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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金援、查課稅
是房市投資客2大要害
政府打擊投資客已不是第一回合，選後帝寶法拍屋標售讓政府把打房目
標鎖定「三黃一劉」，是否能讓投資客退場，有待觀察。

回
顧2010年，自第1季政府開始打

房，直到年底五都選舉結束後，

北縣蘆洲預售屋反創新高，市區中古老

屋成交依舊熱呼呼，顯然喊了1年的打

房政策根本無效，為什麼政府陷入「打

房打不下去」的困境？

第一，政府公信力喪失殆盡，政府信

誓旦旦課徵豪宅稅，後來政策反覆，讓

人民看破手腳，投資客也根本沒在怕；

其次，住宅政策並無通盤考量，以社會

住宅為例，主要是解決弱勢族群居住問

題而非高房價，但政府對社會住宅與當

地房價影響政策也說明不清；第三，打

擊投資客政策，如限縮貸款成數或提高

利率，根本沒打到要害。

房價飆漲元兇是投資客比重太高，像

台北市就有「三黃一劉」等大戶，因此

日前立委提案主張針對短期周轉次數高

者，加重稅率或採取累進稅率作法，遏

止房價飆漲外，也能增加稅收，我認為

政策立意很好，但關鍵是如何落實，若

要經過立法程序，似乎緩不濟急。

政府要打擊投資客並沒想像中困難，

只要做好2件事即可。第一是從金融機

構下手，針對短期內頻繁交易的投資客

「一毛都不貸」，從資金源頭控管，投

資客就難以快速買賣，達到減少短線交

易的目的；第二是先查稅、再從課稅著

手，由於課稅牽涉範圍廣，如果政府無

法掌握房地產實際成交價格，做到實價

課稅，想透過課稅打房是空談。但短期

政府卻可針對「投資客」查稅做起，只

要大多數投資客轉手困難且無利可圖，

把貨丟出來，就能將房價壓下來。

五都選後，房市持續炒作五都合併、

三環三線、資金潮等熱門題材，其實選

前投資客都已進場布好局，等待選舉結

束用力哄抬，現在市場炒得最熱的地

方，自住客進場鐵定是最後一隻老鼠，

最好要避免往投資客多的地方置產，像

蘆洲、林口及淡水等。

最後想提醒政府，2011年 ECFA生

效，這項政策對房地產是「弊多於

利」，對於放寬陸資來台購屋限制，政

府要更仔細評估。畢竟房地產屬於內需

產業，開放大陸人來台購屋，只會把房

價愈炒愈高，一般民眾只能沿著捷運

線往市郊搬，換屋族也愈來愈換不起房

子，我認為，房地產應該像農業一樣受

到政策保護，或是像香港透過談判，針

對特殊產業採取單邊單向開放原則。

一項政策的實施，有利也有弊，對房

地產來說，ECFA簽訂可穩定兩岸間政

治情勢，提高經濟成長率，但是否為了

經濟成長，中長期得犧牲台灣人民的居

住品質，值得思考。因為ECFA帶來的

負面影響，除了居住品質惡化外，房地

產業雙邊開放，受惠的是建築業，民眾

無法參與開放的好處，反而嚐到高房價

惡果，政府絕對不能輕率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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