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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面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理事長的話

3

中華民國不動產聯盟總會第二屆
理事長 林正雄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不動產聯盟總會

四月初，美國總統川普實施新一波的關稅貿易保護政策，引發全球股災，台灣
股市隨之下挫三千多點，房市也因此受到影響，整體交易量相較於去年同期顯著萎
縮；而在政府推行的信用管制與打擊炒房措施的雙重壓力下，房地產市場無疑雪上
加霜。然而，為了協助受衝擊的產業度過難關，行政院推出了880億元的出口供應
鏈支持方案，但我們仍未見政府對於超過百萬名房地產從業人員生計，做出相對應
援助、或信用管制鬆綁的機制。

在此情況下，聯盟總會呼籲相關主管單位正視不動產產業鏈的問題，並關注由
此衍生的不動產百工百業就業市場問題。政府應針對房地產市場提出有力的應對措
施，助力市場健全發展，並協助產業走出困境。

儘管如此，台灣房地產還是具有相當韌性的市場，產業根基與體質並不薄弱，
在短暫蕭條的時刻，仍鼓勵有自住需求的消費者趁此「危機入市」，因為房市的景
氣循環本就潮起潮落。春去春總會再來，只要有需求，每個時候都是進場的好時
機，不是嗎?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產
業
面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新聞消息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不動產聯盟總會

產
業
面 中華民國不動產聯盟總會

理監事聯席會議活動照片

理監事聯席會議活動照片

114年4月8日

第2屆第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4年4月8日

「新時代建築的新思維」
專業講座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崔懋森理事長主講 「新時代建築的新思維」

活動花絮

4

不動產聯盟總會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資料來源：臺北市不動產聯盟協會

產
業
面

114年2月19日

危老建案參訪
《寶舖全健築-知行》

5

114年3月19日

都更建案參訪活動
《國賓大建設-東方大境》

建案資訊連結
請掃

114年5月21日

建案參訪活動
《金朋建設-金朋馥蓊》

活動預告活動花絮

縣市不動產聯盟 臺北市不動產聯盟協會

114年4月16日

❶房地產市場分析
【主講人:張桃生 經理】
❷權利變換估價解析

－防災都更、公辦都更大躍進
【主講人：鄭惟元估價師】

114年2月19日活動照片 114年3月19日活動照片

114年2月19日活動照片 114年2月19日活動照片

114年3月19日活動照片 114年4月16日活動照片



活動花絮

拜會行程

活動預告

縣市不動產聯盟 臺中市不動產聯盟協會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資料來源：臺中市不動產聯盟協會

產
業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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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4月18日

第4次理監事會議
個案參訪-鉅虹建設

114年4月18日理監事會議合照

114年4月16日

拜訪臺中市政府
地政局長曾國鈞

114年７月3日

第6屆第2次
會員大會

114年4月16日活動照片 114年4月18日活動照片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新聞消息

資料來源：南投縣不動產聯盟協會

產
業
面

114年4月30日

遊獵行腳參訪
「休閒不動產營運與突破」主題分享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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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不動產聯盟 南投縣不動產聯盟協會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活動花絮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新聞消息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產
業
面

114年1月22日

第10屆第7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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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仲介業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14年3月25-26日

產業發展座談會
暨新春聯誼

114年4月9日

美國重稅衝擊！
房仲全聯會呼籲：

政府應調整房市限縮政策
新聞連結
請掃

114年７月７日

笫14屆房仲慈善盃
高爾夫球聯誼賽

活動預告活動花絮新聞消息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產
業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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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114年2月19日

第10、11屆理事長交接
及理監事授證就職典禮

114年3月10日

鄭理事長子賢帶領
全國各縣市公會理事長
暨全聯會理監事幹部

參觀總統府並與總統合影留念

地政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產
業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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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8月1~3、16、17日

不動產學院第5期
北部場次

(台大霖澤館)

114年12月份

與內政部共同舉辦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教育訓練、研習會

或宣導說明會
(規劃中)

地政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4年8月29~31日；
9月6、7日

不動產學院第5期
中部場次

(場地規劃中)

114年9月份

不動產學院第5期
南部場次
(規劃中)

114年10月份

本會法學研習營
(規劃中)

114年10月15、16日

第42屆全國地政盃
活動競賽

(將於高雄市舉行)

114年11月11日

114年地政節
慶祝活動

114年11月15日

本會與全國律師聯合會、
中華民國公證人公會全國聯合會
聯合舉辦「不動產相關論壇」

(活動主題、內容與地點研擬中)

114年3月18日

內政部、政大不動產研究中心
與本會聯合舉辦

「不動產業者識詐應對
與法律風險座談會」

修訂地政士法
第七條

增訂地政士法
第八條之一

活動預告活動花絮業務推動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活動花絮 業務推動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14年2月18日

增訂租賃住宅包租及代管
業別之擴大書面審核純益率
、所得額及同業利潤標準

114年2月19日

基隆市租賃公會
授證典禮

114年2月21日

政大商學院
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

「青年人住好房研討會」

產
業
面

第2屆第8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114年1月22日

114年4月23日

第2屆第9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114年4月16日

z

第2屆第7次
營保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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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宅服務業 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14年2月26日

桃園市租賃公會
授證典禮

114年3月25日

彰化縣租賃公會
授證典禮

114年2月19日活動照片

114年2月26日活動照片



活動花絮 活動預告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12資料來源：台灣省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產
業
面

114年6月2-6日

舉辦5天4夜秘書長
國外研習活動

113年11月21日活動照片

113年12月10日活動照片

114年5月27日

第11屆第6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114年3月1日活動照片

114年3月28日活動照片

不動產開發業 台灣省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114年3月1-5日

東方之都
泰國五日遊

第11屆第5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114年2月23日 114年3月28日

第11屆第2次
會員代表大會

針對114年3月18日內政部地政司修正有關「預售屋買賣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部分條文規定」，預計
於5月27日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將責成議案提會討論有
無再建議修正之處。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新聞消息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產
業
面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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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室內設計裝修業

114年2月20日

第11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暨
室裝全聯春酒晚宴

114年3月6日

室內設計裝修
「產官學研圓桌會議」暨回訓教師感恩餐會

114年6月12~15日

「2025台灣國際室內設計博覽會」
暨「室內設計師節活動」

活動花絮 活動預告
114年2月20日活動照片 114年3月6日活動照片

博覽會活動詳情請掃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新聞消息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建築經理商業同業公會

產
業
面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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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4月25日

