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講人 許晉誌

新北市景觀總顧問 / 臺南縣景觀總顧問 /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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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南城鄉發展的歷史脈絡

二、臺南城鄉風貌現況與課題

三、臺南景觀風貌縫合的新契機

簡報內容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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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南城鄉發展
的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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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歷
史發展

都市風情
時間軸

水的
運用

水生活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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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艋舺

鹿港鹿港

月津月津

府城府城

一府 二鹿 三艋舺 四月津

台江
內海
台江
內海

倒風
內海
倒風
內海

臺南的兩大內海帶動了沿海重要聚落的商業與
人口發展，將府城發展基礎往北與往西推動

倒風內海與台江內海

--臺灣是由南至北的開墾史
--各城發展仰賴海洋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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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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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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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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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時
期

清
領
時
代

日
治
時
期

光
復
後
時
期

近年
景觀
空間
發展

臺南市聚落發展變遷

1904年臺南聚落分布

臺南聚落分布現況圖

灣里
港

鹹水
港

洲仔
尾港

西港
仔港

鐵線
橋港

茅港
尾港

清代重要港鎮聚落與產業的逐步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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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圳系統的建構，成為嘉南平原的血脈
水庫也提供穩定供水的基礎

--從1921-1928臺灣地形圖土地使用可知
當時的嘉南平原多為(火田)地及乾田

從「看天田」到臺灣「榖倉」
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的興建，帶來了關鍵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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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灌溉系統的生成
--保水與運水的思考
--水庫及水圳系統的規劃生成

糖業鐵道的建置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擴展台灣糖業資源
--為有效運送甘蔗，建設橫亙河川與平原的糖鐵

臺南產業地景的一環與產業發展的命脈 特有之平原產業地景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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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漁村地區
--都會聚落
--低溼地聚落地區
--平原水鄉聚落地區
--都市近郊

臺南市聚落型態分布區域

地形特質產生之多元聚落風貌
--農產：菱角塘、採菱船、蓮花景觀區
--糖產：麻豆總爺、佳里(蕭壠)、善化糖廠等
--鹽產、養殖產業、科技產業
--商圈；安平、中正路、三星世界、新化區大目
降、麻豆區、關子嶺及新營商圈等

--近山區丘陵地區
--近山區
--谷間盆地區
--山間地區

產業地景的多樣發展

隨內海退縮而產生的鹽分土地，造就鹽村風貌
並發展出鹽分地帶特有之文學團體與氛圍 多樣化產業型態的發展與都市化景觀的擴張

臺南市產業發展資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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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台江國家風景區

臺南市觀光遊憩資源

都市快速擴張下的多元思考及發展主軸

臺南市歷史文化據點

--沿海地區生態的資源：台江國家公園
--丘陵地區的原住民文化資源：雲嘉南與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科學園區的成立：朝生技、光電與綠能等面向發展
--舊城聚落的改善
--文化歷史的維繫
--常民生活空間的活化

台南科技園區

鹽水橋南老街

整合台灣早期發展的縮影，以水的文化、鐵道
的文化與歷史時間軸所蘊含的空間文化，打造
不同於其他都會區之都市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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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南城鄉風貌
現況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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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台南市

第1名
環境力 幸福城市

第5名
環境力

第6名

台南縣台南縣

+第2名
幸福城市

整合

接軌

復育

提升

行銷 縫合

2010 天下雜誌幸福城市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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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五都幸福城市排名

台北市

幸福城市

第1名

環境力

第1名

高雄市

第2名

幸福城市

環境力

第2名
第5名
幸福城市

環境力

第2名
新北市

第3名
幸福城市

環境力

第4名

台南市

第4名
幸福城市

環境力

第5名

台中市

環境力：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環境保護重視度、街道市容
、汙水處理率、每日垃圾清運量、平均每人環保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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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與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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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度台南建設經費配比

以建築工程所佔之比例最高

其次為水利工程與景觀工程

城市綠帶(自行
車道、步道改善)

1%
景觀工程(人本
環境、開放空間)

15%
水利工程(堤岸
改善)16%

建築工程(校舍
補強活動空間興

建)43%

道路工程(道路
擴寬)18%

治水工程(路側
邊蓋、清淤工程)

4%

城鄉風貌(城鎮
地貌)3%

99年度台南建設經費配比

98年度 以建築工程所佔之比例最高

其次為道路工程與水利工程

9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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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 城市綠帶 建築工程 城鄉風貌

西門市場

海安路新化道路

南門公園

大學路

忠孝國中

安定堤防

鹽水溪畔

鹽水溪畔

南瀛綠都心

武承恩公園

忠義國小



17

新營市藍綠帶系統

柳營小腳腿

新營太子宮前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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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三角公園

白河埤斗仔 安定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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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極限運動公園 新化生態公園

仁德岳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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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台江文史館將軍西北航道

七股祐王宮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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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蟋蟀其餘免談-

不管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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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蓮霧也不錯- 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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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縣市合併不同特性風貌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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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課題與對策

不同景觀類型間缺乏有效的銜接與轉
換，無法凸顯文化臺南的特色

豐富之傳統聚落紋理，需強化其空間特
色及活絡，以提昇整體景觀生活景觀生活景觀

臺南百年好
風光觀光系
統整合建構

台江山海圳
道理念延續
與遊憩系統
建構

觀光資源未
妥善規劃利
用

休閒觀光休閒觀光

傳統老街及歷史空間
閒置，缺乏完善規劃
與維護，無法提昇整
體觀光競爭力

人文景觀人文景觀

綠能產業、光電科技等
優勢，導入環境營造，
闖用永續的生活環境

傳統特色產業逐漸式
微，急需與地方特色與
觀光活動整合發展

永續產業
景觀
永續產業
景觀

自然景觀自然景觀

自然綠色基盤
保全與土地使
用衝突

科技產業、工
業發展造成環
境敏感地破壞

道路缺乏生態
化考量，降低
廊道綠色基盤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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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階段 (A類)
擬定年度 提案計畫構想
※台南市城鄉風貌景觀發展策略方向
※每年度提案計畫預定作業流程
※每年度提案管考辦法

