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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仁德區位於臺南市西南端，東鄰歸仁區，南隔二仁溪與高雄市湖內區、路竹

區為界，西鄰南區、東區等兩區，北鄰永康區，面積約 50.7664 平方公里。原轄

下共 18 里、500 鄰，於 106 年 04 月依據「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進行里鄰編組之檢討。106 年 11 月 10 日經臺南市政府核定及公告，全區 18 里調

整為 16 里、500 鄰調整為 303 鄰，並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及 107 年 04 月 30 日分

兩階段實施。 

仁德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後訂定。中洲里及中生里進行

整編，中生里轄區範圍早期即同屬中洲里，於戰後以港仔溝為界，東邊為中洲村，

西邊為中生村，是以兩里本有歷史淵源存在，爰以中洲里為新里名。田厝里及三

甲里進行整編，並另與上崙里、成功里進行里界調整，考量兩里居民為共同生活

圈，警政、消防與學區均為「文賢」所轄，故以文賢里為新里名。 

太子里、土庫里、一甲里、仁義里、新田里、後壁里、上崙里、成功里、仁

和里、仁愛里、二行里、大甲里僅進行里界調整，故仍維持原有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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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各里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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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6 年 04 月 10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一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4 月 24 日 
成立臺南市政府 106 年度里鄰調整規劃仁德

區公所工作小組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2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說明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4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二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4 日 
該日起區公所與各里討論並聽取地方相關建

議研擬里鄰調整方案規劃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9 日 
召開仁德區公所「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規劃工

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田厝里 

三甲里 

中洲里 

中生里 

106 年 05 月 12 日 工作小組里鄰調整初步規劃討論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15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編組及調整

製圖教育訓練」 

仁義里 

仁德里 

一甲里 

106 年 05 月 15 日 工作小組里鄰調整初步規劃討論 

後壁里 

上崙里 

新田里 

106 年 05 月 16 日 工作小組里鄰調整初步規劃討論 

仁和里 

仁愛里 

成功里 

106 年 05 月 17 日 工作小組里鄰調整初步規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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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太子里 

土庫里 
106 年 05 月 18 日 工作小組里鄰調整初步規劃討論 

保安里 

大甲里 

二行里 

106 年 05 月 19 日 工作小組里鄰調整初步規劃討論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25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編組及調整

製圖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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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規劃第三次研商會議」 

各里 106 年 06 月 09 日 
召開「仁德區 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規劃共識會

議」 

民政局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19 日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至仁德區公所召開「里鄰調

整規劃工作小組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7 月 06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四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7 月 13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本市 37 區里鄰

整編各區調整方案報告」 

區公所 106 年 08 月 22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五次研商會議」 

各里 106 年 08 月 25 日 
召開仁德區公所「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規劃工

作小組第三次會議」 

中洲里 

中生里 
106 年 08 月 28 日 

召開仁德區「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說明及新里

名命名會議」 

三甲里 

田厝里 
106 年 08 月 29 日 

召開仁德區「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說明及新里

名命名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9 月 07 日 函送仁德區 16 里里鄰調整計畫書各一式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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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里別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6 年 10 月 05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整編分階段生效日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10 月 17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向臺南市議會簡報「臺

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報告」 

區公所 106 年 11 月 20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研商『里長團體

傷害保險辦理方式暨里鄰整編後續作業』會

議」 

區公所 106 年 11 月 21 日 
該日起至 106年 11月 30日各區逐戶發放市民

須知 

區公所 107 年 01 月 24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整編公告實

施後辦理身分註記研商會議」 

市政府 107 年 01 月 29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第一階段實施 

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107 年 01 月 29 日 該日起標註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區公所 107 年 04 月 19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名稱變更作業

研商會議」 

市政府 107 年 04 月 30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第二階段實施 

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107 年 04 月 30 日 該日起標註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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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鄰編組及調整情形一覽表 
 

調整後里別 調整前里別 實施日期 頁碼 

太子里 太子里；另與土庫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7-7 

土庫里 土庫里；另與太子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7-10 

一甲里 一甲里；另與仁義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7-12 

仁德里 仁德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7-14 

仁義里 
仁義里；另與一甲里、新田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7-16 

新田里 新田里；另與仁義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7-18 

後壁里 
後壁里；另與上崙里、成功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27-20 

上崙里 
上崙里；另與後壁里、田厝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27-22 

保安里 保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7-24 

成功里 
成功里；另與後壁里、仁和里、田

厝里、二行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27-26 

仁和里 
仁和里；另與成功里、仁愛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27-29 

仁愛里 仁愛里；另與仁和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27-32 

二行里 
二行里；另與大甲里、成功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7-34 

大甲里 大甲里；另與二行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7-37 

中洲里 中洲里、中生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7-39 

文賢里 
三甲里、田厝里；另與上崙里、成

功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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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太子里（Taizih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太子里共 2,210 戶，門牌數共 2,627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太子

