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地產市場概況 

全球景氣成長步調持續低緩，但在半導體市況回溫，

近期出口較預期理想，第二季經濟成長率概估值為 0.69

％，優於原預測的 0.48％，在經濟成長率出現連三季負成

長之後首度轉正。若下半年預測維持不變，今年可望保 1。

而景氣燈號終止連十藍，自今年 4 月起燈號轉向黃藍燈，

5、6 月燈號亦續呈黃藍燈，由於景氣領先指標、同時指標

均維持上升走勢，從燈號、領先及同時指標的走勢觀察，

當前國內景氣沒有變差，雖有改善但幅度平緩，顯示國內

景氣呈現緩步回溫態勢；不過，受到歐日等經濟體消費需

求持續不振的影響，使得國內 6 月外銷訂單已出現連 15

黑，惟減幅已有縮小，顯示國內景氣短期內無法迅速回

溫，但也不致於持續惡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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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在第一季有轉進台北股市的跡象，

帶領第一季台股出現一波資金行情，第二季雖受到 520 兩

岸政治變數及英國脫歐等雜音干擾，但市場資金依舊豐

沛，修正壓力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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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一

季比較基期偏低的影響，Q2 全台買賣移轉棟數較第一季

增加逾五成，來到 65,399 棟，惟較去年同期減少 7.6%，

除桃園外，其餘五都 Q2 移轉量年變動率均仍為負值，其

中台北年減逾兩成，新北、台中及台南減幅仍超過一成。 

在成交價格方面，六都中除高雄較前一季下修外，其

餘五都季變動率均已轉正，但六都房價年變動率仍為負

值，其中北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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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3%及 4.3%；南高二都分別年減

2.2%及 2.6%；而新竹台中跌幅相對和緩，分別較前一年

同期下跌 0.7%及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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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盤整期應該會維持一段時間。後市仍需觀察新政

府相關房市政策的推動腳步，包括房地產持有稅的改革及

社會住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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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中標示之各項金額數據，貨幣單位均為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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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指標 

 

 

經濟成長率擺脫連三負 

 經濟情勢 

雖然全球景氣成長步調維持低緩狀態，而中國供應鏈自主化政策排擠效應

持續，但在半導體市況回溫，來台旅客續增，再加上農工原料價格跌幅收

斂，近期出口較預期理想，第二季經濟成長率概估值為 0.69％，優於原預

測的 0.48％，在經濟成長率出現連三季負成長之後首度轉正。若下半年預

測維持不變，今年可望保 1。 

主計總處解釋，近期來台陸客雖減少，但其他國家旅客成長 8.02％，使得

第二季整體來台旅客人數仍有 2.2％的成長，持續推升服務輸出。在內需

部分，第二季內需動能略低於預測數，其中資本形成實質負成長 3.11％，

比預期差，但第二季車市在舊換新補貼政策激勵下，買氣回升，汽車新增

掛牌數增 4.71％，油品銷售亦穩定成長，雖然受到行動電話新舊產品交替

空窗影響，整體零售業營業額仍增 1.21％；概估第二季民間消費成長 1.05

％，對經濟成長貢獻 0.53 個百分點。 

而下半年情勢部分，當前復甦力道仍疲弱，但從領先指標、景氣燈號及出

口走勢看來，復甦趨勢相對明顯。不過，因受到英國脫歐、恐攻頻傳、貿

易保護主義等諸多不確定性的干擾，後續仍須審慎面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景氣燈號終止連十藍 

轉向黃藍燈 

 景氣對策信號 

景氣燈號終止連十藍，自今年 4 月起燈號轉向黃藍燈，5、6 月燈號亦續呈

黃藍燈，6 月景氣對策信號分數則維持在 20 分，與 5 月份相同，略高於 4

月份的 17 分。由於景氣領先指標、同時指標均維持上升走勢，從燈號、

領先及同時指標的走勢觀察，當前國內景氣沒有變差，雖有改善但幅度平

緩，顯示國內景氣呈現緩步回溫態勢。 

根據國發會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6 月份有海關出口值由藍燈轉黃藍燈，

分數較前一月增加 1 分，但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由黃紅燈掉到綠燈，分

數減一分，其餘 7 項指標不變下，綜合判斷分數維持 20 分。國發會指出，

下半年手持行動裝置推陳出新，帶動電子零組件需求增強，我國出口可望

改善，惟英國脫歐、地緣政治風險等干擾全球經濟表現因素，對台灣的貿

易表現應會造成一定程度影響，後續效應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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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畢業季到來 