新青安貸款解析暨央行限貸令機制與因應對策
【主講人：黃志偉榮譽理事長】

建築經理業 中華民國建築經理商業同業公會

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活動花絮 活動預告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15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產
業
面

114年3月13日

第2屆第2次
會員大會

114年5月16、17日

【PMA物業品牌營】
第2期

113年11月21日活動照片

113年12月10日活動照片

中華民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業

114年5月9日

2025國際安全展
智慧管理社區論壇

114年3月13日活動照片

114年3月13日活動照片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活動花絮 業務推動

16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保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產
業
面

導入與研議防災士及高樓層
防災中心勤務人員專業證照

114年1月22日

會員代表大會

114年3月6日

第1次
常務理監事會議

114年3月26-31日

日本自強活動

保全業 中華民國保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14年3月10日

參訪總統府

114年4月14日

第2次
理監事會議

114年4月16-18日

第5級警衛勤務
專業進階專業訓練

114年3月10日活動照片

114年4月14日活動照片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新聞消息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產
業
面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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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推動

活動預告

活動花絮

建築材料業 中華民國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14年2月21日

苗栗縣建築材料
商業同業公會大會

114年2月25日

新北市建築材料
商業同業公會大會

114年3月2-3日

第1屆第14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暨聯誼活動

114年3月14日

台北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
2025春酒暨高爾夫球會長盃

聯歡晚會

114年5月28日

第2屆第1次
會員大會

一、

分戶樓板之衝擊音、
隔音構造改善項目提
案送建築研究所

二、

有關高雄市府工務局
明訂5樓以上之新建
物不得以磁磚作為外
牆飾材，綜合各界意
見，應以加強施工品
質為要，不宜限制特
定建材之使用

114年3月2-3日活動照片 114年3月2-3日活動照片

114年3月2-3日活動照片 114年2月25日活動照片



新聞消息

業務推動

活動預告

研習論壇

拜會行程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18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產
業
面 建築師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114年2月13日

台灣設計研究院
張基義院長拜會本會

114年4月11日

「2025建築師性平年」
倡議性別平等記者會

114年4月29日

「新隔熱工法」
講習會

114年5月8、15、22日

「淨零碳排之設計策略講習」
【北、中、南】 114年4月11日活動照片

114年2月13日活動照片
推動「公共工程技術服務

契約範本剛性化」
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法增訂

第15條之1草案條文

報名網址
請掃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19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產
業
面

114年2月7日

為協助打詐、提升專業性
及保障民眾權利

全面實施估價助理員制度
及查詢網站正式啟用

114年3月12日

匯聚20，愛要即時
不動產估價師

312公益日捐血活動

114年第二季

「匯聚20，愛要即時」
第2波公益活動

愛心募款捐贈物資行動

制定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品質管理公報

活動預告 活動花絮 業務推動
114年3月12日活動照片

不動產估價師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制定原住民保留地
估價指引

提升不動產估價報告之
「一般因素分析」-
建構不動產市場趨勢

與價格判斷基礎

114年3月12日活動照片



活動預告活動花絮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20資料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記帳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產
業
面

114年3月17日

2025年度碳盤查
國際標準(ISO)證照班

台北班

114年8月11-14日

2025年度碳盤查
國際標準(ISO)證照班

臺中班

114年3月27日

114年度洗錢防制
種子講師訓練課程

114年4月21日

114年度
記帳士節慶祝活動

114年4月21日活動照片

記帳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記帳士全國聯合會

114年6月9-12日

2025年度碳盤查
國際標準(ISO)證照班

高雄班

114年3月27日活動照片



總會理事長的話｜總會與各會訊息快遞

業務推動

活動預告

活動花絮

2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產
業
面

114年3月6日

第10屆第10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暨春酒晚宴

114年5月13日

「工業冷凍空調系統實用設計方案及快速參考手冊
新書發表暨技術交流」研討會 114年3月6日活動照片

114年2月13日活動照片

冷凍空調業 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4年3月6日

成立法益委員會以維護
會員公會及其所屬會員

技師之合法權益

114年3月6日

積極爭取冷凍空調之
節能績效量測及驗證工作

列入冷凍空調技師簽證範圍

114年3月6日活動照片

報名網址請掃

114年5月8日

「冷凍空調系統在新世代建築的深度節能
與淨零永續應用」主題研討會

報名網址請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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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面
總體經濟指標/價量分析/近期房產新聞焦點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與房市相關經濟指標

23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五大
面向

本資料由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彙整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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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24

國內生產毛額(GDP)
受貨幣緊縮政策、國際原物料
價格變動、地緣政治風險等因
素影響，民國111年名目GDP年
增率大跌至-1.59%。

受到出口衰退、國際通膨及基
期過高三大因素影響，我國人
均GDP僅3萬2,442美元，然不
動產相關貸款餘額佔GDP比重
卻持續推升。

全球AI熱潮，台灣在科技供應
鏈表現亮眼，民國113年我國人
均GDP回升至3萬3,983美元。

今年3月原預測我國今年人均
GDP 為 3 萬 5,106 美 元 ， 名 目
GDP年增率和人均GDP年增率
都會維持在3%以上。然4月初
美 國 總 統 川 普 向 全 世 界 投 下
「關稅政策」震撼彈，GDP恐
大幅下修。

112年

111年

113年

114年

房市熱度一路延燒至今房市熱度持續延燒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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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25

◼ 挺過後疫情時期與全球經濟復甦，人工智慧(AI)產業鏈成為市場焦點，帶動我國經濟穩健成長。根
據主計總處最新公布資料，民國113年經濟成長率達4.59%，較先前預測上調0.29%。然而，受美
國川普政府對國際關係與貿易政策影響，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僅3.14%，且有下修風險，未來仍
須關注美國經貿政策變化及地緣政治衝突對市場的影響。

◼ 儘管國際貨幣基金(IMF)預估今年全球貿易量成長率為3.2%，我國產業供應鏈具競爭力，但因去年
我國為美國第六大貿易入超來源，因而被美國列入「骯髒15國」，恐影響供應鏈穩定，面對潛在
貿易與貨幣障礙，我國經濟成長表現將面臨更大挑戰。(*註：「骯髒15國」是由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首度

提出，意指「在貿易中佔美國便宜，向美國徵收高額關稅，或對美存在巨大貿易順差的前15%國家」。)

◼ 受新冠疫情影響，民國
110年我國經濟成長率飆
破 6.72％。隨後，在全
球通膨與升息壓力影響
下，終端需求減弱，產業
營收受挫，拖累整體經
濟，致使民國112年經濟
成長率降至1.12%，創下
近14年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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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26

擴大對美投資
(台灣投資美國隊)

