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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南市( 1920-1941) r都市空間一斗士會經濟」變遷
一指向經濟的都市現代他過程

鄭安佑* 徐明福** 吳秉聲** *

關鍵字: 臺南，緊落研究 ， 經濟 ，空間變遷

摘要

本文承敵緊落研究強調 「空間」在理解人類社會時的重要性 ， 以歷時性觀點探討人為環境的社會文化意義 。

在方法論上，提出面對由傳統城市轉變的現代都市時 ，研究應側重社會經濟面向，並能在「以地方為研究區 」

的尺度上分析抽象結構與個人行動間的中介機制 。

1920 年至 1941 年間， 臺南市公部門透過空間計畫 ，在清領時期經濟重心一大街之外 ， 建立一條由大正阿

通及末廣盯通所構成的新軸線 。 此一空間變遷的第一種社經意義在於連接都市中提供遠距、地方、區域貿易機

能的經濟建設 ， 亦即港口和運河、 公設市場 、 火車站 。 第二種社會經濟意義則指出該時期都市空間變遷， 實與

私部門新式工商業的發展為一體兩面 。

在這個 「都市空間一社會經濟」變遷過程中 ，有兩種中介機制 。 市政府公部門財稅制度將經濟產出移轉為

經濟建設投入， 刺激私部門經濟活動 。 在私部門，有由地方頭人主導的組織，回應利用公部門計畫和建設 。 本

文最後指出， 該時期臺南市 「都市空間一社會經濟」變遷的一致內在邏輯 ，即為一都市「指向經濟」 的現代化

過程 。

The Urban Spatial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ofTain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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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rnphasizing on the importance of s叩pa恥ce吭， settlern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soci昀o-cu叫11tl.仙lral meanings of 

bu山liltιι-毛.

stl.切Jdy c∞ont臼ernporar可y cities transfonned f仕k切orn traditional Chinese settlernent, researchers should lay special ernphasis on 

the socio-econornic dirnension of spatial transfonnations and the intennediate rnechanisrns between rnacro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rnicro activities of people. 

There are two socio-econornic meanings of the spatial transfonnations in Tainan City (1 920-1941). First, the 

urban plans and rnunicipal constructions of authority concemed contribute to a new urban spatial axis. The axis 

connects spaces with 3 different kind of trading functions , local, intemal, and extemal trades. Second,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 s econornic activities are correspond to the spatial transfonnations, that is, toward to rnodem business and 

industries. 

There are also two rnediate mechanism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 city govemment makes the 

input-output 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economically articulated by establishing financial systern. To take advantage 

of urban plans and economic facilities, the private sector is organized by local leaders. In a word, the inherent coherent 

logic of this urban spatial-socio transfonning process is an economy-oriented rnode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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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現代化過程中內在一致的邏輯( inherent coherent 

logic ) 。
一、緒論

1.2 研究範圍

依據臺灣總督府治理政策、臺南市空間計畫 、 史

料質量三點，本文選擇 1920 年至 1941 年臺南市為研

究對象l 。 所謂臺南市，是臺灣總督府在 1920 年合併

原臺南市街及其周遭 8 個大字後設置(如圖 1 ) 。 下

文以 「市區」指涉原臺南市街範圍，在市區內又分成

1. 1 研究脈絡與目的

緊落研究強調在理解人類社會和生活時， I空間 」

向度的重要性，其中臺灣建築學界的緊落研究，重視

特定時空下人為環境 (built environment) 的社會文他

意義，是一種與傳統建築史有別的研究典範 。 本文研

究目的之一，是回顧建築取向的緊落研究方法，探討

方法論的意涵 。 並針對由傳統城市轉變而成的現代都
31 個盯(詳後圖) 。 市區周圍的大字，如圖中的桶盤

淺 、鄭子寮等 ，則以 「郊區」統稱2 。

隨行政區域調整，臺灣總督府二欠第進行相關嘉措十調

查 、地方政府則建立財稅預算制度 。 及至 1941 年，珍

珠港事變後日本正式進人戰時體制，也為軍事目的行經

濟統制，故統計資料多有闕漏，是為時間範圍起迄 。

市，提出側重社會經濟面向的研究方法 。

建築和緊落空間作為人類與自然、社會互動過

程的重要表現，建築史，實可視為某時期社會經濟投

入和產出的紀錄。研究目的之二 ，是以 1920 年至 194]

年臺南市為研究對象，具體呈現一段「都市空間一社

會經濟」變遷情況的建築史，並指出日治時期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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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20 年至 1941 年臺南市範團

說明:虎尾寮、鞍子、灣裡、下鯨魚身等 4 個大字條於 1920 年至 1941 年間陸續劃人臺南市 。
資料來源 : 本圖底圖取自網站「臺灣歷史文他地圖 J http : //thcts.ascc.net/ 。 色塊及線條為本文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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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社會經濟面向和地方性研究

文獻回顧重點放在動態分析架構的三個重要方

法論意涵:空間向度的重要性、人為環境的社會文化

意義，以及歷時性觀點 。 進一步，因應、現代都市與傳

統城市的社會結構差異，提出側重社會經濟面向分析

的方法;透過「以地方為研究區」尺度的研究，則能

更好地連在吉歷史中的個人奮鬥與社會的結構 、 趨勢 。

2.1 臺灣緊落研究一建築傳統一動態分析的方法論重

要意涵:空間向度、社會文他意義、歷時性

臺j彎緊落研究，成認以 30 年代富田芳郎的地理

學研究取向為唷矢 。 施添福( 1993 ) 則提出緊落研究

的地理學、民族學、建築學三種基本研究取向 。 其中

地理學的關懷是從緊落分佈型態所反映出的各地理

區區域性 。 對民族學者而言，緊落則是研究地方社會

組織形式不可忽略的面向 。 前者以集、散、單路村分

類村落， 後者以一姓、主姓 、 多姓 、雜姓村分類 ，這

就反映研究取向間的差異(本節所討論之方法論意涵

請參見圖 2) 。

70 年代中葉 ，建策取向的緊落研究開始發展，

初期集中於漢人傳統宅第個案。 80 年代逐漸擴及原住

民部落、日治時期建築、地方性緊落 。 然而從「測繪

與表象描述 J (郭肇立， 1998) 到對人文 、社會 、歷

史的研究取向，則要到林會承 《清末鹿港街鎮結構〉

: 空間向度

方告確立(林會承， 1985) 。 在此脈絡下， 90 年代建

築學界遂建立起自身的緊落研究分析架構 。

緊落研究的建築取向，是以人為環境為對象，研

究人為環境與自然環境 ( natural environment ) 之關

條，以及人為環境的社會文他意義。上述人為環境與

自然環境又合稱為實質環境( physical environment) , 

實質環境與社會文他環境(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 

分別是「維繫人類存於世上 J 的顯性 、 隱性條件(徐

明福， 1990 ;林會承， 1992 ;郭肇立， 1998) 。 在此

認識論架構下，建築傳統中對 「緊落」的定義便不僅

止於建築建物 ，而包羅了社會 、文他、 自然生態等面

向(郭肇立， 1998 ) ，以 「 能構成完整的生活體系為

單元 J ( 林會承， 1992) ，或如徐明福( 1992 ) 廣義

定義建築為:人類於自然環境中利用可援用的自然材

料所構築出來的人為物，以容納其身體，並滿足其心

靈 ，而得存活於世上 。

以人為環境為對象的研究方法為何?徐明福

( ibid ) 在(二十年來臺灣傳統民宅相關研究的回顧 〉

文中進一步論述 。首先，該文回顧臺灣傳統民宅中的

中國民宅與土著民宅兩部分研究，指出土著民宅研究

所採用的方法更能詮釋「人為環境的社會文化意義」

3 。 其次，該文回顧地理學、民族學相關文獻，指出

「以地方為研究區」較能良好地耙梳史料，掌握社會

文化組織特性，並突破泛論式研究在比較傳統民宅上

的限制 。

: 人為環境的社會文他意義

動態分析架構卜 空間歷時變遷

靜態分析架構

圖 2 r要在落研究一建察取向一動態分析」方法論意涵

說明:動態分析架構是一分析人為環境歷時變遷過程的社會文他意義的架構 。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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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續上述論述，吳培暉( 1997 ) 繼而提出研究臺

