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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財政部長張盛和8月底丟出

「有條件解禁國有土地標

售」的風向球後，市場出現正反爭

論，建商多半舉雙手支持，認為提高

土地供給，對平抑房價很有幫助；反

對者則提出房市炒作氛圍尚未消退，

此政策等同「拿泡沫救經濟」。

究竟國產局土地標售該不該鬆綁？

不管從財政收入、全民利益及解決高

房價問題等角度分析，現階段都不宜

輕易改變，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政府的態度。政府單位欲

改變某一既定政策，不論是禁止或鬆

綁，都不該用丟出風向球測試民意支

持度的方法，而是要經過縝密的研究

與調查，分析原因及執行後的效果，

拿出數據才較具說服力。

其次，通盤衡量利弊得失。目前官

方說法是，因未達到今年財政收入目

標，只好賣地解決財政短缺問題，這

顯示出當前政府並未有一套土地政策

目標。尤其是台灣的國有土地彌足珍

貴，在賣一塊少一塊的前提下，對國

有土地的使用不該以「活化資產」的

美名，執行「變賣求現」解決財政缺

口之實，「只租不售」才是長期的基

本原則。

再者，奢侈稅實施1年多來，好不

容易讓短期投機客退場，精華區成交

量萎縮，顯然房價未明顯回檔，民怨

依然存在。若政府在此關鍵時刻鬆綁

國有地標售，不只讓人民感覺政策的

反覆不一，甚至還有一點帶頭炒房的

味道。

不管是標售零星或是500坪以下

的土地，其實對財政收入的助益並不

大，相較於鬆綁後人民對政府產生負

面觀感的後果，反而得不償失。

鬆綁政策最大的爭論在於土地標

售，是否與房價產生連動？若從過去

幾次重大標售案件來看，的確扮演臨

門一腳的角色。譬如，1987年南京

東路華航旁的國有土地標售（現址為

六福皇宮），就是帶動1988∼1989

年第3波房市上漲的元凶，當時北市

房價大漲約3倍。

再看這一波，自2006年新光人壽

標下信義聯勤土地後，掀起國內豪宅

的比價效應，壽險公司持有2年賺飽

30多億元後轉手。但回顧過去6年

來，附近房屋價格炒作上漲1倍，國

有地標售後，僅看到業者口袋獲利，

全民未能雨露均霑，不符公共利益。

目前沒有研究數據直接證明土地標

售與房價產生正相關，但政策釋出善

意後，營建股隔天開盤大漲，證明市

場確實存在炒作的預期心理。從學理

上來看，500坪的小面積土地，因為

總價門檻不高，單價反而更易衝高，

因而造成附近房價哄抬與比價效應。

台灣房市好不容易在市場供過於

求、國內外經濟不佳及政府各方壓力

下，逐漸反轉向下，國有地政策若轉

向，房市勢必再掀起炒作之風，顯

然，政府是否有必要馬上改弦易轍，

答案已經清晰可見。

財政部丟出國有土地標售解禁的風向球後，市場爭議不斷，關

鍵是政府沒有完整的土地政策目標。長期來看，國有土地應

「只租不售」，才符合多數人的公共利益。

國有地應只租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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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提問
關於房市，你有問題嗎？可
寫信至service@berich.net.
tw信箱，張金鶚將在新書
中為你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