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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北心安居　從居住品質

與福利談起
鑑於「居住」係民眾為求生活安定所需面臨之重大課題，且「安居樂業」為新北市政府施政主軸，

為檢視新北市相關政策推動成效，本文透過觀察居住品質與福利，了解新北市居住現況及相關政策

推動成果，以作為精進施政之參考。

　廖盈婷、王若青（新北市政府主計處科長、科員）

壹、前言

新北市常住人口超過 400

萬人，居全國之冠，惟適合居

住之平原僅占全市土地面積

12％，顯示在新北市尋找居住

空間實為一項挑戰，故「居住」

問題向來為市民所關切。以往

我國的居住福利政策著重在照

顧經濟弱勢的國民住宅制度，

然而隨時代變遷，單一的居住

福利已無法解決新興社會下民

眾之居住問題。因此，本文從

居住品質、住宅權屬情形及居

住類消費支出切入，並觀察住

宅補貼、社會住宅及老屋整建

等面向，探討新北市當前居住

現況及居住政策之推動狀況與

成果，以供施政參考。

貳、居住品質概況

一、新北市都會區老屋因

房價或租金相對合宜

且交通便利，係住屋

選擇之熱門標的

觀察全國六都住宅平均面

積及屋齡
1
狀況，107 年第 3

季底住宅平均面積以雙北最小

（新北市 29.4 坪、臺北市 30.0

坪 ）， 以 臺 南 市 最 高（47.2

坪）。續看同期六都之住宅平

均屋齡，以臺北市之 33.9 年最

高，而新北市平均屋齡為 28.1

年，不僅低於全國平均之 30.2

年，在六都中亦屬中等（下頁

圖 1）。

進一步觀察 107 年第 3 季

底全國及六都屋齡在 30 年以上
2

（以下簡稱老屋）情形，新北

市老屋占比為 43.9％，較全國

老屋占比 47.5％為低，於六都

論述 》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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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亦屬中等。而占比最高者則

為臺北市（68.3％），最低為

桃園市（32.4％）雖老屋在設

備使用、建築安全性及防災功

能上保障性較低，但對於北臺

灣的青年或弱勢族群而言，由

於臺北市寸土寸金且住宅高齡

化，加以桃園市雖居住面積較

寬廣、屋齡較低，惟大眾運輸

路網仍不及雙北市，致使在房

價或租金相對合宜且交通便利

的情況下，新北市仍是住屋選

擇的熱門標的（圖 2）。

二、新北市房屋持有者以

中高齡人口為主；另

低所得家庭住宅自有

率較全市為低，租賃

比率則反之

因華人社會受「有土斯

有財」傳統觀念之影響深遠，

故將擁有房產視為財富之一

環。依家庭收支調查結果，

106 年底新北市住宅自有比率

為 85.5 ％（圖 3），較 101 年

底略增 0.9 個百分點，其中所

得最低 20％家庭（以下簡稱

低所得家庭）自有住宅比率為

77.7％，低於全市平均，惟較

論述 》統計‧調查 

圖 1　107 年第 3 季底全國及六都住宅平均面積及屋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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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圖 2　107 年第 3 季底全國及六都住宅屋齡結構

圖 3　101 及 106 年底新北市家庭及低所得家庭住宅權屬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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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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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底提高 2.5 個百分點，