失業率近 4％ 

 就業情形 

隨著畢業生走出校園尋職，2016 年 6 月就業人數為 1,125 萬 1 千人，較

前一月增加 0.04%；失業人數為 45 萬 9 千人，較上月增加 1 萬人，其中

初次尋職失業者增加 9 千人；失業率 3.92%，較前一月上升 0.08 個百分

點，較去年同期亦上升 0.21 個百分點；季調後之失業率為 3.96%，與前持

平。若以今年上半年統計數據來看，上半年就業人數平均為 1,124 萬 2 千

人，較去年同期增加 0.65%。失業人數平均為 45 萬 5 千人，較去年同期

增加 2 萬 8 千人；失業率平均為 3.89%，較去年同期上升 0.21 個百分點，

為近 7 年同期首度上升，顯示勞動市場仍受景氣低緩影響。 

而在經常性薪資統計部分，今年 5 月經常性薪資為 39,260 元，較前一月

增加 0.05%，亦較去年同期增加 1.61%；今年前 5 月經常性薪資平均為

39,098 元，則較去年同期增加 1.5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水果大漲 

6 月 CPI 年增 0.9% 

 物價波動 

受到去年颱風與今年寒害影響，干擾近期水果產銷情形，導致水果類上漲

三成多，使得 6 月消費者物價總指數（CPI），較去年同期上漲 0.90%，亦

較前一月上漲 0.34%，季調後則下跌 0.08%；若以今年上半年平均值來看，

則較去年同期上漲 1.54%。由於水果類物價受天候干擾的遞延影響，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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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PI 連 22 個月下跌 達 35.81%，為 2005 年 12 月以來的新高。蛋類、水產品、蔬菜、外食費

與肉類也都上漲。此外，近期開始適用夏月電價，電費上漲 20.53%的，

油料費亦反映國際油價上漲 2.79%。不過，若與前幾個月物價年增率都超

過 1%相較，6 月物價漲幅已相對平穩。 

在躉售物件指數（WPI）部分，受到化學材料、石油及煤製品等類價格下

跌影響，6 月 WPI 較 5 前一月上漲 0.36%，較去年同期跌 2.67%，為連續

22 個月呈現負成長，季調後則下跌 0.16%；若以今年上半年平均值來看，

則較去年同期下跌 4.1％左右。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貨幣供給連 10 月黃金交叉 

央行 6 月四度升息 

 貨幣供給 

根據央行統計，今年 6 月 M1B 年增率 6.23％，仍高於 M2 年增率 4.42％，

在去年 9 月轉為「黃金交叉」後，已延續第 10 個月，顯示台股資金依舊

充沛。其中 6 月 M1B 年增率較 5 月略下滑，主要是活存成長趨緩，M2

上揚主要則是銀行放款與投資成長及外資轉匯入的結果；累計今年 1 至 3

月 M1B 及 M2 平均年增率分別為 6.34%及 4.80%。 

此外，6 月準備貨幣日平均數為 3 兆 5,120 億元，較 5 月減少 5 億元。其

中，流通中通貨減少 21 億元，金融機構存放央行準備金則增加 16 億元。

6 月日平均準備貨幣年增率為 6.55%，較 5 月的 5.46%上升 1.09 個百分

點。累計今年上半年日平均準備貨幣的平均年增率為 5.82%，較去年同期

的 5.93%為高。 

 

 

外銷訂單連 15 月下滑 

下月轉正機會大 

 對外貿易 

外銷訂單連 15 黑！經濟部公布 6 月外銷訂單 357 億美元，年減 2.4％，但

較前一月增加 5.9%，經季調後較前一月增加 1.7%。合計今年上半年外銷

訂單為 2,010.7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7.4 個百分點，為金融海嘯以

來最糟成績。不過，下半年景氣可望緩步回溫，預估 7、8 月接單有機會轉

正。 

由於蘋果、三星都將於下半年發表新品，手機晶片需求增溫，帶動晶片設

計、晶圓代工、封測等半導體產業供應鏈接單續增。不過，資通訊產品因

接自日本筆電訂單萎縮，以及電腦市場需求相較去年同期疲弱， 6 月訂單

年增率為負值。精密儀器雖已連續 20 個月負成長，但近期因面板景氣回

溫，市場供給吃緊，價格穩定上揚，惟接單仍較去年同期下滑，但減幅已

是近 9 個月最低。傳產接單部分，機械因部分廠商接獲生產設備的長期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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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工具機表現不錯，加上匯率貶值，使機械 6 月接單微增，不過，機械

