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四 

清領時期 

在近三十二平方公里的內湖區版圖中，平原與山坡地分別約佔四六比例；俗諺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由此話來比對內湖的土地利用、經濟發展情形：於

清領時期之前，先住民凱達格蘭平埔族人傍水而居，土地的利用，則是簡易的

雜作（如種植地瓜、甘蔗等）、牲畜飼養和狩獵場；經濟發展型態，則為自給

自足或以物易物方式行之。 

清康熙末年至乾隆、嘉慶年間，漢人先民陸續前來租園墾荒；滿田遍地金黃色

的稻穗，即是先民汗水的成果。此階段的經濟發展，係以農業為主。清光緒八

（西元 1882 ）年元月，開始動工興築的臺北府城，其城牆石材，係來自本區

北勢湖山區（今德明技術學院北面之大小金面山）所開採的「石英砂岩」產品；

此地石材的出產，歷經日治時期到臺灣光復初期，尚有少數的產量。 

 

日治時期 

從清光緒二十一（西元 1895 ）年，至昭和二十（西元 1945 ）年期間，內湖

地區的經濟發展，還是以農業為主，山產林業為副。另外，亦有煤炭、石材礦

業；其中的煤礦業，屬較為發達之產業，礦場分布則以內溝及大湖地區，為主

要的出產地。 

此時期，本區產業物品及民生用品的進出港埠，係以港墘渡口為主；因此，港

墘是內湖經濟產業物資品的集散及轉運市街。 

 

省轄時期 

臺灣光復後至民國五十七年六月間，內湖鄉的經濟發展產業，仍以農業為主，

其他尚有山產林業、煤礦業、工業。工業產品有紅磚、台灣瓦和土燒水管；全

盛期，有十餘座磚窯廠，日夜的生產製品，在基隆河沿岸，處處可見煙囪冒著

大量的黑煙。直至民國六、七 O 年代，由於環保意識的興起、房地產建築材料

的鋼筋水泥化取代，導致本區磚瓦業逐漸的凋零。 

內湖境內有二條煤炭層，北為木山層，南是石底層；木山煤層上主要有叭嗹、

蓬萊、友華、新福、福田（原名源美）、協興、振豐等煤礦場；石底煤層上主

要有五份、聯豐、豐田、台灣炭業、大永（原名永盛）等煤礦場；此省轄時期，

本區的煤礦業，堪稱為全盛期，有大部分的農民，則利用農隙，兼差煤礦業，

以增加家庭經濟收入。以民國五十三年，煤炭生產實績，計約 198,092 公噸。

民國七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位於內湖路三段六十巷內的福田煤礦場，因「瓦

斯突出」而發生礦坑災變，計有十三名礦工身亡及三十五人受到輕重傷；從此，

內湖的煤礦業就銷聲匿跡了。 

竹細工手工副業，從業的家庭婦女為數眾多，其生產收入可添補家用；竹細工

製品，有畚箕、謝籃、果籃、竹扇、斗笠、洗菜盛器等多樣性。 

 



