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師大生活圈 

編號 師大22 陳情人 吳○美 

訴求意見

與建議 

第1次陳情 

    反映大安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會議相關事宜。 

    民眾表示都發局於4/19有召開一個大安區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會議，且研討結果要擴大師大商圈，民眾

表示很贊同這項決議，希望相關單位能儘快執行。以

及民眾表示臺北市經濟沒落，就是因為從師大商圈開

始沒落，間接影響到臨江市場與東區，且當時開會有

說明會先以師大商圈作為示範區讓經濟活絡，故民眾

很贊同此項決議。敬請相關單位參酌考量。 

第2次 
專案小組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師大1第2次專案小組市府回應說明。 

第2次專
案小組建
議意見 

同編號師大1。 

訴求意見
與建議 

第2次陳情 

    重新檢視師大商圈根據地-龍泉商圈的振興繁榮

對國家形象與門面的幫助與提升。 

 

    我是龍泉商圈，師大社區，古風里在此居住二十

年的居民。 

    民主是個大家可以坐下來談的機制，他是個選擇

題，不需要雙方劍拔弩張變成是非題。大家都是為師

大社區好，都是生活在這裡的居民，不必分你我而在

原地打轉，使得我們的生活層次沒有進步，只有更落

伍。 

   我們現在就是在做選擇；師大商圈絕對不是單純

地僅能做一個養老的社區；他被賦予的使命應該不只

於此。他是國家門面，是國民生活水平的表徵；他特



殊地理環境及文化價值是非常寶貴的；每年有來自世

界各地70多個國家，5000個自費生和2000個交換生在

師大學習中文，這數據可從師大網站查知。每天有這

麼多來自世界各角落的精英份子在師大商圈來來去

去，而且現在是手機時代，是個隨拍隨傳的資訊時

代，這些外國人在師大商園生活的每一天就是將我們

台灣門面傳送到他們的家鄉的每一天，所以師大商圈

的榮辱興衰對國家門面的影響層面非常重大的。 

    我們並不要求將師大商圈範圍無限擴大，相反的

我們要的和大多數的在地居民一樣，就是將現有原本

就已存在的師大商圈的根據地--龍泉街正常化，這條

龍泉街是原本就存在師大社區已五、六十年的商業活

動中心；只因早期都市計畫太簡陋，且法規的經營業

別項目早已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像是法規上明列

可經營的項目，例如:獵具、印刷品、郵購社、雜貨

店、估衣、錄音帶、唱片等，這些市面上早已不多見

的行業根本已不符合當代市場上的需求，本來就是該

隨著時代進步而被提出檢討修正的條文項目了，結果

我們還在抱著這些不合時宜的法規不放，被這些過時

的法條給掐住喉嚨。 

    事實上龍泉街經營店家早已落地生根，並且促進

師大社區繁榮五、六十年了。我們的訴求就是讓師大

商圈現有的龍泉街店家營業正常化，合理化，讓整條

龍泉街從頭到尾，從左側到右側的店家都可以正常營

業，正常繳稅；不要讓辛苦經營的店家因為不合時宜