在連續 14 個月負成長後首次轉正，能否視為市場需求增加，仍有待觀察。 

而在英國脫歐的影響部分，英國脫歐公投後數日經濟情勢較動盪，但股匯

市近期已穩定，加上對英國接單占我整體外銷訂單比重較小、僅 1.25％，

預估短期變動不大，長期則需觀察英國若脫歐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而定。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520 兩岸變數干擾未發酵 

季線小跌 78 點 

 台股走勢 

今年第一季台股曾一枝獨秀，但自 4 月以來受到第一季季報匯損壓力等利

空襲擊，再加上 5 月報稅季節來到，以及新舊政府政權交接等雜音干擾，

大盤一路走軟，4 月線重挫 366 點，月線創近 8 個月最大跌幅，重挫 4.2

％，成交值更掉到 1.48 兆元，較 3 月的 2.14 兆元衰退 3 成，市值更由 25

兆 7,982 億元降至 24 兆 6,917 億元，大減 1 兆 1,065 億元，市場人氣明

顯退潮。 

不過，520 後中國大陸反應並未過於激烈，減輕市場擔心的兩岸政治面變

數壓力，而台灣 4 月景氣對策信號由藍燈轉呈黃藍燈，基本面有好轉現象，

加以美股回測年線後又轉強上攻，歐美股市 9 周 KD 值向上，中期漸轉強，

5 月集中及櫃買兩市場指數月 K 線都翻紅。 

6 月指數原有緩步墊高跡象，但受到 6 月下旬英國公投意外脫歐，引發全

球股市重挫的影響，大盤當日亦出現逾 300 點的重挫，但台股基本面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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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相當投資價值，在短線出現急速修正後，反而吸引資金投入，再度推升

大盤走勢，6 月收盤站上 8,600 點，來到 8666.6 點，上漲 130.99 點，漲

幅 1.53%，惟季線仍小幅下跌 7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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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一

季已逾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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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二季戶量維持在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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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五大行庫新承做房

貸金額年增 12.9% 

 房貸利率及金額 

因受到房地合一新制上路，民眾為適用舊制趕在去年底前買房或交屋，部分

購屋行為提前發酵，2016 年 6 月五大行庫新承做房貸金額為 392.09 億元，

前一月減少 20.88 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則增加 15.6%；合計今年上半年

新承做房貸金額為 2095.19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36.17 億元，年增幅

12.9%。 

在利率部分，受到央行三度降息的影響，6 月新承做房貸利率持續下滑，較

前一月減少 0.007%，更較去年同期減少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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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全國住宅建照核發戶數為 36,573 戶，年減 35.3%。以六都來

看，由於景氣持續下修，建商推案意願低論，六都核發住宅建照戶數全面下

滑，其中台北、台南減幅均超過五成，新北、桃園、高雄減幅亦逾四成，台

中減相對較小，亦達 15.7%。由於大部分建商受到 2015 年 7 月起容獎限縮

正式上路的影響，多已在去年上半年搶照完畢，再加上房市持續低迷，市場

交易冷卻，再加上中央及各地方政府逐步釋出調升房屋標準單價的訊息，未

來房屋稅調高的機會極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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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延到今年下半年之後，再視市場氛圍推案。 

住宅建造執照核發

(前6月)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全國

2012 2,517        10,320      9,316        4,050        3,065        6,921        50,217      

2013 2,339        10,974      13,382      9,875        5,521        6,729        61,656      

2014 3,935        13,511      7,767        9,404        5,473        7,904        66,009      

2015 3,097        9,376        12,800      6,604        6,515        4,630        56,519      

2016 1,438        5,299        7,079        5,567        3,106        2,446        36,573      

