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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南市南山公墓位於台南市南區，面積 103公頃。在都市發展的進程中，南山

公墓成為都市最大的鄰避設施，於未來面臨全球暖化遭遇極端氣候的同時，則面臨

豐水期與枯水期之降雨量差異越來越明顯，導致部分區域產生淹水問題；另一方

面，陽宅與陰宅爭地，使政府面對數萬座墳墓遷葬難度大且經費不足之困境，南區

之都市綠地空間亦相對不足導致居民缺少日常休閒遊憩活動之空間。 

藉由對南山公墓的公墓規劃將都市負面因子轉化成正面因子，進行南山公墓分

期分區建設，以一萬八千六百多座無主墓作為規劃契機，將無主墓姓名刻入紀念雕

塑建在紀念廣場，成為新的紀念形式，而後對三萬一千七八多座有主墓進行遷移，

統一遷入紀念廣場或自行遷葬，期間以分期分區陽性樹種栽植方式進行林相復育與

形成自然演替，以及竹溪親水與生態工法河段之整治，結合資源特色導入多元活

動，設置步道、服務設施、生態滯洪池等以型塑為都市森林公園。藉由不同植栽以

及草花為生態帶來諸多效益的過程中，增加以四季花海為主題的地景元素與休閒活

動，增添民眾生活、親水遊憩活動空間，改善台南市城區氣候暖化、都市淹水等問

題，以及為台南市南區之動植物提供更多樣化之棲地環境。 

透過對南山公墓規劃轉型成為都市平地森林公園，不僅為墓地遷移提供操作新

方式，節約政府遷葬補助金補償，除解決政府遷葬補償經濟壓力，同時土地活化後

能滿足都市民眾對於公園綠地之需求，為當地帶來觀光可能性，亦帶來對於都市生

態、都市綠色基礎設施及都市文化與生活的價值。 

 

關鍵字：公墓轉型、土地活化、林相復育、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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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nshan cemetery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District of Tainan City, which is about 103 

hectares.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urbaniz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Nanshan cemetery 

has become the largest obstacle to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s the global warming and 

extreme weather in the future,the precipitation changes notably,especially in rainy season and 

dry season,and some areas may have flooding problems.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will face the trouble with insufficient funds and have difficulty in relocat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cemeteries. Moreover, insufficient green space resulting in lack of daily rest space for 

residents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The cemetery planning of Nanshan is aiming at turning the negative factors of the city 

into positive ones.  The construction of Nanshan cemetery will be divided by several stages. 

Firstly, starting with more than 18600 unowned tombs to form a new monumentality, engrave 

their names on a memorial sculpture and then build a memorial square. After that, migrating 

the rest owned tombs (about 31700 tombs) to the memorial square or moving to another 

place by their descendants. In the meantime, by planting trees to restore the forest to natural 

succession step by step. Using ecological engineering method to deal with brook, introducing 

detention ponds, then building a large forest park with walkway, buildings and fitness 

facilities in it.  As varieties of plants and trees bring many benefits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is good for organizing some leisure activities themed with flowers. And it will 

provide more hydrophobic space for people, help improve air quality, ease urban flooding 

and provide more diverse habitat for animals and plants in southern Tainan. 

     Through the planning of Nanshan cemetery and turn it into an urban Forest Park,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way to migrate cemetery, but also helps the government 

save the burial grants. Besides, i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citizens around the southern area of 

Tainan city for green space and may bring some tourism possibilities. What's more, the urban 

forest park will bring significant value the urban ecology,infrastructure and city cultural lives. 

Keywords：Cemetery transformation, Activation of land, Forest stand Restoration, 

          Forest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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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緣起 

隨著都市的擴張與發展，都市與墓地的距離逐漸縮短，土地的缺乏則又阻礙了

都市經濟的發展，墓地遷葬後活化再利用已然是國際趨勢。尊重相關文史單位對於

文化資產保留之作法，採取合理的處理手段，釋出土地重新加以利用，才有利於都

市經濟發展。 

台灣土地資源十分有限，陽宅與陰宅比鄰情況日趨嚴重。據殯葬處統計，台北

於 88至 102年間，遷葬 17處、4萬座墳墓；高雄與 100年至 103年陸續完成 25

處遷葬，墓基總數接近 10萬座，釋出 155公頃以上都市可用空間；台中亦於 107

年公告，將對 9 處公墓進行遷葬。台北、台中、高雄等地公墓遷葬後主要以墓地公

園化，都市森林綠地等方式進行規劃。 

台南於 105 至 106年遷葬後甲公墓及仁德公墓，後續將針對關廟、七股、新

營、麻豆等區公墓進行遷葬，且推動「零公墓」計畫，鼓勵以植存安葬祖先方式。

而南山公墓僅在 103年為配合西門路道路延長工程作業時，遷葬一千三百四十一座

墳墓後，此後作為寥寥。而南山公墓面積約 95公頃，加計周邊地區則廣達 103公

頃，根據市政府數年前曾調查南山公墓墳墓現況可知，公墓內有主墳三萬七千一百

多座，無主墳一萬八千六百多座，至於底下層層疊葬的墳墓，更不知凡幾。加之許

多台南市民都有祖先安葬於此，對南山公墓之規劃一度停擺。 

雖說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納入討論，除了遷葬外，也將規劃殯葬專用區，市府編

列 3億 1800萬元來徵收公園，4千萬元經費進行遷葬，根據《臺南市墳墓遷葬補

償費及救濟金發給法》（2012）最低標準一門墳墓補償三萬五千，面對三萬多門的

有主墓需補償實則杯水車薪。 

而南山公墓不僅有幾百年來幾乎無變化之竹溪經過，作為都市當中相對完整的

未經人工開發的綠地，若能合理規劃，將南山公墓轉型成都市森林公園，以無主墓

為契機先行整理，有主墓統一遷葬至紀念廣場，或自行處理遷入納骨塔，則可省下

常規遷葬補助金。而後將其土地活化利用，且以木換墓，不僅經濟環保，亦可以解

決當前都市綠地資源缺乏，用地緊張等問題，還可通過植物改善環境，建造出優美

和諧的宜人環境，同時帶動地方發展，提升土地價值，使都市負面因子轉為正面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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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區位與範圍 

本規劃範圍以南山公墓為主，涵蓋周邊地區。全區範圍位於台南市南部之南區

內，且南臨台南機場，在區位發展上由於機場之因素則有諸多限制。 

一、區位關係 

規劃範圍位於台灣南部台南市南區，南區亦在台南市最南部，與高雄接壤。規

劃範圍主要集中於府南里、明德里、大林里及大恩里。與都市運輸藍線經過此處形

成環狀交通系統，從而連接都市運輸綠線以及台鐵縱貫線。 

  

 

 

  

 

 

     台灣                      台南                          南區 

圖 1-1 區位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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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範圍 

本文規劃範圍為自明、清以來便存在的南山公墓，距今有三百多年歷史。結合

周邊環境面積約 103公頃。其主要範圍約為南門路與國民路交界至中華南路一段，

此間有竹溪貫穿而過，流域長度約為 2 公里，規劃區南臨機場用地，周邊其他用地

則以住宅用地為主。 

 

 

圖 1-2 規劃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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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規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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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規劃性質 

本規劃為台南市南區南山公墓整體自然復育計畫，配合政府公墓政策作為遷移

有主墳、無主墳之使用方式，結合台灣現行森林相關法規，針對公墓內不同分區的

設置配置不同的景觀與植栽規劃，結合地方特性與都市問題，通過不同時間階段的

對應策略，以提升本規劃適宜性與融合度。 

一、 規劃範疇 

本規劃範疇主要是針對台南市南區南山公墓內的無主墓、違建墓、危機墓以及

有主墓、古蹟名墓，考量其位於基地本身的條件，做出適合的規劃配置以及遷移時

間段，且將古蹟名墓現地保護，使其成為文化觀光的產業，有利於結合周邊校園文

化教育以及提升周圍民眾生活品質，為未來旅遊產業奠定基礎。 

二、 規劃位階 

本規劃屬都市森林公園休閒遊憩之細部計畫，預計竹溪流域分兩期操作，第一

期移除墳墓，第二期以生態工法建設，預計 5年完成作業。 

南山公墓部分分三期： 

1. 第一期以遷墓為首要目標，以木換墓，以先驅陽性樹種完成林相，以及文

化紀念廣場有主墓之遷移，遷移後進行建設，3年期完成。 

2. 第二期以分區植栽及設施之營建，5年期完成。 

3. 第三期，進行私有土地認購，建築空間建設運營，5年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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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規劃目標 

透過對南山公墓之規劃，使規劃區內之竹溪、公墓、生態、基礎設施以及城市

價值運用不同操作手段皆能有所提升，為都市帶來效益。 

1. 運用以木換墓之操作手段，將都市內鄰避設施之負面因子轉為正面因子。 

2. 改善台南市陽宅與陰宅爭地之現狀，解決南區因墓地帶來之環境問題，同時為

都市提供更多的休閒遊憩空間，亦帶動規劃區域周邊土地之價值，以及未來都

市開發更多可用空間與土地。 

3. 透過公園綠地之效益提供台南市動植物更多的生存空間，以維持都市生態系統

平衡，緩解都市未來可能之極端氣候問題，成為集生態環境效益、經濟效益、

社會效益、休閒遊憩效益之都市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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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資源調查分析 

台南市南區南山公墓之土地為本計畫主要規劃範圍，先對周邊乃至台南市範圍

內自然、人文、景觀資源，包括上位與相關計畫、法規政策做調查與分析，以了解

南山公墓的環境資源與特質。 

第一節 自然資源 

自然資源構成要素資料包括地形地勢、土質土壤環境、河流水系及災害潛勢分

析、氣候資源及氣候變遷趨勢分析、動植物生態資料等。 

一、 地形地勢 

台南市位於嘉南平原的南端段，相對於整個台灣島而言，地形較為平緩；在所

有台灣都市中，地形最低平。原台南市海拔高程為 30公尺，而南區的最高海拔高程

僅為 22公尺，台南市的地勢走向大致相同，由西向東遞增。且地形由東至西可分為

大灣低地、台南台地、櫻丘砂丘、安平平原四個地形。台南的發展在過去以陸地主

體台南台地為主，而吸引移民來台，則主要靠的是台江內海的航行便利，就說現今

內海已大半浮陸的安平平原。櫻丘砂丘則串連台地南端與外海沙洲，形成內海；至

於台地東緣線與大灣低地的高差，則給予舊時台南內陸防禦的天然屏障。 

 

資料來源：農委會農航所+本規劃繪製 

圖 2-1 台南市地形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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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規劃區高程圖 

 

南區其地形發育於台南台地西南側，由台南市區內的孔子廟附近向南延伸，至

二仁溪北岸附近，全長約七公里，最寬處 3公里，以許多長形的平行砂丘群構成。

而流經南山公墓的竹溪，以東平均海拔高程為 20公尺，以南平均海拔高程為 17公

尺。本區域的地形受到竹溪南北向對台地的切割，東北部的竹溪寺外可見台南層露

頭，沿著溪流而下則可見到小型的河階地，或為地殼間歇性隆起及激烈切割侵蝕而

形成的地形，溪谷地形變化尤為明顯，谷地轉為深闊，高度降至 5公尺以下。而竹

溪寺河岸台地高度接近 10公尺，則是為切割台地的溪谷“谷中谷”的地形，且竹

溪寺島金湯橋前的河段是目前台南是保留這類地形自然風貌最具完成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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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劃根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每二十五公尺畫方格坵塊，分析平均坡

度，得出本規劃區內坡級介於一級及四級之間，平均坡度為 8.91%，且竹溪流域高

差起伏程度較為明顯，詳見表 2-1及圖 2-3。平均坡度計算公式如下：  

            nπ△h 

        S ＝───× 100 

              8L 

式中，  S ：方格內平均坡度（％） 

        △h ：等高線首曲線間距 

        L ：方格邊長（公尺） 

        n ：等高線與方格線交點數 

        π：園周率（3.14） 

 

表 2-1 規劃區坡度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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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坡度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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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劃根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每二十五公尺畫方格坵塊，且垂直於等高

線且向下坡之方向，運用不同顏色之方向分析本規劃區坡向。經分析，本規劃區內

坡向主要以東西向，詳見表 2-2與圖 2-4。 

 

表 2-2 規劃區坡向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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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坡向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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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質與土壤 

就整個台南市而言，孫習之(Sun, 1964)就曾利用航照中不同色調對比與色調

分佈形狀，分析台南平原區之地表沈積物，同時藉平原區內起伏低微的地貌、水系

型態以及斷層崖等證據，辨認出地表附近的褶皺與斷層，進而推論台南台地及周邊

區域主要地質構造包括有台南背斜、大灣向斜、中洲背斜、岡山向斜及後甲里斷

層、六甲店斷層等地質構造，如圖 2-5 中所示。且在活動斷層構造方面，不僅有圖

示的後甲里斷層與六甲店斷層，在台南市的台地東北亦存有新化斷層。並且在褶皺

構造上主要呈現為北北東、南南西的走向。其中於台南台地之背斜構造，稱為台南

背斜，而於台地東方則有大灣向斜。 

 
資料來源：威力國際開發和館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排水計畫書+本規劃繪製 

圖 2-5 台南市地質構造分布圖 

 

本區域南區的地質以屬舊沙丘層（櫻丘砂丘群）為主，主要在竹溪以南及以西

部分，以東部分為東方砂丘，其土壤類別根據中央大學術衛星遙測調查砂頁岩老沖

積土，質地包括極細砂質壤土及砂質壤土，而大多數植物都偏愛砂質壤土，因它不

僅兼具砂土的排水通氣性，亦有壤土的保水保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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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文及災害潛勢分析 

（一）竹溪流域 

本規劃區內有竹溪貫穿而下，舊時稱溪仔墘溪，發源於東門外虎尾裡及竹嵩厝

里糖業試驗所第一號蓄水池附近，往北向侖仔頂、三川台、山仔尾後再往南流，途

徑法華寺、竹溪寺，中下游則流經本區域範圍，由鹽埕注入台江內海，亦切割了台

南台地的中段及南段，全長約為 10公里。 

 

 

資料來源：底圖（1944 年美軍地圖）+本規劃繪製 

圖 2-6 台南市竹溪水文圖 

 

依據台灣堡圖的上游範圍，範圍大約是現存於巴克禮紀念公園內的夢湖，包含

了兩條支流，據了解過去曾是一片較大的水域，但因後來的地勢不斷堆疊變高，湖

水漸漸消失萎縮。但由於地下水較為充足，在臨近的崇明國小附近公園內，會不間

斷有水噴湧而出，形成一道自然的湖水，由此為了紀念歷史，沿用了夢湖的名稱。

竹溪由此發源後先向西北徑流，流至現今林森路與縱貫線鐵路立體交叉口附近再向

西方，接著由府連路與健康路交叉口附近轉向南流（夢湖接至縱貫線鐵路部分的竹

溪河道已埋為地下的暗溝）。竹溪的中游則是以健康路和府連路口的法華橋下的地

下箱涵流出，後匯入體育公園旁的台南市東幹線排水溝。然而此段河岸的左岸，由

於沿線的家庭生活污水會由一致排水溝匯入，則造成了此段竹溪的水質問題，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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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惡臭問題。接著，竹溪河道流經國民路的金湯橋，進入本規劃區域的台南市南

山公墓，通盤淺南山。出了公墓後，竹溪則進入中華南路下的地下箱涵，緩緩向西

流入鹽埕區接日新溪，注入台江及內海。 

（二）災害潛勢分析 

根據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設計降雨情境、水利模式以及特定水文地文條件演

算，模擬防洪設施於正常運作下可能的淹水情形。通過模擬可以得出一日暴雨 600

公釐淹水潛勢圖，將其分為 5個等級。第一級：0.3-1公尺。第二級：0.5-1公

尺，第三級：1-2公尺。第四級：2-3公尺。第五級：大於 3 公尺。整條竹溪流域

基本處於淹水的第二、第三等級。 

 

 

資料來源：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本規劃套繪 

圖 2-7 一日暴雨 600公釐淹水潛勢圖 

 

若能將竹溪以綠色基礎設施之生態手法處理，考量未來淹水管理的需求，提升

本規劃區遇到極端氣候時截水排水能力的同時，收集與儲存水的能力，以應對未來

極端氣候之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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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氣候資源及氣候變遷趨勢分析 

台南全境位於北回歸線以南，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與熱帶氣候的過渡區域，根

據國際上通用的柯本氣候分類法，可以得知台南實際屬於亞熱帶氣候。且沿海地區

地勢較為平坦，易受到海洋及驟雨影響，每逢颶風降雨則低窪地區極易積水。而本

規劃區南山公墓所屬的南區，以往就是淹水問題十分嚴重的區位，不論是民國 94

年 0612豪雨、還是民國 95年 0609豪雨以及 96～97的因颶風事件而起的淹水，均

有災情發生。 

（一）氣溫 

根據中央氣象局氣候統計，台南市從 1981-2017年這三十多年的平均溫度為

24.5°C，一般從每年的五月開始，氣溫上升，七、八月份最熱，平均最高月均溫

為七月，逐月均溫為 29.3°C，從十月開始降溫，最低月均溫出現在一月，逐月均

溫為 17.5°C。 

（二）降雨量 

根據中央氣象局降雨量統計，台南市降雨量總體分佈不均，雨量多分佈在山

區，平原較少，且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1981-2017年這三十多年年平均降雨量為

1711.1mm，年平均降雨日為 85.5日，雨季從五月持續到九月，旱季從十月一直持

續到翌年四月。而台南地區的降雨型態以熱雷雨颶風雨為主，而本規劃區南山公墓

內的南山橋兩側因土質鬆軟，每逢突降大雨，兩側堤岸常常塌陷，且連帶河岸邊的

墳墓因雨水的沖刷坍塌。 

（二）日照時數 

根據中央氣象局日照統計，台南市四季晴朗陽光充足，根據 1981-2017年這三

十多年之年平均日照時數為 2187小時，五月至十月日照更為充足，主要集中在七

月，月均日照時數達 209.3小時，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則相對穩定，起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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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台南市 1981-2017氣候資料統計表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網站 1981-2017年，本規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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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變遷趨勢分析 

