街」之(C1)「中

山路軸線區」；以湯德章公園及其周邊街廓沿街面日治時期建

築、街廓內清治時期傳統巷弄為主之(C2)「圓環意象區」；以

及中正路及兩旁保有歷史巷弄之街廓構成之(C3)「中正路軸線

區」。 



3-11 

 

定位： 

C-1(中山軸線區) 

1.保存舊街區景觀元素與活化機制 

2.重塑歷史大街良好的住商與公共環境 

3.保存歷史巷弄紋理與管控其周邊重建、整建模式 

C-2(圓環意象區) 

1.改善園環周邊空間意象與機關用地使用活化 

2.串聯南北區多樣的歷史路徑與節點 

3.保存歷史巷弄紋理與管控其周邊重建、整建模式 

C-3(中正軸線區) 

1.保存活化舊軸線尚存之景觀元素 

2.歷史巷弄環境更新之參與機制 

3.保存歷史巷弄紋理與管控其周邊重建、整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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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策略分區示意圖 

 
圖 3-5 孔廟周邊地區各分區發展策略定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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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立美術館預定區 (D):以美術館計畫整合鄰近公共空間之更新 

    公 11 街廓與警察署、水利會、文學館等周邊公家機關為主

體之臺南市立美術館預定地。以友愛街串連，東側區緊鄰孔廟核

心區，公共建築更新配合後續美術館興建做整體規劃，西側區因

應美術公園興建與 B-3(核心周邊區)之發展定位，帶動鄰近住商

設施更新與市區層級的公共空間多元使用。 

 

圖 3-6  市立美術館預定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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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質再發展 

延續計畫基本目標與策略，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由於蘊

含豐富的歷史文化資源以及人文活動內涵，為避免既有氛圍持

續流失，在後續更新事業推展時將以整建、維護為主，重建為

輔的形式進行，著重於人文歷史風貌的維持與再造。因此實質

再發展之構想，以改善舊市區生活環境品質與維護地區歷史脈

絡為兩項主要面向，其中公共環境部份提出更新現有開放空間

使用、維護傳統街巷系統等方案，於公共空間改善計畫內論

述；歷史景觀風貌維護部份藉由傳統街巷維護活化計畫，提出

符合孔廟街廓特質之都市設計構想，搭配都市設計管制規範與

更新單元劃定準則並行。 

 

一、公共空間計畫 

(一)開放空間與動線系統構想 

孔廟周邊地區保有細膩的都市空間紋裡，就開放空間而

言，除既有之公園綠地外，廟埕與巷弄、街道所串起之場所亦

為當地重要之開放空間與生活場域，因此交通動線系統中諸多

部分同時具有開放空間之特性。為維持此獨特環境與生活形

態，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之交通動線與開放空間應視為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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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進行整體性之型態管控與發展。 

1.開放空間系統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之開放空間系統分為五類，分別

為：廟埕開放空間系統、街角開放空間系統、景觀道路、歷史

巷弄、及既有公園綠地系統，分別說明如下： 

(1)廟埕開放空間系統 

廟埕空間多位於街廓之巷弄內，為社區居民之主要社交生

活空間。園區範圍內之主要廟埕如清水寺廟埕、重慶寺廟埕、

關帝廳廟埕、總趕宮廟埕、沙陶宮廟埕、三官廟廟埕、天壇廟

埕、永華宮廟埕等，其發展構想則延續「擬定臺南市舊街區軸

線（中正路、中山路）都市更新計畫案」為主。 

(2)街角開放空間系統 

街角開放空間依類型分為兩類，第一類為地標建築附屬之

開放空間，需予以彰顯與強化者；第二類為街角都市意象模糊

且結構破碎須重建者。 

(3)景觀道路系統 

為步道型開放空間，以區內 18 米以上之道路為主，如公

園路、南門路、中山路、中正路、府前路、忠義路、開山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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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歷史巷弄系統 

配合「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案」說明書指定之更新區內古蹟與傳統巷道分布為主，為公共

空間環境優先改善之重點。 

(5)既有公園綠地系統 

包含湯德章紀念公園、公 11 街廓、忠義國小操場、大南

門公園及校園開放空間等地區。 

 

圖 4-1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開放空間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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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發展構想部分，應注重各類型系統之整合應用，

例如活化既有公園綠地系統機能且導入其硬體設施、配合廟埕

空間及歷史巷弄景觀綠美化等，並善用歷史巷弄將上述空間進

行串連，將區內點狀開放空間拓展至整體性之面狀發展。 

 

2.動線系統 

參考「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說明書」之道路系統層級、景觀道路劃定標準及區內歷史紋理

與文化觀光產業特性，更新地區內道路位劃分為都市景觀大

道、地區景觀道路、地區集散道路及巷道次系統等四類。由於

各式傳統街巷之紋理為孔廟周邊地區之重要資源，為有效給予

其適切之機能及發展方向，依據巷道與計畫道路之關連性及其

獨特性，將巷道次系統細分為歷史巷道、生活巷道、觀光巷道、

服務巷道、人行後巷等五類，說明如下： 

(1)都市景觀道路(>18m) 

如舊都心軸線(中山路、中正路)、民生綠園圓環、公園路、

南門路、府前路(南門-永福路段)、忠義路(中正-府前路段)、

民族路等道路，交通規劃以車行為主、兩側輔以林蔭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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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區景觀道路(<18m) 

民權路、青年路、忠義路(中正-民權路段)、永福路(民權

-友愛街段)等屬於孔廟文化園區內之地區景觀道路，交通規劃

上以車行為主、人行為輔，另串聯古蹟及歷史性建築，塑造臺

南古都風貌。 

(3)地區集散道路 

地區型集散道路具地區性交通聯絡機能，沿街兩側多屬於

文化產業、零售、及住商混合使用，可規劃帶狀停車空間供購

物臨停使用，以國華街、友愛街(忠義-國華路段)、樹林街等

道路為主。 

(4)巷道次系統 

a.歷史巷道與生活巷道： 

以「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說明書指認之歷史性巷道為主。其面臨計畫道路之出入口位

置，以牌樓或其他設計手法強化入口意象。另非上述歷史巷

道，但可通達廟埕，為鄰里社交生活必經之路徑則歸類為生活

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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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觀光巷道： 

如府中街、大南門街廓內之名人巷列為觀光巷道，用以串

連區內之文化觀光產業及歷史景點，並配合產業發展。 

c.服務巷道： 

更新地區內各街廓中可供車輛通行之巷道定義為服務巷

道，其可提供車輛進入街廓內部之服務機能。 

 

