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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發展課題與對策 

綜合前述各項實質發展分析及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作業之相關法令規定，

擬具本次通盤檢討之發展課題及解決對策，並分為「依前述分析結果所歸納

之『實質發展課題』與涉及通盤檢討作業之『一般性課題』」等兩大類，以

下將分別說明之。 

一、實質發展課題 

根據前面各章針對計畫範圍內社會經濟環境、發展現況與實質發

展之分析，配合實地踏勘調查並彙整各方意見後，有關東區之現況與

未來發展課題綜合如下，而本章亦將就各相關課題提出初步之對策，

以下分別說明之。 

課題一：因應縣市合併及未來大臺南發展新軸線，檢討東區容積接收地

區擴大適用之可行性。 

【說明】 

1.東區實施都市計畫迄今，已發展 60 餘年，建成區建物密集，計畫

區內可供增設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有限，且區位分布不均，故宜針

對容積接收地區進行檢討。 
2.縣市合併後，東區由邊際區位轉為核心發展區，而現行計畫容積接

受基地僅以商 E1 及南臺南站副都心、平實營區與精忠三村副都心

之住宅區、商業區為限，此恐不合時宜與地區發展定位不符。 
3.目前計畫區內住宅區容積界於 160%~200%，而其建蔽率界於

50~60%，其容積率、建蔽率層級比例差異性小，易發展為齊頭式

天際線景觀，難以有效突顯地區發展之特性。 

【對策】 

依據未來之發展願景，本計畫區內之容積率仍具有調整空間，

惟因地區已建成，增設公共設施用地可能性有限，為避免公共設施

服務水準下降，並不適宜貿然大幅提升基礎容積；然其形塑多樣化

之城市景觀與容積需求，故建議參照原臺南市其他行政區，依循「臺

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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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計畫區原縣市界計畫範圍與鄰地區界相疊，略為不符。 

【說明】 

本計畫區北與北區毗鄰、西與中西區及南區接壤，此兩側計畫

範圍大致均以行政區界為界；東、南側則因與原臺南縣之永康區、

仁德區相銜，其計畫範圍係為原縣市交界，經本次通盤檢討發現東

區與永康、仁德之都市計畫範圍與地籍圖略為不符，互有相疊之情

事。 

【對策】 

因隸屬不同行政轄區，建議辦理土地鑑界以確認行政界線，由

相關單位進行協商後，再據以配合調整都市計畫或行政區地籍範

圍，並參考相鄰地區之土地使用分區配置，始得續依法定程序辦理

主要計畫範圍變更。由於變更主要計畫範圍線係屬主要計畫權責，

爰後續如主要計畫範圍調整，細部計畫應併配合調整之。 

 
圖 6-1 東區與永康、仁德都市計畫範圍互有相疊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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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停車空間不足、違規停車情形嚴重，致使尖峰時間路口壅塞，

影響居住生活品質。 

【說明】 

隨著汽機車持有率持續攀升及主要道路兩側產生沿街式之商業

行為，衍生路邊違規停車，大幅占據道路服務空間，致使可通行之

道路空間縮減，影響交通動線並危及都市防災與公共行駛安全。 

【對策】 

東區除南臺南站、平實營區等整體開發區外，已無大面積未建

築用地；建成區內人口密集，新增停車場用地不易，其改善停車問

題策略，宜從短中長三階段循序漸進著手： 

1.短期可配合「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之推動，鼓勵所有權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將空地開闢成臨時停車場，以供公眾使用。 
2.中期鼓勵民間參與興建、營運路外停車場，或以公共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興建立體或平面停車場。 
3.長期則透過閒置公共設施用地及公有土地之檢討，儘可能於細部計

畫中，優先劃設為停車場用地供停車使用。 

課題四：重大建設計畫衍生之交通負荷，恐將影響居住生活品質。 

【說明】 

計畫區內因平實營區案、原「工二」工業區商業開發案、南臺

南站案、原德高保護區案、增設大灣交流道等大型建設及開發案之

推動，提升本計畫區之生活機能，促進地區三級產業之發展，惟引

入許多過境性之交通量及衍生之停車需求，將對計畫區內生活環境

品質帶來影響。 

【對策】 

1.配合捷運化公共運輸系統政策，藉由市區公車搭乘之補貼機制與票

證電子化，誘導民眾使用公共運輸轉乘，改變民眾交通運具之選

擇，期以降低交通負荷量。 
2.為避免大型開發案衍生大量停車空間需求，致使停車空間外部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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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會成本過高，故建議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建築物附設停

