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地產市場概況 

雖然全球景氣成長步調仍緩，中國大陸供應鏈自主化

政策排擠效應持續，但受惠於半導體市況轉旺，行動裝置

推陳出新，帶動出口升溫，第三季經濟成長率概估值為

2.06%，較 8 月預測值調升 0.07 個百分點，全年經濟成長

率保 1 可望達成。景氣對策訊號出現連三綠，其中 9 月景

氣領先、同時指標都維持上升走勢。第四季雖將進入歐美

年底的採購旺季，但受到全球經濟成長持續平疲，國際貿

易保護主義升溫、美國 Fed 升息期程與總統大選等因素，

仍有可能影響出口貿易表現。不過，由於 iPhone 7 上市

給力，至使 9 月外銷訂單金額為 429.6 億美元，創下歷年

同月次高、年增 3.9％，在連 16 黑後拉出連 2 紅，預估

10 月金額可持續成長，且有機會年底前最後 3 個月，都

是正成長；而貨幣供給自去年 9 月起反轉，續呈黃金交叉

走勢，再加上央行四度降息，顯示短期內國內資金供給無

虞，資金行情推升第三季台股表現，惟受到美日歐貨幣政

策的干擾，大盤上下震盪，但仍順利拉出連 5 紅走勢。 

在房地產市場方面，由於房價修正已達一定程度，再

加上央行解除大部分選擇性信用管制，交易量能明顯回

溫，價格跌勢也出現止穩跡象。在交易量部分，雖然第三

季屬於房地產傳統淡季，但在比較基期偏低的影響，Q3

全台各都會區買賣移轉仍出現微幅擴增跡象，來到 67,187

棟，較前一季增加 2.7%，亦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3.6%。除

新北外，其餘五都 Q3 移轉量年變動率均仍為負值，其中

台北年減逾三成，台南逾一成，桃園、台中及高雄均在減

幅 10%以內。 

在成交價格方面，六都中新北及桃園均較前一季上

揚，其餘四都季變動率均為負值，但六都房價年變動率仍

為負值，其中北高桃三都修正幅度相對明顯，成交單價分

別較前一年同期下滑 7.5%、3.2%及 2.4%；新北台中台南

三都分別年減 1.7%、1.4%及 0.8%；而新竹是唯一年增轉

正的區域，較去年同期上揚 0.3%。整體而言，台灣房市

短線修正走勢已趨止穩，轉為區間盤整狀態，由於近期房

市能見度仍低，房價盤整期應會維持一段時間。後市仍需

觀察新政府相關房市政策的推動腳步，才能確定市場盤整

時間及後市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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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有效呈現房地產市場變動趨勢，以減少逐月統計數據的樣本

偏誤，本研究中住宅市場月統計數據部分，乃取逐月移動平均

之統計結果，統計樣本含當月至前兩月之住宅交易物件，並非

當月之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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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指標 

 

全年經濟成長率保 1 達陣 

 經濟情勢 

雖然全球景氣成長步調仍緩，中國大陸供應鏈自主化政策排擠效應持續，

但受惠於半導體市況轉旺，行動裝置推陳出新，帶動出口升溫，第三季按

出口規模略增 0.12％（以美元計價），已是去年第 1 季以來首度轉正，其

中以電子零組件出口增幅拉大影響最巨；而原物料價格跌幅持續趨緩，再

加上國內投資下半年成長超乎預期，根據主計總處公布的經濟數據，今年

第三季經濟成長率概估值為 2.06%，較 8 月預測值調升 0.07 個百分點；

經季節調整之後，則較第二季成長約 1.12%，全年經濟成長率保 1 可望達

成。 

近期國內觀光市場雖受陸客縮減影響，第三季陸客來台旅客人次減少

28.4%，但其他國家旅客增加 14.84%，合併後來台旅客人次減少約

3.13%，加上三角貿易毛利下滑，影響服務輸出表現。不過，由於電子零

組件出口暢旺，明顯拉抬輸出表現，在輸出與輸入相抵之後，國外淨需求

對經濟成長負貢獻 0.35 個百分點。下半年經濟景氣自谷底翻升，製造業廠

商展望國際貿易前景好轉，帶動全年 GDP 的成長動能。概估第三季國內需

求成長 2.77％，對經濟成長貢獻 2.41 個百分點。 

由於國際機構對於明年景氣更樂觀，各經研機構多預測明年經濟成長率在

1.5%~2%之間。但全球貿易成長動能不足，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升溫，都不

利全球貿易發展與經濟成長，對於仰賴出口的台灣經濟埋下負面因素。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景氣燈號連三綠 

 景氣對策信號 

景氣對策訊號出現連三綠，國發會公布的 9 月景氣對策信號續呈綠燈，綜

合判斷分數較 8 月的 25 分減 2 分，為 23 分。今年 7 月開始景氣燈號轉呈

綠燈，8 月因工業生產指數及製造業銷售量指數轉綠，景氣燈號續呈綠燈。

9 月景氣領先、同時指標都維持上升走勢。燈號為連續第 3 個月綠燈。 

根據國發會公布統計數據顯示，9 項構成項目中，海關出口值由黃藍燈轉

呈藍燈，製造業銷售量指數由綠燈轉呈藍燈，各減少 1、2 分；機械及電

機設備進口值則由黃紅燈轉呈紅燈，增加 1 分。國發會說明，機械及電機

設備進口值轉呈紅燈，代表投資動能強勁，其中機械設備進口在 9 月成長

率達 22.9%，半導體設備也較上月增加 50%。可見因為手持裝置的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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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出口回溫，帶動投資動能的強勁。 

展望未來，第四季將進入歐美年底的採購旺季，加上國際油價走穩將有助

於出口改善，不過受到全球經濟成長持續平疲，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升溫、

美國 Fed 升息期程與總統大選等因素，仍有可能影響出口貿易表現。內需

方面，半導體業者持續擴充先進製程投資，國內投資動能應可延續；民間

消費雖有年底促銷旺季、新車上市等因素激勵，但就業與薪資成長尚未明

顯好轉，可能降低後續購買意願。整體而言，未來景氣雖潛存不確定因素，

惟仍可望逐漸改善。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就業市場回溫 

9 月失業率降至 3.99% 

 就業情形 

隨著畢業生陸續找到工作，初次尋職失業者減少 7000 人。依據主計總處

公布統計數據顯示，2016 年 9 月就業人數為 1,127 萬 6 千人，較前一月

減少 0.12%，但較去年同期增加 0.56%。合計今年前 9 月就業人數平均為

1,125 萬 5 千人，較去年同期增加 0.62%；失業率為 3.99%，較前一月下

降 0.09 個百分點，為連 2 個月 4%以上後降回 3 字頭。經季節調整後失業

率為 3.93%，較上月下降 0.02 個百分點。合計今年前 9 月失業率平均為

3.94%，則較去年同期上升 0.20 個百分點。 

今年國內就業市場雖仍受去年下半年景氣低緩影響，近 4 個月季調後的失

業率都在 4%以下，顯示目前就業情勢呈微幅好轉跡象，預估 10 月失業率

應該還會往下降。 

而在經常性薪資統計部分，今年 8 月經常性薪資平均為 39,318 元，較前

一月增加 0.29%，亦較去年同期增加 1.4%；合計今年前 8 月經常性薪資

平均為 39,146 元，則較去年同期增 1.37%。 

 

