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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長序 

為傳續人文關懷之信念及保存地方珍貴文史資料，並響應政府倡導鄉土

教育，特結合地方資源及關懷文史工作者力量，透過地區史料蒐集整理，彙

編信義區志，以提供關心地方發展的民眾一個歷史地理及城鄉規劃的重要文

獻參考。 

民國79年（西元1990年）3月12日，臺北市政府為健全基層組織，充分發

揮區政功能，將原有16個行政區調整為12個行政區，以原松山區市民大道以

南部分，及以光復南路接基隆路轉和平東路三段，至莊敬隧道接原區界，並

調整與大安區之區界，將光復南路以東及和平東路三段以北部分劃入信義

區，並因「信義計畫區」之故命名為「信義區」。 

信義區在臺北市12個行政區中雖是最年輕的一個行政區，隨著信義計畫

區的規劃實施，臺北市政府、臺北市議會、國立國父紀念館、世界貿易中心、

國際會議中心及諸多大型百貨公司、商業大樓均紛紛選擇於此地紮根，以及

臺北101興建完成，信義區已經後來居上成為臺北市最具國際化和現代化的新

興區域，也成為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經濟、文化和行政的中心。 

非常感謝臺北市立教育大學郭大玄主任及其編纂團隊在經費有限的情

況下，以奉獻精神投入艱辛的編纂工作，對於彙整區政文史不遺餘力，更感

謝張勝彥、湯熙勇及本所的審查委員辛勤付出及悉心指導，讓信義的歷史留

下珍貴的史料，使信義區文史資料得以傳承。  

最後，感謝區內各機關、學校、團體及熱心人士提供資料，使信義區志

得以完成。編纂團隊雖已竭力蒐集考證，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尚祈不吝賜教，

以為他日重修改正。 

臺北市信義區公所 

區長余星華謹識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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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響一方經濟、造就一方社會。從歷

史與地理的角度來看，任何地方文化的構成與其所在之地域有密切的關連。

地方文化既建立於自然環境之上，卻又是不同人文活動的結果。因此，地方

本身既是一種自然空間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空間，因為在這裡人們生活在其

中，融入了情感，賦予它意義，於是地方本身也成為人們記憶、想像與認同

的範疇。 

  信義區成立於民國 79 年 (1990)，在臺北市各行政區中，雖然面積不大，

設立時間較短，然而信義區作為一個地方，其在地方文化構成中早已存有大

量關鍵性的地景與符碼，如糶米古道、茶路古道、永春陂、錫口療養院、四

四南村、松山慈惠堂、松山奉天宮、五分埔福德宮、臺北機廠、松山菸廠、

臺北 101 大樓、臺北市政府、臺北市議會、臺北醫學院、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國父紀念館、威秀影城、四獸山等，這些地景與符碼都摻合著居住在這塊土

地上人們的層層自我屬性的認同，通過記憶與想像彼此聯繫起來，建構成為

某種集體認同，形成特有的在地文化。基於此，信義區志的編纂目的就是將

本區的歷史沿革、地理環境特徵、社會經濟與文教發展、人物典故等構成信

義區在地特色的材料，蒐集記錄編纂成冊，以讓民眾了解信義區的發展源流，

增強民眾對社區的認同感，進而啟發愛鄉愛土的熱情，則社會教育與鄉土教

育的目的自是水到渠成。 

  本志書除卷首、卷尾外，共分 8 卷，內容含括地理環境、人口、氏族、

宗教、禮俗、地方行政、產業經濟、公共建設、古蹟、教育、文化、社會行

政、社會福利、社區發展與人物列傳等，內容豐富，堪稱是一本記錄信義區

重要史料的官方文獻。本次區志除出版書冊，亦以電子書呈現，以方便更多

民眾閱讀。 

  信義區志之編纂在有限的經費下，過程經緯萬端、工程浩繁，除區公所

各課室及各里辦公處全力支持外，幸賴全體編纂委員、審查委員、區公所各

單位、學校及各界人士全力參與和支持，無私的提供許多珍貴史料並熱忱給

予指導，信義區志始能以完整風貌展現於民眾面前。 

臺北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 

郭大玄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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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範圍 

