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中華民國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討論議題：租屋黑市下青年租客公民權與福利權之改善  

辦理時間：113年8月31日（星期六）09:30-17:00 

辦理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559號2樓 

一、 現況或問題 

(一) 申請租金補貼害怕房東拒絕、打壞關係，甚至不利益對待 

1、 反映出租屋族最擔心的搬家與重新找屋的風險成本。租屋

族爭取自己的法定權益，對違法房東造成額外成本時（尤

其是多屋房東，因其租屋收入太高），房東會轉嫁給租屋族

更大的成本。 

2、 在租屋市場為「賣方市場」且租賃雙方的風險不對等的狀

況下，使得租屋族不敢為自己爭取法定權益。 

3、 尤其在現制下「租屋歧視」（如針對高齡者、障礙者、社經

弱勢）並不違法，造成房客擔心「下一個租屋處是否會更

不友善」甚至租不到房子，更不敢爭取權益。 

(二) 檢舉房東逃漏稅效果不彰 

1、 參與者反應，其因為無法申請租補而檢舉房東逃漏稅，但

依稅捐稽徵法規定，短漏報課稅之所得額在250,000元以下

或其所漏稅額在15,000元以下，並符合一定條件下免予處

罰，效果不彰。 

(三) 不定期租約無法申請租金補貼 

1、 參與者反應，其租約已轉變為不定期租約，但不定期租約

按現有規定無法申請租金補貼，造成資格不符。 

(四) 租屋族無法設籍／人籍不合一造成諸多困境 

備註： 

1.討論過程中「現況問題」、「結論或建議」可能有不同部分意見，請視討論結果以適當

方式呈現。 

2.如內文重點較多，建議可分點呈現。 



1、 參與者則表示，若沒有在租屋處設籍，造成兵單收送、社

福補助等申請遇到困難。也沒有辦法享有在地里民優惠

（如健康檢查、掛號費減免、運動中心里民日等）在實際

居住地投票、參與政治，淪為二等公民。 

2、 「人籍不合一」也造成政府人口統計資料失真，連帶影響

政策制定、福利／公共設施需求誤判乃至於產業發展。 

(五) 租屋戶籍的「二選一難題」 

1、 部分參與者表示希望改變家鄉政治生態、對家鄉的情感歸

屬、或因生涯考量（如在租屋處設籍後，部分參與者即可

能失去學生宿舍抽取資格），因此接受戶籍設在非實際居住

處（如老家）。 

2、 關鍵的問題在於「是否有選擇」，各組普遍表示目前是否要

在租屋設籍是「沒有選擇」的狀態。此困境與申請租補類

似。 

二、 結論或建議 

(一) 租屋族應透過團結爭取權益 

1、 透過團結，影響更多租屋族與相關利害關係人，乃至於要

求地方和中央政府制定更良好的規範。如有參與者分享其

透過「團結該棟租客與房東談判」，成功申請到租金補貼。 

(二) 改善租屋平台資訊 

1、 強化政府或民間租屋平台的篩選與標籤機制。讓房東與租

屋族均可以更方便找尋到適合的物件（如屋齡、特色、是

否使用政府定型化租約等） 

(三) 強化教育推廣 

1、 透過包括入班／進入企業演講、講座、談話會、工作坊、

短影音、微電影等方式，增加大眾對於租屋權益的認知。 

2、 促使學校進一步鼓勵並開放學生設籍於宿舍。透過在學生

時期了解「什麼是租屋族應有的合理權利」認知，有助於

在外租屋時理解「某些規範並不合理」，並進一步爭取權

益。 

(四) 強化租期保障或推展優先續租權，可由包租代管做起 



1、 此對應困境中的「害怕與房東打壞關係遭受不利益對待」，

因此希望引進國外的「優先續租權」制度。 

2、 以德國《民法典》564b 為例，只有在「租屋族因過失明顯

違反了其合約義務」、「出租人需要將房屋作為本人、其家

庭成員或其親屬的住房」、「出租人因繼續使用租賃關係致

土地在經濟上的適當利益受到妨礙，因此而遭受明顯不

利」等狀況下，才能夠預告解約（不續約） 

3、 短期推動至整體租賃市場不易，階段性可先由包租代管試

行。同時提升包租代管素質，並建立合理租屋的參照對

象，推動租屋的良好生態系統。 

(五) 定期抽查租賃住宅，增加房東違法風險 

1、 目前政府沒有人力與資源對租賃住宅進行抽查，對房東而

言違法風險極低，而合法卻需要增加成本。因此透過不定

期抽查是否違反「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有助於導正房東採取合法的租賃模式。 

2、 參與者表示，即便整理了公益出租人的相關資訊，房東仍

不願意接受，甚至不願意閱讀即拒絕。主因為「房東沒有

正面與負面誘因理解政策，只想便宜行事拒絕」，抽查亦可

改善此一狀況。 

3、 亦應搭配稅捐機關的查稅、加強推動落實租屋族檢舉機

制、鼓勵租屋族提出集體訴訟、查核空屋等方式導正市

場。 

(六) 重新檢討當前時代下「戶籍制度」的內涵與必要性 

1、 在當代社會，人口流動與遷移比早年頻繁且快速，而在數

位化的發展時代中，應思考戶籍制度的目的與成效，並認

真面對戶籍制度存廢問題。 

2、 如從2008年，韓國廢除戶籍制度；2017年越南亦已廢除戶

籍制度。世界範圍內僅剩台灣、中國、北韓、貝南共和國

仍保持實質戶籍制度（日本戶籍制度名義存在，但與福利

和公民權均脫鉤）。 

(七) 推展租約公證，並讓設籍手續更加簡便 



1、 透過推展租約公證普遍化，並將租約公證與設籍連動；以

及倡導設籍手續簡便化（如日本的「主要居住地登記」可

在便利商店辦理），可有效降低行政與糾紛處理成本，維護

租賃雙方權益。 

(八) 推動「第二地址」或「登記投票制」 

1、 戶籍制度若難以驟然大幅修正或廢除，參與者認為可推行

「第二地址」（實際居住地，或就學就業地址）制度，並連

動投票、福利權等權益。 

2、 參與者亦提出建議推行「登記投票制」，可搭配工作地點或

居住事實認定（如勞健保、學籍、工作證明等），選擇自己

的投票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