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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台灣就有澎湃洶湧的無殼鍋牛運動。30 多年之後，台灣人「住的 

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惡化。追根究底，所得分配更加不均，政府不思 

解決之道，還不願意公布相關數據，以鴕鳥心態來面對民怨。所得分配不均，又 

引發財富分配不均，2014 年爆發的學運，無疑反應新一代青年對前途的迷惘。 

大學畢業以後，薪水只有22K，生活已有困難，那有能力成家立業。不敢結婚更 

不敢生小孩，加重少子化危機。如何實現居住正義，是本文的重點。手段則是立 

法保障國民基本生活空間，配合房地產稅制改革，讓眾多空屋釋出，增加房屋供 

給，讓年輕人都能有一個溫暖的窩。 

一. 源自1980 年代的社會問題 

1980 年代的台灣，經濟突飛猛進，出超大增導致外匯存底持續增加，台幣 

因此大幅升值。股票市場也跟著漲，房地產市場緊追在後。一下子台灣竟然成為 

錢多到淹腳目的地方。但是，在這些光鮮亮麗的市場表徵之外，台灣有另一群人 

過著不一樣的日子。他們因為沒有加入，或錯失此次金錢遊戲的機會，而成為新 

經濟中失落的一群。 

1985 年開始，台幣一路升值。政府因應無方，加上美國持續施壓，賭台幣 

升值成為穩賺不賠的投資遊戲。甚至有不少公司向外國銀行借美金，匯回台灣賺 

匯率價差。在這場遊戲之下，必然富者更富、貧者更貧，財團極盡所能淘空所有 

國家資產。熱錢不斷進擊，在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四處亂竄，終至衍生社會問 

題。1989 年8 月26 日發動無殼蝸牛運動，成為台灣現代公民社會抗議運動的先 

鋒。抗議台灣地價與房價高漲，造成貧富不均，人民買不起房子。 

運動發起人李幸長等人，組織無殼蝸牛聯盟，號召群眾上街頭，夜宿台北市 

忠孝東路。當時總統李登輝，為平抑民怨，推出低價國宅政策，但是效用有限， 

房價並未因此停止上漲。炒作房地產造成房價高漲，使許多受薪階級、中產階級 

 1 / 9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社會安全

發佈：2014-09-09, 週二 18:44
點擊數：7973

無力購買房子。直到現在，民眾的買房困境是每下愈況。要買房子的話，一人工 

作數十年，或夫妻共同工作十數年，也未必能完成夢想。以今天台北的房價來看， 

甚至必須親子兩代共同努力，耗費十數年的積蓄才有能力購屋。 

二.1980 年代至今的經濟、社會發展 

1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系教授。 

2 

1980 年至2014 年，台灣的經濟、社會發展讓人望塵莫及；物價高漲，民生 

物資、油電瓦斯，無一不漲。相對的，薪水仍然停留在1980 年代的水準。台灣 

社會的不平等，經歷二三十年之後，情況更加嚴重。 

在1989 年首次無殼蝸牛運動，造成數萬人躺在台北市忠孝東路精華地段的 

盛況。20 年之後，2010 年同樣的議題再次浮現每個人的心頭。「住宅是一種基本 

人權」，似乎已經是大家都認同的概念。不過，憲法也保障國民的工作權。事實 

如何大家都清楚；什麼是都得靠自己，國家不會替人民找工作。雇主壓榨員工、 

爆肝過勞死的事，依舊常常發生。權力是爭取來的，爭取住宅權更不容易。要住 

者有其屋，還需要有經濟支柱，就業大環境卻是對勞工不利。 

台灣勞工的生活已經陷入，「什麼都漲，就是薪水不漲」的困境。企業與員 

工已成惡性循環的輪迴，員工抱著領多少做多少，企業卻要員工當作「全人」用， 

勞資雙方陷入無止盡的抱怨。許多人只領22K 的薪水，老闆竟然還嫌員工不好 

用。現在的青年學子，日子確實不好過。薪水有限，在台北生活的更要省吃儉用。 

有的還要償還助學貸款，部分剛出社會的朋友就有數十萬的負債。若必須在外租 

屋，費用更是驚人。每天面對生活壓力，何來餘暇奢談其他。 

兩性之間，女人看男人，看有沒有車子、有沒有房子。於是男人看女人，擔 

心自己沒有車子、房子，養不起家室，拿什麼來承諾未來的另一半。買不起房子， 

當然會影響結婚率、出生率，因為多數都認為養不起子女。就算買了房子，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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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買在近郊，因為遠離市中心，價格較低廉，代價是多了通勤時間。買一間房子 

