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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開跑　好宅無負擔

2015-12-30  記者 謝萱穎 報導

談起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以下簡稱社宅），台灣傳統上認為一個人要成家立業，需要「有車有

房」才稱得上完全獨當一面，因此大都傾向購屋，甚至有過了一定年紀還租屋就「低人一等」的

想法。但近幾個月來數據指出，高房價導致要在台北市買房需要不吃不喝長達十六年才可能，深

植於台灣人心中「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如今卻成為人們經濟負擔的主要來源。高房價壓得人民

無法喘氣，但國人會願意跳脫傳統框架租屋嗎？

 

社會住宅　朝野共識社會住宅　朝野共識

有感於現今的高房價問題，自二○一○年五都選舉至今，地方首長紛紛提出社宅政策。二○一六

總統大選前，政黨候選人也陸續推出社宅的相關政見，大聲疾呼興建的必要性。社會住宅可謂撇

開政黨，獲得朝野共識的議題。

舉二○一五年，台北市市長柯文哲發表「四年兩萬戶、八年五萬戶」的施政目標為例，第一步在

當年四月起跑，釋出近六百戶位在捷運沿線的聯合開發住宅（以下簡稱聯開宅）供民眾申請。同

年，台中市市長林佳龍也跟緊腳步，喊出「四年一萬戶」的社宅口號，選定七處台中市地段興

建，其中也不乏有位在黃金區位的據點。可惜的是，北市府推出的聯開宅成效不如預期，而台中

市作為中部的大都會區，社會住宅政策也不免被拿出來比較一番，同樣的問題，台中市政府能否

引以為鑑。

台灣地方政府社宅政策概略圖。（圖片來源／謝萱穎製）

 

高價租金　另類富宅高價租金　另類富宅

捷運聯開宅的地段佳、較市價低二到三成的價格讓民眾眼睛為之一亮，申請信絡繹不絕，但市府

的好心最後幫了倒忙，只有近三成住戶成功住進聯開宅。立意良好的聯開宅以失敗收場，主要原

因就來自高價的租金。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研究員徐志維表示聯開宅原本是要出售或作商業用途，

但市府為了社宅政績，將聯開宅以市價打八五折計算的租金出租。然而採市場機制的社宅，無法

真正回應弱勢需求，捷運的優良區段導致折扣後房租最高仍達二萬九千八百元，加上政府限制有

意入住的民眾收入必須在五萬二千元以下，真正的弱勢其實無法接受市府端出的好意。

「以聯開宅來說，社會福利的性質還是比較低的，租金依照市價打折也是為了考慮當初成本回收

的問題。」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魏玫娟的一席話指出聯開宅成效不彰的根本原因：

聯開宅是政府一開始與建商合作興建捷運站時收回的住宅，本身就缺乏社會住宅的預算投資，

「聯開宅不應該作為社會住宅使用，否則福利性質要高一點，不要在意租金與成本是否能平衡，

可考慮利用其他補助填補差額。」再者，依照目前每戶四千元的租金補貼對比聯開宅兩萬多塊的

月租來說，對中低收入戶來說還是一種負擔，效果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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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周書賢周書賢

本期為喀報兩百三十

三期，共有十五篇稿

件，本期的類目以社

會議題為主，輔上兩

篇人物和一篇文化現象。雖然本期

嚴肅的話題偏多，但也不乏輕鬆的

文章，種類多元。側欄廣告以寒假

出國為構想，為大家提醒搭機須

知。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吳維倫吳維倫

Hi!大家好，我是吳
維倫，我是個超隨性

的人，喜歡無憂無慮

的生活也是藍白拖的

擁護者，最近學到西語中的諺語覺

得很有道理:對於自己的人生不用
太認真，因為那是你唯一無法活著

逃離的事情~~期待一整學年的喀
報發現...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蔡佳珊蔡佳珊

我是蔡佳珊，非常平

凡的台中人一枚。

不知道為什麼一到宿

舍就會很懶，能不出

門就不出門，但是一回到家就會天

天坐不住拼命往外跑。 忙起來會
忘了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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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硬地將不適合的聯開宅作社宅之用顯然不可行，反而是需要政府一開始便投入社宅預算，才能

減去平衡成本的考量。「社會住宅的興建沒辦法達到真的自償，就是利用政府預算。」台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副局長紀英村提到，「社會住宅是社會福利設施，如果還考慮自償率，就不能算是