直轄市時期 

本區的此階段，已由農業社會轉型成工商業都會區，處處大興土木，北勢湖工

業區、新明路工業區與內湖輕工業區的新設立，市地重劃的住宅區，多處陸續

的開發完成，新移民進駐呈現暴增狀況；其經濟發展乃屬於多元化，工商業普

遍蓬勃發展，各地的商圈，亦逐漸的形成發展當中，最為顯著者，有「湖光商

圈」、「東湖路商圈」與舊宗路一段的「大賣場聚落」。 

從五、六 O 年代起的市政「都市計畫」，本區前後歷經八期的「市地重劃」，

以及基隆河整治──截彎取直工程中，本區所有的平原土地，產生了極大的變化，

地景地貌完全的改觀；港墘及北勢湖兩處老街，因「都市計畫」、「市地重劃」

和「基隆河整治──截彎取直工程」三項因素的影響下，已從地表消失了。又大

部分的農地與山坡地，進行「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工作，導致農村社會

中，主要的農業經濟生產，頓時，全部停擺了；也因此，本區正式由「農村社

會」轉換為「工商社會」的現代化都會社區，實際符合了「 以謀土地最高之經

濟利用 」目標。 

民國九 O 年代，土地面積約有一五 O 公頃的「內湖科技園區」，一夕間的崛

起，現代化廠辦大樓鱗次櫛比的矗立著； 內湖科技園區原址，在尚未作基隆河

整治工程之前，除了港墘及北勢湖兩處老街區之外，大部分的土地利用，不外

乎為小型農業雜作地、魚池地及廢棄磚瓦窯廠區、廢耕農地等，更有些小型違

章工廠（如電鍍業）充斥其間，呈現一片雜亂之景觀。市地重劃後， 臺北市政

府「因勢利導」，加速科技園區相關法令的適時解套，當今已進駐了二十餘家

的企業總部及近十家的電子科技業研發中心，產生了科技業的「聚落效應」，

園區內廠商公司數，高達約二千家 註 1 之多；九十二年度，園區企業全年營

收額，已突破新臺幣一兆元經濟效益，是目前臺北市經濟產業的重鎮之一。 

圖片欣賞： 

  

早期，內湖多數婦女從事竹編斗笠手

藝。 

竹編謝籃曾是地方經濟產業中的手工

副業 



   

民國六 O 年代，眷村婦

女亦從事聖誕燈飾手工

業。 

民國六 O 年代，眷村婦

女從事打毛線手工業。 

石崁地區婦女們編織洗

菜盛器手工業，打工貼

補家用。 

 

從西元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間，內湖的經濟產業，農產品有稻米、蔬菜、

雜糧、蔗糖、茶葉和水果；其中的蔬果——大黃瓜，日據中後期，郭華讓庄長

曾予以外銷至中國大陸的東北地區；洲仔尾的蕃薯種藤，「遠銷」到台北縣貢

寮、雙溪地區，亦享有盛名。林產有竹材、竹筍、木材、木炭薪材等。 

依據昭和八（民國 22 ；西元 1933 ）年，內湖庄役場舊文獻，稱當時的「內

湖水利組合（後來改為七星農田水利會），水利灌溉面積是四八八甲（約 473 

公頃）；不過，在今日的內湖稻作面積，已是無農友在耕作了。再者，從內湖

區農會統計資料（民國 88 年底）顯示：全區耕地（含旱作）面積約七十餘公

頃，實際務農者僅存二百餘人；如此數據，可證明內湖的農業，盛況不再。 

當下的農產品，主要以蔬菜、花卉、竹筍和果實；其中以草莓、香菇和切花，

知名度稍較顯著。自民國七十三年元月二十八日，「內湖觀光草莓園」正式對

外開放觀光採果後，本地即成為臺北近郊休閒農業的好去處。 

日據至臺灣光復後的省轄中期，本地的漁業發展，係以基隆河的漁撈作業及少

量、小規模的埤塘漁業養殖為主；其中的河港漁撈船隻，是採用小帆船、跳白

仔、雙槳仔或舢舨等船型。出現基隆河漁撈作業的凋零情況，乃肇端於南港地

區的企業化工廠及臺肥六廠，工業廢水排入基隆河裡；又隨著都市化發展，人

口的激增，大量的家庭污水流入基隆河，漸成河水的主要污染源，導致魚、貝

類逐漸消失。 

 

以下係日據昭和九（西元 1934 ）年至昭和十三（西元 1938 ）年，內湖庄（包

含內湖及南港地區）農林業、漁業及畜牧業統計資料： 

生產額（單位：圓） 

農林業、漁業及畜牧業統計資料 



年度 農產物 林產物 水產（漁）

物 

畜產物 

昭 和 九  （ 西 元 

1934 ） 

688,745 59,462 2,463 146,943 

昭 和 十  （ 西 元 

1935 ） 

585,840 2,476   195,390 

昭和十一  （西元 

1936 ） 

984,118 28,849   179,784 

昭和十二  （西元 

1937 ） 

1,083,081 31,885 2,650 183,559 

昭和十三  （西元 

1938 ） 

1,096,678 41,782 2,685 194,572 

 

