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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社區第一棟老屋、道路、老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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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中心計畫 



台中市空間結構四階段變革 

鐵路高架化2016- 

山線與海線鐵路串聯 前後站變成東西站 

高鐵、國際機場時期 2006-2016 

中台灣核心交通聚落 外圍生活聚落 

高速公路時期 1978-2006 

市中心、車站 一高、二高交流道 

省城、鐵路時期 1891-1978 

省城特區 山海線、車站區、外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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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城區、心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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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KBtg0neGRE&feature=share


台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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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郡 

1920年: 10.1萬人 

1940年: 16.3萬人 

2015年: 48.6萬人 

大屯郡 

1920年: 6.9萬人 

1940年: 10.9萬人 

2015: 118.4萬人 

東勢郡 

1920年: 3.1萬人 

1940年: 4.6萬人 

2015年: 10.2萬人 

豐原郡 

1920年: 6.4萬人 

1940年: 10.3萬人 

2015年: 48.6萬人 

台中市(原5區) 

3.2萬人/8.7萬人/47.9萬人 

日本台中、今日台中 

東勢 

新社 

石岡 

和平 

大甲區 

清水區 

梧棲區 

沙鹿區 

外埔區 

大安區 

龍井區 

大肚區 

大里區 

太平區 

霧峰區 

烏日區 

北屯區 

西屯區 

南屯區 

豐原區 

后里區 

神岡區 

大雅區 

潭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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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州1920-1945年 

• 台中州在1934年除了台中市以外，
清水街人口最多達8,422人，沙鹿
街6,268人，梧棲街5,400人，大
甲街4,647人，墩仔腳(內埔，今
后里)4,578人，豐原街4,421人，
東勢街4,120人。 

• 都市化程度以梧棲最高達40%，
龍井26%、清水25.4、墩仔腳
25.2、東勢18.6、大甲18.04、豐
原13.76。 

• 1940年人口約130萬人，面積
73.8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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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至2015年台灣各大區域人口變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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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別 1992年 2000年 2015年 23年變化 

北部區域 8,808,679 9,608,750 10,587,558 1,778,879 

中部區域 5,227,214 5,615,237 5,806,552 579,338 

南部區域 6,105,630 6,393,178 6,398,221 292,591 

東部區域 610,971 598,942 554,397 -56,574 

69% 

 

 

22% 

 

11% 

 

 

-2% 



中台灣65年人口變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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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台中縣 台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苗栗縣 合計 

1951 479,260 199,518 706,211 298,165 545,972 2,229,126 

1960 605,437 298,119 900,000 412,942 435084 2,905,301 

1970 785,903 448,140 1,050,246 511,040 802,003 524,744 3,597,332 

1980 1,013,176 593,427 1,166,352 524,245 796968 542745 4,094,168 

1990 1,258,157 761,802 1,245,288 536,479 753,639 547,609 4.555.365 

2000 1,494,308 965,790 1,310,531 541,537 743,368 559,703 5,055,534 

2005 1,533,442 1,032,778 1,315,826 537,168 733,330 559,986 5,152,534 

2010 2,648,419 1,307,286 526,491 717,653 560,968 5,199,849 

2015 2,744,445 1,289,072 509,490 699,633 563,912 5,242,640 

百分比 52.3% 24.6% 9.7% 13.3% 100% 



年 台中市 原市區 原縣區 市區百分比 縣區百分比 

1951             687,948           208,688             479,260  30.3% 69.7% 

1961             932,663           310,829             621,834  33.3% 66.7% 

1971          1,267,582           467,317             800,265  36.9% 63.1% 

1981          1,651,296           607,238         1,044,058  36.8% 63.2% 

1991          2,061,036           774,197         1,286,938  37.6% 62.4% 

2001          2,485,968           983,694         1,502,274  39.6% 60.4% 

2010          2,648,419        1,082,299         1,566,120  40.9% 59.1% 

2015          2,744,445        1,132,942         1,615,857  41.3% 58.9% 

大台中65年人口變化表 



台中人真的只有三百年聚落歷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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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台中: 農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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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文化層: 大坌坑、牛罵頭、營埔、番仔園，在在說
明，台中在四千多年前即有先人在此定居的線索。 