車空間標準及相關規定增訂相關停車空間之規定。 

課題五：原仁和工業區應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迄今仍有部分尚未

辦理，影響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 

【說明】 

計畫區內之原「工三」仁和工業區於民國 83 年 6 月「變更臺南

市主要計畫(工業區通盤檢討)案(暫予保留部分)」附帶條件規定「應

另行擬定細部計畫，並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完成後，始得申請

發照建築」；該細部計畫已於民國 87 年完成擬定，迄今仍有部分區

域尚未辦理重劃，為東區細部計畫區內僅餘未辦理之整體開發區。 

【對策】 

考量原計畫規定之精神與社會公平原則，應由開發者共同負擔

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及興闢費用，爰依據內政部頒之「都市計畫整

體開發地區處理方案」檢討未能依規定辦理整體開發之成因。經查

未辦理區域合法既有建築密集，為遲未辦理重劃之主因，擬以規定

比例繳交代金或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方式解除市地重劃規定，其代金

建議應專款專用於原重劃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徵收及興闢，以維社

會公平原則及計畫之可行性。 

課題六：計畫區內部分建築物鄰棟間隔不足且道路彎曲狹小，有妨害公

共安全之虞。 

【說明】 

中華東路以西、大同路以東地區為東區早期發展區域，現況建

物座落密集，居住密度過高，缺乏足夠之開放空間供作逃生避難場

所，且區內巷道彎曲、狹小，有礙救災作業之進行，將造成環境與

安全上之堪慮且不符合都市發展需求，亟待改善。 

【對策】 

積極導入都市更新手段，整合政府及民間資源，除改善居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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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之外，透過整體性規劃，達到復甦都市機能、改善都市環境、增

進公共利益之目標。建議相關對策如下： 

1.循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都市更新，引導開發主體更新區內基礎與公共

設施，並視區內實際發展狀況，解決新舊建物雜陳情況，改善地區

整體市容景觀。 
2.透過都市計畫程序，變更適當土地作為公共活動空間，並增、修訂

相關管制措施方式，達到改善環境品質之目的。 
3.配合鐵路地下化林森站之增設及中央推動「醫養合一」之政策，「機

35」機關用地(現為榮民之家)已計畫搬遷於平實營區與精忠三村地

區內，而「機 35」周邊地區巷道狹小，建物密集、老舊，建議透

過都市更新手段改善都市環境，亦為其都市發展挹注新活力。 

課題七：公共設施保留地長期未徵收，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及都市環

境品質。 

【說明】 

本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共計 28 處，礙於多數公共設施用地

之取得僅以一般徵收方式辦理，其徵收費用非政府財政所能負擔，

此徵收問題已成為地方政府推動市政建設之一大阻礙。而此一現象

除長期影響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外，亦造成土地閒置、違規使用等

現象，同時形成都市防災與居住環境安全之公共議題。 

【對策】 

1.視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儘量編列相關經費，逐年辦理公共設施用地之

取得與興闢，以提供都市發展所需之公共設施機能。 
2.透過容積移轉方式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長期上建議訂定送出基地容

積移轉之優先順序，建立明確之申請程序、透明化之容積買賣平

臺，以提高土地所有權人與土地開發業者意願。 
3.如確認無開闢或使用需求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得予以適度檢討變

更。 

課題八：計畫區內部分市場用地已無市場使用機能或已無開闢需求。 

【說明】 

依據臺南市市場處之評估，東區之市 6、市 E2、市 E4、市 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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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11 等 5 座民有市場已喪失市場機能，現今環境髒亂，除了影響

