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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112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修

正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1200035361 號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支出、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

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31 億 2,608 萬 6 千元，照列。 

2.支出（含所得稅費用）：22 億 8,016 萬 1 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稅後）：8 億 4,592 萬 5 千元，照列。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158億2,235萬7千元，照列。 

(四)通過決議11項： 

1.112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之「支出（含所得稅費用）」編列 22 億

8,016 萬 1 千元，凍結 50 萬元，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就下列各案，

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有鑑於我國當前住宅與房市問題包含高房價、高空屋、高自有率及社

會住宅短缺，難以滿足青年及弱勢家戶的基本居住需求。為解決上述

問題，我國政府推動「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經行政院於 106 年 3 月 6

日核定，預計於 106 至 113 年，共 8 年分 2 階段辦理，目標於 113 年

達成政府直接興建 12 萬戶、包租代管 8 萬戶，經查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有下列情況，亟待國家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改善： 

我國住宅存量為 905 萬戶，未來擬於 113 年達至 20 萬戶，約占全

國住宅總量 2.2%，相較於國際如荷蘭 34%、香港 29%、英國 20%、

歐盟平均 14%、新加坡 8.7%、美國 6.2%、日本 6.1%，仍屬後段班，

故應持續推動社宅計畫，提高我國社宅占比。 

根據內政部不動產平台資訊指出，包租代管進度為 54,386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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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尚有 25,614 戶（32%）待媒合，足顯見業務執行成效未如

預期，且僅餘 2 年之執行時間，應強化執行量能，俾利完成 8 年 8 萬

戶之計畫目標。 

自 109 年底起，市場普遍存有缺工、營建量能不足及營建成本上

漲等情事，已嚴重影響廠商投標社會住宅興建工程之意願，且衍生興

建中社會住宅工程進度落後，廠商無法如期履約之風險，更不利於 8

年 20 萬戶計畫目標之達成。 

根據統計社會住宅近一年來已決標案件之房型戶數，其套房型已

逾 5 成，又依內政部〈109 年住宅需求動向調查〉指出，108 年三房型

需求係 52.6%，109 年二房型 30.4%、三房 44.2%，顯見我國之主要住

宅需要至少為二房型，反觀近年來已決標之房型戶數竟以套房型為主

，恐有濫竽充數、為達成 8 年 20 萬戶之虞，建請社會住宅之房型規劃

應考慮國人實際需求。 

綜上所述，推動社會住宅政策，對穩定住宅市場與實現居住正義

，均具有重大意義，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就

上列事項提出改善措施，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

動支。 

(2)行政院於 110 年 12 月間核定「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

宅計畫」，為了能有效紓解旅宿業面臨的經營處境，及提供青年及弱

勢族群更多元且優惠之居住協助，委託由住都中心辦理該計畫，並規

劃 2 年內將有 2 萬戶旅館及公私有房舍參與轉型社會住宅之計畫。 

經查，截至 111 年 9 月底初審通過 6 案 602 戶，其中 2 案（162

戶）申請撤案，3 案（140 戶）刻正改裝修繕中，僅 1 案 300 戶於 111

年 8 月投入包租代管，遠不及目標數，對此成效不彰部分，住都中心

應檢討改善，並了解現實旅宿業者所考量內容。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

中心「服務費用-修理保養及保固費-旅館轉社宅計畫改裝修繕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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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預算數 3 億 9,360 萬元，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

更新中心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具體改善計畫書面報

告後，始得動支。 

(3)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服務費用-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編列預

算數 400 萬元。 

112 年度「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預算編列 400 萬元，用於 FB

、IG 廣告投放等媒體及社群宣導。經查，111 年度預算同為 400 萬元

，但成效不彰，FB 上宣導頻率約每日一篇相關文案，但互動數皆不到

百人，甚至多篇宣導文章互動人數不到 20 人。又 IG 互動人數更為稀

缺，宣導效果極為有限。 

「居住正義」是國人矚目的議題，社會住宅又是落實居住正義重

要一環，住都中心卻在社群媒體宣導成效不彰，應進行檢討改善。爰

此，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投資性不動產」預算編列 157 億 9,473 萬 7 千