的法令，限制了行業別的經營項目，而被有心人以巷

弄未滿六米，不可做服飾營業，不可做輕食、飲料店

等等的限制，而不斷向都發局檢舉店家違法，使得經 

管店家遭受都發局開立巨額罰款，被迫黯然離開苦心

經營已久的師大商圈，讓整個師大商圈蕭條，往沒落

的方向走去。 

    師大商圈對店家來說，經營的商圈位置固然很

好，但若罰單接不完，一個一個店家離開了；創業不

易，經營人才一個一個走了，特色自然消滅，也就彰



顯不出特別，尤其現在的商圈的經營業者，或多或少

都因為消費者透過方便的網路購物行為，而使得實體

店面逐漸萎縮，這種情形在各個商圈都在發酵中，所

以東區、通化街、士林等實體店面都逐漸沒落了，但

是師大商圈若是真的跟著沒落或消失，那麼國家門面

沒有了，國民外交失敗了，師大當地繁榮不見了，年

輕人也離開了，剩下一座孤寂的死城，外國人來台學

習中文也就這樣平平淡淡的離開，在他們心裡，這裡

沒特色，要跑去墾丁才有感覺，那麼的話，師大社區

這個都市計畫是失敗的，是對不起全國人民和後代子

子孫孫的。 

    都市計畫的謀劃，本來就是一個大破大立的做

法，不要畏懼民粹，要將現有早有營業五、六十年的

商圈保護好，管理好，要開放營業項目，不論是空

汙、環保、衛生、噪音都依中華民國現有法令規範來

管理，若干時間後，您們一定會發現，師大商圈真的

越來越好。 

    在座的各位委員，您們正在寫歷史，您們的遠

見，您們的判斷力會影響今後的子子孫孫，師大商圈

是很稀有的寶貝，不要讓它萎縮，不要讓它沒落，不

要讓它被消滅，一旦師大商圈消失了，我們只有剩下

緬懷，只有惆悵，和對不起這裡的子子孫孫的遺憾。

因為十年之前的師大社區原本就有留下來很多的師大

商圈美好的資源與傳承，只是被現在的我們逐一丟掉

了，太可惜，真是太可惜了。 

    我知道委員們對於眼前的一些莫名的抗議，會有

很大的壓力，但都市計畫就該有魄力，有長程的規

劃，不該拘泥於無理的民粹壓力，尤其是經過這八年

來的住戶與商家的磨合後，這些現存的商家都知道住

戶們要的是什麼，底線在那裡；所以開放這些原本就

存在的龍泉街商家，放寬法條，讓大家有活路可走，

師大商圈得以振興，都市計畫才會更好更成功。 

    在此，懇求各位都市計畫委員們，請您們選擇留

下這條龍泉街吧!保護師大商圈這塊僅存的龍泉街店



家吧!放寬法條，讓大家有路可走，讓師大商圈得以

振哭，讓我們共同創造一個國家贏，臺北市政府贏，

住家贏，店家贏，消費者贏的五贏局面吧! 

 

第3次陳情 

    期望可以保留龍泉商圈這條商業街，讓營業項目

可以開放加入輕食業、藝文咖啡、茶藝館、飲料店、

運動用品店、3C 用品店，把師大商圈打造更多元更有

文藝特色的新面貌。 

我是住在師大商園的居民，在此生活20年，是龍

泉街雙號後半的店家，全家族住在店家樓上。55年

前，我的公公婆婆在龍泉街和師大路及泰順街交接處

買了一間日本宿舍，後來改建為一樓登記三間店面，

二樓至四樓為住家，我們到現在都一直住在這裡，第

三代都18歲了。 

其實我們都明白，現在的商圈的經營業者，或多

或少都因為消費者透過方便的網路購物行為，而使得

實體店面逐漸萎縮，這種情形在各個商圈都在發酵

中，所以師大商團會沒落也是難免的。 

但是師大商圈若是沒落或消失，就真的很可惜

了! 