連續颱風影響 

9 月 CPI 年增 1.27% 

WPI 年減 3.92% 

 物價波動 

9 月因受到莫蘭蒂及梅姬颱風影響，蔬果價格續揚，加上中秋節家長禮金

餽贈帶動保母費上漲，使得消費者物價總指數（CPI）較前一月上漲 0.45%，

季調後亦上漲 0.09%，亦較去年同期上漲 0.33%；若以今年前 9 月平均值

來看，則較去年同期上漲 1.27%。七大類中變動影響較大者，因蔬菜及水

果價格分別漲 7.73％及 3.32％，加以水產品亦漲 0.92％，合計食物類漲

1.70％；雜項類受到保母費上漲的影響，合計上漲 0.78%；而隨著暑假旅

遊旺季結束，國內外旅遊團費下調，教養娛樂類下跌 0.57%；衣著類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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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0.72%。 

在躉售物件指數（WPI）部分，受到電子零組件、石油及煤製品與電腦、

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等類價格下跌，以及電價調降所影響，9 月 WPI 較前

去年同期下跌 3.95%，但較 8 月微幅上揚 0.04%，季調後則下跌 0.11%；

若以今年前 9 月平均值來看，則較去年同期下跌 3.92％左右。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貨幣供給連 13 月黃金交叉 

 

 貨幣供給 

根據央行公布 9 月統計數據，M1B 與 M2 年增率分別降為 6.36%、4.05%，

呈現雙降態勢，主要是受到銀行放款與投資成長減緩，及外資淨匯入續減

因素影響。根據金管會統計，8 月外資淨匯入 4.69 億美元，但 9 月僅剩下

0.22 億美元。累計前 9 月 M1B 與 M2 平均年增率分別為 6.34%及 4.67%，

連 13 個月呈黃金交叉格局。 

9 月外匯存款餘額新台幣 4 兆 9533 億元，月增 831 億元；外國人新台幣

存款餘額 2122 億元，月增 91 億元。而在代表散戶指標的證券劃撥存款方

面，9 月餘額為 1 兆 5932 億元，月減 138 億元，終止連 3 增。不過外資

淨匯入持續減少，證券劃撥存款餘額也轉為減少，但 9 月仍有上市櫃公司

配發股利，導致外匯存款與外國人新台幣存款續增。據央行統計，9 月上

市櫃公司配發股利共 1955 億元。 

此外，9 月準備貨幣日平均數為 3 兆 5,737 億元，較 8 月增加 31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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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流通中通貨增加 135 億元，金融機構存放央行準備金則增加 175 億

元。9 月日平均準備貨幣年增率為 6.11%，較 8 月的 5.90%上升 0.21 個百

分點。累計今年前 9 月日平均準備貨幣的平均年增率為 5.94%，較去年同

期的 5.80%為高。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外銷訂單連 2 紅 

有機會紅到年底 

 對外貿易 

iPhone 7 上市給力，經濟部公布 9 月外銷訂單金額為 429.6 億美元，創下

歷年同月次高、年增 3.9％，在連 16 黑後拉出連 2 紅；其中，資通信、電

子產品金額雙雙創下歷年單月新高。經濟部預估到年底前接單有機會連 5

紅，10 月可正成長 4.6％。 

9 月接單回穩，是 8 月外銷訂單年增 8.3％後，又繳出 429.6 億美元、年增

3.9％的好成績。綜觀 9 月七大接單類別，金額最大的資訊通信與電子產品

表現都非常亮眼，分達 146.3 億與 116 億美元，創下歷年單月新高。 

展望 10 月接單，由於秋冬是歐美備貨旺季，油價回溫，有助傳統貨品接單

好轉。預估 10 月金額可持續成長，約 435 到 445 億美元、年增約 4.2％

到 4.6％，且有機會年底前最後 3 個月，都是正成長。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台股走勢 

受到市場預期美日央行貨幣政策維持寬鬆的基調之下，國際資金拉出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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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線連 5 紅 

台股萬點夢再起 

連 15 個交易日的買超，激勵台股指數從 6 月 23 日英國脫歐公投後的 8,374

點一口氣反彈了 711 點，一舉突破 9,000 點大關。這波資金行情推升力道

強勁，期間雖然在 9,200 點關前整理兩周後，一度失守 9 千點關卡，但就

月線角度來看，台股 7 月仍以上漲 317 點的長紅 K 棒做收。 

8 月台股原可望延續既有攻擊能量向上攀頂，但在美國聯準會（Fed）維持

利率水準不變，但給予外界「9 月應會升息」想像空間，以及日本央行貨

幣寬鬆政策放寬幅度不如預期，資金行情續攻能量不足，但技術面台股短

中長期均線持續走揚，在幾次回檔下跌空間有限下，8,900 點出現支撐強

勁，使得 8 月台股呈現 9,000~9,200 點之間的關前整理格局，但月線仍收

紅，上漲 84 點。 

9 月台股受到多空訊息交雜的影響，指數上下震盪逾 400 點，上旬受到

Apple iPhone7 及 Apple Watch Ⅱ上市預期心理激勵，指數推升約 271

點；但中旬受到歐洲央行未再擴大寬鬆，以及 Apple 新品不如預期的雜訊

干擾，大盤再次回測 8,900 關卡；不過，台股在中秋節後再次變盤，由於

Apple iPhone7 全球意外熱銷，帶動蘋概股補漲行情，加上市場對美日央

行利率政策轉趨鴿派的預期再次升溫，下旬大盤再次攻克 9,200 關卡，雖

然月線以 9,166 點做收，但仍順利拉出連 5 紅走勢。展望 10 月，雖存在

月線連 5 漲後的獲利回吐賣壓，但拉長觀察期間，央行終止降息循環顯示

景氣回春，只要市場沒有新的黑天鵝突襲，指數可望在漲多修正後上演反

彈行情。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台灣證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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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產業指標 

 

 

家庭戶數持續穩健成長 

 家庭戶數及戶量  

家庭戶數的增長是房屋交易市場的基本客源，儘管近年來台灣人口成長趨

緩，但家庭戶數仍維持穩健成長，10 年來平均每年增加 11.9 萬戶，至第三

季已逾 853 萬戶。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型態的改變，包括小家庭的盛行及少

子化的趨勢，平均每戶人口數呈現持續減少的趨勢，於 2009 年中已跌破每

戶 3 人，到 2016 年第三季戶量略減為 2.76 人/戶。因此近年來都會區的中

小坪數產品，已逐漸躍居市場購屋主流。 

 
          資料來源：內政統計月報 

 

 

新承做房貸利率連 15 跌 

 

 房貸利率及金額 

由於新成屋交屋導致分戶貸款增加，央行公布的 9 月五大行庫新承做房貸較

8 月增加 22.91 億元，規模來到新台幣 361.11 億元；而受到青安貸款比重

上升的影響，新承做房貸利率則連 15 跌，為 1.669%，續創逾 6 年新低。 

除低利率的青安貸款比重持續上升外，由於近期國內房地產市場以首購與自

住市場為主，許多銀行為吸引自住客購屋，紛紛祭出低利房貸專案，致使新

承作房貸利率連 15 降，9 月新承做房貸利率月減 0.015 個百分點，已是 2010

年 7 月以來逾 6 年新低。即便央行 9 月底終止降息循環，但在市場結構未變

的情況下，自住及首購多適用低利優惠貸款，預期新承做房貸利率仍會下滑。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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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照戶數持續萎縮 