透過對台灣南部地區溫度以及降雨量變化趨勢之預測，評估台南市氣候變遷所

帶來的災害與影響，以針對問題提出調適作為。如圖顯示，從長期的趨勢來看，

1898-2017年間平均每 10年上升 0.15°C ，然而最近 30年每 10年上升了 0.29°

C ，增暖速度更加明顯，年均為則呈現持續波動且緩慢上升的趨勢。

 

資料來源：全球平均溫度長期趨勢監測報告 2017 

圖 2-8 台南 1898-2017年平均氣溫 

 

在台南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2012）中談到，台南市年平均溫度及各季平均溫

度皆呈現上升之趨勢，且四季當中以冬季上升幅度最大，冬季平均溫度上升

0.89℃。而通過表 2-2 南部地區溫度變化趨勢及推估表所示 2005-2013年近年溫

度，年均溫度以及四季溫度相較於 1980-1999年之歷史溫度均呈現上升趨勢。通過

推估，至 2020-2039 年，年平均溫度的平均值上升 0.34-1.38℃，春季平均溫度上

升 0.24-1.32℃，夏季平均溫度上升 0.28-1.45 ℃，秋季平均溫度上升 0.43-1.34 

℃，冬季平均溫度上升 0.12-1.56 ℃(平均值：0.90 ℃)，四季溫度均有能呈現增

長趨勢。 

 

表 2-4 南部地區溫度變化趨勢及推估表 

 

資料來源：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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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氣候變遷對水資源之衝擊與調適策略簡報（2010）指出，1949-2007年

間，台灣豐水年的發生期從 19年逐漸縮短為 7年發生一次，甚至 2 年一次，且乾

旱年發生年期也由 17年縮短為 9年發生一次，顯示台灣目前亦為「旱澇加劇」之

趨勢。通過表 2-3南部地區降雨量變化趨勢及推估表可以看出，2005-2013年之今

年降雨量同比 1980-1999年歷史降雨量，夏季與秋季降雨量增加，冬季與春季降雨

量減少的同時，年降雨量增加了兩成左右。由此對 2020-2039 年降雨量進行預測推

估，預測南部地區未來豐水期與枯水期之降雨量差異會愈加明顯。 

 

表 2-5 南部地區降雨量變化趨勢及推估表 

資料來源：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測站 

 

當全球災害之洪水、乾旱發生次數與日俱增時，相關研究則顯示極端氣候所造

成的降雨量不均議題成為目前台灣首要解決之問題。 

且對於台灣而言，歷次之災害經驗顯示——極端氣候所導致災害主要原因為暴

雨。若未來極端降雨事件增加，夏季持續高溫增加，若能以生態之手法操作竹溪沿

岸緩解未來極端氣候時之淹水問題；都市森林公園之建設，調節都市小氣候，保持

水土對於台南未來氣候之問題則顯得尤為重要。 

 

五、 動植物生態 

就整個台南市而言，屬於丘陵平原區域之土地利用率較高，且開發相對密集，

自然環境則破壞嚴重，由此相對重要的生態資源濱海區位保留的比較完好。而南山

公墓的產生是在漢人移民來台後逐漸形成，儘管清廷認為台灣的清廷子民死後骸骨

應葬回大陸回歸原鄉，但由於諸多原因，且清朝政府後期允許百姓在尚未開墾的土

地亦或是已領有土地開墾權但尚未開墾的土地營造墳墓，導致了大批先民追隨名人

墓的風水寶地葬於南山公墓。由此而形成了的南山公墓因數以萬計的墳墓而生態破

壞。 

而在此之前，Cornelis Jansz Plockhoy 在 1652年所描繪的——大員及其附

近地區海圖，可得知在曲折的小河流邊，上游的兩側佈滿植栽，諸多學者均判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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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即是竹溪。且在盧嘉興摹繪的中譯安平地圖中，這處森林更是被稱作「哈格納

爾森林」。而竹溪，又一向以河道彎曲雨林木茂密著名，其水系徑流南山公墓一路

而下延伸至東門城外，沿途不僅水色秀麗，且孕育著大量動植物生態系統。遂整理

竹溪流域的相關生態環境。 

（一） 動物 

根據「竹溪流域整治規劃」其調查共記錄到哺乳類 2目 3 科 7種 23隻次。在

所發現之哺乳類中，臭鼩及鼠科小獸類出現在於農耕地、草生地及人工建築物附

近。調查共記錄到鳥類 5目 14科 21種 338隻次。且皆為台灣全省平原地區普遍之

常見鳥種，另發現 2種水鳥（小白鷺、夜鷺）。兩棲類共記錄到 2科 4種 30隻

次，爬蟲類共記錄到 5科 8種 49隻次。且本規劃區記錄到的蛙類，主要出現於農

耕地、溝渠，爬蟲類則多分佈於草灌叢、農耕地及人工建物周圍。蝴蝶類共記錄到

5科 11亞科 23種 137隻次，且由於調查範圍內之食草及蜜源植物缺乏，因此本區

蝴蝶物種及數量不甚複雜，所發現之物種亦皆為台灣全省西部平地普遍常見物種。 

但稀特有物種調查，發現 5種台灣之特有物種（月鼠、小黃腹鼠、五色鳥、斯

文豪氏攀蜥、台灣草蜥）；另發現 5種台灣特有亞種動物（斑頸鳩、台灣灰鼩鼱、

白頭翁、褐頭鷦鶯、大卷尾）。而保育類物種則調查僅於第一次發現 1種其他應予

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物種（紅尾伯勞）。 

就調查結果看來，竹溪流域哺乳動物數量並不豐富，且所發現之物種大致為平

地常見之普遍物種。以觀察、捕捉之結果看來，哺乳類以臭鼩最為優勢，數量約佔

調查總隻次的 39.13%。鳥類則以麻雀、白頭翁及家燕三種為多，數量約佔調查總

隻次多 50.89%，且麻雀及白頭翁主要分佈於農耕地和人工建物。而兩棲爬蟲類則

以蛙類最為優勢，數量約佔調查總隻次的 50.00%。蝴蝶以白粉蝶及緣點白粉蝶兩

種最為優勢，數量約佔調查總隻次的 27.01%。 

由調查記錄可得知，本區調查範圍內之鳥類主要是以留鳥族群所組成。 

 

（二） 植物 

根據「竹溪流域整治規劃」之調查成果，共發現植物 82 科 198屬 231種，依

型態區分，共包括 69種喬木，38種灌木，22種藤木，102種草本；依屬性而言，

則包含 3種特有種，95種原生種，40種歸化種，93種栽培種。於植物型態上以草

本植物佔絕大部分（44.2%），而植物屬性以原生物種最多（41.1%）。 

於第一次調查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部分（43.1%），而植物屬性以

栽培物種最多（42.6%）。於第 2次調查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部分

（43.9%），而植物屬性以原生物種最多（40.4%）。 



 21 

而稀特有植物綜合兩次調查攻記錄 3種特有物種，分別為青楓、台灣樂樹及桂

竹，屬於人為栽培種。而本次調查並無發現稀有植物存在調查區內。 

調查區全位於市區內部，沿線流域皆屬於已開發之人工建物之範圍，先驅植物

多見於河床畔以蓖麻、番仔藤、白花鬼針為主要的優勢物種，流經台南市火葬場則

改以大黍為草本層絕對優勢大情形，間或可見苦練、桂竹於河岸零星生長。 

 

（三） 水域生態 

根據 99年之「竹溪流域整治規劃」報告內容得知，該案共發現魚類 3科 3種

31隻次，其中白鮻為訪查紀錄，鯉魚、雜交尼羅魚為目擊紀錄。顯示種類較為貧

乏，且魚類相單純，並無發現任何希特有及保育類物種，亦未發現任何底棲生物。

水生昆蟲共計 2 目 2科 398隻，調查所得之水生昆蟲為水域演替先驅物種（搖蚊

科）魚極相物種（如蜻蛉目），顯示竹溪水域生態環境處於較不穩定時期。並且，

以水生昆蟲食性功能群分析，以採食底質有機質之採食者（如搖蚊科等）為主要組

成，故水域養份來源以低質有機物為主。整體棲地營養結構發育不算完整，棲地品

質較差。 

以水質生物指標的數量組成來看，以強耐污種（如搖蚊）為主，無中耐污種

（如四節蜉蝣科、扁泥蟲科等）以及低耐污種。顯示水域水質為重度污染程度，屬

強腐水性水域。如以代表水質潔淨度的 Hilsenhoff科級生物指數（Family-Level 

Biotic Index，FBI）（Hilsenhoff，1988）評估水質狀況，皆屬於七等水質潔淨

度之第六等級，即水質差（poor）的評價。 

調查結果共記錄蜉蝣植物 6門 19種。種類及數量以矽藻類居多。附著性藻類

4門 13種，種類及數量以矽藻類居多。另計算藻屬指數，各測站數值皆小於 0.5，

水質判別為嚴重污染水質。蜉蝣動物共記錄 3門 7種。分別為變形蟲、衣沙蟲、草

履蟲、纖毛蟲類、橈足類、線蟲等，種類相當稀少。 

依據該計畫 98年 7約、99年 1月所進行之水質採樣結果，依常用之河川污染

指標（RPI）判斷，豐水期間竹溪於發源地巴克禮公園內，已達到中度污染程度，

再經由下水道系統至法華橋，更匯集大部分東區之生活污水，懸浮固體量最高，水

質污染情形亦達到嚴重程度；再往下游，第一公墓段較無污染源匯入，經過渠道自

然淨化後，溶氧量增加、生化需氧量降低且懸浮固體量亦減少，因此法華橋至安工

二號橋，呈現越往下游污染程度逐漸減輕之趨勢，惟氨氮濃度降低有限，且下游渠

道與人行空間更為接近，氣味並未明顯改善。而枯水期間污染程度更是嚴重，均明

顯甚於豐水期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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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態調查結果分析 

1.規劃區南山公墓內植栽以大黍為草本層絕對優勢大情形，間或僅少量可見苦

練、桂竹於河岸。且哺乳動物、蝴蝶物種、魚類數量及種類亦相當缺乏，鳥類亦多

以留鳥為主。由於人為的影響時間久遠，該地區的生態破壞嚴重，逐漸成為面積廣

大的鄰避設施。  

2.未來在生物多樣性的營造上，配合竹溪流域的植栽特性，先植以陽性先驅樹

種，沿竹溪栽種耐水之先驅樹種，而桶盤淺墳墓區則根據墳墓現有的分佈形態，根

據墳墓的大小植栽適合之不同數量與形態的先驅樹種。由此增加物種的活動區域與

棲地，提高不同物種之適合生存繁衍機會及數量。 

南山公墓所在區域自古以來就是風水寶地，就自然生態層面來說，就是後有靠

山，左右有青龍白虎，且水流曲折，富有生氣。貫穿而過的竹溪上游，亦被過去稱

作哈格納爾森林，河道彎曲林木茂密而聞名，蜿蜒而下孕育著動植物生態系統，而

如何落實復育過去的生態，保存現有的生態的同時，移除幾百年來台南人民祖先就

長眠於此的墳墓來提升台南市的綠地生態資源，將都市的負面因子轉為正向，為都

市帶來生態效益，均是南山公墓未來可以分期分區規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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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文資源 

人文資源包括歷史古蹟、人口結構組成、遊客量預測與推估、土地利用情形、

交通系統等與規劃相關之內容。 

二、 歷史古蹟 

本規劃區位內的歷史古蹟主要以桶盤淺墓園內的三座三級古蹟：曾振暘墓、藩

府二鄭公子墓、藩府曾蔡二姬墓以及一座市定古蹟施瓊芳墓為主，除此之外，沿著

竹溪中游，有日治時期興建之忠烈祠、積健為雄塔、清乾隆時期所建五妃廟，以及

台灣最早創建的明朝時期之佛寺竹溪寺。當然，南山公墓內古墓眾多，除了已列為

古蹟的四座古墓外，還有眾多明清時期的古墓，如一處明朝時期的「定國將軍施公

墓」，距曾振暘墓不遠，佔地廣大且豪華氣派，只是所葬何人暫不可考，暫未列入

古蹟。 

本規劃區周邊歷史古蹟： 

1. 忠烈祠 

位於台南市健康路一段，乃日治時期之「台南神社」。早期乃台南豪族吳汝祥

之宅邸，後作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所及台南博物館，在二戰後廢社才改為忠

烈祠。經後來整修，現在的台南市忠烈祠為中國宮殿式建築，供奉的多是因公殉職

的軍人、消防員、警察等，祠內平日不作開放，亦不提供參觀。忠烈祠除各種祭典

外，每月 1日與 15日會固定舉辦小祭，28日舉辦月次祭，且在每年 3月 29日青

年節以及 9月 3 日軍人節則會舉辦春秋兩祭，除緬懷先烈外，也一次慰問半年內因

公殉職之烈士家屬。但是祠外空間則是少數可以觀看台南市夜景之區域，且未限制

民眾於夜間參觀。  

 

圖 2-9 台南市忠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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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健為雄塔 

位於台南市體育公園附近，建於日昭和 16年（1941年），於昭和 19年

（1944年）落成，其或許是台灣現存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忠靈塔，後由前省主

席魏道明題字「積健為雄」而得名，意為：日積月累、學深養到、實實在在、不可

作偽，都是積健之結果。 

 

圖 2-10 台南市積健為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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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妃廟 

位於台南市中西區五妃街，建於明永曆三十七年（1683年），於 1983年列為

中華民國一級古蹟。舊稱五烈墓或寧靖王從死五妃墓，而五妃則指的是隨明寧靖王

朱術桂而死之五位妃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及荷姐。因清軍大破澎湖，鄭軍

失利，堅貞愛國寧靖王決定殉死。將心意告知五妃，希望她們自求生計。而除已故

原配羅氏，隨侍在側之五妃均表達全節從死之決心。遂寧靖王料理後事，辭別故舊

後偷環而死。 

今貌於 1997 年整修，全年開放。 

 

圖 2-11 台南市五妃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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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竹溪寺 

位於臺南市健康路一段之體育公園內，當年因景色絕美，令人恍如置身西天而

稱『小西天寺』。後因緊鄰竹溪，且寺傍山崖，清溪秀谷，茂林修竹，則改為『竹

溪寺』之名。建於明朝永曆十八年（1664 年），由當時的州守所建，為臺灣最早

創建的佛寺。中西合璧式的建築是在台灣日治時期的 1927年所建，而經過數次整

修，現今竹溪寺的樣貌乃 1973年完工。 

現在的竹溪寺僅舊山門乃重建前的建築，其餘部分皆為中國古典式樣，屬於禪

門臨濟宗的竹溪寺，正殿供奉釋迦牟尼佛、藥師佛以及阿彌陀佛三寶佛。如今，不

盡是台南府城七寺八廟之一的竹溪寺， 亦是台南四大古剎之一，現全年開放。 

 

圖 2-12 台南市竹溪寺 

5. 藩府二鄭公子墓 

位於中華南路南邊機場旁。建於明永曆年間，大約在 1661-1683年中，於

1985年列為中華民國三級古蹟。藩府乃“延平郡王府”，而二鄭公子則是鄭成功

四子鄭睿（字聖之）與十子鄭發（字省之）二位。二子隨其父鄭成功一同來台，不

日便因水土不服而過世，過世時均無子嗣，或因此原因，亦或是地處偏遠，未同明

鄭時期鄭氏家族其他墓穴一同遷回大陸而留存下來。 

同樣，也在 1975年由台南市文獻委員發現及整修，對除墓碑外的墓埕、供

臺、左右手及墓塚進行整修成為今貌。 

 

圖 2-13藩府二鄭公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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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劃區內歷史古蹟： 

1. 曾振暘墓 

位於南山公墓桶盤淺墓園。建於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於 1985年列為中

華民國三級古蹟。早於鄭成功來台灣的時間，是台灣現今已知的墳墓中最早之漢人

留葬的明朝墳墓。雖曾振暘未載於文獻中，僅能從碑文知曉其出身於福建省漳州福

海澄縣，於 1642 年過世，有若龍、若鳳二子。 

於 1952年台南市文獻委員發現，於 1975年，對除墓碑外的墓埕、供臺、左右

手及墓塚進行整修。 

 

圖 2-14南山公墓內曾振暘墓 

2. 藩府曾蔡二姬墓 

與二鄭公子墓一樣，位於南山公墓桶盤淺墓園，建於明永曆年間，於 1985年

列為中華民國三級古蹟。二姬乃鄭成功的兩位姬妾，從墓名可得知，二位乃曾氏、

蔡氏，大抵因為地位不高，未能葬在鄭成功陵寢，亦未遷回大陸，所以同二鄭公子

的墓一樣，留在了台灣。 

於 1952年被台南市文獻委員會發現並整修，同二鄭公子墓一樣，於 1975年的

整修而成今貿。 

 

圖 2-15 南山公墓內藩府曾蔡二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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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瓊芳墓 

位於南山公墓通桶淺墓園，亦是台南市列為古蹟的四座古墓之一。建於大清光

緒三年（1877年），於 2003年列為中華民國直轄市定古蹟。施瓊芳初名龍文，字

見田，出生於台南。曾於清英鴉片戰爭前夕，前往北京，於道光廿五年中進士。卻

因其性情恬淡不喜做官，回台任教。而其子施士潔同樣詩文俱佳，父子二人皆為進

士，是台灣唯一父子雙進士。而這座施瓊芳墓，則成為台灣唯一遺留的進士墓。 

現今樣貌為 2010年由台灣臨濮堂施 6姓大宗祠維護及美化整修，剩墓碑為原

物。 

 

圖 2-16 南山公墓內施瓊芳墓 

 



 29 

 

圖 2-17 規劃區人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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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口結構 

