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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房價泡沫化
從好房子4大條件做起
兩岸愈趨緊密的交流下，購屋人及開發商應該更深入思考：房地產
本質究竟是什麼？而非只是把眼光放在短期房價的變動。

台
灣人買房子，通常只關心價格高

低，卻忽略最重要的因素——這

個房子適不適合我居住？再看建商賣房

子，多數建商只想買進便宜土地，加工

後再出售賺錢，很少把房子與家庭生活

緊密結合。買賣雙方都無法跳脫房子是

賺錢工具的傳統想法。 

台灣的建商及消費者，如果更重視房

子是以「人」為出發點的核心價值，那

麼台北市就不會出現一堆只適合短線投

資客，或使用價值較低的小豪宅，造成

資源的浪費。

看看鄰國日本的住宅型態，都會區空

間狹小，衍生出彈性的空間運用，每間

房子都完全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而且

設計概念也會結合日本傳統文化，這些

都是台灣建商較欠缺的部分。

那麼台灣地產商的優勢在哪裡？如果

比較兩岸地產商的經營型態會發現，台

灣開發規模較小、大陸開發規模大；台

灣建案趨於細緻，而大陸則粗放；在生

活空間設計上，台灣逐漸邁向多元化，

大陸仍偏向標準化；在施工品質方面，

台灣營建品質中規中矩，大陸素質參差

不齊；在開發的獲利上，台灣的建商獲

利少，大陸地產商獲利高。

從獲利角度來看，台灣建商不該把力

氣花在大陸人來台會投資什麼房地產，

而是研究市場需要什麼？因為兩岸居住

習慣不同及文化上的差異，台灣若有一

套屬於自己的房地產文化，把居住文化

向上提升，這才是大陸人最想學習台灣

房地產業的know how，這是我近期往來

兩岸參與論壇與演講的心得。

華人因「有土斯有財」的傳統觀念，

一直生活在「富裕卻貧窮」的空間，不

管是新加坡、中國、香港或台灣，房子

小、房價高、但品質差，相較於歐美住

家的花園綠地，我們的居住品質及環境

是很差的。因此，我要呼籲購屋人開始

學習買房子重視品質的思維。

那麼好房子要具備什麼條件呢？一是

要能符合當地人文概念，以「使用者」

為出發點；二是高科技的設備不能少，

因為文化是長久遺留下來的舊傳統，如

果把文化與高科技設備結合，就能大大

提升生活品質；三是綠建築已是未來趨

勢之一，好房子也要能與生態共存，因

為一棟房子蓋好使用至少30∼50年，如

果少了綠建築的概念，無法降低對地球

的污染，對未來的社會也是個大災難；

四是房子畢竟是硬體，如何維持良好的

狀態，關鍵就是物業管理。這4大條件

就是未來挑好房子的重點。

短期來看，兩岸地產商現在面臨的共

同挑戰就是房價泡沫化的問題，但中長

期台灣建商一定要朝提升住宅品質、分

析使用需求及提高物業管理的層次努

力，這也是未來兩岸開放後，台灣建商

最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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