 住宅建造執照核發 

2016 前 9 月全國住宅建照核發戶數為 59,745 戶，年減 26.6%。以六都數

據來看，受到景氣持續下修的影響，建商推案意願低迷，六都核發住宅建照

戶數全面下滑，新北、台南減幅均超過四成，分別較去年同期減少 47.7%及

46.1%，高雄減少約 38 個百分點，台北減幅縮小，仍年減 8.6%，台中則年

減 5 個百分點。由於房市持續低迷不振，市場交易動能冷卻，再加上房屋稅

及地價稅大幅上調的影響，市場氛圍不佳，預期這些業者拿到建照後將持續

觀望，等待最佳時刻，再視市場氛圍推案。 

住宅建造執照核發

(前9月)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全國

2012 3,780        13,710      13,385      6,080        4,889        8,983        70,805      

2013 4,406        17,495      20,670      14,800      7,906        9,308        95,839      

2014 4,818        18,461      11,084      14,980      8,536        11,415      95,644      

2015 4,262        14,650      16,642      10,007      8,438        6,520        81,371      

2016 3,897        7,659        12,852      9,509        4,552        4,051        59,745      

2015 vs 2016 -8.6% -47.7% -22.8% -5.0% -46.1% -37.9% -26.6%  
             資料來源：內政統計月報 

 

桃園市住宅使照核發量續

創新高 

 

 住宅使用執照核發 

2016 前 9 月全國住宅使用執照核發戶數為 70,635 戶，年增 8.1%。六都之

中，台北市、桃園市及高雄市的核發戶數持續較去年同期擴增，其中受到

A7 合宜住宅完工影響，桃園市前 9 月使照核發戶數來到 16,028 戶，年增

71.5%，台北年增率為 12.9%，高雄則為 1.2%。至於去年新增供給相對明

顯的新北市及台中市，前 9 月使照核發量仍較去年同期縮減，其中新北市新

增供給年減 0.8%，約與去年同期相當，台中則年減 19.6%，台南則年減

14.9%。在目前較為冷清的市況氛圍下，不少大型建商擔心新屋供過於求，

紛紛延後推案，但預期明年完工交屋的新增供給房屋量，還會超過今年，若

以目前的去化速度來看，明年的市場賣壓恐將成為影響房價走勢的關鍵。 

住宅使用執照核發

(前9月)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全國

2012 4,930        9,705        6,552        6,367        4,000        6,452        54,094      

2013 3,914        9,749        9,044        8,774        4,820        5,537        57,876      

2014 3,497        9,725        10,083      10,149      4,010        7,707        61,300      

2015 3,738        11,948      9,348        9,654        4,981        6,135        65,325      

2016 4,220        11,850      16,028      7,764        4,238        6,210        70,635      

2015 vs 2016 12.9% -0.8% 71.5% -19.6% -14.9% 1.2% 8.1%
 

              資料來源：內政統計月報 

 

 

比較基期低 

房市 Q3 移轉量微幅擴增 

 建物所有權買賣移轉 

受到房地合一上路的影響，大量所有權移轉趕在 2015 年底完成，連帶影響

今年前兩季的買賣移轉表現，再加上央行四度降息，部分自住買盤開始進

入市場尋屋，第三季全台各都會區買賣移轉微幅擴增，來到 67,187 棟，較

前一季增加 2.7%，亦較去年同期增加 3.6%。其中六都合計交易量占全國

總數的七成三，以新北市 12,091 棟占 18%最多，桃園市 9,453 棟占 14.1%

次之，台中市 8,165 棟占 12.2%第三。而雙北移轉佔比亦從前一季的二成

四左右，回升至 27.9%，約略與去年同期相當。 

第三季屬於房地產傳統淡季，買賣移轉較第二季增加的原因並非市場轉

佳，而是上半年的市場表現疲弱，比較基期偏低所致。近期市場負面訊息

仍多，包括政府釋出調升房地產持有稅訊息，以致於多數消費者仍期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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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持續修正，不過，隨著新政府數度宣示房市政策不打不救，依循市場機

制，預期第四季房市仍以自住需求為主，後市發展仍待觀察。 

 
                  資料來源：內政統計月報 

建物買賣移轉棟數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全國

2015 Q2 6,583       12,497     9,394       10,521     4,850       8,657       70,771     

2015 Q3 6,572       11,401     8,341       9,194       4,596       8,169       64,850     

2015 Q4 10,271     15,513     12,256     14,694     7,258       10,172     93,452     

2016 Q1 3,978       7,109       6,106       6,389       3,148       5,713       43,290     

2016 Q2 5,220       10,681     12,053     8,708       4,259       8,486       65,399     

2016 Q3 6,622       12,091     9,453       8,165       4,332       8,120       67,187     

對上一季 26.9% 13.2% -21.6% -6.2% 1.7% -4.3% 2.7%

對去年同期 0.8% 6.1% 13.3% -11.2% -5.7% -0.6% 3.6%  
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棟數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全國

2015 Q2 2,489       3,820       4,400       3,901       2,214       1,968       26,522     

2015 Q3 2,420       3,627       4,045       4,041       2,547       3,196       29,336     

2015 Q4 2,993       5,319       7,614       6,662       3,894       5,092       43,245     

2016 Q1 1,533       2,135       7,329       4,406       1,569       3,436       30,797     

2016 Q2 1,947       5,278       6,501       2,040       1,978       2,420       28,364     

2016 Q3 1,602       6,258       3,784       3,956       2,100       2,993       30,154     

對上一季 -17.7% 18.6% -41.8% 93.9% 6.2% 23.7% 6.3%

對去年同期 -33.8% 72.5% -6.5% -2.1% -17.6% -6.4% 2.8%  
            資料來源：內政統計月報 

 
                資料來源：內政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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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都會區住宅市場分析 

 

 

全台住宅交易速度持續加快 

 交易特性分析 

隨著總統大選底定，新政府表示短期內不會對房市推動任何政策干擾，而

雙北房價已累積一定程度降幅，部分在市場上搜尋已久的購屋者出價意願

轉強，再加上央行大幅鬆綁選擇性信用管制，並且連四季降息半碼，近期

房地產市場出現止穩跡象，交易速度持續加快。第三季住宅成交天數來到

57 天，較前一季縮短 12 天。不過，即便交易速度顯現增溫，但仍維持在

50 天以上，顯示買賣雙方交易撮合難度仍在。在住宅屋齡部分，第三季全

台成交住宅平均屋齡維持 17.5 年，與前一季相當。至於平均住宅面積為

39.9 坪，較上一季增加 1.2 坪。受到央行四度降息且鬆綁選擇性信用管制，

部分自住換屋需求已開始進入市場，使得平均住宅面積開始出現小幅擴增

現象。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

房、透天厝及別墅，並排除預售物件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面積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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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產品交易比重持續穩定

增長 

 成屋市場交易產品結構分析 

以產品種類觀察，大樓產品依舊為市場交易主力，第三季的交易比重為

70.3%，較前一季略減 0.5 個百分點，其交易比重變化不大；其次則是公寓

產品的 12.3%，較前一季減少 0.4 個百分點；在其他產品部份，套房產品的

交易比重為 2.6%，較前一季略減 0.3 個百分點；別墅+透天型產品則較前

一季略減 0.4%，來到 6.9%；店面、辦公室等投資屬性產品，分別較前一

季增加 0.4%及 0.7%。 

 

 