小來 



十七世紀水利屯墾工程 

1723年至今 



四河之都 

 

大台中農田灌溉系統 

孕育兩百年台中農業文明 

 

大安溪、大甲溪、烏溪 

 

后里圳、葫蘆墩圳、 

八堡圳 

五福圳、大肚圳 



1889-1891年台中城市起源 

台中人花錢興建臺灣省城 

卻被劉銘傳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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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省城夢: 1889-1891年 

• 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在劉銘傳巡撫帶領下於台中市興
築台灣省城。 

• 築城工作由台灣縣知縣黃承乙主持，在地士紳吳鸞旂總理
監造各項設施，棟軍統領林朝棟負責修築城牆。 

• 由於財政問題與劉銘傳辭職，清光緒十八年(1891年2月)築
城工作被迫終止。繼任的巡撫沈應奎及邵友濂選擇留在台
北府城，並於1894年指定台北府為台灣省城(1884年完工)。 

• 日治初期，省城城池陸續被拆除，僅留下大北門城樓，該
城樓後來移到臺中公園砲臺山旁，改稱望月亭，作涼亭使
用，其內仍保有當年臺灣知縣黃承乙所書之「曲奏迎神」
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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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城範圍 

• 台灣省城範圍在頂橋仔頭到東大墩一帶，包含三分之一的
東大墩街，涵蓋整條新莊仔街並至旱溪西側為止。 

• 土地方面，東邊原為仕紳吳鸞旂所有，南邊與考棚東南邊
的地原屬霧峰林家，城中央原屬樹仔腳林家的地，城北與
西門外則是抄收地，面積共計約為375甲6分。 

• 築城工程自光緒十五年（1889年）八月始，由臺灣府臺灣
縣知縣黃承乙監造、吳鸞旂為總理，工人則主要來自兵勇，
還有從上海招募來的50名木工與泥水匠師。築城費用共21

萬5000銀兩，由彰化、苗栗、雲林、臺灣四縣的經費分攤，
1891年2月停工，歷時約18個月。 

• 台中省城完成八座城門、四座祭壇、考棚、縣衙、文廟、
城隍廟、吳鸞旂公館等設施，城牆只完成北門到西門，多
數只完成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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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八角省城 

• 臺灣省城的城牆接近八角形，厚1丈5尺，而城門高1丈5尺
3寸(約5米)。城垣實際完成部分為大北門經小北門到西門
這段約650丈長的部分(約兩公里長)，此外大多僅築成150

公分高的牆基。 

• 台灣省城有八門四樓，分別是大東門「靈威門朝陽樓」、
小東門「艮安門」、大西門「兌悅門聽濤樓」、小西門
「坤順門」、大南門「離照門鎮平樓」、小南門「巽正
門」、大北門「坎孚門明遠樓」、小北門「乾健門」，大
北門外設有接官亭。 

• 城內建有臺灣縣署、文廟、儒考棚（今尚存部分遺構）、
演武廳、城隍廟等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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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城花費 

建築名稱 費用(兩) 

考棚 28,000 

衙署 20,000 

文廟 30,000 

城隍廟 8,000 

城垣建築造費 129,000 

合計 2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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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平要，台中市史，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頁278。 



台中 

19世紀末 

台灣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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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唯一省城所在地: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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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 台中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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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城約略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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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小北門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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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城遺跡: 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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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鸞旂公館更樓 



大東門城牆: 振興路162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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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府儒考棚: 湧泉閣 



小北門建築群僅存的考棚建物: 民生路39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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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臺灣省城，怎麼會有南門? 



省城遺跡何處尋? 

• 1891年省城建設中斷後，台中人沒有問過，這
些被徵用的土地、資源失去目的性。 

• 日本人1895年選擇台中東大墩為政治中心，台
灣省城遺跡妨礙了市區改正計劃的推行。 

• 省城遺跡是否列入都市再生? 

• 這些台中市重大文化資產，至今下落不明。減
去後，是否要加回來? 