灣傳統漢人村落的四個面向 :擇址的生態面向 、 維生

的社會經濟面向、鄉治組織的政治社會面向、宗教活

動組織面向 。 對這四個面向的探討，其實要求了對研

究對象進行包括地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年鑑學派 」

式的認識。 此外，該文更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在於從「成

長」的概念來看待緊落 。 相對於林會承( 1992 ) 所提

出的靜態分析架構，此一方法是具時間向度，著眼於

空間變遷的動態分析架構 。

要之 ，緊落研究是一種在理解人類社會及生活時

強調空間向度重要性的研究 。 儘管臺灣建築、地理、

人類學三種緊落研究傳統中對「空間 」 的定義並不一

致，但都企圖辨明空間與社會交互影響的過程 。 其

次、緊落研究的建築取向，則以別於傳統建築史的觀

點，從地域、區域的尺度研究人為環境 。 最後，本文

所採用的動態分析架構，則又是建築取向之中，從歷

時空間變遷來探究人為環境的社會文化意義的方

法。上述方法論上所強調的空間、社會文化意義、時

間三點，將反映在後文研究內容中 。

2.2 動態分析架構運用於現代都市緊落時的修正:社

會經濟面向與地方性研究

吳秉聲( 1997 ) 以清領時期臺灣府城五條港區域

為例，指出面對都市緊落 (urban settlement ) ，必須

修正前述四個分析面向的討論內容 。 在「擇址的生態

面向 」提出就港區作為貿易轉運空間而盲，貨物運輸

的便利性，要更甚於「居住」 的考量 。 在「維生的社

會經濟面向 」 上，關注焦點是貿易集團一行郊的貿易

經濟運作方式 。 「宗教活動組織面向」討論港區廟宇

的信仰領域一境 r鄉治組織之政治社會面向」討論

官治與鄉治組織之間的關條，府城防務形式轉換下官

民勢力的消長 。

同樣是探究地理 、 經濟 、 宗教 、政治四個面向，

但實際上在社會經濟條件甚不相同的都市緊落與鄉

村緊落之間，其研究內容可說是大相逕庭 。 臺灣府城

五條港區一例，尤其反映都市貿易影響所及的空間變

遷 。 研究都市緊落，尤其是其成長，愈接近近現代的

20 

都市緊落，其研究愈如英國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 

( 1986 ) 所吉 r唯有將都市置於一個更大的社會整

體之中，才可能適切地分析其特徵」 。 研究都市緊落，

是研究都市社會 、 空間，以理解更廣泛的人類社會和

生活 。

本研究同樣以動態分析架構研究都市緊落，後文

將分析日治時期臺南市空問變遷相關歷史事件的社

會經濟意義 。 在這千里，回顧文獻要持續反省的是，建

築取向緊落研究在面對由臺灣傳統城市轉變為現代

都市的過程時，應如何調整研究方法，以深化方法

論，提出其解釋力的論述 o 以本研究為例，對既有分

析架構所提出的反省如下兩點:

(1) 側重於社會經濟面向的分析

前述鄉村和都市在于土經文化上的差異不應被

忽略 。 對於由傳統城市轉變而成的現代都市 ，在

分析面向上 ，本文認為必須特意著重在緊落空間

變遷的社會經濟面向 。 此修正一方面關照都市的

經濟本質(康樂及簡惠美譯， 1993) ， 另一方面，

也體現聚落成長及社會現代化過程中， 研究分析

重心的轉變 。

唯此處所謂「經濟 J 並非現代經濟學定義

下的經濟，而是錄碳( embedded ) 於社會中的經

濟 。 是如經濟人類學家 Karl Polanyi ( 1992 ) 所洞

見，將經濟定義為「人類與自然環境、社會互動

以獲取所需的過程」 。 在此一定義下，才能呼應

建築史作為某時期社會經濟投入和產出紀錄的本

質，也才適切於本研究所使用的動態、結構分析架

構 。

(2) 眾落 r以地方為研究區」足度下的社會

限定 「聚落空間範圍」的地方研究，既如徐

明福( 1992) 所吉能突破泛論式的比較研究限制，

也有機會藉由地方社經政機制 、組織等中介層

面，一方面使得抽象的社會結構能夠落實於具體

的歷史條件中， 一方面將個人傳記活動與更廣泛

的社會史結合 。

以社會經濟面向為例，從鉅觀看，以臺灣全

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經濟史 、新經濟史研究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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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無法反映區域性差異(林滿紅， 1979) 。

30 年代臺灣總督府推動的工業他政策在多大的程

度上影響了臺南市的經濟活動及都市空間，這就

必須透過地方性研究來處理 。 從微觀看，地方方

志或統計資料中各類的個人營生牟利行為，也能

透過地方性研究，連結更大的社經脈絡 。

美國社會學家C. Wright Mills (2000) 在關於社

會學想像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 的論述中指出，

個人傳記式的煩惱 ，必須與歷史 、社會議題有所連

結 。 回到強調空間向度的緊落研究，英國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 ( 1988 )進一步提出地理的想像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 ，認為結合社會過程

( social process ) 與空間形式 (spatial form ) 兩種研

究傳統，研究者當能更好地理解、論述人類社會及其

生活 。 緊落研究具有結合「空間研究」與「社會研究」

的認識論本質 。 方法論上，本研究將分析重點放在都

市空間變遷、社會經濟面向 ，以及兩者之間真地方性

的中介機制 。 另一方面，本研究作為一歷史研究，也

試著說出一個具內在一致邏輯的故事 。

三、研究方法:歷史敘事方法和經濟活動的統計

資料

方法論與研究方法的討論，是在編宴歷史

( historiography )或建立論述( discourse )邏輯前的

基礎工事。本文的研究方法除讀解文字及輿圖史料，

分析統計資料掌握經濟活動情況外，更重要的是透過

歷史敘事 (historical narrative) ，指出 「都市空間一

社會經濟」變遷過程的一致內在邏輯 。 方法論與研究

方法的討論，均非針對特定緊落條件而設 。 方法論層

面有所釐清，才可能作為研究成果積累、對話的基礎 。

3.1 歷史敘事方法:事件的內在邏輯

敘事既是一種歷史寫作的修辭方式，也是與歷史

寫作內容交互影響的解釋邏輯 (Griffin， 1992; Abbott, 

1992 )。在歐美史學研究方法上， 70 年代 「歷史敘事」

方法一方面回應新史學 (new history ) 過於偏重史料

解讀，旁落了歷史「說故事」的本質;一方面又不同

於古典敘事強調修辭，而並重分析與描述的工夫

( Stone, 1979) 。 此一方法在 90 年代由重視時間向度

的歷史社會學家援引，提出歷史取徑應以過程

( process ) 觀點，解釋一連串具有內在邏輯的事件如

何在時序中開展，導致我們所關心的結果(林閻明，

2011 ) 