圖 4-2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動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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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動線系統構想彙整表 

 斷面示意圖 特色說明 

都市景觀

道路 

建築物留設『步道型開放空

間』，供行人通行及觀光客

使用，並以植栽、街道家具，

強化既有歷史風貌區之休憩

功能 

地區景觀

道路 

建築物留設騎樓並設置人行

道，以連續性綠帶及街道家

具防止行人穿越道路影響交

通。設置帶狀停車空間，供

臨時停車 

地區集散 

道路 

配合產業，供人車混合購物

使用，沿街建築留設騎樓及

人行道；沿道路設置帶狀停

車空間，供臨時停車使用 

歷史巷道 

 

以歷史保存機能為主，觀光

機能為輔，建材採用應考

究，並避免站立式燈具及商

業廣告招牌等設施之使用 

生活巷道 

 

為居民生活使用為主之巷

道，以行人使用為主，應採

用步行使用較為舒適之鋪

面，並注意人車衝突之處理

與巷弄安全性 

觀光巷道 

 

配合『人行專用徒步商圈』，

建築物可留設騎樓，徒步區

設置舖面，管制車輛進出，

並於建築物及徒步區間設置

設施帶供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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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面示意圖 特色說明 

服務巷道 

 

平時供住戶車輛一般進出動

線，需隨時維持暢通，於緊

急時作為供救援車輛出入街

廓內進行作業之主要動線 

人行後巷 

 

為一般人行動線，緊急時作

為逃生動線，因此禁止私人

物品佔用，需保持巷道平面

暢通 

 

(二) 區內大眾運輸系統及停車空間改善構想 

1.大眾運輸系統改善構想 

(1)公車運輸系統 

    孔廟周邊更新地區仍有部分區域尚未在大眾運輸場站(公

車站牌)半徑兩百公尺之理想可步行距離內，上述地區可由鄰

近之文化園區之大眾運輸系統支援服務，或補強公車站牌。 

(2)運輸接駁與觀光導覽設施 

    搭配臺南市立美術館計畫，於公 11 周邊忠義路與府前路

側設置觀光運輸接駁站，在不影響忠義國小上下學時段，讓遊

客下車後經由導覽設施指引遊逛孔廟周邊街廓，再以特定公車

路線規劃，轉乘至鄰近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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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內公車站牌可步行距離示意圖 

 

2.停車空間改善構想 

目前孔廟周邊地區之路邊停車及公私有停車場之停車供給

情況，尚屬平均分布，大部分停車場之使用頻率高，但公 11 地

下停車場使用頻率則明顯偏低，主因應為停車場位於地下層，易

達性低，故短期內可透過改善地下空間照明提高可親近性。此

外，由於公 11 為新建台南市立美術館館址替選基地之一，如本

基地獲選為美術館館址，則須評估美術館及其周邊地區之停車需

求重新規劃地下停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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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部分綜合考量孔廟周邊地區之大眾運輸可及性及停車

供給情況，以都市綠色運輸及交通運具多樣化的觀點提出構想如

下： 

(1) 大南門街廓之公共空間改善計畫可考量設置地下停車場，

以供未來大南門公園、藝術市集及福安坑溪之觀光客使用。 

(2) 現有府中街觀光人潮之停車需求不足設法引導至公 11 地

下停車場。 

 

(三) 地區防救災 

    孔廟周邊地區之歷史巷弄密布且尺寸狹小，加上街區內老

舊建物多非防火構造、鄰棟間不足，實有公共安全之虞。參考

中西區通盤檢討提出之都市防災計畫與分析本區之街廓環境

特質，提出下列構想說明如下: 

 

1.防救災避難據點 

    救災避難據點部分，以避難據點、救災據點及指揮中心三

方面作檢討。民生綠園四周的公共設施為主要救災指揮核心，

其中以中西區公所、台南市警局(原警察署)、消防隊(原台南合

同廳)為各自分區的區指揮據點、警察據點與消防據點。主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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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避難道路為中正路、中山路與民生路；醫療據點為鄰近的郭

綜合醫院、永和醫院與台南醫院；永福國小操場、忠義國小操

場、建興國中操場、公 11 等大型外部開放空間，規劃為臨時避

難與收容據點。 

2.防救災路線與相關防救災設施 

    更新區內傳統建築多為木造、磚造建材，且多數集中於巷

道內，考量災害發生時搶救時效與可及性，係以消防救災路線

設置為重點。由位居孔廟地區核心之消防隊，依據區內不同巷

弄尺度，指定各別歷史巷弄之消防動線計畫，並整備各歷史性

街廓外圍之緊急道路、救援運輸道路、避難輔助道路連通至巷

內之救災通徑，維持其通暢。 

    硬體與軟體設施上，輔以街廓內公共救災設施之補實與救

災告示、防火宣導、滅火設備使用宣導等地區自主性防災管理，

藉由鄰里社區民眾與防救災單位之互動，建立層級化的防救災

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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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孔廟周邊更新地區避災救難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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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期分區執行構想 

為推動孔廟周邊更新地區全面性的發展，配合新建臺南市立

美術館計畫，以公共空間及重要節點的優先改善作為帶動功能。

將孔廟周邊地區需改善之工程依據機能及空間屬性分為四種主

要類別，並於各類別中擇選優先執行之部分，說明如下： 

第一類計畫工程系統 

公共空間改善計畫一  廟埕空間與周邊立面 

公共空間改善計畫二  歷史巷弄 

公共空間改善計畫三  街巷出入口意象 

第二類計畫工程系統 

公共空間改善計畫四  觀光路徑 

公共空間改善計畫五  福安坑溪水岸再生計畫 

第三類計畫工程系統 

公共空間改善計畫六 景觀道路 

公共空間改善計畫七 街角開放空間 

第四類計畫工程系統 

公共空間改善計畫八 閒置空地轉用計畫 

公共空間改善計畫九 閒置建築物轉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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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分期分區計畫工程系統索引圖 

 

1.第一類計畫工程系統 

第一類計畫工程系統主要為歷史紋理之四項元素的整建與維

護，涵括：廟埕空間、廟埕四週之建築物立面、連接廟埕之歷史巷

弄、歷史巷弄出口及入口之牌樓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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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埕開放空間 

1. 保西宮廟埕  2. 沙陶宮廟埕 3. 總趕宮廟埕 4.  關帝廟廟埕  5. 保和宮廟埕 

6. 重慶寺廟埕 7. 三官廟廟埕  8. 天壇廟埕   9. 清水寺廟埕 10. 永華宮廟埕 

11.馬公廟廟埕 

歷史巷弄及街巷出入口意象 

R、S、O、J、K、M、W、A、C、F、H、I 等 12 個街廓之歷史巷弄及出入口牌樓 

圖 4-5 第一類計畫工程系位置索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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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類計畫工程系統 