人口的數量、組成及分佈等現象等變化，與其所在的自然環境有相關的配合，

透過時間、空間的兩個軸項，分析台南市以及南區的人口數量、增長數、增減率以

及遷入、遷出人數、社會增減數與增減率等差異與變化。 

根據台南市政府民政局歷年人口統計資料的現有數據可以得知，就整個大台南

市而言，台南市 2017現況人口 1886522 人，除 2010年的負增長外（或許與 2010

年之台南縣市合併升格為南台市有關），人口總數從 2003-2017 年持穩定增長趨

勢。且進十年來，除 2010年與 2015年遷出人口大於遷入人口，造成社會增減數呈

現負增長，社會增減率呈現負值外（若 2010年之遷出人口大於遷入人口如上文假

設，與台南縣市合併之緣故，那麼 2015 年則大抵與夏秋季節爆發的登革熱疫情，

確證病例 4萬人，死亡病例 218人事件相關），其餘年份均遷入人口大與遷出人

口，社會增減數與社會增減率均為正數。 

而本規劃區所在範圍南區則與整個台南市的趨勢相反，南區 2017年人口現況

125394人，人口總數呈現波動式減少，且多數時期遷出人數均大於遷入人數，導

致社會增減數與社會增減率多數時呈現負值。 

 

表 2-6 人口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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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遊客量調查／預測 

（一）國人旅遊狀況分析 

1．旅遊量分析 

參考 2008-2016 交通部觀光局之「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可發現，國人國

內旅遊旅次總體呈現增長趨勢，得知民國 105年國人國內旅遊（12歲以上）次數

達 11，844，635 人次。較民國 104年次成長 7.16%。主要偏好自然賞景類之遊憩

類型佔 42.7%，出行工具以自用汽車為主佔 64.6%，且旅遊當日來回占比較大的比

重佔 71.8%。 

2.週休二日之分析 

由於國人旅遊方式以家庭旅遊為主，其特性與其他旅遊方式大不相同。首先家

庭成員涵蓋不同的年齡階層，因此觀光遊憩地點在實質設施開發、觀光遊憩活動引

入、服務提供等各方面，必須考慮不同年齡層之需要。其次在旅遊時日上以家庭成

員之共同假日為考量，因此旅遊時日多集中在星期日、國定假日，呈現明顯尖峰現

象。 

3.旅遊方式   

民眾在國內旅遊方式大多採取自行規劃行程旅遊，故由旅遊方式觀察「家庭旅

遊」為國民旅遊主要之方式，次之則為結伴旅遊方式。隨著週休二日政策實施，都

會區近郊的旅遊方式，家庭旅遊、結伴旅遊之方式及參加團體舉辦旅遊，仍是未來

旅遊趨勢。 

4．遊客屬性之分析  

以 20歲至 49 歲青壯年與 50歲至 69歲之中年為主要遊客年齡層。其次為 12

歲至 19歲之少年、70歲以上銀髮族。 

5. 旅遊時主要從事的遊憩活動  

民國 103年旅遊時主要從事的遊憩活動以自然賞景活動的比率 42.7%最高，其

次是美食活動 45.9%。就細項活動來看，從事觀賞地質景觀、濕地生態最多，有

45.4%，其次是品嚐當地特長、特色美食有 37.9%；森林步道健行、登山、露營、

溯溪有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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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國人國內旅遊 2008年-2016 年統計整理與 2017年-2033年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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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客量預期推估 

透過 2011年-2016年國人國內旅遊人次整理，可以發現國人國內旅遊人次除

2012年外逐年相對穩定增長，而台南遊客人次則呈現波動增長之趨勢。由於本計

畫區過去為公墓用地，無法評估遊客量。故參考交通部觀光局 2011-2016年國人旅

遊狀況調查報告以及台南市政府觀光行政網之 2011-2017年台南市主要觀光遊憩據

點遊客人次統計以此為依據。本計劃採用「前兩年平均增減率」推估台南未來 15

年遊客量，進而推估本規劃區轉型後遊客量數據。 

採用「前兩年比例平均值」推估台南未來 15年喜歡的遊憩類型、出行的交通

方式、旅遊天數，進而推估本規劃區轉型後的相關數據。如將 2015至 2016年數值

相加除以 2後，取得平均比例，預測 2017 年數據。計算方式則為： 

2017自然賞景類 =「2015自然賞景類+2016自然賞景類」／2 

64.6%=（64.8%+64.4%）／2 

依次類推，預估 2033年，自然賞景類佔 42.63%，文化體驗類 15%，主要雛形

工具自用汽車 64.53%，旅遊當日來回佔 71.73%等。 

 

將 2015年至 2016年之增減與 2016 年至 2017年之增減率分別相加除以 2後，

取得平均增減率，預測 2018年遊客人次增減率。計算方式則為： 

2018遊客增減率 = 2017年遊客人次* [（2017年-2016年）／2016年+（2016年

-2015年）／2015 年] ／2 =（4.92%-4.03%）／2 = 0.45%。 

本區年遊客人次=2033年台南市遊客人次*（自然賞景類+文化體驗類）*假設% 

31310408*（42.63%+15%）*9.8%=3068420 

推估數據如下表 4-2。同時參考與本規劃區相似遊憩類型之台南市烏樹林休閒

園區與台南都會公園之奇美博物館所統計的遊客人次，佔台南市遊客人次比重的

9.8%假設為本規劃區之比重（台南市交通觀光網，2017），進而推估本規劃區

2033年遊客人次為 306842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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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國人國內旅遊次數及台南市旅遊人次推估表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台南市觀光網）及本規劃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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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車場服務設施預估 

本規劃推估目標年 2033年造訪本區之年遊客量為 3068420 次，預估一日尖峰

遊客量可達 18203 人次，一日尖峰遊客量=全年遊客量*節假日遊客量比例／全年放

假天數，18203=3068420*70%／118（假日與平日遊客量比例以 7:3，全年放假天數

以 118計天計）。 

根據對交通工具調查之推估，假設遊客在本規劃區停留時間約為半天，可得車

輛轉換率為 2，則所需停車場面積則為 83115平方公尺，大客車 2140位，小客車

78309位，機車 2357位，自行車 309位。 

表 2-9 停車場用地面積及數量推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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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利用情形 

經調查，台南市南區面積總計 2714.92 公頃。區內土地使用多以住宅為主，且

先行都市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面積總計 1457.54公頃，占全區面積 53.69%。現

行都市計畫所規劃之道路面積總計 280.47 公頃，占全區面積 10.33%。現行都市計

畫所規劃之公共設施面積攻擊 976.91公頃，占全區面積 35.98%。而南山公墓周邊

土地使用主要以住宅用地、學校用地、殯葬用地、機關用地、機場用地、綠地、體

育場用地等類型為主。 

根據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

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

外，其佔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之規定。而南區公園

規劃面積 83.08 公頃，體育場用地規劃面積 38.69 公頃，綠地規劃面積

44.34 公頃，兒童遊樂場規劃面積 0.39 公頃，公園兼兒童遊樂場規劃面積

20.67，廣場規劃面積 0.75 公頃，總和 187.92 公頃，占全區 6.92%，實際不

足 10%。 

 

資料來源：「築夢之溪」竹溪親水綠廊營造計畫+本規劃繪製 

圖 2-18 規劃區內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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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台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本規劃繪製 

圖 2-19 台南市南區現行細部計畫示意圖（局部） 

 

             表 2-10 南區土地面積表 

 

                           

南山公墓作為台南市面積最大，時間最久的公墓，佔了南區 3.85%的土地面

積。而南區人數眾多，土地面積相對較少，大型公園相對較少，如圖 2-20所示，

若能將南山公墓涵蓋周邊 103 公頃公墓用地規劃成公共設施，涵蓋公園、綠

地、廣場以及兒童遊樂場，南區則可符合都市計畫之公共設施法規，達到

10.7%，並且本規劃區將成為台南市最大之公園綠地，將可提供台南市民眾

之相關遊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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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台南市公園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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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系統 

本規劃區內交通系統對外與對外均相對完善，且交通系統便利，將道路依其功

能及特性分級，則有：中環都心主要道路系統、地區次要交通系統以及區內主要車

行道路。 

（一）中環都心主要道路系統 

由環繞市區中心外圍之中華東、西、南、北路構成之環狀道路，作為市區中

心匯集車流對外之環形路網，本規劃區內為中華南路一段。路寬 30m。 

（二）地區次要交通系統 

指南區內道路寬度為 12m以上，30m以下。且具有車流收集功能之道路。 

（三）區內主要車行道路 

指本規劃區內提供行車之道路，但未滿 12m。 

 

  

圖 2-21 本規劃區交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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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劃區內暫無自行車道，將台南市自行車道整理後發現，若能將本規劃區內

設自行車道，則有機會串聯市區內美麗公園自行車道以及黃金海岸自行車道，將不

同類型之景色盡收眼底。 

1. 綠線體能自行車道（體能級：22.7km） 

台江大道/北汕尾三路→媽祖宮路→媽祖宮一街→鹿耳門溪堤防→產業道

路→四草海堤→四草大道 80 巷 

2. 黃金海岸自行車道（親子級：9.8km） 

健康路/新樂路→新樂路→新平路→台 17線→清水路→鯤鯓路→往海景

天橋地區道路→黃金海岸自行車道→黃金海岸親水公園 

3. 美麗公園道自行車道（親子級:11.9km） 

中山公園→沿公園南路往西→轉海安路往南→接夏林路往南→水萍塭公

園→安轉健康路往東→接林森路往北→轉東豐路往西→中山公園 

4. 海洋休閒自行車道（親子級：6.9km） 

運河路/古堡街→古堡街→安北路→城平路→大平路→安平路→湖內一街

→運河路→運河路/古堡街 

5. 運河自行車道（親子級：13.6km） 

慶平路/安億路→沿安億路往南→林默娘公園→轉光州路往南→億載金城

→轉健康路往東→轉建平路往北→臺南市政府→轉慶平路往西→慶平路/

安億路 

6. 海岸觀光自行車道（親子級：4.1km） 

安平堤防越堤道/城北路→安平堤防道路→漁濱路→漁濱路南端 

 

 

 

台南市之捷運系統： 

台南市目前捷運工程已進入規劃中，預計 108年輕軌綠線及藍線如下圖圖 2-

22所示，將掛牌開工，且有望於 113年完工。綠線-府城橫貫線與藍線-中華環線

採用高架單軌，將在既有道路上方。綠線全長約 11.9公里，串連東區、北區、安

平區以及中西區。而纜線全長約 27.3公里，以環狀線路經過本規劃區所在地，將

南區串連東區、北區、仁德區、中西區、安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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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台南市自行車道線路及軌道交通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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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景觀資源 

(一) 景觀資源 

本規劃區內景觀資源有竹溪、哈格納爾森林、桂子山以及台南航空站起降飛機

等。 

1. 竹溪河段 

竹溪全長 10 公里，目前為台南市唯一一條未完全被人工填蓋之河道。由竹溪橋

至至善橋間河段內屬自然生態樣貌，除南山橋附近河段因竹溪之溪流沖刷，導

致沿岸墳墓坍塌損毀而以傳統手段修築護岸外，其餘河段近百年來幾乎無變

化，植被叢生，溪流蜿蜒而下。 

 

圖 2-23 國民路、南門路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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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南山公墓內河段



 44 

2.哈格納爾森林 

位於台南市南區體育路與國民路之間，竹溪經台南市體育公園後，流經哈格納

爾森林，貫穿而下後至南山公墓。前文曾提到過，Cornelis Jansz Plockhoy在

1652年描繪——大員及其附近地區海圖，諸多學者判定其為竹溪：在曲折的小河

流邊，上游的兩側佈滿植栽。且在盧嘉興摹繪的中譯安平地圖中，這座被稱作「哈

格納爾森林」的區域以河道彎曲林木茂密而聞名，孕育著眾多之動植物生態。如

今，民眾亦無法進入其中，哈格納爾森林則沒有人為的干擾而保持著它的生態性。 

 

圖 2-25 哈格納爾森林（體育路與國民路中間） 

3.桂子山 

位於台南市南區水交社境內，海拔 30公尺，是台南市第一高峰，乃台南市重

要地貌指標。山丘上有處三角點，乃日治時期進行全島測量時設置的台南市之唯一

三角點，且三角點上方之涼亭乃日治昭和年代建物。目前僅剩最西邊的一峰，其中

兩峰因都市發展已被剷平，四周建圍籬及維護生態告示牌，暫無法進入桂子山。 

 

圖 2-26 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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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南國際航空站起降飛機 

緊鄰台南市南區南山公墓、高雄市北端，與南山公墓僅隔中華南路一段的台南

國際航空站建於 1937年，同年完工。是雲嘉南最大的國際機場，不僅是台南的主

要聯外國際機場，亦是軍民合用機場，且乃雲嘉南地區第一座聯外機場。台南航空

站目前有立榮、越捷、中華、日航 4家航空公司之班機，飛往澎湖、金門、胡志

明、香港、關西 5條航線，根據台南國際航空站所發布之飛機航班，可預計每日從

7:30-18:15之間會有飛機起降，民航飛機數量在二十架上下浮動。軍用飛機起降

時間不詳。 

 

圖 2-27  經本規劃區上方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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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  規劃區內景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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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觀光遊憩資源 

本規劃區內觀光遊憩資源有台南市體育公園、體育館舊火車頭、水交社眷村文

化園區、鳳凰吊橋等。 

1. 台南市體育公園 

位於台南市南區體育路，於民國六十八年（1979年）完成設計，佔地約二十

餘公頃，擁有舉凡棒球場、田徑場、網球場、游泳池、羽球館、足球場、籃球場、

手球場、自行車廠等等設施。除舉辦大型的運動比賽之外，亦作為民眾日常休閒運

動之去處，觀光客打卡之地。 

 

圖 2-29  台南市體育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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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體育館舊火車頭 

位於台南市體育公園後方，於民國七十二年（1983年）從高雄及嘉義行駛至

台南，而後安置在台南體育公園。兩列蒸汽機關火車分別為「CT259」及

「DT652」， 1930 年由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先後從日本進口至台灣，作為當

時之台灣鐵道客貨運輸工具，直到 1980 年退役，隔年捐贈給台南市政府。如今，

陳列於台南市體育公園可供民眾觀賞。 

 

圖 2-30台南市體育公園內火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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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交社眷村文化園區 

位於台南市南區之桶盤淺地區，得名於日治時期在此設立之「水交社」（乃日

本海軍將官的親睦團體），於 2004年 6約 3日以“原水交社宿舍群暨文化景觀”

名義列為台南市市定古蹟。其範圍主要指的是宿舍區一帶，在二次大戰後由中華民

國空軍接收成為眷村，並沿用水交社作為地名至今。水交社眷村文化園區，則是指

2009年時拆除大部分眷舍，保留部分建成。預計修復工程與整體景觀工程之 2018

年 11月竣工，未來園區內各大主題館可成為提供民眾休閒遊憩及文化教育場所。 

 

圖 2-31 台南市水交社眷村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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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鳳凰吊橋 

位於台南市南區竹溪裡，連結竹溪寺及台南市體育公園，建於民國七十一年

（1982年），長 25公尺。名稱由來已不可考，或許於舊時台南倍稱作鳳凰城亦或

與附近鳳凰樹有關。 

 

圖 2-32 鳳凰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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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規劃區內景觀遊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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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上位與相關計畫 

表 2-11 上位計畫 

計畫名稱 與規劃區相關內容 

台南市綜合發

展計畫，台南市

都市發展局，

1993 

以“建立科技、文化、生態的智慧型國際新都市”為發展願景；

“科技教育首府”、“生態親水新城”、“文化觀光重鎮”、

“區域運輸樞紐”為發展主軸。另外依據各區域發展特色，將府

城發展空間規劃為四大策略發展軸及八大重點發展區。 

台南都市更新

綱要計畫，台南

市都市發展局，

2000 

台南都市空間定位應源自於「府城再造」的主軸： 1.兼容並蓄

的文化資產保存與窳陋空間重建。2.落實文化府城、親水古都及

科技台南的都市風格。3.利用大尺度開放空間塑造休閒住宅區。 

台南市主要計

畫 第四次通盤

檢討，內政部，

2001 

1.建立具科技、教育及生產優勢之都市。 2.延續優良傳統文化

特色。3.開創人文與自然生態和諧共存的永續環境。4.以促參條

例，經營–黃金海岸休憩區， 透過快速道路闢建，改善機場聯

外關係。 

台南市綜合發

展計畫，台南市

都市發展局，

2002 

南區地區發展定位為串連周邊住宅區及海岸資源，並形塑其國

際門戶意象，因此將本區定位為『空運門戶與自由貿易港區』。

南區發展策略內容如下： 1.發展黃金海岸休憩區：引用促進民

間參與投資機制，規劃經營黃金海岸休憩區，提昇黃金海岸競爭

力。 2.發展高品質休閒住宅社區：運用開發許可制，或主動進

行促進綠色產業重劃，鼓勵濱海農地朝向高品質休閒住宅社區

使用。 3.發展大型運動娛樂活動設施：援引促參法，於機場周

邊農業用地，運用民間資源引進不受機場噪音干擾之大型運動

娛樂活動設施。 4.交通運輸發展構想：（1）闢建快速聯絡道路，

改善機場、地區與高速公路銜接關係。（2）調整周邊土地使用

結構，配合機場提昇改善運輸服務能量。（3）配合軍事單位位

置之調整，擴大民航機腹地工商服務範圍。（4）評估機場東西

向地下連通之可能性。 

台灣南部區域

計畫－第一次

依台灣南部區域計畫之指導，台南市所屬之台南次生活圈應朝

向三級產業及科技工業發展，以「生產」為功能並透過都市設計

及古蹟保存區發展觀光，而其周圍鄉鎮則提供「居住」功能。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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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盤檢討，內政

部，2006 

南市為南部區域的區域中心，其發展應朝向： 1.朝向三級產業

及科技工業發展，並透過空間設計及古蹟保存區發展觀光。 2.