里與土庫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界及鄰廓完整，里進行調整。本次計調整太子

里 59 戶 68 個門牌數至土庫里，土庫里調整 8 戶 14 個門牌數至太子里。另原土

庫里 1 個門牌因位於太子里，門牌釐正為太子里（未涉及里界調整）。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太子里（部分）共 47 鄰，土庫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共 27 鄰，

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太子里東以三爺溪與歸仁區為界；西以裕義路、國道一號及太子四街與東區

為界；南以中正路三段 523 巷、太子南路、土庫六街及太子路與土庫里為界；北

以南興路 2 巷及三爺溪與永康區為界。 

太子里由太子里（部分）及土庫里（部分）整編而成。 

太子里位於仁德區北端，屬日治時期的長興下里，包括太子廟庄、鹽地仔庄、

六甲店庄及土井仔庄。太子廟位於鯽魚潭的東畔，為鯽魚潭橋東邊的交通要道，

據傳明永曆年間，該地陳姓祖先自泉州府南安縣奉迎太子爺神像隨鄭成功來此定

居，並獻地鳩資建太子宮，為長興下里之境廟，故庄名稱太子廟，也因而命名為

太子。太子宮後於道光 13 年（西元 1833 年）修建竣工，並更廟名為明直宮，轄

境除太子廟庄、土井仔庄及六甲店庄外，更包含土庫里的土庫庄、大宅庄及六甲

仔庄，香火鼎盛，參拜民眾絡繹不絕。 

轄內岳王廟主祀岳府元帥（岳飛），明鄭時期，為激發民眾的愛國意識、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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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里（Taizih Village） 

厚植反清復明的力量，遂於道光 28 年（西元 1848 年）倡議籌建岳飛廟，奉祀岳

府元帥，並於同年完成。然由於當時清朝對岳飛仍心存成見，為避清廷耳目，故

廟成之後，改為元帥府。戰後，民國 38 年時任臺南縣長袁國欽獲悉元帥廟主祀

岳飛，乃更廟名為岳王廟。每年農曆 02 月 15 日岳武穆王誕辰紀念日，廟方皆循

古禮舉行釋奠大典。 

太子里內有全國首座知名生技觀光工廠以及美妝觀光工廠，吸引各地遊客絡

繹不絕。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於太子土庫聯合活動中心運作，並設有里辦公

處、社區巡守隊、太子長壽會、土庫長壽會及環保義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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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里照片集錦 

  
明直宮 岳王廟 

  
高速公路太子涵洞 太子路街景 

  
長興國民小學 太子土庫里聯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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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庫里（Tuk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土庫里共 1,094 戶，門牌數共 1,272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土庫

里與太子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界及鄰廓完整，本次計調整太子里 59 戶 68 個

門牌數至土庫里，另自土庫里調整 8 戶 14 個門牌數至太子里，另原土庫里 1 個

門牌因位於太子里，門牌釐正為太子里（未涉及里界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

前土庫里（部分）共 23 鄰，太子里（部分）共 3 鄰，調整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土庫里北以中正路三段 523巷、太子南路、土庫六街及太子路與太子里為界，

東以產業道路與歸仁區七甲里為界，西以三爺溪與東區為界，南以太乙路及三爺

溪與一甲里為界。 

土庫里由土庫里（部分）及太子里（部分）整編而成。 

土庫里轄區在日治時期屬長興下里，包括土庫庄、大宅庄、六甲仔庄及許厝

庄。土庫又作「塗庫」，位於太子廟東南邊，「塗庫」為往昔農村儲藏稻穀的容器，

在臺灣農村以塗庫為名者為數不少。土庫里屬農村型社區，民國 60 年代以前居

民多以農作等傳統產業為主，自 60 年代後，鄰近的一甲工業區設立，促使附近

逐漸繁榮發達。地方廟為土庫天后宮、興安宮、六甲仔清水宮等，皆為地方信仰

之廟宇。 

土庫里轄內設有自行車道，供遊客及居民休閒用，周邊盡是金黃色農田稻穗，

景色怡人。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於土庫里活動中心運作，並設有環保義工隊，

另土庫里長壽會設於太子土庫聯合活動中心。 



 

27-11 
 

 
  土庫里照片集錦 

 

 
土庫天后宮 興安宮 

  
六甲仔清水宮 仁德（太乙）工業區 

  
土庫休閒自行車道 土庫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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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甲里（Yiji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一甲里共 1,108 戶，門牌數共 1,466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一甲