  本志書撰寫範圍以目前信義區轄內為主，各篇以下為章、節、項、目，

依內容特性之需要分別編排。其他收錄部分，因各時代之不同區域而分離時，

將附加說明，與本區相關事蹟均為撰述對象。為完整呈現信義區之拓墾歷程

及發展實況，本志編纂的時間範圍，自有歷史記載以來至中華民國 100 年 

(2011) 6 月底止。 

二、年代體例 

  為求客觀，便於讀者易於了解年代，本志書內文之紀年以當時的年號為

主，後附西元紀元。 

三、撰寫方式 

  本志書之撰寫主要依循臺北市民政局制訂之「臺北市區志編纂作業規範」

為編纂原則。在撰寫方式上，以橫排形式撰寫及出版。本志取材史料以公私

文書、期刊論文、文獻檔案、影像資訊、地方文物、地方傳說與歌謠為主。

區志各章之註釋、資料引用、註明出處等，分別附在當頁下。參考書目彙列

該篇之末。 

  有關區志編纂內容，除遵循志書纂編體例及應羅列篇章外，還就本區之

特色部分，輔以田野調查、耆老訪談、社區座談等，並於區志各該篇章內撰

述，以期彰顯本區在地獨特的特色。 

四、語體 

  為求簡明易讀，本志書文體採通俗語體文為撰述方式。 

五、名稱 

  本志書有關本區地名沿革和行政區之建置，一律採用當時名稱，以彰顯

當時歷史變遷情形，並盡可能以括號註記現今地名於後，以方便閱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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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物 

  本志書人物篇採用傳記及表列兩種體裁，援生人不立傳之例，蒐錄對本

區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不受本市、區籍屬限制；並蒐集出生於本區，對

臺灣及世界有重要貢獻之人物。 

七、圖文 

  本志書採圖隨文、表隨文之方式編排，力求圖表文對照，方便讀者閱讀。 

八、大事記 

  以編年體方式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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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目 

  本志書共分 10卷，依序為卷首（序、凡例、綱目、輿圖、史略）、卷一

土地篇、卷二住民篇、卷三政事篇、卷四經濟篇、卷五建設篇、卷六文教篇、

卷七社會篇、卷八人物篇與卷尾等，各卷之下，再分章、節，內文所引用之

資料與照片，亦將註名其出處。本志書各卷名稱、章節分配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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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臺北市信義區志編纂綱目 

卷名 章節 

序 

凡例 

綱目 

輿圖 

卷首 

史略 

第一章 自然地理位置 卷一 土地篇 

第二章 人文地理環境 

第一章 人口、氏族 卷二 住民篇 

第二章 宗教、禮俗 

第一章 地方行政 

第二章 地方自治與選舉 

第三章 戶政、警政、役政與地政 

第四章 衛生、醫療與環保 

卷三 政事篇 

第五章 中央暨地方機關  

第一章 農業 

第二章 工業 

第三章 商業、金融業與服務業 

卷四 經濟篇 

第四章 觀光產業 

第一章 公共建設 卷五 建設篇 

第二章 交通建設 

第一章 古蹟 

第二章 教育 

卷六 文教篇 

第三章 文化藝術 

第一章 社會行政 

第二章 社會福利 

卷七 社會篇 

第三章 社會團體與社區發展 

第一章 傳記 卷八 人物篇 

第二章 人物表 

大事記 

參考文獻 

全志索引 

編纂經過 

編纂審查委員名錄 

卷尾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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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 圖 

 

� 圖 1 臺北市行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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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臺北市信義區行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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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臺北市信義區各次分區地圖 

資料來源：信義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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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臺北市信義區各里里界地圖 

資料來源：信義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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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略 