永遠都是身心極大的煎熬。土地的產權與建築，牽扯到很多政府部門與政商關係， 

一般老百姓只有任人宰割的份。所以才需要有政府立法保障與監督，制衡不合理 

現象。 

現在唯一能夠喚醒政府採取行動的，似乎只剩下公民運動。社會運動要是沒 

有到一定規模，通常很難上頭條版面。這正是社會所蘊藏的隱憂。年輕人對未來 

沒有希望，如何感受擁抱生命的熱情。一次又一次的運動，無法撼動政府與財團 

糾纏不清的關係。再者，無殼蝸牛運動所訴求的對象，不論是政府或財團，其間 

的政商情結、利益，環環相扣、根深蒂固，不是一場社會運動就可以打敗的。 

三.萬惡之首：所得分配不均 

低利率的時代，富有的人尋求高投資報酬。在沒有適當管道之下，加上國人 

「有土斯有財」的觀念，房地產投資長久以來，是重要投資商品之一。尤其有錢 

的人，相對有更充裕的資金，使房地產市場更讓人高不可攀。富人豪宅廣廈無數， 

貧者無立錐之地。罪魁禍首就在所得分配不均。 

3 

過去政府公布的數據，都是以行政院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為依據。以 

2010 年最低20%與最高20%家庭所得來看，僅差了6.19 倍，根本顯現不出此一 

「悲慘世界」的真相。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曾經抨擊，即便是細分為20 等分，還 

是無法顯現所得分配惡化的實況。因為收入極低者，其實不用申報所得，當然也 

沒有列入這5%。至於最高所得者，通常有避稅管道，所以真正的所得又遠高於 

財稅中心掌握的資料。以台灣目前的貧富差距惡化的趨勢，可能是創世界紀錄的。 

1998 年所得最高與最低的5%，僅32.74 倍，到了2008 年已暴增至的65 倍，2009 

年更拉大為75 倍，2010 年則直飆93 倍，也是擴大最快的一年，相信飆破100 

倍也是不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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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祖嘉認為，造成台灣所得分配惡化的第一個因素，與國際現代社會所出現 

的知識經濟時代有關。2知識和資本有重大的作用，除了增加生產力之外，也帶 

來額外的報酬。相對的，若少了上述要素，單純只靠勞力的人，將是新時代的輸 

家。因此，大企業主的所得大增，而台灣中小企業主的所得就少了許多。中小企 

業正是台灣經濟的主力，其影響益顯重要。另外，包括中國大陸與印度在內的金 

磚四國興起，利用大量的廉價勞工，大量生產並輸出廉價的產品，對低技術層次 

工人的薪資，將造成不利的影響。事實上，不只是台灣，全球各主要國家的所得 

分配，都呈現惡化的趨勢，包括美日香港新加坡等，中國的惡化情況甚至比台灣 

還要嚴重。 

另一方面，國內失業率一直高居不下，其中多數又集中在非技術性工人，或 

是剛進入勞動市場上的弱勢工作者，使得這些原本收入就較少的勞工，薪資更難 

提高。由於近年來台灣的失業率達到5%，代表台灣最低收入5%的家庭，很可 

能大部分就是這些失業的家庭。他們的收入幾乎接近0。因此，高低所得差距， 

必然會更加嚴重。再者，台灣近年來的財富分配惡化，與房地產價格大幅上升有 

關，因為本來高所得者就擁有較多的房地產，在房地產價格大漲之後，所得分配 

隨之更加惡化。 

此外，租稅政策的改變，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遺贈稅降到百分之十、產業 

升級條例中把營所稅調降到17.5%、大企業享受電力及各種補貼等，對所得分配 

都有不利的影響。富人手中的閒錢，四處流竄尋找有利的投資途徑，很自然就投 

入炒房行列。除此之外，由於奢侈稅開徵及房屋上漲的趨勢，不少富人改以購屋 

作為捐贈的管道，還可以節省許多贈與稅、遺產稅。2009 年全台房屋贈與棟數 

僅3.3 萬棟，2013 年則攀升至5.2 萬棟，這三年間大幅成長55%。累計近五年贈 

2 

林祖嘉，我國所得分配惡化的成因與政策建議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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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pf.org.tw/post/3/8115。 