以高科技、低污染工業為主，設立科技工業區及科學工業園區。 

3.安平港分擔高雄港國內航線運量，為國內商港、輔助港、規劃

興建 台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4.以高速公路、東西向快速道

路、西濱快速道路、市區環道系統為都會區路網體系，配合高鐵

興建，整體規劃場站聯外運輸。 5.結合安平海濱、四草、台南

古蹟、都會公園建立據點間聯絡網。 

台南市城鄉風

貌計畫—藍綠

三環—相應相

生，台南市都市

發展局，2009 

借由環狀的藍綠開放空間連結及品質提升，重塑府城開放空間

架構：藍綠三環指藍帶運河、鹽水溪、柴頭港溪、竹溪及公園道

綠環所構成的台南市三個主要環狀的藍綠帶開放空間系統，而

這樣的空間結構意向與機能為臺灣僅有的特色開放空間結構。

環狀的四十米以上公園道翡翠項鍊，上面串聯著台南市重要的

大型公園綠地，構成完整的綠化生態連接及休閒運動體系，藍帶

以包圍五期重劃區的台南運河及鹽水溪、柴頭港溪、竹溪所構成

的內外雙環，而台南市主要的都市發展區則包圍在這三環之內。 

新十大旗艦計

畫，台南市政

府，2015 

以打造「文化首都、科技新城、低碳都市、觀光樂園」為都市

發展願景與目標。創造觀光亮點效益提供完善旅遊服務，引入

科技技術構建智慧科技都市，營造低碳綠能優質永續環境，重

新塑造臺南品牌形象，讓臺南成為國際級的健康幸福都市。

「區域平衡」：以人文與生態並重建構發展藍圖，復甦都市機

能改善都市環境品質，加速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推動公路與交

通網絡佈建，提升出行的便利及居住機能與品質，達成城鄉發

展均衡、溪南溪北一起進步的目標。「環境永續」：落實環境

保護教育深植工作，有效管制空氣污染排放源，讓空氣清淨好

呼吸，建置污水處理管線與設施，監控河川水質，營造乾淨親

水環境，期達到資源回收全分類零廢棄，永續優質環境衛生，

打造全臺最乾淨都市。 

「發展永續」本市順應全球節能減碳潮流，因應氣候變遷調

適，規劃低碳節能的土地利用型式，營造綠色消費型塑節能減

碳生活，將臺南打造成實質的低碳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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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相關計畫 

計畫名稱 與規劃區相關內容 

台南市都市更

新綱要計畫研

究，台南市都

市 發 展 局 ，

2000 

南區：利用大尺度開放空間塑造休閒住宅區南區的發展對台

南市而言是屬於嫌惡性設施較集中的空間分區，但同樣的亦

具備極多的開放空間如正義公園、體育公園及黃金海岸等，

故如何利用大尺度的開放空間結合並串連周邊住宅社區以

形成休閒意象強烈的住宅區將是未來整體發展的重要定位。 

台南市綠水文

化觀光城規劃

設計，台南市

政府，2004 

針對台南市水域環境發展形態之定位，提出竹溪體育場段

（本計畫範圍上游）是屬於親水遊憩型，以提供親水之休閒

遊憩活動為目標。 

都市景觀白皮

書，台南市政

府，2005 

此計畫透過對環境演替、都市發展歷程及計畫制定之檢視，

勾勒出都市整體景觀構架與空間主題的未來願景，並指出公

共工程的角色、功能與規劃設計原則，檢視此一發展藍圖，

應可有助於釐清府城的歷史人文發展軌跡及都市遠景，其內

容中寬度的面相、可作為擬具“景觀綱要計畫”之參考。  

台南市都市計

畫，台南市都

市 發 展 局 ，

2013 

訂定南區（健康路以南大同路以西地區）細部計畫案都市設

計準則：本區系為台南市重要之體育休閒空間及社福宗教活

動區域，區內富有特殊溪谷藍帶及林蔭景觀資源，為本市重

要的都市開放空間區域。規範本地區未來體育宗教設施與自

然綠地空間發展之平衡，並控制周圍都市發展之景觀品質。 

南山公墓整體

規劃，台南市

政府，2011 

一、南山公墓整體作短、中、長程規劃：(一)短程：全面禁

葬，就地籍、墓籍清查清理造冊，南山公墓大原則規劃及辦

理南山公墓（公兒 6、7、8、19）墳墓遷葬作業。(二)中程：

針對附近道路開闢規劃，依施政目標再行分區規劃，劃定殯

葬多功能專區。(三)長程：辦理公墓規劃後墳墓遷葬作業、

興建殯葬多功能專區等遷移至南山公墓。二、積極依南山公

墓改善環境規劃問卷調查結果辦理，朝確保民眾生活品質提

出整體規劃、積極擬定完善遷移政策、考慮動線安排，以期

加強四周環境美化，改善外界對本市入口之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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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竹溪相關計畫 

計畫名稱 與規劃區相關內容 

人工濕地、生

態園區—竹溪

流域建立人工

濕地計畫 ,台

南 市 政 府 ，

2005 

竹溪流域河段內設置一處自然淨化濕地試驗模場（每日處

理水量 120CMD），透過人工濕地模場式樣，瞭解污水自然

淨化作用對水質改善之功能評估效益，並設立解說標示及

教育解說區，達到河川暴雨宣傳及全面參與功能。可惜此人

工濕地因管理策略不當，現已拆除。 

竹溪悠遊綠網

計畫，台南市

水利局，2009 

該計畫期望由竹溪為中心，運用“延伸”以及“復育”的

環保生態工法，加強複層植栽，恢復竹溪自然樣態，且同時

配合護岸空間整理，連結既有之體育公園周邊自行車道系

統，形塑水岸兩側線性及環狀綠色休閒廊道與都市生活水

岸，以營造竹溪兩岸水域生態與休閒游憩的景觀新風貌。 

竹溪流域整治

規劃，台南市

水利局，2010 

98 年度“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畫”“國土空間永

續”之競爭型補助提案：“府城十二勝景之竹溪煙雨—永

續生態博物館”。 

竹溪排水治理

計畫，台南市

水利局，2010 

該計畫依據“竹溪流域整治規劃”計畫辦理，目標為有效

改善淹水問題，擬定適當因應方案，以供竹溪排水改善決策

與工程實施之參考，預計整治完成後，水利設施可達 10年

保護，25 年不溢堤之防洪保護標準，並結合環境美化、生

態複育及休閒遊憩構想，完成區域環境藍帶與綠帶調和功

能，達到區域排水空間多元化利用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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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整理上位與相關計畫，分析台南市都市空間定位主要願景與目標，從而進

行全面的總體規劃，探討本規劃區鄰避設施之南山公墓作為開發轉型都市森林公園

的契機。就整個台南市南區而言，缺少綠地空間為周圍居民提供休閒遊憩之活動，

而又又著台南市最大的鄰避設施。同時，南山公墓破壞了當地的自然環境，在未來

遭遇極端氣候時會有淹水問題，竹溪導致周圍墳墓的坍塌。 

對南山公墓的轉型，積極依南山公墓改善環境規劃問卷調查結果辦理，朝確保

民眾生活品質提出整體規劃、積極擬定完善遷移政策、考慮動線安排，以期加強四

周環境美化，改善外界對本市入口之第一印象。利用以鄰避設施南山公墓之大尺度

開放空間結合並串連周邊住宅社區以形成休閒意象強烈的住宅區將是未來整體發展

的重要定位。提升出行的便利及居住機能與品質。 

透過森林植栽，營造成低碳綠能優質永續環境，落實環境保護教育深植工作。

恢復竹溪自然樣態，且同時配合護岸空間整理，連結既有之體育公園周邊自行車道

系統，形塑水岸兩側線性及環狀綠色休閒廊道與都市生活水岸，以營造竹溪兩岸水

域生態與休閒游憩的景觀新風貌。利用竹溪親水活動的開發增加台南市古都的親水

空間，則能符合完善落實文化府城、親水古都及科技台南的都市風格願景。開創人

文與自然生態和諧共存的永續環境。 

並且，評估考量竹溪建置污水處理管線與設施之操作性，監控河川水質，改善

竹溪淹水問題，建設水利設施可達 10年保護，25年不溢堤之防洪保護標準。結合

環境美化、生態複育及休閒遊憩構想，完成區域環境藍帶與綠帶調和功能，達到區

域排水空間多元化利用目標。營造乾淨親水環境，永續優質環境衛生，以期可打造

全臺最乾淨都市，成為國際級健康幸福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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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相關法規與政策 

本規劃區除涉及到殯葬管理相關條例之外，亦涉及諸多現行法令規章，竹溪流

域涉及相關河川管理辦法，水土保持法，水利法，河川區域種植規定等等，亦要參

考未來規劃之公園綠地管理條例等等。規劃作業依法源依據，因此對本規劃區相關

法令整理表列如下： 

表 2-14 殯葬相關法規與政策 

相關法令政策 相關條文 與本規劃相關內容 

殯 葬 管 理 條

例，內政部，

2017.6.14 

第十八條 

殯葬設施規劃應以人性化為原則，並與鄰近環境景

觀力求協調，其空地宜多植花木。公墓內應劃定公

共綠化空地，綠化空地面積占公墓總面積比例，不

得小於十分之三。公墓內墳墓造型採平面草皮式者，

其比例不得小於十分之二。專供樹葬之公墓或於公

墓內劃定一定區域實施樹葬者，其樹葬面積得計入

綠化空地面積。但在山坡地上實施樹葬面積得計入

綠化空地面積者，以喬木為之者為限。實施樹葬之

骨灰，應經骨灰再處理設備處理後，始得為之。以

裝入容器為之者，其容器材質應易於腐化且不含毒

性成分。 

第二十八

條 

埋葬屍體之墓基使用年限屆滿時，應通知遺族撿骨

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之。埋藏骨

灰之墓基及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年限屆滿時，

應通知遺族依規定之骨灰拋灑、植存或其他方式處

理。無遺族或遺族不處理者，由經營者存放於骨灰

（骸）存放設施或以其他方式處理之。 

第三十條 

對轄區內公立公墓內或其他公有土地上之無主墳

墓，得經公告三個月確認後，予以起掘為必要處理

後，火化或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 

第三十九

條 

墳墓因情事變更致有妨礙軍事設施、公共衛生、都

市發展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虞，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實者，應予

遷葬。但經公告為古蹟者，不在此限。前項應行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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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之合法墳墓，應發給遷葬補償費；其補償基準，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但非依法設置

之墳墓得發給遷葬救濟金；其要件及標準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一

條 

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主管機關應依下

列程序辦理遷葬：一、公告限期自行遷葬；遷葬期

限自公告日起，至少應有三個月之期間。 二、於

應行遷葬墳墓前樹立標誌。三、以書面通知墓主。

無主墳墓，毋庸通知。  

台南市墳墓遷

葬補償費及救

濟 金 發 給 辦

法，2012.4.23 

第三條 

墳墓遷葬補償費發給標準如下： 一、墳墓面積未

滿七平方公尺，新臺幣三萬五千元。二、墳墓面積

七平方公尺以上未滿十三平方公尺，新臺幣四萬

元。三、墳墓面積十三平方公尺以上未滿三十平方

公尺，新臺幣四萬五千元。四、墳墓面積三十平方

公尺以上未滿四十七平方公尺，新臺幣六萬元五、

墳墓面積四十七平方公尺以上未滿六十七平方公

尺，新臺幣七萬元。六、墳墓面積六十七平方公尺

以上，新臺幣八萬元。七、基督教式墳墓，有墓碑

葬骨灰罐者，新臺幣三萬五千元。八、合葬者每增

加一骨灰（骸），加發補償費新臺幣五千元，每增

加一屍體，加發補償費新臺幣二萬元；蔭屍須火化

或連棺木遷葬者，加發遷葬費新臺幣三萬元。前項

第一款至第六款墳墓面積之計算，指覆蓋遺骨

（骸）之主體（墓塚）與墓廓及墓庭。但不包括墓

園部分。 

第四條 

墳墓遷葬救濟金標準如下： 一、公有土地非依法

設置之墳墓，得發給遷葬補償費百分之三十之救濟

金。二、私有土地非依法設置之墳墓，得發給遷葬

補償費百分之五十之救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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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公園綠地相關法規與政策 

相關法令政策 相關條文 與本規劃相關內容 

台南市公園綠

地管理自治條

例，台南市政

府 ，

2012.12.21 

第四條 

公園、綠地內得視規模及環境需要設置下列各項

設施：一、景觀設施。二、遊樂設施。三、運動

設施。四、社教設施。五、服務及管理設施。六、

防災設施。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核准

設置者。 

公園、綠地內之無障礙設施應便於視覺障礙或肢

體障礙等行動不便者使用，並設置專用之出入口、

通道、引導設施、點字說明及其他必要之設施。 

第六條 公園、綠地內植栽或設施得由私人捐贈。 

第二十二條 

細部計畫應以細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就左

列事項表之：一、計畫地區範圍。二、居住密

度及容納人口。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四、

事業及財務計畫。五、道路系統。六、地區性

之公共設施用地。七、其他。前項細部計畫圖

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都市計畫定期

通 盤 檢 討 計

畫，內政部營

建 署 ，

2017.4.18 

第十八條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變更土地使用分區規模達一公

頃以上之地區、新市區建設地區或舊市區更新地

區，應劃設不低於該等地區總面積百分之十之公

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兒童遊樂場用地，

並以整體開發方式興闢之。 

都市計畫法，

內 政 部 ，

2016.1.7 

第四十三條 

公共設施用地，應就人口、土地使用、交通等

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決定其項目、位置與面

積，以增進市民活動之便利，及確保良好之都

市生活環境。 

第四十五條 

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

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

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佔用土地總面積

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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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台

灣 省 施 行 細

則，內政部，

2016.4.25 

第二十六條 

保存區為維護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

術價值應保存之建築物，並保全其環境景觀

而劃定，以供保存、維護古物、古蹟、歷史

建築、民族藝術、民俗與有關文物及自然文

化景觀之使用為限。 

第三十六條 

公共設施用地建蔽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一、公園、兒童遊樂場：有頂蓋之建築物，

用地面積在五公頃以下者，建蔽率不得超過

百分十五；用地面積超過五公頃者，其超過

部分之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二。二、社

教機構、體育場所、機關及醫療（事）衛生

機構用地：百分之六十。三、停車

場： （一） 平面使用：百分之十。

（二） 立體使用：百分之八十。 

第三十七條 

都市計畫地區公共設施用地容積率，依都市

計畫書中所載規定；未載明者，其容積率不

得超過下列規定：一、公園：（一） 面積

在五公頃以下者：百分之四十五。（二） 

面積超過五公頃者：百分之三十五二、兒童

遊樂場：百分之三十。三、社教機構、體育

場所、機關及醫療（事）衛生機構用地：百

分之二百五十。四、停車場：（一） 平面

使用：其附屬設施百分之二十。（二） 立

體使用：百分之九百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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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河川相關法規與政策 

相關法令政策 相關條文 與本規劃相關內容 

河 川 管 理 辦

法，經濟部，

2013.12.27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河川管理，指下列事項： 一、 河川治

理計畫之規劃、設計、施工。 二、 河川區域之劃

定與變更。 三、 土石可採區之劃定。 四、 河川

環境管理計畫之訂定。 五、 河防建造物之管理。 

六、 河川之巡防與違法危害河防事件 之取締及處

分。 七、 河川使用申請案件之受理、審核、許可、

廢止、撤銷及使用費之徵收。 八、 治理計畫用地

之取得。 九、 防汛、搶險。 十、 其他有關河川

管理行政事務。 

第五十一條 

其他政府機關為配合河川沿岸土地利用或其整體

規劃，得於不妨礙河防安全範圍內，擬定兼顧河川

生態功能之休閒遊憩使用計畫，報經河川管理機關

許可後辦理。 

水土保持法，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

2016.11.30 

第十九條 
水道兩岸：以防止崩塌、侵蝕、維護自然生態環境、

保護鄰近土地為重點。 

第三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酌予補助或救濟： 

一、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增進公共安全而

蒙受損失者。二、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交換

土地或遷移而蒙受損失者。 

水利法，經濟

部，2016.5.25 
第六十八條 

工廠、礦場廢水或市區污水，應經適當處理後擇地

宣洩之，如對水質有不良影響，足以危害人體，妨

害公共或他人利益者，主管機關得限制或禁止之，

被害人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河川區域種植

規定，經濟部

水 利 署 ，

2017.6.27 

第二條 

  本規定用詞除河川管理辦法另有規定外，其用

詞定義如下：（十八）防洪植栽工法：以種植植物

方式柔性減輕洪水直接衝擊之工法。（十九）種植

縱長：沿河川水流方向連續列植之長度。（二十）

種植橫寬：與河川水流橫切方向連續列植之寬度。

（二十一）出水高：計畫洪水位與計畫堤頂間預留

之高差。（二十二）河寬：符合下列各目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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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並完成治理者，為兩堤

間之水道寬度；尚未完成治理者，為該河段水道治

理計畫線間之水道寬度。2.尚未公告水道治理計畫

線而完成治理者，為兩堤間之水道寬度。3.有河川

治理規劃，未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及未完成治理

者，為治理規劃該河段之水道寬度。4.無河川治理

規劃且無河防設施，而有公告河川區域者，為該河

段河川區域線間之水道寬度。5.無河川治理規劃且

無河防設施及無公告河川區域者，為該河段尋常洪

水位或高崁間之範圍較寬者之水道寬度。 

第四條 

河川區域內種植草本植物及蔓藤植物應符合下列

規定：（一）符合附表二之限制。（二）種植縱長

及種植橫寬均不得超過五十公尺，每一列植之間隔

需留五十公尺以上之空地。但植株高度低於五十公

分且未設置支持之棚架，於空地種植者不在此限。

每年十月十五日後種植，而收成期在翌年汛期開始

前（四月三十日前）完成收成之短期草本作物且使

用人於汛期開始前可回復至符合前項規定之種植

者，得不受前項第一款允許種植區域累計寬度與高

灘地寬度比例最大值限制及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第五條 

種植木本植物應符合下列規定：（一）符合附表三

之限制。（二）沿河川縱列種植者，種植縱長不得

超過一百公尺，每一列植之間隔需留五十公尺以上

之空地。但種植於空地之草本、蔓藤植物其植株高

度低於五十公分且未設置支持之棚架，及臨深槽五

十公尺區域內於沿河流方向連續列植長度並配合

防洪需求者，不在此限。（三）於計畫洪水位時之

高灘地水深超過五公尺，禁止種植喬木。 

第十一條 

河川區域內種植樹種之選擇，依下列原則決定：

（一）具生態機能之原生樹種或河川內常見樹種。

（二）成木枝下高在二公尺以上，冠寬六公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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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灘地種植之喬木須為深根耐風力、水力之

