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好望角」與臺南縣社區街角景觀改造

小角落的大驚艷

街道變漂亮「好望角 」小兵立大功

這四年來，臺南市的街道環境有顯著的改觀，除了汽機車占用人行道的情形

有所改善之外，街道轉角處也變得賞心悅目多了，過去殘破、髒亂也是視覺

障礙的街角，在市府進行空間改造後，成為人們短暫停留、休憩、人潮疏散

或活動的好場所。 

臺南市政府的「好望角專案計畫 」，特點是「花小錢醫大症 」、「小兵立大

功 」，拆除原本荒廢的街角空屋，栽植非洲鳳仙、矮牽牛、四季秋海棠、日

日春等草花加以美化，把街角妝點得多采多姿，路過的市民自然感受不同。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處長莊德樑舉例，像是安南區州北社區的入口意象，就

用「好望角 」的方式呈現，面積約 150 平方公尺，原來的市有地被民眾擅

自占用興建檳榔攤，影響市容觀瞻，經州北社區委託社區規劃師黃書偉報請

臺南市政府列入好望角計畫，經過拆除違章檳榔攤、取得用地、圖面送審、

施工等程序，工程經費才 19 萬元，「真的很省，但效果很顯著！」他說。

「原來，要讓市容變漂亮，並不需要大工程，

只要發揮創意，小地方、小角落就有令人驚艷的效果！」

一位在臺南市教國中美術課的黃老師如此評價市政府推動的「好望角 」計畫。

01

34

Chapter 1

還 

真



01   「好望角」計畫是城

鄉風貌「小兵立大

功」的典範。

02   校園打開圍牆，成為

社區與學校共同分享

的休憩空間。

03   「好望角」的精神向

校園延伸，創造更賞

心悅目的環境景觀。

04  圍牆拆除後，視覺穿

透性也大為提高。

校園跟進 好望角更愜意

好望角從市有地、國有地轉進校園周邊的街角，例如協進國小的好望角公

園，原來是殘破不堪的低矮建築和老舊圍牆，配合市府的好望角計畫，如今

拆了老圍牆，改造成綠籬木凳，設置雅緻的健康步道，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綠

意盎然和不時飛舞的蝴蝶，老樹上還有白頭翁棲息，清晨、黃昏或是夜幕低

垂之際，常吸引社區民眾來此散步休憩、閒聊談心，徐徐清風夾帶淡淡花香

撲鼻而來，令人心曠神怡，放學時，更是學生們等候家長的安全點，晚上又

在優雅的燈光陪襯下，變身成為情人雅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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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望角打開了社區和學校之間的藩籬，找出兩者的互動機會，也彌補在短

期間內無法開闢公園的綠地供給缺憾，真是一舉數得！」當年參與此計畫的

前臺南市都市發展局長李得全說，好望角這個創意和改變，讓學校「意外 」

擁有一座多功能的花園，令人耳目一新，這也是多所學校身體力行參與改造

後，獲得的一致好評。

東豐路、長榮路口的成功大學研究生宿舍也自行開闢好望角，校方發揮創

意，利用枯木把這裡打造成質樸、原始的藝術空間，適合民眾休憩，成為一

處優質的轉角空間，之後即由成大校方負責管理維護。

臺灣第一所高中─國立臺南二中，也積極配合市府的好望角計畫，主動拆除

圍牆並退縮街角空間留設廣場，讓美麗的校園不再孤芳自賞，提供更寬闊的

人行空間和視覺穿透性佳的美麗街角，和民眾與社區共享。 

對臺南二中全體師生而言，這處好望角廣場其實是還原早年的歷史情境，因

為南二中當年的學生，就是從目前的好望角廣場進入校園，好望角的改造，

讓南二中有機會再重溫歷史的腳步，還原建校之初的空間風貌。校方把好望

角進一步變成音樂廣場，要提供聲光設備，讓它成為街頭藝文表演的城市小

舞台。 

這股拆牆風潮不斷蔓延，「連延平郡王祠的圍牆都拆了呢！」莊德樑

處長說。

 01  校園讓出空地變成賞

心悅目的花園，讓轉

角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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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圍牆解構 異曲同工

