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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案相較於舊案，擁有重新產品定位並與市場價格反應的能⼒力力，夾帶著如此優
勢，在銷售上表現較容易易優於存在市場上⼀一定時間之舊案。新案 v.s舊案





蛋黃區價值浮現 3
根據房仲業者針對其成交，台北市12個⾏行行政區中有9個⾏行行政區今年年⾸首季平均
房價已超越去年年平均值，其中，以中正區及信義區房價漲幅最⾼高，分別達
9.0%及7.7%，全台房價最⾼高的⼤大安區也守穩每坪83.8萬元，⼩小漲0.2%。 
相較於新北、桃園，北市蛋黃區⽌止跌回穩的跡象較顯著。



WHY？



消費者 
認知

據市場調查2017年年消費者普遍認為價格仍在緩步下修階段 
多數認為房市尚未落落底，仍有5%⾄至10%盤整空間。 

今年年度市場順銷產品定位特⾊色：產品規劃稀有、低⾃自備、 
低⾸首付、價格具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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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量增！六都8⽉月房市交易易年年增近15%

全台六⼤大都會區 2017年年1~8⽉月 2016年年1~8⽉月 去年年同期增減率

台北市 15,203 13,925 9.2%

新北市 34,028 25,752 32.1%

桃園市 23,086 25,083 -8%

台中市 25,646 20,460 25.3%

台南市 12,617 10,466 20.6%

⾼高雄市 22,890 19,920 14.9%

合計 133,470 115,606 15.5%

全台六⼤大都會區1-8⽉月與去年年同期建物買賣移轉棟數比較 是否為基期過低造成？



觀察!近五年年全國建物買賣移轉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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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來源：內政部統計



資⾦金金、利利率⾯面

現階段美元相對弱勢，國際熱錢流入殖利利率相較具有競爭
⼒力力之台灣股匯市場。今年年度加上國際在稅制上各種追稅條
款，都有助於資⾦金金⾯面上流入台灣。 

利利率⾯面來來看，⽬目前低利利率的現況，短時間內沒有反轉的壓
⼒力力，市場解讀央⾏行行⾄至年年底前升息機率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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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情勢
已開發國家經濟體緩步復甦，新興及開發中國家亦由震盪趨回穩，
但美國的貿易易保護主義及歐盟反體制風潮、中國19⼤大後是否漸進、
謹慎經濟政策都是值得關注焦點。

地區別
2016 

經濟成長率

IMF 
2017 

經濟成長率預測

全球 3.1% 3.4%

已開發國家 1.6% 1.9%

美國 1.6% 2.3%

歐元區 1.7% 1.6%

⽇日本 0.9% 0.8%

開發中國家 4.1% 4.5%

中國⼤大陸 6.7% 6.5%

資料來來源：國發會統計



預測機構
2016 

經濟成長率
2017 

經濟成長率預測

IMF

1.4%

1.7%

中華信評 2.0%

標準普爾 2.0%

⾏行行政院主計總處 1.87%

台灣經濟研究院 1.78%

國內經濟情勢
隨著全球景氣穩步復甦，下半年年旺季需求升溫，推升我國出⼝口動能。
7⽉月景氣雖續亮黃藍藍燈，但整體⽽而⾔言，由於全球貿易易量量回升，加上
歐、美、⽇日、中的景氣領先指標持續上揚，綜合國內外情勢研判，
今年年第3季有機會看到綠燈

資料來來源：國發會統計



雨遮不登記、不計價

政策⾯面 
影響

公設不計價、實坪制議題

2018年年縣市長選舉因素

房貸維持超低利利率、40年年期出籠



置產觀念念轉變
隨著時光背景，物價與薪資結構逐漸轉變，相對消費主義

的抬頭，現今新世代的主⼒力力消費族群，對房地產『買不
如租』的置產觀念念轉變。



台灣正⾯面臨臨少⼦子化、⾼高齡化社會 
⼈人⼝口紅利利消失中！！ 

⽬目前台灣總⽣生育率1.12⼈人 
全球倒數第三 
未來來四⼗十年年後扶養比 
將從5.6⼈人扶養1⼈人下降為1.2⼈人扶養1⼈人 

國發會推估： 
⼯工作⼈人⼝口在2015年年達到⾼高峰的1,738萬⼈人 
50年年後 
全台勞動⼈人⼝口將只剩96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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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還能投資？



醫療體系、教育資源、⼯工作機會
及其他優於鄉村的公共建設或社會福利利
都是吸引⼈人⼝口移入的極⼤大誘因

1.⼈人⼝口向都市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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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加、城市發展就是最好的⽀支撐 
少⼦子化非近年年現象，市場需求卻未⾒見見明顯下降
房市也非單純以住為導向，更更是避險保值的置產標的



2.產品Ｍ型化
根據財政部資料統計，台灣前10%
的有錢⼈人持有45%財富，⽽而且最富
有的5%和最貧困的5%，年年所得差
距超過110倍，凸顯貧富差距拉⼤大
的事實。隨著中產階級的逐漸消失，
M型化社會浮現。相對房地產產品
規格，也應映市場⽽而⽣生。



3.建築規劃轉變 
⽣生活 > 居室 空間



室內空間的延伸 強化陽台機能 
陽台不該只能堆放雜物或披曬衣服 
更更應該做為室內空間的延伸，成為房⼦子重要的⼀一部份 
讓它兼具交誼、緩衝、儲藏等多功⽤用的複合式空間



新世代庭院 ⼤大⾯面積陽台  

寬敞的陽台，放張悠閒的搖椅 餐桌 
就像以前的庭院 
全家多了了⼀一個談天說地的地⽅方



4.低利利率時代來來臨臨 
國內資⾦金金依舊豐沛



你就先贏⼀一半！！

看懂趨勢

謝謝指教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