500~2000 萬元產品占七成

以上交易比重 

 住宅成屋市場交易總價與面積變化 

在住宅成交總價方面，第三季總價帶介於 500~2000 萬元的產品共占

72%，較上一季減少 0.3 個百分點，其中 700~1000 萬元產品交易比重較

前一季增加 0.8 個百分點，來到 23.6%，再次取代 1000~1500 萬產品為成

屋市場的交易首位，而 1000~1500 萬元產品則小幅下修至 23.1%。至於在

住宅面積方面，第三季市場主流的住宅面積區間介於 25~55 坪，占總成交

比重的 63.4%，較前一季增加 0.9 個百分點，其中比重最高的是 25~35 坪，

交易比重略減為 24.8%，而 35~45 坪比重回升至 23.7%，由於雙北市以外

地區的交易占比維持高檔，全台 45 坪以上的交易比重依舊超過三成，惟較

前一季略增 0.3 個百分點，為 30.5%。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別墅及透天

厝等住宅產品，並排除預售物件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分拆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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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成交天數

中位數

住宅屋齡

(年)

住宅面積

(坪)
公寓 大樓 店面 辦公室 套房 別墅+透天

2015年10月 55.0 17.6 38.6 13.0% 70.4% 3.7% 1.0% 3.1% 6.7%

2015年11月 63.0 17.5 38.6 12.9% 70.4% 3.8% 0.9% 3.2% 6.6%

2015年12月 70.0 17.8 38.8 13.9% 69.4% 3.6% 0.8% 3.2% 6.9%

2016年1月 73.0 17.8 38.9 14.6% 68.6% 3.7% 0.8% 3.0% 6.8%

2016年2月 76.0 17.8 38.9 15.0% 67.9% 3.5% 0.9% 2.9% 7.2%

2016年3月 77.0 17.2 39.3 13.1% 69.3% 3.7% 1.1% 3.1% 7.4%

2016年4月 75.5 17.2 39.0 12.2% 70.7% 3.4% 1.0% 3.0% 7.5%

2016年5月 74.0 17.1 39.0 12.1% 70.9% 3.2% 1.1% 3.0% 7.4%

2016年6月 69.0 17.5 38.7 12.7% 70.8% 3.2% 1.1% 2.9% 7.3%

2016年7月 65.0 17.4 38.9 12.7% 70.4% 3.6% 1.5% 2.9% 6.7%

2016年8月 59.0 17.7 39.5 12.6% 70.8% 3.6% 1.5% 2.5% 6.8%

2016年9月 57.0 17.5 39.9 12.3% 70.3% 3.6% 1.8% 2.6% 6.9%

近一年交易指標 近一年各類產品交易佔比變化

 

300萬 300~ 500 7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5000萬

以下 500萬 ~700萬 1000萬 1500萬 2000萬 2500萬 3000萬 5000萬 以上

2015年10月 4.0% 12.1% 15.1% 23.3% 21.8% 9.6% 5.3% 3.1% 4.0% 1.7%

2015年11月 3.8% 11.7% 14.9% 24.6% 22.2% 9.5% 5.0% 2.7% 4.1% 1.4%

2015年12月 3.7% 11.2% 15.6% 23.8% 22.5% 9.7% 5.2% 2.9% 4.0% 1.3%

2016年1月 4.1% 10.4% 15.6% 24.8% 22.0% 10.2% 4.9% 2.6% 3.9% 1.5%

2016年2月 4.2% 11.1% 16.3% 23.3% 22.0% 10.6% 4.8% 2.7% 3.5% 1.5%

2016年3月 5.3% 10.2% 15.1% 23.9% 21.7% 11.0% 4.9% 3.0% 3.8% 1.2%

2016年4月 5.0% 10.8% 15.3% 22.2% 22.7% 10.8% 5.1% 3.2% 3.7% 1.1%

2016年5月 4.7% 10.1% 14.5% 23.5% 23.0% 11.0% 5.3% 3.0% 3.8% 1.1%

2016年6月 4.1% 10.7% 14.8% 22.8% 24.1% 10.7% 5.2% 2.8% 3.5% 1.3%

2016年7月 4.1% 10.2% 15.1% 23.8% 23.7% 10.5% 5.2% 2.7% 3.4% 1.3%

2016年8月 4.0% 10.3% 15.5% 22.6% 24.3% 10.3% 5.5% 2.7% 3.5% 1.4%

2016年9月 4.2% 10.5% 15.5% 23.6% 23.1% 9.9% 5.9% 2.5% 3.6% 1.4%

近一年住宅產品總價分布變化

月份

 

月份 ~15坪 15~25坪 25~35坪 35~45坪 45~55坪 55坪~

2015年10月 7.0% 16.4% 25.4% 20.6% 15.7% 14.9%

2015年11月 7.5% 15.5% 25.7% 19.8% 16.7% 14.9%

2015年12月 7.5% 15.7% 24.3% 21.3% 16.0% 15.2%

2016年1月 7.5% 15.3% 23.6% 22.8% 15.6% 15.1%

2016年2月 7.3% 15.5% 23.8% 23.9% 14.7% 14.8%

2016年3月 7.2% 15.4% 23.4% 23.6% 15.6% 14.9%

2016年4月 6.6% 15.2% 24.4% 23.0% 16.4% 14.4%

2016年5月 6.6% 15.7% 24.6% 22.6% 15.8% 14.8%

2016年6月 6.9% 15.7% 25.0% 22.2% 15.3% 14.9%

2016年7月 7.1% 15.8% 24.9% 22.3% 14.9% 15.0%

2016年8月 7.0% 14.7% 24.6% 23.5% 15.0% 15.2%

2016年9月 6.3% 14.7% 24.8% 23.7% 14.9% 15.6%

近一年住宅產品面積分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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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三季 信義不動產評論

  
台北市住宅市場分析 

 

 

台北市住宅交易加速 

 交易特性分析 

隨著總統大選及農曆年節等市場不確定因素消除，買方出價意願明顯提

高，雖加價意願仍舊不高，而部分賣方在銷售一段時間後，認知到目前的

市場環境，讓價意願略有提高，再加上央行適度放寬選擇性信用管制範圍

及四度降息，本季北市不動產交易量能出現小幅回溫跡象，銷售速度改善，

第三季台北市住宅成交天數來到 61 天，較上季縮短 20 天。在住宅屋齡部

分，第三季台北市住宅平均屋齡為 24 年，較前一季增加 1.7 年。至於住宅

面積部分，第三季台北市住宅平均交易面積為 37.6 坪，較前一季增加 2.6

坪。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墅，並

排除預售物件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 1：總價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

墅，並排除預售物件 

註 2：面積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分拆車位)，

排除預售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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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三季 信義不動產評論

   

 

台北市住宅單價小幅修正 

 成交均價表現 

第二季台北市房價跌勢略顯止緩，但第三季持續下修，住宅平均單價為 60

萬元/坪，較前一季小跌 1.5%，亦較去年同期減少 7.5%，在全台主要都會

區中房價修正幅度相對明顯。以產品別來看，第三季大樓單價為 63.6 萬元/

坪，約與前一季相當，但較去年同期下滑 5.6%；而公寓單價為 48.7 萬元/

坪，比前一季減少 2.1 萬元/坪，亦較去年同期下滑 9%，整體房價呈現以

盤待修格局。至於第三季住宅總價為 2,260 萬元，較前一季增加 118 萬，

主要反應交易面積增加，仍處於相對高檔，表示買方的購買力並無明顯變

化。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

分拆車位)，排除一樓、頂樓及預售物件 

  

