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四季
永慶房產趨勢前瞻報告

網路調查分析

永慶房產集團 業管部
協理 陳賜傑



受訪對象：永慶房仲網網路會員與官網訪客

調查方式：E-mail寄發給網路會員與官網點入

調查時間：2021/8/10~8/24

（疫情警戒降至二級後兩週開始發放）

回收問卷：1860份

有效問卷：137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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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式與問卷回收



消費者對國內景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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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9%

19%

31%

36%

33%

看壞

維持不變

看好

2021Q4 2021Q3

國內疫情控制得宜 看好、維持不變比例增

消費者對第四季景氣看法呈正向樂觀

消費者認為2021年第四季景氣表現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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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消費者對2021年第四季房價趨勢看法
七都會區消費者對房價趨勢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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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防疫表現優異 低利率、資金潮環境持續

逾六成消費者看漲房價 較疫情爆發前成長
看漲： 59％→ 42％→63％ 看跌：10％→30％→12％持平：31％→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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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四季全台消費者對房價趨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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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輪替 金融海嘯後 信用管制 奢侈稅施行
實價登錄

上路
新冠肺炎

全球貨幣寬鬆
鬆綁

信用管制
警戒降至二級

看漲

看跌

金融海嘯 平抑房價 奢侈稅立法 歐債股災
囤房稅通過
房屋稅調整

房地合一稅上路
新冠疫情全國
防疫三級警戒

房地合一2.0
上路

63%消費者看好房價 創2008Q2以來新高紀錄

2021年第四季全台消費者對房價趨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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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台南看漲比例逾七成最樂觀

新北、桃園、台中、高雄看漲比例皆超過六成

房價趨勢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看漲 48% 60% 68% 72% 63% 73% 68%

持平
盤整

36% 29% 18% 20% 26% 23% 22%

看跌 16% 11% 14% 8% 11% 4% 10%

七都會區消費者對2021年第四季房價趨勢看法



消費者認為居住地區近一年來房價漲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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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全台

上漲
10%以上

13% 19% 24% 50% 34% 44% 27% 27%

上漲
5%-10%

45% 45% 54% 27% 45% 36% 45% 43%

持平
(-5%至5%)以內

35% 26% 19% 15% 14% 16% 16% 22%

下跌
5%-10%

5% 6% 2% 8% 4% 4% 9% 5%

下跌
10%以上

1% 4% 2% 0% 4% 0%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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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認為所居住的地區近一年來房價漲跌幅為?

全台70%消費者認為居住地區近一年房價上漲5%以上

新竹最有感 50%消費者認為房價上漲10%以上



消費者對通貨膨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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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95%

否

5%

12

消費者現在是否有感受到物價上漲?

95%消費者現在有感受到物價上漲



2%

15%

83%

1%

11%

88%

下跌

不變

上漲

2021Q4 2021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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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預期在未來一年，台灣的物價水準會如何?

近九成消費者預期未來一年物價水準會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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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發生通膨，消費者會優先選擇哪些商品做為抗通膨標的？
（複選，至多三項）

若發生通膨，

66%消費者會優先選擇不動產做為抗通膨標的
66%

37%

33%

33%

22%

20%

20%

5%

4%

不動產

股票

黃金

現金

外幣

定存

基金

債券

虛擬貨幣



消費者認為何時為最佳購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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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4%

19%

28%

31%

23%

18%

28%

2021下半年

2022上半年

2022下半年

2023上半年以後
2021Q4

2021Q3

消費者認為何時是最佳購屋時機?