第二類計畫工程系統主要為觀光街巷系統及福安坑溪水岸再

生規劃，建議開闢大南門城街廓之名人巷(觀光巷道)、加強其與孔

廟之連結，使名人巷及府中街之觀光路徑得以整合，並復原福安坑

溪之舊水道，藉由水岸空間再生創造生態觀光旅遊景點。觀光路

徑、水岸空間及其與鄰近建築物之開闢計畫如下所示。 

 

 
圖 4-6 第二類計畫工程系位置索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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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類計畫工程系統 

    第三類計畫之工程系統主要為美化既有都市景觀，強化景觀

道路與街角開放空間之都市視覺意象，並整合景觀道路與既有服

務巷道及生活巷道，使道路系統與街巷系統組織成為一具連續性

之都市網絡。 

 

 

景觀道路 

 

1.公園路景觀大道、2.南門路景觀大道、3.中山路景觀大道、4.中正路景觀大

道、5.民生路景觀大道、6.青年路景觀大道、7.開山路景觀大道、8.忠義路景

觀大道、9.府前路景觀大道 

服務巷道 街廓 B 、J  

生活巷道 街廓 B 、 C 、 D 、 E 、 F 、J 、 L 、 M 、 N 、 O 、 R 、 S 、 U 

街角開放

空間 

a 、林百貨街角 b 、土地銀行街角 c 、台灣文學館轉角 d 、台南測候所街角

e 、台南警察署街角 f 、台南市消防局街角 

圖 4-7 第三類計畫工程系統位置索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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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類計畫工程系統 

第四計畫工程系統為區內閒置空間之轉用計畫。透過檢視區

內之空地、空屋狀況，再依其區位、空間特性及周邊需求轉化為

適宜的使用型態。閒置空間之示範轉用計畫建議位置如下所示。 

 

 
圖 4-8 第四類計畫工程系統—閒置空間示範轉用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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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都市設計構想 

臺南市孔廟周邊地區都市更新計畫之都市設計構想主要

目的為提供更新地區內整建維護時設計之參考依據，避免不當

的改建或重建，造成整體街區景觀之不協調。都市發展至今，

更新地區經過不同時期之演變，區內存在不同樣貌之大小街

巷，同時亦被導入現代化設施，有關共存之方式亦需多作考

慮。為保持各區之整體氣氛以及原有街道空間尺度，本計畫針

對各分區現況提出相關都市設計構想，以維護各區空間特色及

氛圍。 

 

(一)一般性構想 

一般性構想意指除特別說明外之臺南市孔廟周邊地區更

新地區範圍，提供廣泛性之都市設計構想，作為都市空間發展

時之基本參考。 

1.開放空間中街道傢俱之設置應考量活動之需求，並明確反

應使用者之行為。 

2.開放空間對於無障礙設施之規劃應具有整體性，避免與其

他街道傢俱造成衝突，並符合相關規定。 

3.開放空間周邊之建築，應以開放空間為主要正面設置活動



4-20 

 

出入口，並在建築形式、量體上反應開放空間之特性。 

4. 街廓內部之建築開發，其開放空間規劃時，應避免破壞

傳統巷弄空間尺度，建議以植栽圍塑現有鄰接介面。 

5. 開放空間之留設以形成完整可供使用之都市空間為宜。

除需特別強調街牆基調延續之地區，其留設位置應盡量

靠近臨外街道，或是在街道之視線上可感受之位置，以

增加視覺上的可及性及舊市區內不足之空間開闊性。 

(二)更新地區大街增加之細部都市設計構想 

臺南市孔廟周邊地區之更新地區範圍有關大街都市設計

構想為民權路(十字大街)、中山路及其延伸中正路之範圍，本

區街道空間為舊市區核心商業區至歷史街區的轉換空間，同時

具現代商業街道及傳統街區之特質，故都市設計上需兼顧空間

情境的融合與轉換為構想之重點。 

1.歷史性建築或具特色之傳統街屋建築，整修時應注意其建

築之立面語彙（造型、開窗、簷線等），以及與歷史建築

相鄰接之建築在建築立面設計上應與其配合，但應避免造

成互相模仿之效果。 

2.強調立面的整建維護(強調連續性的語彙)，故重建建築應

與周邊環境共融，應配合地區傳統街屋就面寬寬度模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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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垂直單元分割、配色、開窗位置，以及應考量因重

建後可能引起未來居民增加而對本身社區活動空間之衝

擊，避免破壞原有街巷風貌。 

3.為使本區之歷史建築與傳統街屋造型能成為街區再發展

之特色，鼓勵已經認定之具特色的歷史性建築或街屋建築

做為夜間燈光效果的焦點，配合夜間照明投射該建築立

面，以強化街道景觀效果。 

(二)更新地區小巷增加之細部都市設計構想 

臺南市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範圍有關小巷是指寬度

(含)4 公尺內或未經都市計畫劃定之既有巷弄，強化歷史街巷

和廟埕周邊立面、轉角整建維護，強調保留歷史氛圍。 

1.巷弄空間在條件允許下，應朝生活化道路之方向規劃，意

即道路以人行為主，並可提供作為日常生活之休憩與活動

空間，減少通過性車輛之通行並減緩其車速，以維持步行

活動之安全。 

2.為維護整體歷史景觀，整建維護之建築物立面應注意更新

之程度，除因建築物機能上不足應付目前使用方式而需要

更動外，其它盡量以翻新及結構補強之方式處理。 

3.巷弄空間與巷弄空間交接處，應設置地面導引系統，另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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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鋪面應考慮古蹟之色彩配置及鋪設範圍。 

三、傳統街區發展構想 

孔廟周邊地區更新地區之中，除重要性高、規模較大的古

蹟與歷史性建築外，由歷史大街、小巷構成面狀的傳統街區，

亦為形塑地區風貌、展現府城生活魅力的重要基礎。 

為使傳統街區得以永續發展，必須維持其價值性，而傳統

街區之價值除建築與景觀空間等硬體之維護外，居住、商業及

觀光活動等軟體元素的維持才能將無機的空間轉化為有機的

場所，缺一不可，並需互相配合。傳統街區之都市設計與整建

維護樣式應配合都市設計管制共構，各類型活動之經營管理，

及其街區空間之整合模式說明如下： 

(一)結合地區組織與社團的地區更新再造 

結合既有的商圈發展協會、社區團體等民間在地組織，一

方面協助規劃單位迅速並精確的瞭解地方環境之特性及實際

需求，一方面透過地區組織之互動交流，有助於醞釀區內歷史

景觀、觀光、居住等多方議題的生成。 

(二)提升區內商業活動與公共服務垂直與橫向的多樣性選擇 

區內之商業或公共服務，可同時提供不同價位或不同類型

之商品或服務，藉以滿足商業購物者、觀光客及在地居民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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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需求，提高其機能性與吸引力，達成供需良性循環、地方