    師大商圈跟別的商圈最大的不同是:師大商圈代

表的是國家的門面，他特殊地理環境及文化價值是非

常寶貴的；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地70多個國家，5000個

自費生和2000個交換生在台師大學習中文，這數據可

上台師大的國語教學中心網站查知。 

    師大商圈背負著這個天職，在師大商圈的店家是

有使命的；創造一個精彩又多元的師大商圈，並透過

這些來台學習中文的外國人眼睛、他們的手機、他們

網路，讓全世界看到一個精緻有特色的師大商圈，這

也是宣揚台灣之美的最佳方法。 

    在此提出我的訴求:請開放這個原本就已存在

四、五十年的師大商圈，並讓其東西向範圍由師大路

單號側至龍泉街單號側第一排店；南北向範圍由師大



路39巷至師大路105巷；也就是「地籍套繪都市計畫

使用分區圖」中的街廓8、街廓9、街廓10和龍泉街單

號側第一排店目前現有早已營業四、五十年的這條商

業街，明明白白地維持並保障其商業行為，開放經營

項目如原本就已整條街都是的服飾店，並加入輕食

業、藝文咖啡、茶藝館、飲料店、運動用品店、三 C

用品店，把這師大商圈打造成更多元更有文藝特色的

新面貌。 

    師大商圈這裡有很多年輕人願意來此創業，年輕

人靈活的原創力會為師大商圈注入源源不絕的活力，

師大商圈從以前就是這樣，培養了很多老闆，創造很

多的就業機會，為國家帶來了很多稅收，我們師大商

圈要活化，需要的就是這些年輕人的投入，及法規的

放寬，以鼓勵人才的進來。 

    在座的各位長官，您們正在寫歷史，您們的遠

見，您們的判斷力會影響今後的子子孫孫，師大商圈

是很稀有的寶貝，不要讓它萎縮，不要讓它沒落，不

要讓它被消滅，一旦師大商圈消失了，我們只有剩下

緬懷，只有惆悵，和對不起這裡的子子孫孫的遺憾。

因為十年之前的師大社區原本就有留下來很多的師大

商圈美好的資源與傳承，只是被現在的我們逐一丟掉

了，太可惜，真是太可惜了。 

    我知道長官們對於眼前的一些莫名的抗議，會有

很大的壓力，但都市計畫就該有魄力，有長程的規

劃，不該拘泥於無理的民粹壓力，尤其是經過這八年

來的住戶與商家的磨合後，這些現存的商家都知道住

戶們要的是什麼，底線在那裡；所以開放這些原本就

存在的龍泉街商家，放寬法條，讓大家有活路可走，

師大商圈得以振興，都市計畫才會更好更成功。 

    這是我的意見，請各位長官參考。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師大136市府回應說明。 

委員會議
決議 

 



編號 師大23 陳情人 徐○蓮 

位置 

大安區師大路49巷、師大路59巷、師大路83巷、師大

路93巷。 

 

訴求意見

與建議 

第1次陳情 

    反映師大路不要劃分為住商特區相關事宜。 

    民眾反映該處的文商協會建議局處希望能將上述

地點變成住商特區，但是當地居民其實不願意劃分，

民眾表示因為只有一樓店家受益，且店家做生意會導

致周邊道路皆有垃圾，如果劃分特區會造成假日人潮

過多，影響民眾居住的品質，故請相關單位協助不要

劃分為住商特區，敬請相關權責單位派員勘查處理。 

 

第2次陳情 

一、 在7年前，民國100年，居民商家爆發衝突，24小

時營業的餐飲、酒及營業到凌晨2點的餐廳、營

業到11、12時的夜市，吵得居民不得安寧。 

二、 目前的夜市，許多在樓梯出入口賣鍋貼、賣首

飾、賣割包，請問這公安是可行嗎？！(附件一) 

三、 師大路83巷及93巷，由小「7」商店為頭，開始

將「防火巷」違建堵到巷尾，發生火災，該如何



是好！(附件一、二) 

四、 公寓房的地下室是防空避難室，如在5公尺、6公

尺道路開放一樓及地下室，餐廳客戶在地下室玩

「火球」等刺激的遊戲，魯味在「防火巷」燒熱

食，樓上的住戶該如何「安全、安靜」的居住。 

五、 目前各巷道都在開餐飲，如師大路83巷就有「伊

洛瓦底」及「魯味」(附照片)，師大路93就有

「双魚坊」、「甘泉魚麵」、「homemade cake」(最

近一個月遷入)，及一間擬「高」租金租給餐廳

營業，但乏人問津。(附照片) 

