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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市的
下一步?
未來定位?

鐵路高架化，縫合及翻轉鐵路兩側發展2015年

日治時期 糖鐵、製糖廠奠定產業經濟基礎

1836年 阿猴城建城

20世紀 鐵路、屏東機場建設、產業園區開發、公路建置

大武營

演藝廳

屏東糖廠

屏東車站

現況：舊市區建物老舊、巷道狹小防災機能不足、歷史人文氛圍式微、產業外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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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紋理
• 清領時期：「線狀
街道聚落型態」

• 日治時期：市區
改正計畫發展為「
棋盤式街道形態」
• 國民政府時期
：外圍住宅區
街廓採超大街
廓理念發展為
「迴狀道路及
囊底路型態」

公裕街

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服務道路

聯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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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都市
發展結構

宜轉型再發展



掌握屏東市都市發展契機
城鄉風貌營造 人本交通改善 都市空間活化相關重大建設計畫

六塊厝產業園區 屏東火車站高架化及轉運站模擬 縣民廣場模擬高屏溪生態廊道 5

釐清現況問題，強化歷史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

• 4處縣定古蹟、
16處歷史建築
、4棵老樹

• 具備眷村、河婆
客家、原民平埔
等多元文化資產

4.宗聖公祠 3.阿猴城門

2.屏東書院

1.崇蘭蕭氏家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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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整合構想及願景02

7

跨域整合構想及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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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翻轉 核心再造意象翻轉 核心再造

固本創
新產業升級‧
工業區轉型
再發展

水岸環
境營造‧建構
綠色人本
運輸

管制與
規劃雙管齊下
‧降低致災
潛勢

取得開
闢必要公設‧
帶動社區
更新

資產保存
‧多元化利用
注入新活力

釋出閒置
公有房舍‧
調整使用
機能

社會工程
(公共設施檢討)

產業振興 環境永續發展
(公共工程及建設)

文化資產
活化利用

公有資產
再開發

都市防災



促進軸線再生 ‧ 打造樂齡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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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振興
與轉型

景觀風貌
改造

歷史場景
再現

舊商業區
活化與再造

藍綠軸帶
串聯

省道

人本環境改造工程範圍

Pbike屏東公共自行車租賃站P

鐵路系統
新闢地區公車
新闢彈性公車

升級

步驟一：
•蒐集各項分析所需圖資

•都市計畫圖
•建物結構與樓層圖
•建物屋齡圖
•交通系統、河川水系圖
•重大建設圖

步驟二：
•排除不具都市更新條件地區

•非都市地區
•非都市發展用地
•經濟部編定工業區
•已辦理或進行中新開發地區

步驟四：
•公有地及國營事業土地清查
•工業區現況與轉型地區調查

•公有地分布及權屬清查
•公有地面積、使用現況及轉
型計畫相關分析
•都市計畫工業區現況調查及
相關轉型再利用計畫分析

步驟五：
•符合更新條件地區分析

•配合中央或地方之重大建設
•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所
述之地區
•實地現況調查

步驟六：
•因應土壤液化災害所產生
之防災型都更問題

•土壤液化潛勢分布圖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步驟七：
•都市更新地區劃設

•綜合各項分析結果進行
全區更新地區劃設建議

步驟三：
•相關計畫與重要資源分析

•上位及重大建設計畫分析
•國內外相關案例分析
•自然景觀與藍綠帶資源
•歷史文化資源

大尺度
再生
策略
地區

屏東市都市更新地區之劃設

都市再生策略地區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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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策略地區篩選

交通樞紐更新類型

產業振興與轉型類型
大面積低度利用公有土地類型
歷史建物與街區保存維護類型

閒置或低度使用公共設施用地更新類型
老舊住宅區更新類型

小尺度：

老舊商業區更新類型

• 屏東車站交通
商業核心樞紐

再生策略地區一

• 勝利路沿線安居
環境新亮點

再生策略地區二

•台糖園區棕地再生

再生策略地區三

創造優質都市環境
連結美好生活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