永續經營的效果。 

(三)強化軟硬體活動節點之塑造及可及性 

街區內活動節點與主要人行動線必須銜接、配合其與各式

公共服務設施、開放空間及公共資訊站可及性之改善，加上大

眾運輸系統的串連，建構完整之服務網絡，強化街區內相關軟

硬體活動之經營管理。 

(四)街區內重建、整建、維護計畫應考量既有空間涵構 

空間涵構係指一地區於各時空發展脈絡下所累積出來的

空間紋理、特性與活動模式，本區於更新再生時，應將空間涵

構之延續與發揚納入考量，鼓勵展現原有紋理特質，確保地方

特色與自明性不受破壞。  

 

四、更新分區構想 

孔廟及周邊更新地區經多年發展至今，各地區因不同街廓

條件而個別發展出多樣之形態，代表各時期及群體之歷史特

性，依前述之發展構想配合公共空間改善計畫與分區發展策

略，更具體的提出各街廓未來可執行的空間改善方案，以作為

未來實質發展之實施參考依據。 



4-24 

 

 

接續分區策略目標與發展模式，在公共空間改善的整體架

構下，以更新分區提示各街廓環境之更新定位與落實階段性環

境改善目標，除了直接涉及公部門主導的公共設施環境更新外

(即成巷弄、計畫道路、國有、市有地)，地方上尚存的歷史資

產與閒置空間活化，亦關連到孔廟地區整建維護可活用的重要

元素。各街廓環境改善與地方參與機制需藉由公部門的協助下

啟動，進入更新示範區操作前認知各街廓之更新定位與區位特

質，才能發揮地區公有、私有環境資源活用之最大效益。 

 

 
圖 4-9 各街廓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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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分區街廓環境分析 

A 區－太平境基督教會周邊街廓 

    鄰近民生綠園，中山路與公園路交界街廓。南面區塊以太

平境基督教會為主要分布，北面區塊中山路與民權路兩側日式

建築立面摻雜，建物年齡老舊。街廓內部巷道甚少，建築物地

面層使用多為沿街商家店鋪。本區環境更新策略為園環側住商

環境改善與民權路側歷史性街屋立面整建。 

 

B 區－原台南公會堂(吳園)周邊街廓 

民權路，民族路與中山路交界街廓。西側為吳園開放空

間，東側街廓除廟埕、舊街屋外，亦存有一公有傳統市場，一

層為農產品售零，二層居住，其空戶混雜，公共環境不佳。對

比外部中山路與民族路沿街熱絡的商業使用，街廓內外環境差

異甚大。本區環境更新策略為吳園周邊觀光環境維護，輔以街

廓內部歷史性巷弄紋理維護與公有市場環境改善。 

 

C 區－青年路、中山路交界街廓 

民生綠園西側，中山路與青年路交界街廓。因民權路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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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切割狹長，造成兩側店鋪空間深遠，空間特質迥異，青年

路與中山路兩側產業型態眾多，活動熱絡，往街廓內部則轉向

以居住為主體的社區型生活巷弄。本區環境更新策略為街廓內

居住環境改善，民權路兩側歷史性街屋立面維護。 

 

D 區－台灣府城隍廟周邊街廓 

民權路與青年路交界街廓。街廓外台灣府城隍廟鄰近區域

為青年路上人潮集中區，街廓內過去多為軍事據點，遷移後現

為商特－1 與廣場預定用地，社區居住活動空間以衛民街、武

德街巷道為主，街廓內閒置空地散佈。本區環境更新策略為中

山路舊軸線商業環境改善，輔以社區居住環境維護。 

 

E 區-中山路天主堂周邊街廓 

    民族路與中山路東側交界街廓。民族路沿街商業使用熱

絡，街廓內部分為整體規劃之住宅群，巷弄分割與建築物格局

方正，西側中山路以天主堂用地占地最大，沿街金融業、飯店

等高樓層建物集中，辦公、居住摻雜。本區環境更新策略為中

山路舊軸線商業環境改善，街廓內部社區居住環境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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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區－清水寺周邊街廓 

    青年路、開山路、友愛東街交界的三角街廓。街廓內側老

舊木造建築物沿水流觀音街分布(歷史巷道)，聚集密集，形成

本區獨特之街區景觀，清水寺前廟埕廣場為本區居民休憩、聚

會之主要場域，歷史氛圍濃厚，街廓外側鄰近民生綠園旁的「中

西區公所」為孔廟周邊之鄰里行政中心。本區環境更新策略為

歷史性街廓生活環境改善與清水寺街紋理，老舊街屋維護。 

 

G 區－台南警察署週邊街廓 

    南門路、開山路、友愛東街交界街廓。「原台南警察署」

古蹟本體和周邊建築佔街廓 70%用地，商家集中東側開山路的

沿街，街廓內巷道皆騎樓加蓋頂棚，密不透光，居住環境品質

不佳，本區目前已有「臺南市立美術館興建計畫」預定。本區

環境更新策略為搭配市立美術館興建計畫，帶動沿南門路至友

愛街角之騎樓環境整理。 

 

H 區、I 區-府中街兩側與永華宮、嘉南農田水利會周邊街廓 

南門路、開山路、府前路交界街廓。街廓外圍為孔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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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主要遊逛路線，府中街與永華宮廟埕廣場一帶假日人潮聚

集，商業觀光活動熱絡，巷弄內建築物使用型態以居住為主

體，亦尚存多樣的老街紋理與日式建築，歷史街區氛圍保持良

好，規劃可塑性高。環境更新策略為社區性居住、觀光環境維

護，歷史性巷弄景觀風貌改善與重建建築物量體控管。 

 

J 區－台灣文學館週邊街廓 

    南門路、中正路、交界街廓，古蹟保存區密集。東側以「台

灣文學館」及其週邊公共開放空間為主體，假日參觀人潮聚

集；西側以「擇賢堂」前巷道連通中正路與友愛街，商業活動

集中忠義路和中正路上沿街店鋪，居住性質較為不顯著。環境

更新策略為文學館周邊都市型觀光環境營造，輔以西側沿街騎

樓環境改善。 

 