 

月份
成交天數

中位數

住宅屋齡

(年)

住宅面積

(坪)

住宅總價

(萬元)

公寓單價

(萬元/坪)

大樓單價

(萬元/坪)

住宅單價

(萬元/坪)

2015年10月 58.5 24.7 35.1 2,283 52.1 66.4 63.3

2015年11月 67.0 24.7 34.0 2,220 50.7 66.0 62.6

2015年12月 72.0 24.2 34.7 2,187 50.2 65.6 61.9

2016年1月 81.0 23.9 35.3 2,191 50.0 65.1 61.3

2016年2月 84.0 23.4 35.9 2,164 51.6 65.4 61.9

2016年3月 86.0 23.2 35.7 2,147 52.1 63.5 60.9

2016年4月 89.5 22.1 35.8 2,149 52.8 62.9 61.0

2016年5月 84.5 22.0 35.0 2,128 51.1 63.1 60.8

2016年6月 81.0 22.3 35.0 2,142 50.8 63.5 60.9

2016年7月 77.0 23.1 35.3 2,197 49.2 63.7 60.5

2016年8月 72.0 24.0 36.9 2,242 48.9 63.6 60.2

2016年9月 61.0 24.0 37.6 2,260 48.7 63.6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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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三季 信義不動產評論

  
新北市住宅市場分析 

 

 

新北市買賣雙方猶豫期縮短 

 交易特性分析 

第三季新北市住宅成交天數為 52 天，與前一季縮短 16 天，受到外在不確

定因素消除及央行管制措施退場的激勵，買賣雙方的價格認知落差有縮小

的跡象，使得市場交易動能略顯回溫，猶豫期明顯縮短。在住宅屋齡部分，

第三季新北市成交住宅平均屋齡為 17 年，較前一季減少 0.6 年，屋齡雖仍

相對北市為新，但長期來看依舊呈現上揚走勢。而第三季新北市住宅面積

為 36.6 坪，較前一季增加 1 坪。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墅，並

排除預售物件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 1：總價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

墅，並排除預售物件 

註 2：面積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分拆車位)，

排除預售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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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三季 信義不動產評論

   

 

新北市住宅價格短線回穩 

長期修正趨勢仍未改變 

 成交均價表現 

新北市住宅單價在連續幾季的高檔盤整後，於自去年第三季起出現較明顯

的下滑走勢，今年第二季出現明顯止穩跡象，第三季新北房價持續小幅上

揚，來到 34.5 萬元/坪，較前一季上漲 0.5 萬元/坪，但仍較去年同期下跌

1.7%。以產品別來看，大樓產品為 35.1 萬元/坪，較前一季增加 0.8 萬元/

坪；而公寓產品為 31.2 萬元/坪，比前一季下跌 1.3 萬元/坪。至於住宅總

價則上漲為 1,255 萬元，同樣反應交易面積增加的結果，仍維持區間盤整

狀態。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

分拆車位)，排除一樓、頂樓及預售物件 

 

月份
成交天數

中位數

住宅屋齡

(年)

住宅面積

(坪)

住宅總價

(萬元)

公寓單價

(萬元/坪)

大樓單價

(萬元/坪)

住宅單價

(萬元/坪)

2015年10月 55.0 17.0 36.3 1,260 31.1 35.7 35.1

2015年11月 58.0 17.0 36.2 1,216 31.1 35.1 34.5

2015年12月 67.0 17.3 36.0 1,201 31.0 34.8 34.2

2016年1月 71.0 17.3 35.6 1,169 30.4 33.8 33.2

2016年2月 75.0 17.3 35.2 1,166 30.1 33.9 33.2

2016年3月 76.0 16.6 36.1 1,198 30.6 33.9 33.4

2016年4月 78.0 17.1 36.2 1,220 31.9 34.5 34.1

2016年5月 75.0 17.1 36.1 1,208 32.7 34.2 34.0

2016年6月 68.0 17.6 35.6 1,194 32.5 34.3 34.0

2016年7月 63.0 17.3 35.6 1,203 31.7 34.5 34.1

2016年8月 56.0 17.3 36.5 1,246 30.5 34.7 34.1

2016年9月 52.0 17.0 36.6 1,255 31.2 35.1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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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三季 信義不動產評論

  
桃園市住宅市場分析 

 

 

桃園市交易動能明顯轉強 

 交易特性分析 

桃園市在九合一選舉變天後，受到整體房市低迷與航空城開發變數影響，

許多投資客開始大舉拋售物件，使得自住買盤漸漸出籠，第三季持續受惠

於央行放寬選擇性信用管制，再加上部分流通物件已累積一定程度降幅，

買賣雙方的交易認知已漸趨一致，交易速度持續加快，住宅成交天數來到

54 天，較前一季縮短 2 天。在住宅屋齡部分，第三季成交住宅平均屋齡來

到 13.5 年，與前一季相當。至於在住宅面積部分，第三季成交住宅平均面

積為 44.2 坪，較前一季增加 0.8 坪，仍為近年來的相對高點。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墅，並

排除預售物件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 1：總價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

墅，並排除預售物件 

註 2：面積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分拆車位)，

排除預售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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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住宅單價維持盤整走勢 

 成交均價表現 

桃園市升格成為第六都後，雖可爭取到更多預算促進地方建設發展，但前

幾年房價漲得太快太急，加上政府政策打壓，導致桃園市自 2013 年第三季

住宅單價逼近每坪 20 萬元後，開始進入房價高檔盤整期，但同樣受到景氣

下滑的影響，房價逐季下調。但自今年第一季起房價走勢再次進入區間盤

整狀態，今年第三季住宅單價較前一季略增 0.1 萬元/坪，來到 18 萬元/坪，

其中公寓產品為 15.5 萬元/坪，大樓每坪單價則為 18.1 萬元。而第三季住

宅總價為 858 萬元，較前一季增加 7 萬，小幅增加。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

分拆車位)，排除一樓、頂樓及預售物件 

 

月份
成交天數

中位數

住宅屋齡

(年)

住宅面積

(坪)

住宅總價

(萬元)

公寓單價

(萬元/坪)

大樓單價

(萬元/坪)

住宅單價

(萬元/坪)

2015年10月 59.0 12.1 42.1 815 12.1 18.4 18.2

2015年11月 59.0 12.4 42.8 810 12.7 18.1 18.0

2015年12月 72.0 12.9 44.1 844 12.6 18.4 18.2

2016年1月 70.0 13.5 44.9 849 12.9 18.2 18.1

2016年2月 72.0 14.0 44.7 848 12.6 18.1 18.0

2016年3月 70.0 13.4 44.3 825 12.7 17.9 17.8

2016年4月 66.0 13.1 43.8 848 12.5 18.0 17.9

2016年5月 65.0 12.7 44.3 876 14.3 18.2 18.1

2016年6月 56.0 13.5 43.4 851 13.9 18.1 17.9

2016年7月 50.0 13.5 42.8 823 14.8 18.0 17.9

2016年8月 48.0 14.0 42.6 811 13.8 17.9 17.8

2016年9月 54.0 13.5 44.2 858 15.5 18.1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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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區住宅市場分析 

 

 