• 1895年12月在吉野利喜馬通譯的堅持下，日
本人選擇省城所在地為中部行政中心，奠定了
台中市成為中台灣中心都市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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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台中市街實測圖 

臺灣省城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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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領臺之初，東大墩街為269戶、人口1,452人小市街。
1900年市區改正計畫，引入格子狀道路系統， 

奠定了當代台中市舊市區格局。 



1895-1945 日本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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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4月20日台灣南北鐵路通車 

日本人延續劉銘傳從基隆到新竹的鐵路，繼續向南延伸至高雄。 

鐵路全長297.3公里，耗資2,880萬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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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車典禮-台中公園 

1908年10月24日 
35 



36 

日本閑院宮戴仁親王和各地貴賓官員一千名以上蒞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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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通車典禮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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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10.24 台中公園湖心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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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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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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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美國New Haven City議長來訪 



台灣各地人、物資、知識可以 

透過陸運互相聯通 

1908年後 

直到1953年省道台一線才全線通車 

鐵路運輸影響台灣將近半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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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年的東西運輸軸線 

瞬間變成南北運輸軸線 

台灣人從此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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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都市建設重心在前站、後站被嚴重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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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後站 



吳鸞旂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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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中
糖
廠 

台中後車站區1940年代: 工業及大家族住宅特區 



現址為台中市東區新時代購物中心的吳家花園，此
為吳鸞旂先生在19世紀末為了興建台灣唯一省城而
興建的私人招待所/宅第。他的兒子吳子瑜於1935
年在後方興建了台中目前僅存的天外天劇場。 

1935年合影 

吳家花園(現大魯閣新時代購物中心) 



繁榮的前站 

落寞的後站 

1936年天外天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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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台灣新民報 

編號：第 924 號 

日期： 1933年09月15 日 

版次：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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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2016年7月23日從天外天劇場遠眺新高架車站 

廣場 



1943年 台中都市計畫圖 

水源地 大和村 

天外天 



戰後二度臺灣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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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中期台灣省政府進駐中部影響台中發展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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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北溝故宮1950-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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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港路 

1976年10月31日，台中港正式啟用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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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台
中 

生
活
台
中 

科
技
台
中 

景
觀
台
中 

港
灣
台
中 

台灣大道分成五段，各有特色、包山包海 

台
中
火
車
站 

綠
園
道 

筏
子
溪 

大
肚
山 

台
中
港 



新市區? 歸屬感?光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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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1985 



1991 

1994 

1989年 

新市政中心專用區計畫 



2000 2004 



2005 2008 



新市政中心東北側 

誰住這裡？誰來這裡？台中人對此有歸屬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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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強度卻低密度？ 

1278戶文心國宅 

聯聚信義 

25戶 

寶輝一品 

28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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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政中心西南側 

黎明新村 

1316戶 

新舊對比下，黎明溝就此消失、黎明新村的高密度低強度發展顯得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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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自辦重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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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市中心高強度、低密度豪宅區 

2. 舊市中心高密度、低強度住商混合區 

3. 山海環線市中心群/港灣台中 

 

這是台中未來十年的重要抉擇 

舊市區風華是否再現也與此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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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火車站 

1889 年         1905年    1908年             1936 年                 1978年      2006年        2016年 

前站 後站 東站 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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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站 

東
站 

2016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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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城與綠空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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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啟動，2016年部分通車，2018年全線通車 

全長21.7公里，10個車站，372億元。 



2016年鐵路高架化 
前後站消失，東西出入口將連結原本失衡的東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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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大車站地區整體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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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大車站: 消除前後站 



都市再生三支箭: 大車站、藍綠帶、歷史空間 



台中都市再生三部曲 

• 透過徵用權，租用閒置私人空間，活化街區。 

• 重新定義道路空間，排除障礙，提高人行空
間品質。 

• 找回與串連歷史文化景點，強化後站區發展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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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條例兩大機制 

• 執行土地、建物徵用權，改善地區公共安
全環境，先租用、後改善與再利用，創造
更大公共利益。 

• 成立都市再生公司法人，以街廓及道路為
軸線，依序展開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善
用大車站計畫，創造火車站新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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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都市再生展望 