K 區-孔廟中心街廓 

    南門路、忠義路、府前路交界街廓，孔廟古蹟本體所在，

區內皆為公共空間。忠義國小現為開放式校園，平日為在地居

民休閒、運動之場域，例假日結合市府定期活動為孔廟文化園

區對外發展觀光之核心據點。環境更新策略為搭配校園開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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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周邊社區活動需求，延伸孔廟核心設施環境多元化使用。 

L 區－大南門公園、建興國中街廓 

    南門路、府前路、樹林街交界街廓。除了鄰近南門公園西

南角與府前路側為住宅區使用外，其餘皆為國有或市有用地，

公共空間特性顯著。大南門公園、建興國中、假日花市、愛國

婦人館等周邊開放空間，多處已經相關計畫整理，搭配稅捐

處、水利局等機關用地，具備整體規劃之潛力。環境更新策略

為整合大南門周邊公有土地、公有建築物使用活化。 

 

M 區－台南合同廳舍周邊街廓 

    中正路、民生路、忠義路交界街廓。忠義路沿線為過去十

字大街舊址，家廟與祠堂分佈眾多，「原台南合同廳」(今消防

隊)和「原日本勸業銀行台南支店」為主要街廓標地，本區商

業活動集中民生路臨街，但街廓內部巷道狹小，且無法連通外

側計畫道路，為其問題所在。環境更新策略為中正、民生路商

業環境改善與圓環周邊歷史性公共建築、巷弄紋理維護。 

 

N 區－永福國小周邊街廓 

    中正路、民生路、永福路交界街廓。沿街商業使用密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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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廓內巷道狹小且皆圍繞在永福國小圍牆四周，巷弄空間多為

鄰街商家之後門，雜物堆放造成巷弄環境品質不佳。本區環境

更新策略為中正路、民生路商業環境改善，永福國小校園開放

空間社區化。 

 

O 區－原林百貨周邊街廓 

    中正路、忠義路、永福路交界街廓。中正路沿街店鋪半數

呈歇業狀態，原林百貨亦整修待用中，街廓內部雖存有歷史性

路徑，但保有之歷史元素薄弱，且舊建物多已改建，街廓內現

有之社區活動中心、教會、廟埕、等多樣性設施為其優勢。本

區環境更新策略為中正路商圈環境整理，街廓內歷史巷弄景觀

風貌營造。 

 

P 區－公 11 街廓 

    府前路、忠義路、永福路交界街廓。日治時期為神社使用，

光復後變更為忠烈祠，1970 年拆除。現況使用集中於永福路

與府前路周邊與西南側社區活動中心外圍，已有「臺南市立美

術館興建計畫」預定。本區環境更新策略為搭配市立美術館興

建改善公 11 景觀，添增相關都市型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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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區－台南地方法院週邊街廓 

永福路、忠義路、府前路交界街廓。區域內除府前路沿街

店家外，其餘皆被劃定在古蹟保存區內，地方法院為更新區重

要的公共歷史建築，面前為「福安坑溪」水路流徑，後方保存

兩排完整之日式宿舍群，部分為閒置空屋。本區環境更新策略

為舊市區大型歷史性公共建物維護與保存區內公有宿舍群使

用活化。 

 

R 區－沙陶宮、保西宮周邊街廓 

    中正路、西門路交界之街廓。街廓內部巷弄曲折蔓延分割

整體為若干小塊，越往巷弄內部居住特性越顯著且尚存眾多具

保留價值之日式木構、磚構建物，街廓外圍之商業活動熱絡，

中正路、民生路沿街店鋪密集。本區環境更新策略為社區居住

環境改善，街廓內老舊巷弄紋理與歷史性街屋保存維護。 

 

S 區－總趕宮周邊街廓 

    中正路、西門路、友愛街交界街廓。舊街紋理顯著且密集，

由總趕宮廟埕銜接周邊歷史路徑，成一整體系統。街廓內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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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為主，廟埕廣場活動使用活絡，搭配老街內傳統老店，為

更新區重要歷史景點之一。本區環境更新策略為歷史性街區生

活環境改善，輔以街廓內巷弄紋理、街屋保存，重建量體控管。 

 

T 區－民生路與國華街交界街廓 

    西門路、國華街、友愛街交界街廓。本區原與西市場連為

一體，經國華街巷道切割為民生路沿街小塊，民生路上以醫院

使用為主，鄰國華街側店家多為辦公。本區環境更新策略為民

生路側商業辦公環境改善與內側巷道居住環境維護。 

 

U 區－西市場周邊街廓 

    西門路、國華街、中正路交界街廓。「淺草新天地」為本

區新設之集合式店面，西市場外部與中正路、西門路店家緊密

相鄰，市場內頂棚相接，通道穿梭交錯、採光通風與環境衛生

不佳。本區環境更新策略為地方性商圈風貌再造，西市場內部

設施改善與周邊產業環境更新。 

 

V 區－西門路與友愛街交界街廓 

    西門路、友愛街、中正路交界街廓。中正路與國華街兩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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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鋪林立，假日人潮集中於國華、友愛街角，青年族群眾多，

巷道內部店鋪多以休業，空屋甚多，目前仍營業中之商家多為

批發業。本區環境更新策略為地方性商圈產業環境再造，輔以

巷弄內部住商環境改善。 

 

W 區－台南測候所、天壇周邊街廓 

    公園路、民生路、民權路交界街廓，以忠義路巷道分界南

北兩區塊。本區街廓內部保有多數歷史元素，北面臨民權路、

忠義路側之傳統街屋及日式建築摻雜，中藥局、香鋪等傳統產

業集中；南面以測候所、中央氣象站、天壇等機關用地為主要

空間分布，假日廟會活動熱絡，巷弄內來往人潮密集。本區環

境更新策略為都市觀光型廟埕環境整治與街廓內老街紋理、尚

存之舊街屋保存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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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分區更新模式評估 

