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日出之山青年團 

討論議題：安居之處-青年在生存邊緣的居住困境 

辦理時間：113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 

辦理地點：台東市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社區聯誼室 

 

一、 現況或問題 

 

  （一）臺灣目前的購屋房價比高，青年在買不起也租不好、薪資與生活花費

用途中影響居住規劃且進退兩難。 

 

1.房價高居不下，房價比過高，使得購屋對年輕人來說成為一個難以承擔的

負擔。即便能夠貸款購房，長期的月供壓力也會大幅削減年輕人的收入，影響其

生活品質和未來財務規劃。 

 

2.在無法購房的情況下，租屋成為青年常見的選擇。然而，臺灣的租屋市場

存在租金漲幅快、租期不穩定等問題，造成青年租屋時經常面臨租金負擔加重、

租約條款不公平、居住環境差等困擾。 

 

3.公益出租人與房東免稅額等政策立意良善，但合法房東釋出空屋與進行政

府合法登記出租刺激效果有限，非合法的案例仍充斥生活環境。 

 

  （二）臺灣多個縣市處出現高比例的危老建築、老屋問題，考驗居住安全、

防災韌性與世代居住議題。 

 

1、臺灣平均老屋年齡為 30年以上，且平均比例多達 50%以上，現有的修繕

貸款金額仍高昂、申請不易，無法直接性大量進行老屋修繕。 

 

2、雖據統計有多數高齡者持有老屋，並可繼承給家中子女，但青年面對老

屋與高房價，恐無法有效運用老屋，或增添城市後續安全性。 

 

3、許多舊有的住宅在建築品質、設施配套以及安全標準方面無法滿足現代

居住需求，並有高齡獨居議題以及天災防災韌性之疑慮。 

 

4、老屋普遍存在，使得即便租房或購房年輕人整體需要面對房屋老舊、維

修費用高昂、居住舒適度不足等問題。 

 



5、都市住在華廈、公寓等無電梯的高齡長輩可以接受換居、入住社宅，但

台東當地之長輩大多住在家中透天厝屋型態，恐無法輕易接受換屋。 

 

  (三)社會住宅之建設數量、居住對象與居住年限尚無法應付目前的居住問題，

青年仍在市場上流動，並可能在離開社宅之後面臨房價比議題，仍無法順利擁有

購屋規劃的機會。 

 

1、社會住宅的建設數量相較國外的案例比例尚少，許多需要低租金住房的

居民或是青年無法獲得安心的居住空間。 

 

2、目前的社會住宅政策對居住對象有特定的限制，例如年齡、收入、年限

等標準，使得某些需要援助的一般戶、青年戶群體無法進入社會住宅。即使進入

社會住宅，居住年限的限制也可能迫使居民在短期內面臨搬遷問題，無法提供長

期穩定的居住保障。 

 

3、社會住宅的短期性質使得居住者離開社宅後，往往面臨市場上房價高漲

的困境，難以實現購屋規劃，缺乏穩定的購房機會和資源支持。 

  

  (四)現行的稅制、修繕、購屋貸款利息、租金補貼，相較房價比現況，居住

者仍需負擔過高的居住成本。 

 

1、現代的老屋比例過高，從評估老屋的修繕費用、至整體老屋的修繕費用

隨著工程價格提升，現有的修繕貸款與相關補貼遠遠不足。民眾選擇不修繕或不

購屋的結果，社會市容仍沒有生機、仍有居住安全。 

 

2、租金補貼現有政策僅為一次性、一年期補貼，特殊身分、或是鼓勵更多

公益出租人形成，可探討現有的政策如何實施更長期的鼓勵方案。 

 

3、台灣目前的房屋持有成本尚低，導致有許多的業主可能進行更多房地產

投資，無意願釋出空屋變成良好的居住循環。 

 

（五）參與者現況與問題延伸細節與討論紀錄： 

 