執行階段

(A類)

收件

上網公告

審查

•環境景觀總顧問
評估檢核

採購評選(審)
會議

評選優勝廠商

執行控管

•協助各階段審查
•每月進度回報
•辦理查核、會勘

•完成規劃設計案
•提送成果報告表

提報結案

提送修正計畫書

填列自主檢查表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修正 /撤案

通過

營建署核定、
備查

中央補助

計畫執行

環境景觀審查
小組介入階段

台南市環境景觀審查控管機制

規劃設計案件類

審查機制流程圖



26

台南市環境景觀審查控管機制
■ 輔導提案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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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配套措施

城鄉風貌永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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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景觀風貌
縫合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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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英國人的碳足跡降為3公頃時，台灣卻持續竄升到6.9公頃
若是全世界都這樣 - 27個地球才能來滿足所需

減碳城市的風行

2010年-瑞典斯德哥爾摩、2011年-德國漢堡

1992年，台灣每年人均碳排放量為5.4公噸，
2008年，竄升至11.1公噸，超過全世界平均的2.5倍。

城市 競賽

歐 洲 綠 色 首 都 獎

致力改善城市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重視生物多樣性、交通運輸、
水資源、碳排放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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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百年
好風光

魅力農
漁村

節慶
傳承

濕地
保育

山海圳
綠道綠色

運輸

低碳
觀光

綠能
產業

文化場
域營造

產業
觀光

光電
城市

低碳
城市

低碳、綠能、文化、生態、觀光、節慶

賴市長對於臺南魅力發揚的關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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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願面對的真相的反思 →綠領經濟的綠色思潮 →
C2C  從搖籃到搖籃的理念執行

永續性
設計

綠色城市
發展循環設計

生態效率
+ +

C2C 搖籃到搖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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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景觀風貌縫合的新契機

文化臺南

科技臺南

節慶行銷

文化故事
場域營造

河川圳道
活化

綠色低碳
系統推廣

綠色路廊
綠色運具

生活美學
場域營造

農地再生

科技園區
新市鎮

休閒據點
營造

埤塘、溼
地保育

產業地景
營造

社區文史
解說培育

低碳
臺南

親水
臺南

魅力
臺南

豐餚
臺南

轉譯文化
景觀

營造優質
產業景觀

縫合
綠色基盤

C2C
臺南市

臺南市各區未來發展方針

高 雄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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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縫合 豐富的永續綠色基盤，發動綠色圍城計畫

 建構全市綠色基盤網絡  ECO聚落的發展軟性調控

2 轉譯 動容的臺灣文化景觀，發起文化復興運動

 整合全市文化景觀脈絡

3 營造 優質的產業景觀環境，呼應產業有家政策
 推動產業景觀化，景觀產業化
 以景觀手法打造友善的觀光休閒環境

 強化臺南市景觀意象，轉化成生活空間的景觀語彙

縫合臺南兼容並蓄的景觀願景

C2C大臺南－建立永續兼容，從搖藍到搖籃的典範城市

河廊、山林生態、海岸、濕地等視為大臺南地區的生命搖藍，定
調兩大搖藍（沿海的Blue Cradle與山側的Green Cradle）之間
的平原丘陵地區為生活的舞台

C2C
大臺南

Blue Cradle

Green Cradle

臺南景觀風貌縫合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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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縱向紋理解析與再發展

海岸的自然復育

自然生然系的再生

山的自然復育(造林)

有機農業
減少農藥.化學肥料

動植物

農業的三方向
-自產自銷(地域自給)
-特產務(商品作物)
-農村風光

山的遊憩

河川治理
水岸遊憩

水循環(森林是海的戀人)

海岸遊憩

道路網計畫與
行道樹計畫

都市化社會中農業

水田是綠庫

微地形的保全

都市化的管制
市街地及農村的土地利用調整

聚落環境的修復.改造.復原
(居民與政府的合作事業)

「農」的遊憩

水際環境的生態設計
(圳 水路 埤塘 水庫)
與網路系統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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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建立跨局處業
務執行整合平台

Step 2–整合景觀綱
要計畫及上位計畫

Step 3–推動綜合流
域治理

Step 4–台糖鐵道再
利用

Step 5–嘉南大圳再
利用

Step 6–歷史紋理保
存及生活環境營造

sewing, urban and rural

縫合

林
副
市
長
帶
頭

跨
域
整
合

執行之整體構想－
長程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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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 建立跨局處業務執行整合平台

高 雄 市

臺南市政府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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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 整合景觀綱要計畫及上位計畫 (1/2)

臺南縣景觀綱要計畫(原)

臺南市景觀綱要計畫(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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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游․保 水
中 游․節 流
下 游․滯 洪

Step 3 – 推動綜合流域治理

高 雄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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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 台糖鐵道再利用

․以糖鐵串連綠色休閒
網絡，重新閱讀城市
與鄉村地景

․銜接既有據點，串連
形成網狀/面狀之連
續觀光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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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 嘉南大圳再利用

․嘉南大圳水岸再生 / 單車林徑步道業
由環保局納入南市低碳城市計畫，爭取
中央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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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6 – 歷史紋理保存及生活環境營造

中西區神農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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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搖藍

藍色搖藍

農業基盤

6條河廊

3大核心

綠色路廊

C2C 搖籃到搖籃於臺南市



43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