減少關稅壁壘
(零關稅)

瞄準我國本身有需求
的商品來減少逆差

擴大採購(軍武、農工製
品、石油、天然氣)

我國即將
對美展開談判

若以關稅最終降至 10% 計算，台灣 GDP 影響約在-1.4~ -2.9 個百分點，
以關稅戰之前的3%經濟成長率來看，仍有機會維持正成長，但若全面性課稅，則可能面臨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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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干擾景氣因子可能有*

1. 美國關稅措施走向

2. 全球貿易壁壘加劇

3. 地緣政治風險升溫

景氣對策信號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27

低迷(9~16分) 轉向(17~22分) 穩定(23~31分) 轉向(32~37分) 熱絡(38~45分)

景氣對策信號(燈號及分數)

114/3
34分

◼ 最新民國114年3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
斷分數為34分，較上月減少3分，燈號持
續維持黃紅燈。我國現正進入第十六次
景氣循環，當前景氣延續成長態勢。

◼ 然4月份國際主要機構陸續下修今年全球
貿易量成長率，惟AI等相關科技產業供
應鏈具競爭優勢，可望維繫我國出口動
能。美國後續關稅措施及美中關稅對峙
等不確定因素，將牽動世界經貿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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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28

◼ 民國114年1至3月累計出口1,295.8億美元，創歷年
同期新高，已連續16個月正成長，年增率17.5%。

◼ 依財政部最新統計資料，繪製近年我國對主要
國家出口占比之變化圖如下。今年3月台灣對
美國、東協出口創歷年單月新高，分別於市場
結構占比25.5%及20.3%；而對陸港出口依賴
程度日益減少。4月初美國關稅政策衝擊，未
來出口結構變化有待觀察。

◼ 人工智慧與高效能運算等新興應用快速成長，加上國內廠商具備先進製程與高階產能的優勢，帶動我國出口
在今年1-3月全面上揚。然而，川普近期宣布的新一波關稅政策，恐將對全球經濟投下變數，除了拖慢經濟
成長步調，也可能加劇國際貿易與政治緊張。對出口導向的台灣而言，若對特定市場依賴(依存度)過深，不
僅曝險升高，未來在國際談判中也恐失去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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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29

關稅戰對我國出口之影響       消費性產業為第一線衝擊

◼ 以產業來看，毛利率不高的產業在抵禦關稅的能力較低，不容易轉嫁成本，若庫存去化的進度又相
對落後的話，可能加劇衝擊。例如紡織、塑膠、汽車工業等傳統產業。預估台灣出口受到此次關稅
衝擊，今年出口年增率會從8%下調至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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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網路新聞，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30

對單一國家出口依存度過高之歷史借鏡

◼ 背景：以檢疫問題為由，先後禁
止台灣鳳梨、釋迦與蓮霧輸入。

◼ 影響：對農民與出口商造成短期
嚴重衝擊，價格一度崩跌，且有
無法立即轉銷他國的問題！

農產品 水產品 各大產業

2021-2022 2022 NOW

◼ 背景：以驗出禁藥為由，終止進
口台灣石斑魚。

◼ 影響：出口立即腰斬，產地價格
暴跌，顯示過度依賴單一市場，
對農漁業的風險極高！

◼ 背景：川普實施美國優先路線，
意在消除貿易逆差、刺激美國在
地製造、進行報復課稅。

◼ 影響：供應鏈重組、企業成本增
加、侵蝕利潤、訂單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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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31

關稅戰對各國貿易量與經濟成長率之影響(一)：

回顧2018年關稅戰，結果為雙輸局面

地區
2018年

GDP成長
2019年

GDP成長
主要影響

美國 2.9% 2.3% 製造業、農業受壓

中國 6.6% 6.0% 出口放緩、轉向內需

德國 1.5% 0.6% 出口萎縮

台灣 2.7% 2.9% 科技出口獲轉單紅利

全球 3.6% 2.8% 貿易量急劇萎縮

全球總體貿易量下降

(創下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新低)

【美】貿易逆差未見改善，製造業承壓

(反而使部分進口轉向東南亞或墨西哥)

【中】出口受創，但內需撐盤

(並積極轉向「一帶一路」)

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受連帶波及

(例如：德國汽車與高科技設備、日韓半
導體與顯示器…等)

【台】受惠與挑戰並存

(利多-台商回流、轉單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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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32

直接衝擊

關稅直接推高了出口商的成本、侵
蝕利潤。隨著關稅措施的實施，短
期內會出現庫存積壓的問題。

間接衝擊

關稅政策將導致全球貿易總量縮
減，並可能對全球經濟增長造成壓
力；許多國家將尋求替代市場，加
劇市場競爭情形。

關稅戰對各國貿易量與經濟成長率之影響(二)：

2025年關稅戰再起，仍無法避免波及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美國歷次全球性關稅戰史與啟示

資料來源：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33

談判一定會達成，

問題在於需要付出多少代價

高關稅短期可保護產業，但長期導致
報復性貿易與經濟衰退。

多邊協議與市場開放才是穩定出口與
全球供應鏈的根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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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34

今年2月國土署發布最新「營造業經濟概況」，統計全國

營建工程業從業人員約16.5萬人，推估缺工數達5.3萬

人，其中基層勞工最多，將近4萬人，尤以北部及中部最

為嚴重，分別為1.7萬人及1.6萬人。

反制與貿易戰風險

製造業與供應鏈波動

消費與零售端承壓

川普關稅之亂
對就業市場的潛在影響

◼ 短期：產業裁員或人力需求
減緩，失業率小幅上升。

◼ 中期：回流政策若有效，將
有助於提升當地就業。

◼ 長期：供應鏈重組將重塑就
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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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35

股票市場有財富效
果，與房市呈正相
關。股市行情好，
部分獲利資金會轉
往房市；若股市 下
跌，資產萎縮則會
使房市買氣受挫 ，
因此，股市是房市
的領先指標。

◼ 受到川普重啟關稅政策影響，引發市場全面性恐慌，全球金融市場無一倖免，呈現全面大幅向下修正。台股4月
7日開盤即重挫2,065.87點，上市櫃公司跌停家數飆破千家，高達1,776家個股慘遭鎖死，創下台股歷史單日最
大跌點與最大跌幅紀錄！連續三天大跌將近四千點，投資人信心幾乎崩盤，隨著川普提出暫緩關稅90天，市場
仍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

◼ 由於房地產被認為是一種穩定且具潛在增值空間的投資，投資者通常會做好投資風險控管，為分散風險可能將
部分股市獲利轉移到房地產，但若股市萎靡，現金為王相對安全，故會直接影響房市買氣。