2015 vs 2016 -53.6% -43.5% -44.7% -15.7% -52.3% -47.2% -35.3%  
             資料來源：內政統計月報 

 

上半年桃園市住宅使照核

發量創新高 

 

 住宅使用執照核發 

2016 上半年全國住宅使用執照核發戶數為 45,377 戶，年增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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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上半年使照核發戶數來到 11,542 戶，年增

99.1%，台北年增率為 25.9%，高雄則為 19.6%。至於去年新增供給相對明

顯的新北市及台中市，上半年使照核發量較去年同期縮減，其中新北市年減

30.9%，台中則年減 32.9%，台南則年減 12.2%。在目前較為冷清的市況氛

圍下，新增供給量若不能有效去化，恐將對未來房價走勢造成壓力。 

住宅使用執照核發

(前6月)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全國

2012 3,351        5,104        4,335        4,117        2,555        3,895        33,603      

2013 2,463        5,307        5,471        4,973        3,135        3,319        34,861      

2014 2,481        7,326        6,328        6,348        2,811        5,253        39,992      

2015 2,400        8,072        5,796        6,079        3,327        3,354        41,600      

2016 3,022        5,575        11,542      4,082        2,922        4,011        45,377      

2015 vs 2016 25.9% -30.9% 99.1% -32.9% -12.2% 19.6% 9.1%
 

              資料來源：內政統計月報 

 

 

比較基期低 

Q2 移轉量季增逾五成 

 建物所有權買賣移轉 

受到房地合一於 2016 年 1 月 1 日上路的影響，大量所有權移轉趕在年底

完成，除了去年 12 月的買賣移轉爆出 4.9 萬棟大量外，連帶影響今年第一

季表現。第二季干擾效應相對輕微，再加上央行大幅放寬選擇性信用管制

的範圍，全台各都會區買賣移轉均出現相當程度的擴增。買賣移轉棟數來

到 65,399 棟，較前一季增加逾五成，惟仍較去年同期減少 7.6%。其中六

都合計仍占全國總數的七成六，其中以桃園市 12,053 棟占 18.4%最多，新

北市 10,681 棟占 16.3%次之，台中市 8,703 棟占 13.3%第三。而雙北移

轉佔比亦下滑至 24.3%。 

第三季屬於房地產傳統淡季，雖然央行在 3 月底放寬選擇性信用管制，使

得第二季市場成交量出現明顯擴增現象，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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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多數消費者仍期待房價持續修正，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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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第三季將出現小幅量縮跡象，後市仍得觀察相關政策的推動方向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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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 6,478       11,036     8,845       9,838       4,391       7,847       6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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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上一季 31.2% 50.2% 97.4% 36.3% 35.3% 48.5% 51.1%

對去年同期 -20.7% -14.5% 28.3% -17.2% -12.2% -2.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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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 1,703       4,057       3,991       3,651       2,060       3,174       2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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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上一季 27.0% 147.2% -11.3% -53.7% 26.1% -29.6% -7.9%

對去年同期 -21.8% 38.2% 47.8% -47.7% -10.7% 23.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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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住宅交易速度回穩 

 交易特性分析 

隨著總統大選底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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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房

地產市場出現止穩跡象，交易天數一反前幾季持續拉長的情形，本季出現

小幅增溫跡象。第二季住宅成交天數來到 69 天，較前一季縮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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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全台成交住宅平均屋齡為 17.5 年，較前

一季略增 0.3 年。至於平均住宅面積為 38.7 坪，較上一季減少 0.6 坪。由

於近期房地產市場的買方仍以自住需求為主，訴求大坪數高總高單的豪宅

產品，因受到市場氛圍不佳的影響仍乏人問津，使得平均住宅面積開始出

現收斂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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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未分拆車位)，排除預售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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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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的交易比重為

70.8%，較前一季增加 1.5 個百分點，其交易比重變化不大；其次則是公寓

產品的 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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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較前一季略減 0.2 個百分點；別墅+透天型產品則較前

一季略減 0.1%，來到 7.3%；店面、辦公室等投資屬性產品，分別較前一

季減少 0.5%及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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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總價帶介於 500~2000 萬元的產品共占