猶豫期小幅拉長 

 交易特性分析 

新竹地區住宅交易速度自 2014 年第四季起驟降，2015 年第二季成交天數

已拉長至 68 天，交易速度原有加速跡象，但受到總統大選前觀望氣氛的影

響，交易速度隨之放緩。不過，受到股市表現轉強，以及市場悲觀氛圍明

顯消除的激勵，第二季成交天數較前一季大幅縮短，但第三季則小幅拉長

6 天，來到 68.5 天。在住宅屋齡部分，第三季新竹地區成交住宅平均屋齡

為 11.5 年，較前一季減少 0.4 年，依舊為全台成交住宅平均屋齡最低的地

區。至於在住宅面積部分，第三季成交住宅平均面積為 50 坪，較前一季增

加 0.6 坪，仍為全台主要都會區中平均住宅交易面積最大的地區。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墅，並

排除預售物件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 1：總價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

墅，並排除預售物件 

註 2：面積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分拆車位)，

排除預售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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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區住宅價格表現平穩 

 成交均價表現 

新竹地區住宅市場以自住買盤為主，其表現與竹科發展息息相關，近年來

隨著全球經濟景氣復甦，竹科廠商業績普遍成長的情況下，也帶動了新竹

地區的房價表現，第三季住宅平均單價為每坪 19.1 萬元，比前一季略減 0.2

萬/坪，但較去年同期增加 0.1 萬元/坪。至於在住宅總價方面，第三季住宅

總價為 983 萬元，較前一季減少 14 萬。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

分拆車位)，排除一樓、頂樓及預售物件 

 

月份
成交天數

中位數

住宅屋齡

(年)

住宅面積

(坪)

住宅總價

(萬元)

公寓單價

(萬元/坪)

大樓單價

(萬元/坪)

住宅單價

(萬元/坪)

2015年10月 58.0 12.1 46.4 944 13.8 19.2 19.0

2015年11月 63.0 12.0 47.0 938 12.6 19.3 19.0

2015年12月 69.0 12.6 46.9 909 13.1 19.3 19.0

2016年1月 74.0 12.5 48.7 948 12.5 19.1 18.8

2016年2月 84.0 12.1 48.5 986 13.7 19.2 18.8

2016年3月 87.5 12.0 48.6 1,001 14.1 19.1 18.9

2016年4月 82.0 11.9 47.7 971 15.7 19.1 18.9

2016年5月 83.0 11.9 48.7 985 15.4 19.2 19.1

2016年6月 62.5 11.9 49.4 997 14.4 19.5 19.3

2016年7月 63.0 11.8 50.0 1,018 15.5 19.7 19.5

2016年8月 59.5 11.6 50.3 1,009 15.0 19.5 19.3

2016年9月 68.5 11.5 50.0 983 16.2 19.2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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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住宅市場分析 

 

 

台中市市場交易動能略持續

回溫 

 交易特性分析 

同樣受到年底觀望氣氛的干擾，台中市去年第四季交易動能有放緩跡象，

但隨著大選落幕，春節長假觀望分消除後，銷售速度放緩情形已有止穩跡

象，今年第三季銷售速度明顯加快，成交天數為 57 天，較前一季縮短 14

天。在住宅屋齡部分，第三季成交住宅平均屋齡為 16.1 年，較前一季略增

1.1 年，仍維近年來的相對高點。至於在住宅面積部分，第三季成交住宅平

均面積為 41.7 坪，較前一季增略增 0.1 坪，變化不大。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墅，並

排除預售物件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 1：總價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

墅，並排除預售物件 

註 2：面積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分拆車位)，

排除預售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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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住宅價格高檔盤整 

 成交均價表現 

台中市近年來在就業機會增加及眾多公共建設的帶動下，人口淨遷入數穩

定成長，這些實質購房需求成為支撐房價的穩定力量。台中市房價近一年

多來持續在高檔盤整，今年第三季的住宅平均單價為 19 萬元/坪，較前一

季小跌 0.4 萬元/坪，其中大樓單價為 19.4 萬元/坪，公寓單價為 13.2 萬元

/坪。第三季住宅總價為 934 萬元，較前一季略增 19 萬。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

分拆車位)，排除一樓、頂樓及預售物件 

 

月份
成交天數

中位數

住宅屋齡

(年)

住宅面積

(坪)

住宅總價

(萬元)

公寓單價

(萬元/坪)

大樓單價

(萬元/坪)

住宅單價

(萬元/坪)

2015年10月 57.5 15.2 41.8 906 12.4 19.7 19.3

2015年11月 70.0 14.7 42.2 927 13.3 19.6 19.3

2015年12月 75.0 15.4 42.1 916 14.2 19.5 19.1

2016年1月 74.0 15.6 41.1 868 14.3 19.1 18.7

2016年2月 76.0 16.1 41.3 861 14.2 19.0 18.6

2016年3月 74.0 15.7 42.0 904 13.8 19.1 18.8

2016年4月 70.0 16.1 41.5 898 13.8 19.0 18.7

2016年5月 72.0 15.4 42.1 929 14.2 19.5 19.2

2016年6月 71.0 15.0 41.6 915 13.9 19.7 19.4

2016年7月 65.0 14.2 41.7 910 14.0 19.8 19.6

2016年8月 58.0 14.9 41.4 912 13.2 19.6 19.3

2016年9月 57.0 16.1 41.7 934 13.2 19.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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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住宅市場分析 

 

 

台南市住宅市場交易速度

回穩 

 交易特性分析 

以自住客為主的台南市住宅市場，原本較不受到打房政策的影響，但自去

年第四季起受到觀望氣氛的干擾，交易速度驟降，第三季受到政治不確定

因素消除的影響，銷售速度大幅回穩，第三季住宅成交天數為 48 天，較前

一季縮短 15 天，但仍較去年同期增加逾三成。在住宅屋齡部分，第三季台

南市成交住宅平均屋齡為 17.1 年，較前一季減少 3 年，顯示區內老屋成交

比重有下降的跡象。至於在住宅面積部分，第三季成交住宅平均面積為 40.7

坪，較前一季增加 3.7 坪。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墅，並

排除預售物件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 1：總價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

墅，並排除預售物件 

註 2：面積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分拆車位)，

排除預售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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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住宅單價走勢平穩 

 成交均價表現 

台南市近年來推動「宜居宜活」的城市願景逐漸落實，生活品質的提昇也

帶動房價穩定成長，今年第三季台南市的平均住宅單價為 13.4 萬元/坪，

較前一季小跌 0.2 萬元/坪，亦較去年同期下跌 0.8%，房價波動情形較國

內其他都會區平穩。而受到區內大面積新屋交易比重提高的影響，第三季

住宅總價持續保持在 600 萬元大關以上，達到 756 萬元，較前一季增加

13.1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

分拆車位)，排除一樓、頂樓及預售物件 

 

月份
成交天數

中位數

住宅屋齡

(年)

住宅面積

(坪)

住宅總價

(萬元)

公寓單價

(萬元/坪)

大樓單價

(萬元/坪)

住宅單價

(萬元/坪)

2015年10月 42.0 20.1 36.4 699 10.0 13.2 12.8

2015年11月 45.0 17.7 38.1 681 9.0 13.7 13.3

2015年12月 64.5 18.1 38.9 660 9.1 13.5 13.2

2016年1月 63.0 18.1 41.7 673 10.4 13.9 13.7

2016年2月 73.0 20.2 41.8 688 10.5 13.6 13.4

2016年3月 72.0 19.9 39.4 694 9.5 13.6 13.1

2016年4月 72.5 20.8 34.9 623 10.1 13.0 12.5

2016年5月 65.5 20.6 35.9 684 10.3 13.6 13.1

2016年6月 63.0 20.1 37.0 668 10.5 14.0 13.6

2016年7月 60.0 18.5 39.7 732 10.3 14.8 14.4

2016年8月 51.0 17.7 39.8 696 10.1 14.0 13.8

2016年9月 48.0 17.1 40.7 756 9.9 13.6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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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住宅市場分析 