將敘事定義為 「序時地組織史料，以聚焦成一個

容或有些次要情節 ，唯其內容連貫的故事 J ( Stone, 

1979) ，歷史社會學者認為敘事，即是在川流時間裡

不舍晝夜的各種行動(action) 中辨別出事件(event) , 

以及其如瀑布傾瀉而下的影響 (Abb仗， 1992; Griffin, 

1993; Sewell, 1996 ) 。 那麼要如何證明事件之間具有

如 Abbott ( 1992 )所稱的內在邏輯，使事件能夠組成

一通盤契合 ( colligation ) 的敘事(柯志明， 2005 ) , 

而非僅依發生時間排序先後 。 Griffin (1993) 認為，

在此必須藉由歷史性與理論性的知識來判斷任一事

件是否具客觀可能性 。 透過事實和反事實、史料、知

識、邏輯之問不斷交相詰難，便能一磚一瓦地建立起

敘事中的因果詮釋。在建立歷史事件一致內在邏輯的

過程中，本文得益於各種臺灣都市史、經濟史、臺南

相關研究所提供的理論性知識，稍後述及的統計資料

更提供大量且性質異於文字 、輿圖資料的歷史性知

識 。

3.2 統計資料的編制和運用

日治時期統計事業是殖民政府各項調查的一部

分，其背後是以近代科學知識為基礎的統治技術 。 統

計資料提供量大且性質異於文字輿圓的資訊，在當時

用於掌握殖民地社會，在研究則可作為歷史性知識 。

統計資料的特性在於能以量化、數字計算、圖表

形式呈現調查對象的狀況 。 數字經平滅，即可歷時比

較;藉累加， 也能銜接不同行政區的資料，進行共時

性比較 。 使用統計資料較多的研究當屬傳統制度史和

使用計量方法「新經濟史」 4的經濟史研究 。 本文即

利用吳聰敏 (2005 )等新經濟史學者編製之物價指數

平減各種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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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編製方法參考《台

灣省五+一年來統計提要 》

2 )根據臺南市統計書建立臺南
市資料

3 }根據軒州甜言建立蔓南
州資料、補齊臺南市資料

4 }根據主題統計補齊、對照臺
南州資料

5 )根據總督府統計書補齊、對
照臺南州資料

6 )根據《台灣省五+一年來統
計提要》建立臺灣資料

7 )比對綜合統計與主題統計分
類架構、內容、數據

8 )建立空崗範閻層層相遞的統
計資料

圖 3 統計資料整理編製流程

說明:編製目的在於建立統計數據的連續 、一致 、正確性 。

資料來源 :綜合統計與主題統計書之分類 ，係參考 〈日治時代臺灣經濟統計文獻目錄~ (吳聰敏等 ， 2004) 。

日治時期統計調查範圍已相當廣泛，統計期間亦

長而持續 。 但分類多所變動、格式前後不一 、 資料常

有闕漏或涵蓋範固不同 。 研究者須比對各種統計書，

分析調查分類 ，務使數據所代表的意義能確實具有一

致性 。 本研究依圓 3 流程編製統計史料，最主要參考

《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統計室， 1946 ) 的編製方式與體例 。 藉其編製方法，

可以將本次資料整理之州市層級資料在格式與內容

上銜接、比對全島性的資料 。 臺南市的統計資料在連

續性上是不足的，因此藉由臺南州統計書中的資料補

齊 。 此外，因為各州統計書沒有各產 、 行業歷年生產

價值總額，因此除了參考歷年各州統計書，瞭解各項

產業其下各行業的生產價值外，也對照以產業為對象

的統計書數據(鄭安佑 ， 2008 ) 

四、歷史敘事:都市空問新軸線一末廣盯遍的社

會經濟意義

本文首先將許多 「醒目 」 的史事建構為一具內在

邏輯之敘事，說明經濟如何成為公部門遂行空問計畫

與經濟建設時的治理目的(下文請合併參看圖 4 、 5) 。

其次 ，藉由分析圖文數據資料，呈現在既有緊落研究

中較為「隱而不顯」的私部門經濟活動 。 在這裡，本

文討論7都市空間變遷的社會經濟意義 。 此外也指出

兩種具地方性的中介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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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郊區，先於經濟活動的空間計畫;在市區，從

於經濟活動的經濟建設

清領時期臺灣府城是在私部門主導[""眾志成城 」 的

社經條件下促成傳統城市的港道、城牆等空間變遷

( Wu, 2007) 。 日治時期，則轉由公部門以科學、統

治技術規劃都市空間 。 本節將呈現在市區和郊區，公

部門的空間計畫、經濟建設與私部門經濟活動之間的

關條 。

4. 1. 1 空間計畫:連結市區內建設，建立市郊區聯繫

空問計畫對都市空間變遷的影響，其體分為「計

畫區域擴張」和「計畫道路工程 J '前者是計畫階段、

後者是實際執行 。 臺南的市街改正工事於 1902 年展

開(見上圍 5) ，初期強調與交通有關的道路，以及

與衛生有關的下水設備 。 1920 年設立臺南市時，空間

計畫仍持續依循 1911 年「臺南市街市區計畫 J 雖

陸續有市區計畫變更，變更多屬局部變動 。 20 年代道

路工事集中在市區南邊區域，為了聯絡新設的學校、

綜合運動場 、競馬場等育樂施設(圖 4 編號 11 、 12

一帶) 。 此外，在後文的分析中也將看到，自川、|廳前

圓環至縱貫鐵路之間的大正回了通(圖 4 編號 2 至 4 一

帶) ，如何成為臺南市新軸線的一部份 。 大體來說，

至 1929 年公布「市區計畫地域擴張」案時，市區內

的道路工事已大致完成 。



日治時期臺南市( 1920-1941 ) ，- 都市空間一社會經濟」變遷一指向經濟的都市現代他過程

The Urban Spatial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ofTainan City (1920-1941 )-An Economy-oriented Modemization 

往
關
廟
、
龍
崎
、
旗
山。

往新化往北門

@ 

往
安
平

.. .. . . .叮界

J重要計畫道路

A.1911年計畫範圍
B.1929年計畫擴張
c. 艸|廳周邊回了別

im-33日
。 1. 臺南運)~
02. 縱貴鐵路
03. 臺南州州廳

。4 臺南醫院
。5. 西市埸
。6. 南門市塌

。 7. 東市1暑 16. 長老教中學校
17 . 運動埸、競馬埸

18. 火賽1聶
19 . 內地人墓地
20. 本島人墓地

11. 師範學校
12. 第三高等女學校
13. 盲等工業學校

14. 第二中學校

15. 長老教女學校

。8. 南門小學校
。9. 第一高等女學校
10. 第一公學校

往鹽握、喜樹、;彎裡

圖 41929 年臺南市市區計畫範圍及路線

說明:左上角圖 B 灰色色塊範圍條 ]929 年計畫較 1911 年增加之範圍 。 其他說明請見圖例 。

資料來源 : 底圖為 1929 年(臺南市區改正圖 ) ( <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 '黃武達， 2006 : 編號

61-10 ) 。線條 、 文字、色塊為本文據以重繪 。

23 



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八十五期， 二O一三年九月，秋季號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No. 85 , Sep. 2013 , Autumn 

臺南市在1 臺南市街臺南市市區改正

改正工事市區計畫計畫線變更
開始 公布 ( 1920 、 1921 ) 

臺南市市區計畫i也塌

擴張及既定計畫部分
變更 ( 1929 ) 

〈臺灣都市 臺南市都市計蠹

計畫令〉頒 地場及都市計畫

佈 ( 1937 ) 變更 ( 1941 ) 