 

農業戶口數 

年度 自作者 自 作 兼 小

作者 

小作者 合計 

昭 和 九  （ 西 元 

1934 ） 

566 

戶 

4,921 

人 

511 

戶 

4,080 

人 

424 

戶 

3,056 

人 

1,501 

戶 

12,057 

人 

昭 和 十  （ 西 元 

1935 ） 

576 4,932 512 4,082 431 3,063 1,519 12,077 

昭和十一 （西元 

1936 ） 

584 4,998 521 4,143 436 3,116 1,541 12,257 

昭和十二 （西元 

1937 ） 

595 5,070 533 4,213 450 3,192 1,578 12,475 



昭和十三 （西元 

1938 ） 

598 5,088 540 4,285 458 3,407 1,596 12,780 

 

 

農業稻米耕作面積、收穫量及生產額 

年度 耕作面積 收穫量 生產額 

昭和九  （西元 

1934 ） 

2,788 甲 33,297 石 531,813 圓 

昭和十  （西元 

1935 ） 

2,729 25,106 451,680 

昭和十一 （西元 

1936 ） 

2,805 34,997 767,902 

昭和十二 （西元 

1937 ） 

2,814 38,780 842,996 

昭和十三 （西元 

1938 ） 

2,621 35,222 827,513 

 

 

林業 （包含保安林 61 甲 中之薪材、木炭、用材、竹類、筍、籜）生產額 

年度 生產額 

昭和九（西元 1934 ）年 59,462 圓 

昭和十（西元 1935 ）年 24,392 圓 

昭和十一（西元 1936 ）年 28,849 圓 

昭和十二（西元 1937 ）年 31,885 圓 



昭和十三（西元 1938 ）年 41,782 圓 

 

畜牧業產量 

年度 豬 水牛 山羊 黃牛 合計 

昭和九  （西元 

1934 ） 

3,921 

頭 

654 頭 60 頭 18 頭 4,653 頭 

昭和十  （西元 

1935 ） 

4,290 696 67 12 5,065 

昭和十一 （西元 

1936 ） 

4,168 740 70 6 4,998 

昭和十二 （西元 

1937 ） 

4,343 750 56 6 5,155 

昭和十三 （西元 

1938 ） 

4,771 675 56 2 5,504 

 

◎ 附註：以上表格統計資料，係參閱 《七星郡要覽》 

圖片欣賞： 

  

民國五、六○年代，內湖山腳地區農

村景觀。 

民國五、六○年代，內湖山腳地區舉

辦六角頭媽祖聖誕慶典活動。 



   

民國五十九年四月，臺

北市內湖區農會第一屆

理監事攝影留念。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

臺北縣內湖鄉農會全體

理監事攝影紀念。 

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

內湖鄉農會第五屆理監

事暨員工攝影留念。 

 

從清領到日治時期，由於內湖地區是臺北盆地的東北隅，且受到基隆河地理環

境的阻隔，而形成一封閉區域；又是屬於標準型的農村社會，商業活動僅限於

農產品交易行為，及聚落市街的日常用品販賣業務而已。此階段的街市聚落，

只有北勢湖老街、港墘老街、內湖梘頭及洲尾老街數處，商店則是頂多十數

家，甚至僅有寥寥幾家而已。 

臺灣光復之後，週美新明路方樹木、方八音、方金元伯仲家族，經營的毛刷製

品，海內外均享盛名；其家族經營的企業，在新明路就有國芳、同芳、信芳及

永芳四家毛刷工廠，生產髮梳、毛刷、工業用刷等製品，曾有「毛刷街」的封

號。直至本區升格改隸直轄市之後，境內已由農村社會轉變成都會工商業與住

宅混合區了；新工業區（例如：新明工業區、北勢湖工業區及內湖輕工業區）

和市街區的設立，又陸續開發多期的市地重劃住宅區，另有近十幾年來，市街

商圈已逐漸形成的「湖光商圈」及「東湖路商圈」；本區二十餘萬住民生活其

中，工商業均呈現蓬勃發展榮景。 

 