樹木。 

第十二條 

植栽之管理方式如下：（一）幼木栽植時，應行必

要之固定保護措施，避免流木化。（二）種植喬木

必要時得於樹根成長範圍設施保護工，以免樹木流

失。（三）隨樹木之成長、樹形變大受水流或風之

作用增大時，應修剪成適當之樹形，喬木冠寬維持

在六公尺以下。（四）生長不佳之樹木無法達到抵

抗倒伏之要求時，應予剷除或砍除。（五）認定有

妨礙水流時，應進行砍伐、修枝等改善措施。（六）

因自然蔓生超出原許可條件時，應予以剷除或砍

除。 

經許可種植而有違反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河川局

應通知許可使用人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河川

局逕為代履行之。 

都市計畫定期

通 盤 檢 討 計

畫，內政部營

建 署 ，

2017.4.18 

第七條 

辦理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時，應視實際需要擬定下列

各款生態都市發展策略：一、自然及景觀資源之管

理維護策略或計畫。二、公共施設用地及其他開放

空間之水與綠網絡發展策略或計畫。三、都市發展

歷史之空間紋理、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

價值應予保存建築之風貌發展策略或計畫。四、大

眾運輸導向、人本交通環境及綠色運輸之都市發展

模式土地使用配置策略或計畫。五、都市水資源及

其他各種資源之再利用土地使用發展策略或計畫。 

第八條 

辦理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時，應視實際需要擬定下列

各款生態都市規劃原則：一、水與綠網絡系統串聯

規劃設計原則。二、雨水下滲、貯留之規劃設計原

則。三、計畫區內既有重要水資源及綠色資源管理

維護原則。四、地區風貌發展及管制原則。五、地

區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之建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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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相關法規與政策，關於本規劃區未來開發會涉及到的相關法令主要歸結為

三個面向：殯葬、公園綠地、河川類相關法規與政策。 

南山公墓因情事變更致有妨礙都市發展以及周邊居民居住環境，應予遷葬。辦

理遷葬時，主管機關應依下列程序辦理遷葬：一、公告限期自行遷葬；遷葬期限自

公告日起，至少應有三個月之期間。 二、於遷葬前樹立標誌。三、以書面通知墓

主。無主墳墓，毋庸通知。 轄區內公立公墓內或其他公有土地上之無主墳墓，得

經公告三個月確認後，予以起掘為必要處理後，火化或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

施。無遺族或遺族不處理者，由經營者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以其他方式處

理之。且應經骨灰再處理設備處理後，始得為之。以裝入容器為之者，其容器材質

應易於腐化且不含毒性成分。 

轉型森林公園，可以從都市計畫法之規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

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

殊情形外，其佔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作為突破與切

入點。將南山公墓 103 公頃轉型成森林公園後，將使南區符合法規之規定。

同時，規劃時符合相關要求設置景觀設施、遊樂設施、運動設施、社教設施、

服務及管理設施、防災設施，對南山公墓內古蹟名墓現地保留，新增文化紀念

園區以及環境教育館等教育空間。同時，公園內植栽以私人捐贈為主。 

對竹溪規劃之部分，則以水資源與綠色資源管理為原則，以水與綠網絡

系統串連規劃設計原則。水道兩岸以防止崩塌、侵蝕、維護自然生態環境、

保護鄰近土地為重點。且植栽的種植，符合法規的種植要求，草本及蔓藤植

物縱長不超過五十公尺，木本植物不超過一百公尺，每一列植間隔五十公尺

以上。且對淹水區之，以種植方式方式柔性減輕洪水直接衝擊之工法。 

未來都市發展過程中，或許相關法規與政策會又所調整，以轉型森林公

園為規劃手段的操作公墓，隨著時間改變、轉化、適應為主的空間計畫過

程，將能最大限度的滿足每一階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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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論基礎與案例分析 

第一節 相關理論 

本規劃會先藉由 Charles Waldheim 編著的景觀都市主義中的內涵作為參考，

如工業廢棄地的恢復再生、自然過程作為設計形式以及景觀作為綠色基礎設施等理

論內容，景觀都市主義亦是綠色基礎設施概念等理論先鋒。而後以 Wenche 

E.Dramstad,James D.Olson and Richard Forman 合著之景觀生態學以及 Gary 

Austin的綠色基礎設施整合人與自然生態系統來思考南山公墓區域與周邊整體生

態系統的關係，借由規劃區本身，復育其適合的生態系統同時，串聯周邊區域形成

生態網路的可能性。同時，參考吳巍所譯之生態工程設計恢復和保護生態系統保

護，原著為 Marty D.Matlock,Robert A.Morgan。最後，整理何紀芳對於都市服務

設施鄰避效果之研究，探討都市服務設施等鄰避效果，是否能將都市產生鄰避情結

之設施的負面因子，改善成使其能為都市提供新的綠地空間的正面因子，使南山公

墓規劃改造後能帶來生態與經濟等多方面的效益。 

一、 景觀都市主義 

「景觀都市主義」概念是由查爾斯•瓦爾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教授提

出，而他本人則曾在「參考宣言」（A Reference Manifesto）中給出定義：「景

觀都市主義描述了當代都市化進程中一種對現有秩序重新整合的途徑，在此過程中

景觀取代建築成為都市建設的最基本要素。在很多時候，景觀已變成了當代都市尤

其是北美都市復興的透視窗口和都市重建的重要媒介」。 

在此之前，以建築基礎設施為主的都市發展的策略引起諸多問題，諸如都市中

鱗次櫛比的高樓，密集的陰暗區域，高密度的建築其實給居民帶來了很多的心理層

面的問題，居民需要釋放壓力的窗口，所以景觀都市主義的概念就是在當時的規劃

設計理論無法適應時代發展的條件下出現的。景觀相較於建築簡單易行易操作，大

量的景觀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改善了居民生活的環境，由都市的負面轉變為乾淨

健康的正面的場所。於是，當人們意識到都市的機會與價值時，並進一步將景觀都

市主義理論運用到都市的開發中，不僅改善都市過去的種種問題，同時引入的綠色

的永續發展的相關產業，進而增加都市居民的就業機會，促進在地的經濟發展。 

景觀都市主義的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工業廢棄用地的修復、自然過程作為

設計的形式以及景觀作為綠色基礎設施。 

1. 工業廢棄用地的修復 

工業廢棄地（Brownfeild）指曾經用於工業生產及其相關用途，而現在已經不

再作為工業用途的場地。主要包括工業採掘場地、工業製造場地、交通運輸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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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或商用倉儲場地以及工業廢棄物的處理場地等。這些場地都或多或少有些環境

污染，但都有很大的再發展潛力。 

在工業廢棄用地地修復中最著名的案例——德國杜伊斯堡風景公園，由彼得•

拉茨（Peter Latz）操刀設計，使舊的工業遺存成為新的景觀要素，運用生態手法

處理場地中的污染問題，其中所運用的景觀優先、植栽生態復育及景觀作為空間區

隔的手段等設計方式，亦被認為是景觀都市主義理論初期運用的一個典範。 

2. 自然過程作為設計形式 

作為景觀都市主義的第二層含義，即是充分尊重場所的自然演變的過程，以場

所的演變肌理為主軸，亦是作為啓發設計師設計的基本形式。以喬治•哈格里夫斯

（George Hargreaves）的瓜迪亞納濱河公園規劃設計最為典型，哈格里夫斯的靈

感來源於阿拉斯加河流的河道肌理，設計的地形原型是河道衝刷後的紋理，於是在

淹水災情發生的季節，這些地形化身洩洪通道。用生態的手法去應對自然的災害。 

3. 景觀作為綠色基礎設施 

景觀作為綠色基礎設施的先驅作品高伊策（Adriaan Geuze）規劃的荷蘭阿姆

斯特丹國際機場，高伊策沒有像傳統設計師般設計相對來說人為的景觀，只做了三

件事，大量種植了適合在地環境且能快速生長的白樺樹；種植了三葉草；請養蜂人

在白樺林里養蜂。初期便以植物作為切入點，不考慮其他人為的干預。通過白樺林

給三葉草的生長提供微氣候，緊接著透過蜜蜂促進植物的繁衍和自然生長，於是在

此基礎上，種植其它植物，從而形成較為完善的適合在地的生態系統，並且整個景

觀後期不需要大量的維管。白樺林、三葉草和蜜蜂代替了人工景觀，反而使阿姆斯

特丹機場在最少的人工干預下形成了極具特色的自然景觀，而景觀則成為極具生命

力的綠色基礎設施。 

作為國際都市發展的新理論，景觀都市主義對台南的都市發展會起到一定的借

鑒作用。首先，南山公墓雖說不是工業的廢棄地，但是五萬多門墳墓中有三分之一

的墳墓已成無主墓，或遷葬後徒有空殼或無子孫後代打理，形成了大量的廢棄的

點。不僅留下了龐大的廢棄材料，還破壞了當地的生態，若將自然演替代過程融入

規劃設計，尊重場地中自然生態的演變與發展，減少因人類活動而對場地的改變與

影響，使場地的景觀以自然的方式呈現，以時間的發展而發展，且隨著未來都市對

於空間的需求可以在時間點維度上自由的變化，以滿足適應當下的都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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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景觀生態學 

「景觀生態學」是由德國生物地理學家 C.特羅爾（Troll C）在利用航空照片

研究東非土地利用問題時提出，而其目的則是為了協調統一生態學和地理學這兩個

領域中科學家的研究工作。而後，由文克•E•德拉姆施塔德（Wenche 

E.Dramstad），詹姆斯•D•奥尔森（James D.Olson），理查德•T•T•福曼（Richard 

Forman）三人合著的《景觀設計學和土地利用規劃中的景觀生態原理》可以得知，

將物種的遷入與遷出，包括繁衍以及滅絕的過程當作線索，分別探討不同類型的用

地交界會如何影響物種的流動。在此基礎上，以何種用地類型，如何佈局，輔以何

種植被，能促成什麼樣的聯通效果，使自然環境能夠自成體系，從而發揮協同效

果。 

而景觀生態學作為研究景觀單元的類型構成、空間格局包括與生態學過程相互

作用的一種綜合性學科，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類型：景觀結構、景觀功能以及景

觀動態。 

景觀結構實際在談的是塊區（patch）、廊道（corridor）和基質（matrix）

的分析模式，可以適用在各類景觀元素，包括荒漠、森林、農業等等。塊區則泛指

與周圍環境在性質或地形形態上的不同，但又具有一定內部均質性的空間部分且是

相對于其周圍環境，且因其大小、形狀、類型、邊界以及內部均質會顯現出不同，

常見的塊區包括植物群落、湖泊、草原、農田、居民區等。而廊道是指景觀環境中

不同與相鄰兩側基質的狹長結構。廊道亦具有多種類型，使其結構與功能多樣化，

其重要結構特徵包括：寬度、形狀、連續性、內部環境、組成內容及與周圍塊區或

基底的作用關係。常見的廊道則包括農田間的防風林帶、溪流、道路等等。廊道相

互交叉則形成網路，使其與塊區及基底的相互作用複雜化。基底則是指景觀中分佈

最為廣泛、連續性最大的背景結構，通常在大部分景觀中，支配總體動態的便是基

底。常見的基底包括森林基底、草原基底、農田基底、都市用地基底等等。 

景觀功能則景觀元素：塊區、廊道、基底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即能量流、熱

能及生物能，養分流、無機物質、有機物質及水，和物種流、各種類型的動植物及

遺傳基因，都可以從一種景觀元素遷移到另一種元素，透過一種景觀元素對另一種

景觀元素施加著控制作用。而當景觀中生態系統或者生物群落發生變化時，通常是

這些“流”超常量流動時造成的干擾。   

而本規劃區對於景觀生態的規劃，透過分析景觀特質且對其的判讀，綜合評價

後提出最優方案。且若要達到對景觀優化利用，同時需要使景觀內部的社會活動以

及景觀生態特徵在時間與空間上之協調化。以景觀單元的空間結構調整及重新構建

爲基本手段，實為改善遭到破壞的生態系統之功能，以提高景觀生態系統的總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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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力及穩定性，包括土壤、水體之生產潛力。利用景觀生態學原理除了優化和美化

景現環境之外，亦能發揮景觀爲台南市帶來生存環境的經濟、生態與美學等價值。 

三、 綠色基礎設施 

根據 Wbester 給出的定義，最初綠色基礎設施是指「社區賴以持續發展的基層

基礎，特別是基本設施」。作為一種綜合性的保護系統，其主要考量民眾利益將公

園與綠色連結起來；以及講自然區連結，利於生物多樣性。而後，1999年美國保

護基金會（Conservation Fund）與農業部森林管理局，聯合政府機構與非政府組

織(NGO)組成工作小組，該小組給綠色基礎設施重新定義：「綠色基礎設施是國家

自然生命支援系統，即水道、濕地、林地、野生動物生境及其他自然區，綠色通道

（greenway）、公園及其他保護區，種植場（農場）、牧場和森林，以及維繫天然

物種、維護空氣和水資源並對社區居民健康和生活品質有所貢獻的荒野及其他空地

的互通網路」。 

而綠色基礎設施從結構上可以分為塊區（hub）以及鏈結廊道（link／

corridor），塊區通常作為生物棲息地，為野生動物與生態提供起點或終點的遷移

或途徑。而鏈結廊道則負責將整個系統連結起來，使綠色基礎設施網絡得以串連。 

 

資料來源：Green Infrastructure，The Conservation Fund 

圖 3-1 綠色基礎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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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綠色基礎設施包含了自然與得到恢復的生態系統及景觀要素，且具有廣

泛的功能，整理如下： 

1.共享已開發的綠地 

2.提供野生動物棲息地與相對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3.提供生物之路經、網絡及鏈接 

4.豐富都市與景觀之景觀結構，提升環境景觀價值 

5.歷史古蹟保護 

6.文化與活動場所，提供教育空間 

7.提供廣泛之休閒遊憩功能 

8.永續雨洪風險管理，能源使用與生產及廢物處理 

都市的綠色基礎設施包括開放空間、水文、植栽、公園、湖泊等要素。這些設

施提供新鮮空氣與休閒遊憩場所，且能過濾污染物，亦是作為都市通風的關鍵。將

本規劃區看作塊區，不進提供了生物棲息地，且透過竹溪作為廊道為動生物生態提

供起點或終點的遷移或途經。若能將台南市整個系統連結起來，那麼綠色基礎設施

網絡將得以串連。 

 

四、 生態工程 

生態學家威廉‧米契（William J. Mitsch）對於生態工程的定義在 2004年就

曾提出，用自然環境來設計人類社會，以使二者都能得益，且作為一種系統性的設

計，它具備自我設計，生態系保育、且以太陽能為基礎、與大自然密不可分等特

性。 

根據吳巍（2013）所譯，生態工程的原理： 

1. 一切都有聯繫。 

2. 一切都在發生變化。 

3. 我們都在其中。 

以及生態工程的永續發展的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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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一個開放和透明的過程中傾聽所有人的聲音。 

2. 尊重後代的權利。 

3. 重新界定人類及其來已生存的生態系統之間的關係。 

4. 在科學的基礎上理解生態系統服務的界線。 

5. 理解整個生產供應鏈（生成產品的所有步驟）和跨空間尺度活動的相

互關聯影響。 

6. 加強在社區層面的自給能力。 

7. 以務實的態度來實施操作，以便檢驗、修改並適應不斷變化的條件。 

而吳巍（2013）談到生態工程的原理的前兩條亦是生態工程的基礎。整個生物

圈以及非生物過程都是相互關聯的，且已經在都市的土地使用對生態系統功能幾乎

所有的方面上都已得到證實，不僅氣候到水文到生物多樣。而第三條「我們都在其

中」則是連結生態系統理論與永續發展的規範性要求，亦是生態工程的本質精神。

而永續發展則由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簡稱 WCED）在 1987年定義為是能滿足目前

需求又不損害後代滿足他們自己需求的能力的發展。如果超出這個總體的框架，則

很難界定永續發展的倫理，由此包含了以上的 7個要素。 

簡單來說，本規劃區若能將生態工程在盡可能不去破壞原有的生態與環境景觀

的前提下，因地制宜，且就地取材，利用工程或保育的方法來對規劃區進行環境的

開發、整治、復育以及改良等操作，則能使當地的自然生態能獲得保障與結構安

全，且能讓生存在內的生物能在人為干擾後的空間中生存與繁衍。生態工程在談遵

循自然的法則，若自然與人類能共存共榮，將原本屬於自然的地方還給自然，則可

盡可能的減少或避免因工程本身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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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鄰避設施 