高於全市平均之 0.9 個百分點；

而 106 年低所得家庭住宅權屬

為租賃之比率 14.7％，雖明顯

高於全市之 10.1％，但較 101

年則減少 2.1 個百分點。綜上，

雖低所得家庭較易因購屋門檻

過高而成為長期租屋族群，但

近年其自有住宅比率提升且租

屋比率下降，顯見新北市低所

得家庭居住弱勢之情形已逐漸

改善。

房屋持有者年齡分布係

觀察住屋需求者特徵之重要指

標，若比較 107 年 9 月底新北

市人口及房屋持有者年齡之分

布（圖 4），可知 50 至 69 歲

人口數占全市人口數之比率僅

27.9％，但該年齡層持有房屋

數占全市房屋數量之比率卻為

51.1％，而 20 至 39 歲雖人口

數占比為 30.8％，然其持有房

屋數占比卻僅 15.4％，尤其在

20 至 29 歲青年群組，人口數

占比與持有房屋數占比差距高

達 11.9 個百分點，顯見新北市

房屋主要由中高齡者持有，且

世代間持有房屋比率懸殊，為

有效解決青年居住問題，以租

代售之「社會住宅」為目前居

住福利中重要一環。

三、新北市家庭居住類

支出占消費支出近

三 成， 其 中 低 所 得

家庭之該占比高達

41.2％，顯示其居住

負擔沉重

在食衣住行之人類基本需

求中，「食」與「衣」雖占民

生最重，如不追求奢華其支出

畢竟有限，而「行」在公共運

具發展完善的現今，亦不是太

大問題，至「住」所需開銷，

則向為民眾所重視。觀察 106 年

新北市家庭大類消費支出占比
3 

論述 》統計‧調查

圖 4　107 年 9 月底新北市房屋持有者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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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圖 5　106 年新北市家庭及低所得家庭消費支出結構
按消費型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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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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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頁圖 5），以「居住」類

支出占比 29.5％最高，而各類

細項支出亦以「住宅服務及水

電等」占比 26.6％最高，其中

低所得家庭之消費支出大類仍

以「居住」類支出最高，占消

費支出比率高達四成一，且各

類細項亦以「住宅服務及水電

等」支出占比 38.8％為最大宗，

造成其他消費性支出出現排擠

效應，顯示新北市家庭的居住

負擔相對其他支出沉重，尤其

對弱勢族群而言，其感受更為

明顯。

參、居住福利政策

新北市房價雖較臺北市親

民，然而從前述分析可知，「居

住」對經濟弱勢之中低收入家

庭、社會弱勢族群及青年族群

而言仍屬不易。為減輕民眾居

住之經濟負擔，對於有能力於

市場上自行租屋、購屋或已有

自用住宅的族群，新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市府）推動多項創

新居住補助政策及增加住宅供

給，以平抑住宅價格，並符合

市民多元需求。

一、新北市住宅補貼種類

多元，且補助人次逐

年成長

（一）106 年新北市整合性住宅

補貼核定總戶數達 1 萬

4,097 戶，居六都第 1，

且較 101 年成長 1.45 倍

目前政府辦理之「整

合性住宅補貼」，包括租金

補貼、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

貼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等三項，觀察 101 至 106 年

六都整合性住宅補貼核定情

形，新北市核定戶數不僅逐

年成長，且皆居六都第 1，

106 年 核 定 總 戶 數 達 1 萬

4,097 戶，較 101 年成長 1.45

倍（圖 6）。其中皆以租金

補貼為最大宗（下頁表 1），

其核定戶數約占整合性住宅

補貼核定總戶數之 80.0 ％

至 93.0％，占比逐年增加，

核 准 率 亦 漸 增， 其 中 105

年較 104 年核定戶數成長

31.0％，主因係該年租金補

貼申請政策放寬其申請之租

賃房屋條件所致。在自購住

宅貸款利息補貼部分，近年

係於 103 至 104 年房價最高

點時，核定戶數最高，顯示

市府透過調整各項補貼資源

配置，將住宅福利資源做最

有效之運用。在修繕住宅貸

款利息補貼部分，102 至 105

年核准率雖均維持在四至五

論述 》統計‧調查 

圖 6　101 至 106 年六都整合性住宅補貼核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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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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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間，惟因申請人數減少，