網
路
泡
沫

金
融
海
嘯

新
冠
肺
炎

攻上兩萬四

4/7台股大跳水
4/9跌破萬八

美
國
關
稅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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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變動-重貼現率走勢圖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重貼現率是所有利率變動的源頭，該利率一旦調整，不論存款或土地/建築融資或房貸利率，皆會跟著連動。調
整利率主要考量國內經濟景氣及通膨狀態，故房市非利率調整之考量因素，央行會採取信用管制來調控房市。

◼ 為審慎因應美國經貿政策等不確定因素帶來的影響，3月央行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維持政策利率不變，有助於維
繫整體經濟金融穩健發展。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別維持年息2%、2.375%及4.25%。

因應美國對等關稅政
策，央行是否調降存
款準備率，以釋放資
金動能來提供國內產
業所需資金，對此央
行表示，目前銀行體
系新臺幣資金流動性
充裕，暫無調整之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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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37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

◼ 新冠疫情後，消費者物價總指數年增率(即通貨膨脹率)逐步下降，國內通膨壓力緩解，民國113年全年平均為
2.18%，惟年增率仍在通膨警戒線2%之上。今年2月春節過後，部份價格回落，年增率降至1.58%，最新3月數
據公佈，因外食費、租金、醫療費用等上漲，年增率增至2.29%。對於美國關稅政策、台鐵票價調漲等是否會
影響CPI年增率持續往上有待觀察。

◼ 與不動產相關的「居住類-房租」指數於民國111年後因高房價、租金補貼政策等因素推動租金的增長，112年
後年增率平均在2%以上，自113年以來持續於2.5%通膨線徘徊，絲毫沒有降溫趨勢。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CPI)為計算通貨
膨 脹 的 依 據 ， 代
表 一 般 家 庭 購 買
消 費 性 商 品 及 服
務 價 格 變 動 的 平
均情況。

擴大租金
補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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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銀行，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38

貨幣供給M1B、M2

◼ 貨幣總計數M1B流動性高，可活絡市場經濟，藉由觀察M1B的變動情形可掌握資金熱度。
當供給額增加，表示市場資金充足，民眾易將資金投入股市與房市，造就市場榮景。

◼ 最新民國114年3月金融情況顯示M1B及M2年增率分別下降至1.82%及4.38%，主要受資
金淨匯出與放款與投資年增率下降影響所致。目前資金面仍呈現死亡交叉(M1B<M2)，隨著
近期金融情勢動盪，今年市場可用資金恐趨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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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39

臺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 民國114年3月臺灣製造業PMI指數上升至54.2%，連續兩個月擴張。推動PMI上揚的主因是電子光學產業的
訂單與生產持續回升。而對於未來半年展望則由緊縮轉為擴張，原因包括中國汰舊換新政策、美國關稅政策
引發提前備貨需求，以及AI零組件需求增長。

◼ 儘管關稅政策對我國製造業的直接影響尚未反映在指數表現上，但預計關稅將改變終端需求、供應鏈重組及
企業面臨利潤衰退等問題，進而影響製造業接單能力與營收表現，並可能導致企業調整產線與人力(如無薪
假、減少雇用)，企業擴廠計畫及其員工購屋能力皆受影響，牽動工業及住宅不動產市場表現。

54.2%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臺灣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 營造暨不動產業

40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臺灣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中，營造暨不動產業作為房市表現的先行指標，其波動反映了業者信
心與未來實際委託需求的變化。從長期表現來看，營造暨不動產業NMI多呈擴張期且相對平穩，但若進一
步觀察「未來半年展望指數」，則可見其波動較大，這反映了市場環境的變化，更能即時反映市況。

◼ 隨著年後委託服務逐漸啟動，交易量小幅回穩，故最新3月營造暨不動產業指數攀升至59.7%；然而，考
量到地緣政策風險、股市波動劇烈以及央行持續管制貸款，未來半年展望信心面較為疲軟，指數驟降至
38.9%，顯示市場進入緊縮期。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臺灣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 -住宿及餐飲業

41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臺灣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中，與不動產相關的分項指標包括「營造暨不動產業」與「住宿餐飲
業」。其中，住宿餐飲業的NMI表現高度依賴外部環境，如疫情發展、邊境政策及天災等因素。

◼ 整體而言，住宿餐飲業在解封後曾明顯回升，但受到季節淡旺季與突發事件影響，指數波動劇烈，顯示復甦
過程仍具挑戰。近期數據顯示，春節期間表現不如預期，節後商業活動與訂單大幅下滑，3月NMI跌至
39.8%。然而，由於4月連假帶動旅遊需求，業者對未來景氣轉趨樂觀，展望指數達68.2%。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建築貸款餘額

42資料來源：中央銀行，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解讀說明

◼ 建築貸款餘額可視為建商推案信心指
標，數據續創新高，其為逐年累積下
來的貸款餘額，反映出向銀行借貸的
需求程度。

◼ 最新民國114年2月建築貸款餘額約
為3兆4,339億元，自113年底至今總
水位整體趨勢無明顯變化，但年增額
表現仍持續走跌。

◼ 年度貸款增減量表現自民國109年起
迄今持續探低。現階段銀行貸款嚴格
控管，建商從銀行取得資金不易，加
上因關稅政策讓經濟下行風險增溫，
建商態度轉趨保守，增幅有感收斂，
資金供給市場呈現萎靡之狀。

42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消費者信心指數(CCI)-購買耐久性財貨時機指標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43

◼ 消費者信心指數(CCI)中，與不動產相關的分項指標包括「購買耐久性財貨時機」與「購買房地產時機」。自111年

起，在通膨升息環境下，並受平均地權條例條法、囤房稅等不利房市政策影響，整體呈下滑趨勢。其中，購買耐久

性財貨時機於111年12月正式跌破信心線(100點)，降至99.9點，隨後回穩並長期維持在100點以上(偏向樂觀)水準。

◼ 然而，今年4月調查結果顯示，未來半年購買耐久性財貨時機為99.13點，較上月下降2.86點，結束連續27個月的樂

觀態勢，消費者信心轉為不足。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消費者信心指數(CCI) -購買房地產時機指標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44

◼ 「購買房地產時機指數」可用來評估民眾對於目前是否適合購屋的看法。過去因疫情推升房市熱度，帶動該指
數表現走高；隨後進入通膨升息周期，指數有所收斂，但始終未跌破信心線(100點)。直到去年9月第七波信用
管制措施上路後，房市買氣明顯受抑，指數才跌破信心線。

