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文化性資產調查表 
《文化景觀》 

名稱 出磺坑 

登錄別 文化景觀 

公告文號及日期 97 年 10 月 23 日府文資字第 0977503952 號函 

定著土地號 苗栗縣公館鄉出礦坑段 106、107、497、516、528、530、531、533、
543、544、545、546、547、548、554、555、556、561、562、577、
579、613、626、631、642、663、678、689、46、37、37-8、37-14 地
號 32 筆土地，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採油工程處所屬之建
築物（辦公室、廠房、宿舍、倉庫、地纜車道等）。 

登錄理由 展現背斜自然地形地質與人類應用石油資源之互動文化意涵，並具宗

教、建築物、紀念碑等紀念性價值，及石油產業技術性科學價值，為橫

跨清代、日治、民國，至今仍持續開採之產業礦區，具登錄文化景觀價

值。 

區域 苗栗縣公館鄉 

所有權屬  ■公有      □私有 

管理單位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歷史沿革 出磺坑在清末原名「硫磺窟」，大約開發於 1840 年（道光中葉）後龍

溪對岸的福德山區，當時種植許多樟樹，當時負責運送樟腦油及腦沙

的搬運夫行經後龍溪畔都會嗅到一股硫磺的臭味，久而久之就將這個

區域稱作「硫磺窟」。直到 1861 年（咸豐 11）年，邱苟因為教唆原住

民殺人，為躲避官府追捕，逃到今日後龍溪旁出磺坑一帶，發現水面浮

油可以作燈油使用，於是以人工挖掘約一丈深的油井，每日汲取四十

餘斤販售。這是出磺坑第一次以人工挖掘的方式採收原油，比起 1859

年美國的德瑞克（Colonel Elwin Drake）在美國賓州的提塔斯維爾小鎮

（Titusville）所鑿的世界第一口油井，晚了二年的時間。值得一提的是

美國賓州的提塔斯維爾油田現在已不再產出石油及天然氣，但出磺坑

卻不斷發現新的深層油氣層，2010 年 5 月在出磺坑 145 號井又挖到大

量天然氣，預估可持續生產約 20 年之天然氣，使得開發餘 150 年的

「出磺坑」成為世界尚在生產的最古老油田。 

保存活化進度  98 年完成出磺坑文化景觀區（北寮地區）建物調查研究 

 99 年擴大登錄文化景觀區範圍並登錄 7 棟歷史建築 

 102 年完成「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105 年完成出磺坑文化景觀區（南寮及保安林地區）建物調查研究 

 106 年 1 月 3 日 2 棟歷史建築開始修復工程 

 106 年上半年申請列入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推動計畫 

 106 年下半年通過環境教育場址認證 

 108 年完成十六號宿舍及舊醫務所 2 棟歷史建築修復工程 

 109 年 5 月開始四號宿舍、六號宿舍、八號宿舍、舊重機具維修庫

及北寮舊辦公室等 5 棟歷史建築之修復工程 



圖片 

  

歷史建築四號宿舍現況圖 歷史建築六號宿舍現況圖 

  

歷史建築八號宿舍現況圖 歷史建築舊重機具維修庫現況圖 

  

歷史建築北寮舊辦公室現況圖 歷史建築十六號宿舍現況圖 

  

歷史建築舊醫務所現況圖 參觀鑽井井架（露天陳列館）現況圖 



  

台灣油礦陳列館現況圖 地纜車道現況圖 

  

南寮十三號宿舍現況圖 南寮水泵房現況圖 

  

出磺坑十八號廢棄油井現況圖 殉職同仁紀念碑現況圖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文化性資產調查表 
《文化景觀》 

名稱 日本第六海軍燃料廠（中油宏南宿舍群等） 

登錄別 文化景觀 

公告文號及日期 104 年 8 月 28 日高市府文資字第 10431229701 號函 

定著土地號 高雄市楠梓區宏南社區（扣除北側及東北側部分中油及福利分會建

物）、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中學及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小。 

登錄理由 中油宏南宿舍建置於日治時期，為日本第六海軍燃料廠之附屬眷舍基

地之一，歷史場域完整。且區內擁有許多老樹、鳥類，具有生態環境保

存的價值。兩宿舍群落隨著歷史的演進，雖然陸續擴建，仍擁有高度產

業共同體的群體社區認同與生活文化，具有特殊的產業文化特色。 

區域 高雄市楠梓區 

所有權屬  ■公有      □私有 

管理單位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歷史沿革 高雄煉油廠前身為日本第六海軍燃料廠，於西元 1942 年開始規劃設

計，同年供日本員工住宿的高雄係員宿舍（現宏南宿舍）完工。第六海

軍燃料廠於 1944 年正式開廠，總共營運約 1 年 4 個月，經歷別府良

三、福地英男及小林淳 3 位日籍廠長，在 1945 年 6 月日本戰敗後，由

中華民國經濟部派員來台接管並改名為高雄煉油廠，在諸多煉油廠前

輩努力下，高雄煉油廠逐漸成為臺灣煉油及石化重鎮，被譽為「臺灣能

源與石化產業發展的原鄉」，宿舍區歷經 70 年之使用，最終於 104 年

被登錄為文化景觀。 

保存活化進度  104 年 12 月 10 日完成「文化景觀保存管理原則」 

 106 年 6 月 3 日完成「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106 年下半年開始進行修繕及環境整理 

 預計 110 年 6 月完成整體規劃（含後續擴充優先開發區招商作業） 

 

 

圖片 

  

現況圖 1 現況圖 2 



  

現況圖 3 現況圖 4 

 
 

現況圖 5 現況圖 6 

 

 

現況圖 7 現況圖 8 

 
 

現況圖 9 現況圖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