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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買房抗通膨，划算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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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買房抗通膨，划算嗎？(2/2) 

• 僅考慮通膨及利率因素而購屋，可能會得不償失 

• 賺了利差，賠了價差 

• 賺了房貸，賠了房價 

 

• 購屋以消費自主為主 

• 勿為價格便宜買屋 

• 勿為優惠房貸買屋 

• 勿為低利率買屋 

 



二、油電雙漲，房價上漲合理嗎？ 

油電雙漲，購屋抗通膨，需求增加，
房價漲！ 

油電雙漲，營建成本增加，房價漲！ 

高房價時代，購屋無法保值，需求量
未必增加，房價漲不合理！！ 

「先建後售」型房屋已建好，何來建材
成本上漲推動房價上漲的機制? 
營建成本僅占三成，當營建成本漲10%
，房價亦漲10%，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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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心理，哄抬房價 (1/2) 

抗通膨預期 

打擊預期心理 

通膨預期 

資訊不透明，房價易受媒
體哄抬炒作，造成預期心
理！ 

不怕通膨，只怕預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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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心理，哄抬房價 (2/2) 

Diagram 
 2 

Diagram 
3 

業者新聞或廣告宣稱房價將
漲(跌)10%，若實際屆時成
交價卻大幅下滑(上升)，如
此是否涉及廣告不實? 

Diagram 
 3 

內政部 

消保會 

公平會 

政府關切囤積糧食及民生物資，政府更應關切囤積房屋及土地！ 
政府面對一般物價上漲均認真查核，更應積極監督房價上漲問題！ 

應制定住宅政策，健全房市發展，
穩定房價漲幅。 

保護購屋消費者權
益。 



四、穩定物價，監控房價 (1/2) 

• 將房價納入物價監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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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掌管住宅政策 
公平會：管控廣告哄抬者 
消保會：管消費者權益 

•還款能力較差者，提高房貸條件 
•降低貸款成數，提高利率 
•取消寬限期，加強控管房貸受信 

•收回市場游資 
•引導短期利率走高 央

行
作
法 

其他單位應積
極投入參與 



四、穩定物價，監控房價 (2/2) 

• 房價是民生消費物品中極為重要的支出，消費者物價指數應對其價格及
變動情況與以真實反映 

• 居住類物價水準是以房租估算，由於國內資本利得偏高導致租金過低，
因此房租不足以反映居住類物價變動，應加入房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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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房地產品質、價格與物價之研究"(與劉秀玲合撰)/
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六十七期，369-400頁/1993年9月  



房地產品質、價格與消費者物價指數之探討 
張金鶚*  劉秀玲** 

摘 要 
       房價仍消費者日常生活上一重要而巨額的支出，消費者物價指數應將
其變動情形真實反映。然現行之消費者物價指難以掌握，而以租金來估算
居住類之物價水準。但是此居住類指數卻未能反映房價飆漲的情形，究其
原因有二：一為資料本身的問題，一為權重的問題。針對資料問題，本文
首先藉由主計處所作之住宅狀況調查之房價資料及房租資料來說明國內房
價偏高、房租偏低以及房租不若房價敏感的情形。故消費者物價指數應加
入房價資料較恰當。而由於房價變動所牽涉之層面甚廣，若欲掌握真實房
價或建立房價指數，應從影響房價之品質、區位及總體時機等因素之重要
性來考慮。 

       另外，關於權重問題，本文從台北市每家庭所得對於房價或房租之負
擔能力、自有及租賃者之比例以及利率問題計算出房價及房租應佔物價之
權重，將此權重與現行居住類之權重比較，則顯示目前之指數權重偏低，
應予調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曾發表於中華經濟研究院及行政院主計處主辦之「物價研討會」，民國81年7月11-8月1日，感謝與 
   會人士提供寶貴意見。 

*作者為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作者為營建署都市計劃組約聘研究員 

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六十七期，369-400頁/1993年9月  

 



五、結論與建議 

一 
房價不合理，不要為了利率購屋；房價
位於高點，對於購屋保值，抗通膨的優
勢不再。 

二 
監控物價，亦須監控房價，相關單位須
聯合共同抵制預期心理之產生，並嚴懲
業者哄抬房價之不肖行為。 

三 
房價與租金脫勾，建議編制物價指數時
，應考量房價訊息，而非單一的租金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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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參考網站 

 

政治大學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 www.housing.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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