◼ 今年最新的4月未來半年購買房地產時機為96.85點，較上月下降2.71點，創下本項指數設立以來的第五低紀
錄，反映消費者普遍認為目前並非購屋良機。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新承做購屋貸款金額及購置住宅貸款餘額

4545資料來源：中央銀行，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新承做購屋貸款金額及購屋貸款餘額

可視為房市買氣指標。

◼ 貸款餘額主要受到房市景氣及利率影

響，房市熱絡時房屋貸款餘額增加

快，反之，房市冷清時則增加慢。

解讀說明

◼ 在新青安貸款的帶動下，去年購置住宅貸款餘額攀至高
峰達11兆元，較112年大增1兆454億元；同年度新承做
購屋貸款放款金額突破11億元，年增幅達51.7%。今年
最新2月數據顯示購置住宅貸款餘額仍持續向上達11.1
兆元，房價不斷攀升亦是拉高房貸金額的主要原因。

◼ 央行於去年實施兩波信用管制後，房市量能受到抑制，
惟受惠於年底交屋潮影響短暫回升。整體來看，自去年
下半年迄今，購置住宅貸款月增額仍持續下降。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財政部國庫署，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新青安房貸撥款情形

46

◼ 新青安房貸政策自112年8月上路以來，針對首購族與年輕家庭，有效活絡不動產市場。政策實施初期，
新青安貸款占比一度突破四成，隨後因央行第七波信用管制，至去年底降至32.3%，今年2月則回升至
39.8%。

◼ 雖然新青安每月受理戶數初期穩定在5千戶以上，但自第六波信用管制起即逐步下滑，第七波上路後更降
至5千戶以下，直至去年底因交屋潮方略為回升；今年以來，單月受理戶數皆未達4千戶，其原因為政府
打炒房政策影響，加上強化新青安貸前及貸後管理等，讓假性需求逐漸退散。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房價所得比走勢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47

判斷基準

◼ 統計最新113年第三季六都及新竹縣市房價所得比表現，分別為：新北市14.03倍、臺北市16.60
倍、桃園市9.39倍、臺中市12.99倍、臺南市10.35倍、高雄市10.59倍、新竹縣市10.18倍。整
體而言，六都房價所得比呈逐年上揚，表示六都民眾買房的壓力與日俱增，自身所得能力愈來愈
難以負荷高房價。以臺中市為例，得不吃不喝13年才買得起房。

現階段房價所得比
應以6-8倍為合理範
圍，但目前六都皆
已逾9~16倍，房價
處於過高水位，房
市呈不健全狀態。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貸款負擔率

48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最新公布的113年第三季資料指出，全國貸款負擔率為46.80%，持續走揚，並已長達2年以上時間處於
偏低等級，表示全國對房價的負擔能力變差。貨幣緊縮的升息政策，使利率高於疫情前水平，加上通膨
問題未解，實質所得倒退，致國人的貸款負擔能力愈發低弱，後續延長貸款年限的比例恐攀升。

近期股市動盪，造成投資人
資產大幅縮水，雖不一定會
立即造成貸款違約潮，但會
影響投資人整體償債意願、
消費信心與資金調度彈性，
特別是高槓桿或高度依賴股
市收入者風險較高，也可能
反映在不動產市場的成交量
與資金周轉速度上。

比例愈高，表示負擔能力愈低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央行實施房市控管機制之因果關係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央行於113年9月實施信用管制後，房市交易量明顯縮減，不動產資金風險相關指標亦有趨緩之勢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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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六都建物買賣移轉棟數(季線)

51資料來源： 158統計、六都地政局、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最新統計顯示，114年第一季六都建物買賣移轉棟數繼上季後持續下滑，平均跌幅逾20%，其中以台南市跌幅
最為明顯，達32.7%。若與113年同期相比，平均年減幅近25%，台南更高達39%，顯示過往交易熱絡的情況
已不復見。此結果反映政府近期一系列房市政策，包括嚴查投機炒作、限縮貸款成數與實施信用管制，已對市
場交易產生壓抑效果。此外，4月初美國公布新一輪關稅政策，猶如對全球產業投下一枚震撼彈，導致台股重
挫，進一步動搖民眾對房市的信心。綜合判斷，預測114年第二季的建物交易量恐將進一步下修。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六都114年Q1建物買賣移轉棟數前十大交易熱區

52資料來源資料來源：158統計、六都地政局，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成屋市場-台北近二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53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628

86.2萬

連三跌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成屋市場-新北近二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54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1,164

49.3萬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成屋市場-桃園近二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55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788

31.3萬

連三跌

連七跌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成屋市場-新竹近二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56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210

42.4萬

連三跌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成屋市場-台中近二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57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746

32.4萬

價量同步
連五跌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成屋市場-台南近二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58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557

26.7萬

連二漲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成屋市場-高雄近二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59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953

25.8萬

連六跌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預售屋市場-台北近二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60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363

127.4萬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預售屋市場-新北近二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61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676

67.4萬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創新高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預售屋市場-桃園近二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62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698

41.8萬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連七跌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預售屋市場-新竹近二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63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261

56.1萬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創新高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預售屋市場-台中近二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64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970

58.3萬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創新高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預售屋市場-台南近三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65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444

37.9萬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創新高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預售屋市場-高雄近二年每坪成交單價與成交量

66資料來源：實價登錄、財經M平方，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487

41.7萬

➢ 註1：本數據的建案類型僅計入住宅大
樓，不計透天、商廠辦；交易則排除一
樓、地下樓以及極端低價或高價(例如：
親友交易、特殊使用空間、政府資料有
誤…等)之交易。

➢ 註2：實價登錄系統有「補登記」問題，
故數據每3個月會進行修正。

創新高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67資料來源：信義全球資產

上市櫃法人大型交易市場統計-商用不動產市場及土地市場

註：2024年交易量統計至12月24日。

◼ 2024年上市櫃法人購置商用不動產交易額達

1,689億元，年增27%，以產業自用為主力買盤。

土地交易額則為1,578億元，年增高達177%，受

產業擴張帶動住宅需求成長，中南部市場升溫，

其中台中表現最亮眼，佔全國交易量28%。

◼ 工業不動產受買方高度關注，特別是可立即投產

的現成廠房，買家多來自傳產、科技與電商業。

由於工業地產市場交易熱絡，也促使不少法人出

售閒置資產，以充實營運資金。

◼ 2024年前三季土地市場交易暢旺，第三季成交量

更突破700億元，惟第四季因央行第七波信用管

制影響，品牌建商購地趨於保守，導致年末旺季

不旺，單季交易額降至207億元，為全年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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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面
總體經濟指標/價量分析/近期房產新聞焦點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69資料來源：各新聞媒體，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建商暫避風頭
2024年全台新屋開工量創5年新低01