 

 

高雄市交易再度轉向觀望 

 交易特性分析 

原本在去年第三季呈現買氣回溫跡象的高雄市住宅市場，自去年第四季起

受到觀望氣氛的影響，交易熱潮迅速降溫，但隨著政治不確定因素消除後，

今年第二季住宅成交天數明顯改善，但第三季有回復觀望跡象，來到 73.5

天，較前一季拉長 9 天，較去年同期放緩逾四成。在住宅屋齡部分，第三

季成交住宅平均屋齡為 18.2 年，比前一季增加 0.3 年，維持先前中古屋物

件的交易比重逐漸提升的趨勢。至於在住宅面積的部分，第三季成交住宅

平均面積為 39.8 坪，較前一季增加 0.7 坪。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墅，並

排除預售物件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 1：總價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大樓、套房、透天厝及別

墅，並排除預售物件 

註 2：面積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分拆車位)，

排除預售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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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住宅平均單價呈現高

檔盤整格局 

 成交均價表現 

受到政府抑制房價相關政策影響，高雄房市的投資買盤萎縮，因此近一年

來高雄市的房價走勢平穩，今年第三季高雄市平均住宅單價為每坪 16.3

萬元，比前一季略漲 0.1 萬元/坪，但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3.2 個百分點，續

呈現高檔盤整的格局。至於在住宅總價方面，本季高雄市住宅物件成交總

價出現收斂現象，第三季來到 724 萬元，較前一季下跌 2 萬，仍舊維持在

700 萬元大關以上。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註：統計樣本包括公寓、華廈及大樓住宅(未

分拆車位)，排除一樓、頂樓及預售物件 

 

月份
成交天數

中位數

住宅屋齡

(年)

住宅面積

(坪)

住宅總價

(萬元)

公寓單價

(萬元/坪)

大樓單價

(萬元/坪)

住宅單價

(萬元/坪)

2015年10月 53.0 18.2 40.7 746 12.0 17.1 16.9

2015年11月 68.0 17.8 40.9 748 12.3 16.9 16.7

2015年12月 67.0 17.2 41.5 747 12.2 16.6 16.4

2016年1月 64.0 17.2 40.6 718 12.9 16.2 16.0

2016年2月 62.0 16.8 40.3 740 12.8 16.2 16.1

2016年3月 78.0 17.2 40.4 770 12.6 16.7 16.4

2016年4月 67.0 17.0 39.8 762 12.9 17.1 16.8

2016年5月 68.5 16.9 40.1 729 12.1 16.8 16.4

2016年6月 64.5 17.9 40.5 726 12.0 16.5 16.2

2016年7月 70.0 18.3 40.8 728 11.1 16.5 16.2

2016年8月 70.0 18.4 40.5 751 11.6 16.8 16.6

2016年9月 73.5 18.2 39.8 724 11.2 16.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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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價指數 

 2016 年第三季信義房價指數 

季別 台北 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高雄 台灣

2016Q3 269.52 296.60 286.65 211.03 287.54 257.10 278.97 

2016Q2 276.76 295.40 289.39 210.73 287.58 250.48 279.74 

增減率(qoq) -2.62% 0.41% -0.95% 0.14% -0.01% 2.64% -0.28%

2015Q3 286.22 294.91 293.46 211.13 289.13 257.68 285.43 

增減率(yoy) -5.83% 0.57% -2.32% -0.05% -0.55% -0.23% -2.26%  
 指數模型：特徵價格函數模型 

 樣本分區：區分為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地區、台中市、高雄市及台灣地區等七項。其中，台灣

地區項目包括全台各地區交易樣本。 

 樣本選擇： 

A.選取純住產品（包括公寓、華廈及電梯大樓物件），排除具備其他用途之住宅物件。 

B.排除預售物件。 

C.排除偏差樣本，如工業住宅、屋齡偏高之成交物件等。 

 模型調整差異點：
 

A.增列桃園及新竹地區房價指數。 

B.採用拉式指數公式進行編製。 

C.基期自 1991 年第一季調整為 2001 年第一季。 

 2016 年第三季各都會區標準房價變化 (單位：萬元/坪) 

季別 台北 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高雄

2015Q3 56.46   35.72   19.78   19.33   18.38   18.46   

2015Q4 54.04   35.53   19.79   19.55   18.72   17.92   

2016Q1 53.53   34.79   19.21   18.97   17.67   17.77   

2016Q2 54.59   35.78   19.51   19.29   18.28   17.94   

2016Q3 53.16   35.92   19.32   19.32   18.27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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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價指數歷年走勢圖：桃園、新竹

桃園市 新竹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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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價指數歷年走勢圖：台中、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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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台北月指數 

index YoY index YoY index YoY

2014_10 127.20     2.4% 138.81     2.9% 131.81     2.6%

2014_11 127.01     0.9% 137.56     1.7% 131.20     1.2%

2014_12 127.55     0.0% 138.43     1.6% 131.88     0.7%

2015_01 128.19     -0.7% 137.76     1.5% 131.99     0.2%

2015_02 130.44     -0.6% 138.74     2.1% 133.74     0.5%

2015_03 133.03     3.2% 138.58     1.3% 135.24     2.4%

2015_04 133.29     2.8% 139.04     1.5% 135.58     2.3%

2015_05 129.85     -0.6% 138.63     -0.2% 133.34     -0.4% 

2015_06 127.52     -3.7% 138.39     -0.0% 131.84     -2.2% 

2015_07 125.41     -4.3% 136.78     -2.9% 129.93     -3.7% 

2015_08 125.85     -1.4% 135.61     -2.8% 129.73     -2.0% 

2015_09 125.40     -0.9% 132.98     -4.3% 128.41     -2.4% 

2015_10 123.65     -2.8% 132.22     -4.7% 127.06     -3.6% 

2015_11 123.15     -3.0% 132.20     -3.9% 126.74     -3.4% 

2015_12 119.11     -6.6% 131.57     -5.0% 124.06     -5.9% 

2016_01 118.64     -7.5% 129.73     -5.8% 123.05     -6.8% 

2016_02 119.75     -8.2% 127.96     -7.8% 123.01     -8.0% 

2016_03 121.00     -9.0% 129.95     -6.2% 124.56     -7.9% 

2016_04 121.96     -8.5% 130.50     -6.1% 125.35     -7.5% 

2016_05 119.95     -7.6% 131.19     -5.4% 124.42     -6.7% 

2016_06 120.76     -5.3% 131.93     -4.7% 125.20     -5.0% 

2016_07 118.57     -5.5% 132.25     -3.3% 124.01     -4.6% 

2016_08 118.48     -5.9% 133.15     -1.8% 124.31     -4.2% 

2016_09 117.08     -6.6% 131.46     -1.1% 122.80     -4.4% 

Taipei City
Month

NewTaipei City Taipei Urb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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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財經及房市新聞提要 