周邊環境品質外，並易成為治安死角；另者，市 E10 用地因周邊已

有虎尾寮公有市場、旺昌民有黃昏市場、後甲民有黃昏市場等數座

公民有市場，故未來無徵收開闢市場之需求。 

【對策】 

1.無市場使用機能之市場，由於多屬都市計畫劃設前之建設市場，歷

時多年土地所有權人持分複雜，建議可導入都市更新機制，劃設為

更新地區，透過更新誘導再開發，以改善環境髒亂及社會治安。 
2.無徵收開闢需求之市場，考量其區位及周邊地區之土地使用分區配

置，調整為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或土地使用分區性質。 

課題九：計畫區內部分地區現況、地籍、樁位與都市計畫圖不符，影響

民眾權益並造成執行疑義。 

【說明】 

現行都市計畫部分地區涉及執行現況、地籍、樁位與都市計畫

圖等不符問題，將造成執行疑義並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應納入

本次通盤檢討案內一併考量。 

【對策】 

配合實際現況與執行成果，納入本次通盤檢討變更，以符合實

際發展需求。 

課題十：計畫書圖不符之情形，應於本次通盤檢討切實修正。 

【說明】 

經檢核歷年變更計畫書圖，發現有道路編號書圖不符、公共設

施編號重複等計畫書圖誤漏繕情形，尤以道路編號誤繕最為嚴重。 

【對策】 

1.計畫書圖不符情形，應查明原規劃意旨後予以調整修正，以符實際。 
2.應查明原是否為轉繪過程之疏失或漏列、誤繕等其他原因予以調整

修正，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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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性課題 

依都市計畫法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之規

定，細部計畫通盤檢討作業包括計畫人口與居住密度之檢討、細部計

畫道路系統之建立、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都市設計基準之訂定、都市

防災系統之規劃等相關內容進行檢討，說明分別如下： 

課題一：計畫人口及居住密度之檢討擬定。 

【說明】 

計畫人口為都市計畫實質規劃之基礎，用以檢討各項公共設施

用地及各類土地使用分區之需求量，而都市計畫每三年內或五年內

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之目的，係為適時掌握地區發展趨勢，以作為

適當之調整修正。因此，計畫人口與居住密度之檢討，為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之首要工作。 

【對策】 

民國 95 年東區細部計畫核定時，不含精忠三村與平實營區、車

站專用區(火車站部分)、德高保護區變更為住宅區部分等三處涉及整

體開發暫予保留地區，計畫人口為 227,000 人。現今前等整體開發暫

予保留地區，已陸續發布實施；再者，由前述章節分析可知，本計

畫區之現況人口近年雖成長趨緩，惟綜觀計畫區內之重大建設計畫

陸續進行，東區未來人口仍有向上攀升之可能性。因此，本次通盤

檢討應整合東區行政區內原有各細部計畫，重新調整及修正計畫人

口數。 

課題二：細部計畫道路系統之檢討。 

【說明】 

原則上細部計畫之道路系統係依據主要計畫之規劃，同時配合

道路功能之劃分與地區居民之使用需求作整體考量，並以服務鄰里

單元居民進出為目的，必須兼顧人、車之便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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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由現行計畫道路之開闢調查結果顯示，除平實營區及南臺南站

整體開發區外，未開闢道路集中於生產路以南及計畫區東南側與仁

德區交界處，由於縣市合併前開發步調不一，造成交界處道路不連

續，影響地區間連通之可及性。因此本次通盤檢討作業有關道路系

統之檢討，將著重於東區、永康區、仁德區交界處之細部計畫道路

之連結性。 

課題三：都市計畫相關法令迭有增修、刪訂或現況發展與計畫內容不符，

致使部分土地使用管制內容難以執行落實。 

【說明】 

計畫發布迄今，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迭有修訂，實有

配合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因法令之競合，以致部分土地使用管制內

容執行疑義。歷經彙整檢討略為如下： 

1.第二種低密度住宅區之土地容許使用項目，係採正面列舉方式執

行，惟社會變遷快速、都市計畫內容無法即時予以因應，常發生使

用項目不符之情事，影響地區發展。 
2.第二種低密度住宅區規範：「除鄰接 18 公尺以上道路之基地，其二

樓以上得作為事務所使用。一樓及地下室得作為特定允許使用外，

不得作為非住宅之使用」，其因現況為透天厝建築型式，少有興建

地下室，以致規範難以適用於實際使用現況。 
3.容積移轉得依「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勵辦法」、「容積移轉辦法」、「建

築物留設停車空間獎勵規定」申請提高容積率，但「建築物留設停

車空間獎勵規定」適用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59
條之 2，已於民國 100 年 6 月 30 日修正發布其施行期限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迄今已逾施行期限。 

 