1902 1911 1920 1930 1940 
l 11 

設置台南市

(1920) 
劃併下擺鮑 劃併灣裡、鞍子 、
(1936) 虎尾寮(1939)

薑南運河工事 安平港渡?葉主事 安平港改良工事 安平船嫣主事
( 1922 ,....., 1926 ) ( 1929"-' 1930 ) ( 1935'""-' 1938 ) ( 1938"-' 1940 ) 

西市揚

設置

魚市1舅 家畜市揚

設畫 設置

南門市埸西市揚二西市埸 永樂 、 日用

設董 樓沿街賣「淺草」治目7分市

( 1905 ) ( 1923 ) ( 1925 ) ( 1929 ) 店興建 賣揚開張揚改建

末廣曲了通建第標

準公布 ( 1927 ) 

( 1930 ) ( 1933 ) ( 1935 ) 

京廣圓了二丁自店鋪住宅

工事 ( 1931 ，-..... 1932 ) 

圖 5 與臺南市都市空間變遷相關的重要事件

說明:本圖序時並且依不同「事件」排列相關史事，可與下文說明內在邏輯時參看 。

資料來源:整理自歷年〈臺南市報》

1929 年的 「臺南市市區計畫」是一以「臺南市 」

為對象的空間計畫(參考圖 4 小圖 A 、 B 與大圖) 5 。

計畫範圍往東、南及北面擴張(圖 4 編號 13 至 16 、

17 至 20 一帶 ) ，劃定街衛 。 在 1929 年到 1937 年之

間，市區內主要是外圍困T別的下水道及主要道路工

事 。 市區邊緣則以大規模的墳墓改葬為市區計畫實際

擴張之先聲 。

1937 年臺灣總督府實行〈臺灣都市計畫令〉

市區計畫改稱都市計畫，兩者之差異在法源的建立 。

建立法源，行政機關得以依法課稅、徵收土地、施行

土地之交換分合以執行土地重劃，進行包括「交通、

衛生、安全、經濟等重要施設」的都市計畫。

在「三分子地區土地重劃案」中，空問計畫範圍

繼續擴大， 由市區拓展到郊區 。 到了 1941 年的「臺

南都市計畫區域及都市計畫變更 」 案，其廢止、追加、

變更對象幾乎全與郊區有關 。

在這段時期裡，因應劃立臺南市，公部門在執行

市區內的道路、下水工事時，亦逐步擴張空間計畫範

圍， 1940 年的計畫已經明顯延伸至郊區 。 一方面 ，這

與日治初期針對交通、衛生等項目，採「問題一解決

( problem-solving ) J 方針(黃世孟 ， 1987 ) 的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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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工事相比，都市計畫已在本質上轉變為一具積極

性格的統治工具 。 另一方面，接下來的分析將呈現出

經濟建設如何與空間計畫共構加強了都市的貿易機

能，而私部門的經濟活動的轉變，更與空間變遷息息

相信自 。

4. 1. 1 空間計畫:連結市區內建設，建立市郊區聯繫

空間計畫對都市空間變遷的影響 ，具體分為「計

畫區域擴張」和「計畫道路工程 J '前者是計畫階段、

後者是實際執行 。 臺南的市街改正工事於 1902 年展

開(見上圖 5) ，初期強調與交通有關的道路，以及

與衛生有關的下水設備 。 1920 年設立臺南市時，空間

計畫仍持續依循 1911 年「臺南市街市區計畫J 雖

陸續有市區計畫變吏，變更多屬局部變動 。 20 年代道

路工事集中在市區南邊區域，為了聯絡新設的學校、

綜合運動場、競馬場等育樂施設(圖 4 編號 11 、 12

一帶〉 。 此外，在後文的分析中也將看到，自州廳、前

圓環至縱貫鐵路之間的大正盯通(圖 4 編號 2 至 4 一

帶) ，如何成為臺南市新軸線的一部份 。 大體來說，

至 1929 年公布「市區計畫地域擴張」案時 ，市區內

的道路工事已大致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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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的「臺南市市區計畫」是一以「臺南市」

為對象的空間計畫(參考圍 4 小圖 A 、 B 與大圓) 6 。

計畫範圍往東、南及北面擴張(固 4 編號 13 至 16 、

17 至 20 一帶) ，劃定街衛 。 在 1929 年到 1937 年之

間，市區內主要是外圍回了別的下水道及主要道路工

事 。 市區邊緣則以大規模的墳墓改葬為市區計畫實際

擴張之先聲 。

1937 年臺灣總督府實行〈臺灣都市計畫令 〉

市區計畫改稱都市計畫，兩者之差異在法源的建立 。

建立法源，行政機關得以依法課稅、徵收土地、施行

土地之交換分合以執行土地重劃，進行包括 「交通 、

衛生、安全、 經濟等重要施設」的都市計畫。

在「三分子地區土地重劃案」中，空間計畫範圓

繼續擴大，由市區拓展到郊區 。 到了 1941 年的 「臺

南都市計畫區域及都市計畫變更」案，其廢止、追加、

變更對象幾乎全與郊區有關 。

在這段時期裡，因應劃立臺南市，公部門在執

行市區內的道路、下水工事時，亦逐步擴張空間計畫

範圍， 1940 年的計畫已經明顯延伸至郊區 。一方面 ，

這與日治初期針對交通、衛生等項目，採「問題解

決 (problem-solving) J 方針(黃世孟， 1987 ) 的市

街改正工事相比，都市計畫已在本質上轉變為一具積

極性格的統治工具 。 另一方面，接下來的分析將呈現

出經濟建設如何與空間計畫共構加強了都市的貿易

機能，而私部門的經濟活動的轉變，更與空間變遷息

息相關 。

安平港移輸出入貿易額指數(1920-1941 ) 

4. 1.2 運河、港口、指定道路以及市場:持續發展臺

南市對外貿易與地方貿易功能

郊區的經濟活動發展相對晚於、從於空間計畫 。

從經濟建設則可以看到，市區內部南邊的桶盤淺、南

門市場一帶，和西邊運河、西門市場一帶的發展和建

設，則相對早於、先於空間計畫 。 在說明以下港口運

河、指定道路、市場等經濟建設後，可以看到空間計

畫道路聯絡了市區內提供不同類型貿易機能的空

間，構成都市的新軸線 。

清領時期，臺灣府城五條港區域即因具河運之

利，不僅成為臺灣貿易轉運重要節點 ，更成為政商、

宗教、社會之中心(吳秉聲， 1997) 。 日治時期因應

五條港區域河道不斷淤積，運輸不便，臺南運河興察

工程遂在 1922 年動工、 1926 年竣工、 1929 年後以沒

漂船疏j睿(圖 4 編號 l 及下圖 6 右團) 。 新運河闢成

後，每日船白白往來繁多，也成為臺南市風光之一。 其

後，又修築船塢於運河兩端，安平船塢竣工典禮，在

1941 年 10 月 6 日盛大舉行 。

1920 年至 1941 年間，安平港貿易額歷年約在

1 ，000 萬圓至 2，000 萬圓之間，佔全臺比例在 2%至 3%

之譜 。 貿易額既不高，那麼公部門修築港口、運河的

社會經濟意義為何?圖 6 以 1920 年為基期，以指數

表現 20 年間安平港移輸出人貿易額，其貿易額仍逐

年上升，且其上升幅度歷年均略高於全臺統計，可初

步說明港口運河對經濟活動有一定程度助益。

--總額 … 一線性(總額 ) … 

loo ll79588ld148 14以 141 12 4:斗:?!KTJLL

192fl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日 1927 192日 1929 193fl 1931 1932 1933 1934 1 日35 193日 1937 193自 1 939 194日 1941 