此直轄市階段中，較著名的企業，如以下的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太陽

誘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德安生活百貨：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五十年九月十四日，地方人士張國安與黃繼俊等人，於新明路成立「三陽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為新台幣壹仟萬元；當時，三陽公司與日本本田

公司簽訂技術合作，生產五 Occ 、一五 Occ 及一六 Occ 機車，係國內第一家

製造機車的公司，自製率為三 O%。其前身分別於民國四十三年，租屋創立

「三陽電機廠」，生產磨電燈，資本額新台幣三十萬元；以及民國四十八年，

「三陽電機廠」改組為「三陽電機有限公司」，並且在新明路購買二百坪土

地，新建廠房。 



民國五十七年，另成立「 南陽公司 」 ，主要業務為進口汽、機車。 民國五

十八年，三陽汽車廠開幕，推出「富貴」六 OOcc 轎車及「發財」三六 Occ 小

卡車；隔年，與美國通用汽車公司「 GM 」合作，製造「百福 Bedford 」大卡

車。民國六十三年，以資本額二億三千萬元，推出「野狼」一二五 cc 機車；

民國六十五年，三陽自行開發成功「史蒂田鐵」汽缸；隔年， 第一部本田汽車 

一二 OOcc「喜美」轎車上市；南陽公司成為三陽汽車之總經銷。當年，三陽得

到名列全國五百大民營製造業第二十一名。 

民國六十七年 十月二十四日 ，於新竹工業區動工興建「三陽新豐廠」。民國

六十九年，新豐廠加入生產行列；當年十一月，推出「喜美」一四 OO cc 五門

轎車。隔年四月，機車生產突破一百萬輛；「銀狼」一二五 cc 機車誕生。民

國七十一年，機車首次外銷多明尼加共和國，拓展外銷市場；並推出「喜美」

一四 OO cc 四門轎車及「金旺」九 Occ 機車。民國七十二年，再推出「領導」

九 Occ 機車；三陽鋁鑄及鐵鑄工廠開工；當年，得到名列全國五百大民營製造

業第十二名。 

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張國安因故離開三陽工業公司。七十八年， 新竹汽車廠加

入生產行列；當年十月份，機車生產突破三百萬輛。七十九年，三陽「迪飛」

一二五 cc 、「迪爵」一五 O cc 機車上市，三陽「雅歌」2000cc 轎車上市。

八十四年，榮獲工業自動化績優廠商，機車通過 ISO 9001 ，汽車通過 ISO 

9002 認證。 八十五年八月，三陽工業公司股票在臺灣交易所上市。八十八年 

十二月，內湖、新竹「廠辦合一」。 九十一年 三月，與韓國「現代汽車」技

術合作，總代理「現代汽車」之產品，六月結束與日本本田技術合作。 

目前，三陽為全國唯一同時生產機車與汽車的公司，屬技術及資本密集之產

業，資本額為 新台幣 八十 億， 從業員人數約有 二千四百 人；主要產品為

汽車、機車及其零組件、模、治、檢具等。四十多年來，累計生產機車達六百

多萬輛，為國內第一紀錄；從民國七十一年開拓外銷市場以來，機車外銷累計

達八十多萬輛，行銷海內外五十餘國。並擁有汽、機車同業中，大規模之專業

自動化設備與模治檢具之製造工廠 ── 工機廠。 

◎參閱資料： 

1. 《歷練 張國安自傳》 張國安 著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1997.05.15 第一版第 19 次印行版 

2.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網站資料 

 

台灣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一日，「台灣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創設於內湖路一段九