72.3%，較上一季增加 0.6 個百分點，其中 1000~1500 萬元產品交易比重

較前一季大幅增加 2.4%，來到 24.1%，取代 700~1000 萬產品為成屋市場

的交易首位，而 700~1000 萬元產品則小幅下修至 22.8%。至於在住宅面

積方面，第二季市場主流的住宅面積區間介於 25~55 坪，占總成交比重的

62.5%，與上季一致，其中比重最高的是 25~35 坪，交易比重拉高至 25%

躍居首位，而 35~45 坪比重降至 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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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較前一季略減 0.3

個百分點，為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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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預售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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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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56.0 17.3 37.8 13.2% 69.7% 4.1% 1.2% 3.5% 6.2%

2015年8月 53.0 17.5 38.1 13.7% 69.5% 4.0% 1.0% 3.4% 6.3%

2015年9月 51.0 17.3 38.2 12.7% 70.3% 4.1% 1.0% 3.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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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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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4.1% 11.7% 15.6% 22.2% 22.9% 10.8% 4.4% 2.7% 3.7% 1.8%

2015年8月 4.4% 11.3% 15.6% 22.4% 22.4% 10.1% 4.6% 3.0% 4.0% 2.1%

2015年9月 4.5% 11.4% 15.8% 23.1% 21.8% 10.1% 4.7% 2.8% 3.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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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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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3% 15.8% 25.0% 22.7% 15.1% 13.1%

2015年8月 7.7% 16.0% 24.5% 22.8% 15.2% 13.9%

2015年9月 7.7% 16.0% 24.9% 21.4% 15.7%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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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年住宅產品面積分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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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住宅市場分析 

 

 

台北市交易速度不再放緩 

 交易特性分析 

隨著總統大選及農曆年節效應消除，買方出價意願明顯提高，雖加價態度

依舊不明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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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北市不

動產交易量能出現些許回溫跡象，銷售速度稍有改善，第二季台北市住宅

成交天數來到 81 天，較上季縮短 5 天。在住宅屋齡部分，第二季台北市住

宅平均屋齡為 22.3 年，較前一季減少 0.9 年，上升趨勢是否反轉仍待觀察。

至於住宅面積部分，第二季台北市住宅平均交易面積為 35 坪，較前一季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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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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二季 信義不動產評論

   

 

台北市住宅單價跌勢止穩 

 成交均價表現 

本季台北市房價跌勢略顯止緩，第二季住宅平均單價為 60.9 萬元/坪，與前

一季相同，但仍較去年同期減少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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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大樓單價為 63.5 萬元/坪，亦與前一季相

同，但較去年同期下滑 4.8%；而公寓單價為 50.8 萬元/坪，比前一季減少

1.3 萬元/坪，亦較去年同期下滑 6.9%。短線房價雖有止穩，但整體下修趨

勢仍未改變，需再觀察幾季才能確定是否止穩回溫。至於第一季住宅總價

為 2,142 萬元，雖較前一季小幅下滑 5 萬，但仍處於相對高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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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61.0 23.8 33.9 2,242 53.6 67.0 64.0

2015年8月 58.0 24.2 35.7 2,347 54.7 67.2 64.5

2015年9月 57.0 23.8 35.5 2,344 53.6 67.4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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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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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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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新北市住宅成交天數為 68 天，與前一季縮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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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新北市成交住宅平均屋齡為 17.6 年，較前一季增加 1 年，長期來看

依舊呈現上揚走勢。而第二季新北市住宅面積為 35.6 坪，較前一季減少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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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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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 34 萬元/坪，較前一季

上揚 0.6 萬元/坪，但仍較去年同期下跌 4.3%。以產品別來看，大樓產品為

34.3 萬元/坪，較前一季增加 0.4 萬元/坪；而公寓產品為 32.5 萬元/坪，比

前一季上揚 1.9 萬元/坪。至於住宅總價則微幅下修為 1,194 萬元，轉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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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54.0 16.9 35.0 1,237 33.7 36.1 35.7

2015年8月 54.0 17.1 35.2 1,263 32.1 36.4 35.7

2015年9月 52.0 16.8 35.3 1,246 31.4 35.8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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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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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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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受惠於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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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交易速度明顯改善，住宅成交天數來到