里與仁義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界及鄰廓完整，里進行調整，本次計調整仁義

里其中 13 戶 14 個門牌數至一甲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一甲里共 20 鄰，仁義

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共 1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一甲里北以太乙路及三爺溪與土庫里為界，東以義林路 256 巷 233 弄與歸仁

區為界，西以三爺溪與東區為界，南以正義三街、義林十二街及義林路 256 巷與

仁義里為界。 

一甲里由一甲里及仁義里（部分）整編而成。 

一甲里轄區在日治時期屬長興下里，包括一甲庄、竹仔腳庄、新厝庄及園頂

庄。一甲地名源於拓殖時的面積單位，自 60 年代後，一甲工業區設立，促使地

方逐漸繁榮發達。忠義宮為一甲的角頭廟，主祀文衡聖帝，明鄭時期，當地蔡姓

先祖自福建泉州奉請神像渡海來台，定居一甲，不久建廟奉祀，為一甲之保護神，

宮廟歷經多次重建，現今樣貌為 84 年竣工至今。 

轄內有一間知名食品廠，生產火腿等產品，在臺北南門市場頗負盛名，另在

一甲工業區內有知名蝴蝶生態教育農場，除了可以認識蝴蝶生態外，還可以焢窯、

餵羊，是一個休閒、教育兼具的農場。一甲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於一甲里活

動中心運作，並設有環保義工隊、守望相助隊及一甲里長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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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甲里照片集錦 

  
忠義宮 祥和社區街景 

  
中正路三段 162 巷社造替代役成果 中正路三段街景 

  
一甲工業區街景 一甲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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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德里（Rend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仁德里共 3,291 戶，門牌數共 3,473 個，

屬於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無須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仁德里共 43 鄰，調整後共 3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仁德里北以裕忠三街及文華路三段 618 巷與東區為界，東以中正路三段與仁

義里為界，西以淨修街、東門路三段 338 巷及仁和路與東區為界，南以民安路一

段與後壁里為界及以三爺溪與新田里為界。 

仁德里轄區在日治時期屬仁德北里，包括羗市庄、土庫仔庄、菅林墘庄、崙

仔尾庄等庄的部分區域，及白崙仔庄、崁腳庄。轄內信仰中心為清寧宮，主祀文

衡聖帝，創建於清乾隆 10 年（西元 1745 年），初建於今新建廟址，原本主祀福

德正神。土庫仔糖間的地方人士倡議由土庫仔、鍾厝、菅林墘、狗（九）肉及林

仔等各聚落奉祀之神明，聯合興建坐北朝南之廟宇共同合祀，並奉請文衡聖帝為

主祀。昭和 13 年（西元 1938 年）日人開闢道路，廟宇被迫拆除，所奉祀之神明

由各聚落請回安奉。至民國 46 年重建，於民國 48 年竣工後再迎歸本廟合祀。然

民國 67 年，中正路拓寬，廟宇再度拆除，各聚落為安置迎回之神明，各自建廟

供奉，文衡聖帝則由各聚落輪值供奉，至民國 81 年由地方鳩資在今廟址重建，

同年農曆 12 月 18 日慶成安座。 

仁德里為仁德區的行政中心，仁德分駐所、衛生所、戶政事務所及區公所等

公家機關皆設置於里內，教育方面則有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發展技職專業教育，

培育醫事技術專業人才。里內更有多家大型賣場及社區發展協會，於仁德里活動

中心運作，會裡有社區歌唱班、長壽歌唱班、媽媽土風舞班、兒童讀經班及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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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德里照片集錦 

  
清寧宮 清寧太子宮 

  
北極殿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仁德滯洪池 仁德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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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義里（Reny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仁義里共 3,827 戶，門牌數共 4,218 個，

屬於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仁義里

與一甲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界及鄰廓完整，里進行調整，本次計調整仁義里

其中 13 戶 14 個門牌數至一甲里，另仁義里與新田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界及

鄰廓完整，本次計調整仁義里其中 1 戶 11 個門牌數至新田里。鄰調整部分，調

整前仁義里（部分）共 55 鄰，調整後共 4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仁義里北以正義三街、義林十二街及義林路 256 巷與一甲里為界，東以中山