4 

與移轉數破20 萬棟。此一趨勢更加重一般人購屋的負擔。多年以來，房地產熱 

潮不曾停止，投資報酬有增無減，一再驗證投資人對炒房的期待。各大保險、金 

融公司，無不擁地自重。一般民眾只能望屋興嘆。 

四.實現居住正義：國民基本生活空間、空屋稅 

長久以來，台灣的房價一直漲，空屋率卻一直上升。解決台灣房地產市場畸 

形發展的方法，根本的方法是消除所得分配不均。治標的方法則有，房屋稅以實 

價課徵、立法保障國民基本生活空間等措施。增加空屋的持有成本，才能讓房屋 

市場的供給有效增加。 

首先，觀察台灣房屋市場的供需，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台灣的房價持續 

高漲，但是空屋率卻是有增無減。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住宅普查資料顯示，2000 

年的空屋率是17.6%，1990 年的則是13.3%。10 年來空屋率大幅提昇。最近一 

次普查，2010 年全台的空屋率達到19.4%，換算成戶數高達156 萬戶，創歷年新 

高。空屋率最嚴重的是台中市26.2%，空屋最多的則是新北市33 萬戶，其次是 

桃園縣15.37 萬戶。由以上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台灣主要都會區的房屋市場，供 

需的差距非常大，實在沒有道理漲價。 

如前所述，貧富差距、所得分配不均，造成房地產的畸形發展。根本解決之 

道是增加空屋的持有成本。目前的房屋稅制，稅率太低、稅賦太輕。尤其，稅額 

計算基準的公告現值，和實際房屋市價相差太多，導致若干房屋稅竟然比車子的 

牌照稅還低。難怪不少人投入囤房的行列，因為獲利遠高於持有成本。雖然立法 

院已於2014 年5 月20 日通過，修正房屋稅條例提高房屋稅率。對囤房者依舊沒 

有嚇阻作用。因為房屋稅的計算，是公告現值而不是市場價值。 

更不可思議的是，政府竟然為富人開逃稅的大門。依財政部目前的規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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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配偶合計全國持有三戶以內房屋，只要是供自己或由直系親屬居住，即列入 

「自住房屋」；第四戶以上，將被加重課徵房屋稅。很顯然的，為了減少房屋稅 

的負擔，這些富人都會把囤積的高價豪宅當作自住房屋。什麼叫做一戶，大小差 

別如何區分，完全沒有釐清。小資青年的10 坪小套房是一戶。富商的百坪豪宅 

外加停車位也是一戶。有錢人的鄉村別墅，庭院深深、林木成蔭，號稱農舍也是 

一戶。試問：三戶大豪宅和三戶小套房，都算作三戶，公平嗎？政府對何謂一戶， 

如此不清不楚的定義，等於變相鼓勵豪宅大院，只會更加深貧富差距。 

正本清源之道，是立法制訂國民基本生活空間，保障每一個人住的基本權益。 

生活空間在此面積以下的應予補貼，協助其取得基本生活空間。在此一基本生存 

空間之內，房屋稅全免。超過此一面積的則課以重稅，超過越多累進課越高的稅 

5 

率。此一作法沒有前述所謂一戶的模糊空間，至少做到人人平等的原則，也實現 

「住宅是一種基本人權」的理想。國民基本生活空間以每人10 坪為基準，根據 

城鄉差距略作調整。在此一基礎之下，可以進一步實施實價課稅的稅制變革。 

實價課稅是眾多學者的主張，既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也可有效增加囤屋者的 

持有成本。然而，若真的採用實價課稅，可能會有很多人無法負擔高額的房屋稅。 

有的人已經退休，只靠些許退休金養老過日子。部分老舊房子的公告價格只有幾 

百萬，一下子調高到上千萬，甚至數千萬，這些人可能必須為繳房屋稅而負債累 

累。若有國民基本生活空間立法，在此一面積之內免稅，超出部分才課稅，可以 

緩衝房屋稅實價課徵的衝擊。 

至於囤房無數，沒有作任何利用的，則課以更重的空屋稅。從另一個角度看， 

擁有房產無數，那是個人努力之下累積的資產，是成功的象徵，絕對不是罪惡。 

但是物盡其用，也是社會值得追求的目標。若擁有眾多房屋，願意提供作為租屋 

之用的，其房屋稅率也應該給予優惠。眾多財團擁有土地、房產，亦可適度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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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集合式住宅，只租不賣。此外，反向房貸(reverse mortgage)的大幅鬆綁及推 