元。 

社宅興建招標為住都中心業務，為使社會住宅維護品質，提升採購效

率與功能，住都中心列入參考廠牌，但在辦理社會住宅相關招標案，由於

表格呈現方式僅列入特定廠牌，恐有誤導之疑慮，影響其他廠商權益，更

甚致使政府落於圖利之嫌。政府相關公文書，卻因未詳盡說明徒增後續瑣

務，空耗公務量能。爰此，凍結 50 萬元，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向立

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3.嘉義市目前社宅規劃為位於嘉義市西區社會住宅「友忠好室」，110 年 10

月 22 日決標，預計 114 年 12 月底完工，設置 144 戶；同位於西區「博愛

安居」於 110 年 11 月 24 日決標，設置 206 戶；而在東區規劃「安寮好室」

預計興建 153 戶，目前尚未招標，待全數興建完成後，嘉義市將有 503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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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 

有鑑於社會住宅是落實居住正義重要的一環，但嘉義市相較於其他縣

市，社宅興建比例過低，又顧及東西區平衡，建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

心，於嘉義市東區針對社會住宅興建進行相關評估作業，以及後續興建計

畫，爰此，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 

4.為提高社會住宅量能，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參與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112 年度預算「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投資性不動產」編列興建計畫經費

117 億 95 萬 8 千元。截至 111 年 9 月底已開辦 55 處，總直接興建戶數為 2

萬 2,610 戶。 

截至 111 年 9 月底止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社會住宅工程流標案件辦理

情形表 

 社會住宅名稱 
預計 

戶數 
流標次數 

歷次開 

標日期 
目前處理方式 

臺北市 樂康安居 410 2 
110.01.12 

110.05.11 
暫緩 

新北市 溪園安居 275 1 110.07.28 暫緩 

臺中市 明新安居 292 1 110.10.12 暫緩 

但是截至 111 年 9 月底，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社會住宅工程案已

有 23 處社會住宅曾流標，有 6 處尚未決標。其中包括：新北市淡金安居、

新竹縣新湖好室、花蓮縣美崙安居等 3 處被迫於 111 年 11 月間辦理第 2 次

招標。另外 3 處（如上表所示）卻因基地條件欠佳，暫緩辦理。顯示國家

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社會住宅選址評估機制能力仍待提升。因此，請國家

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3 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

未來解決方式。 

5.為協助青年及弱勢家戶基本居住需求，行政院於 106 年 3 月核定社會住宅

興辦計畫，因進度未如預期等因素，於 110 年 1 月奉行政院核定第 1 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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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計畫，調整各年度目標值，並設定第一階段（106 至 109 年）目標 8 萬

