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疆界之變遷地圖（左上：日治時期、左中設 

鎮時期、左下：併入臺北市、右：現況） 

 臺北市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檔案開放應用時間、地點 

 檔案應用申請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2時至 5時(例假日及國定假日除外)

 檔案應用閱覽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2時至 5時(例假日及國定假日除外)

 檔案應用服務諮詢電子信箱：

web02400@mail.taipei.gov.tw

 檔案應用服務電話：

02-27825196分機 114

 檔案應用場所：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 1段 360號 4樓

(檔案閱覽室)

交通指南 

中央研究院舊大門 

日據時代南港火車 



南港區名的由來 

清治時期，本區屬於大加蚋(佳臘)堡，

日治時期，本區改為南港，並與內湖合併成

「內湖庄」。戰後方獨立成為南港鎮。南港

的地理位置，在基隆河交流旁的一個港灣，

相對於汐止老市集北碼頭（北港，以往有北

港社），被稱為「南港仔」，簡稱為南港，

與雲林縣「北港」鎮看似相對應，在地理空

間位置上卻是錯置，其實這二個地名卻一點

關係也沒有。 

 

 

地理疆域 

    南港區位於臺北盆地之東緣，臺北市之東

南方，基隆河下游南岸，南港山脈的北側。境

內丘陵地分布在南半部，海拔約 400 公尺上

下，北半部為平原。全區面積 21.8424平方公

里。行政區界如下： 

    1.東：以大坑溪與新北市汐止區為界。 

    2.西：以三張犁截水道至縱貫鐵路，及中

坡南、北路接福德街至拇指山山脊

線，與松山區、信義區為界。 

    3.南：以福壽山山脊線與文山區、新北市

深坑區、石碇區為界。 

    

 4.北：以基隆河中心線與內湖區為界。 

行政區劃的變遷 

南港地處錫口（松山）、水返腳（汐止）

和內湖間，其發展略晚於鄰近的城鎮。日治末

期，南港乃歸內湖庄所轄，往來多靠乘船渡

河。民國 35 年，在地方士紳的奔走下，南港

獨立成鎮，行政區隸屬於臺北縣。民國 57年 7

月，臺北市改制為直轄市，並將南港、景美、

木柵、內湖、士林、北投等郊區六鄉鎮，併入

臺北市十二個行政區之一。 

 

 

 

 

 

       

 

 

     

 

 

 

 

 

 

 

 

 

 

   南港行政疆域變遷彙整表 

朝代 時間 行政區域 

明鄭  天興縣、天興州 

清朝 康熙、雍正年間 福建省臺灣府諸羅縣「南港社」 

(平埔族社) 

 

 

（平埔族社） 

乾隆、嘉慶年間 福建省臺灣府淡水廳「南港仔莊」 

道光、同治年間 福建省臺灣府淡水廳「南港仔街」 

光緒年間 臺灣省臺北府淡水廳「南港仔莊」 

日治 

時期 

明治 28年（1895年） 臺北縣南港莊。 

明治 30年（1897年） 臺北縣臺北辦務署南港莊。 

明治 32年（1899年） 臺北縣水返腳辦務署南港莊 

明治 33年（1900年） 臺北縣臺北辦務署南港莊 

明治 34年（1901年） 臺北廳錫口支廳南港莊 

明治 42年（1909年） 臺北廳錫口支廳南港區 

大正 9年 （1920年） 臺北州七星郡內湖莊。 

民國 

時期 

民國 35年元月 臺北縣七星區內湖鄉 

民國 35年 7月 臺北縣七星區南港鎮 

民國 36年 臺北縣淡水區南港鎮 

(七星區併入淡水區) 

 民國 39年 臺北縣南港鎮（此時廢區） 

民國 57年 臺北市南港區 

                   

 

 

 

 

 

 

 
民國 37年南港鎮公所合照 

鎮長蘇溪合(南港回顧) 

民國 45年南港成立 10週年 

      (南港回顧) 民國 57年南港改制為區 

(南港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