彙整上述各街廓更新環境分析，由整建、維護、新建之不

同面向，各街廓更新之模式評估整理如下： 

表 4-2 更新區各街廓整建、維護、重建等相關策略組合評估表 

各街廓分布/鄰里區位 整建、維護、重建等更新組合模式

三民里 A 太平境教會周邊街廓 
社區居住環境改善，民權路兩側歷

史性街屋立面整建 

三民里 B 吳園周邊街廓 
吳園周邊觀光環境維護，輔以街廓

內部歷史性巷弄紋理維護 

公正里 C 青年中山路交界街廓 
街廓內居住環境改善，民權路兩側

歷史性街屋立面整建 

青年里 D 城隍廟(青年里)街廓 
街廓內部公有土地整合，民權路兩

側歷史性街屋立面整建 

青年里 E 中山路天主堂周邊街廓
中山路舊軸線商業環境改善，輔以

街廓內社區居住環境維護 

銀同里 F 清水寺周邊街廓 
巷弄居住環境改善，清水寺老街紋

理與兩側舊街屋維護 

永華里 G 台南警察署週邊街廓 
警察署本體市立美術館興建，輔以

街廓北側居住環境整理 

永華里 H 水利會周邊側街廓 
街區居住、觀光環境維護，歷史性

巷弄景觀改善與重建量體控管 

永華里 I 永華宮周邊街廓 
街區居住、觀光環境維護，街廓內

歷史巷弄維護與重建量體控管 

永華里 J 台灣文學館週邊街廓 
文學館周邊都市型觀光環境營

造，輔以西側沿街騎樓環境改善 

永華里 K 孔廟忠義國小中心街廓

搭配校園內開放空間與周邊社區

活動使用，延伸孔廟核心設施環境

多元化 

進學與

大南里 
L 大南門建興國中街廓 

福安坑溪水岸空間營造，搭配大南

門周邊公有土地、建築物使用活化

永華里 M 台南合同廳舍周邊街廓
中正、民生路商業環境改善與歷史

性公共建築、巷弄紋理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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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福里 N 永福國小周邊街廓 

中正路、民生路商業環境改善，永

福國小校園開放空間社區化 

 

永福里 O 原林百貨周邊街廓 
中正路沿街商業環境整理，街廓內

歷史性巷弄、景觀風貌維護 

永福里 P 公 11 街廓 
美術館興建計畫搭配舊市區大型

公共空間景觀維護 

進學里 Q 台南地方法院週邊街廓
舊市區大型歷史性公共建物維護

與保存區內公有宿舍群使用活化 

建國里 R 沙陶、保西宮周邊街廓
街區生活環境改善，輔以街廓內舊

巷弄紋理、歷史性街屋保存 

福安里 S 總趕宮周邊街廓 

歷史性街區生活環境改善，輔以街

廓內舊巷弄紋理、街屋保存，控管

重建量體 

中正里 T 民生路國華街交界街廓
民生路側商業辦公環境改善與內

側巷道居住環境維護 

中正里 U 西市場周邊街廓 
地方性商圈風貌再造，西市場內部

設施改善與周邊產業環境更新 

保安里 V 西門路友愛街交界街廓
地方性商圈產業環境再造，輔以巷

弄內部居住環境維護 

三民里 W 測候所、天壇周邊街廓
都市觀光性廟埕環境整治，街廓內

舊巷弄紋理、街屋保存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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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更新區內各街廓鄰里行政分區圖 

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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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分區更新執行構想 

表 4-3 各更新分區實質執行構想表 

一、核心區域： (A)「孔廟核心區」 

A﹒孔廟、忠義國小中心街廓 

 

J﹒台灣文學館週邊街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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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側區域 ：(B1)住商混合區、(B2)溪城歷史區、(B3)核心周邊區 

H＋I﹒嘉南水利會及永華宮週邊街廓(B1) 

 

公 11 街廓(B3) 

 

 

 

二、南側區域 ：(B1)住商混合區、(B2)溪城歷史區、(B3)核心周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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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大南門建興國中街廓(B2) 

 

Q﹒台南地方法院週邊街廓(B2) 

 

 

 

 

三、北側區域：(C1)中山路軸線區、(C2)圓環意象區、(C3)中正路軸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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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吳園周邊街廓(C1) 

 

E﹒中山路天主堂周邊街廓(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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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北側區域：(C1)中山路軸線區、(C2)圓環意象區、(C3)中正路軸線區 

D﹒城隍廟(青年里)街廓(C1) 

 

A﹒太平境教會周邊街廓(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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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北側區域：(C1)中山路軸線區、(C2)圓環意象區、(C3)中正路軸線區 

C﹒青年中山路交界街廓(C2) 

 

F﹒清水寺周邊街廓(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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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北側區域：(C1)中山路軸線區、(C2)圓環意象區、(C3)中正路軸線區 

G﹒台南警察署週邊街廓(C2) 

 

M﹒台南合同廳舍周邊街廓(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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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北側區域：(C1)中山路軸線區、(C2)圓環意象區、(C3)中正路軸線區 

W﹒測候所、天壇周邊街廓(C3) 

 

O﹒原林百貨周邊街廓(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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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北側區域：(C1)中山路軸線區、(C2)圓環意象區、(C3)中正路軸線區 

N﹒永福國小周邊街廓(C3) 

 

F﹒總趕宮周邊街廓(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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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北側區域：(C1)中山路軸線區、(C2)圓環意象區、(C3)中正路軸線區 

R﹒沙陶、保西宮周邊街廓(C3) 

 

U＋V﹒西市場及國華接街交界周邊街廓(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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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北側區域：(C1)中山路軸線區、(C2)圓環意象區、(C3)中正路軸線區 

T﹒西門路友愛街交界街廓(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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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更新單元劃定基準 

以保存歷史景觀風貌為宗旨，本更新計畫以台南市孔廟周

邊地區之民居整建維護為主要對象，另為與「擬定台南市舊街

區軸線（中正路、中山路）都市更新計畫案」範圍之都市更新

方式相呼應，本區更新單元劃定基準之原則將加以對應，並配

合本計畫之都市設計準則作較完整之都市風貌規範。 

本計畫區內申請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更新單元依據都市

更新條例第五條規定，得依下列基準提出申請。 

 一、以重建方式實施 

本計畫更新單元重建方式之劃定基準適用於「擬定台南市

舊街區軸線（中正路、中山路）都市更新計畫案」更新單元劃

定基準類型(二)之「府城生活博物館區」規定，即基地面積達

一百平方公尺以上(含)者。因特別理由經都市更新委員會審議

通過者不在此限。 

 二、以整建、維護方式實施 

本計畫更新單元整建、維護方式之劃定基準以單棟合法建

物為單位作為最小更新單元，另歷史巷弄範圍兩旁之第一排沿

街建築物得以整建、維護方式 申請，相關歷史巷弄範圍參考

「歷史巷弄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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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計畫區內重點歷史巷弄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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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其他 

一、台南市孔廟周邊地區都市更新規劃案都市設計準則 

 