戶、第二階段（110 至 113 年）12 萬戶。現配合社會住宅實際興辦進度，

另核實計算以前年度各項補助款經費等因素，爰經行政院於 111 年 4 月核

定第 2 次修正計畫，110 年底將實際數 8 萬 4,712 戶列為目標；111 至 113

年度預定累計興辦戶數各為 14 萬戶、17 萬戶及 20 萬戶。截至 111 年 9 月

底實際數 11 萬 2,175 戶，距離年底目標 14 萬戶仍有 2 萬 7,825 戶之差距。 

另營建署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指出，政府直接興建社宅 9 月底已逾 6

萬 2,000 戶，社宅推動進度持續穩健成長，將在民國 113 年達成 12 萬戶目

標。 

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辦理社會住宅興建及土地購置之統計項目

分為「既有」、「新完工」、「興建中」、「已決標待開工」、「達成數」

、「規劃中」及「總興辦戶數」。其中截至 111 年 9 月底列為已達成之直

接興建社會住宅仍有逾 6 成待完成。 

又，中央直接興建戶數之定義為「既有戶數」(105 年 10 月 31 日前已

完工出租）+「新完工戶數」（105 年 11 月 1 日後完工出租）+「興建中戶

數」（已開工）+「待開工戶數」（已完成工程發包尚未開工）。 

顯見營建署社會住宅興辦計畫之統計項目名稱相近，易造成社會大眾

混淆，政府恐未能有效宣導中央直接興建社會住宅之政策，展現政府落實

居住正義的決心。 

為使政府積極推動社會住宅政策及落實居住正義的努力不被抹殺，爰

要求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社會

住宅興辦計畫統計指標項目定義書面報告。 

6.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為參與直接興辦社會住宅約 6 成之戶數，於 111

年 7 月間完成 4,119 億元社會住宅興建聯貸案之簽約，規劃 114 億元用以購

置社宅基地，餘 4,005 億元之興建費用，其中 2,805 億元投入住宅單元、

400 億元用於社福空間或商鋪等附屬設施、800 億元則為停車設施，動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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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及額度將視實際狀況調整，截至 111 年 9 月底尚未動用額度。另據國家

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112 年度預算書，該中心擬於 112 年各舉借 117 億 95

萬 8 千元、18 億 6,101 萬 2 千元，以支應社會住宅興建及土地購置之資金

需求。 

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110 年度收支狀況可悉，110 年度原預計賸

餘 1 億 408 萬 4 千元，因社會住宅營運狀況及都更效益未如預期，故決算

數轉為短絀 1 億 3,714 萬 4 千元；111 年度預算數本期賸餘 8 億 3,147 萬 8

千元，然截至 9 月底自結賸餘 4,095 萬 3 千元，僅達全年預計賸餘之 4.93%。 

社會住宅興建需要長期且永續的經營規劃觀念，有穩定的財源才能持

續興辦增加社會住宅存量，否則隨著興建戶數越高，財務負擔將亦趨沉重

。又目前我國社會住宅規劃維運管理多以五十年為目標，執行建築物長期

修繕計畫所需管理的設施和設備項目繁雜，不僅在維護保養與更新的執行

上面臨管理不易，管理費用也跟不上變化，可能造成未來修繕費用增加，

甚至因此縮減建築物使用年限。 

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112 年度預算案中僅編列社會住宅興建所

需費用，未見社會住宅規劃維運管理相關費用或委託研究計畫。為提升國

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直接興辦社會住宅之營運狀況，周妥長期財務規劃

，俾提供未來足夠之還款財源，爰要求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每年度向

立法院提出「中央直接興建社會住宅進度報告」，統計中央直接興建社會

住宅之完工戶數、入住戶數、位置、經費來源、經費規模及維運管理費用。 

7.106 年蔡英文總統拋出 8 年 20 萬戶社會住宅，中央政府也以 12 萬戶直接

興建與 8 萬戶包租代管為政策目標，截止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目前直接

興建已完成數與招租之社會住宅僅 65,607 戶、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54,386 戶

，皆遠遠未達政策目標。爰要求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1 個月內，向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社會住宅加速興建與加強媒合計畫書面報告。 

8.截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全國社會住宅（含中央及地方）興辦總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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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05 戶，僅約占住宅存量 1%，距離蔡英文總統宣誓之「八年 20 萬戶」

