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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 

議題結論 

團隊名稱：基隆永續發展實踐青年行動聯盟 

討論議題：基隆青年住房、租房困境與想像以及可能之行動方案 

辦理時間：113年 8月 24日（星期日） 

辦理地點：太平青鳥(203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一路 189巷 135號) 

一、 現況或問題 

【租屋的處境與狀態：租屋黑市、政策無法落實等】 

1、 青年租屋族的理想租屋型態： 

● 租金：理想為佔收入 1/4以下 

● 租屋條件：位置交通方便、空氣流通、可煮飯、有陽光 

2、 青年租屋族面臨的困境： 

● 找到適合的房子很困難：包租代管物件少，滿多想租房子的人不知道管道 

● 基隆物件普遍問題：屋齡太高、交通不方便 

● 青年可能遇到的租屋非硬體問題：房仲詐騙、鄰里複雜、有問題時找不到

房東 

3、 青年對於租屋相關政策與措施期待： 

● 政策面：確實落實租金補貼政策 

● 租屋資訊：希望更直接透明公開（包含物件和周遭環境）且物件曝光度改

善 

● 其他：可以更方便連絡房東 

【居住品質：大眾運輸影響、區域發展（區域間的落差）影響居住品質】 

1、 基隆的交通規劃影響居住品質： 

● 公車： 

○ 硬體設備品質不佳（例如：購買二手車） 

○ 公車營運的虧損問題，在處理公車問題的預算減少 

● 區域串聯：基隆市內大眾運輸交通網呈放射狀，跨區移動非常費時，比去

台北還不方便 

● 不同族群的困境： 

○ 因應基隆丘陵地形，電動自行車也許是個可以推動的方向 

○ 住在交通不便區域的長者，可媒合計程車服務 

2、 區域生活發展： 

● 生活機能服務分布不均（例如：暖暖無市場、山坡地區倒垃圾等） 

● 資訊工具開發與普及（例如：公車系統） 

3、 老屋和空間安全問題： 

● 老屋結構安全問題：政府應主動、定期檢查 

● 地質敏感或山坡地：應進行危險地區資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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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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策：結構強化與活化空間補助（改善屋齡高的衍生問題） 

4、 交通與行人安全： 

● 行人路權受侵害：人行道品質與安全性低落、缺乏無障礙設計、騎樓停車

和攤販佔用問題 

● 停車位不足與大眾交通不發達之間的惡性循環問題 

【購屋問題：資訊不對稱、青貧買房的受限、房價過高】 

1、 購屋問題： 

● 貸款 v.房價問題： 

○ 青年工作不夠穩定導致貸款額度不高，完全無法買到理想的房子 

○ 青年多數只能負擔交通不便及品質不佳的物件，嚴重影響買房意願 

● 租屋歧視：弱勢及長者租屋不易 

2、 消費者面臨的購屋困境： 

● 購屋的動機與推力：喜歡這個城市或在此工作，但居住環境和工作通勤影

響大、未來收入再高都可能在年老後遇到長者住房問題 

● 基隆房價波動：疫情期間房價往上攀升，成為嚴重的議題 

● 購買中古屋的困境： 

○ 貸款成數少、必須負擔較多頭期款 

○ 理想物件難尋，物件品質差（通勤、環境） 

○ 雖然可能可以較新成屋更便宜的價格買到中古屋，但必須花更多成

本裝修 

● 購買新成屋的困境： 

○ 基隆新成屋價格飆漲 

○ 周邊交通規劃不明確、若其地點通勤不便則須買車造成停車成本 

○ 建造地點安全疑慮 

3、 改善購屋困境的政策方向建議：（如何對抗仲介、建商、投資者行程的利益

結構） 

● 改善缺乏透明資訊與發展非利益導向的合作社機制 

● 須解決針對住房市場的失靈與資訊不透明下政府角色和功能的消失的問題 

● 公共預算投入老舊建築、中古屋公安及修繕問題 

【倡議與文化翻轉】 

1、 如何定義「居住」： 

● 所有權、使用權孰輕孰重？ 

● 歐美國家居住型態多樣：房子、房車、共享空間（需討論如何規範） 

2、 居住需求：不同條件居住者的需求不同 

3、 倡議方向：保障使用權、抑制所有權 

4、 可發展行動方案： 

● 屬於「所有權」的空間、土地、建築釋放、倡議佔屋合法化 

● 遊說公部門針對建商建案訂定固定社會住宅比例，並搭配容積獎勵等配套

措施 

● 市場透明化：房屋交易金額、交易紀錄公開➡輿論影響導向上漲不合理➡

參考德國房租上漲限制、房東漲幅減少可節稅等政策➡促進使用權 

● 可參考其他國家針對房價跟租金限制的法規及政策推動經驗 

二、 結論或建議 

（1）提升基隆居住品質：從交通環境改善提升開始（大眾運輸、跨域交通） 

1、 交通設施向雙北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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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系統改善：基隆市公車即時動態電子布告欄目前非常不準確，市府應

投入資源積極改善，以提升公車系統利用與搭乘意願 

● 推動多元交通服務：基隆非自家私人運具的交通工具僅有計程車與公車，

可透過既有交通工具推動更多元的交通服務（例如：長者就醫友善計程

車） 

2、 導入企業資源、發展公司協力合作模式： 

● 參考奇美與臺南市政府合作模式，尋找在地企業認養基隆的公共服務或建

設 

● 建議媒合陽明海運總部回基隆：推動認養社區或公共服務（例如：公車時

刻電子布告欄、電動自行車） 

● 建議和長庚醫院合作：增設跨區環狀線公車，解決無跨區公車問題 

● 建議與企業合作，推動捐贈公車，解決公車老舊問題 

 

（2）公民行動方案一：如何形成抑制租金與售價上漲的中介組織 

 

● 行動目標：透過形成中介組織，由公民打破巨大資本利潤導向的房地產市

場 

● 成立在地包租代管合作社：（參考此次論壇短講分享內容介紹之基隆第一住

宅公用合作社（基一社），以及參考首爾住宅公社 SH（由市府出資成立，建

設住宅、經營社會住宅、營造青銀共居）） 

○ 企業優勢為十分在地、擁有最多資訊和地方人脈，較容易引導釋出

空房 

○ 確保在地合作社不會倒：召募認同理念的會員，尋找投資者、有能

力和技術建設的合作營造商，邁向非營利導向的永續經營 

● 目前就可以展開的前置行動：拜訪現有類似組織（例如：崔媽媽基金會）

並透過訪談了解其經營方式與困難 

 

（3）公民行動方案二：如何以創意的方案一起實現理想居住 

● 行動目標：如何透過行程中介組織促成空屋釋放 

● 需解決問題：空屋屋源、建立擁有民眾信任感的制度 

● 可能的行動方向： 

○ 推動課徵空屋稅 

○ 推動交易紀錄透明化：交易時間、金額以及租售房屋必要資訊， 

○ 擴大可供住居屋源： 

○ 公部門或法人持有房屋釋出：如公務宿舍、軍人宿舍、宗親會 

○ 自然人持有房屋釋出：透過制度與計畫，形成在地又有信任感的基

隆版包租代管，例如宮廟（最在地、既有信任感，從過去發米轉變

為可以合理價格租房子）、年輕人組成的住宅合作社、宗親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