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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宅新人 hold：社會住宅軟實力培養皿	

討論議題：社會住宅如何『社會』，如何在社宅編織一張共融網？	

辦理時間：113 年 8 月 4 日（星期日）	

辦理地點：新富町文化市場（台北市萬華區三水街 70 號）	

一、 現況或問題	
(一) 對住在社宅的社區生活想像、期待與擔心	

1、 參加者對於與自己非常不同的群體（弱勢脆弱群體）住在一起並沒
有什麼明顯的意見或覺得和一般住居型態有明顯差異，而是對於入

住後怎麼與其他住戶跟鄰里做互動，比較會有在意的地方。在意地

方包括：在鄰里生活中的人際界線拿捏，例如：要跟其他鄰居互動

到什麼程度？要不要參與社區活動結交朋友、增進對社區認同感，

不同狀態的參與者有不同想法。	

2、 選擇資源的方式與生活習慣不同會讓參與者有一些期待跟擔心。	
3、 居住經驗不同，雖不是永久居住，但住在社宅的經驗也會影響到後
續住居的習慣。	

4、 許多參與者覺得住在社宅的生活會是比較集體性的，會有比較多公
共活動跟服務的使用經驗，有些參與者會享受這樣的生活，但有些

人會覺得私人生活的領域被鬆動、受到影響。	

(二) 青年申請入住社宅、參與青創活動的意願	
1、 本組討論到後來延伸了另一個提問，為什麼是青年？為什麼是青年
要做青創，其他人呢？會不會幫青年貼上了一個標籤？	

2、 想不想住社宅：想住社宅的人考量的是地段、交通以及較低廉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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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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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不想住的人也有提到交通（不靠近捷運）、入住成本（買傢俱

家電、各種繁複申請抽籤程序）；另外在討論的時候也提到「生命

階段的選擇」，剛畢業的新鮮人會比較不考慮因為空屋要添購很多

設備難以負擔，但是工作幾年的人也許就會比較有資源跟動機，或

是考慮成家的人，也許上有老下有小會更有動機考慮照顧資源鄰近

的社宅。	

3、 想不想做青創：桌次中大部分的人不願意參與，有少數幾位夥伴有
意願。願意的夥伴覺得辦活動沒問題，也有鄰近資源可以使用，並

且可以換取優先入住社宅的機會；沒有動機的人則是認為辦理青創

活動，會有一種工作跟生活沒有切分的感覺，另外有很多 KPI要

求、外在績效，可能不一定回應青年視角、居住正義落實，另外要

招募鄰居參加感覺要做很多陌生開發，會有心理壓力。另外，有些

成員提到自己願意參與或協力活動但不想要當主辦的角色。	

4、 對於青創這件事的目標（達成共融、社區認同營造）、設計，以及
社宅目前居住年限因為公平性考量的 3+3設計，其實會有點矛盾，

因為社區認同形塑需要時間，但目前的過渡性居住樣態，似乎難以

創造並延續社宅社區的認同或歸屬，可能也導致青創戶一直在做達

成不到的事情，也會感到挫折。	

	

(三) 社宅優先戶資格者，在申請前的考量？入住後的影響與生活改變？	
1、 優先族群種類多元，本次討論到的群體包含單親、身障、無房產老
人、特境家庭、受暴婦女以及無家者等多元群體。每個群體考量申

請的路徑、考量點都會不太一樣，本次討論先聚焦在中低收入戶的

經驗，其考量因素包含：經濟（租金、是否有家具）、交通成本考

量（設址地點）、生活機會上的考量（社福單位可近性、活動參與

機會）、居住年限（回到一般出租市場該怎麼辦）、新環境的適應、

生活公約的限制（會不會跟生活經驗牴觸衝突）、就業與子女照顧

的誘因。	

二、 結論或建議	
(一) 多元組成的社宅，如何讓人更放心自在地融入，且共同生活？	

1、 目前許多社宅的公共空間較為缺乏，或者使用成效不彰，再加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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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住宅多數住戶較為疏離、參與社區事務機會少意願低，讓社宅

住戶要能共發展融生活實屬困難。建議相關單位可以先從成立社區

交流群組（如：LINE）來促進住民之間交流開始，並藉由一些小互

動、活動來活絡社區。	

2、 希望社宅的公共空間可以規劃得充足，且因應居民組成、需求，有
彈性調整的空間，並設定合理使用規範提供物業單位執行，讓居民

使用率提升，進而促進社區的交流、互動機會。	

(二) 如何提升青年參與社宅青創、社區營造的誘因與動力	
1、 青創計畫投入需要投入許多心力、成本，但目前的優惠條件僅有優
先入住社宅，可能不一定在每個縣市都有那麼大的誘因，目前青創

戶的勞動付出，也與實際可獲得回饋不成比例。建議相關部門可以

思考幾種增強方案：租金優惠、延長居住年限、提供社區參與假給

有在上班的青創戶、補貼充足的活動執行經費等），提高青年參與

青創計畫的動力。	

2、 青創計畫或青年參與社宅的社區營造，目的是想增進社區居民連
結、創造共融生活，建議政府可以先自行或委託有經驗的單位，先

在入住前、入住初期盤點社區資源、了解社宅及周邊鄰里的需求，

並針對不同的需求/服務來發展相關青創方案，才能貼近居民的需

求，發揮社區影響力，提供青年活動設計方向、調整依據，並規範

社區參與機制，例如居民大會、居民委員會，讓所有的住戶都能參

與社宅公共事務的討論，讓真正的需求被聽見。	

(三) 社宅政策可以怎麼調整、新增何種服務，更貼近優先戶處境與需要？	
1、 增加量體。建議由政府興建更多社宅，抑或是活化改造閒置空間
（如：廢棄校舍）並將其規劃為社宅用途，增加社宅量能。	

2、 針對租金與優先戶經濟生活，建議可以規劃優先戶入住準備期間租
金減免方案、家具流通平台，讓轉換搬遷過程更為友善、符合人

性，另外可以考慮發展類似時間銀行的概念，讓優先戶以進行社區

回饋服務換取積分，來延長入住年限、搬家基金等。	

3、 對於有具體服務需求的優先戶，需有專責單位追蹤其生活情況，並
協助媒合必要資源，建議不要根據人口群分散主責單位，若社宅中

有一個單一窗口服務站點提供服務，可以增進資源可近性與服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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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性。	

4、 開發社宅交換公共平台，讓中籤的社宅的優先戶能依交通、生活連
續性等條件與需求，彼此交換中籤的社宅基地或房型，協助弱勢者

在穩定環境中生活、增進生活品質、降低搬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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