【對策】 

前述幾項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應予檢討調整： 

1.為不影響既有規劃原意，將現行低住二允許使用項目轉化為行業標

準分類代碼，以利於執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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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取消現行低住二土地容許使用項目其使用樓層之限制，回歸都

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之管制。 
3.因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59 條之 2 之條文修訂，本次

通盤檢討亦應配合修訂停車空間獎勵之規定。 

課題四：前次通盤檢討發布迄今歷經多次檢討變更，相關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準則有待整併與配合調整。 

【說明】 

前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迄今，平實營區與精忠三村、德高保護

區等暫予保留地區已陸續發布實施，再者原忠孝國中、原工二等另

擬細部計畫亦已發布實施，各細部計畫中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及都市設計準則不一，為利於都市計畫執行管理，有待進行土地使

用分區及都市設計準則整併與調整。 

【對策】 

本計畫彙整前次東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後之歷次都市計畫變更

發布實施內容，涉及相關規定部分，逐一予以納入整合或配合修訂

之，俾利日後執行管理。 

課題五：地區性公共設施用地之檢討。 

【說明】 

東區停車場用地之劃設規模及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

兒童遊樂場用地劃設比例，均未達「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法定檢討標準及該法第 18 條規定之計畫總面積 10%。為發揮地

利及民眾使用所需，爰清查區內閒置無使用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 

【對策】 

依據現行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劃設標準，分析本計畫區內未達劃

設標準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並擬公共設施檢討變更策略如下： 

1.無設置需求之閒置公共設施，或經主管機關表明已無使用計畫者，

得參酌現行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檢討變更為其他必要性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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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查計畫區內公有非公用土地之分布情形，考量其區位、規模大小

等條件適當之土地，評估其納為必要性公共設施用地之可行性。 

課題六：都市設計準則之檢討與變更。 

【說明】 

1.本計畫區內原「工二」工業區開發案、平實營區與精忠三村、南臺

南站開發案等多項重大計畫陸續開發，因此檢討現行條文時，應著

重前述各計畫對地區空間結構及活動特性之影響，考量其景觀、公

共空間之塑造，增修訂適當之都市設計管制條文。 
2.配合鐵路地下化，未來鐵路沿線及其兩側地區將成為本計畫區之都

市景觀軸帶，基於都市意象、景觀形塑的考量，故應針對鐵路沿線

及其兩側地區之景觀、建築開發等加以規範，並檢討是否將其納入

重點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對策】 

由於計畫區內多項重大建設之開發及規劃，影響本計畫區內之

空間結構，故本次通檢應檢討、調整計畫區內之都市設計審查範圍，

並配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劃與使用性質、強度等之規定，同時考量地

區特性，擬具都市設計基準，其內容應包括公共開放空間系統與人

車動線之設計配置準則、建築量體與型式風格及法定空地植栽綠化

之規範等項目。 

課題七：都市防災系統之檢討。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時，應就都市防災避難場所及設施、救災路線、火災延

燒防止地帶等事項進行規劃及檢討。因此，本次通盤檢討依循其規

定檢討現行都市防災計畫章節。 

課題八：都市更新之檢討。 

本計畫區內部分現有街廓為早期發展地區，巷弄狹小、地籍凌

亂且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落，基於防災安全之考量，故本次通盤檢

討將依現況使用情形，檢討新增劃設都市更新地區範圍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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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發展定位與目標 

一、發展定位 

依據 2011 年「配合縣市合併升格研提大臺南空間發展策略及都市

計畫整合方案先期規劃暨擬定都市更新綱要計畫案」，針對合併後大

臺南的發展願景係以「城鄉共生、和諧發展」為概念，於城鄉共生的

大方向下調和城市與鄉村之間衝突，發展成為「文化科技雙元產業，

綠色生態適居城市」。東區挾帶合併後大臺南地區人口數次高、居住

密度為首地區的人力優勢及豐富的休憩資源，據此立基於現有資源

上，倘以東區做為綠色生態適居環境的改善據點，其效益較高且難度

較低，亦具備發展為低碳生活、文化與商業的潛力與實力。 

在東區未來發展上，將以「低碳」為目標，「管制」為手段，轉

化現行都市空間發展模式，進而運用於生活環境品質改善、加強公共

設施建設、交通改善與商業層級的提升，打造綠色生態的適居生活與

文化環境，以呼應目前大臺南「永續、低碳、生態」發展願景，並創

造更多的商業發展與就業機會，成為大臺南發展為低碳城市的重要示

範計畫區。是以，將東區定位為「生活、文化休閒與商業發展」地區，

成為大臺南發展願景推動的助力。 

 