行，一方面鼓勵以房養老，再者也可以讓所得有限，但有房產的人，增加消費能 

力、活絡房市，增加房屋的供給。 

五.再論稅制改革 

台灣的所得、財富分配不均嚴重，已如前述；更嚴重的是，在此一失衡狀態 

之下，稅賦幾乎都是由受薪階級負擔。近年實施的稅制改革，不但沒有改善此一 

現象，反而更加重貧富差距。奢侈稅自2011 年實施二年以來，來自房地產部份 

的稅收只有51 億元。相較之下，二代健保的補充保費，實施才8 個月就已徵收 

到248 億元，健保署還說金額符合預期。3這是最標準的劫貧濟富。補充保費， 

都是升斗小民的小錢、兼職所得、利息、工讀金、股利等。這些小錢的2%，竟 

然在短短八個月中，被剝削248 億。反觀房價持續高漲，富人藉由各種方法炒房 

大賺錢，竟然二年多來才繳51 億元的稅。 

台灣社會富人炫耀財富的情況屢見不鮮。除了觀感不佳之外，也凸顯富人未 

能多盡社會義務。一輛超級跑車少則價值5-6 百萬，多則數千萬，已經足夠圓一 

般人購屋的夢。少數富豪以擁有超跑為榮，四處飆車闖禍，造成公共危險，價值 

不菲的超跑出事撞爛亦不以為意。奢侈稅顯然作用有限。現行之牌照稅以引擎大 

小課徵，既不環保也無法反映量能課稅原則。若能改以車價1%課稅，則一般車 

輛之稅賦可以得到些許減稅效果，而得自豪華車、超級跑車之稅收則可增加許多。 

目前燃料稅之課徵同樣以引擎大小為依據，一樣不環保也沒有量能課稅。只有隨 

3 2013 年5 月數據。 

6 

油徵收，才能落實使用者付費，達到社會公平正義。 

所得稅造成稅賦負擔不均的情況也不遑多讓。76%的所得稅是由受薪階級來 

負擔。他們的所得無法掩藏，一分一毫全在政府的掌握中。反觀富人的所得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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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來源，海外所得課不到，投資的資本利得實質上不必繳稅，公司稅、遺產稅都 

大減，還有捐贈管道避稅。所得稅做為財富重分配的機制，原本是藉由量能課稅 

的原則，讓富人多負擔國家建設、社會福利的支出，在台灣卻變成政府剝削中產 

階級的工具。由以上分析，不禁讓人警惕，政府現在所規劃的房屋稅改革，必須 

更加審慎評估，否則終將重蹈數十年來的敗筆。 

六.結論 

台灣房屋市場長期以來供需失衡，空屋率持續上升，但是房價卻還是一路狂 

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所得分配不均及衍生的貧富差距。解決上述問題，必 

須從產業結構升級、促進就業著手。至於房地產市場失衡，則可透過租稅相關政 

策、立法保障國民基本生活空間等，改變囤屋者的誘因，讓多出的空屋釋放出來， 

增加房屋的供給，協助青年完成擁屋的美夢。 

加重房屋稅及實價課稅都是正確的方向。增加囤屋者的成本，可使空屋及早 

釋出，增加房屋的供給。但是依目前的財政部之規畫，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共有三戶，可以適用自用住宅的低稅率。一戶的定義為何，完全沒有提及，將變 

相鼓勵豪宅大院。小資青年的10 坪套房，富人的百坪豪宅，深宅大院的鄉村別 

墅，這些若都算是一戶，何來公平正義。政府終將成為豪宅的最佳推手。 

另一方面，若房屋稅突然加重，許多有房住但所得有限的退休人員，可能無 

法負擔。大多數中產階級，可能也無法承受。立法制定國民基本生活空間，以每 

人10 坪為基準，依城鄉差距作適度調整，確定住宅也是基本人權之一。生活在 

此面積以下的人，由政府補貼協助其建立家園。超過的部分，則課以稅賦，超過 

越多累進課越重的稅。擁屋眾多又沒有善加利用者，則課以更重的空屋稅，進一 

步讓空屋釋出，提供無殼鍋牛作適當的住所。 

台灣房屋市場失調已有數十年以上的歷史，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空屋持續 

增加，房價卻一再飆漲。立法保障國民基本生活空間，才能真的落實住宅也是基 

 8 / 9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社會安全

發佈：2014-09-09, 週二 18:44
點擊數：7973

本人權的理想，並消除富人以深宅大院，作為投資獲利管道的不當政策。至於燃 

料稅、牌照稅等之課徵，也應作適度變革，才能落實量能課稅、使用者付費的原 

則，並逐步消除所得、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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