六、 如開放5公尺、6公尺經營餐飲，目前具有文化特

色的商店會被趕走，因為第三者會高價向屋主

租，再轉手賺「月差價」，高額的租金必造成餐

飲用「活動」吸引顧客，酒類飲品入侵，吵雜、

騷動等，居民該如何健康生活(附件二)。燒烤之

類，使居民空氣品質變差，得「癌」的機率增

加，情何以堪。 

七、 我曾上網看公告(107年12月)，並未見到將「師

大路」改「住三特」的呈請消息。且107年12月

公告內容有「住宅」就是「住宅」不會變更的字

眼。何以現在要加「特」。 

八、 我們在108年6月10日收到都發局掛號要開公聽

會，這公聽會應在商家呈請時開，再「送審」，

何以我們事後再開，且居民完全不知就「送

審」。 

九、 都市發展是往健康、安靜、「好」的方向走，何

以讓「文教區」淪為「夜市區」，夜市「髒」

「亂」「吵」，臺中都關掉６家夜市，夜市是居民

最厭惡的地方，是30年前的「未開發」地。 

十、 大環境差，大家都「節省」，東區也許多店熄

燈。 

十一、 請將街廓「50%」改成「90%」以上，因為我

們不願改成「住三特」。 

十二、 請依公寓法第16條之規定，保護居民及8公尺



以上才能開餐飲，不要開放師大路、泰順街、雲

和街等為「住三特」。「請依個資法保護陳情

人」。 

十三、 違法的店家，應於每年必須在里民大會中通

過重新審查，夜市就會移到合法的商業區，居民

生活品質才可提升，非倒行逆施將「住三」改成

「住三特」。 

附件一 

 
附件二 

 
附照片 



 
這是劃斜線，擬開放「住三特」。但沒變「住三特」，

每天生意興隆。 

 
這商家非飲食類，性質別適合住宅區。唯一是「招

牌」請勿掛在樓梯公共處，但「不理」，如每家都如



此，住宅該如何！ 

 
師大路83巷下午2點拍，除將售2間外，連外牆都是店

家。 



 
師大路93巷下午2點拍，兩邊店家滿滿的。 

放寬土地使用，好不容易乾淨的家園將變成有公安危

險(防火巷堵)吵、亂、髒、空氣汙染的環境，飲食店

不只21組連22組均入住。 

第2次 
專案小組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師大1第2次專案小組市府回應說明。 

第2次專
案小組建
議意見 

同編號師大1。 

訴求意見
與建議 

第3次陳情 

廢除「師大夜市」、「師大商圈」 

1. 我們師大社區的里民及居民，不論現有的任一條巷

弄，現在及未來均拒絕改「住三特」。康青龍時

代，就是「龍泉街」開始吵鬧影響巷內住戶。 

2. 請將吵雜、髒亂的「住三特」改回「住三」。營建

署也擬推動「寧靜宅」。 



3. 師大社區，師大路83巷、93巷、泰順街50巷、54巷

等等巷弄，已有居民生活所需而設的「商一特」，

也有依土管法附條件開設的許多社區小型商店，還

有北邊和平東路、南邊羅斯福路商三的區域型店

家。 

建議： 

我們居民，要的是嬰幼兒兒童遊樂場、銀髮族休閒中

心、圖書館。請將社區內老、舊、破的公寓「都

更」。如中央通訊社合作擴建，面臨大馬路1、2樓供

商家營業，2樓或3樓以上供里民活動，設立圖書館、

教學或辦公室及兒童遊樂場及原住戶住。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師大136市府回應說明。 