十二街及中山路 551 巷與歸仁區為界，西以中正路二段、三段與仁德里為界，南

以中正路二段 642 巷、三爺溪、產業道路及義林路 148 巷與新田里為界。 

仁義里由原仁義里（部分）範圍整編而成。 

仁義里轄區在日治時期屬仁德北里，包括羗市庄、土庫仔庄、菅林墘庄、崙

仔尾庄等庄的部分區域，及林仔頂庄、鍾厝庄、糖間庄。轄內信仰中心有清寧代

天府、代天福德宮、崙仔尾興安宮及仁義宮等，皆為各聚落的角頭廟宇。 

轄內有仁德運動公園，設有室外籃球場、網球場、2 座標準的壘球場、溜冰

場及兒童遊樂設施，提供區民運動健身場地。在地教育機關有已創校一百週年的

仁德國民小學，該校係於民國 07 年 03 月 31 日創立，當時校名為車路墘公學校

土庫分校。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於仁義里活動中心運作，會內設甜蜜蜜舞蹈

班、元極舞舞蹈班、農會千歲團舞蹈班、現代熱舞舞蹈班、大臺南婦女會歌唱班、

長壽會、環保義工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關懷志工隊，並設有社區巡守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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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義里照片集錦 

  
清寧代天府 代天福德宮 

  
崙仔尾興安宮 仁義宮 

  
仁德運動公園 仁義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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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田里（Sinti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田里共 1,396 戶，門牌數共 1,597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新田

里與仁義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界及鄰廓完整，里進行調整，本次計調整仁義

里其中 1 戶 11 個門牌數至新田里，另原新田里 2 門牌因位於上崙里，門牌釐正

為上崙里（未涉及里界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新田里（部分）共 18 鄰，仁

義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共 1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田里北以中正路二段 642 巷、三爺溪、產業道路及義林路 148 巷與仁義里

為界，東以中山路三段 551 巷及新田二街 112 巷 25 弄與歸仁區為界，西以三爺

溪與仁德里為界，南以民安路一、二段與後壁里為界及以民安路二段、崑崙路與

上崙里為界。 

新田里由新田里及仁義里（部分）整編而成。 

新田里轄區在日治時期屬仁德北里，包括狗（九）肉、新佃、杞竿、北保仔

及童厝等庄。新佃庄為嘉慶年間梁氏、李氏及黃氏等新佃戶所聚集之新聚落，故

稱為「新佃」，也因而命名為新田里。轄內信仰中心有北保仔保生宮、新田池王

宮、九肉北極殿等寺廟為各聚落的角頭廟宇。 

里內設有新田工業區，目前廠商家數有 300 多家，新田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於

101 年 06 月 11 日經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核准籌組，籌組過程獲區內廠商熱烈支持

與認同，廠商並時常回饋鄉里，關懷弱勢。知名大型展覽中心亦設置在本里，提

供參觀民眾安全、舒適、便利的看展環境。教育方面有仁德國民中學，是仁德區

作育英才的搖籃。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因無里活動中心，故以發展協會理事

長居所做為聯絡處運作，並設有環保義工隊、長壽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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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里照片集錦 

  
北保仔保生宮 新田池王宮 

  
民安宮 仁德國民中學 

  
新田工業區 杞杆北極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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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壁里（Houb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後壁里共 3,722 戶，門牌數共 3,940 個，

屬於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戶數過多，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

範，里進行調整。里調整部分，後壁里與上崙里、成功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

界及鄰廓完整，本次調整後壁里其中 49 戶 56 個門牌數至上崙里，及後壁里其中

5 戶 17 個門牌數至成功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後壁里（部分）共 43 鄰，調整

後後壁里共 39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後壁里北以民安路一段與仁德里為界，及民安路一、二段與新田里為界，東

以德崙路 77 巷、德南路 194 巷、德南路、德善路及民安路二段 382 巷與上崙里

為界，西以文華路二段與成功里為界，南以 86 快速道路與文賢里為界。 

後壁里由後壁里（部分）範圍整編而成。 

後壁里轄區在日治時期屬仁德南里，包括後壁厝庄、園頂庄、土地公仔庄、

三塊厝庄、東勢庄及崁尾仔庄。後壁厝庄位於北保仔庄及土地公仔庄之南方，本

里依此庄之名而命名為後壁。本里與仁義里等兩里為仁德區內唯二人口數突破萬

人的里別，轄內信仰中心有三山宮、基華宮、觀音廟、洋仔下二王宮、五華宮及

五帝廟等。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於仁德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運作，並設有環

保志工隊、社區巡守隊、長壽會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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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壁里照片集錦 

  
三山宮 基華宮 

  
觀音廟 洋仔下二王宮 

  
五帝廟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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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崙里（Shanglu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上崙里共 2,322 戶，門牌數共 2,376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上崙