  臺北市信義區設立於民國79年 (1990)，本區位於臺北盆地之南緣，東與

南港區為界，西接大安區，南與文山區相接，北與松山相鄰。除東南緣有丘

陵之外，境內多為昔日淡水河系的基隆河和新店溪所聯合沖積而成的平坦地

形，區域之外形輪廓近似六邊形的蜂巢。本區屬溫暖濕潤型的副熱帶季風氣

候，夏季炎熱高溫且多雨，受東北季風影響冬季較為濕冷。 

  根據考古資料顯示，本區曾發現包含有訊塘埔文化 (4500-3500B.P)、圓

山文化 (3200-1800B.P) 以及十三行文化 (1800-400 B.P) 等不同時期史前人

類居住的文化層遺址，由此推知本區在4500年前便有人類在此居住與活動。

在漢人大量進入臺北盆地移墾之前，本區內仍多荒埔澤地，也是群凱達格蘭

族的生活範圍。信義區是從最早的凱達格蘭族的「貓里折口社」（或麻里錫

口社）與後來漢人的「錫口街」逐步發展而來的。康熙48年 (1709) 有陳天章、

陳逢春、賴永和、陳憲伯、戴天樞合股組成的開墾組織「陳賴章墾號」以及

其他小墾號和零星的拓墾者，相繼進入臺北盆地開墾。在此時期，泉州人許

建總已先東進塔塔悠地區（搭搭悠社，松山機場一帶）建埤塘拓墾，並建立

村庄。乾隆元年 (1736) 漳州人郭錫瑠等移居於松山區的中崙一帶，並往東

向信義區的興雅庄一帶進行開墾，引青潭溪（今新店溪）水，經景美、公館，

在公館一分為二，其中一條主幹線流經公館臺灣大學，主流沿蟾蜍山（內埔

山）、芳蘭山之山腳，經頂埔、內埔流入今信義區六張犁的信安街、三張犁

的四四東村至興雅西側的延吉街往北澆灌錫口（松山）的上塔悠和下塔悠而

匯入基隆河，灌溉區域涵蓋今天的信義區，進而奠定現在信義區的發展基礎。 

  乾隆29年 (1764) 余文儀之《續修臺灣府志》已出現了錫口庄、里族庄、

塔塔悠庄以及中崙庄等聚落，這些漢人的聚落多分布在今基隆河南岸及今信

義區北邊一帶；而信義區南邊的開發在乾隆、道光年間，已有漢人沿新店溪

的支流霧里薛溪（景美溪）入墾木柵、深坑、石碇。當時的移民多為泉州安

溪人，以農耕和種茶為業。嘉慶15年 (1810) 福建人柯朝引進武夷茶，種植於

石碇堡的傑魚坑，因獲利甚佳，人口逐漸湧入，許多茶農由石碇循捷徑翻越

南港山，經石泉巖，下到六張犁等地進行交易，此舉加速了信義區南邊的發

展。咸豐5年 (1855) 三張犁庄的地名出現於大加臘堡轄內。嘉慶17年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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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六張犁的地名記載。清光緒5年 (1879) 時，本區隸屬臺北府淡水縣大加

臘堡。光緒年間，因人口的聚集，以錫口街慈祐宮為中心，所謂的「錫口十

三街庄」已然形成，包括最早出現的錫口街、興雅庄、上下塔攸社、洲尾庄、

中崙庄、舊里族社、五分埔庄，以及後來又加入中坡庄、後山埤庄、三張犁

庄、頂東勢庄、車罾庄（圖5）。其中之三張犁庄、五分埔庄、中坡庄、興雅

庄即為本區現今之部分。本區在光緒13年 (1887) 屬臺灣省臺北府淡水縣大加

臘堡，直至臺灣割讓給日本。 

 

 

� 圖 5 錫口十三庄分布圖 

資料來源：松山區志 

 

  日治時期，為了殖民統治目的，臺灣各地的行政區劃經歷多次的調整。

日人治臺前期於明治28年 (1895年）本區隸屬臺北縣大加臘堡，明治30年 

(1897) 則改隸臺北縣臺北辦務署大加臘堡。明治34年 (1901)，改為臺北廳大

加臘堡。大正9年 (1920) 殖民政府進行地方改制，實行街庄制，把全省劃為5

州2廳47郡3市264街庄，其中錫口改為日式地名松山，設「松山庄」，隸屬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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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州七星郡管轄，現今信義區之中坡、五分埔、三張犁、興雅等均在其轄內，