圖 6-2 發展定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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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目標 

在臺南市整體發展架構下，現階段東區需要一個具系統可執行的

都市發展策略及願景，透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整合東區與四周行政區

之間內外資源與串連，以此作為都市發展正面之促動利基；配合通盤

檢討作業打造生態規劃的東區總體實質發展計畫，在既有都市空間紋

理下，透過土地使用管制與都市設計規範手段「微型」塑造東區未來

二十年的新生活空間，朝向以人為本、健康舒適的都市計畫區。 

是以，建構節能、宜居、健康的宜居環境，以營造明確的地區風

格為本案重點。本案發展目標如下： 

 永續－以維護永續的都市計畫區作為首要概念 

 適居－以追求適居城市發展的經營指標為概念 

 安全－建立環境、人與生活之安全機制為概念 

 低碳－建立最有效率資源利用的空間組織準則 

 

 

 



變更臺南市東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6-13 

第三節  發展構想 

承前所述，本案將東區發展定位為生活、文化休閒與商業發展空間，並

將透過土地使用管制與都市設計規範手段「微型」塑造東區未來的新生活空

間。未來東區的發展構想，立基於提供「生活、文化休閒與商業」機能的發

展角色與定位，同時考量現有發展課題，擬提出各向度的發展構想，以促其

發展目標之達成。 

一、計畫區空間發展架構與構想 

大臺南縣市合併後，縣市邊界消弭且原臺南市之都市發展、活動

業有逐漸往東擴張，促使本計畫區由邊陲地帶翻轉為核心發展區域。

再加上，近年相關重大建設計畫如：南臺南站副都心區段徵收、平實

營區市地重劃、增設大灣交流道、永康砲校遷址…等等，皆顯示都市

發展重心逐漸傾往東側地區，帶動永康、仁德區之發展，成為原臺南

市都會生活區之都市發展腹地。 

本計畫除延續現有空間架構作為發展基石，妥善運用現有空間資

源外，更應提供永康、仁德與本計畫區交界地帶之生活、商業、文化

休閒等機能服務，因而以「一軸、二心及三分區」為空間發展架構，

規劃構想分述如后： 

(一)一軸 

將昔日鐵路運輸廊道釋放之地面空間，以濃縮自然方式建構為

具生態、保水之「綠色景觀軸帶」，藉由開放空間與周邊人行步道

串聯，以提升開放空間之步行機能，不僅將人的活動彼此聯結，亦

提供生物活動新路徑，透過計畫區內都市景觀綠軸之營造，進而提

升鐵路廊道周邊土地使用、景觀之品質。 

(二)二心 

1.南臺南站副都心 

為提升臺南市民之文化素養及提供本計畫區、仁德區民眾參

與體育、休閒、藝文活動之場所，將與鄰近臺南市立文化中心、

巴克禮公園及南臺南站等建設結合，整合文化、藝術、商業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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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塑造都市親水空間、藝文展演活動場所之特色，且提供多元