圖 6 安平港歷年貿易額指數及安平港、臺南運河位置圖

說明:歷年上升的貿易額指數，說明對外貿易對臺南市本身及其腹地而言，仍是重要的都市機能 。

資料來源:左圖依歷年安平港貿易額指數繪製，資料取自《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統計室， 1946 ) ，已平減原貿易額 。 右圖為 30 年代〈臺南運河及安平港口改良圖> (局部) ，黑線及文字

為本文標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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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貿易額內容，安平港之進口額遠高於出口

額，移人額又遠高於輸入額，歷年移人品價值在 50

萬圓以上者有罐頭、紙類 、 紡織品 、 絲線 、 鐵、鐵製

品 、 木材、汽車及相關商品等項，提供自日本移人的

民生凡百商品7 。 此外也自中華民國輸入福州杉木 、

藥材，輸出食鹽至俄羅斯、以及移出至以大阪為主的

紡織業與食料品加工業產品。

該時期安平港和臺南市雖在全島港口、都市均不

再居於首要地位，但對都市本身而言，安平港和臺南

運河的修槳，再度強化7都市對外貿易功能8 。 以此

佐證，對外貿易提供的商品和服務，仍是臺南市重要

的經濟活動(鄭安佑， 2008 ) 。

與對外貿易相輔相成的是地方貿易 。 提供臺南市

地方貿易功能的，先是銜接縱貫鐵路的輕便鐵道 。

1927 年臺南市臺灣輕鐵株式會社經營北門線，臺灣軌

道株式會社經營關廟龍崎線 、 灣裡喜樹線、安平線 。

到了 1936 年，臺南市區輕便鐵路僅剩下由港回了至安

平一線，輕便鐵路客貨運業務遂由公路中的指定道路

取代(參考圖 4) 0 1928 年到 1930 年之間， 臺南市

聯外指定道路總里程數延長、道路網成形 。 這是與前

述空間計畫中強他市郊區連結部分同向的發展。 此

外，汽車數增加與新式碎石鋪面的工法也促使公路運

輸成長， 1937 、 1938 年更進行了道路瀝青鋪設工事 。

30 年代臺南州指定道路工事包括南北向聯絡佳

里的臺南北門道、聯絡新豐郡的臺南新他道，以及因

應臺南市綜合運動場「交通繁劇 J 聯絡喜樹的臺南

灣裡道等 。 東西向指定道路則有臺南安平道與臺南關

廟道，前者聯絡安平，尺度上屬於臺南市轄內的聯

繫;後者聯絡關廟旗山 。 提供了經濟、軍事、警備等

功能 。 整體而盲， 30 年代公路運輸所擔負的業務，已

經擴展到州際聯絡，相形之下擴展了臺南市地方貿易

之腹地範圍 。交通建設聯絡了市區與郊區間的經濟活

動，地方貿易的交易，則發生在公設市場中 。

1904 年臺灣總督府府令第 65 號規定各地市場及

屠畜場為公共建造物，並且將市場設置管理列為公共

事業 。 1937 年公布 (臺灣都市計畫令施行規則> '進

一步認定市場屬於經濟事業，明訂市場設置管理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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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事業的一部份 。至此，日治初期因公共衛生而

設置的市場，其經濟意義乃被突顯，納入都市整體計

畫之中。這也再次佐證本文指出都市計畫已成為一經

濟導向治理工具的轉變 。

臺南市的 7 個公設市場中有 6 個市場在 1920 年

以前就已經營運 。 其設立地點之區位條考慮、衛生、人

口與交通等條件，在人口密集的地區設立市場(鍾順

利， 2006) 0 1929 年設立的南門市場同樣考慮了 「 南

門盯、及桶盤淺地勢是臺南市最好之處 、 近年來內地

人激增、由於距離其他市場遙遠且不便，故計畫新設

市場 J (圖 4 編號 6) 。雖然市場設置的地點選擇上

有針對臺灣人或日本人聚集處的考量，又貨物交易的

對象容或有臺灣人與日本人的差異，但新設市場即表

示地方貿易之商品物產進入都市中流通、交易供需9 。

1920 、 30 年代， 臺南市的空間計畫逐漸擴張至

郊區，在市區內，計畫道路則聯絡了港口運河、臺南

州、[ j\ [、際道路和市場，提供著都市對外、地方貿易等機

能 。 下文將說明一條新式街道，末廣盯遍的興築，如

何在上述脈絡中成為都市空間的新軸線 。

4.1.3 末廣盯遍的興築:空間計畫下的政經、貿易軸

線

回到圖 5 的歷史事件中 。 接續了運河、港口、市

場、空間計畫等公部門政策， 1927 年 〈臺南市報〉 第

10 號的彙報土木事項公告刊載〈末廣盯通建築標準相

關文件> '規定末廣盯店鋪住宅設計各項標準 ，同年

並有民間組織「店鋪住宅速成會」 成立，決定在末廣

回了通興建連續店鋪住宅(傅朝卿， 2001) 0 1931 年末

廣盯通 2 丁目店鋪住宅開始興築並於隔年完工 。 1932

年 12 月 3 日，全臺第 2 問配備電梯的百貨公司林百

貨盛大開幕 。

新式街道規劃設置、店鋪住宅興建、百貨公司開

幕，這些事在編年史上無疑是引人注目的 。但以「銀

座通」馳名的末廣盯遍，之所以成為臺南市的重要街

道，其原因並不僅止於上述事件 。 將街道放回都市

中，末廣盯通與大正叮通是聯絡臺南運河 、 外|廳前圓

環、縱貫鐵路車站的重要路線 。 這一條路線兩端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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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城貿易及對外貿易建設，其中點則是臺南市政治中

心，以州廳為首，各重要機關所在的兒玉綠園(圖 7) 。

自此，宋廣盯通與大正回了通成為一條兼其政經意義、

銜通海外、腹地的都市軸線 。

唯正如同前述己呈現，空間計畫、經濟建設，和

地方社會經濟活動的成長，並不具必然先後關係 。 私

部門的經濟活動，不必然跟從於公部門政策之後 。 末

廣阿通不會一夕之間，便因為店鋪住宅或百貨公司落

成，躍為臺南市經濟中心 。 身處其中的人的社會經濟

活動，才是空問變遷的重要內涵 。

以下將比較私部門新式與傳統經濟活動發生的

地點差異 。 配合此一分析，可以更真歷史縱深地看到

社會經濟活動在空間向度上的轉變，末廣盯通不是單

方面在公部門的計畫下便成為都市空間的新軸線，而

有其實質的經濟活動內涵 。

4.2 新式經濟活動及工業他政策的影響

這個部分將從產業經濟活動以及工廠、會社分

佈談起，分析私部門的經濟表現，掌握該時期臺南市

在工業化政策影響下，傳統與新式經濟活動的分佈情

況演變 。 分析之後將會看到新式經濟活動的發生與前

述空間計畫、經濟建設在空間上的一致性 。 這說明了

公私部門之間透過某些機制諜合彼此行動，也指出此

一時期臺南都市空間變遷「指向經濟」的邏輯 。

4.2.1 工廠:重他工業工廠出現於聯絡市郊區的要道

臺j彎近代化工業的興起在 20 世紀初期便已開

始， 30 年代，重他工業明顯進展 。 日治時期臺灣的工

業產值持續成長， 1939 年臺灣第二級產業產值首度超

越第一級產業 ，但輕工業大於重化工業的結構終日本

殖民時期均未改變 。 (張宗漢， 1980 ;葉淑貞， 1996 ; 

高淑媛 ， 2003 ) 