社會住宅了。」依照目前台中市政府所規劃的社宅來看，並沒有像聯開宅的特殊案例，大多是透

過政府撥出預算直接招標廠商興建。即使如此，在租金的制定上，北市府與中市府皆傾向市場制

價。

台北市與台中市的租金計算方式圖。（圖片來源／謝萱穎製）

 

社宅第一彈　可負擔租金社宅第一彈　可負擔租金

「以市場邏輯倒推租金，自然沒辦法回應到人們能夠負擔的合理租金價格。」徐志維點出「可負

擔租金」的想法，認為若是台灣在租金上能跳脫市場機制，改採租金分級制度，更能回應民眾的

真實需求。像是法國擁有超過四百七十萬的社會住宅，採用的便是這個制度，依照每個家庭的收

入分出三到四個級距，讓每個家庭用可負擔的價格享有相同的居住權利，達到真正的立足點平

等。

但租金分級制度在台灣仍有發展空間，徐志維表示：「台灣的租金級距還沒辦法分得很細，原因

在於有些人的收入屬於灰色收入，不會被課稅。」該如何透過所得稅合理判斷家庭收入並設定租

金級距，變成複雜的技術問題。徐志維認為台灣雖然目前無法將租金級距劃分詳細，但可先從中

低、低收入戶開始劃分，往後再陸續配合稅務上的改革，達到真正的公平居住。

 

標籤化難解　混居求正義？標籤化難解　混居求正義？

另一個聯開宅的衍伸話題是原住戶的抗議，抗議原因大致為擔心社宅打房，影響附近房價，甚至

有新進住戶影響生活品質之語，言論遭社會撻伐。興建社宅是為了保障弱勢應有的居住權，眾人

心照不宣，但談及利弊卻是各人自掃門前雪，給社宅貼上不少負面標籤。

類似的意識標籤早已存在，根據《住宅法》明定至少需要提供百分之十的住屋給十二種特殊身分

者才能算是社宅，台中市政府此次興建社宅的過程也因此被批評是收容愛滋病患、街友的居所，

妨礙社區整體發展。「我其實認為這是誤解了，」紀英村回應，「其餘住屋的百分之九十仍會以

青年勞工為主。社會住宅會不會讓外界產生不良的印象，主要就是房子的興建和管理要做得好。

」

「混居」的概念不新，總統馬英九及總統候選人朱立倫皆曾提出，效法國外的混居模式以打破意

識標籤。但國外的混居方式是否真的適用台灣，其實需要打上問號，「混居變得有點矯枉過正，

因為重點都放在照顧百分之九十的青年，應該要思考社會住宅的原意。」徐志維表示台灣的一般

租屋市場較排斥老人、身障者等，而這些民眾才是真正需要被照顧的，百分之九十與百分之十的

比例應該有所調整。

標籤化問題難解，畢竟涉及利益考量，但隨之產生的鄰避效應絕不能作為停止興建社會住宅的藉

口，「社會住宅需要強調公益與公共性，特別是能為當地居民帶來什麼回饋。」舉在二○一五年

十月，台中市政府著手興建的豐原區安康段社會住宅為例，當地豐田里里長劉瑞銓就表示：「第

一期興建完成後會有開放式的綠美化公園提供附近居民使用，配合好的住宅管理，其實不會有太

多反對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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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商機　花蓮民宿問題多陸客商機　花蓮民宿問題多

大量陸客來臺觀光，花蓮民宿有著供過於求以
及違法擴建的問題。

軍宅交易案　選情生變數軍宅交易案　選情生變數

二〇一六大選前，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王如玄
受軍宅一案，究竟是對還是錯？

豐原區安康段的社宅完成藍圖。（圖片來源／謝萱穎攝）

 

完善租屋市場　居者住其屋完善租屋市場　居者住其屋

租屋其實不比購屋差，反而應該是美好人生的另一種選擇。比照德國就有將近四成的租屋率，便

是因為當地租屋市場完善，提供長年良好的租屋環境。台灣社會住宅目前雖以出租青年勞工為

主，但長遠來看，其實更需改變青壯年購屋的觀念，提倡租屋帶來的益處，例如財富的靈活運

用，可以不必受房貸束縛等。台灣的租屋市場需要更友善，讓青年人更勇於投入一般市場租屋，

進而落實社會住宅照顧弱勢的真正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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