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被視為房市風向球之一的住宅開工量，去年全台開
工量僅12.78萬宅，寫下近5年新低，同時亦為連兩年衰退。去年7月全台開工量
達1.73萬宅，創下歷史單月最高紀錄，當時因央行限貸、銀行限縮土建融情況
逐漸嚴峻，加上政府尚未出重手打炒房，未來景氣仍被看好，使當時建商無論
是迫於資金壓力，或看好房市熱潮，都加緊開工腳步；惟在去年9月央行祭出第
7波信用管制重手打炒房後，房市信心重挫，建商皆延緩開工暫避風頭，致第四
季開工量急轉直下。(2025年2月6日)

電動車充電設備最怕遇火災 內政部允3至6個月內修法

隨著電動車普及，住戶對充電設備的需求日增，內政部今日就「公寓大廈裝設電動車輛充電裝置」相關法令
與安全規範進行報告，並承諾將於3至6個月內檢討研議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內政部另提到，電動車火災
特性有別於一般油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針對此類案件預防及救災研究，近期已取得部分成果，並針對防火
區劃提出建議，後續建築技術規則將配合研究成果討論及修正，以加強建築物的使用安全。(2025年3月13日)

02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70資料來源：各新聞媒體，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今年首季商用不動產與土地交易額雙雙下滑03
據市場資料分析，因受到政策、市場氛圍雙重影響以及最大買家壽險業尚未進場，使第一季商用不動產交易
額為287億元、季減18%、年減37%；而土地交易額為469億元、年減3%。辦公及廠辦大樓交易額較上季成
長，廠房、零售與觀光等成交量都較下滑，但廠房倉儲依然是本季交易最大宗，共120億元，看出工業類不
動產仍為市場主流，在全球AI發展聚焦台灣同時，亦將是今年投資產品的主流，若剛好有其他產業有加速活
化閒置資產的打算，也可望成為今年穩定商用不動產交易的動能之一。但美國總統川普政策將會是影響亞太
區的經濟關鍵，包括關稅壁壘及日益緊張的地緣政治，都會影響亞太區域的資本流動及不動產前景，在總體
經濟環境存在高度不確定性下，使許多企業及投資人都抱持觀望態度。(2025年4月2日)

房市退燒訊號！ 第一季房地合一稅衰退11%創近七季新低

據財政部統計資料顯示，全台3月個人房地合一稅收為43.5億元、年增僅2.7%，而第一季個人房地合一稅收
為101.2億元、年減達11%，為近年七季以來首次出現衰退。除了房地合一稅外，土地增值稅及契稅亦全面
下滑，土地增值稅第一季稅收為197億元、年減8.8%，契稅第一季稅收為38億元、年減12.9%，顯示出房市
有明顯退燒的跡象。今年4月因關稅貿易戰讓股市重挫，短期內房市交易不容易放量，再加上去年房市交易
熱絡，預估第二季的個人房地合一稅收還是會維持年減表現。 (2025年4月15日)

04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71資料來源：各新聞媒體，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囤房稅2.0民眾搶設籍自保  3月戶數年增44.5萬創新高05
今年5月首度開徵囤房稅，須在3月24日前設籍才能享有自住房屋最優惠稅率1%，
掀起一波分戶節稅潮。根據內政部最新統計資料顯示，截至今年3月底，全台設籍
戶數創新高達971.48萬戶，年增逾44.5萬戶、年增率達4.8%，然全台每戶平均人
口數卻創新低，下滑至2.41人。其中，台中市近年因推案量大、交屋量多，吸引大
量單身上班族與小家庭設籍，也進一步拉低每戶人口數，設籍戶數年增率達
7.3%，為六都之冠，平均每戶人口則減少6.2%。(2025年4月14日)

蛋黃冷到蛋殼！  第一季新案供給量為3年新低

房市利空罩頂，供給全面熄火、買氣不振！據市場資料顯示，全台第一季總銷金額為4,648億元，較上季大
幅縮水3成，而新進場建案為327件、戶數為2.4萬戶，雙雙創下歷史次低。在房價方面，新案開價及成交單
價分別為58、55萬，且因去年基期較低，年增率持續走揚，但與上季相比已有所收斂。現階段不僅個案創
價力道弱化，議價空間也持續擴大，建商姿態明顯放軟。專家指出，美國關稅政策造成全球股市暴起暴落，
對於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向外蔓延，讓原本就已相當虛弱的國內房市膽戰心驚，市場一有風吹草動就激起恐慌
情緒，關稅戰後續發展所造成的經濟變動，也將是房市未來走勢的關鍵因素。(2025年4月15日)

06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72資料來源：各新聞媒體，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減輕「關稅帝君」衝擊
財政部宣布報稅延長、繳稅可申請延繳分期07

因應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對我國經濟之影響，財政部表示，為使企業及民眾有充裕時間因應，依稅捐稽徵法第
10條規定，公告延長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至114年6月30日，以減輕民眾申
報作業負擔及繳稅資金壓力。另財政部亦說明，綜合所得稅各批次退稅期程均維持不變。(2025年4月16日)



總體經濟指標 │ 價量分析 │ 近期房產新聞焦點市
場
面

73資料來源：各新聞媒體，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房屋稅大利多！ 財政部突放寬自住遷戶籍期限至6/208
◼ 為維護納稅義務人權益，財政部今日表示，考量今年是2.0新制實施的第1年，且就自住房屋增訂辦竣戶

籍登記要件，為落實2.0新制自住輕稅目標並減少徵納爭議，與地方政府研商後，宣布今年期房屋稅自
住房屋辦竣戶籍登記及申報期限由今年3月24日放寬至今年6月2日，與房屋稅繳納期限相同。財政部亦
呼籲，近期各地方稅稽徵機關已陸續寄發房屋稅繳款書，房屋倘符合其他自住要件，惟未辦竣戶籍登
記，導致房屋稅不是按自住稅率1.2%或1%課徵之情形，請納稅義務人於今年6月2日以前至戶政機關辦
竣戶籍登記，並向房屋所在地地方稅稽徵機關申報，經稽徵機關核准，房屋稅就可享自住優惠稅率。
(2025年4月25日)

房屋稅2.0新制-3大要求

1.房屋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
2.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並於該屋辦竣戶籍登記。
3.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3戶(含)以內，為自住房屋，可適用較低稅率1.2%或