委員會議
決議  

編號 師大38 陳情人 梁○文 

訴求意見

與建議 

第1次陳情 

    由於臺北市住商混合情形各處可見，建議臺北市

政府修改臺北市土地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住宅區營業業

別規定，將正面表列改為負面表列，另將面臨路寬限

制由八公尺放寬為六公尺。 

第2次 
專案小組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師大1第2次專案小組市府回應說明。 

第2次專
案小組建
議意見 

同編號師大1。 

訴求意見
與建議 

第2次陳情 

    建議將設於龍泉商圈出入口的泰順街54巷25號1

樓圍牆外劃設之停車格與設於師大路93巷18號1樓之

停車格改為行人專用道，讓行人可以好好地欣賞彩繪

圍牆與美化市容，謝謝。同時可以保障消防安全，萬

一有火災發生時，才不會阻礙消防車之進出。 



 

    本人是住在師大路的居民，明明我們龍泉商圈的

龍泉街是做店家生意的，一到晚上就是夜市生態，人

潮就會自然往龍泉街走去，結果市政府卻在龍泉商圈

入口處的泰順街54 巷25號 l 樓的圍牆外劃上停車格

提供約20台機車停放。這個停車格的設置是非常不智

的設計；首先，龍泉街是六米巷弄又是個商業區，來

來往往，進進出出的行人很多，出入應以行人安全為

優先，甚至基於消防安全考量，應該規劃的是行人步

道，甚或簡易的輕便座椅供人乘坐，這才是人性化的

規劃。 

    此外，師大路93巷18號的屋主簡先生，人家願意

提供他的圍牆，由師大文商協會出資，找了一個藝術

水平非常高的藝術家來彩繪這座圍牆，明明花了很大

的功夫，將一座灰突突不起眼的灰牆改造成一座活靈

活現的森林，讓整個社區景觀更加美化；唉呀，青山

綠水，綠樹成蔭，鳥語花香，還有一隻可愛的小鹿斑

比…可是為什麼又有不搭嘎的停車格呢?附上照片四

張供長官們參考，是否將停車格廢除，改劃行人專用

道，讓來這裡的人可以好好欣賞彩繪佳作，使得我們

的都市計畫更符合生活，也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

呢?!謝謝。 

 

 



 

市府回應
說明 

本案陳情係屬廢除停車格及劃設行人專用道建議，不

涉及調整土地使用分區，陳情人意見將轉請本府權責

機關卓處。 

委員會議
決議  

編號 師大131 陳情人 

林○潔 

(以下為第2次專案小組會後新增陳情

民眾) 

劉○傑、宋○潔、李○雄 

訴求意見

與建議 

放寬師大商圈部份地區營業業別 

鑒於師大住商爭議多年，原因主要是「土管法」不合

時宜造成住商混合普遍的臺北市都計發展受限制，而

師大商圈成為犧牲者，尤為不公，造成明星商圈蕭條

至為可惜！建議在不擴大商圈範圍下，適度放寬輕

食、藝文咖啡、文創服飾業別，既可不侵擾居住權

益，亦可為師大商圈注入新活力。感謝! 

第2次 
專案小組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師大1第2次專案小組市府回應說明。 

第2次專
案小組建
議意見 

同編號師大1。 



委員會議
決議 

 

編號 師大132 陳情人 

謝○瓊、邱○仁 

(以下為第2次專案小組會後新增陳情

民眾) 

林○和/林○玉 

訴求意見

與建議 

請臺北市都市畫委員會放寬師大商圈業別限制 

鑒於師大商圈因位處住宅區，受臺北市都市計畫法道

路寬度之限制，讓原本極具人氣商圈逐漸蕭條，令人

扼腕。為搶救師大商圈並兼顧居住品質及符合基本生

活需求，建請市府「重新劃定商圈範圍」和「增加新

商圈內許可營業項目」。 

(一) 劃定商圈範圍 

北：雲和街 

南：師大路105巷 

西：師大路單號側 

東：龍泉街23號至73-1號第一排店 

(二) 放寬業別： 

輕食(非明火、無油煙) 

藝文咖啡 

文創服飾 

第2次 
專案小組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師大1第2次專案小組市府回應說明。 

第2次專
案小組建
議意見 

同編號師大1。 

委員會議
決議 

 