在「都市服務設施鄰避效果之研究」該研究中（何紀芳，1995），提到了「國

建會區域發展組研究題綱及背景資料」（內政部營建暑，1986），其中將都市計畫

範圍內之公共設施按規模與層級分為區域性、市際性、全市性、與鄰裡性四種類

型： 

1. 區域性：捷運系統、民用航空站、療養院、醫療中心、焚化爐、鐵

路、高速公路等。 

2. 市際性：大眾運輸系統、火葬場、殯儀館、煤氣供應系統、綜合醫

院、屠宰場、垃圾處理設施等。 

3. 全市性：污水處理設施、變電所、醫院等。 

4. 鄰里性：加油站等。 

而何紀芳（1995）在研究中透過居民之接受程度通過因子分析之結果，又將都

市服務設施分為 10種類型： 

第一種設施：能源設施、垃圾或汙水處理設施 

第二種設施：喪葬設施、垃圾掩埋場、屠宰場 

第三種設施：資訊傳播、藝文設施 

第四種設施：文教設施 

第五種設施：廟宇 

第六種設施：醫療設施 

第七種設施：社會福利設施 

第八種設施：公園、遊戲場 

第九種設施：交通設施 

第十種設施：其他設施（如自來水廠、抽水站等） 

第一種與第二種服務設施乃民眾普遍之不願意接受，盡管這些設施會使民眾產

生不悅，亦會影響環境與生活品質，卻又是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無法避免之相關服

務設施。爾後，關於「台北地方生活圈都市服務設施之鄰避效果」（李永展、何紀

芳，1996）的研究給出了鄰避效果大小之服務設施四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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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都市服務設施鄰避效果等級 

等級 鄰避效果（指數） 設施名稱 

第一等級 
不具鄰避效果（指數在

0.00或接近 0.00） 
如鄰里社區公園、圖書館等 

第二等級 
具輕度鄰避效果（指數

在 18.00以下） 

如文教設施、各級學校、車站、公園、

醫療與衛生設施、購物中心、郵電設施

等 

第三等級 
具中度鄰避效果（指數

在 18.00-44.00） 

療養院、性病防治中心、智障者之家、

高速公路、市場、抽水站、自來水廠等。 

第四等級 
具高度鄰避效果（指數

在 44.00以上） 

如喪葬設施、垃圾焚化爐、污水處理廠、

飛機場、屠宰場、核能發電廠、變電所、

加油站等。 

資料來源：「從民眾的看法探討鄰避設施回饋金運用之問題——以高雄市小港、前鎮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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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必要之鄰避公共設施 

圖 3-2 台南市市區鄰避設施分布圖 

  



 74 

第二節 理論之應用 

本規劃區為公墓用地已久，從民國七十二年起禁葬至今也有三十餘年。作為台

南市目前最大之鄰避設施，不僅造成了環境的諸多問題，亦影響了周邊社區的生活

環境，同時限制了都市的發展。而規劃區內，卻有著台南市唯一未被加蓋之河流竹

溪，且保留著大部分自然蜿蜒之河道；當鮮有後人到訪此處時，則形成了相對初級

的棲地環境。而當民眾需要掃墓時，則利用燒草這一容易造成破壞環境及氣候的作

法，清理墳墓周邊環境。 

藉由研究上一節之相關理論，應用至本規劃。 

 

圖 3-3 台南市南山公墓現況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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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竹溪生態工程之手法操作 

尊重竹溪原有之自然環境，盡可能不去破壞原有的生態與環境景觀的前提下，

利用生態工程或保育的方法來對規劃區進行環境的開發、整治、復育之操作，當未

來產生極端氣候造成夏秋暴雨亦或春冬季節的缺水，以自然生態的形式，在暴雨時

的保持水土，透過暴雨時的超常規水流，補充水流，增加生物多樣性，增加養份滋

養土壤肥沃植栽。不進可以透過植栽自然淨化水環境之污染，亦可以在未來乾旱時

應對乾旱時的缺水，以遵循自然的法則。 

 

圖 3-4 台南市南山公墓現況 1 

 

二、以鄰避設施負面因子轉變為綠色基礎設施之正面因子 

將會使民眾產生不悅，亦會影響環境與生活品質之鄰避設施，透過生態手法的

先行操作，成為具有生物多樣性，可以提供動植物棲息地，路徑及網絡之綠色基礎

設施時，串聯起台南市的生態系統。當其成為一個生態的，自然的景觀空間時，都

市便少了最大的鄰避設施，而多了可以使用的綠地空間，緩解都市發展所造成的陽

宅與陰宅爭地。且改善周圍居住環境，提升周邊土地價值。 

 

圖 3-5 台南市南山公墓現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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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景觀生態學之自然過程作為設計形式對墓地進行修復 

對於從都市尺度新的型態的規劃設計，景觀都市主義具有時間演變、轉化、適

應以及延續的獨特空間能力。從已廢棄之無主墓入手，以木換墓，不僅可以以生態

的手法改變鄰避設施之視覺影響，以先驅樹種的植入，增加被破壞的土壤的土壤肥

力，運用植栽的方式修復被破壞的土地，後尊重場所的自然演變過程，以場所的演

變肌理為主軸，運用的景觀優先、植栽生態復育及景觀作為空間區隔的手段等設計

方式分期分區規劃。尊重場地中自然生態的演變與發展，減少因人類活動而對場地

的改變與影響，使規劃區的景觀以自然的方式呈現，當未來竹溪面對極端氣候如淹

水淹水災情發生時，透過地形與植栽本身化身洩洪通道。用以生態的手法去應對自

然的災害。

 

圖 3-6 台南市南山公墓掃墓後現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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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外案例 

一、紐約弗萊士河公園（New York City Freshkills Park） 

弗萊士河位於紐約斯塔滕島（Staten Island），面積超過 2200英畝，在過去

的幾十年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填埋場，亦是 1990年代紐約市為宜仍然則使

用的垃圾填埋場。於 1948年投入運營，2001年才停止接受垃圾，且最後一批垃

圾，乃“911”事件的世貿中心建築廢墟。填埋區占總面積的 45%，其餘 55%的區域

由濕地、溪流、草地以及林地組成，糟糕的環境、廢棄的空間以及產生的鄰避情

節，卻也使得大片土地保留完整性，未遭遇到都市蔓延以及碎片化。 

弗萊士河公園的設計理念乃 Life和 Landscape的合成詞——Lifescape。包含

了兩層意義：在場地上重塑有生命力的景觀，亦使其持續實施的過程中擁有動態的

變化。不僅包含了環境修復、垃圾處理、物種多樣性培育等動態過程，還能夠融合

未來使用公園的人們豐富的想像力及創造力。 

根據 Lifescape 的理念，弗萊士河公園的規劃有以下六項基本設計原則： 

1.充分把握其位於都市的優越區位、廣闊的空間及特有的生態資源，將弗萊士

河定位為世界一流的大型都市公園； 

2.重建內部的生態系統，恢復及重塑永續的多樣的生態景觀，一併推行可替代

能源的計畫及生態性的相關示範項目； 

3.融合休閒遊憩、教育、文化等功能，延伸公園的生態價值，且為都市的公共

生活及舉辦各類活動提供開放性場所。 

4.紀念“911”事件，規劃相關的廢墟填埋地點，予以明顯的標示。 

5.提升其在都市中的可達性，在生態系統敏感度相關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優化交

通路徑的網絡。 

6.分階段對公園進行建設，使公眾參與大道最大化；且建立相關完善的監管維

護機制，確保垃圾填埋區在關閉後的相關運作中的安全性。 

 

2001年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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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2017年        資料來源：freshkillspark 

圖 3-7  弗萊士河公園不同時期 

 

 

資料來源：freshkillspark 

圖 3-8  弗萊士河公園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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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加坡碧山宏茂橋公園 

新加坡碧山宏茂橋公園位於新加坡碧山的核心位置，新加坡最長的河流 10公

里加冷河（Kallang River）沿途經過。是碧山居住新區與宏茂橋之間的綠色緩衝

帶。建於 1988年的公園就是新加坡最受歡迎的中心地帶公園之一，提供民眾日常

的休閒活動。過去碧山公園的建立是為了穩固公共基礎設施，充分利用水資源，防

止洪水爆發，為都市用水建立的良好系統，然而，排水管道卻將公園切割開來。於

是在 2006年新加坡水務局（PUB）發起的“活力、美麗、清潔”水計畫項目，提倡

改善國家水體，滿足排水功能的同時，創造出供社區娛樂休閒的活力活動促進社區

融合的契機下，將碧山宏茂橋公園重新升級整合，由過去的 52 公頃，增建至 62公

頃；且 2.7公里長的混凝土筆直的排水渠被一條 3公里長的蜿蜒曲折的自然河道替

代。 

碧山宏茂橋公園的設計目標與特色： 

1. 以生態手法將灰色基礎設施設計成藍-綠都市基礎設施的手法，強調了水資

源供給與洪水管理的雙重需求，提升公園收集儲存於水的能力，以及遇到

極端氣候時的截水排水能力。 

2. 提高溪流透過生態淨化群落之植被修復與沉淀過濾系統取代化學藥品以維

持水質。 

3. 回收混凝土水渠之土塊用於重塑河床，節約資源同時砌築群落生境及步道

等以提供民眾親近、俯瞰公園空間。 

4. 建立動植物群落棲息場所，以增加生態多樣性，使公園內物種的到彈性發

展，確保物種長期生存的可能性。 

5. 透過親水空間增加孩童活動遊戲之機會，亦提供互動、教育之空間，使社

區參與成為公園設計中重要環節。 

6. 通過恢復性的生態設計，使遊憩及參觀人數增加，不僅使公園成為新加坡

新的象徵，同時為水敏感都市設計樹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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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ood 

圖 3-9  與自然融合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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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雄雙湖森林公園 

雙湖森林公園位於高雄市三民區與鳥松區交接處，澄清湖高爾夫球場之西側，

前生是日據時期即作為公墓使用的覆鼎金公墓。於民國 74年公告禁葬，預估墳墓

數量約一萬兩千餘座。覆鼎金公墓邊陲地帶不僅靠著大高雄都市核心地區，且內部

眾多的墳墓影響市容的同時，亦阻礙了都市的發展，造成陰宅與陽宅爭地。 

「雙湖抱山」乃雙湖森林公園的整合發展理念，打破了過去墳墓的既有印象，

不僅串連起周邊環境構建生態廊道，還能夠導入地方人文歷史，延伸教育、文化等

功能。 

概述雙湖森林公園的規劃設計理念與特色如下： 

1.以森林概念為主軸，取代過去被墳墓破壞的目的景觀，增加向陽坡地與陽光

草坪等，減少不必要的設施。且利用坡地的條件，增加花田景觀以添環境色彩，創

造季節性的話題，增加民眾親近機會。 

2.複合式的休閒活動場所，提供多種型態的活動使用。靜態可攝影、納涼、遠

眺及散步等。動態可登山、運動、腳踏車及社區活動等。 

3.都市景觀之瞭望台，不進可觀賞高速公路及週邊湖景，亦可遠眺都市都市景

觀及遠山。 

4.無障礙人本通行環境，將無障礙行動動線加入坡地地區，照顧各類族群感受

遊憩空間。 

5.與自然共生的休閒綠地，該區位作為兩座湖生態系統之間的重要鏈接地帶，

植栽及選種考量兩區間的既有植被，增設生物棲地，不開放民眾進入，為生物提供

生態的棲息環境。且設置生態排水設施，涵養都市底下水源的同時，增加區域地標

的生態滲水、集水與排水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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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與兩岸好報 

圖 3-10 分階段分區處理墓地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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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構想 

第一節 發展定位 

本規劃區不僅擁有相對豐富的自然資源，人文資源，還有著台南輕軌藍線完工

後將帶來區位的便利。面對台南市的都市更新與發展，以期增加更多的公園綠地空

間以提升都市環境品質，民眾休閒遊憩之機會。為解決作為公墓用地距今已有三百

多年，台南市最大的公墓及鄰避設施，將其分期分區轉型為提供民眾日常休閒遊

憩，改善都市生態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大型都市森林公園。分為 5個面向： 

一、生活層面：將都市負面因子轉換成正面因子，提升週邊居民生活品質，不僅營

造綠色環境，增加親水遊憩活動空間，提供更多社區參與活動場所。 

二、生態層面：維護現有之生態，且透過植栽進行水土保持，以綠色基礎設施之規

劃設計以及藍帶串聯，增加動植物群落氣息場所，增加生態多樣性，以生態的

手法提升應對災害能力。 

三、文化層面：利用現有的歷史文化資源，生態資源，建造紀念文化場所，環境教

育館，與校園之生命教育結合，開展文化探索之旅。 

四、交通層面：連結了現有自行車道，增加了低碳休閒活動之場所，成為旅遊運動

門戶同時提供了新的行動智能模式。 

五、觀光層面：營造自然生態賞景旅遊之環境，運用既有的飛機景觀資源，加入常

態性植栽以及根據四季變更植栽推出特色自然旅遊與常民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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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發展定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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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空間發展構想 

依據整體土地使用情況與環境，以便整合本規劃區內部與周邊資源，規劃四個

分區：休閒遊憩區、親水活動區、文化紀念園區及森林植栽區如圖 4-2。為有效利

用竹溪之資源，根據四個大分區不同定位賦予其不同功能。 

一、休閒遊憩區 

本區含：遊客中心、行政中心、多功能廣場、環境教育館、商業文創空間、餐

廳、植物園、自行車租賃點、步道、自行車道、停車場。 

二、親水活動區 

本區含：哈格納爾森林、哈格納爾森林觀景台、兒童遊憩場、野餐區、步道、

自行車道、停車場。 

三、文化紀念園區 

本區含：紀念廣場、紀念雕塑、景觀滯洪池、熱帶花園、施瓊芳墓、曾振暘

墓、曾蔡二姬墓、步道、自行車道、停車場。 

四、森林植栽區 

本區含：森林植物園、飛機主題咖啡廳、公園管理室、棧道、景觀生態池、步

道、自行車道、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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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空間分區發展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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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不同層級時間演變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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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質計畫 

本章節針對南山公墓轉型森林公園規劃提出土地使用計畫、交通及動線計畫、

設施計畫、景觀計畫、植栽計畫五個部分。 

第一節 土地使用計畫 

本節對於全區總面積 103公頃平面進行配置。 

表 5-1 親水遊憩區及森林植栽區活動設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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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文化紀念園區及休閒遊憩區活動設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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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全區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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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施配置 

本規劃依據四大不同分區之活動內容進行配置。包含遊憩及公共服務設施，遊

憩及建築相關設施、交通和停車設施以及道路導視系統等。 

 

圖 5-2 設施配置圖 

 

（一）功能性目的 

解決台南市南區公園綠地的不足，因地制宜滿足周圍民眾日常休閒遊憩

之需求，提高周邊居民生活環境、學生學習環境等。 

（二）社會性目的 

利用植栽之方式將南山公墓轉型森林公園，合理分配本規劃區內資源，

以便改變台南市南區陽宅與陰宅爭地之現狀。 

（三）經濟性目的 

緩解了因遷葬經費不足而停滯的都市規劃，轉型成森林公園後將提供更

多的就業機會，帶動周邊經濟發展以及土地地價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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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休閒遊憩區：40.5 公頃。 

該區位於全區西北側，交通整體更為便利，地形平坦，視野更好。原有建築群

落均集中建於此處，且該區域無主墓數量最多，遷葬阻力相對較小；但因該處私人

土地相對較對，將面臨土地徵收之問題，所以提供機能設施之建築群落待林相復育

後，再為修建。 

 

 

圖 5-3 休閒遊憩區平面配置圖 

遂將遊客中心、行政中心、環境教育館、以及商業文創空間大型建築群落規劃

於此處，以善用過去之資源；同時，將先驅樹種投入以木換墓先形成林相可提供規

劃示範；之後可整合空間，施以活動草坪及植物園，且可將樹木提供都市相關新闢

道路之行道樹，以美化都市營造綠色環境；最後，將景觀步道及自行車道納入進

來，以串聯內部與周邊之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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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水遊憩區：17.1 公頃。 

該區位於全區東北處，緊臨竹溪，周邊用地主要以住宅與校園為主。 

 

圖 5-4 親水活動區平面配置圖 

 

開發哈格納爾森林的生態資源，以串連該區作為竹溪之親水空間，提供周邊民

眾及學校學生日常休閒遊憩活動空間；同時提供兒童遊樂場及野餐等活動，增加親

子休閒騎行機會，感受竹溪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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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紀念園區：15.6 公頃。 

該區位於全區西側，作為竹溪在本區的下游與出口。該段地勢較低，透過淹水

潛勢圖分析得知竹溪中游段易造成淹水，且該區有著南山公墓內的 3座古蹟名墓。 

 

 

圖 5-5 文化紀念園區平面配置圖 

 

以新建景觀滯洪池的方式緩解上游的淹水問題造成規劃區未來遭遇極端氣候時

的排水壓力，利用植栽的方式增加生物多樣性。同時，對於區位的古蹟名墓，現地

保留予以保存開發；結合整區空間發展文化紀念廣場，將有主墓遷移至此，由專人

24小時打理，無主墓之姓名刻入紀念碑，予以紀念且方便未來後人來此找尋。同

時，以熱帶花海配合台南市相關主題性活動，在紀念園區可俯瞰機具生命力的整個

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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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森林植栽區：29.8 公頃。 

該區位於全區東南側，緊鄰台南航空站，且有台南市中環都心主要道路中華南

路貫穿而過，未來將有輕軌以高架單軌之形式建於中華南路之上，易孤立於全區。 

 

 

圖 5-6 森林植栽區平面配置圖 

 

多以靜態之活動方式為主。如景觀生態池，森林植物園。森林植物園作為最具

生態性之空間，任其自由發展人為干預降至最低，緩解飛機噪音對周邊區域之影

響；同時，提供未來對於植栽的相關研究。且將以飛機資源作為設計主題之咖啡

廳，在此可享受遠離塵囂之靜謐的約會，感受自然。還將增設遠眺棧道，可至此處

觀看全區之美景，為喜愛觀看飛機起飛降落之民眾提供更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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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交通及動線計畫 

交通計畫以整合現有之聯外交通動線以及未來計畫進行規劃，增設內部交通自

行車道以期建立完善之交通系統，提升民眾使用之便利，從而提高活動參與性。 

一、 聯外交通規劃 

（一）主要聯外道路 

共 3 條。中華南路亦然作為本規劃區主要聯外道路，為大客車、小客車

與機車行車路線；其次為西門路，承擔大客車、小客車與機車行車路

線；最後將本規劃區內新都路作為本規劃區區內小客車及機車行車路

線。 

（二）次要聯外道路 

共一條。僅提供小客車及機車行車路線。 

 