里與文賢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界及鄰廓完整，本次計調整上崙里其中 12 戶

11 個門牌數至文賢里，及上崙里 1 個門牌因位於田厝里，門牌釐正為文賢里（未

涉及里界調整）。另上崙里與後壁里、新田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界及鄰廓完

整，本次計調整後壁里其中 49 戶 56 個門牌數至上崙里，及新田里 2 個門牌因位

於上崙里，門牌釐正為上崙里（未涉及里界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上崙里

（部分）共 29 鄰，後壁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上崙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上崙里北以德崙路 77 巷、德南路 194 巷、德南路、德善路及民安路二段 382

巷與後壁里為界，另以民安路二段、崑崙路與新田里為界，東以中正南路一段 1160

巷 201 弄、德崙路 539 巷及產業道路與歸仁區為界，西以中正路一段及崑崙路與

文賢里為界，南與保安里、中洲里接壤。 

上崙里由上崙里（部分）及後壁里（部分）整編而成。 

上崙里轄區在日治時期為仁德南里的上崙仔庄及蔦松腳庄，本里昔日有兩個

土崙，北邊稱為「上崙仔」，南邊之土崙稱為「下崙仔」，本里依此庄之名而命名

為上崙。里內居民隨著工商社會演進，因鄰近市區、保安工業區興起，現今投入

工商業居多。轄內寺廟有中軍宮、開基中軍宮、崑崙宮、開農宮、三聖宮等。 

里內設有蔦松腳活動中心提供里民活動集會、休閒育樂場所，及作為公共行

政事務聯絡處所使用，並設立上崙長壽會、蔦松腳長壽會及上崙環保志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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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崙里照片集錦 

  
中軍宮 德崙路 316 巷內空地綠美化成果 

  
開農宮 三聖宮 

  
臨濟宗正法禪寺 蔦松腳活動中心 



 

27-24 
 

 

保安里（Bao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保安里共 1,187 戶，門牌數共 1,740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除原中生里 2個門牌因位於保安里，門牌釐正為保安里（未涉及里界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保安里共 24 鄰，中生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共 12 鄰，

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保安里北以產業道路及中正路一段與文賢里為界、及以三爺溪與成功里為界，

東與上崙里接壤，西以二仁路一段與二行里為界，南以港尾溝、六甲溪及國道一

號與中洲里為界。 

保安里轄區在日治時期為文賢里的車路墘庄，根據考據，車路墘一帶可能是

荷蘭據臺時代的首要行政中心之一，因日據初期縱貫鐵路經過此地而稱之為車路

墘，後來改稱為保安。仁德區有三個火車站，保安就佔了二個，一是因歌曲 MV

而風靡全臺，各地遊客爭相搶購「永保安康」車票的保安車站，該站已是台鐵重

點保留的老火車站之一，另一站是位在保安工業區的仁德車站。里內居民宗教信

仰中心為車路墘保安宮，另有車路墘基督教會，內有臺灣 Holocaust和平紀念館，

設七間展示場，為全臺首座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保安里內有嘉南藥理大學、文賢國民中學及文賢國民小學等教育機構，嘉南

藥理大學於民國 55 年創建，以「藥理」及實務應用科學為主，「全人健康服務」

為教育目標，以期培育「樂活服務產業」專業人才。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於

保安里活動中心運作，並設有環保志工隊、社區巡守隊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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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里照片集錦 

  
車路墘保安宮 車路墘基督教會 

  
保安車站 仁德車站 

 

 
保安工業區 保安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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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里（Chengg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成功里共 2,075 戶，門牌數共 2,197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成功

里與仁和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界及鄰廓完整，本次調整成功里其中 12 戶 12

個門牌數至仁和里。另成功里與後壁里、田厝里、二行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

界及鄰廓完整，本次調整後壁里其中 5 戶 17 個門牌數至成功里，田厝里其中 3

戶 6個門牌數至成功里，二行里其中 0戶 0門牌部分空地至成功里。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成功里（部分）共 47 鄰，後壁里（部分）共 1 鄰，田厝里（部分）共 1

鄰，二行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成功里共 26 鄰，於 107年 04 月 30 日實施。 

成功里北以成功一街、崇德路、保華路及文東街二巷與東區為界，東以文華

路二段與後壁里為界，並以三爺溪與文賢里為界，西以二仁路二段 611 巷與仁愛

里為界，南以三爺溪與大甲里、二行里及保安里等 3 里為界。 

成功里由成功里（部分）、後壁里（部分）、原田厝里（部分）及二行里（部

分）整編而成。 

成功里轄區在日治時期屬仁和里，包括牛稠仔庄、南勢園庄、十三甲仔庄及

虎山庄，成功里原依牛稠仔庄命名為牛稠村，民國 47 年改名為成功。居民主要

信仰之寺廟有保華宮、武德宮及五安宮，信徒來自全臺各地，香火鼎盛，另有二

空基督教會。轄內有台南都會公園，公園並與奇美實業合作設立奇美博物館，另

外還有前身是「車路墘製糖所（仁德糖廠）」的知名文創園區等著名的人文觀光

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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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里（Chenggong Village） 