一巷一五號。該公司為日商太陽誘電株式會社一 OO % 出資設立，初期投資額

新台幣壹仟八百五十五萬元，土地面積有四九四 三坪 ；從事於圓筒、圓板型

陶瓷電容器和錄音帶及環狀變阻器等生產販賣。 



民國六十一年五月，成立「救濟交通事故獎學金」基金會，由何應欽將軍擔任

董事長。民國七十六年間，員工人數高達一千二百餘名，係提供內湖地區鄉親

最佳的就業機會。 

 

德安生活百貨 

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全國第一家社區型百貨公司——德安生活百

貨，於成功路四段一八 O 號開幕營業。整座樓層面積一三 ,OOO 坪，實際營

業面積為六 , 二 OO 坪，包括地上九層——分設名品館、流行館、仕女館、紳

仕館、兒童館、生活館、藝文館、遊樂天地、美食活動館、文化會館，和地下

一樓超級市場、美食坊；另設地下三樓層，提供三百個停車位設施。德安生活

百貨的進駐，促成「湖光商圈」快速的形成，提供社區民眾最佳的購物休閒去

處。 

圖片欣賞： 

   

舊宗路一段第一家大賣場

── COSTCO 新開幕 

設於公館山北側的大臺

北瓦斯槽提供市民生活

中的家庭燃料 

內湖路二段舊街的老店

舖景觀 

更名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其前身，即是「內

湖輕工業區」，係包括粉寮、港墘、洲仔及北勢湖舊地區；區域內，曾有港墘、

北勢湖兩處老街市。其園區範圍是行忠路、舊宗路二段、堤頂大道二段、內湖

路一段、港墘路及瑞光路之間，面積有一四九 . 七二公頃。 

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基隆河截彎取直工程正式動工，遂進行內湖第六期

土地重劃工作，將港墘、北勢湖兩處老街市剷平後；從此，基隆河內湖段北岸

的景觀，產生了極大的變化。經過三年的整地、溝渠管線及道路闢建工程就緒

後，「內湖輕工業區」雛型已逐漸形成中；原本構想是規劃為第二、三種工業

區，包括汽車修護業、金屬製品業、機械設備業、印刷業等等生產專區。 

民國八十四年間，遠雄企業團趙藤雄董事長看中了此一百餘公頃的園區「寶

地」。八十六年，率先於堤頂交流道旁，完成了遠雄「內科」裡第一棟廠辦樓

房－－底特律科技中心；之後，在內湖路一段三六 O 巷與洲子街口，繼續完



成加碼、貝塔、矽塔及爾法科技中心四棟廠辦大樓，形成一新街廓；八十八年

一月二十七日，在此新街廓的「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內湖分行」，係內湖科技園

區內，第一家進駐的金融機構。於短短的十年歲月，遠雄企業在內科合計蓋了

四十一棟廠辦大樓，總樓地板面積為九十六萬五千五百餘平方公尺，這傲人的

建設成績，是沒有其他第二家建設公司可以替代的。 

自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五日，第一家進駐的媒體廠商「時報廣場」落成啟用，暨

瑞光路上之自由時報印刷廠、臺北花卉批發市場 註 2 陸續開幕營業以來，號

稱「科技廠辦大樓」紛紛的競相興建；短短的近十年光陰，廠辦大樓鱗次櫛比

的矗立著。截至九十二年底，進駐園區企業單位數，已高達約一七五八家 註 

3 ；其中較知名的電子科技廠商，有研華科技、明基電通、台達電子、仁寶電

腦、光寶科技、大眾電腦、精英電腦等公司，企業營運總部，亦有十餘家，其

中較知名的企業營運總部，有光寶（股）、仁寶電腦工業（股）、精英電腦（股）、

倫飛電腦實業（股）、大眾電腦（股）、研華（股）、致伸科技（股）等；全

年企業總營收，創造超過一兆一千六百餘億元。園區面目煥然一新，猶如「麻

雀變鳳凰」，正式步上「由水牛變滑鼠」時代！ 

誠如，於民國九十年四月三十日，臺北市長馬英九第一次與內湖科技園區廠商