臺南州全州的工業產值高出其他外|許多 ，歷年比

例雖有波動，但都占全臺 113 之譜 。 其中輕工業歷年

均占州工業產值 90%以上 。 面對工業化推進，臺南市

市、郊區也出現以周邊地區第一級產業產品為原料的

第二級加工產業 。 臺南市第二級產業以輕工業食料品

加工業之碟米業、屠畜業，及紡織工業芝棉、目前l紡織

業產值較高，歷年送至百萬圍 。 重工業方面以金屬工

業之鐵工業，及化學工業之製鹽業產值相對高 。 30

年代日本政府南進政策推行工業他政策，在此波政策

推行重化工業下，臺南市重化工業雖有成長，但因整

體產值相對低於輕工業許多，故並未改變產業結構10

薑南 西市 京廣#1麗大正 臺南

擇:可 場盯 盯火車站

圖 7 末廣盯遇與大正盯通構成的軸線

說明:日治時期行政區像以主要街道兩側街廓為範圍，圈中末廣!HT通和大正因T通及連接了臺南火車站、外|廳、

和運河 。

資料來源 : 本研究繪製 。

27 



臺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 」 第八十五期， 二O一三年九月，秋季號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No. 85 , Sep. 2013 , Autumn 

-一主要道路 a 台~火車站 _ 11 家 以土 l 至5家

叮叮呵，遜河 一- 縱貫鐵路 C......J B至 10家

1926 年工廠數量及分佈

-一主要道路 a 台耐火卓地 _6家以 上

_.._. 1草何 一- 縱貫紋路 - 1 至5家

1926 年輕工業工廠數量及分佈

1 至5 家

1926 年重他工業工廠數量及分佈

甲一輛 主 .妥道路 由 台南火車站 _ 11 家以 土 a5家

運河 -- 縱貫鏡里各 ~ B至 10家

1934 年工廠數量及分佈

一一﹒主要道路 . 台，f)火車站 _6家以土

一- 遼河 --縱貫鐵路 』ζ::1 1 至5家

1934 年輕工業工廠數量及分佈

1934 年重他工業工廠數量及分佈

圖 81926 年及 1934 年臺南市市區、郊區工廠數量及分佈

說明:此圖以行政區劃，呈現各行政區內工廠數量，其中大圖呈現市區，左下小圖呈現郊區狀況1 1

資料來源:本圖資料分別統計自《臺南市/工業} (臺南市役所， 1926) 、 〈臺南市商工案內} (臺南市勸業

協會， 19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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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結構未有鉅變，採行工廠制度生產的麻紡

織 、製革 、 製鹽 、 製酒，與新設行業罐頭工業，仍在

30 年代成為臺南市相當重要的工業12 0 30 年代臺南市

二級產業產值的增加，不全然是受全島性工業產出結

構變化影響，也有部分條因運用大型工廠制度，與新

設工業的出現 。 工業他政策的影響主要在於重他工業

產品擠身重要產品之列 、 以大型工廠制度生產的重他

工業，與新興工業種類等三項 。

在上述過程中，臺南市內的工廠分佈如何變他

呢?自 1903 年株式會社臺南新報社及印刷工廠在本

盯 3 丁目(即清領時期臺灣府城大街位置，參考圖 4

及圍 8) 設立 。 20 年代末期，才有工廠在本盯與永樂

盯以外的地區設立 。 本盯與永樂田丁，就是相當於清領

時期臺灣府城的商業中心，大街與五條港區 。 1926

年時，以洋服工廠 、 金銀細工工廠為主的本回了，及以

精米業為主的永樂圓了和高砂圓了， 是臺南市工廠最集中

之處 ，根據 《臺南市/工業〉記載，分別有 16 及 1 2

家工廠(臺南市役所， 1926 ) 。到了 1934 年，根據

臺南市勸業協會印行的《臺南市商工案內} ，工廠以

永樂盯 、港回T 、 田盯最多(臺南市勸業協會， 1934) 。

相較之下，原五條港區與大街的部分，依舊是工廠集

中地區，不過本圓了、高砂盯的工廠數都減少了 。

若進一步從輕、重他工業區分來分析， 1926 年

輕工業工廠數量遠高於重他工業，固然集中在本盯 、

永樂盯一帶，但市區外圍的回T區如寶回7 、東門盯也多

有工廠設立 。 重化工業位在運河及火車站附近，如田

盯 、 壽回7 、明治叮; 或在聯繫郊區、臺南州的要道上，

例如北門、佳里指定道路通過的寶盯'安平指定道路

經過的港回了 。 市區南部南門盯、桶盤淺一帶以學校、

公務人員宿舍 、運動場等以育樂機能為主的區域均無

重他工業工廠存在 。

到了 1934 年，臺南市仍然是以輕工業工廠占多

數，但其分佈從本盯逐漸擴散至整個市區，其中田盯

是 30 年代新興的回了別 。 重化工業工廠數明顯增加，

以明治盯最多，其他盯相去不遠 。 分佈範圍上以 20

年代工廠集中區域向外擴散 。 從工廠分佈情況可以看

出各項經濟建設，尤其是交通建設對於第二級產業活

動之影響 。

另一點應注意的是，到了 30 年代郊區出現許多

新設工廠， 9 家工廠中有 6 家分佈在郊區，而且三分

子 、上鱗鱗、鄭子寮都是首次有大型工廠設置 。 此一

情況正是前述私部門經濟活動與公部門空間計畫成

為一體兩面之表現，新設大型工廠所在地，也是公部

門空間計畫擴張後欲強化交通聯繫的地方 。

4.2.2 會社、組合:本盯、永樂盯仍為最集中的盯別

除了工廠 ， 會社的資料也是經濟活動表現的佐

證 。 日治時期統計事業未分開統計商工業產值，間接

說明了當時工業多是「廠店合一」的小規模工業生

產，也因此難以估計第三級產業產值 。 下文以類似處

理工廠相關資料的方式分析重要會社 、 組合資料，呈

現臺南市私部門經濟活動的另一面(參考圓的 13 。

1920 年以前臺南市重要會社與組合分佈以本盯

3 ， 4 丁目及其周圍為多，多經營金融 、仲介、交通運

輸 。 分佈上與工廠是一致的，仍集中清領時期大街範

圍 。 此時安平 、 鹽埋一帶也逐漸有會社創立 。 到了 20

年代，重要會社創設立開業的位置分佈擴張， 以本田7

與港回了最多，整體分佈偏向臺南市區的南邊，以及縱

貫鐵路與州廳前圓環之間 。 此時會社以販賣和洋雜

貨 、 農j魚產品及第一級產業產品居多，其次才是上述

金融仲介、交通運輸 、 土地買賣等行業 。 就郊區而言，

與原臺南市街關條密切且位置接近的安平、鹽埋在 20

年代仍持續發展 。

30 年代臺南市創設會社的位置分佈要更擴張許

多，運河旁、市區北邊的盯區都有會社新創 。 本目I仍

以 16 家會社遙居其他田丁別之前，明治 、回回了有 7 家

以上的會社創設 。 位在火車站前的明治盯會社營業內

容較多為汽車運輸業，而位在運河旁之田盯會社以工

業產品為主，其中包括數家新興工業 。

上述創設會社的分佈地點變他與工廠分佈相當

一致，可以說明市區內的都市空間，已逐漸具備了充

實的經濟活動內容 。 此外值得比較的是，安平與臺南

市市區這類早期發展的緊落空間 ，在日治初期時便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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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進E各 . 台南火車站 _7家以上 l 至3家