里辦公處與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認養空地推行

環境綠美化，以舊有眷村廢棄建材營造「218 營」公園綠地，供作里民休憩場所。

里內設有成功社區發展協會，於成功里活動中心運作，並設有環保志工隊、社區

巡守隊、長壽會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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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里照片集錦 

  
保華宮 武德宮 

  
台南都會公園 奇美博物館 

  
「218 營」公園綠地 成功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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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和里（Renh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仁和里共 724 戶，門牌數共 993 個，屬於

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里進行調整。里調整部分，仁和里因戶數過少，與仁愛里進行里界釐整，本次里

界釐整仁愛里 22 戶 284 個門牌數至仁和里。另仁和里與成功里因里界線不明，

為使里界及鄰廓完整，本次調整成功里其中 12 戶 12 個門牌數至仁和里。鄰調整

部分，調整前仁和里共 26 鄰，成功里（部分）共 1 鄰，仁愛里（部分）共 13 鄰，

調整後仁和里共 7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日實施。 

仁和里北以成功一街 2 巷與東區為界，東以產業道路與成功里為界，西以二

空路及保仁路與仁愛里為界，南以產業道路與仁愛里為界。 

仁和里由仁和里、仁愛里（部分）及成功里（部分）整編而成。 

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自 39 年起政府及軍方單位在二空集中興建房

舍供官兵眷屬居住，民國 39 年 12 月 01 日成立二空眷區，行政區屬於當時仁德

鄉牛稠村第 6 鄰。民國 41 年 01 月改為二空軍眷區，下設區長，46 年 01 月再改

制為二空軍眷新村，下設村長，後於民國 51 年 01 月改為自治會。民國 52 年由

成功村分出仁和村，本新村隸屬仁和村，至 59 年由於仁和村人口快速成長，再

由仁和村分出仁愛村。 

二空新村橫跨仁和里及仁愛里，仁和里部分於 96 年起改建成國宅「二空新

城」，原住戶於 98 至 100 年間陸續遷入，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民國 104 年度

展開「臺南市仁德二空新村都市計畫配合都市更新辦理變更」相關規劃作業，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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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和里（Renhe Village） 

個二空眷村除列為歷史建築的「仁德二空防空碉堡」及「仁德二空貿易四村興建

碑」之外，幾乎已全數拆除完畢。仁和里與仁愛里成立和愛社區發展協會，因仁

和仁愛里聯合活動中心配合都更案拆除，於理事長居處運作及作為聯絡處，並設

有環保義工隊、長壽會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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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和里照片集錦 

  
二空新城 A 區 二空新城 B 區 

  
二空新城 C 區 二空郵局 

  
仁德二空貿易四村興建碑 二空新村興建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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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里（Rena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仁愛里共 686 戶，門牌數共 1,293 個，屬

於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仁愛里

因仁和里戶數過少，與仁和里進行里界釐整，本次調整仁愛里 22 戶 284 個門牌

數至仁和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仁愛里（部分）共 17 鄰，調整後仁愛里共 8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仁愛里北以保仁路及保仁路 120 巷 118 弄與東區為界，東以二空路、產業道

路與仁和里為界，並與成功里接壤，西以機場路與南區為界，南以二仁路二段 611

巷與成功里為界。 

仁愛里由原仁愛里（部分）範圍整編而成。 

仁愛里於民國 59 年因仁和村人口快速成長，由仁和村分出仁愛村。臺南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於民國 104 年度展開「臺南市仁德二空新村都市計畫配合都市更

新辦理變更」相關規劃及作業，目前整個二空眷村除列為歷史建築的「仁德二空

防空碉堡」及「仁德二空貿易四村興建碑」之外，幾乎已全數拆除完畢。 

轄內有知名食品觀光工廠，位於臺南機場航空站對面，以「創新美味，幸福

滋味」的理念，提供親子旅遊的好去處，參觀的人潮絡繹不絕非常熱鬧。仁愛里

與仁和里成立和愛社區發展協會，然因仁和仁愛里聯合活動中心配合都更案拆除，

於理事長居處運作及作為聯絡處，並設有環保義工隊、長壽會及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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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里照片集錦 

 

 

 
仁愛里保仁路街景 仁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仁和國民小學 仁德二空防空碉堡 

  
大同路三段（省道臺 1 線）街景 仁德區入口意象（機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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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里（Erh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二行里共 905 戶，門牌數共 901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二行里與