舉行座談會時，曾說過：「 我把各位當作我們的金母雞…希望各位不斷的生金

蛋，各位賺大錢、錢大賺，大賺錢我們最高興，這才是我們臺北未來的希望。 」

的確，公部門與民間廠商的通力合作，做為內湖科技園區突飛猛進，產生高科

技產業聚落效應，同時，也是全臺第一個「因勢利導」民間投資都市計畫區的

典範；內湖科技園區在內湖、臺北及臺灣地區，已締造了「都會型科技園區」

空前繁榮的奇蹟，未來，應是一顆閃亮的明珠！ 

 

內湖科技園區大事紀要： 

時間 大事記 

66 內湖區解除禁建 

72.04.25 
發布實施「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內湖第六期重劃

區定為工二、工三用地。 

74.01.15 
公告實施工業區用地都市細部計畫，擬定內湖輕工業區附近地

區細部計劃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75.01.29 
公告第六期重劃區方案，劃定輕工業專用區，定名為「內湖區

第六期市地重劃區」。 



79.08.09 
發佈實施「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限制輕污染

製造業，始得於區內設置。 

79.09 行政院核定基隆河整治工程計畫 

80.11.11 基隆河整治計畫──截彎取直工程，正式動工興築。 

84.02 工業區用地都市細部計劃完工 

85.01.23 完成重劃土地點交工作 

88.07.20 
修正「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開始放寬進駐園

區產業類別。 

89.07.05 第一次公告增加認可得設置之產業 

89.12.29 第二次公告增加認可得設置之產業 

90.04.30 舉行市長與內湖輕工業區廠商第一次座談會 

90.06.01 
第三次公告增加認可得設置之產業；設立市政府臨時性單一窗

口──「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服務中心」，正式進駐園區。 

90.07.23 舉行市長與內湖輕工業區廠商第二次座談會 

90.12.26 
舉行市長與內湖輕工業區廠商第三次座談會，並正式更名「內

湖科技園區」，確定園區發展方向。 

91.03.27 「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核准成立 

91.04.03 
舉行市長與內湖輕工業區廠商第四次座談會，並第四次公告增

加認可得設置之產業；餐飲業可進駐園區一、二樓。 

91.07.25 呂秀蓮副總統第一次巡視「臺北內湖科技園區」 

91.07.26 
都市計劃公告變更臺北市『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原臺北市內湖

輕工業區）』計畫案，發展園區具體之辦法。 



91.10.24 
公告「臺北內湖科技園區『企業營運總部』認定程序」，獎勵

企業營運總部進駐。 

91.10.28 
第五次公告增加認可得設置之產業，外國駐臺經貿科技商務中

心，可進駐園區。 

91.10.29 舉辦「市長與內湖科技園區廠商第五次座談會」 

91.12.26 內湖科技園區服務中心喬遷民權東路六段九號新址 

92.03.25 第六次公告增加認可得設置之產業 

92.03.26 舉辦「市長與內湖科技園區廠商第六次座談會」 

92.09.01 第七次公告增加認可得設置之產業 

92.09.02 
舉辦「市長與內湖科技園區廠商第七次座談會暨『內科活力

月』」 

92.12.30 公告「臺北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使用許可回饋辦法」 

 

 