化之優質住宅，以提升地區生活之品質，打造提供複合機能之優

質生活副都心。 

2.平實營區與精忠三村副都心 

藉由引入商業服務、流行創意產業等，且配合國道 1 號增設

大灣交流道、平實營區市地重劃等相關建設計畫，提供本計畫區

與鄰近永康區購物、創意市集、休憩及活動等複合機能，與國賓

商圈及原「工二」變更商業區案塑造新興複合商業發展核心；輔

以集中留設開放空間為原則，並與周邊開放空間串聯，形塑優質

購物環境，提升計畫區內商務服務之品質。 

(三)三分區 

1.以文化為導向的「文化休閒區」 

以成大與文化中心為東區兩大文化休閒發展之核心，在資源

共融的潮流下，整合周圍文化、古蹟、學術等資源，配合成大校

區、文化中心的未來發展構想，積極運用公有地規劃綠地與街角

廣場，引發相關藝文活動發生的可能，吸引居民休憩與聚集，型

塑文化休閒的意象。 

2.以低碳為導向的「適居生活區」 

以計畫區東側、東南側住宅區為主，期以提供完善生活機能

及公共設施，打造優質的居住環境。由於近年氣候環境劇烈變遷，

極端降雨頻率大幅增加，致使高速公路兩側低窪地區及道路淹

水，故建議以整體開發地區(如：原德高保護區、南臺南站副都心、

平實營區與精忠三村等地區)及新興住宅區作為示範地區，以低

碳、基地保水等低衝擊開發為原則，建構具氣候調適功能之適居

住宅區，提供發展永續環境、適居住宅型態的契機。 

3.以服務為導向的「複合機能區」 

以國賓商圈與原「工二」變更為商業區地區為主，主要提供

商業、娛樂、休憩等服務機能，居住機能為輔，未來該地區結合

平實營區市地重劃開發，於大臺南未來發展願景上，為一重點發

展廊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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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東區空間發展構想示意圖 

二、實質規劃構想 

依據本計畫區內整體空間發展之特性及生活、文化與休閒資源潛

力，提出適性之規劃構想，作為地區發展之指導原則，而實質規劃構

想分為土地使用、交通運輸、開放空間等三大層面，茲分述如后： 

(一)土地使用構想 

1.營造安全適居之生活空間 

針對平實營區與精忠三村副都心地區、南臺南站副都心地

區、原「工二」工業區、原德高保護區及原忠孝國中等新開發地

區，應透過相關管制規定訂定綠覆率及留設開放空間等規定，建

構具氣候調適功能之優質住宅區，以成為其他地區效仿之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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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鐵路兩側都市機能縫合 

鐵路地下化工程除消除鐵路沿線兩側地區發展之阻礙，均衡

都市發展，其騰空之路廊可適度考量地區里民發展需求、脈絡，

適當植入公園、綠地或廣場等開放空間，並加強鐵路沿線地區之

橫向動線及步行之可行性，藉由形塑永續生態之生活空間機能及

鐵路兩側地區之動線連結，達成都市土地使用機能之縫合。 

3.形塑區內商圈之自明性 

本計畫區的商業行為係屬帶狀商業帶居多，其商業型態以餐

飲服務業為大宗，未來除配合市府推動「臺南市騎樓暢通計畫」，

提供更友善的空間環境，改善商業逛選空間，提昇商業服務品質

外，可考量於平實營區市地重劃後之開放空間規劃戶外活動展示

場所及流動攤販的設置空間，並加入生態元素，塑造生態商圈，

透過人行徒步區、水渠、植栽、座椅等，營造整體商業區風格。 

 

圖 6-4 東區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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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運輸構想 

1.提供友善之人本交通環境，打造低碳、安全之城市 

為提供友善、安全之居住環境，故未來應檢視市區主要道路、

園道之車道配置，儘量規劃人車分離之人本動線，提供交通運輸

兼具休閒、運動功能之人行、自行車空間。 

2.建構無碳綠色運輸系統，以紓解都會交通成長壓力 

考量本計畫區周邊重大建設及大型開發計畫(如：增設大灣交

流道及原「工二」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之開發等)，未來將衍生龐

大交通量，為提升本計畫區內之交通服務水準，故應檢討區內道

路系統，提升交通服務機能，並整合地區大眾運輸系統，提升整

體交通服務效率。 

3.改善縣市交界處之道路系統，提升地區連通可及性 

考量縣市合併前開發步調不一，造成交界處道路不連續，故

應檢視東區、永康區及仁德區交通路網，視其開闢需求之迫切性

逐年編列經費將其貫通銜接，建構完整道路系統，本計畫建議應

加速開闢路段詳圖 6-5 所示。 

 

圖 6-5 東區交通運輸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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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放空間構想 

1.綠色資源之整合，打造生態都市環境 

為營造生物棲息、安全適居之生活空間，故本計畫將以區內

公園、公兒等開放空間為發展基石，藉由人行、自行車空間及道

路網絡之連結，組織成為都市生態網落，創造與大自然共生之都

市環境；透過相關管制規定，提高計畫區域綠覆面積，增添都市

景觀意象。 

2.形塑景觀道路，建構都市綠軸系統 

為創造地方景觀自明性，故將透過都市設計手法，形塑都市

景觀綠軸，以增加都市綠地開放空間，並與公園道相互連接，建

構區內綠帶系統。 

    
圖 6-6 開放空間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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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態都市規劃原則 