56 天，較前一季縮短 14 天。在住宅屋齡部分，第二季成交住宅平均屋齡

來到 13.5 年，較前一季增加 0.1 年。至於在住宅面積部分，第二季成交住

宅平均面積為 43.4 坪，較前一季減少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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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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二季 信義不動產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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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二季住宅

單價較前一季略增 0.1 萬元/坪，來到 17.9 萬元/坪，其中公寓產品為 13.9

萬元/坪，大樓每坪單價則為 18.1 萬元。而第二季住宅總價為 851 萬元，

較前一季增加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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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56.5 12.3 43.0 850 12.9 19.0 18.9

2015年8月 54.0 12.3 42.6 839 12.1 18.8 18.7

2015年9月 52.5 12.1 42.7 834 11.9 18.6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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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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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區住宅市場分析 

 

 

猶豫期明顯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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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房價明顯回檔，交

易速度原有明顯加速的跡象，但受到總統大選前觀望氣氛的影響，交易速

度再度放緩，今年第一季成交天數又拉升到 87.5 天，創下近年來的新高。

不過，受到股市轉強，以及市場悲觀氛圍消除，第二季成交天數較 Q1 大

幅縮短 25 天，來到 62.5 天。在住宅屋齡部分，第二季新竹地區成交住宅

平均屋齡為 11.9 年，較前一季減少 0.1 年，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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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成交住宅平均面積為 49.4 坪，較

前一季增加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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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住宅平均單價為每坪 19.3 萬元，比前一季略增 0.4

萬/坪，但較去年同期下跌 0.1 萬元/坪。至於在住宅總價方面，第二季住宅

總價為 997 萬元，較前一季減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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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63.0 11.6 45.9 989 15.7 20.1 20.0

2015年8月 63.5 11.9 46.2 977 15.8 19.7 19.6

2015年9月 57.5 12.2 45.5 958 16.4 19.1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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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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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住宅市場分析 

 

 

台中市市場交易動能略有回

溫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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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二季成交天數為 71 天，較前一季略減 3 天。在住宅屋齡部分，

第二季成交住宅平均屋齡為 15 年，較前一季略減 0.7 年，仍維近年來的相

對高點。至於在住宅面積部分，第二季成交住宅平均面積為 41.6 坪，較前

一季增略減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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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二季的住宅平均單價為 19.4 萬元/坪，較前

一季上揚 0.6 萬元/坪，其中大樓單價為 19.7 萬元/坪，公寓單價為 13.9 萬

元/坪。第二季住宅總價為 915 萬元，較前一季略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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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50.5 14.9 40.5 855 16.0 19.8 19.7

2015年8月 42.0 15.3 40.5 847 14.1 19.8 19.5

2015年9月 48.5 15.0 40.5 861 13.4 19.7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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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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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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受到政治不確定

因素消除的影響，銷售速度略顯回穩，第二季住宅成交天數為 63 天，較前

一季縮短 9 天，但仍較去年同期增加逾三成。在住宅屋齡部分，第二季台

南市成交住宅平均屋齡為 20.1 年，較前一季增加 0.2 年，成為台北市以外

平均屋齡相對較高的區域，顯示區內老屋成交比重有提高的跡象。至於在

住宅面積部分，第二季成交住宅平均面積為 37 坪，較前一季縮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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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二季台南市的平均住宅單價為 13.6 萬元/坪，

較前一季增加 0.5 萬元/坪，但較去年同期下跌 2.2%，房價波動情形較國

內其他都會區平穩。而第二季住宅總價持續保持在 600 萬元大關以上，達

到 668 萬元，較前一季減少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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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9.5 20.1 37.1 672 10.7 14.3 14.1

2015年8月 41.0 20.1 35.0 654 11.0 14.4 14.1

2015年9月 35.0 20.7 36.0 667 11.8 13.7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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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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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住宅市場分析 

 

 

高雄市住宅交易意願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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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 64.5 天，較前一季縮短 13.5 天，

約略與去年同期相當。在住宅屋齡部分，第二季成交住宅平均屋齡為 17.9

年，比前一季增加 0.7 年，再次回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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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成交住宅平均面積為 40.5 坪，較

前一季增加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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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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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二季高雄市平均住宅單價為每坪 16.2

萬元，比前一季下跌 0.2 萬元/坪，亦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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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來到 726 萬元，較前一季下跌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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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62.5 17.6 38.8 717 13.8 17.0 16.7