大甲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界及鄰廓完整，里進行調整，本次調整大甲里其中

10 戶 7 個門牌數至二行里，二行里其中 1 戶 3 個門牌數調整至大甲里，原大甲里

1 個門牌因位於二行里，門牌釐正為二行里（未涉及里界調整），另二行里與成功

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界及鄰廓完整，計調整二行里 0 戶 0 門牌之部分空地至

成功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二行里（部分）共 22 鄰，大甲里（部分）共 2 鄰，

調整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二行里北以三爺溪與成功里為界，東以二仁路一段與保安里為界，西以中正

西路 360 巷及行大二街與大甲里為界，南以二仁溪與高雄市湖內區為界。 

二行里由二行里（部分）及大甲里（部分）整編而成。 

二行里轄區在日治時期屬文賢里，包括二層行庄及塗庫庄。二層行的地名早

於明鄭時期即已出現，本里昔日相當繁榮，二層行溪流域糖廓生產之糖大都集中

在此，裝運至安平港再裝輪出口，因此本地有諺語：「蘇杭十三行，不及臺灣二

層行」，也因聞名的二層行而命名為二行。轄內信仰中心有清王宮、二行公堂及

觀音寺等，清王宮創建於嘉慶 3 年（西元 1789 年），廟址附近原為明鄭氏時期萬

年縣、州治遺址，也是萬年縣、州之行政中心。 

轄內有知名家具產業博物館，以典藏、展覽、教育、推廣為宗旨，將木質家具

藝術與更多愛好者分享，並從中瞭解木材的特性、製材過程及領略榫卯工藝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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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里（Erhang Village） 

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於二行社區發展協會運作，並設有環保志工隊、社

區巡守隊、長壽會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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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里照片集錦 

  
清王宮 二行公堂 

  
觀音寺 二層行舊橋 

 

 
古萬年縣治紀念碑記 二行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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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里（Daji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甲里共 858 戶，門牌數共 1,154 個，屬

於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大甲里

與二行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界及鄰廓完整，本次調整大甲里 10 戶 7 個門牌

數至二行里，另調整二行里 1 戶 3 個門牌數至大甲里，及原大甲里 1 個門牌因位

於二行里，門牌釐正為二行里（未涉及里界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大甲里

（部分）共 24 鄰，二行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大甲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甲里北以三爺溪與成功里為界，東以中正西路 360 巷及行大二街與二行里

為界，西以三爺溪與南區為界，南以二仁溪與高雄市湖內區為界。 

大甲里由大甲里（部分）及二行里（部分）整編而成。 

大甲里轄區在日治時期屬文賢里，包括港崎頭庄及大甲庄。大甲庄位於港崎

頭之北，為明鄭時期漢人在二層行溪北畔之開發據點，昔日稱為「大甲社」，因

而命名為大甲。轄內信仰中心有大甲慈濟宮、仁德萬龍宮及現址位於二行里界內

之澤清宮等寺廟，皆為地方之角頭廟。大甲慈濟宮創建於清康熙 53 年（西元 1714

年），為仁德區歷史最悠久的廟宇，主祀保生大帝。廟方也致力於交趾燒、玻璃

剪黏、國寶級大師陳壽彝之創作壁畫等藝術文物的保存，並曾由市府文化局商借

文物至蕭壠文化園區展示。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於大甲二行聯合活動中心運

作，並設有有環保志工隊、社區巡守隊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7%94%9F%E5%A4%A7%E5%B8%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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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甲里照片集錦 

  
大甲慈濟宮 仁德萬龍宮 

  
澤清宮 大甲國民小學 

  
二仁溪堤岸 大甲二行聯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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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洲里（Jhongjh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中洲里共 552 戶，門牌數共 600 個；中生

里共 528 戶，門牌共 546 個。中洲里、中生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

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里調整部分，考

量里界相鄰，兩里有共同信仰中心（中洲保生宮）及活動中心（中洲中生聯合活

動中心），居民為共同生活圈，故將中洲里與中生里合併整編為中洲里，另原中

生里 2 個門牌因位於保安里，門牌釐正為保安里（未涉及里界調整）。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中洲里共 15 鄰、中生里共 15 鄰，調整後中洲里共 1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中洲里北以港尾溝、六甲溪、國道一號與保安里及上崙里為界，東以大武路