而六張犁在當時劃屬大安庄。即至昭和13年 (1938)，松山庄併入臺北市，本

區成為臺北市的一部分。 

  日治時期，本區的產業發展仍以農業為主，一直到日本殖民後期，因為

軍事需要才有少數的工廠出現。日治時期，本區被納入瑠公圳組合的灌溉範

圍，農業生產因此大為提昇。除了稻米的種植外，在本區山麓地區還有花卉

種植，花圃範圍廣達 9甲，花卉多供應臺北市場需求。信義區的工業在日治

時期不甚發達，比較重要的工業有鐵道工廠、菸廠的設置與煤炭的開採。昭

和 8年 (1933) 日人在本區建立鐵道工廠，從事火車修復與裝設。昭和 15年 

(1940)，日人在鐵道工廠旁，又興建佔地約 16.5公頃的松山菸廠。松山菸廠

是臺灣現代化工業廠房的先驅，同時也是第一座專業的捲菸廠。同年，日人

續在今信義路、忠孝東路、基隆路所包圍範圍內（目前的信義計畫區），興

建日軍陸軍倉庫。而本區四獸山一帶，昭和 8年 (1933) 時開始有大規模之煤

礦開採，其中德興煤礦、嘉興煤礦、松山一坑、二坑、三坑等甚具規模，在

1930 年代本區所生產之煤礦在品質或產量，都曾是全臺數一數二。 

  整體而言，日治時期的信義區，人口數量雖不多，不過在空間上已有差

異化的發展。五分埔地區因為土地漸趨貧瘠，不再適合農耕，因而有「錫口

養神院」（精神病院）和「豬哥寮」（種豬交配場）的設立；六張犁地區則因

為墳塚滿山而為眾人所忌諱，故人煙稀少；四獸山一帶，則因煤礦開採，成

為本區重要經濟支柱。至於興雅庄則是本區最主要的發展地區，不但有陸軍

倉庫，鐵道工廠、松山菸草工廠的興建，當時唯一的學校，也是目前本區歷

史最悠久的小學「城北尋常小學分教場」（今興雅國小）也設立於此。 

  民國34年 (1945) 臺灣光復，劃臺北市為省轄市。民國38年 (1949) 政府

遷臺，臺北市成為全臺行政、經濟和文化中心。民國56年 (1967) 7月1日，臺

北市升格為臺灣第一個直轄市，市區範圍擴及鄰郊的景美、木柵、南港、內

湖、士林和北投6區。在信義區設立以前，本區之大部分仍隸屬臺北市松山區，

小部分屬大安區範圍。隨後基於市政管理、經濟發展、地理條件和區域規劃

之需，民國79年 (1990) 3月12日，臺北市政府將原有的16個行政區調整為12

個行政區。信義區由松山區另行劃分而出，將原有松山區縱貫鐵路以南部分

（光復南路以西之光信、車層兩里及華聲、正聲、中興、石景4里部分地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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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與大安區位於和平東路3段以北之黎順、黎平、黎富（後併入黎平里）3

里及黎忠、黎安（原黎和里併入黎安里）2里部分地區合併而成，因為本區位

於臺北市政府推動「信義計畫區」案之規劃地點，故名為「信義區」。 

  信義區的設立、發展與信義計畫區密不可分。信義計畫區是政府重要的

都市建設計劃，信義計畫區的實施連帶著巨大的影響信義區與臺北市的都市

發展。所謂「信義計畫區」係指位於臺北市逸仙路、基隆路以東、忠孝東路

以南、姆指山麓以北、信義國小附近地區，一共包括信義區的西村里、景聯

里、景新里、三張里、興隆里、興雅里、安康里及三犁里之部分。信義計畫

區尚未實施前，區域內的土地除了部分屬農地外，其餘大部分原是國防部四

十四兵工廠、汽基廠、和軍車廠用地，在土地分區使用管制上，屬於軍事禁

建區。由於禁建的管制使信義計畫區遲遲未能開發，不過卻也因此維持了信

義計畫區土地的完整。民國60年 (1971)，臺北市因為城鄉人口移動人口劇增，

為疏解當時西區（臺北車站、西門町一帶）的都市空間擁擠問題，並兼顧都

市均衡發展，乃有都市重心東移開發的構想。民國64年 (1975)，政府決定遷

移四十四兵工廠，而行政院為解決軍、公、教及一般國民住宅不足的問題，

決定配合兵工廠的遷移，利用該廠址興建國民住宅，於是引發了一連串對信

義計畫區的規劃、開發、建設計畫。這構想也成為信義計畫區發展雛形的重

要關鍵。 

雖然，信義計畫區的規劃最早是定位為信義新社區。不過，在林洋港市

長任內採納專家的意見，將副都市中心概念納入此計畫案中，於是全案的定

位乃由新社區的興建轉向為地區性副都心的構想。即至李登輝市長時代，信

義計畫區又納入了市政中心、國父紀念館等行政文教功能。民國 66 年至民國

69 年間 (1977-1980)，信義計畫區進一步被規劃成臺北市的文化中心、經濟中

心、市政中心，並兼具鐵路、公路運輸轉運功能的副都心，並決定以土地重

劃方式實施容積管制，規劃建設大街廓、人車分離、廣場軸線的現代都市景

觀。民國 69 年 (1980)，聯勤總部與國宅處合作改建忠駝國宅，在本區興建 5

棟 6-12 層樓的樓房住宅，並將四四兵工廠陸續遷移至三峽，五級汽車保養廠

遷到桃園，臺北保養廠遷至中壢龍潭。民國 70 年 (1981) 以後，信義計畫區

之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陸續公布實施，計畫區正式進行開發。民國 74年 

(1985)，政府解除信義區禁建。經濟部提出「臺北市信義計畫大型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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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決定在信義計畫區內的臺北世貿中心旁興建國際會議中心，以強化信