都市計劃名稱 條次 都市設計內容 

壹、管制依據與管制分區 

第一條 辦理依據： 

一、為展現台南市孔廟周邊地區歷史特質，提升舊市   

區居住環境、觀光/商業環境、景觀環境三個面向

之發展，以及鼓勵並規範都市更新之開發能夠創造

公共利益以提高都市環境品質，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參照都市更新條例第五條與「擬定台南市舊

街區軸線都市更新計畫案」之規定訂定本原則。 

三、本計畫區內之建築物、公共空間規劃等各項開發   

為，除依本市都市設計審議相關規定辦理外，尚須

依據本原則規定辦理。 

台南市孔廟周

邊地區都市更

新規劃案 

第二條 分區管制： 

本計畫分區管制如以下(詳附圖一)： 

一、孔廟核心區範圍內之基地。 

二、南側孔廟周邊管制區範圍內之基地。 

三、北側原舊軸線周邊管制區範圍內之基地。 

各分區內各項公共與私人工程進行都市更新事業

計畫時應依照本設計規範之「分區審議原則」外，

尚需符合「一般性審議原則」之規定及中西區通盤

檢討內相關都市設計審議規定辦理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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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號：附圖一  圖名：管制分區示意圖 

都市計劃名稱 條次 都市設計內容 

台南市孔廟周

邊地區都市更

新規劃案 

第三條 審查範圍與送審權責單位: 

一、審查範圍 

為保留孔廟舊市區都市紋理展現各街廓歷史景觀風貌

與更新居住環境，計畫區內審查分為「一般性都市設計

審議地區」與「重點歷史風貌地段都市設計審議」兩部

分。「一般性都市設計審議地區」包含全區範圍適用；「重

點歷史風貌都市設計審議地段」落入各分區審議原則內

規範(詳附圖二)。 

 

(一)重點歷史風貌都市設計審議地段 

1. 歷史性大街：臨接台南市日治時期「中正路、中

   山路舊街區軸線」兩側與清治時期「民權路、忠

   義路府城十字大街」兩側之基地。 

2. 歷史性小巷：計畫區街廓內保有過去歷史紋理且

   臨接既有巷弄兩側之基地。 

3. 重點歷史景觀巷道：具備串聯區域歷史紋理且有

   潛力發展在地居住文化、產業觀光文化之巷道，

   本計畫指定下列三條路徑。(詳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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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號：附圖二  圖名：重點歷史風貌都市設計審議地段 

 

都市計劃名稱 條次 都市設計內容 

台南市孔廟周

邊地區都市更

新規劃案 

第三條 

 

 

(A) 孔廟－赤崁樓歷史路徑之沿線地區 

(B) 延平郡王祠－赤崁樓歷史路徑之沿線地區 

(C) 孔廟－五條港(接官亭)歷史路徑之沿線地區 

4. 自然與人文歷史景觀：古蹟、古蹟保存區臨接之

基地，福安坑溪、德慶溪行水區與舊城垣沿線之地

籍。 

 

(二) 一般性都市設計審議地區 

     上述(一)以外之地區 

 

二、送審權責單位: 

本計畫範圍內建築執行都市更新時應依本設計準則之規

定辦理，並經「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

得發予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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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號：附圖三  圖名：計畫區內重點歷史景觀巷弄地段 

 

都市計劃名稱 條次 都市設計內容 

貳、一般性審議原則 

第四條 建築基地退縮空間及法定空地之設置規定 

一、重要廣場或節點周邊之建築，其法定空地鼓勵集中

於建築正前方留設，並加強立面與開口效果，以形

塑完整都市開放空間。 

二、強調街牆延續之歷史街區，重建或整建之建築立面

應盡量靠近臨外街道，增加視覺上的可及性。 

 

台南市孔廟周

邊地區都市更

新規劃案 

 

第五條 建築立面設計： 

一、現存之建築物應維持原有之立面風格及立面分割比

例，如需使用獨特之材質作立面之修繕或裝飾，應

注意地區建築物立面之普遍形式，以免破壞原有地

區街牆基調之一致性。 

二、街廓內部小街道之空間，其鄰接傳統巷弄之建築牆



6-5 

 

面，需以景觀綠化之設計手法，或鼓勵以傳統建築

之語彙進行設計，以強化傳統巷弄空間之歷史空間

質感。 

三、沿街面重建建築之造型、色彩與風格應配合地區特

性與與呼應鄰近尚存之傳統建築立面語彙延續性

(開窗、立面分割、屋簷線)。 

第六條 建築附屬設施 

一、原有建築物之附屬設施(如冷氣機、水塔、廢氣排氣

口等)不宜外露，如有外露之必要性時，其造型予以

美化設計，其設計應考慮人類可視範圍。 

二、新建或整建之建築物機電設備應於其本身之建築設

計作整體考量，並需要配合街區原有之風格。 

三、招牌設計應考慮建築物本身之建築特色，其招牌之

設計語彙、色彩及量體不宜於人類可視範圍內阻礙

建築物特色之表現。 

第七條 開放空間留設： 

一、開放空間之規劃設計應考量都市之永續性為原則，

各種材料之使用應以生態平衡為考量，並鼓勵使用

環保性建材。 

二、開放空間對於無障礙設施之規劃應具有整體性，避

免與其他街道傢俱造成衝突，並符合相關規定。 

三、開放空間周邊之建築，應以開放空間為主要正面設

置活動出入口，並在建築形式、量體上反應開放空

間之特性。 

四、廟埕廣場需以鋪面、街道街具或植栽作範圍之界定，

如廟埕廣場與建築物臨街之間存在道路者，廟埕廣

場與道路之鋪面應有所區別。(詳附圖四) 

 

圖號：附圖四  圖名：廟埕廣場鋪面界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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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街道傢俱設計 

一、開放空間中街道傢俱之設置應考量活動之需求，並

明確反應使用者之行為。 

二、街道傢俱應依照當地道路與建築物之間的高/長比

例、建築物及廟埕立面風格作出量體及外表之考

量，以配合原有社區之發展風貌。 

三、街道傢俱不得妨礙行人與車輛之順暢，如為公用設

備，表面需加強裝飾設計或綠化，以融合社區風貌。

 

都市計劃名稱 條次 都市設計內容 

参、分區審議原則 

A 區孔廟核心區 

一、 管制目標 

  (一) 強化原有孔廟核心空間與周邊街廓之連接性。 

  (二) 提供都市型與社區型多樣化的公共設施。 

  (三) 展現台南市歷史都心區生活文化特質。 

台南市孔廟周

邊地區都市更

新規劃案 

 