核定戶數下降，至 106 年則

申請人數及核准率皆回升，

可知市民對住宅修繕仍有一

定需求。

（二）106 年整合性住宅補貼

核定戶之各身分別中，

非「一般戶」以「身心

障礙者」與「低收入戶」

占 比 最 高，102 至 106

年以「高齡者」占比增

加最多

進一步分析核定戶數之

身分別，106 年新北市整合

性住宅補貼核定戶之身分別

除「一般戶」外，以「身心

障礙者」與「低收入戶」占

多數，二者合計約占全體核

定戶數三分之一，顯見此二

族群對住宅補貼之高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人口

高齡化，高齡者對住宅補貼

之需求亦日趨顯著，106 年

高齡者核定戶數之占比為

9.6 ％，較 102 年
4
增加 3.3

個百分點，為「一般戶」外

之各身分別中成長最高者

（圖 7）。

（三）新北市首創捷運青年住

表 1　101 至 106 年新北市整合性住宅補貼核定

年

租金補貼 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核定

戶數 
（戶）

結構比 
（％）

核准率 
（％）

核定

戶數 
（戶）

結構比 
（％）

核准率 
（％）

核定

戶數 
（戶）

結構比 
（％）

核准率 
（％）

101 年 4,955 86.1 18.8 490 8.5 64.8 313 5.4 61.3 

102 年 5,105 86.4 26.4 619 10.5 55.8 183 3.1 42.3 

103 年 5,740 80.0 35.0 1,269 17.7 67.3 164 2.3 47.1 

104 年 9,865 88.0 78.8 1,238 11.0 72.1 108 1.0 44.3 

105 年 12,923 93.0 85.6 862 6.2 69.8 107 0.8 43.0 

106 年 13,000 92.2 84.3 966 6.9 66.6 131 0.9 52.2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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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最新公布資料至 106 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論述 》統計‧調查

圖 7　102 及 106 年新北市整合性住宅補貼核定戶數 
－按身分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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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租金補貼，106 年補貼