-一 進;可 -一 縱貫鐵路 _ 4至6家

-團主要道路 壘 台tfJ火車站 _7家以上 l 至3家

一 運河 -- 縱貫鐵路 - 怯6家

20 年代臺南市會社開設數量及分佈 1930 年至 1941 年臺南市會社開設數量及分佈

圖 920 年代及 1930 年至 1941 年臺南市會社開設數量及分佈

說明: 同圖 8 '本圖呈現各行政區會社開設數 。

資料來源:本圖資料分別統計自歷年〈臺南州統計書〉 、 〈臺南市統計書〉。

有相當的會社商業活動。 1920 年以後的第二級產業的

發展，則開始出現在郊區 。 此一市區、郊區對照商業、

工業活動的發展過程，更能貼切地與空間計畫和經濟

建設的過程相互結合 。

4.2.3 末廣盯通:連結西門盯、西市場的新式商業街

道

工廠和會社的資料呈現出直至 30 年代，臺南市

經濟活動一集中於本田丁、永樂盯等清領既來的區域，

二因交通區位變化 ，明治、田盯等區域亦有所發展 。

此一現象似乎與先前末廣回了通成為都市空間新軸線

之述不盡吻合。以下將延續經濟活動內容的分析，指

出末廣目T通與西門叮通其實構成了以新式商業活動

為主的另一個經濟重心 。 而且，一以貫之地，在這兩

條街道的相關事件中，同樣能看出空間計畫、經濟建

設 、 經濟活動的結合 。

圖 10 繪出本盯、白金盯(約清領時期大街範

圍) 、 永樂盯 、 港盯(約清領時期五條港範圍)、西

門回了、末廣盯 1934 年的經濟活動 。 日治時期本田T 、

西門回了都是商業活動相當集中、多樣的回了別 。 相對來

說，本盯是桶製造業、玻璃販賣 、 金製品販賣、佛像

製造業、砂糖商的集中地。西鬥盯則是水果批發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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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商、籐材料、電氣器具 、水泥業 。 比較之下，末廣

盯並沒有特別集中或大量商業活動 。 清領時期大街和

五條港一帶經濟重心的地位在 「量」 上並未一概被末

廣阿取代，末廣回了通的經濟活動所表現出來的是「質」

的不同 。 其特色表現在販賣新式商品 、 大型會社的支

店及同業組合進駐 。

前述已將末廣盯通視為公部門空間計畫下具政

經意義 、 聯絡貿易功能的新軸線 。 進一步檢視經濟活

動，可以發現末廣盯通與西門盯通的連接，更具有實

質經濟活動上的意涵 。 西門田丁通是拆除臺灣府城城牆

後所設置的道路 。 在這條jt通北門 、 南連鹽士呈 、 喜樹 、

灣裡的指定道路上 ，日治時期臺南市西市場便座落於

西鬥盯通與末廣田T通路口附近(也參考圖 4 編號 5 和

圖 7 ) 。

1905 年敢用的西市場是臺南市規模最大的市

場，野菜雜貨 、 魚鳥獸肉各種賣店數約居全市 2/3 ' 

交易金額亦為全市最高 。 1930 年西市場興建二樓沿街

賣店 ， 1932 年臺南州州令第 24 號公布西門盯通 1 到

5 丁目留設騎樓的相關規定，西門盯通繼末廣盯通之

後，成為臺南市第 2 條規定留設騎樓的道路 。 1933

年，越智寅一為促進前年甫竣工的末廣盯通 2 T目發

展，成立「臺南市勸業協會 J 向公家租借西市場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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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賣店與本館之間的敷地，由店家共同組成「臺南淺

草7-7γ ←組合 J 興建平價市場「淺草」 販賣各

式雜貨、日用品 。 此舉再度加強了西市場作為交易節

點的角色 。

在經過邏輯一致的空間計畫、經濟建設過程後，

末廣盯通和西門盯通這一塊以新式商業為號召的區

域，形成與傳統經濟重心有別的街道 。 日後也確實造

成了另外一個經濟活動集中的區域，即今臺南市中正

路(原末廣盯通)與西門路(原西門盯通)交會路口

周遭(圖 10 西市場左近處) ，臺南市公告土地現值

最高的土地均落在該處。可以說臺南市的都市空間變

遷在 1920 年至 1941 年之間，立下了往後臺南市的雛

形 。

4.3 公私部門間的互動機制:地方組織與財稅制度

前述提及的越智寅一 ，在臺南市經營雜貨零售批

發、機械製造鐵工業 。 身居台灣鹽、台灣電話、台南

電鐵等多個株式會社要職。曾任臺南商工會副會長 、

臺南市協議會會員、 臺南市所得稅調查委員、臺南市

地方稅調查委員等 。 由地方頭人所主導的「淺草」平

價市場的設立，自能起到「促進發展」的效果 。

在末廣回了 2 丁目店鋪住宅和西門盯通淺草平價

市場兩件事情上均表現出私部門如何透過地方性的

組織，應對公部鬥的政策 。 這是使得該時期臺南市公

私部門兩部分，均以「指向經濟」為邏輯進行了 「都

市空間一社會經濟」變遷的機制之一。

1921 年建立的市政府預決算制度則是屬於公部

門方面的重要機制 。 臺南市設置後，行政部門綱舉目

張，各項政策、服務、及前述計畫、建設，都在編列

歲收支之財政機制基礎上進行 。

圖 101934 年本盯、白金盯、錦盯、永樂盯、港盯、末廣盯的店家行號分佈

說明:在本盯、永樂圓了之外，末廣盯通形成新式商業的連帶，連結西門田T通、西市場 。

資料來源 :底圖為數位先日治時期臺南市地籍圍 ， 資料取自〈臺南市商工案內} (臺南市勸業協會 ， 1934) , 

以地理資訊系統 ( GIS ) 軟體繪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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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11 可以看到，自 192 1 年起什|補助金的比例

大幅降低 ， 1926 年以後以各項收入為首 、 市稅居次的

歲收比例大致底定。 1920 年代初期臺南市逐漸建立財

源及預算制度的過程，與 1905 年臺灣財政自日本補

助金中自立的趨勢如出一轍，均是地方行政制度建立

之一環 。 臺灣總督府以專賣收人及租稅作為主要財

源，臺南市政府則是透過租稅及各種費用收入籌措預

算。

1∞% 

9(草地

80% 

70% 

~ 

sα揖

40% 

30% 

20% 

10% 

。%

經常歲收增加，表示臺南市隨經濟發展自然增收

以及財政增收政策生效，這可以作為前述經濟活動增

長的證明。透過j:tt租、營業稅、都市計畫稅、受益者

負擔金收入等財政工具取得財源，政府移轉支出於諸

如另一方面，土木費、營繕費 、 下水道費 、 市區改正

工事費 、土地區劃整理調查費等項目。公部門透過財

稅移轉性收支，將私部門經濟活動 、 產出與其空間計

畫、經濟建設連結，成為一個都市空間與社會經濟活

動之間的循環過程(見圖 12 ) 

其It

市價

值 m補助金

﹒ 各種投入

﹒ 市統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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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臺南市歷年市稅、各種收入、外!補助金占歲收比例

說明 : 歲人來源另有國庫補助金、市債 、 前年度餘額、其他等工頁，比例均低，為版面易讀故未繪出 。

資料來源 : 資料取自歷年《臺南市報} ，根據歷年臺南市決算金額繪製，金額均已平減。

私部門社會經濟活動情況是都

市空間變遷的實質內涵

國盟圓圈圈國噩噩噩

提供發生條件

國盟國圈圈

圖 12 財稅制度建立經濟活動與空間計畫的連結

說明 :財稅制度的建立，讓公私部門投入得以連結 。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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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指向經濟的都市成長