當日討論

面向與問

題紀錄 

購屋 租屋 社會住宅 台東當地現況 

學青 1.從生活面感知

物價上漲及出社

1. 大學生通

常預算有限，

1.若往後居住

在社會住宅，

1.對於台東是

鄉下地方，近



會之居住規劃沒

有希望。 

2.關注扶養議

題、生活費與居

住之間的關係。 

但在一些熱門

城市（如台北）

租金相對較

高。即使在較

小的城市，租

金上漲的壓力

也在增加。 

2. 一些房東

未依法登記為

出租房屋，在

簽約與續約、

居住權益仍有

許多問題。 

期待生活機能

提升 

2.期待在社會

住宅中有正向

之生活社團、

專業工作回饋

在租金或薪

資，整體對社

會住宅生活型

態有所想像與

期待 

年來房價卻也

不斷高漲，比

起大都市絲毫

不遜色提出疑

惑。 

2.提出台東當

地國土及私有

地之議題 

3.對台東當地

有都更期待。 

社青 1.以現有家中高

齡屋居住為主。 

2.見證近 10-15

年的房價變化，

感慨房產投資化 

3.尚有購屋期

待，且還是希望

可以居住在市

區、重視生活機

能；希望政策能

夠對房價有更有

力的回應 

1.在外地工作

租屋之社青，

期待往後也能

有入住當地設

宅的機會，但

可以在抽籤比

例上佔比較小 

2.在租屋權益

上較能查找相

關法律資訊，

有遇到非合法

登記房東，但

房東會與社青

協調調降租金 

1.較少意願居

住在社會住宅 

2.擔憂離開社

會住宅後一樣

進到台灣整體

的購屋、租屋

困境，社會住

宅的居住年限

之儲蓄速度沒

把握支應房價 

3.在意社會住

宅標籤化，重

視社會住宅概

念轉型議題 

1.整體同第一

項社青對於購

屋議題的想法 

2.整體探討房

屋繼承權與房

價同時並進，

在老屋修繕與

轉賣之間有所

討論 

3.提出當地長

輩其實不太願

意入住社宅或

離開家鄉，甚

至喜歡住在有

宗教信仰等文

化附近之社區 

非社青 

（18歲以

下） 

1.關注到躺平族

議題及未來發展

之養家議題 

2.從在校學習公

民課程的角度探

討多元居住議題

(例青銀共居) 

1.擔憂未來就

讀大學或工作

時，便宜的租

金只能居住在

危老建築中 

整體對社會住

宅較無概念 

關注躺平族議

題及未來發展

之養家議題 

非社青 

(35歲以

1.擔憂老壯年時

期的居住困境 

無提出相關想

法 

若融入長期照

顧相關功能，

1.對於台東目

前房價高居不



上) 2.傾向有安全的

地方住即可 

認為會是不錯

的居住地點 

下有所驚訝與

感慨 

講師 1.青年購屋問題

遇到非常大的困

境，房價比過

高，但不僅台灣

國家 

2.受 ai、投資之

弱勢更弱、少子

化影響與國際情

勢，房產近幾年

恐難降熱度 

3.多元方式控制

房價，更需考量

持有房產者對於

稅制的應對方式 

4.老屋急需管理

與更新，各地之

危老與老屋建築

比例過高 

1.強調住者有

其「居」概念，

雖不購屋，但

居住品質必須

由政策協助把

關 

臺灣社宅數量

急迫需再大量

建置，亦強調

強調住者有其

「居」概念，

生活不僅有一

種方式 

1.台東目前的

老屋比例已高

達 46% 

2.台東房產持

有者大多都是

高齡長輩 

3.雖台東房價

高，但台東有

許多下一代具

有房屋繼承權 

 

 

二、結論或建議 

 

（一）強化租屋、買賣制定、老屋繼承等相關法規宣導。 

 

1、增強租屋法規宣導與教育，可善用社群媒體、線上租屋知識普及平台及

校園宣導活動，提高年輕人和學生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的認知。 

 

2、改善不動產買賣法規的透明度與實用性，推動不動產買賣過程中的透明

化，例如引入不動產交易透明報告制度，並建立專門的法律援助平台，協助買賣

雙方解決交易過程、繼承房屋中的法律問題。 

 

3、重視設立專門的監督機構或委員會，負責監督不動產交易的公平性，及

時處理和調解買賣糾紛。 

 

4、在各地設立法律諮詢窗口，針對老屋繼承問題提供免費或低費用的法律

諮詢服務，幫助繼承人了解繼承程序和法律責任。 



（二）制定老屋改建與再利用的支持政策，提升整體老屋之防災安全韌性。 

 

1、制定支持老屋改建和再利用政策，例如提供改建補助或稅收優惠，鼓勵

老屋繼承人或購買中古屋者，對老屋進行合理的改造與再利用，符合條件的老屋

改建項目提供財政補助、低息貸款或減稅等，幫助繼承人或業主減輕經濟負擔。 

 