編號 師大133 陳情人 

許 ○ 妮 、 林 ○ 米 、 徐 ○ 瀅 

(以下為第2次專案小組會後新增陳情

民眾) 

徐○偉、杜○英 

訴求意見

與建議 

建請臺北市都計委員會放寬師大生活圈業別限制 

(一) 請北市府拿出有效良方，解決住商爭議 



(二) 明定商業街區，確保住商權益 

明列商圈範圍放寬業別 

北：雲和街 

南：師大路105巷 

西：師大路單號側 

東：至龍泉街23號至73-1號第一排店 

建議放寬許可營業項目 

輕食(非明火、無油煙)、藝文咖啡、文創服飾 

(三) 強化商圈管理委員會，制定自律公約 

(四) 修訂不合時宜土管法，實際反映都會需求 

 

請求在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大安區通盤檢討大會發

言。 

第2次 
專案小組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師大1第2次專案小組市府回應說明。 

第2次專
案小組建
議意見 

同編號師大1。 

委員會議
決議 

 

編號 師大138 陳情人 

徐○承、徐○瀅、石○楓、杜○

容、蘇○雲、陳○華、蘇○承、

吳○美 

訴求意見

與建議 

師大商圈8年來因不合時宜土管法對住宅區(住三)的道

路寬度限制營業業別，導致商圈蕭條，住商嚴重對

立！我們贊成師大商圈部分放寬限制，在不影響多數

居民權益下放寬限制。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師大136市府回應說明。 

委員會議
決議 

 

 

 



臺大生活圈 

編號 臺大2 陳情人 
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北部

地區工程營產處 

位置 

第1次來文 

辛亥段五小段229、229-1、231、232、233、236、

245-3、246、248地號等9筆道路用地 

 

訴求意見

與建議 

 (107年11月20日備北工營字第1070005066號函) 

    空軍作戰指揮部列管「福興營區」坐落臺北市大

安區辛亥段五小段229、229-1、231、232、233 、

236、245-3、246及248地號等9筆道路用地，現況作為

軍事用地使用，請惠予錄案變更使用分區為「機關用

地」，以符管用合一。 

第1次 
專案小組
市府回應
說明 

有關空軍作戰指揮部建議變更本市大安區辛亥段五小

段229、229-1、231、232、233、236、245-3、246、

248等9筆道路用地為機關用地，查前開245-3地號為營

區前一土地，現為已開闢完成之道路且供公眾通行，

爰建議維持原計畫為「道路用地」；另229、229-1、

231、232、233、236、246、248等8筆道路用地，除作

為串聯羅斯福路四段及辛亥路三段之東西向通路外，

還有助於紓解部分基隆路交通量及整體路網串聯，亦

建議維持原計畫。 



第1次專
案小組建
議意見 

(108年4月19日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 

依市府本次會議市府回應。另市府針對福興營區內該

計畫道路之定位說明，除為疏解基隆路車流之替代道

路外，應加強作為防災避難道路之說明。 

位置 

第2次來文 
辛亥段五小段230-6地號 

 

訴求意見

與建議 

(本府都市發展局108年5月29日北市都規字第1083037244號函轉

108年05月08日備北工營字第1080002400號函) 

主旨：有關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五小段230-6地號乙筆

國有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更案，請查照。 

說明：旨揭土地，使用分區為「軍事機關用地」，經本

部檢討已無使用需求，為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

產移交國有財產署接管事宜，請惠予協助將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變更為「機關用地」，俾利辦理

後績。 

市府 

回應說明 

考量本市大安區辛亥段五小段230-6地號土地「軍事機

關用地」主管機關已無使用需求，且緊鄰之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亦無使用需求，為維護分區完整、一致性，

建議比照毗鄰土地變更為保護區，維持低密度使用， 



並納入主要計畫變更編號臺8。 

委員會 

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