表 5-3 抵達本規劃區交通方式 

高速公路 路線 A：國道 1號高速公路→國道 86號快速道路(仁德系統交流道)下

高速公路→往台南市區方向行駛→過台南機場到大同路→沿國民路右

轉→沿中華南路一段到達本區。 

路線 B：國道 1號高速公路→台南仁德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往台南市區

方向行駛→到中華東路左轉→直行→過台南文化中心→經過大同路→

直行→沿中華南路一段到達本區。 

火車站 
自駕由台南市火車站走北門路→直行→經過東門圓環→走大同路→直

行→到中華南路右轉→到國民路左轉到達本區。 

公車 
路線 A： 11路至西門路一段 

路線 B： 15路至國民路、西門路一段 

路線 C： 18路至國民路、大成路一段 

輕軌 

（未建） 

藍線:至 B22國民路達到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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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聯外交通計畫圖 

 

（三）抵達本規劃區交通方式 

目前，可自行開車或乘坐火車到達台南後，乘公車 11路、15路、

18路達到本規劃區。輕軌預計 108年開工，未來開通後可在 B22站國

民路下車到達本規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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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內交通之人行道 

本規劃區內共 14條步道，3條棧道，可有效引導民眾遊覽園區內景觀親近自

然的同時，亦可站至高處無障礙欣賞全區美景，竹溪、花海、森林、飛機等等美

景。 

 

圖 5-8 規劃區內人行步道 

 

（一） 人行步道 

適合日常散步、賞景、生態體驗等。同時，引導民眾觀賞本規劃區內不

同類型之美景，連接不同景點。 

（二） 人行棧道 

可高處欣賞全區之美景，提供飛機愛好者近距離觀看載客飛機、軍用飛

機之起飛與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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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內交通之自行車道規劃 

本規劃區規劃 5條自行車道以提供民眾健身與遊憩之便利，不僅方便園區內部

遊覽，且透過規劃將串聯都市內既有自行車道，民眾可透過本規劃觀賞更多自然優

美的景色。且本規劃區提出手機 app自助借還自行車概念，方便民眾遊覽本規劃區

的同時，節約人力相關成本。 

 

 

圖 5-9  規劃區內自行車道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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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林探索自行車道（親子級） 

環繞哈格納爾森林，以欣賞原始生態之景色為主的一般觀光遊憩自

行車道。 

（二）竹溪親水自行車道（親子級） 

沿竹溪而下，以欣賞竹溪沿途風光的一般觀光遊憩自行車道。 

（三）休閒親子自行車道（親子級） 

可錯開車流自由瀏覽休閒遊憩區，適合親子戶外認識植栽，欣賞美

景的一般觀光遊憩自行車道。 

（四）植物園自行車道（親子級） 

沿途可欣賞林相復育後之自然森林景觀，以欣賞自然生態之景色為

主的一般觀光遊憩自行車道。 

（五）聯外自行車道（親子級） 

以低碳出行的健身運動為主，可串連起台南市區內美麗公園自行車

道以及黃金海岸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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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導視系統計畫 

本規劃區內導視系統主要分為三類：定位性、說明性以及指標性。涵蓋了對本

規劃區內容導覽，引導方向，具體動植物分佈介紹等。主要設置在園區入口處、道

路交會處、相關設施前，材質以大理石材及木質為主。 

1. 定位性：明確定位及景點活動內容，可提供民眾方位及活動規劃幫助。 

2. 說明性：根據不同分區活動特點，以及特色景點及生態環境內容進行說

明，且附以圖片及文字說明內容。 

3. 指標性：對民眾予以方向及辨識空間之指引，設施涵蓋各個分區及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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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規劃繪製 

圖 5-10 入口處指示牌                  圖 5-11 說明性指示牌 

 

 

資料來源：本規劃繪製 

圖 5-12 方向指示牌           圖 5-13 定位性解說牌 

 

資料來源：本規劃繪製 

圖 5-14 指標性解說牌     圖 5-15 指標性解說牌    圖 5-16 指標性解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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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景觀計畫 

本規劃區景觀依據動線之性質對其進行規劃，主要分為步道、棧道、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車道以及與混合車道共用之自行車道。根據動線之不同類型，將涉及到不

同的遊憩與賞景類型，規劃如下： 

一、步道 

本規劃區步道以郊野型為主，提供民眾休閒遊憩、散步以及自行車活動，以木

質鋪面以及砌石鋪面為主。 

 

圖 5-17 森林植栽區步道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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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向日葵花海步道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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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棧道 

位於森林遊憩區，共計四條。透過高層遊覽，可以全局欣賞本規劃區之景色。

以木質鋪面，僅行人可使用。 

 

圖 5-19 森林遊憩區棧道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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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行車與行人共用車道 

與行人共用車道本規劃區共計 4條：森林探索自行車道、竹溪親水自行車道，

休閒親子自行車道、植物園自行車道。該車道不予通行其他車種，且可作為休閒遊

憩之功能，行人與自行車活動空間不刻意區分。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圖 5-20 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 

 

圖 5-21 森林植物園自行車與行人共有車道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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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混合車道共用之自行車道 

本規劃區內有一與混合車道之自行車道：聯外自行車道。以鋪面顏色及標線方

式將行人、機動車與自行車的活動空間在公共道路上區分，藉由該條車道，串聯都

市自行車道行車空間，以連結台南美麗公園道自行車道以及黃金海岸自行車道。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圖 5-22 與混合車道共用之自行車道 

 

圖 5-23 休閒遊憩區與混合車道共用之自行車道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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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竹溪生態工法規劃 

以生態工法之手法操作，減少破壞的同時延續竹溪蜿蜒曲折的自然型態，且根

據地形新增景觀滯洪池，營造更多自然生態空間的同時，增加更多的親水遊憩空

間。 

1. 護岸：拋石護岸，坡度緩於 1:1.5，塊石尺寸：30-50cm。 

2. 固床工（局部）：混凝土砌石固床工，210kg／cm²混凝土。 

3. 植生護坡：選以沙草科及禾本科，對河岸裸露地以草種直接噴植，且水岸

邊種植喬木及灌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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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規劃繪製 

圖 5-24 金湯橋至中華南路自然河道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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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規劃繪製 

圖 5-25 竹溪橋至金湯橋自然河道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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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景觀生態池 

透過景觀生態池，為本規劃區遊憩內容增加重要地景元素，同時為動植物提供

更多的生存、生活及遊憩的活動空間。 

1. 水深：15-20公分。 

2. 形狀：獨立水道，不規則，彎曲之邊緣，且池邊預留 1-2公尺透水區。 

3. 池底：以 40%黏土壓實成 70公分土底，且地底堆石提供水生動物選擇。 

4. 池岸：以石塊及土壤砌成，創造適合動物活動及棲息的緩和邊緣。 

 

圖 5-26 森林遊憩區景觀生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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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紀念廣場 

文化紀念廣場面積約為 15600 cm²，內設置高 69公分、寬 42公分、深 42公分

骨骸櫃位 23070 個。作為有主墓遷葬目的對策，興建的文化紀念廣場。內涵 3座歷

史名人古墓的同時，將有主墓遷移至此處，無主墓雕刻至紀念碑，該空間由專人

24小時管理，讓過去象徵死亡的墓地擁有在時間痕跡中靜思的空間。  

1. 名人古跡：墳墓翻新，且增加清晰明確之導視系統予以指引。 

2. 有主墓：遷移至此，每門墓擁有 69*42*42公分，夫妻墓 100*42*42公分。 

3. 無主墓：墳墓查估後將無主墓之姓名、籍貫、及生卒年月日雕刻於紀念碑

上，紀念碑全長 50米，高 3米。 

 
資料來源：Pinterest 

圖 5-27 紀念廣場骨骸設施參考 

 

 
資料來源：Fkickr 之越戰紀念碑 

圖 5-28 紀念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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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植栽計畫 

透過遷移墳墓，以植栽之方式重新賦予土地之生命，分階段分區完成。首先以

陽性先驅樹種作為先鋒，先將被人為破壞之墳墓地環境改善，而後慢慢進入過渡期

—種植較高等且適宜台南氣候之耐陰性木本植物，且以台灣南部原有樹種為主。 

 

資料來源：築夢之溪竹溪親水綠廊營造計畫 

圖 5-29 規劃區竹溪流域喬木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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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5-29可知，本規劃區原有喬木樹種則有：桃花心木、血桐、鐵刀木、木

麻黃、芒果、黑板樹、榕樹、大葉山欖、苦楝、構樹、芒果、龍眼、黃連木、台灣

欒樹、菩提、肯氏南洋杉、白千層、樟樹等。 

表 5-4 台灣原生樹種耐陰性類別（依光合作用潛力判斷） 

資料來源：植物耐陰性及台灣原生樹種耐陰性類別 

 

根據台南市政府公園管理科（2018）公告可知，台南常見行道樹有：榕樹、樟

樹、水黃皮、台灣欒樹、白千層、光蠟樹、大花紫薇、菩提樹、印度橡膠樹、黃花

風鈴木、羊蹄甲、木棉、鳳凰木、黑板樹、阿勃勒、大葉欖仁、大葉山欖、小葉欖

仁、金龜樹、印度紫檀、楓香、蒲葵、茄苳、黃連木、肯氏蒲桃、美人樹、龍柏、

芒果樹、桃花心木、中東海棗。 

結合本規劃區內現有喬木樹種以及台南市常見行道樹，參照台灣原生樹種之特

性，對全區植栽計畫予以建構，以符合森林復育之操作。配置原則主要以滿足規劃

區陸域與竹溪流域，再藉由不同分區的遊憩類型與目的不同，配置不同類型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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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休閒遊憩區、文化紀念園區選擇以休閒遊憩，或有造型特色兼具主題

性可配合環境教育示範之樹種，配合不同空間的功能與意象，且根據植栽

四季不同之特性，選取樹種如下： 

春季：茄苳、台灣櫸木、香楠、樟樹、苦練、台灣赤楠、厚葉石斑木、

小葉厚殼樹、楓港柿、內苳子、欖李、土肉桂 

夏季：內苳子、欖李、土肉桂、小葉赤楠、木槿、無患子、光蠟樹、黃

連木、穗花棋盤腳 

秋季：穗花棋盤腳、台灣樂樹、大葉山欖 

冬季：茄苳、台灣櫸木、香楠、樟樹、烏心石 

（二） 文化紀念園區熱帶花園草花則氛圍常態性與變更性草花為主。常態性

花種極具園區特色，且有配合不同主題性活動依據不同節氣做變更與調整

區，選取如下： 

常態性花種：向日葵 

依據節氣及特色變更花種：4至 8月波斯菊，8-10月虞美人、矢車菊、天

人菊混播，10至次年 4 月報春花。 

（三） 親水活動區以適合竹溪流域植栽為主，且依據特性選擇分為觀賞類、

以及護岸固土之植栽選取如下： 

樹種：水柳、垂柳、山芙蓉、台灣欒樹、水黃皮、黃花風鈴木、鳳凰木、

桂花、海桐、赤楊 

草花：沿階草、野薑花、鳶尾、水生美人蕉、睡蓮、馬纓丹、杜鵑、黃金

金露花 

（四） 森林植栽區植栽以林相復育形成生物棲地為主要目標，生態性為主

導，觀賞性為輔，選取植栽如下： 

第一期：白水木、臭娘子、水柳、黃荊、野桐、台灣赤楊、構樹、血桐、

苦楝、相思樹、山芙蓉、梧桐、黃槿、鐵刀木 

第二期：榔榆、江某、魚木、奧氏虎皮楠、山香圓、稜果榕、天料木、燈

稱花、毛瓣蝴蝶木、呂宋莢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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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執行計畫 

第一節 經營管理計畫 

一、經營方案 

本規劃區之經營管理，根據本規劃區不同分區，衡量不同活動方式及發展趨勢，

研擬經營管理方案。 

1. 親水遊憩區經營構想 

發揮本規劃區臨竹溪，且緊鄰住宅之優勢，提供親水活動空間的同時，加入

兒童遊憩場之活動方式，同時提供戶外野餐空間，擁有與自然更多活動之機

會。 

2. 休閒遊憩區經營構想 

提供遊憩活動必要之相關服務設施，擁有解說服務，配合規劃區建立體系。

不僅發揮本區相關遊憩資源同時，提供生態教育之遊憩體驗。 

3. 文化紀念園區經營構想 

配合歷史古蹟之特有資源，整合後形成紀念廣場形式，鼓勵民眾銘記過去珍

惜當下。同時，還能體驗四季花海之活動空間。 

4. 森林遊憩區經營構想 

結合機場飛機資源，在親近自然中打造飛機相關活動內容及空間。且透過自

然生態環境，提供更多動植物之生存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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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銷 

將本規劃區重新定位後之優勢，結合如今資訊網絡，與媒體合作，與相關產業

結盟，且不定期舉辦相關活動，增設手機 app 形式加以宣傳運用，以提供民眾更為

便捷的獲取資訊，交通方式。 

1. 媒體行銷：架設網絡宣傳平台，提供民眾了解規劃區內休閒遊憩資訊；且創

造討論話題；在熱門網站提供關鍵字搜索；與熱門網站互相宣傳；與廣告及

視頻合作，提供拍攝場地。 

2. 結盟行銷：與週邊觀光景點合作，整合宣傳，增加爆光率，從而增加民眾休

閒遊憩多種活動內容。 

3. 行銷活動：舉辦大型年度主題活動，配合台南市政府相關觀光主題活動；配

合節氣，舉辦以植栽草花季節性活動；結合校園，展開相關生態教育活動；

配合網絡新話題，配合攝影活動。 

4. 手機 App 研發：研發景區 app，提供攻略、導遊、路線、遊記、租借自行車

等功能。App提供出行指南，可提前了解當季活動主題內容，行程規劃，且

語音導遊服務，遊憩時還能了解過去的歷史文化及意義。 

 

資料來源：瀘沽湖導遊 V3.8.5 app 

圖 6-1 手機 app研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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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護管理 

一、植栽維護管理 

（一）日照管理 

每種植物對日照需求程度不同，陽性樹種與觀花性植物需要相對

充足的日照，日照不足則易造成枝條徒長或開花稀少，枝下枯黃導致

自然落葉，生長受阻等，所以日照不足處選擇種植耐陰樹種等等。 

（二）水分控制 

水分作為植物吸收及輸送養分之媒介，不進提供其光合作用，還

影響著生理代謝。因此，適當給予植物充足的水分，以維持植物生長。

澆水每次澆透至飽和，從而將土壤空隙內二氧化碳排出，使植物根系

透過空隙吸收氧氣，呼出二氧化碳。 

（三）栽培介質改良 

1. 以客土改良土壤：將不良植穴之土壤，以優質土壤如表土予以替換。 

2. 預留相對自由的植栽空間，使水分能達到根群部位，且保持土壤水

分及通氣良好。 

3. 設置通氣管及入水口：預先埋設通氣管以及預留入水口，有助於土

壤中空氣交換和滲入地表水，且可作為灌溉以及流質肥料之功能。 

（四）維護管理 

視不同分區之植栽特性，澆水、防治病蟲害、施肥及除草、修剪、

視植栽情況補植及清枯枝，以維持植栽良好之生長趨勢，保護植栽瘦

外來侵害或極端風雨氣候影響，且維護本規劃區整體景觀。主要分為

草坪、草花及植栽造景、灌木及喬木三種方式照看，根據不同分區則

以不同處理方式。 

1. 澆水及噴灌：  

（1） 喬木澆水：每週約 5 公升水量，且水量需滲透土壤 12-25 公

分。新植喬木視氣候調整澆水次數，晴天每日 1-2次，陰天一



 119 

至兩天 1次，每株 2-6 公升；喬木存活五年以上後，除連日乾

旱外其餘時間毋須澆水，任其自由生長。 

（2） 灌木澆水：新植灌木亦視氣候調整澆水次數，每株 1-3公升澆

水量，其餘皆同喬木。 

（3） 草花及草坪灌溉：每平方公尺約 10公升水量，保持土壤 15公

分濕度，一個月澆水一次，增加自動噴灌系統。植草完成後即

充分澆水，由於本規劃區前期相對乾燥，主要以晚間澆水為主，

避免蒸散作用，規劃後期則避免在晚上澆水。 

2. 病蟲害防治： 

（1） 喬木及灌木：台南屬亞熱帶氣候，無霜雪威脅，植栽全年皆可

生長的同時，亦成為病蟲害繁殖的溫床。判斷病蟲害原因及種

類後，藉由藥劑防治或生物防治之操作手法，改善病蟲害問題。 

（2） 草花及草坪：病蟲害相對較少，主要以幼蟲以及土壤中之蚯蚓

居多，以 50%加保利可濕性粉劑 1000倍，或 50%之馬拉松乳劑

600-800倍稀釋、達馬拉松乳劑 1000倍稀釋噴灑除害。 

3. 施肥及除草： 

（1） 施肥：喬木及灌木在植物生長季前或生長中，開始施肥。主要

以春秋兩季為主。喬木每株每次施用 30-50公克化學肥料，且

30-50公分為主；灌木則每株施以 5公克左右化學肥料。開花

類的植物則在開花前 1-2月，每半合約噴灑一次花寶一號或磷

鉀肥。 

草花及草坪春秋生長期施肥，間隔兩月一次，主要以堆肥

以及化學肥料為主。以硫酸銨 0.5%、過磷鈣酸 0.4%、硝酸鉀

0.3%之比例配合，每平方米 3-5公斤之用量。  

（2） 除草：每三個月割草一次，主要以小鏟講雜草連根拔起以及化

學藥劑的噴散。小範圍內以人工除草為主，且在雜草結種子之

前完成作業；大範圍內則依據雜草種類以及天氣狀況，先進行

小範圍試驗，確保後在大範圍內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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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剪： 