1%(全國單一自住房屋)課徵房屋稅。納稅義務人並應於每年期房屋稅開徵40日以前(即
每年3月22日以前)向房屋所在地地方稅稽徵機關申報，經核准後，5月開徵之房屋稅即
可按較輕稅率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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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面
不動產政策懶人包/房產政策建言



不動產政策懶人包 │ 房產政策建言政
策
面

75本資料由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彙整編製

央行

114.03.20 • 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維持政策利率不變將有助整體經濟金融穩健發展，故重貼現率、擔保放
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別維持為2%、2.375%及4.25%，自114年3月21日起實施。

行政院(總統令)

114.01.03 • 發布修正「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條文。

114.01.20 • 發布修正「國土計畫法」第7條、第8條、第23條、第35條及第45條條文。

114.01.24 • 發布修正「土地稅法」第54條條文。

內政部

今年適用 • 為持續推動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延長5年稅捐減免優惠，申請年限自111年5月12日
起至116年5月11日止。

114.01.08 • 發布訂定「內政部測繪成果授權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114.01.10 • 發布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

114.01.13 • 發布修正「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1條、第3條、第5條條文。

114.01.14 • 發布修正「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審核辦法」第4條條文。



不動產政策懶人包 │ 房產政策建言政
策
面

76本資料由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彙整編製

內政部

114.01.15 • 發布修正「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名稱並修正為「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土地容積移
轉辦法」。

114.01.17 • 發布修正「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第4條、第7條及第13
條附表。

114.01.16 • 發布修正「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申請書」，並自即日起生效。

114.01.15 • 預告修正「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第12條條文。

114.02.07 • 預告修正「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6條、第7之1條、第16條、第18條、第21條條文。

114.02.17 • 發布修正「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並自即日起生效。

114.02.21 • 預告訂定「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準」。

114.03.04 • 發布修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2條、第12條之1條條文。

114.03.13 • 發布修正「數值地形模型成果資料流通供應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114.03.13 • 公告新增「土地登記規則」第35條第13款規定免予提出權利書狀之土地登記案件項目，並
自即日起實施。



不動產政策懶人包 │ 房產政策建言政
策
面

77本資料由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彙整編製

內政部

114.03.20 • 預告修正「科技產業園區土地租用及費用計收標準」部分條文；「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自行興建建築物租售辦法」第6條、第7條、第11條條文；「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協議價
購徵收或聲請法院拍賣取得之土地出租或建築物租售辦法」第7條、第8條、第12條條文。

114.03.20 • 訂定有關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依「洗錢防制法」第11條與「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六項
非信託業之受託人資訊申報更新申報及信託地位揭露辦法」第4條及第5條辦理資訊申報、
更新申報及主動揭露信託地位方式之相關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

114.04.09 • 預告修正「國土測繪成果資料收費標準」。

114.04.10 • 訂定關於「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2項規定限期補正執行事宜之相關規定，並自即
日起生效。

114.04.14 • 預告修正「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及開業證書收費標準」第2條條文。

114.04.18 • 發布修正「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18點，並自即日起
生效。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4.01.20 • 預告修正「機關指定地區採購房地產作業辦法」第6條、第9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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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03 • 發布修正「內政部營建署補(捐)助民間團體辦理公寓大廈管理活動經費作業要點」，名稱
並修正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補捐助民間團體辦理公寓大廈管理活動經費作業要點」，
並自即日起生效。

114.03.06 • 發布修正「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第4點、第11點之1、第12點
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4.01.07 • 發布修正「保險業辦理不動產投資管理辦法」第2條條文。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農業部

114.01.03 • 發布修正「農業部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工作要點」第6點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

114.02.27 • 預告修正「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部分條文及第16條附表二。

114.03.12 • 發布修正「農田水利非事業用不動產活化收益辦法」第3條、第6之1條、第12條、第13
條、第20條、第21條、第21之5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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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114.01.08 • 發布修正「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第19點規定，並自即日
起生效。

114.01.09 • 訂定「113年度財產租賃必要損耗及費用標準」，並自即日起生效。

114.01.17 • 預告訂定「113年度個人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或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土地列報列舉
扣除金額之計算基準」。

114.03.06 • 核釋房屋所有人或使用權人(以土地設定地上權房屋)本人、配偶及直系親屬有毗鄰房屋打通
或合併使用情形，其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僅於其中一戶辦竣戶籍登記，該等房屋倘符合
房屋稅條例第5條第4項及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第2條規定，
無出租或供營業情形，供其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且本人、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住家用房屋全國合計3戶以內，仍得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毗鄰房屋仍應依房
屋稅條例第5條與第15條第1項第9款規定住家用房屋戶數認定及申報擇定辦法第2條規定認
定房屋戶數。

114.03.13 • 發布修正「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第8條之2條條文。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4.01.13 • 發布修正「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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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114.03.19 • 配合113年7月1日施行房屋稅差別稅率2.0新制，起造人持有使
用執照所載用途為住家用之待銷售房屋，按持有年數適用相應稅
率(法定稅率2%至4.8%)，持有期間越長稅率越高，倘在持有期
間內發生不可抗力之事由，確會影響房屋銷售進度，致延長持有
期間，將造成稅負增加。為保障起造人納稅權益，核釋起造人持
有待銷售房屋之持有房屋年數計算方式及發生不可抗力事由致無
法銷售房屋，該不可抗力期間得予扣除。

如欲了解更多
內容，請掃左
方QRcode

114.03.26 • 核釋自114年期房屋稅起，房屋於課稅所屬期間首日(7月1日)使用情形變更，致稅額增加，
且全年期未再變更，納稅義務人應於當年期房屋稅開徵40日以前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自當年期起按首日使用情形適用相應稅率課徵房屋稅；逾期申報或未申報者，亦同。

114.03.26 • 核釋房屋因重大災害毀損及符合「都市更新條例」、「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或「新市鎮開發條例」規定減免房
屋稅之相關規定。

如欲了解更多
內容，請掃左
方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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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屋所得稅制(一)-新舊制計算模式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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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屋所得稅制(二)-高價住宅各縣市認定標準

個人113年度出售舊制課稅房屋
(105年前取得者)，原則應按售價及
取得成本等證明文件核實計算所得，
若僅有出售時的實際成交金額，而無
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者，在符合左表
高價住宅(豪宅)標準條件下，稽徵機
關將以實際房地總成交金額，按出售
時房屋、土地評定現值比例，先計算
歸 屬 房 屋 之 收 入 ， 再 以 該 收 入 的
20%計算出售房屋所得額。