近年來嚴峻的環境變遷，如全球增溫、氣候災難及能源耗竭等危機，對

人類生活造成嚴重衝擊與影響，故如何建立符合當前生態城市、節能減碳的

都市規劃理念，則為規劃完善、永續發展都市空間的必要考量。 

本次通盤檢討依循最新修訂之「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八

條規定，於計畫區發展漸趨飽和之情形下，強化相關管制措施，以引導計畫

區永續發展，其生態都市規劃原則茲分述如下： 

一、水與綠網絡系統串聯規劃設計原則 

本計畫區內之藍綠帶資源分佈情形如圖 6-7 所示，由於本區為早

期建成區，已無可扮演生物棲息與繁殖之大型棲地，惟近年陸續公告

實施之整體開發區則成為實踐之契機；另本區休閒遊憩設施開闢率相

較其他行政區高，其用地將可成為生物短暫棲息空間。故本計畫將以

區內公園、公兒、綠地等既有綠資源為基礎，配合既有藍帶、公園道

等帶狀資源，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與都市設計準則予以規範，

串聯計畫區內水與綠網路系統，營造生物棲息、人文休憩的多樣環境

空間，增添都市視覺景觀，規劃設計原則如下： 

(一)規劃範圍 

1.綠地資源 
(1)計畫區內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綠地、廣場用地。 
(2)學校、機關等半公共開放空間。 
(3)建築基地法定空地。 

2.河川藍帶 

本計畫區東側之三爺溪。 

3.交通運輸空間軸 
(1)主要道路空間軸線。 

(2)公園道及自行車道系統。 

(二)綠化空間原則 

1.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儘量留設 1/2 以上種植花草樹木，且法定

空地應儘量採用綠地、透水等設計，以提升區內整體綠化成效及建

築基地保水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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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生態綠化手法，進行建築壁體綠化與綠屋頂設計，以強化都市

建築生態性與舒適性，並採取綠建築以提升建築品質，包括降低能

源消耗及廢棄物產生，增添都市景觀。 
3.公園道、水岸沿線之建築用地應增加環境綠美化及休憩空間，增加

場所空間的舒適性，以塑造其與鄰接之水岸及綠帶相呼應之意象。 
4.藍帶系統應儘量在不影響排水功能之前提下，增加堤岸邊坡綠化並

適度增加平台，形成河岸休憩、賞景空間，增進人與河川互動關係。 
5.公園、綠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等開放空間之規劃、設計及施工應

朝生態設計的原則辦理，且達到串連效果，以補償與促進棲地系統

連結的多樣性，並提供舒適的步道系統連結。 

     
圖 6-7 東區現行都市計畫藍綠資源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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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栽選種原則 

1.人行道、分隔島、公園綠地等都市區域可選擇誘蝶、誘鳥植物，採

以多層次混種植栽，增加生態棲地與生態跳島，促使都市地區之生

態多樣性。 
2.學校、機關等半公共空間，宜考量增植喬木與灌木來營造舒適的遮

蔭空間，亦達綠化量、減碳之理念，增加區內視覺景觀。 
3.人行道宜選擇深根性、枝幹強韌且根系垂直之樹種，以減少根系破

壞舖面或枝幹折損所致發生危險之現象。 
4.植栽選種宜考量耐候、耐污染、耐旱、耐風及抗蟲等適地性的原生

樹種，並避免選取生態入侵種、惡臭、味濃、有毒花粉之樹種。 

二、雨水下滲、貯留之規劃設計原則 

(一)整體開發地區設計原則 

計畫區內指定整體開發之地區，如：南臺南站副都心地區、原

德高保護區、平實營區與精忠三村等地區，建議可透過開發契機，

建立具生態性之公共基盤系統，包括設置雨水貯留供水系統與中水

處理系統。 

 
圖 6-8 生態性基盤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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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基地設計原則 

1.本計畫區內新建、改建、增建之建築物宜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4-3 條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以削減雨水逕流量，

減輕都市排水系統負擔，降低水患造成之危害。 
2.本計畫區新建之建築物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綠建