義計畫區成為國際經貿中心之角色。然而，由於信義計畫大型購物中心的預

定設置地點，係屬軍方所有，在計畫推動期間，因為信義計畫區及其周邊的

土地在財團的炒作下水漲船高，使得國防部態度趨於保守，不願將土地讓售

與臺北市政府，導致信義計畫大型購物中心的計畫因土地問題而觸礁，又加

上政府單位不便涉及民間商業計畫的顧慮，市府因此決定裁撤推動小組，全

案終告停止。在信義計畫區重劃完成後，財團競相在本區養地炒作房地產，

導致地價節節上升，成為臺北市地價最高的地區。 

  信義計畫區在陳水扁、馬英九、郝龍斌 3位市長任內開發腳步逐步加快。

隨著民國 79 年 (1990) 信義區行政中心、83 年 (1994) 臺北市政府大樓落成

啟用，以及臺北 101 (TAIPEI 101) 興建落成，諸多企業集團總部紛紛進駐，

信義計畫區的商業與服務業活動日益繁榮。短短十數年，整個信義計畫區內

之景觀為之脫胎換骨，玻璃帷幕工商華廈取代過去的稻畦村舍與工業廠房，

區內主要道路兩側商廈雲集，高級住宅大樓拔地而起，高樓數量躍居全市之

冠，現代化的都會景觀已然在本區出現。民國 92 年 (2003) 12 月 31 日市政府

首度於信義計畫區內舉辦跨年晚會，開啟往後每年在市府廣場、臺北 101 大

樓前舉辦跨年晚會的慣例，歷年之活動均吸引數十萬民眾，場面熱烈興奮。 

  自民國70年代 (1980’s) 以來，因為信義計畫區的規劃與實施，促成了臺

北市都市重心的東移，連帶也使得臺北市的交通相對的向東拓展。歷經30年

的交通建設，目前信義區內東西向重要道路有市民大道（五段）、忠孝東路（四

段至六段）、仁愛路（四段）、信義路（五段至六段），以及南北向重要道路有：

光復南路-基隆路（二段）-和平東路（三段）、基隆路（一段）、松山路、中

坡南路，形成4橫4縱的主要道路網。除地面道路外，捷運板南線和新建中的

捷運信義線，亦是信義區重要的交通動脈。以上交通網路，配合著民國99年 

(2010) 完工的市府轉運站將鐵、捷運與公路交通整合，使得信義區成為臺北

市重要的交通樞紐之一，對外交通四通八達。 

  信義區自成立以來，信義區的人口總量、人口成長率之變化呈現顯著的

變動。民國79年 (1990) 信義區成立初期，人口有245,235人，民國81年 (1992) 

時人口增為247,726人，是臺北市人口數排名第3的行政區（僅次於大安區、

士林區）。之後，本區人口數變動大抵呈現下降趨勢，至民國99年 (20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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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為225,092人。信義區人口總量的變化基本上也反應其人口的成長率，信義