（1） 喬木及灌木：對道路旁灌木及影響交通之喬木進行修剪，枝幹

生長不正給予扶正或搭建支架，極端氣候如颶風天氣時提前修

整；森林植栽區之植栽原則上則採取粗放管理。 

（2） 草花及草坪：在修剪前若因水土流失等狀況造成的高低不平，

先予以填土，而後進行修剪。且草皮應經常推剪，保持不超過

6公分的高度，每年度保證修剪 8次以上。 

5. 補植及清枯株： 

（1） 喬木及灌木：若生長過密則進行疏植；枯萎及枯株道路兩旁予

以清除，堆砌進行補植；森林植栽區原則上亦採取粗放管理。 

（2） 草坪及草花：枯萎、生長不良及不萌芽，病蟲害等，補植且噴

灑農藥除害。且補植工作應在維管期間內一期養護時辦理完成。 

 

表 6-1 植栽維護管理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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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施維護管理 

除了透過植栽的景觀開發使本規劃區能夠位民眾提供舒適的休閒空

間，相關設施同樣提供了不同機能。主要為設施步道、棧道及自行車道，

指示牌、解說牌及路燈，觀景台及座椅等進行維護管理。 

a．步道、棧道及自行車道：定期檢查道路邊緣是否有損壞或凹陷，零件

鬆動，且於雨後進行巡查。 

b．觀景台及座椅：定期檢查材料損壞情況及零件密合程度，予以更換或

拴緊。鋼結構定期噴塗抗 UV油漆，木構造則噴塗護木油，以延長設施

使用壽命。 

c．指示牌、解說牌及路燈：定期檢查零件及接口是否鬆動，表面材料是

否磨損、掉落等，發現問題及時更換或修繕。 

      三、建築物及古蹟維護管理 

a．建築物： 定期檢測結構體是否有龜裂及髒污，以環氧樹脂處理，且在

龜裂處修補後加以清洗。外牆及鋪磚檢查是否有剝落損壞或褪色髒污，

及時更換或重新塗裝整修。 

b．建築設施及設備：定期對設施設備進行檢查，除對設施本身零件及外

觀檢測外，定期對系統進行修復及更新，使設施能高效運作。 

c．古蹟：墓地核心範圍保護拓展至 20米，保護範圍內保持古蹟原貌的同

時定期清理古蹟周邊環境，周邊環境綠化美化。定期對墓碑進修檢查，

若有損壞老舊及時修復。 

      四、生態池維護管理 

a．陸域系統：維護生態池周邊複層植栽，同植栽維護管理方式。 

b．水岸系統：維護水岸，除對水岸坡地之濕生植栽定期整理外，適當保

留枯株為水鳥或蜻蜓提供駐足空間，同時保留耐陰草本維持土壤濕度

為昆蟲提供生存空間。 

c．水域系統：保留水流暢通，定期清理喬木根系。季節性水位調整，冬

季降低水位，豐水期調高水位，定期疏伐挺水區保障日照，從而保持

水生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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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徵收暨遷葬計畫 

針對本規劃區遷葬範圍主要為台南市南區 1854新都段，地號 00010000-

05180000範圍內，為南山公墓轉型森林公園工程開闢擬徵收該範圍內新都路道路

兩側及私人基督教墓園等相關土地。 土地徵收計畫內容： 

1. 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2. 徵收作業依照徵收條例、都市計畫法進行。 

3.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作業：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以及徵

收計畫對周邊社會影響。 

4. 土地使用現況及其使用人相關資訊。 

5. 土地改良物情形及一併徵收土地改良物。 

6. 安置計畫。 

7. 進度概略及粗估：5年期。 

8. 準備補償金額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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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葬計畫將將依法參照土地徵收條例規定，予以徵收。以及公墓內有主墓三萬

一千七八多座，無主墳一萬八千六百多座進行作業，以及一座私人基督教墓園。對

有主墓遷葬之部分，提供兩種方式：遷入本規劃區文化紀念廣場，或自行遷往台南

市公立納骨塔。遷葬計畫內容： 

1. 依據台南市殯葬管理條例規定操作。 

2. 遷葬作業：南山公墓內所有墳墓。 

3. 遷葬日期：公告期自張貼起滿三個月後。 

4. 手續辦理：公告期滿三個月內，至台南市殯葬管理所辦理。 

5. 公告遷葬期間，墳墓關係人至辦理辦公室辦理相關遷葬事宜，期滿未遷葬

者，依主管機關起掘後存放於骨灰（骸）設施，不得異議。 

6. 台南市公立納骨塔骨灰櫃總計 165579櫃，骨骸櫃 16980 櫃，雙人櫃 9505

櫃，以及天主教／基督教骨骸櫃 8498櫃，雙人櫃 540 櫃。可滿足本規劃區

內所有不願遷入文化紀念園區之所有主墳墓遷移。 

就地理位置而言，主要推薦仁德區懷恩堂、永安區第一公墓納骨塔、安南區第

一示範公墓納骨塔、南區崇孝塔，採取先辦理遷葬先選納骨塔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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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2 台南市公立骨灰（骸）櫃存放設施統計表

 

資料來源：台南市殯葬管理所+本規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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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分期分區計畫 

本規劃區面積約 103 公頃，開發作業前期以清理墳墓為主，而後以不同分區之

功能執行建設，將分為三階段 12年完成。 

一、第一階段三年完成 

1. 移除全區無主墓，整地後先驅陽性樹種進行植栽配置，先行程林相。 

2. 將文化紀念廣場區內之有主墓整理，妥善處理遷葬事宜，完成廣場建設。 

3. 哈格納爾森林區工程建設。 

二、第二階段五年完成 

1. 全區有主墓遷葬：遷入文化紀念廣場或台南市納骨塔位。 

2. 竹溪流域生態工法建設及增加生態滯洪池。 

3. 親水遊憩區、森林遊憩區建設，完成全區供電系統、排水系統。以及休閒遊

憩區之植栽配置。 

4. 對私有土地進行認購。 

三、第三階段五年完成 

1. 服務中心、商業文創空間及餐廳、棧道等工程建設。 

2.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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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分區分期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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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財務計畫 

根據本規劃實際建設，預估經費。總計經費預算為新台幣：二十一億一千九百九十

七萬九千三百五十元。遷葬費用預算為新台幣：二億五千五百四十二萬元。土地徵

收費用預算為為新台幣：八億九千三百九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元。工程費用預算為

新台幣：九億七千零五十八萬三千四百元。 

 

 

一、文化紀念園區 

文化紀念園區經費預算為新台幣：兩億九千八百六十萬一千九百元。其中遷葬

費用預算為新台幣：三千四百八十三萬。土地徵收費用預算為新台幣：三千五百九

十六萬一千九百元。工程經費預算為新台幣：二億二千七百八十一萬。 

 

表 6-3 文化紀念園區經費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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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探索區 

森林探索區經費預算為新台幣：三億二千一百零三萬九千四百五十元。其中遷

葬費用預算為新台幣：兩千三百二十二萬元。土地徵收費用預算為新台幣：六千八

百六十九萬六千四百五十元。工程經費預算為新台幣：二億二千九百一十二萬三千

元。 

 

表 6-4 森林探索區經費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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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水活動區 

親水活動區經費預算為新台幣：一億六千七百八十二萬七千四百元。其中遷葬

費用預算為新台幣：一億一千六百一十萬元。工程經費預算為新台幣：五千一百七

十二萬七千四百元。 

 

表 6-5 親水活動區經費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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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休閒遊憩區 

休閒遊憩區經費預算為新台幣：十三億三千二百五十一萬六百元。其中遷葬費

用預算為新台幣：八千一百二十七萬元。土地徵收費用預算為新台幣：七億八千九

百三十一萬七千六百元。工程經費預算為新台幣：四億六千一百九十二萬三千元。 

 

表 6-6 休閒遊憩區經費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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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效益評估 

台南市南區聚集了台南相當一部分的人口數量，卻有著台南市最大的鄰避設施

南山公墓。嚴重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人口的外流以及周邊居民的生活環境。就

整個台灣而言，公墓遷葬後活化再利用已然成為趨勢。南山公墓轉型都市森林後，

將為都市帶來諸多效益。 

1. 生態環境效益 

改善過去三百年來墳墓亂葬造成的鄰避設施影響，透過都市平地森林公園

帶來全新風貌；同時，透過森林植栽吸收二氧化碳淨化環境，降低機場所帶來

之噪音；改善降雨後都市淹水之狀況，涵養水源固土保肥，緩解氣候暖化之趨

勢；為動植物提供更多的生存棲息地等。 

二、經濟效益 

解決台南市陽宅與陰宅爭地之現況；用最經濟的方式遷移墳墓作為補償；

生態工法的經濟工程優勢應對未來的極端氣候降低風險；提供更多的都市發展

預留土地；帶動週邊土地價值提升等。 

三、社會效益 

新建的設施如文化紀念園區，提供紀念空間，有專人打理，解決日後無人

祭拜之景；環境教育館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從建設到運營增加更多的就業機

會；吸引年輕人回流，維持人口穩定等。 

四、休閒遊憩效益 

為週邊居民帶來新的綠地公園，提供更生態的休閒遊憩空間；增進民眾的

身心狀況與社會關係；串連周邊景點，增加遊客休閒遊憩之內容豐富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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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環境影響說明 

南山公墓轉型森林公園規劃希望解決台南市最大的鄰避設施同時，透過森林公

園之生態效益同時提升居民生活環境、品質，週邊民將會是最大的受益者。本規劃

區主要考量部分為：  

一、生活環境 

改善前：作為全台南最大的鄰避設施，嚴重影響了周邊居民的生活品質，公共

衛生，尤其當祭祀節日前後，會有燒草、紙錢等現象造成空氣汙染；而燃放鞭炮，

以及台南航空站起降之飛機對居住在周邊對居民產生的噪音環境等。 

改善後：透過將都市負面因子轉換成正面因子之後，增加了周邊居民居住環境

的綠色空間；周邊校園擁有更多結合自然之生命教育課程，透過植栽緩解機場對附

近造成的噪音問題；改變了過去對於祖先的祭祀行為；周邊民眾則擁有更多的休憩

遊憩空間，親水活動空間，同時提升周邊地價，帶動相關經濟發展提供更多就業機

會等。  

二、生態環境 

（一）竹溪流域 

改善前：暴雨期間的墳墓倒塌，影響著竹溪周邊的水域生態。上游

在竹溪排放的生活污水造成的水污染等。 

改善後：解決了墳墓淹水坍塌的同時，以生態工法之施作方式，降

低對生態環境的傷害。且透過永續的雨洪風險管理，提升環境自身的應

對極端氣候時淹水之能力，以竹溪作為廊道為動生物生態提供起點或終

點的遷移或途經等。 

（二）陸域生態 

改善前：破壞了大面積的水土保持，自然景觀；植被類型單一，缺

少完整的生態系統等。 

改善後：以植栽的方式，解決墳墓對於環境所造成的傷害，緩解都

市暖化之趨勢，完善生態系統賦予公墓區新的生機。亦透過本規劃區，

為動植物提供更多的棲息地，且將規劃區周邊生態系統連結起來，綠色

基礎設施網絡將得以串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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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環境 

改善前：古蹟名墓地標性不明顯，導視系統不完善；校園環境背後緊鄰墳

墓區；缺少宜人的風景為校園提供生命教育之場所；民眾對於殯葬觀念的理解

還停留在「入土為安」及墳墓風水對子孫後代的影響等。 

改善後：透過增設文化紀念園區，環境教育館，整合後提供更具生命紀念

追憶之空間的同時，擁有更多生態環境教育機會。並且將已發現的三座古蹟名

墓現地保留，清理周邊墳墓環境後在保存歷史古蹟的同時為校園生命教育提供

更具生態之環境，具有明確標誌性。並且透過環境教育之方式，降低民眾對於

環境的傷害可能。 

五、交通環境 

改善前：缺少充滿綠意可供健行之空間；道路兩側的視覺品質不佳；出行

途中對公墓的忌諱而產生的繞行等。 

改善後：串連台南市現有自行車道，增加低碳出行新線路，同時提供新的

行動只能租車模式降低人工成本與時間成本；提升了周邊的視覺品質，以及出

行的時間。 

六、觀光環境 

改善前；缺少大型都市森林公園；沒有自然未遮蓋的都市溪流親水空間；

周邊景點遊客稀少缺少吸引力等； 

改善後：利用現有景觀資源，串聯周邊景觀遊憩資源，以森林公園為主的

加入常態性植栽以及四季花海推出特色自然旅遊主題活動，同時擁有更多的親

水遊憩空間，拓寬台南市觀光遊憩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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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規劃分析台南市南區之南山公墓時，相關研究與文獻資料有限，收集資料

相對困難。作為面積廣達 103公頃的公墓用地，嚴重阻礙了都市發展，影響周

邊居民生活品質。希望重新定義該空間而搜集整理本規劃區相關資料，諸多問

題與發現整理如下： 

（一）未來遭遇極端氣候時將可能面臨的災害 

在全球暖化的進程中，本規劃區不可避免的呈現出四季溫度波動且

緩慢上升的趨勢，而未來亦有可能面臨著豐水期與枯水期之降雨量越來

越明顯。而當未來遭遇極端氣候時，一日暴雨將可能遇到第二級與第三

級的淹水等級，由此造成部分區域會有 0.5-2公尺的淹水問題。 

（二）都市綠地空間不足導致居民缺少日常休閒遊憩活動之空間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

兒童遊樂場所，應依據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做有系統之佈置，除

具有特殊情況外，其佔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 10%之規定。

對本規劃區所在南區分析後發現，這些場所僅佔南區 6.92%，實際遠低

於法規要求的 10%，而南區人口亦相對較多，導致周邊居民缺少日常休

閒遊憩的空間，生活環境的品質相對較差。 

（三）都市發展而本規劃區則成為都市最大的鄰避設施 

台南縣市於 2010年合併升為台南市後，除去登革熱疫情可能造成

的人口外流外，人口呈現穩定增長。而本規劃區所在南區，人口呈現波

動式減少，遷出人口幾乎大於遷入人口。當都市與墳墓的界線模糊之

後，使本規劃區成為影響附近生活環境且居民不希望設置在住家附近，

台南市最大的鄰避設施。 

（四）數萬座墳墓遷葬難度大且政府經費不足 

陽宅與陰宅爭地愈加明顯，但本規劃區形成墳墓用地已有三百多年

的歷史，公墓內墳墓僅有主墓就有三萬七千一百多座，無主墓一萬八千

六百多座，底下層層疊疊的墳墓更不知凡幾。台南市大多數居民祖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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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於此，遷葬困難重重。且依據《台南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

給法》（2012）的補償經費最第一門墳墓補償三萬五千，面對如此眾多

的墳墓，政府在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討論，3億 1800 萬元徵收公園，4

千萬進行遷葬的計畫，實際杯水車薪。這也導致了台南市「零公墓」計

畫在南山公墓規劃中收效甚微。 

若能透過本規劃區建造都市平地森林公園，透過分期分區遷葬之規劃手

法，將能有效進行墓地遷移，緩解市府過去對於遷葬經費而產生的經濟壓力。

不僅得以解決台南市最大的公墓及最大的鄰避設施，透過將都市負面因子轉變

成為正面因子，提升週邊居民生活品質，為都市提供更多的休閒遊憩空間，串

聯起台南景點與自行車道增加旅遊機會。還將增加就業機會，改善人口遷出之

現狀，帶動規劃區域周邊土地之價值，以及未來都市開發更多可用空間與土

地。更能夠改善在地生態環境，為動植物提供更完善的生活棲息空間，亦利用

植栽減緩弱化全球暖化之效應同時，利用生態的手法，提升其未來應對極端氣

候災害的能力。並且，本規劃遷葬手段將無主墓統一操作成為紀念雕塑，有主

墓遷入紀念園區反而能夠讓民眾擁有更多的記憶空間，清幽整潔的懷念的空

間。對墳墓的處理或許在未來相關墓地更新之操作中，能夠為為新的施作方

式，後續相關規劃提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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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正因公墓遷葬問題所涉及問題複雜，實際操作亦將面臨諸多阻礙，如遷移

祖先墳墓與傳統「入土為安」觀念，墳墓風水影響子孫後人之觀念；不同信仰

（如天主教、基督教等）埋葬方式後續解決方案；起掘作業稍有不慎將會引起

民眾抗議等都是在操作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問題。且在林相復育的過程中，已被

破壞的環境復育成森林公園的深入研究等。 

但將公墓遷葬轉型森林公園後能造福更多的民眾，所以所有的困難均值得

一試，提出如下建議： 

1. 墓地效益及都市平地森林公園效益之研究。都市發展，當墓地效益逐漸降

低從爾導致陽宅與陰地爭地之現狀時，以都市森林的轉型方式，如何操

作，隨著時間改變、轉化、適應的過程，能為都市帶來的哪些效益進行深

入研究，可減少前期公墓規劃時面臨的阻礙，並以植栽的方式用時間的積

累去修復被破壞的土地而進行具有生態策略的參考依據。 

2. 殯葬觀念與民意檢討。除了受「入土為安」傳統觀念的影響外，亦有不同

信仰的影響。深入探究不同信仰與文化差異，了解風土民情，知曉過去盲

目迷信，將有助於遷葬流程操作之順利展開，以提供未來公墓遷葬的參

考。 

3. 骨骸及骨灰處理之研究。將無主墓掘起後，骨骸予以火化；骨灰則建議政

府單位或相關專業學者進行後續研究，瞭解其成分，使其能夠在一定期限

內分解，與土壤融為一體，不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 

4. 林相復育過程之研究。提出更為具體的林相復育之方式，對於陸域與流域

間不同操作模式的探討。予以在後續實際操作層面中提供技術支持。 

5. 森林公園經營管理研擬。對於都市森林公園不同季節植栽經營管理以及合

理保護、利用生態資源發展休閒遊憩促進文明旅遊等管理模式完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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