2015年8月 51.0 18.5 39.0 706 13.2 16.8 16.4

2015年9月 51.5 18.4 39.6 726 12.4 17.1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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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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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價指數 

 2016 年第二季信義房價指數 

季別 台北 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高雄 台灣

2016Q2 276.76 295.40 289.39 210.73 287.58 250.48 279.74 

2016Q1 271.36 287.21 284.99 207.29 278.05 248.06 274.20 

增減率(qoq) 1.99% 2.85% 1.54% 1.66% 3.43% 0.98% 2.02%

2015Q2 289.60 308.01 303.30 211.69 296.95 256.89 289.30 

增減率(yoy) -4.43% -4.09% -4.59% -0.45% -3.16% -2.50%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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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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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Q2 57.12   37.31   20.44   19.38   18.87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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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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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台北月指數 

index YoY index YoY index YoY

2014_07 130.99     4.8% 140.88     8.4% 134.92     6.3%

2014_08 127.63     2.8% 139.52     5.3% 132.36     3.8%

2014_09 126.56     0.9% 139.00     3.8% 131.5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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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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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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4/07 工商時報 I 小英社會宅，設4千億自償基金 房地產

2016/04/07 工商時報 P 好久不見!房市買氣再現 房地產

2016/04/07 蘋果日報 I 半數民眾看跌房價，出價僅實價8~9折 房地產

2016/04/08 自由時報 I 顏炳立：房價不降，買氣不會出來 房地產

2016/04/08 蘋果日報 I 房市燈號5藍，4月盼扭轉 房地產

2016/04/11 工商時報 I 遺贈兩稅合一、朝分遺產稅規畫 財經

2016/04/11 蘋果日報 N 3月出口連14黑，追平金融海嘯紀錄 財經

2016/04/12 工商時報 N 北市府標售美河市，脫標率僅6.25％ 房地產

2016/04/12 工商時報 N 東亞開發中國家，罩烏雲，世銀下修今明兩年經濟成長預測 財經

2016/04/13 蘋果日報 I 房仲業經營艱困，Q1北部收店最多 房地產

2016/04/13 工商時報 N 今年全球經濟成長，IMF砍至3.2％ 財經

2016/04/13 聯合報 N 資誠調查，企業信心指數創新低 財經

2016/04/13 蘋果日報 I 史上最長護盤結束，國安基金今起退場 財經

2016/04/14 蘋果日報 P 建商搶，高市眷改地全標脫 房地產

2016/04/14 工商時報 P 大陸出口讚，全球股漲 財經

2016/04/15 經濟日報 I 美CPI緩漲，升息將趨審慎 財經

2016/04/15 工商時報 I 星國無預警QE，亞幣全倒 財經

2016/04/19 工商時報 P 國泰指數：買房意願，35個月新高 房地產

2016/04/19 經濟日報 P 房市回暖，預約看屋大增60％ 房地產

2016/04/20 工商時報 I 林伯豐：出口，到Q3都好不了 財經

2016/04/21 工商時報 I 國內GDP，本季回到正成長 財經

2016/04/22 工商時報 I 全台餘屋20萬戶，消化至少要4年 房地產

2016/04/26 自由時報 N 台經院下修GDP至1.27% 財經

2016/04/26 工商時報 P 營業氣候測驗點，3大產業景氣均上揚 財經

2016/04/27 中國時報 I 林全要求，社宅不動公務預算 房地產

2016/04/28 蘋果日報 N 景氣連10藍，史上第2慘 財經

2016/04/29 蘋果日報 N 製造業燈號連12藍，破紀錄 財經

2016/05/03 自由時報 N 營建署︰6成看衰房價，雙北最悲觀 房地產

2016/05/04 蘋果日報 P 買賣方價差縮小，高雄房市回溫 房地產

2016/05/04 工商時報 I 中經院：GDP成長保1，看520後兩岸發展 財經

2016/05/04 工商時報 P 復甦訊號，PMI連2月擴張 財經

2016/05/05 經濟日報 N 餘屋多，北部重劃區房價探底 房地產

2016/05/06 蘋果日報 P 房市春燕來了，燈號轉黃藍 房地產

2016/05/06 工商時報 I 國泰房地產指數公布，花敬群：Q1房市，價跌量縮 房地產

2016/05/06 工商時報 I 4月CPI跌破2％，物價回穩 財經

2016/05/12 工商時報 I 合宜住宅交屋，3大行庫房貸主力 房地產

2016/05/13 工商時報 N 北台灣520推案，海嘯後新低 房地產

2016/05/17 經濟日報 I 新政府擬修法，推包租社會宅 房地產

2016/05/18 自由時報 N 建案成交1字頭，淡海新市鎮房價「跳水」 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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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布日期 新聞媒體 題材 新聞標題 類型