新聞發布日期 新聞媒體 題材 新聞標題 類型

2016/07/04 工商時報 N 勞資爭議吵不完，大陸供應鏈在地化，今年投資率恐7年最低 財經

2016/07/04 工商時報 I 沒了陸客，西門町飯店殺價搶生計 財經

2016/07/05 自由時報 I 央行連4降，定存百萬年息少3千 財經

2016/07/06 工商時報 I 房市飛來幾隻蝴蝶，但...顏炳立：燕子還沒來 房地產

2016/07/06 經濟日報 I 郵局調降存款利率，青年房貸利率降到1.44％ 房地產

2016/07/07 工商時報 I 降息效應，以房養老需求爆增 房地產

2016/07/07 蘋果日報 N 彭博示警，台灣陷入長期停滯 財經

2016/07/12 聯合報 I 屋齡30年內，北市喊增房屋稅 房地產

2016/07/14 工商時報 I 文華苑總價5.66億，今年實價最高 房地產

2016/07/14 工商時報 I 馬國央行意外降息，7年半來首次 財經

2016/07/15 蘋果日報 N 上半年推案，北市創13年低量 房地產

2016/07/15 經濟日報 I 陶冬：全球經濟藏四風險 財經

2016/07/18 經濟日報 I 房屋稅新方向，房地持有成本合一課稅 房地產

2016/07/18 經濟日報 I 央行鬆綁管制，房價未止跌 房地產

2016/07/19 工商時報 I 壽險資金可望重回國內不動產 房地產

2016/07/19 工商時報 I 上半年每百戶還不到1戶，六都家戶購屋比，北市最差 房地產

2016/07/19 工商時報 I 地上權爆冷，上半年標脫僅26％ 房地產

2016/07/20 蘋果日報 N 雙北大型社區，房價猛跳水 房地產

2016/07/25 蘋果日報 I 全年移轉棟數，料低於去年 房地產

2016/07/25 經濟日報 N 陸客來台減11% 30月新低 財經

2016/07/26 工商時報 P 貨幣供給黃金交叉 續航10個月 財經

2016/07/26 工商時報 I 籌長照財源 遺贈稅率 不擬全面調高至20％ 財經

2016/07/27 工商時報 I  Fed年底前升息機率 近5成 財經

2016/07/28 工商時報 P 景氣回溫 連三月黃藍燈 財經

2016/07/28 工商時報 P 股市旺 7月消費信心回升 財經

2016/07/29 工商時報 I 房地稅基惹民怨 小英政府建立不動產評價檢討機制 房地產

2016/07/31 中國時報 I 勞工7休1新制，延後2個月實施 財經

2016/08/02 聯合報 I 北市20處蓋9千戶公宅 下半年啟動 房地產

2016/08/04 工商時報 I 房仲陷困境 檯面上苦撐 檯面下廝殺爭加盟店 房地產

2016/08/04 工商時報 I 北市辦公大樓 上半年交易量縮3成 房地產

2016/08/05 工商時報 I  房市緩步走揚 住展風向球7月亮黃藍燈 房地產

2016/08/06 蘋果日報 P 土城暫緩發展區，37筆地全標脫 房地產

2016/08/09 工商時報 I 經濟傳佳音，銀行估央行降息機率減 財經

2016/08/09 自由時報 P 擺脫連17黑，7月出口轉正 財經

2016/08/10 工商時報 I 熱錢不停歇，新台幣漲破31.5元 財經

2016/08/10 自由時報 I 耗時7年，南鐵地下化拍板 財經

2016/08/11 工商時報 I 謝金河直言，房屋稅不改，房市沒有投資價值 房地產

2016/08/12 自由時報 I 六都9.5萬新屋加稅，壓垮房市買氣關鍵 房地產

2016/08/12 工商時報 P 陳添枝：景氣谷底已過 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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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布日期 新聞媒體 題材 新聞標題 類型

2016/08/16 工商時報 N 雙北前5月土地交易大減 房地產

2016/08/17 自由時報 N 國泰金︰買氣續降 房價續看跌 房地產

2016/08/19 工商時報 P 蘇嘉全：政府不只不打房 還要救房 房地產

2016/08/19 工商時報 P 三箭救經濟 公建預算5年新高 財經

2016/08/22 工商時報 I 遺贈稅喊漲 富人錢大挪移 財經

2016/08/23 工商時報 I 肥了櫻桃，瘦了芭蕉，房屋稅收700億創新高 房地產

2016/08/23 工商時報 I 外銷連16黑史上最慘 財經

2016/08/24 經濟日報 I 最高20％，遺贈稅率將倍增 房地產

2016/08/25 經濟日報 I 雙北社會宅，四年拚2萬戶 房地產

2016/08/25 蘋果日報 I 房仲業，近1年關了500家 房地產

2016/08/26 工商時報 I 包租代管、籌組融資平台，推社會住宅，內政部雙管齊下 財經

2016/08/29 蘋果日報 I 政院版，社會宅擬２成供弱勢 房地產

2016/08/30 工商時報 I 降息見底，金融業搶發千億債 財經

2016/08/31 工商時報 P 信義房屋榮獲天下企業公民獎 財經

2016/09/01 工商時報 P 台經院製造業景氣，終結15藍 財經

2016/09/05 工商時報 I 中古屋，恐剩降價取勝 房地產

2016/09/06 工商時報 I 商業景氣，9月可望轉綠 財經

2016/09/07 工商時報 I 陳菊：高雄要當新南向基地 財經

2016/09/07 經濟日報 I 北市啟動公辦都更，引資33億 財經

2016/09/08 蘋果日報 I 遺贈稅率擬分3級，累進最高20% 財經

2016/09/10 中國時報 N 建照減、使照增，建商去化餘屋心態強烈 房地產

2016/09/12 工商時報 I Fed會議近了，鷹鴿對立加劇 財經

2016/09/13 自由時報 I 房屋稅暴衝，北市擬3案調整 房地產

2016/09/19 工商時報 N 建商心態保守，高雄前8月推案腰斬 房地產

2016/09/19 工商時報 I 超級央行周登場，美息料按兵不動，日銀估再祭寬鬆 財經

2016/09/20 工商時報 I 陸炒房煞不住，8月70城房價暴漲 房地產

2016/09/21 工商時報 I 陸房市狂飆，人行旗下媒體痛批地方調控房市不力 房地產

2016/09/22 工商時報 N 30年老屋買賣，須附健檢報告 房地產

2016/09/22 工商時報 I 9月國泰信心指數，散戶看股市超無感 財經

2016/09/22 經濟日報 I Fed按兵不動，預示年底前仍可能升息一次 財經

2016/09/23 工商時報 I 30年老屋占比，北市15％，6都最高 房地產

2016/09/23 蘋果日報 I 政院澄清，老屋買賣不會強制健檢，閣揆與部長滅火 房地產

2016/09/23 工商時報 P 外銷訂單走出低迷，手機帶旺，美、中接單大增 財經

2016/09/26 聯合晚報 I 房屋稅上調，豪宅囤屋率可望降低 房地產

2016/09/26 自由時報 I 台股成交量續探底，13年最慘 財經

2016/09/29 蘋果日報 I 永春都更案，延宕16年動工 房地產

2016/09/29 自由時報 I 高盛：聯準會12月升息機率升至65％ 財經

2016/09/30 工商時報 I 景氣回溫，央行終結降息 財經

2016/09/30 工商時報 P 8月綠燈再現，復甦向上確立 財經

 

註：(P)代表正向影響題材、(N)代表負向影響題材、(I)代表中立題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