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社團法人臺灣教育協會 

討論議題：金門返鄉與留鄉：從產業到居住再正義 

辦理時間：113 年 09 月 21 日（星期日） 

辦理地點：牧嶼 Nomads’lsle（金門縣金湖鎮瓊林里瓊林 203-1 號） 

一、 現況或問題 

(一) 古厝活化再利用及產權複雜困境 

1、 古厝活化場域數量有限且競爭廠商眾多。 

2、 產權持分複雜及眾多的古厝難以投入活化再利用。 

3、 得標經營者後續維護較為困難。 

4、 建築受法令（如國家公園法及文資法）限制較多。 

5、 經營者須同時面對公部門及原所有權人。 

6、 國家公園單位獲分配之預算較過往減少，修繕等待期拉長。 

7、 現無設立國家公園基金，相關收入無法直接挹注修繕。 

(二) 房東不願讓房客申請租金補貼 

1、 避免衍生麻煩及複雜的程序。 

2、 因擔憂有關租稅優惠政策未能持續，影響未來稅捐負擔。 

3、 產權複雜為避免其他共有人得知規劃。 

4、 曾出租房屋恐影響未來出售時的房價行情。 

5、 因政策宣導不足且房東可能為年長者，不易理解。 

6、 房東出租房屋數量已逾公益出租人優惠上限。 

(三) 金門社會住宅議題 

1、 金門社會住宅對於申請群體的劃分與優先順序，是否適應不同型態

（如單身者）群體？ 

2、 社會住宅租用年限應如何更對應個別群體之生涯需求？ 

3、 社會住宅建成後，新住戶應如何與周遭社區建立連結？ 

4、 社會住宅多元性如何確保？ 

5、 社會住宅是否採取輪候制？ 

(四) 獨居長者租屋不便 

1、 房東因考量安全風險等因素不喜歡租給獨居長者。長者似乎僅能選



擇住進機構、前往鄰近地區（如廈門）置產，或移居回臺灣。 

(五) 金門作為離島困境及在地文化推廣 

1、 金門房租及物價高，而薪水、工作機會及發展性均較少，且容易成

為各式公共服務的邊陲，難以吸引人口留在金門。 

2、 金門鄉土認同低落源於：鄉土文化課程佔比較低、教材在地文化部

分仍不夠充足，主要仍為臺灣視角，與在地文化不盡相合。地方對

於在地文化認識不夠充足，難以運用優勢創造相關產業。 

3、 金門在地文化未被強化，亦難以擺脫總以臺灣為中心規畫整體發展

的思維。 

4、 金門主要依賴觀光業，缺乏其他產業及經濟模式。 

(六) 金門與臺灣的差異 

1、 金門生活豐富度有限；但相對步調舒適時間較多，容易被覺得單調

匱乏。 

2、 地方社群連結緊密，消息傳遞速度相對迅速。 

(七) 金門開設貓咪咖啡廳 

1、 貓咪咖啡廳在金門是否有市場？ 

2、 金門寵物醫療資源（寵物醫院）缺乏。 

3、 可能須仰賴複合式的經營模式。 

二、 結論或建議 

(一) 古厝活化再利用及產權複雜困境 

1、 古厝參與活化再利用者，同意標準宜由現行全體共有人同意，調整

為民法（編按：揆其真意應指土地法§34-1）規定共有人數及持分

均過半，或總持分逾三分之二之共有人同意即可。 

2、 提供減稅或免稅之租稅優惠誘因。 

3、 對於房屋修繕給予補助。 

4、 就現行相關政策政府應加強宣導。 

(二) 房東不願讓房客申請租金補貼 

1、 政府應加強宣傳力度及管道。 

2、 政策宣導應更加直觀及易懂（如直接計算出減免之稅捐金額，而非

單純表達稅率調降），增加吸引力。 

3、 政策應由上而下規劃，直接由政府對於房東進行宣導，避免仰賴基

層租客及房東自行溝通及遊說。 



(三) 金門作為離島困境及在地文化推廣 

1、 透過具在地文化歷史特色發展產業，並藉由鄉土教育讓學生及居民

均能夠了解相關優勢。 

2、 觀光產業應找出除傳統高齡、菜刀和在地觀光以外特色，才能使觀

光產業永續發展。 

3、 應從文化下手，發展產業並帶來人流，最終才會對應到居住議題。

厚植產業及經濟，並且建立認同感及歸屬感，才能實現居住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