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草根影響力文教基金會調查研究中心



簡介

111年04月27日至05月06日晚間18:30至22:00。

18歲以上台灣民眾。

以電話訪問方式，利用電腦輔助電話調查系統(CATI)，由電腦

取樣、撥號。問卷於電腦螢幕中顯示，訪員親自訪問並以滑鼠

勾選答案，CATI自動將訪問結果即時寫入資料庫，不須再由人

工編碼、鍵入資料，避免人為錯誤。

1,194份

於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2.8個百分點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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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51%

49%

0 5 10 15 20 25 30 35

60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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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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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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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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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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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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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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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黨

時代力量

國民黨

民進黨

政黨傾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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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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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20 30 40 50 60 70

不知道/拒答

很不滿意

不太滿意

還算滿意

非常同意

1、整體而言，請問您對政府的打房政策，也就是控制房價上漲的表現滿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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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

25%

27%

33%

15%

52%

5成2(52%)民眾不滿意政府控制房價上漲表現

僅15%民眾滿意，另外33%民眾無意見。



0 10 20 30 40 50 60 70

不知道/拒答

很不同意

不太同意

還算同意

非常同意

2、有人認為現在的房屋價格太高，請問您同不同意這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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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27%

4%

1%

5%

90%

5%

高達9成(90%)民眾同意現在房價太高說法

僅5%民眾表示不同意這個說法，另外5%沒意見。



3、請問您相不相信，中央銀行升息之後，炒房的人會變少，房價會跟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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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4(64%)民眾不相信央行升息，房價會降低

只有1成8(18%)民眾相信升息之後，房價會跟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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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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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問您相不相信，政府提供青年安心購屋貸款的優惠，會吸引年輕人

購買房屋？

9

近5成(48%)民眾不相信青年購屋貸款優惠會吸引年輕人購屋，

也有近4成(37%)民眾相信青年購屋貸款會吸引年輕人購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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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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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問您相不相信，房價太高會導致年輕人不想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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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8成3(83%)民眾相信高房價會導致年輕人不想結婚

僅1成2(12%)民眾不相信房價太高會導致不想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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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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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人說政府課徵囤房稅，可以遏止炒房的問題，請問您同不同意這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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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5(45%)民眾認為囤房稅可遏止炒房

也有 4成1(41%)民眾不認為課徵囤房稅可以遏止炒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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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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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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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人說房價太高的問題主要是因為薪水太低買不起造成
，也有人認為主要是因為房價被不合理炒作。請問您認為房
價太高主要是因為低薪？還是因為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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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7成(67%)民眾認為房價太高是因不合理炒作，

僅2成1(21%)民眾認為房價太高是因為低薪。

67%

12%

21%



8、政府將擴大租房子民眾的租金補助，有人認為可以減輕租屋民眾負擔，
也有人認為會讓房東藉機漲價。請問您相不相信政府擴大租金補助可以減輕
租屋民眾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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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2(52%)民眾不相信擴大租金補助可減輕租屋民眾負擔

3成8(38%)民眾相信政府租金補助可減輕租屋民眾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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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人說房價一直上漲，台灣可能會產生房市泡沫化危機，

請問您同不同意這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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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4(54%)民眾同意房價一直上漲，台灣房市會泡沫化

3成2(32%)民眾不同意此說法，1成4(14%)民眾表示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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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
「年齡」與「滿不滿意政府打房政策、控制房價上漲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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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9歲民眾 65%不滿意政府打房政策

40-49歲及50-59歲也有五成多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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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
「年齡」與「同不同意現在房價太高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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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歲民眾有超過九成同意房價太高，60歲以上也有78%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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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
「年齡」與「相不相信央行升息，炒房變少、房價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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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9歲、40-49歲及50-59歲民眾七成左右不相信升息可降房價

18-29歲也有65%不相信，相信的比例都不到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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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
「年齡」與「相不相信政府提供青年安心購屋貸款優惠會吸引年輕人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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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歲民眾59%相信，高於37%不相信；

30-59歲則有五成以上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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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
「年齡」與「相不相信房價太高會導致年輕人不想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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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歲年輕人82%相信高房價會導致不想婚，30-39歲也有80%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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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
「年齡」與「同不同意政府課徵囤房稅可以遏止炒房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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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歲及40-49歲五成以上同意，但也有四成左右不同意

15%

36% 36%

6%
8%

12%

34%

21%
23%

9%

17%

35%

22%
18%

8%

16%

26%

28%

18%

12%

19%
20%

17%

17%

26%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非常同意 還算同意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不知道/拒答

18~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交叉分析：
「年齡」與「房價太高主因是低薪還是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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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9歲及50-59歲壯年民眾超過七成認為房價是炒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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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
「年齡」與「相不相信政府擴大租金補助可以減輕租屋民眾負擔」

22

18-29歲年輕族群58%相信擴大租金補助可以減輕負擔，36%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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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
「教育」與「同不同意台灣房價上漲可能產生房市泡沫化危機的說法」

23

教育程度越高，同意台灣房價一直上漲會泡沫化的比例也越高

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同意的比例達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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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一、政府持續推出打炒房政策，但國內房價依然上揚，顯然政府打房政策

效果不彰，因此，政府應積極檢討導致房價上漲的因素，並提出具體的因

應措施，平穩房價不當上漲。

二、對於炒作的投資客，政府應研擬更嚴格的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例如，

貸款利率、貸款額度、貸款寬限期等，讓真正要居住的民眾，能以合理價

格順利購屋。

三、多數民眾不相信擴大租金補助可減輕租屋者負擔，但年輕族群相信此機制，因此，因

應租屋及調節購屋需求，政府應檢討與修訂擴大租金補貼政策，提供降低租屋者負擔及房

東藉此漲價之實質機制，建立合宜與平穩的租屋市場，以滿足租屋者需求，並間接調節購

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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