三段 196 巷 99 弄及產業道路與歸仁區為界，南以二仁溪與高雄市湖內區、路竹

區為界，西以二仁溪與高雄市湖內區為界。 

中洲里由中洲里及中生里整編而成。 

原中洲里轄區包括社仔頭及姓張仔等兩庄，信仰中心有中洲玄天宮、仁德北

極殿等。轄內以務農為主，主要農作物為甘藷、番茄、芝麻等。里內有設有仁德

區體育公園，內有壘球場，另外恐龍公園已成功活化再利用，目前為熱門的生存

遊戲區。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仁德休息站也坐落本里。 

原中生里轄區包括過埤仔、尾角仔及過港仔等庄，保生宮為中生角頭廟宇，

創建於清乾隆 3 年（西元 1738 年），香火鼎盛，參拜民眾絡繹不絕。轄內同原

中洲里亦以務農為主。近年連年舉辦中生花海節，頗受好評，已逐漸打響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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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洲里照片集錦 

  
中洲玄天宮 仁德北極殿 

  
保生宮 中洲火車站 

  
仁德區體育公園 中洲中生聯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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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賢里（Wunsi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三甲里共 319 戶，門牌數共 291 個；田厝

里共 587 戶，門牌共 513 個。三甲里、田厝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

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因兩里相鄰為共同生活圈，

且警政、消防與學區均為「文賢」所轄，故三甲里與田厝里整編為文賢里。另田

厝里與上崙里、成功里因里界線不明，為使里界及鄰廓完整，本次調整上崙里其

中 12 戶 11 個門牌數至文賢里，及原上崙里 1 個門牌因位於田厝里，門牌釐正為

文賢里（未涉及里界調整），另調整田厝里其中 3 戶 6 個門牌數至成功里。鄰調

整部分，調整前田厝里（部分）共 12 鄰，三甲里共 7 鄰，上崙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文賢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文賢里北以 86 快速道路與後壁里為界，東以中正路一段及崑崙路與上崙里

為界，南以產業道路、中正路一段與保安里為界，西以三爺溪與成功里為界。 

文賢里由三甲里、田厝里（部分）及上崙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三甲里轄區在日治時期屬文賢里，包括龜仔庄、紅花園庄、埔口庄、三甲

仔庄及三爺宮庄。轄內以三甲子三爺宮為居民信仰中心，並有知名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設立於本里。 

原田厝里轄區在日治時期屬仁德南里，包括凹仔庄及田厝庄。轄內有水明殿

及西安宮等角頭寺廟。地方上較為人熟知的，即是知名牛肉湯，是有口碑的人氣

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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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賢里照片集錦 

  
三甲子三爺宮 水明殿牌樓 

  
西安宮 文賢消防分隊 

  
三甲里活動中心 田厝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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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第二屆里長名冊 

區別 里別 里長姓名 區別 里別 里長姓名 

仁德區 太子里 徐徽梁 仁德區 三甲里 王永和 

仁德區 土庫里 黃富建 仁德區 保安里 顏榮城 

仁德區 一甲里 楊富田 仁德區 成功里 鄭晴而 

仁德區 仁德里 吳中清 仁德區 仁和里 張長壽 

仁德區 仁義里 蔡榮安 仁德區 仁愛里 張台昇 

仁德區 新田里 王俊傑 仁德區 二行里 吳忠慶 

仁德區 後壁里 許連發 仁德區 大甲里 許和興 

仁德區 上崙里 李月眞 仁德區 中洲里 張文育 

仁德區 田厝里 甘文琳 仁德區 中生里 葉清仁 

註：以上資料為里鄰整編期間在任之第二屆里長（未含辭職、去職或停職者） 

  



 

27-44 
 

五．附錄 
 

仁德區 1-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說明及新里名命名會議 

內容 

本區中洲里及中生里進行整編，於 106 年 08 月 28 日在中洲中生聯合

活動中心召開區里鄰調整說明及新里名命名會議，會議中里民無異議

通過整編後命名為中洲里。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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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仁德區 2-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說明及新里名命名會議 

內容 

本區三甲里及田厝里進行整編，於 106 年 08 月 29 日在三甲里活動中

心召開區里鄰調整說明及新里名命名會議，會議中里民無異議通過整

編後命名為文賢里。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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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名錄 

 

特別感謝／時任仁德區區長郭鴻儀和所有給予本區里鄰整編指導及關心的議員、

里長、鄰長、地方賢達與市民朋友 

策劃召集／黃素美 

執行團隊／臺南市仁德區公所、臺南市仁德戶政事務所（仁德辦公處） 

執行編輯／楊惠朱、蘇志明 

編審人員／蔡建德、楊瑜屏、李鐘智、陳秋茂、蘇明宏、蘇琮惠、吳明憲、 

洪文保、楊博翔、陳威傑、李玟慧、沈芸如、郭怡辰、謝采陵、 

高嘉敏 

照片提供／仁德區公所 

參考資料／前仁德鄉公所出版之「仁德鄉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

學研究專題中心/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臺南市仁德區公所全球資

訊網及里、鄰長口述等撰寫而成。 

※參考資料引用如有不盡周延之處，望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