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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來源：台灣通用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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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簡報架構：



台灣打狗進口圖1884年

在此圖可以發覺，

在清領後期，於打狗港口，英租
界的存在，及現存的旗后砲台等
建築，此些建築上可對應到目前
遺址的位置。

而在哈瑪星的市區區域，當時，
尚無居住空間，
圖中有提到“現聞諸灘又已改變
者多，故此圖又難取準也”，像
是給予其中之註解



打狗附近地形圖1895

而對比下述兩圖，
分別為
1895年的打狗附近地形圖

及1904年的台灣堡圖(明治
版)



日治時期台灣堡圖(明治版) 1904

可以清楚地發現，在1904
的台灣堡圖中，在現今哈
瑪星一帶的區域出現了一
條鐵路運輸，也因為在日
語中
“濱線鐵路“的名稱為
（はません，Hamasen）
因此造就了現今哈瑪星的
地名稱呼。



打狗港海面埋立圖1908

1908年（明治41年），打狗港的
第一期築港計畫也正式啟動。

日本人為了拯救因航道淤塞而瀕臨
死亡的打狗港，於是開始著手浚渫
工事，將從港內挖起的淤泥填築海
埔新生地，以擴大港口腹地與市街

而在日文中，埋立地（うめたて
ち），就是代表由人工所築成之土
地，(如海埔新生地)的意思。



打狗市區改正計畫圖1908

而隨著埋立地而生的是在
1908年的打狗市區改正計
畫圖。以規劃領台後的第
一號海埔新生地



高雄築港平面圖1926

而到了日治中後期，更是細緻規劃了
高雄港的航線，護岸、防波堤等等設
施，及相關倉儲場址的所在，這些日
治時期的港區規劃，也實質影響到現
今的生活，像是駁二的舊倉庫群等等



高雄職業別明細圖1929

哈瑪星地區，當時吸引了
日本各工程領域的菁英前
來大顯身手。

那時的湊町(今哈瑪星市區)，
不僅有寬廣的街道、新穎
的建築，更有現代化的自
來水與電氣設施。

此外，緊臨港口與停車場
（火車站）的地理優勢，
更使得地價飛漲，金融業
與商業蓬勃發展，而湊町
也成為近代高雄都市化的
濫觴。

而在這張1929年所繪製的
職業別明細圖更是可以
直觀的發覺那時湊町的繁
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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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街圖1964

但是隨著時代發展，由於發瑪星區域的腹地狹小，難以再乘載
日漸增長的人流及物流，因此高雄逐漸轉往東部發展，城市漸
漸擴長，可以在1938高雄都市計劃地域圖及1964高雄市街圖
發現其發展的方向，這也使得哈瑪星的繁華逐漸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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