區除民國80年 (1991)、民國81年 (1992)、民國83年 (1994)、民國87年 (1998)、

民國95年 (2006) 人口成長率為正值外，其餘各年人口成長率均為負值，顯示

信義區作為臺北市最繁榮的地方，因為都市空間改造、地價激升、生活消費

偏高、少子化等因素，使得人口成長出現減少趨勢。 

  信義區公共資源豐富，目前有臺北醫學大學、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2 所大

專院校，公私立高中職校 6 所，國民中小學 13 所，共計有各級學校 21 所，

另設有臺北市信義社區大學。區內還有圖書館 8 間（包括市立圖書館 3間，

孫逸仙博士圖書館、五分埔福德宮圖書館、松山慈祐宮附設圖書館、松山慈

惠堂圖書館、松山奉天宮圖書館），區民活動中心 9間，鄰里公園 28 處，大

型醫療院所 2間。另有，1座大型體育運動場館信義運動中心，與即將興建

的臺北大巨蛋體育場。而公民會館、臺北機廠、松山菸廠、國父紀念館、臺

北探索館、新舞臺、世貿中心等則是本區重要的文化資產與藝文表演中心。

公民會館原為眷村四四南村所在，四四南村住戶遷出後，留下的 4棟建物經

文化局列為歷史建築物，民國 92 年 (2003) 以信義公民會館暨眷村文化公園

之新風貌重新展現，內容有特展館、眷村展示館、展演館、社區館、中央廣

場與眷村文化公園。臺北機廠是台鐵首要的火車檢修基地，日治時期即已興

建，臺北機廠內還附設澡堂，民國 100 年 (2011) 6 月臺北機廠已停止運作遷

出，由於其附設澡堂在臺灣近代建築史上深具價值，已被定為市定古蹟。松

山菸廠位於國父紀念館對面，是日治時期在本區所建的重要工業建設，專門

製造捲菸，規模頗大。光復後，臺灣省專賣局接收松山菸廠，並更名為「臺

灣省專賣局松山菸草工廠」。之後，再更名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松山菸廠」。

國內過去一些產量大且著名的香煙品牌如樂園牌、無濾嘴新樂園牌、雙喜牌、

金馬牌、長壽牌等均生產自松山菸廠，松山菸廠是臺灣光復後最具代表性的

菸廠。民國 87 年 (1998) 松山菸廠停產，遷併於臺北菸廠。雖然如此，松山

菸廠仍有其一定的歷史價值，因此，民國 91 年 (2002) 被臺北市政府文化局

指定為市定古蹟（臺北市文化局網站公告資料）。國父紀念館為紀念國父孫中

山先生百年誕辰而興建的一棟中國式大型建築，也是臺北市重要的文藝展演

場所，近年來開放陸客來台觀光，國父紀念館成為大陸觀光客最喜愛的參觀

景點之一。臺北探索館是全國第一座城市博物館，也是全國第一座將市政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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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館轉型為現代博物館的成功典範。 

  信義區的商業、金融業與服務業十分發達，公司行號林立，商業活動頻

繁。目前，信義區已形成兩個主要商圈，一是以臺北市新地標臺北101 (TAIPEI 

101) 為中心的信義商圈，由於商圈內金融保險機構眾多，故信義商圈又被稱

為「臺北曼哈頓」。信義商圈範圍大致以信義路、忠孝東路、基隆路和松仁

路所包含之地方為範圍。信義商圈是臺北市新興的商業中心，其已取代傳統

所謂之東區成為大臺北地區最具指標性的時髦都會商圈。信義商圈內聚集各

大高級百貨商業、金融機構、企業總部及高級餐旅業等公司行號，經貿活動

欣欣向榮，加上低密度、低容積的開發方式，建築地景別具特色。信義商圈

也是一個百變都會商圈，不同的時間裡信義商圈呈現著不同的風貌，白天的

信義商圈是一個忙碌而講求效率、節奏快速的商業金融中心，夜晚則是光彩

絢麗的娛樂休閒場所；在週末假日，信義商圈則變成超大型的舞臺，經常舉

辦各種街頭表演、假日活動或園遊會。信義商圈自從臺北101大樓落成後更是

聲名大噪，國際觀光客絡繹不絕。信義區內第二個重要商圈是以成衣買賣為

主的五分埔主商圈。五分埔在民國50年 (1961) 以前，還是一片農村景象；之

後，彰化芳苑人相繼北上落腳五分埔買賣成衣，使得成衣加工買賣的情形愈

發擴大。現在五分埔由於鄰近松山車站，加上附近道路如松山路、松隆路及

中坡北路陸續拓寬完成，交通甚為便利，吸引將近千家業者聚集於此，交易

熱絡，儼然成為臺北最大的成衣批發與零售市場，遠近馳名。 

  信義區在臺北市 12 個行政區中雖是最年輕的一個行政區，隨著信義計畫

區的規劃實施，臺北市政府、臺北市議會、國父紀念館、世界貿易中心、國

際會議中心等機構的陸續設置，以及臺北 101 興建完成，信義區已經後來居

上成為臺北市最具國際化和現代化的新興區域，也成為臺灣最具代表的經

濟、文化和行政的中心。從臺北市總體發展歷史來看，信義區是臺灣工業化

後期才開始高速發展的地區，信義區的人文地景變遷在在都見證了臺灣從工

業發展時代邁入工商服務業的現代化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