1920 年至 1941 年之間，面對新設置的臺南市，

公部門在市區內進行港口、運河、市場等經濟建設，

並透過空間計畫加以連結 。 其中闢設了以新式商業為

號召的末廣盯通，末廣固了通連接大正盯遇，成為都市

空間新軸線 。 這一條軸線自火車站經西市場至運河，

分別連接都市提供區域、地方、對外貿易機能的空

間 。 另一方面 ，公部門空間計畫也持續關設市區與郊

區及HI際聯絡道路 。 交通區位的改變 ，敦使工廠，尤

其是工業化政策所推動的重化工業工廠，開始出現在

市區邊緣及郊區 。 拆除城牆後興築的西門閉了通也是上

述聯絡道路之一，西鬥圓了通與末廣盯通在這個時期開

始成為新式商業活動集中之處，而有別於傳統經濟活

動為多的本圓了、永樂呵，或新式工業出現的明治、田

盯 。

經濟建設刺激經濟活動增長，地方財稅制度則是

公部門賴以將經濟活動產出移轉至公共投入的機

制 。 面對由公部門主導的空間計畫和經濟建設遷，私

部門也透過由地方頭人所主導的組織做出回應利

用 。 公私部門透過上述中介機制相互對應，公部門壁

劃的空間，其實質內涵畢竟是私部門的經濟活動 。 就

臺南而盲，緊落成形時賴以「維生 J 的社會經濟面向，

在清領時期已經轉成五條港區行郊的「營利、貿易」 。

在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基礎上，本文首先透過不其

個人質性色彩的統計數據來獲得關於都市整體經濟

活動的資料 。 然而在分析空間背後的社會經濟意義

時，可以看到，仍須涉及對各種政經機制的討論 。 甚

而，在地方性研究的尺度上，頭人或地方政府的行動

其影響更是清晰可見 。 在公私部門之間、個人奮鬥與

結構變遷裡，本文最後要指出， 1920 年以後臺南市「都

市空間一社會經濟」 在現代他、 工業化的脈絡下，殊

途同歸地，指向現代意義的「經濟」上 。

2010 年 12 月 25 日，原臺南縣市合併升格為直

轄市 。 這是繼 1920 年設置臺南市、 1946 年合併原臺

南縣、安順鄉為安南區之後，又一次重大行政區劃變

遷。臺灣府城是如何在一次次行政區域擴大中成為現

代臺南市 。 今之視昔，猶來者之視今 ，本文致力於在

面對當代課題時，能透過歷史取徑研究 ，提供部分理

解與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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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l 因應及計畫對象與法源不同，公部門對臺南市都市

空間之規畫，歷年有 「臺南市街改正工事」 、 「臺南

市街市區計畫 」 、 「臺南市市區計畫 」 、 「臺南市都市

計畫」等名稱， 本文以「空間計畫」 一詞統稱。在

本次研究時間範團中，則包括了 1920 年臺南市市

區計畫、 1941 年臺南市都市計畫兩者 。

2 此處所稱市區， 與後文提到的「市區計畫」 在空問

範圍上並不相同 。 前者指涉的空間範團中，有相對

集中的私部門經濟活動 ; 後者則是公部門的政策對

象 。 更詳細的區別請見下文及註釋 5 。

3 亦即人類學式的研究觀點 。

4 1"新經濟史 J '計量經濟史的特徵是有系統地應用

經濟理論和統計方法，以說明歷史事實的經濟意

義。經濟理論闡述諸多經濟現象之間的因果關條，

統計分析則作為 「經濟理論與歷史事實之間的橋

樑 J (葉淑貞， 1994 ) 0 Stone ( 1979 )將 1950 年代

興起之計量經濟史視為追求「科學的史學( scientific 

history ) J 發展之一支 ，用以比較標示出當時史學界

的敘事轉向 。

5 大圖中標出的 31 個盯，即為本文所指涉之「市區 」

範圈 。 對照小圍 B 可以看到 ， 1929 年 「市區計畫 」

範圍與市區範圍不盡相同 。 再對照小圖 A 、 B 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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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 1911 年「市街計畫」範圍與 1929 年市區計

畫範圍的差異。 1911 年市街計畫範圍仍不脫原臺灣

府城的範圍，唯此非本文所處理的課題，故不細述 。

6 大圖中標出的 31 個回了，即為本文所指涉之 「 市區 」

範圍 O 對照小圖 B 可以看到， 1929 年 「 市區計畫」

範圍與市區範圍不盡相同 。 再對照小圖 A 、 B 則可

以看出 1911 年「市街計畫」範團與 1929 年市區計

畫範圍的差異 。 1911 年市街計畫範圍仍不脫原臺灣

府城的範圍，唯此非本文所處理的課題，故不是田述 。

r 輸出入」 指臺灣對外國貿易、 「移出人」指臺灣

對日本貿易 。

8 Polanyi (2001) 將貿易依運輸距離分為對外貿易、

區域、地方 。 在本研究中，這三種貿易之運輸，分

別由安平港和臺南運河、縱貫鐵路和縱貫道路、輕

便鐵道和指定道路所提供 。 其中將臺灣西部整合為

一區域貿易範圍的縱貫鐵路、縱貫道路，在設置臺

南市前便已完工，不在本文研究範圍中 。

9 根據鍾順利 (2006 )訪問方先正先生 r臺南東市

場為臺灣人與日本人皆有，但是永樂、明治田I及西

門盯(分)市場則大多為臺灣人;西市場的貨物大

多賣給日本人 J 0 (括號內字為本文所加)

10 臺南市第一級產業產值不高 ，以水產業( 20 年代

鹹水養殖業產值較高， 30 年代後期遠洋漁業產值因

機動船之使用而有顯著成長)為主 。 大多數第一級

產業均分佈於 1920 年以後劃併人臺南市的大字 。

本文擬不討論第一級產業 。 又日治時期統計資料中

並無法恰當地對應至今日定義之第三級產業 ，故本

文討論產業以第二級為主 。 中文「產業」與日文「產

業」的不同定義，第二級產業的統計分類內容及統

計數據等細節請見〈都市空問變遷的經濟面向一以

臺南市 ( 1920 年至 1941 年)為例>c鄭安佑， 2008 ) 。

11 以行政區劃表現工廠、會社數量，有可能誤判工廠

和會社空間分佈狀況 。 但如同圓 7 的說明，日治時

期行政區條以主要街道兩側街廓為範圍，透過「交

通要道一經濟活動聚集」 此一連結，或可程度地表

現不同行政區上工廠 、 會社的分佈 。 日治時期在商

法上的定義會社相當於今日的公司，日治時期所謂

公司，反倒是指 1923 年實施商法前 ，未受到法律

認可的民間契約組織，隨後來被商法視為一種組合

(即今合作社)納入法律管理範疇 。 (高淑媛，

2003 ) 。 又本文所謂重要會社，像指統計書中「重

要會社」 項目下收錄統計之會社 O

12 所謂 「相當重要 J '本研究條以統計書中生產額超

過 10 萬圓之產業來認定 。 此法雖不如個別產業產

額佔全市產額比例來得精確，但不失為一簡明的依

據 。

13 日治時期在商法上的定義會社相當於今日的公

司，日治時期所謂公司 ， 反倒是指 1923 年實施商

法前，未受到法律認可的民間契約組織，隨後來被

商法視為一種組合(即今合作社)納入法律管理範

疇 。 (高淑媛， 2003) 。 又本文所謂重要會社 ， 1系指

統計書中「重要會社」項目下收錄統計之會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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