人數較 101 年增加 6.7 倍

由於青年至新北市就學、

就業者日益增加，致單身或

小家庭戶數持續成長，隨著

都會區房價及租金不斷攀高，

青年蝸居現象日趨明顯，為

協助青年安心成家或就業，

市府辦理青年首次購屋優惠

利息補貼，及首創之捷運青

年住宅租金補貼（表 2）， 

　前者在 101 至 106 年間，

累 計 補 助 4 萬 473 戶， 平

均每年補助約 6,745 戶，後

者同期間亦補助 2,385 人，

尤其近 2 年市府投注更多資

源辦理捷運青年住宅租金補

貼，使補助人數大幅提升，

106 年共補助 748 人，較 101

年增加 6.7 倍，市府透過上

述二項政策來協助更多在新

北市就學就業需在外租屋青

年，以維持其基本的居住品

質，並減輕租屋負擔。

二、增加住宅供給，提供

優質居住空間

（一）108 年 1 月底新北市社

會住宅 6,523 戶，居六

都第二

住宅價格取決於市場機

制，雙北因城市發展快速，

就業機會較佳，致住宅價格

居高不下。為平抑市場價格，

市府擴增住宅供給數量（如

提供社會住宅），以保障無

法負擔市場房屋租金之民眾

居住的權益。近年新北市社

會住宅
5
數量成長快速，自

「住宅法」於 100 年發布實

施後，迄今已興建完工之數

量 為 5,130 戶， 至 108 年 1

月底全市境內社會住宅（包

含興建中）已達 6,523 戶，

僅次於臺北市。若比較六

都社會住宅擁有率，108 年

1 月底新北市每十萬戶中有

417 戶為社會住宅，六都中

排名第 2，僅次於臺北市。

而對於在一般市場上不易承

租住宅之中低所得、社會弱

勢家庭，市府亦提供「社會

住宅包租代管方案」
6
，107

年起辦理至今，已成功媒

合 577 件。此外，市府亦持

續提升社會住宅之品質及區

位，近年推出多項位於市區

之青年社會住宅專案，已改

變以往民眾對社會住宅皆位

在郊區，交通及生活機能不

便之印象，更首創社會住宅

論述 》統計‧調查 

表 2　101 至 106 年新北市青年安心成家及捷運青年
住宅補貼情形

年

青年安心成家購置住宅

貸款利息補貼

（戶）

捷運青年住宅租金補貼

（人）

101 年 7,659  97

102 年 8,280 200

103 年 8,333 300

104 年 6,017 289

105 年 5,283 751

106 年 4,901 748

說　　明：最新公布資料至 106 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67



主計月刊︱第 762 期︱ 2019.6

結合公共托育機構，以減輕

青年家庭通勤工作及育兒之

負擔；另外也試辦「青銀共

居」，透過社會住宅結合社

會營造，促進社區居民互動，

顯示市府積極推動多元型態

之社會住宅，以落實居住正

義（圖 8）。

（二）積極推動危老建物整建，

101 至 107 年間新北市

社區申請整建維護諮詢

現勘件數計 1,277 件

欲在都會區興建住宅

並不容易，至少土地是一大

難題，而都市更新即為改善

此問題之重要政策，除可提

升危老住宅之居住安全及建

物機能外，亦可擴增住宅數

量。為此，市府提供 2 項都

市更新經費補助方案，包括

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補助

及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

近 2 年新申請件數均較往年

增加，至 107 年底申請案累

計 28 件。此外，市府亦積極

推動個案輔導，舉辦社區整

建維護法令宣導及說明會，

並鼓勵民眾辦理住宅立面修

繕、耐震補強或增設電梯等

整建維護工程，101 至 107

年間，社區申請整建維護諮

詢現勘件數共 1,277 件，平

均每年約 182 件，顯示民眾

對老舊住宅整建有一定的需

求（圖 9）。

肆、結語

新北市因地理位置佳與

城市發展度高，吸引外來人口

定居、就業及就學，但也因此

推升了房價，使得家庭居住類

支出占可支配所得已近三成，

為保障市民基本之居住權益，

圖 8　108 年 1 月底六都社會住宅數及其擁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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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社會住宅擁有率：每十萬戶籍戶擁有社會住宅之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圖 9　101 至 107 年新北市都市更新補助及諮詢辦理情形

 
 

91
215

417

786
993 1,073 

1,277 

0

400

800

1,200

1,600

0

10

20

30

40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補助累計數(左標)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累計數(左標)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諮詢累計數(右標)

件  件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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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北心安居　從居住品質與福利談起

市府除提供多元的居住福利如

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住宅補

貼及都市更新補助外，更開辦

「新北市租屋停看聽計畫」，

提供民眾免費租屋法律諮詢服

務，並配合租賃知識宣導講座，

提升市民對租屋法律及權益之

認知，以健全新北市房屋租賃

市場，105 至 107 年已舉辦逾

40 場宣導講座。此外，市府於

108 年成立「都市更新推動小

組與推動辦公室」，並推動「都

更三箭」
7
，其中「捷運都更」

可創造多元發展及活化都市機

能，且將回饋容積優先作為托

育、托老、社會住宅等公益空

間；又於同年 3 月推出以智能

管理、加速審議及原則通過例

外審查等三大主軸革新建照審

查、都市設計審議行政流程，

達到都審建管革新精進、簡政

便民的目標。換言之，市府根

據轄區住宅需求及現況，提

供多元之居住福利與服務，及

適時適性之都更與社會住宅政

策，以期打造一個「住者有其

屋，租者有其居」的城市，讓

購屋者、租屋者、青年、高齡

者或弱勢族群，皆能安心居住。

註釋

1. 係指房屋稅籍住宅之平均居住面

積與平均屋齡。

2. 老舊建築物亦稱為老屋，根據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

建條例」規定「屋齡 30 年以上，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

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且改

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

者」屬之。

3. 家庭消費支出依性質分為 5 大

類，包括「居住」、「休閒育樂」、

「食物」、「交通通訊」及「其

它」。各大類又分細項：「居住」

包括「住宅及水電等」與「家具

設備及家務維護」2 細項；「休

閒育樂」包括「餐廳及旅館」、

「休閒與文化」及「教育」等 3

細項；「食物」包括「食品及非

酒精飲料」與「菸酒及檳榔」2

細項、「交通通訊」包括「交通」

及「通訊」2 細項；「其它」包

括「醫療保健」、「衣著等用品」

及「什項消費」等 3 細項。另，

圖 5 各細項之占比係占整體消費

支出之比率。

4. 因 101 年核定戶數之身分別細項

與 106 年略有不同，故以 102 年

細項一致之統計數據進行比較。

5. 社會住宅全名為「社會出租住

宅」，指由政府直接興建、補助

興建或民間擁有之適合居住房

屋，採「只租不賣」模式，以低

於市場租金或免費出租給社會弱

勢族群的住宅。

6. 政府獎勵及補助租屋服務事業

（以下簡稱業者）承租住宅，由

業者與房東簽訂 3 年包租約後，

於包租約期間內業者每月支付房

租給該房東，再由業者以二房東

的角色，將住宅轉租給房客（一

定所得以下或弱勢者），並管理

該住宅。

7. 都更三箭為：「捷運都更」、「主

要幹道都更」及「危老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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