內湖科技園區各銀行進駐時間表 

調查整理：內湖文化史工作室 陳金讚 

內湖科技園區各銀行進駐時間表： 

序

號 
銀行名稱 地址 始業日 備註 

1 臺灣中小企銀內湖

分行 

內湖路一段 360 

巷 15 號 

88.01.27   

2 中興銀行內湖分行 內湖路一段 88 號 88.04.08   

3 華南銀行西湖分行 內湖路一段 392 

號 

88.11.22   



4 彰化銀行西內湖分

行 

瑞光路 513 巷 26 

號 

89.01.10   

5 誠泰銀行內湖分行 內湖路一段 360 

巷 17 號 

89.01.18   

6 第一商業銀行西內

湖分行 

內湖路一段 388 

號 

89.01.27   

7 臺灣銀行內湖分行 內湖路一段 396 

號 

89.01.27   

8 中國信託瑞光分行 瑞光路 513 巷 32 

號 

89.03.14 原名萬通銀行

內湖分行 

9 安泰銀行瑞光分行 瑞光路 186 號 89.03.27   

10 大眾銀行內湖分行 瑞光路 583 巷 21 

號 

89.07.25   

11 臺北國際商銀西湖

分行 

瑞光路 8 號 89.07.25   

12 泛亞銀行內湖分行 瑞光路 300 號 90.03.21   

13 臺新銀行內湖分行 內湖路一段 356 

號 

90.04.09   

14 中國信託商銀港墘

簡易型分行 

港墘路 200 號 90.06.08   

15 玉山銀行內湖分行 內湖路一段 360 

巷 8 號 

90.06.12   

16 上海商業銀行西湖

分行 

瑞光路 188 巷 46 

號 

90.06.14   

17 富邦銀行內湖分行 瑞湖街 62 號 90.06.28   



18 臺灣土地銀行西湖

分行 

港墘路 185 號 90.07.27   

19 臺北富邦銀行西湖

分行 

內湖路一段 240 

號 

90.08.08   

20 中國國際商銀東內

湖分行 

港墘路 202 號 90.10.29   

21 三信商業銀行台北

分行 

陽光街 246 號 91.03.11   

22 交通銀行內湖分行 瑞光路 472 號 91.09.30   

23 第一商業銀行港墘

分行 

瑞光路 210 號 91.12.24   

24 臺南區中小企業銀

行內湖分行 

洲子街 118 號 92.02.14   

25 臺北富邦瑞光分行 瑞光路 392 號 1 

樓 

92.05.24   

26 中國農民銀行西湖

分行 

瑞光路 206 號 92.07.   

27 建華商業銀行內湖

分行 

內湖路一段 244 

號 

92.11.25   

附 註： 

1. 參閱 《內科奇蹟》 P.68 - 69 臺北市政府建設局出版 民國 95.06 初版 

2. 臺北花卉批發市場內湖臨棚市場，於民國 86 年 3 月 15 日 開幕營業。 

3. 同註 1.  

 參考書目： 

1. 《七星郡要覽》昭和九年 ~ 昭和十三年 七星郡役所印行 

2. 《內湖傳家寶》 陳金讚著作發行 民國 89.08.08 初版一刷 

圖片欣賞： 



   

最早設立於內湖科技園

區的「時報廣場」大樓

景觀 

民國八十六年間的內湖

科技園區夜景 

內湖科技園區內的臺電

公司內湖服務所 

  

 

馬英九市長主持「臺北市

輕工業區服務中心」揭幕

啟用儀式 

民國九十年底，內湖科技

園區瑞光路一帶的廠辦大

樓景觀 

瑞光路上的廠辦大

樓，如雨後春筍般

大量的冒出。 

   



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

協會成立大會 

副總統呂秀蓮蒞臨內湖

科技園區與廠商代表座

談 

曾為港墘老街中最繁華

的路段（江南街、麗山

街口），經過土地重劃

後，所呈現的今日景

觀。 

   

港墘福德祠毗鄰內湖科

技園區嶄新的廠辦大樓 

內湖科技園區中的公共

藝術品（位於瑞光路、

瑞湖街口） 

造型特殊的「東京企業

總部」廠辦大樓景觀 

 

 

 

內湖科技園區內的北勢湖百

年老刺桐樹及黃吉公祠 

從基隆河搭船欣賞內湖科技

園區景觀 

馬英九市長主持

內湖科技園區企

業年營業額破兆

儀式 



  

馬英九市長參加內湖科技園區精英論

壇座談會 
俯視內湖科技園區廠辦大樓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