築基準有關建築基地綠化、建築基地保水等規定。 
3.降低建築物地下室開挖的規模，針對私人開放空間、退縮地及庭

園，進行大面積綠化設計，以達到逕流下滲循環的效果。 
4.本計畫區新建住宅之開放空間鋪面宜使用透水性高之材質與工

法，以提升基地涵養水分及貯集滲透雨水之能力。 

(三)公園、綠地、學校等公共空間設計原則 

1.公共空間應儘量以透水鋪面為主，並在適當的地區藉由地表高低差

的地景設計營造出低窪蓄水空間，而此蓄水空間應與基地外部的動

態循環的水系統形成連結。 
2.校園開放空間應儘量以滯洪、入滲及就地保水為規劃原則，透過校

園空間之雨水管理，進行小區域的分洪管制，使雨水能有效滲入土

地，並可貯集再利用，達到軟性防洪的目的。 

三、計畫區內既有重要水資源及綠色資源管理維護原則 

(一)水資源：恢復水岸生態系統，創造生物生存空間 

本區藍帶系統以計畫區東側之三爺溪為主，為仁德區與本區之

區界，東區水岸側為未開發商業區用地，雜草叢生，仁德區側則為

工廠、住宅林立，景觀凌亂，河川遭受汙染，現況喪失都市藍帶之

基本景觀與休憩功能；為妥善利用既有河川資源，建議透過三爺溪

整治及沿岸景觀改造計畫之執行，塑造綠意親水之空間特色，以重

現三爺溪往昔之河岸風貌。 

(二)綠色資源：以永續發展為原則，建構都市綠化空間 

東區人口密度居大臺南地區之首，故未來應朝往提升土地使用

效率及配合大眾運輸工具使用等兩方向，引導東區形成緊湊之都市

發展型態，塑造健康的空間結構與景觀，實踐生態城市之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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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議於開發時，宜以綠化法定空地作為景觀緩衝區，並透過

減少公共設施硬鋪面、提高綠覆率等方式，提升都市地盤滲水及保

水能力，以永續發展之概念，營造宜居的綠境生活空間。 

四、地區風貌發展及管制原則 

東區發展歷史悠久且多為建成區，其空間發展之紋理脈絡係由西

往東南擴展，而即將發展地區包含原「工二」工業區商業開發、南臺

南站整體開發地區、平實營區與精忠三村及原德高保護區等新開發地

區，與東區未來之發展風貌有著密切關聯，故本計畫區之地區風貌及

管制原則，應以「尊重既有發展紋理，維護地區自明性」為主。 

考量都市內地區的文化特性及空間營造模式，主要包括量體、退

縮、型態以及歷史文化等元素，尊重既有環境發展，再透過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以及都市設計審議機制的引導，控管都市景觀意象之發展；

而整體開發地區應儘量集中留設綠帶，透過設計手法，融入在地文化

元素，進行景觀設計，以營造在地風貌意象的文化廊道。 

五、地區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之建置原則 

(一)人行步道建置原則 

1.配合道路寬度及車道規劃，於寬度足夠之道路兩側設置人行空間，

以提供安全無虞的人行徒步活動進行。 
2.步行者的安全性需要特別考量，保護的對象包括幼童、學生與老年

人，以通往遊戲場、運動場、幼稚園與學校、社區中心與公園的路

徑安全性尤其重要，可透過開放綠帶隔離。穿越道路可利用鋪面質

材、顏色變化等作為設計依據。主要目的皆在使用路人能清楚瞭解

步道的使用範圍，並與主要道路作一區隔。 
3.建構以步行為優先的路網，提供直接、連續與無阻斷銜接至各公共

設施的路徑，並與開放空間整合為一連通系統，以強化外部空間使

用效率與空間品質。 
4.於學校周邊增設通學步道且以「綠廊道」為主題，利用覆層植栽手

法，營造綠廊道的空間感，並進行特定時間之道路管制，提供安全

之通學步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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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車道建置原則 

1.利用標線、分隔島或護欄等設施，降低共用車道上自行車與機動車

之間的衝突。 
2.自行車道沿線及重要路口應設置方向指引、危險警告等標誌、號誌

及標線等交通管制設施。 
3.設置自行車維修、停放站，提供安全的自行車停放空間。 
4.導入自行車與大眾運輸等多種層次之運具連結系統，以降低運具轉

換間障礙，建構無接縫的運輸品質。 

   

圖 6-9 自行車道規劃內容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