甚遠，亦無法滿足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估算之 12 類弱勢，同時亦無自有住

宅群體 25 萬戶之需求。查行政院於 110 年 12 月間核定「運用既有旅館及

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下稱房舍轉型計畫），委託國家住宅及

都市更新中心（下稱住都中心）辦理，規劃 2 年內（111 年及 112 年）將 2

萬戶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為社會住宅。 

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自 111 年 1 月開始受理申請，截至同年 9

月底僅初審通過 6 案 602 戶，其中 2 案申請撤案、3 案刻正改裝修繕中，僅

1 案（300 戶）於 111 年 8 月投入包租代管，鑒於房舍轉型計畫尚於推動初

期，實有必要加以瞭解旅館與租賃等業者之實際需求，並參酌各界意見研

謀調整修正，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對房舍轉型計畫如何精進，提出

書面報告。 

9.截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全國社會住宅（含中央及地方）興辦總數為

123,705 戶，僅約占住宅存量 1%，距離蔡英文總統宣誓之「八年 20 萬戶」

甚遠，亦無法滿足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估算之 12 類弱勢，同時亦無自有住

宅群體 25 萬戶之需求。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下稱住都中心）為協

助擴增社會住宅量能，依「住宅法」第八條規定參與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截至 111 年 9 月底已開辦 55 處，預計總直接興建戶數為 2 萬 2,610 戶，惟

亦有 16 處流標 1 次、6 處流標 2 次、1 處流標 3 次，統計曾流標共 23 處，

其中 17 處已決標，6 處尚未決標。其中未決標之 6 處案件，據查係因施工

環境限制，影響廠商投標意願所致。 

鑒於社會住宅基地選址除攸關廠商投標意願，更與日後居住品質息息

相關，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對於社會住宅選址之可行性評估提出書

面報告。 

10.112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預算「其他補助收入」編列 8 億 6,043

萬 7 千元，受營建署補助辦理「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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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因自疫情以來部分房舍閒置，因此內政部訂定「運用既有旅館及

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規劃 2 年內（111、112 年）將 2 萬戶旅

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為「社會住宅」。 

截至 111 年 9 月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申請情形表 

模式 
住都中心初審通過 

目前辦理情形 
名稱 縣市別 類型 戶數 

模式2 

由旅館業者擔任申

辦者 

A飯店 新北市 旅館 60 修繕辦理中 

模式3 

由租賃業者擔任申

辦者 

B飯店 臺北市 旅館 112 申請撤案 

C飯店 臺北市 旅館 300 

已於111年8月投

入社會住宅包租

代管 

D飯店 花蓮縣 旅館 50 申請撤案 

E宅 彰化縣 私有房舍 65 修繕辦理中 

F宅 新竹縣 私有房舍 15 修繕辦理中 

小  計   542  

戶數總計 602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自 111 年 1 月開始受理申請，但是截至同年

9 月僅初審通過 6 案 602 戶，其中 2 案申請撤案、3 案正改裝修繕中，僅

1 案（300 戶）於 111 年 8 月投入包租代管，成效不彰。 

且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業務費用」由 111 年度之 3 億 3,340 萬

1 千元，突然暴增為 112 年度之 13 億 1,207 萬 3 千元，不知原因為何。 

因此，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提出書面報告。 

11.112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預算「投資性不動產」編列「價購國有

房地參與危險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案」1 億 2,102 萬元、「危老重建先期

規劃案」3 億 5,304 萬 7 千元。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以國產署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及建築物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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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自從 108 年度辦理參與危老重建，截至 111 年 9 月底僅推動主辦型危

老案 1 件（臺北市信義區雅祥段三小段 231 地號危老重建案），現正進

行先期評估作業；危老協參案 9 件，各處於經董事會通過、重建計畫由

主管機關審查中、申請人申請建築執照或施工中、初審及評估作業、輔

導等階段。但是因參與危老重建案件少，以致 109 及 110 年度、111 年截

至 9 月底危老重建相關預算執行率僅各為 16.79%、18.61%、5.04%，執

行率低落： 

109 至 111 年度住都中心危老重建相關預算達成情形表 

     單位：千元 

年度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執行率(%) 

109 318,000 53,386 16.79 

110 136,800 25,455 18.61 

111 121,020 6,095 5.04 

因此，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對「危老重建先期規劃案」，於 3

個月內，針對提升預算執行率向立法院提出書面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