2、老屋修繕評估需要極高的經費與專業度，可設立改建指導窗口，提供專

業的改建規劃與實施，對優秀改建案例頒發獎勳，提升改建工作積極性和品質。 

 

3、落實老屋消防安全檢測，成立專門的消防安全檢測機構或認證體系，並

且對老屋普遍補助裝上消防檢測器、進行消防安全專業檢查，並提供詳細的檢測

報告及建議。 

 

4、建立老屋勘查機制，類似於人口普查機制，對全台灣老屋進行全面的安

全勘查和登記，建立完善的資料庫以追蹤老屋的安全狀況。並根據勘查結果，制

定針對性的應對措施，包括對危險老屋進行更新措施，並提供適當的安置補助或

協助，保障居民的居住安全。 

 

5、針對持有危老建築卻又堅持居住在原本家中的高齡長輩，政策應更積極

介入協助，例如可將長輩持有的透天厝修繕二三樓出租、或是納入高齡長輩的生

活與人文評估，協助轉介合適的居住地。 

 

（三）提升社宅建設數量、放寬居住資格，並提升社宅生活功能與效益。 

 

1、未來可能居住在社會住宅的需求者越來越多，期待政府能放寬社會住宅

的入住資格（例如單身者、小家庭、一般社會新鮮人與社會青年皆可入住）與年

限，讓青年可以安心居住、一面存錢擁有自主成家的機會。 

 

2、除了有托育、長期照顧、生活機能等的社宅考量外，亦希望可以納入青

年回饋專業制度，若青年在社宅內之相關公共機能區域工作，能夠有租金補貼或

是薪資，甚至可延長居住年限等獎勵措施，形成互助之聯繫網。 

 

3、期待政府能補助入住社宅者接受免費的終身教育，例如時事議題、理財

規劃（幫助未來青年離開社宅後擁有自主生活金）、長輩生活安全等家庭教育。 

 

  4、 往後隨著入住社會住宅的人口數越來越多，建議考慮將社會住宅規劃設

置於蛋白區，利用社會住宅的新人潮，吸引零售、餐飲業進駐當地，進而帶動蛋

白區的生活機能發展，並稀釋市區的購屋意願及人口。 



（四）相關稅制與貸款，並在符合條件下放寬修繕貸款、給予購屋貸款利息

補貼、租金補貼等規範，提升整體購屋意願或居住安全。 

 

  1、購買老屋除了房屋的費用外，大多需要另外花錢整修，建議政府可以提

升老屋修繕的貸款成數或相關修繕獎勵措施，讓民眾可以有更多經費能裝修老屋，

提升民眾添購老屋之意願、也提升老屋居住安全。 

 

     2、租金補貼目前為一年期政策，針對特殊族群（例身障者、新住民、社會

新鮮人等）建議再新的一年度可重新接受評估，並在特殊情形下持續性補貼。 

 

   3、再提升現今的囤房稅收，並結合相關公益出租人、增加房東免稅額，調

整多管齊下，提升台灣整體有更多以居住為訴求的生活環境。 

 

   4、部分青年想透過自有的資源或專長進行房屋自地自建，但自地自建的融

資與溝通流程繁雜，盼能整合相關流程，讓已擁有土地之青年剛開始成家建屋時，

有更便利、更流暢的貸款機會。 

 

（五）總體與會者重視向度之分析 

 

  1、青年對房產議題的認知：大多數青年對於房產昂貴的事實、市場流動及

投資利益已有充分認知，但尚積極對老屋議題以及整體居住發展功能提出建議。 

 

 2、此場 talk青年對居住議題的關注重點：購屋挑戰、租屋困境、老屋問題、

社會住宅、稅制與貸款；各桌對於老屋議題、修繕房屋等議題有熱烈的討論度。 

 

  3、最直接影響青年思考居住問題的考量點：包含未來需要養家、扶養問題、

高物價影響購屋機會等。 

 

  4、社會青年對於購屋仍有期待，對社會住宅的興建與居住尚在適應、調適

居住型態觀念；而學生青年對社會住宅的接納度較高，重視生活機能、正向生活、

青年入住之社會回饋機制等有願景與居住想像。 

 

  5、台東當地的社會住宅尚在建設，很有發展性，與會青年認為台東當地的

高齡長輩要離開自己的社區或透天厝到社宅居住恐怕意願不高，因此須重視當地

青年入住社宅的機會，放寬青年們的入住條件；而長輩的居住議題須透過長輩的

生活圈人文評估、更多醫療資源便捷是首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