• 以台中火車站為核心，在大台中一二三指導
下，在一條山手線:山線與海線車站沿線，建
構完整的鐵道生活圈，特區走廊。 

• 確認台中舊省城區為台中都市起源地、主要
客廳門面，雙港為海空門戶區，陸海空門戶
相輔相成。 

• 三個副都心: 烏日、豐原與海線雙港則是兼
具TOD及產業與商業分工的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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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台灣省城: 從西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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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武場 

臺灣省城城門及城牆意象新建 



台中市歷史城區 Taichung Historic District 

• 研擬台中市歷史城區發展特別條例，指定優先
示範城區與街區。(中山路、成功路、和平街) 

• 以歷史城區為計畫標的，整合都市計畫、都市
更新、文化資產保存、商店街、建管、消防等
法令與政策工具，完成台灣第一個台中市市中
心計畫 (Taichung City Downtown Plan)。 

• 以台中火車站為核心，透過市中心計畫提出歷
史城區發展願景及執行策略，整合公私部門資
源及法令競合問題，打造下一個百年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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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台中東大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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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台中市區 



找回台中市大墩老街 

-被遺忘的台中身分證 id 

柳原教會 

台中署立醫院 



1943年台中市都市計畫圖 

第一市場 

1908年 



第一市場 

1948年台中市航照圖 

干城營區 



天外天 

1960年台中市城市地圖 

第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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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綠川沿岸出現因時代背景而搭蓋
的吊腳樓；1970年代，政府為維護都市景觀
陸續拆除，最後三十九戶在2010年拆除完畢，
吊腳樓正式走入歷史。（攝影／余如季） 



東洋製冰廠 

1971年台中 



1979年台中市地圖: 千越百貨 



•門牌： 台中市中區綠川西街115號 

•構造： 地上10層，地下2層 

•屋齡： 40年 (1977-) 

•戶數： 120戶 

•土地:  2,535 ㎡ 

•建築面積： 16,461 ㎡ 

•管委會：101.12報備核准 

•都更會: 105.5 

千越綠川商業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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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 





 根據千越大樓更新計畫草案，更
新單元面積約0.98公頃，其中第一
種商業區面積0.65公頃、第二種商
業區面積0.28公頃。 

 

 依照「變更臺中市部分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
檢討說明書」之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規定，本更新計畫區內主
要以商業區為主，其細部計畫分
區建蔽率與容積率為第一種商業
區建蔽率70％、容積率280％，第
二種商業區建蔽率70％、容積率
350％。 

 

 都市更新只是地產權利義務整合
工具，並非都市再生的萬靈丹。 



千越大樓整建或改建絕對不是一棟建築物的改建，我們要找回這個街廓的前身 

，改造他的今世，創造他的歷史文化內涵，這才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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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也有生命與生日 

時間與空間的交錯 



體二的故事 

• 清朝東勢仔聚落，綠川河畔農業聚落 

• 1915年，自來水上水塔 

• 1932年，水源地公園，棒球場、體育場 

• 1935年，放送局 

• 1956年，都市計畫，27.31公頃，第一號公園用地 

• 1961年，台體大設校，校地面積14.03公頃，取自體二用地 

• 1986年，都市計畫一通，27.31公頃，體二用地，全市四處49.04公頃。 

• 2002年，體育場附近細部計畫73.06公頃，體二16.62公頃 

• 2004年，都市計畫三通，部分體二細部計畫9.86公頃，體二4.36公頃 

• 2010年，個案變更，自來水事業專用區2公頃 

• 27.31-14.03= 13.28 公頃，13.28-2= 11.28公頃  

• 11.28-0.51= 10.77 公頃，部分體二 

• 2014年，都市計畫四通，體二25.10公頃，變更為文大用地與住宅區。 

• 2018年，內政部都委會通過都市計畫四通，體二得以維持原貌。 



1898年1/25000 地形圖 



1926年實測圖 



1937年地圖 



1943年大水源地特區: 日本神社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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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13年(民國27年)臺中市都市