如欲了解更多相關內容，
請掃左方QRcode。

• 財政部發布「113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

註1：此高價住宅認定僅作為財務部認定財政及所得計算基準，與央行信用管制所稱之高價住宅(豪宅)認定標準不同。
註2：央行認定之高價住宅(豪宅)標準，臺北市為7,000萬元以上、新北市為6,000萬元以上，其餘地區則為4,000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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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屋所得稅制(三)-舉例說明(以臺中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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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5大重點：

1.提高多屋持有成本

2.全國單一自住減稅

3.出租申報所得減稅

4.繼承非自願共有減稅

5.鼓勵建商釋出餘屋

為了落實居住正義、合理化房
屋稅負，113年1月總統公布
修正房屋稅條例部分條文，已
於113年7月1日上路實施，並
於114年5月正式開徵。



不動產政策懶人包 │ 房產政策建言政
策
面

85

公股銀房貸授信
• 財政部於2025年3月13日舉行公股金融會議，除由彰化銀行分享財管業務辦理經驗外，更對公股金融機

構處理房貸時提出嚴守四防線的要求，包括授信5P原則、銀行法授信上及央行集中度管理要求、新青安

規定、央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

授信5P原則

1. 借款戶(People)

2. 資金用途(Purpose)

3. 還款來源(Payment)

4. 債權保障(Protection)

5. 授信展望(Perspective)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理監事會議資料，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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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政策考量因素(一)
• 自2022年3月18日起，央行已六度升息、四度調升存款準備率、七度調整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並請銀行自主

控管未來一年(2024年Q4至2025年Q4)不動產貸款總量。實施迄今，不動產貸款成數下降、利率上升，全體房

市正逐步放緩。近月全體銀行購置住宅貸款及建築貸款年增率均減緩，不動產貸款占總放款比率至2025年2月

底已降至37.11%，本國銀行辦理無自用住宅民眾購屋貸款占購置住宅貸款比率趨升。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理監事會議資料，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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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政策考量因素(二)
• 對於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方面，央行未來將持續按季審視各銀行自主管理不動產貸款具體改

善方案執行狀況，並持續辦理專案金檢，促使銀行積極落實央行之相關規範。

• 另央行亦將持續關注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之缺失態樣，其缺失態樣如下所示：

◼ 貸款成數超過法定上限

1. 除購屋貸款外，另動用其他貸款項目
(例如：週轉金貸款)支付購屋價款，兩
者合計貸款成數超過法定上限。

2. 以既有房屋申貸理財週轉金但用於購
屋，未以資金實際用途認定為1戶房
貸，致第2戶房貸之貸款成數超過法定
上限。

3. 早期承作週轉金貸款但用於購地者，展
期時未改依購地貸款承作，致該貸款成
數超過法定上限。

◼ 其他缺失

1. 借款人短期內購買2戶房屋並先後申
貸，理應無實質換屋需求，但核予第
2戶房貸換屋協處措施。

2. 增貸週轉金以償還第1戶房貸，規避
新購房屋適用第2戶貸款限制條件。

3. 票券公司承作不動產相關商業本票保
證應比照本行規定辦理，查有餘屋擔
保保證成數超過本行規定上限，或購
地用途逾期未動工興建，未逐步收回
額度。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理監事會議資料，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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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面
不動產政策懶人包/房產政策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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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川普關稅政策時勢挑戰提出因應建言-1

影響一：製造業投資轉趨保守，影響工業地產與區域型商用不動產需求

⚫ 受中國及美國關稅政策升溫影響，製造業投資態度轉趨保守，企業多採取觀望態度，影響新廠設置與產業

擴張意願。此一趨勢進而抑制對工業地產之需求，亦波及區域型商用不動產市場，使得地區內商業活動與

開發動能略為減弱。

⚫ 建議：政府擴大內需建設及重大公共投資計畫，穩定地產市場周邊經濟。

89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大陸商品徵收關稅，引發全球供應鏈震盪。台灣作為亞洲樞紐，將受到出口、投
資與地緣政治之多重影響，間接波及不動產市場。具體影響及因應建言如下：

影響二：通膨預期升溫，購屋資金成本提高，壓抑購買意願

⚫ 面對新政策的不確定性，全球供應鏈將面臨壓力，除了原物料價格預期走高外，已處於高檔的利
率可能再度調升，使得購屋貸款利率上升，進一步壓抑購屋需求。

⚫ 建議：政府持續強化與美國溝通，爭取台灣納入生產與關稅豁免體系。



不動產政策懶人包 │ 房產政策建言政
策
面

90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針對川普關稅政策時勢挑戰提出因應建言-２

影響三：國際資金轉移方向不確定，造成房市資本流入趨緩

⚫ 受全球地緣政治緊張、貿易政策調整及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歧影
響，國際資金移動方向呈現高度不確定性，資本傾向短期避險與觀
望，導致流入房地產市場之資金明顯趨緩，房市整體動能亦受到牽
制。

⚫ 建議一：鼓勵海外回流資金投入都市更新、長照住宅、綠建築等具政
策支持導向之房地產項目，轉化危機為契機。

⚫ 建議二：鼓勵民間購買第二戶，條件式鬆綁限貸與限購政策，並透過
政策引導將這些住宅轉入社會住宅供給體系，不但可減輕政府自建壓
力，亦能盤活市場供給，實現多方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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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不動產聯盟協會
針對政府打炒房政策提出建言 盼改善產業面臨之窘境

王又興 創會理事長主張：建請政府相關部門審慎評估目前打炒房措施之影響

近年來，政府為抑制過熱的不動產市場，陸續推出多項打炒房政策，包含限縮銀行對特定不動

產相關業者之授信與借貸。然而，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卻造成一連串市場紛擾與副作用，不僅

影響不動產開發商的資金調度，更波及到一般購屋民眾的貸款取得與購屋權益，對整體不動產

交易市場產生明顯壓力與不確定性。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政府在規範金融機構授信對象時，將營造業普遍歸類為建商開發種類，並

同樣適用於資金限縮措施。實際上，營造業為專責執行工程建設、公共設施與民間建築等施工

任務之專業技術產業，與土地開發、建案銷售等開發業務性質大異。一旦銀行全面緊縮對營造

業之授信，不僅將使其營運資金鏈出現困難，更可能衝擊在建工程進度，進一步波及公共工程

推展與民間住宅建案履約能力，影響範圍甚廣。



發行單位

歡迎分享並提供寶貴意見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20號7樓

電話：02-23581592

官網：http://realtyunion.org.tw/

信箱：service@realtyunion.org.tw

執行單位意見回饋區 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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