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軍老舊眷村文化保存計畫輔導訪視紀錄表 

臺南市「志開新村」 

訪

視

情

形 

計畫名稱 水交社眷村文化園區「雷虎的故鄉」眷村文化保存計畫 

訪視場次 第 1場 

訪視日期 108年 01月 29日 輔導團出席人員 謝銘峯、廖明哲 

保存計畫基本資料 

補助開辦費 

國防部補助：3,400萬 

已撥付第 1期 1,020萬、

第 2期 2,040萬，剩餘第

3期款項 340萬待計畫完

成後再申撥 

地方自籌：4,400萬 

計畫性質 

子計畫包含內容(可複選)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含調查研究) █修復規劃設計 

  □因應計畫      █修復工程     □活化再利用(或營運管理) 

計畫期程 工程部分 107/01-108/10 

眷村特色/脈絡 

1.明、清時期的「桶盤淺」、臺江內海的分界線 

2.日治時代的「水交社」 

水交社的名稱最早出現在日明治 9年（1876），當時為日本海軍內部

成立之修養、親睦團體。1940年，臺南機場興建竣工，為解決日本「海

軍航空隊」佐級軍官住宿問題，該地因近機場，就被選為興建地點，

形成宿舍區，並兼具運動、休閒、交誼場地，以「水交社」為名 

3.國民政府時期的「水交社」 

國民政府遷台，臺南機場由美軍駐防，成立空軍第一大隊、地勤 25

中隊，另 1954年成立之空軍「雷虎特技小組」。 

計畫執行是否有 

窒礙或困境 
無 



保存計畫執行方向檢核 

一

、 

眷村文化保存主軸與核心概念 

（檢視計畫執行主軸與核心概念與子計畫是否可具體實踐保存眷村之主體特色與風

貌） 

1.本計畫依照原核定保存計畫內容執行之景觀工程已配合文資局補助經費辦理施工，工程

內容大體上符合原核定計畫之主軸，惟與他處眷村園區的差異在於本保存區為將校級眷

舍，等級及規格均高於一般眷村的型制，應可視為此類眷村的範例，在景觀上有別於常

見的巷弄型紋理，強調庭園院落與日式建築的稀有性與特殊性，期待景觀工程能盡力突

顯本保存區特有的型制特徵。 

2.本計畫主軸為保存空軍眷舍之傳統與記憶，目前之規劃及執行方向，符合原預定之計畫。

惟計畫內容與文資修復再利用計畫上有差異之處，建議國防部核定之臺南市水交社眷村

文化園區保存計畫書，配合相關執行計畫修正計畫內容。 

二

、 

組織運作 

(檢視計畫中有關國防部協助事項、地方政府各部門權責分工設定、專業協力團隊、在

地眷村文化保存領域專家學者參與情形、在地民眾、NGO團體參與機制) 

1.臺南市富藏全台灣最為豐富的古蹟與歷史資源，市府在執行眷村保存與活化的相關權責

單位以文化局及文化資產管理處為主要推動單位，配合府內其他單位分工落實古蹟歷史

建築場域的修建與再利用活化營運的相關工作，在水交社保存及活化再利用計畫中與長

年關心眷村的在地民間組織及文史社群間密切交流互動，在觀念與做法上已具共識，對

前期的保存計畫擬定及後續活化再利用營運內容均已充分討論，相信未來應能對本保存

園區的永續經營帶來正向的基礎。 

2.目前與在地文史團體(水交社文化工作室)有互動良好之運作，但未來管理維護與營運，

建議需要持續募集相關人力支援，以利未來園區活化之經營與推廣。 

三

、 

操作策略、執行機制 

(各項子計畫是否對應原提案計畫之內容，眷村文化保存、地方參與、人才導入與培育、

數位加值、眷村文化生態復育策略) 

本保存區的保存計畫擬定過程為經歷了漫長地方參與所累積的共識，惟補助經費多運用在硬

體修復及景觀環境整備的項目上，在人才導入與培育、數位加值等面向並未在補助經費

的執行範圍內，建議市府於後續訪視過程中補充市府如何運用市府自籌經費加強軟體面

實質作為，增加地方參與之互動；以及如何搭配陸續整建完成的空間場域及相關設施，

逐步落實眷村文化復育與體驗總體目標的相關說明。 

四

、 

計畫控管 

(各項子計畫實際執行之進度、容積調派情形、土地撥用進度等) 

子計畫實際執行之進度：工程預計於 108/10完工 

容積調派情形：已完成 

土地撥用進度：已完成 



本計畫所補助之相關子計畫業已合併文資局補助經費委託發包，且於 107年 1月開工，目前

整體進度雖與原計畫核定之進度明顯落後，但相信在專業團隊的協助與監理之下，應能

在合約期程內於 108年後半年陸續完工，進入營運階段。 

其

他

建

議 

1.園區內已變更為商業用地的部分，建請持續與國防部研議如何以適當的模式納入整體園

區營運計畫中，藉此提升眷村文化園區的整體效益。 

2.請承辦單位依計畫最新發展現況更新保存計畫書內容(保存區眷村歷史價值與特色、計畫

期程、活化再利用策略、經費需求...等)，以利後續進度管考之依據。 

3.未來文化園區經營管理由臺南市政府成立專責單位負責，專責專管立意良好，建議營運

單位能提早參與，以利園區保存計畫之落實與銜接。 

4.園區在水交社路 80巷側設置服務及機電設施，對面居民有不同意見的狀況，未來需要持

續溝通與協調。目前採用覆土式建築降低環境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