2016/05/20 經濟日報 I 北市房價落底，後市以盤代跌 房地產

2016/05/20 工商時報 I 新政府租屋專法…房東憂 房地產

2016/05/20 蘋果日報 N 5月國民經濟信心，全面下跌 財經

2016/05/21 蘋果日報 N 慘過金融海嘯，外銷訂單13黑 財經

2016/05/23 蘋果日報 I 地上權住宅，建商放話不玩了 房地產

2016/05/23 工商時報 I 520演說，陸回應「行禮如儀」，外資：台股將回歸基本面 財經

2016/05/24 自由時報 I 4月新承做房貸利率連10降 房地產

2016/05/25 蘋果日報 P M1B、M2年增率，黃金交叉擴大 財經

2016/05/26 經濟日報 P 房市好轉，房貸餘額止跌回升 房地產

2016/05/26 工商時報 I 首季建物繼承移轉年增6％，創新高 房地產

2016/05/26 工商時報 I 台經院：國內景氣，如九彎十八拐 財經

2016/05/27 自由時報 I 台北房價一年來跌7.6%，全球35大城市之最 房地產

2016/05/30 聯合報 I 建商觀風向，不推新案賣舊案 房地產

2016/06/02 工商時報 P 房市破冰，六都移轉棟數大增 房地產

2016/06/02 工商時報 I 總統：社宅關係執政成敗 房地產

2016/06/07 工商時報 I 商業景氣4月續亮黃藍燈，連11趨向低迷 財經

2016/06/08 經濟日報 N 台南漲房屋稅，傳採追溯回推 房地產

2016/06/08 工商時報 N 最長衰退期，5月出口連16黑 財經

2016/06/09 工商時報 I 蔡宏圖：經濟1季比1季好 財經

2016/06/10 工商時報 I 意外，韓國利率創歷史新低 財經

2016/06/13 自由時報 N 中國人行：失敗的金融機構，有秩序地破產 財經

2016/06/14 工商時報 N 英國恐脫歐，全球股市黑色星期一 財經

2016/06/15 工商時報 I 財部獻上57塊地，小英社會宅玩真的 房地產

2016/06/15 工商時報 N 12縣市將調高房屋標準單價...明年掀史上最有感增稅 房地產

2016/06/15 工商時報 N 稅負、政治兩大風險未解...北市BOT案，恐玩完了 房地產

2016/06/16 工商時報 I 雙北5月房價，擺脫低迷 房地產

2016/06/16 蘋果日報 P 建商搶地，高市標脫率近5成 房地產

2016/06/17 蘋果日報 I Fed未升息，金價飆近2年新高 財經

2016/06/17 工商時報 N 製造業Q1營收跌破6兆，6年來最慘 財經

2016/06/17 工商時報 N 陸6大產能過剩產業，壞帳率恐達30％ 財經

2016/06/20 經濟日報 I 明年總預算籌編，部會搶錢-林揆堅持歲出零成長 財經

2016/06/21 自由時報 I 還是不保一，國泰台大︰今年GDP僅0.8％ 財經

2016/06/22 蘋果日報 I Q3看跌房價民眾，減少1成 房地產

2016/06/23 工商時報 I 所得稅法修法，阻捐地逃稅歪風 財經

2016/06/24 工商時報 P 新房貸利率，69個月新低 房地產

2016/06/28 蘋果日報 P 黃藍燈再加分，5月景氣有進步 財經

2016/06/29 蘋果日報 I 英脫歐黑天鵝，我央行料降息，日韓擬撒錢 財經

2016/06/30 工商時報 N 約25萬棟，房市全年交易量，估創25年新低 房地產

2016/06/30 蘋果日報 N 我今年經濟成長，中研院砍至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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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