第九條 

二、 重點歷史景觀風貌地段都市設計審議原則 

(一) 歷史性大街與小巷 

1.中正路與湯德章紀念公園交界之步道，應考

  量設計手法突顯其歷史節點與出入口意象。

2.為營造孔廟主體與周邊歷史巷弄脈絡之關  

  連性，其周邊公共空間規劃應檢視相關地 

           籍紋理並考量銜接巷弄意象之整體性。 

(二) 重點歷史性景觀巷道 

1.核心區之開放空間與鄰近景觀步道規劃應 

  強化原有歷史氛圍，並搭配孔廟古蹟本體 

  之景觀元素做整合。 

2.核心區周邊之公共設施規劃需嚴格管制色 

  彩、造型、材料等相關設計手法與設計元素

  之使用，以符合現況空間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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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劃名稱 條次 都市設計內容 

参、分區審議原則 

B 區南側孔廟周邊管制區 

B-1 住商混合區、B-2 溪城歷史區、B-3 核心周邊區 

一、 管制目標 

  (一)整備孔廟周邊公共環境支持文化園區發展營。 

  (二)整合孔廟南側大型開放空間與公部門所屬空間，

更新現有開放空間使用模式。 

  (三)創造提供鄰里活動之開放空間，擴展原有孔廟周

邊之活動場域。 

台南市孔廟周邊

地區都市更新規

劃案 

 

第十條 

二、重點歷史景觀風貌地段都市設計審議原則 

 (一) 歷史性小巷 

1.巷弄內既有建築物之整建，設計上需考量鄰近立

面語彙與巷弄觀景尺度，以營造整體街牆基調。

2.保留巷弄內具特色性產業空間並獎勵發展在地

文化內涵相關之功能設施，新進駐之產業活動以

不影響現有巷弄居住活動為原則。 

(二) 重點歷史景觀巷道 

1.指定為重點歷史景觀巷道之路徑，居住面向之更

新以維持現有舊街基調為優先，並配合閒置空間

活用與公共設施改善提高在生活環境品質。 

2.指定為重點歷史景觀巷道之路徑，產業面向之更

新以推展文化觀光活動與保存沿街歷史景觀風

貌為主軸，鼓勵其作為文化觀光之商業用途使

用，重建之建築物設計需搭配鄰街面相關歷史建

築元素之調查做立面設計，以維護歷史景觀氛

圍，創造街廓整體之觀光價值。 

 (三) 自然與人文歷史景觀區 

1.舊城歷史區沿線、福安坑溪、德慶溪行水區之 

  相關都市設計，應輔以原有地籍位置、歷史紋  

理脈絡、社會人文等相關歷史資訊調查呈現， 

展現本區歷史文化發展之特質。 

2.鄰接古蹟、古蹟保存區基地之重建，應依照本準

  則第四條之規定辦理。 

 (四) 重點地段都市設計管制 

 1.街廓內部鄰巷道兩側之建築物，整建或重建之

牆面線或圍牆等景觀元素設計，應參照原有面

前巷道之地籍紋理走向保持水平，但為計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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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用地者，不在此限。(詳附圖五)。 

 

圖號：附圖五  圖名：紋理走向管制示意圖 

2﹒為維持歷史街區原有連續性街屋之發展，多筆

土地合併重建之建築物，其新設立面除需符合

建管法令規定之最小鄰棟間距外，應沿面前道

路連續設置，但以私設通路連街建築線或留設

法定空地者，其兩側鄰棟間距之和亦不得大於

面前道路之面寬。(詳附圖六、七)。 

   

 圖號：附圖六 圖名：建物之鄰棟間距管制平面示意圖 

    
   圖號：附圖七  圖名：建物之鄰棟間距管制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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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圍塑原有歷史性巷道之空間氛圍，巷道為單

向出入口在四十公尺，雙向出入口在八十公尺

以下，寬度不足 4 公尺，重建或整建之建築物

其指定牆面線退縮不得超過道路中心線起算之

2 公尺，但若街道長度超過上述規定者，適用於

「臺南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六條辦理 

    (詳附圖八、九)。 

 
圖號：附圖八  圖名：牆面線退縮管制平面示意圖 

 

圖號：附圖九  圖名：牆面線退縮管制立面示意圖 

 

4.為增加行人於巷弄空間之易行性，應指定重點地

區之各類人行路徑。巷道空間意旨寬度(含)2 公尺

內或未經都市計畫劃定之既有巷弄，其應維持至

少 1.5 公尺之基本步行淨寬。 

 

5.為維護傳統街區之景觀風貌，重點歷史景觀巷道

兩側經指定之建築牆面線，建築更新時除應自牆

面線起退縮建築外，應於兩層樓以上退縮 2 公尺

建築，以維持巷弄兩旁之透視感(詳附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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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號：附圖十   

               圖名：重點歷史景觀巷道兩側牆面管制示意圖 

 

都市計劃名稱 條次 都市設計內容 

参、分區審議原則 

C 區北側原舊街區軸線周邊管制區 

C-1 中山軸線區、C-2 園環意象區、C-3 中正軸線區 

一、 管制目標 

  (一) 營造歷史巷弄良好的住商環境，推展在地光。 

  (二) 整理舊街區公共環境，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三) 彰顯舊街區軸線意象，確保歷史景觀風貌。 

  (四) 保存舊街區現有景觀元素，帶入再利用機制。 

  (五) 管控歷史巷弄紋理兩側重建、整建維護之式。 

  (六) 搭配「台南市舊街區軸線」管制，共同執行。 

台南市孔廟周

邊地區都市更

新規劃案 

 

第十一 

條 

二、 重點歷史風貌都市設計審議地區 

(一) 歷史性大街地段 

 1﹒強化原有歷史景觀元素與立面設計序列，以保

 留傳統建築語彙。 

2﹒中山路沿街為中心商業區至歷史街區的轉換空

間，同時具現代商業街道及傳統街區之特質，

故建築設計時應兼顧空間情境的融合。 

3﹒中山路沿線之建築基地應配合相關都市更新計

畫，以維持商業街道活力及保存原有街屋特色

為原則，街屋型式尚存之建築，於整建與維護

上應考慮與現有具代表性之傳統街屋在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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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形式上做適當呼應。 

4﹒中正路沿線具有傳統街屋特色之建築，應保留傳

統街屋之型式與風格。新建建築物之尺度應與現

有街屋之模距配合，塑造全區整體基調。 

    (二) 本款之歷史性小巷與重點景觀巷道、自然與  

         人文歷史景觀區、重點地段都市設計管制三項

         比照本準則第十條第二項辦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