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五 編

臺灣歷史與文化輯刊
研究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臺灣省政府疏遷與宿舍群的發展（1955～2022）

第7冊

鄒 孟 廷 著



臺灣省政府疏遷與宿舍群的發展（1955 ～ 2022）／鄒孟廷 著

--初版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4 ﹝民 113 ﹞

目 6+184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二五編；第 7 冊）

ISBN 978-626-344-697-7（精裝）

1.CST：臺灣省政府  2.CST：國民政府遷臺  3.CST：新市鎮

4.CST：臺灣史

733.08                          112022554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五編  第 七 冊                        ISBN：978-626-344-697-7

臺灣省政府疏遷與宿舍群的發展（1955～2022）

作    者  鄒孟廷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輯主任  許郁翎

編    輯  潘玟靜、蔡正宣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ervice@huamulans.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24 年 3 月

定    價  二五編 12 冊（精裝）  新台幣 3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鄒孟廷 著

臺灣省政府疏遷與宿舍群的發展（1955～2022）



作者簡介

鄒孟廷，臺南人，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學士、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碩士，現任翰林出

版社國中社會領域編輯。興趣領域包括臺灣區域史、環境史、城市規劃，人與環境的互動是連

續性的，兩者該如何取得平衡為一有趣的研究課題。

除了文獻資料的分析，更喜歡透過田野調查與口述訪談，實地考察自然環境與人文風貌，

共同將蘊含空間與時間特色之歷史記憶傳承下去。

提    要

1950 年代中期，原位於臺北的臺灣省政府疏遷中部，陸續於中臺灣興建光復新村、中興新

村、長安新村、審計新村與黎明新村，五大省府宿舍群對於戰後臺灣的歷史記憶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本文以臺灣省政府的疏遷、省府宿舍群之規劃與興建為主軸，除了建構省府執行疏遷政策、

精省之背景與發展脈絡外，更進而呈現各宿舍群之規劃藍圖、興建內容及現況差異。

原位於臺北的臺灣省政府疏遷至中部，主要受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影響之故。撤退來臺

後除了造成行政院辦公廳舍不足外，兩岸局勢的不穩定導致省府自 1950 年代開始執行一系列的

防空疏散政策。同時韓戰爆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以及兩岸戰事接連發生下，不僅使

當時在臺的中華民國政府反攻大陸之可能性日漸降低，同時省府從最初的「疏散」外雙溪演變

成「疏遷」中部。於此同時，二戰後的臺灣於美援之際相當重視人才培育與技術引進，擔任疏

散工程處主任的劉永楙，獲取聯合國獎助學金赴英考察新市鎮，其概念融合了田園城市、鄰里

單元及第一代新市鎮之規劃特色。

劉永楙考察完畢後，將其所學應用至 1950 年代末的光復新村、中興新村之規劃，與 1970
年代的黎明新村三者皆能兼顧社區居民生活之方便性與可及性，不僅貼近劉永楙所考察的英國

田園城市、第一代新市鎮之規劃理念，同時也充分體現了社區整體自足性與可及性，是為將住

宅、生活機能兩者合而為一之功能社區；反之，1960 年代所興建的長安新村、審計新村，生

活機能皆仰賴附近學區與商圈，在生活型態上較缺乏自給自足原則，且社區內公共設施之建造、

主要幹道之設計等尚無明顯特徵。

在疏遷政策的執行之下，省府為因應辦公人員及眷屬辦公、居住等需求而興建宿舍群。惟

至 1990 年代以後精省、眷舍房地處理等政策之發佈與實行，使原本繁榮的省府宿舍群慢慢地走

向凋零。其後，在政府與民間之努力下分別以文化保存、拆遷與持續運作等發展作為續篇，甚

至可與現今環境變遷之課題互相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