53%消費者認為 2022上半年前是最佳購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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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民眾購屋預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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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5%

53%

放棄購屋計畫

延後購屋計畫

沒有改變，維持原購屋計畫

疫情是否對消費者的購屋計劃造成影響？

53%消費者不受疫情影響 維持原購屋計劃

45%消費者受疫情影響 延後購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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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11%

49%

12%

8%

8%

預算降低20%以上

預算降低10%-20%

預算降低0%-10%

預算不變

預算增加0%-10%

預算增加10%-20%

預算增加20%以上

疫情是否對消費者的購屋預算造成影響？

77%消費者的購屋預算不受疫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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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防疫生活下居住空間需求的轉變



21212121

居住空間充足

71%

居住空間太小

想換屋

29%

防疫生活下，消費者對於目前居住空間大小的滿意度？

防疫生活下！ 遠距教學與居家辦公需求增

消費者對居住空間重新定位 新增出29%換屋需求



10%

28%

29%

31%

31%

34%

34%

43%

小孩遊戲空間

客廳空間

書房、辦公空間

休閒娛樂空間

廚房、餐廳空間

陽台、露臺

臥室

玄關、落塵空間

2222222222

若防疫生活成為常態，消費者希望增加哪些住宅空間？(複選3項)

逾四成消費者希望增加玄關、落塵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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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民眾看屋模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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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82%

不會

18%

疫情警戒下，消費者是否會先使用「線上賞屋服務」篩選物件？

疫情改變賞屋模式

82%消費者會先使用「線上賞屋服務」篩選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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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4%

43%

物件照片形式賞屋

虛擬實境VR賞屋

專人實地拍攝物件解說影片

消費者認為哪種線上賞屋服務較有幫助？

43%消費者認為專人實地拍攝物件解說影片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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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98%

不會

2%

消費者未來是否會繼續使用線上賞屋服務？

線上賞屋服務成新常態 98%消費者未來仍會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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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實體店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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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8%

51%

87%

到餐廳內用

使用外送服務

到餐廳外帶

在家自煮

消費者目前偏好的用餐模式？（最多3項）

二級警戒下 仍有87%消費者以在家自煮為主要用餐模式

逾五成消費者也會選擇到餐廳外帶



292929292929

消費者何時會願意到餐廳用餐？

82%消費者目前仍無意願到餐廳用餐

18%

8%

12%

27%

34%

目前就會到餐廳用餐

施打完一劑疫苗後

兩劑疫苗皆施打完畢後

全國疫情警戒降至第一級後

完全解除疫情警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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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29%

37%

26%

大幅減少(10%以上)

小幅減少(5%~10%)

沒有變化

小幅增加(5%~10%)

大幅增加(10%以上)

疫情警戒期間，消費者網購消費金額的變化？

疫情警戒期間 63%消費者網購金額至少增加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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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22%

26%

30%

41%

48%

69%

精品/珠寶配飾

運動/戶外旅遊用品

書籍/文具用品

服裝/包鞋/配件

3C家電商品

熟食餐飲/飲品

生鮮/冷藏/冷凍食品

生活日常品

疫情期間，消費者曾使用網購通路購買哪些商品？（複選）

近七成消費者曾使用網購通路購買生活日常品

四成以上消費者曾購買生鮮/冷藏/冷凍食品、熟食餐飲/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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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6%

50%

大部分持續透過網路購買

大部分轉回至實體店面購買

實體店面及網路購物各半

疫情降至二級後，消費者主要的購物通路為何？

消費行為轉變！ 消費者購物模式「虛實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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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結 論

一
63%消費者看好房價 創2008Q2以來新高紀錄

新竹、台南看漲比例逾七成最樂觀 新北、桃園、台中、高雄看漲比例皆超過六成

二
全台70%消費者認為居住地區近一年房價上漲5%以上

新竹縣市50%消費者認為房價上漲10%以上

三 53%消費者認為現在到2022上半年為最佳購屋時機

四
不受疫情影響！ 53%消費者維持原購屋計劃

77%消費者的購屋預算不變甚至增加

五
防疫生活下 遠距教學與居家辦公需求增 創造出29%換屋需求

逾四成消費者希望增加玄關、落塵空間

六
疫情永久性改變賞屋模式 82%消費者會先使用「線上賞屋服務」篩選物件

98%消費者未來仍會繼續使用

七
82%消費者目前仍無意願到餐廳用餐

消費行為轉變！ 消費者購物模式「虛實各半」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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