計畫道路及側溝工事圖 
東勢子
聚落 

現有占用戶 

 民國48年航照影像 

 民國37年航照影像 



台中27公頃體二園區:1948年地形圖 

舊東勢子聚落 



台中27公頃體二園區:1959年 

1959年衛星影像圖 

舊精武路 
精武新村 



台中27公頃體二園區: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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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59年地形測量圖  民國104年航照影像 



111 臺中市都市計畫決定圖 
(民45) 

 45.10.1臺中市都市

計畫劃定為「第一

號公園用地」 

 面積：27.12公頃 

 地點：北區新高町

東勢子現在運動場 

 備註：已設有游泳

池、棒球場、籃球

場、網球場、田徑

賽場及自來水源等

設施 

臺中市都市計畫 
說明書(民45) 

都市計畫變更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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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計畫歷程 辦理情形 

45.10.1 台中市舊市區主

要計畫 

劃設為公1用地 

75.2.22 第一次通盤檢討 變更為體2用地 

80.9.17 第一期公設保留

地專案通盤檢討 

1.東、南側體育場用地

擬變更為住宅區 

2.內政部都委會340次

會議決議：暫予保留、

另案辦理 

93.6.15 第三次通盤檢討 1.擬變更體育場用地

(暫予保留)為住宅區 

2.內政部都委會572次

會議決議：原則同意

以「都市更新條例」

規定方式整體開發。 

95.5.8 體二用地都市更

新地區劃定案 

劃定都市更新地區，面

積合計10.5643公頃。 

99.10.8 自來水事業專用

區個案變更 

變更自來水用地0.68公

頃及體2用地1.32公頃

為自來水事業專用區 

都市計畫變更歷程 

進
德
北
路 

(暫予保留)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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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1內政部都委會572次會議決議 

將「體二」用地指定為「都市更新地區」，
以「都市更新條例」規定方式整體開發，
本案原則同意變更，建請市府另案依下列
各點辦理後，再行報部核定發布實施。 

一、擬變更為住宅區面積範圍，應配合將
來擬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以實際住
宅安置樓地板面積詳實劃設之。 

二、請市府依都市更新條例規定程序，整
合當地現有住戶參加意願及相關意見，
妥為擬具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草案，提
該市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再行將本變更部分報本部核定，……。 

96.12內政部審議通過計畫內容 

進
德
北
路 

 96.12內政部都委會672次會議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應俟實施者擬具都市更新事業計
畫草案，提報台中市都市更新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再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都市計畫變更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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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近乎剷平式都市更新構想 



116 

體二用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冬粉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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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區塊面積分配統計表 

分區及用地 
面積 

(公頃) 

比例 

(%) 

住宅區(附) 4.45 73.1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0.27 4.44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13 2.14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30 4.93 
道路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0.62 10.20 
道路用地 0.31 5.10 
小計 1.63 26.81 

合計 6.08 100.00 

整體開發街廓區塊示意圖 

A 

B 

C 

D 

E 

F 附帶條件： 
1. 本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後3年內，建築基地得依個

別地籍範圍繳交15%變更回饋金後始得發照建築，
回饋金依繳交當期公告現值加4成計算。 

2. 本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後第4年起仍未依第1點完成
回饋者，應依附圖A、B、C街廓以個別或合併方式，
次第擬定細部計畫，規劃15%之公共設施用地，併
同鄰近較小街廓(D、E、F)以市地重劃整體開發。 

可建築土地開發方式 

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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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中
體
二
用
地 



體二用地的再生省思 

• 27公頃體二用地上有清朝時期形成的綠川農業聚
落、日本時期出現的自來水設施、公園、放送局、
棒球場與體育場、戰後出現的冬粉工廠、占用戶、
體育大學、文化中心、自來水公司。 

• 一個體育場用地被分割成三個里、分屬兩個行政
區、多個行政權屬機構。 

• 走了十年的都市更新與市地重劃只談土地權益重
整，忽略了土地上的居民與故事，展望未來，希
望可以在水源地、放送局、體大與住宅區四個軸
線上找到再生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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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中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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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大
道 



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