這股校園拆牆闢建好望角的風潮，也同步在臺南縣幾

所小學裡蔓延開來。例如岸內、西港、新光、大甲、

菁寮等國小，都一致將隔離校園與社區的圍牆拆除

或大幅降低，營造社區一體、學校社區化的新空間概

念，除了分享空間資源，並進一步和社區共同藝術創

作，美化新生的好望角。

鹽水鎮的岸內國小校長蘇琡美說，拆除圍牆後，原來

的圍牆改以種滿七里香的綠色土坡取代，不但社區馬

上看得到學校，視覺景觀更漂亮了，「以前常有人找不

到學校入口，現在視覺穿透性好多了。」她強調，除了拆圍牆、闢出公共開放

空間，還把原來的水泥舖面換成綠地，「往年這裡會積水，換成草地之後就不

會了。」

菁寮國小總務主任鄭明韋也說，拆圍牆、開闢通學步道的原始考量，是要擴大

家長接送區，有交通安全的考慮，不過，當圍牆消失，圍牆基座處改為弧形的

木質座椅之後，學生和社區居民常到樹下的椅上乘涼、聊天，為社區和學校營

造了互動的空間，也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質。

空地管理 見糟拆招

臺南市的好望角計畫自實施以來即獲各界好評，也吸引外縣市組團前來

觀摩。截至 97 年 10 月，「好望角專案計畫 」已完成一百三十餘處「好望

角」，成效斐然。

臺南市長許添財表示，為打造優質生活環境，臺南市推出「空地空屋管理自

治條例」，透過「好望角」、「見糟拆招」專案，在重要道路街角及公共空間

周邊臨街角部分切入，著手進行空間改造，整頓美化市容，為府城增添許多

美麗的轉角空間與景觀，讓人行環境更人性化。

「一開始像打游擊戰，連預算都不知道在哪裡！」莊德樑處長回憶，許市長

出國考察回來後，在 93 年的年度記者會拋出好望角議題，「記者會上立刻

交辦，還公開向外界承諾。」莊德樑處長笑著說，市府財政不是很好眾所皆

知，一開始大家也不知道什麼是「好望角」，但記者會過後，「市府全部動起

來，就是要使命必達！」

許市長先組成「好望角計畫專案小組 」，統合市府相關局處室，第一步先清

查全市包括聯外環狀道路、市區各主要街道有潛力的「希望改造點 」，並確

定其產權歸屬後，即回頭召開專案會議討論分工和所需的經費分配。

02  清除原有的障礙物，

街頭現出一抹綠意的

口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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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發揮「減法 」公權力貫徹到底

莊德樑處長表示，由於 93 年度並未編列相關經費，在預算有限的考量

下，執行好望角改造的工程費用必須由相關局處以小型工程事務費共同分

攤，好處是「人人有責、通力合作 」，排除經費編在某單位而出現任務集

中的現象。

此外，礙於經費拮据，同時展現「小地方，好場所 」

的優質環境，好望角改造必須發揮「減法 」的創意，

透過花草植栽的簡易綠化，達成空間印象的翻轉效

果，因此，每個改造點只花數萬至數十萬元。

遇到頑強的「釘子戶 」怎麼辦？莊德樑處長說，像

在公有地上占用作為檳榔攤等行為，市府都會事先溝

通，若溝通無效，只好動用公權力強制拆除，並派駐

員警站崗，直到改造完成為止，貫徹執行的決心不容

質疑。

01  圍牆阻隔了視線和空

間串連。

02  用綠籬取代圍牆，空

間美質更佳。

03  清理出人行步道系

統，為城市樂活指數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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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打開圍牆成為活化空

間的重要手段。

05  學校入口變開放空間，

結合公共藝術，提升了

視覺景觀品質。

06  加入公共藝術元素，好

望角空間更具美感。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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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擴散 由下而上提案

莊德樑處長指出，一開始的前兩年，均由市府主動清查潛力點，採「由

上而下 」方式推行，95 年起進一步推行「府城處處好望角 」計畫，6

個區公所開始主動提案，讓好望角陸續往社區延伸，接著又鼓勵民眾和

建築業者參與提案改造，擴大參與面，市府也在「府城建築好望角獎 」

中增設民間建築類獎項，讓公部門及私部門共同攜手創造優質的府城好

望角。 

莊德樑處長表示，經過逐年的提案、改造、評選獎勵，好望角愈來愈

多，也成功地讓市區街頭的髒亂點改頭換面，蛻變成賞心悅目的小型

「口袋公園 」，除了景觀上的貢獻，破除視覺障礙的好望角提供更佳的視

覺穿透性，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發生的機率，同時也增加綠地空間，排除

行人的障礙，成為環境美學的最佳傳道者。 

維護管理 年年考評

年年誕生許多好望角，維護管理是一大負擔，但市府提出一套管理辦法，除

了根據好望角的產權歸屬指定管理者外，也開放民間認養，而且每一處好望

角都有命名，並由市長或相關局處首長主持啟用典禮，以彰顯慎重之意，也

讓民眾予以珍惜、主動維護。

此外，市府針對已完工的好望角，實施一年兩階段的管理考評，對維護不善者

加以公布，同時培養志工加入維護管理工作，雙管齊下，以收永續發展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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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望角計畫 躍升為空間治理法規

由於好望角發揮擴散效益，許多臺南市新推案的建築基地，建商多會

要求主動留設好望角，一來配合市政建設，二則有利推案銷售，一舉兩

得；有的閒置已久的空地地主看見土地周邊出現好望角，也興起開發念

頭，「好望角拉抬了地價，早點開發也不必再繳空地稅了。」莊德樑處長

解釋。

在這樣的氛圍下，96 年 3 月起，市府進一步將推行的好望角計畫拉高層

次，訂定好望角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要求新都市計畫區臨街面的建築基

地，必須在申請建照時即預先留設開放空間作為「好望角」。

市長態度 成功關鍵

「市長的全力支持是好望角成功的最大動力！」莊德樑處長和前都發局

長李得全異口同聲地說，市長的態度是關鍵，如果市長玩真的，各單位

就不會有馬虎心態，「該編的錢要編出來，該做的橫向連繫也會貫徹執

行。」兩位前後任首長強調，市府還讓每年評鑑較差和較佳的社區彼此

交流、觀摩，找出問題和成功關鍵，「就像打樁一樣，每個案子要顧得

深、準、牢，效益自然會擴散！」

李得全還強調，當時他每周三都會利用例行記者會和媒體記者暢談好望

角的諸多好處，並透過媒體的力量宣傳公民和環境美學，為可能發生的

阻礙蓄積排除的能量，「贏得媒體的支持，更有利於市政的推動！」。

01  沒有圍牆的校園也常

令家長擔心，但實際

上是多慮了。

02  用綠籬取代圍牆是空

間治理的上策。

03    加以綠化的好望角帶

給人們愉悅的視覺感

受。

04  好望角的成功推展，

再度讓臺南市的空間

治理獲得外界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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