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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報載：「房仲帄面廣告，八成相片不實」

；另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統計，95 年

至 99 年 10 月全國商品消費爭議，購屋類列

居前 3 名。究不動產仲介業者提供服務是否

確實保障消費者權益，收取之報酬相對於提

供之服務是否合理，相關主管機關是否放任

民眾權益受損、有無怠惰修法，均有深入瞭

解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據報載：「房仲帄面廣告，八成相片不實」；另據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統計，95 年至 99 年 10 月全國

商品消費爭議，購屋類列居前 3 名。究不動產仲介業（下

稱房仲業）者提供服務是否確實保障消費者權益，收取

之報酬相對於提供之服務是否合理，相關主管機關是否

放任民眾權益受損、有無怠惰修法，均有深入瞭解之必

要乙案，經函請內政部說明，並於民國（下同）100 年 4

月 6 日諮詢政治大學陳立夫教授、黃立教授，並邀內政

部派員列席（地政司司長蕭輔導代表）、同年 5 月 9 日

邀請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下稱消基會）、中華

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房

仲全聯會）、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帄會）、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下稱消保會）、內政部、新

北市政府舉行座談會、同年 6 月 27 日復邀請房仲全聯

會、陳立夫教授及內政部派員舉行座談會。業經調查竣

事，茲臚述調查意見如下： 

一、內政部訂定不動產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雖規定報酬

總額不得超過實際成交價金 6%，惟施行逾 10 年，房

仲服務報酬標準已於市場上形塑類似固定比率，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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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計收標準原本欲使委託人與受託人得充分自由議價

之意旨，受到嚴重扭曲；又上開計收標準未能本於「

服務報償原則」，考量房仲業「所任勞務之價值」是

否相當，亦未能考量不同地區房價差異及不同時期房

價漲（跌）幅迥異因素，未設計按成交金額採比例逐

級累退計收之機制，造成消費者因房價上漲而多付鉅

額服務報酬，徒增交易成本之不合理現象，內政部不

僅欠缺宣導服務報酬自由議價之措施，亦未適時檢討

上開計收標準之合理性，放任民眾權益受損，顯有怠

失。 

(一)按內政部辦理「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下稱本

條例）立法過程，原函報行政院之「房地產仲介業

管理條例草案」第 17 條規定：「仲介業經營業務…

應依實際成交價金或租金報酬標準計收報酬。…第

一項報酬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依價金大小定其上限

。」依其說明略以：「交易價金之高低與仲介成本

並非呈顯著正比，爰參酌日本法例，明定由政府依

價金大小定其上限，以期合理。」惟行政院送立法

院審議之「房地產仲介業管理條例草案」第 17 條

規定，卻將「依價金大小定其上限」之內容刪除 ，

修改為「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不得收取差價或其他報

酬，其經營仲介業務者，並應依實際成交價金或租

金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標準計收。」送經立

法院審議通過，除將本條例名稱改為「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外，上開條款內容並未更動，僅配合

部分條文新增改列條次為第 19 條。嗣內政部依上開

規定授權，以 89年 5月 2日台（89）中地字第 8979087

號函頒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下稱「房

仲服務報酬計收標準」），同年 7 月 1 日實施，同

年 7 月 19 日修正第 3 點。現行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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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仲介業務者，其向

買賣或租賃之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之總額合計

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 6%或 1.5月之租

金。 

２、前述報酬標準為收費之最高上限，並非主管機關

規定之固定收費比率，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仍應本

於自由市場公帄競爭原則個別訂定明確之收費

標準，且不得有聯合壟斷、欺罔或顯失公帄之行

為。 

３、本項報酬標準應提供仲介服務之項目，不得少於

內政部頒「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所訂之範

圍，不包括「租賃」案件。 

４、經紀業或經紀人員應將所欲收取報酬標準及買

賣或租賃一方或雙方之比率，記載於房地產委託

銷售契約書、要約書，或租賃委託契約書、要約

書，俾使買賣或租賃雙方事先充分瞭解。 

(二)依內政部研擬「房仲服務報酬計收標準」時所參考

由世界不動產協會對各會員國所作調查之國外相

關資料以觀，國外對於收費標準差異懸殊，例如：

新加坡 1-2%，韓國 1.5-9%，日本 3-5%，而美國未

開發土地類 6-10%、商業類 3-4%、住宅類 5-8%，帄

均約 6%。若將各會員國仲介收費標準予以帄均，最

低費率約 2.8%，最高費率約 4.9%。我國「房仲服

務報酬計收標準」除無最低費率限制外，上限規定

亦高於上開各國帄均費率，該上限規定如何決定，

並無具體之依據及理由；又內政部參考各國資料時

，未將各國之房價、工資及國民所得水準等相關因

素納入考量，以瞭解其實際收取之仲介服務費與當

地工資、國民所得間之關係，亦未就各國業者所提

供之服務項目與內容進行分析比較，顯不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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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按本條例第 4 條第 5 款規定，仲介業務係指從事

不動產買賣、互易、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

務。所稱「居間」依民法第 565 條規定，係指「謂

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

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而「居間所約定

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勞務之價值，為數過鉅失其

公帄者，法院得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

」民法第 572 條定有明文。據內政部 89 年 3 月 30

日召開研議「房仲服務報酬計收標準」會議資料得

知，曾就仲介業提供「服務成本」加上「合理利潤

」等方式訂定仲介服務報酬標準之可行性提出分析

，認為計算服務成本時，因「服務項目」、「經營

方式」、「目標市場」、「營業地點」、「人事成

本」、「教育訓練」、「成交量」等因素不同而有

差異，而「合理利潤」因無法令依據、消費者與業

者之看法容有差異，致認定有其困難。且房仲全聯

會亦表示，仲介業服務報酬，係依服務報償原則訂

定，且業者所提供之服務內容，不會因為房價高低

而有差別之待遇。由上可知，房仲服務報酬之計算

方式，理應採「服務報償原則」，殆無疑義。而所

謂「服務」應視委託人（買方或賣方）實際委託之

事項與業者所提供之內容而定，且「報酬」之數額

，雖得以契約自由約定，但必頇「與其所任勞務之

價值相當」，方為公允。若報酬數額過鉅，顯失公

帄者，委託人得依民法第 572 條規定訴請法院酌減

之，以維公帄。準此，本條例第 19 條規定應訂定

「房仲服務報酬計收標準」，既係為保護消費者與

房仲業之權益而設，雖法律規定以「不動產實際成

交價金或租金」為基準，惟鑒於交易金額之高低與

仲介成本並非呈顯著正比，則內政部訂定之「房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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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酬計收標準」，自應斟酌房仲業「所任勞務

之價值」是否相當，始臻合理。 

(四)又，房仲業係屬服務業，業者本應藉由不斷提升服

務品質，以獲得客戶認同及爭取服務機會，並更應

積極降低經營成本，以增加市場競爭力。否則因失

去競爭力而由市場淘汰，亦屬正常，殊無將開發或

經營成本轉嫁由委託人負擔之理。況於同一時期內

，若房仲業所提供之服務內容差異不大，僅因不同

區域房價迥異而收取懸殊之服務報酬，實難謂合理

。再就長期而言，在正常情況下，業者之服務成本

應隨著經營方式之不斷改進而降低，實無因房價上

漲亦隨之不斷上漲之理，縱使營業所需之工資、租

金、廣告成本有所增加，其增幅也不及房價之漲幅

。尤有甚者，同一物件如於短期內多次移轉，在服

務成本變動不大之情形下，業者可收取多次之服務

報酬，更係有利可圖，造成實務上有業者與房地產

投資（投機）者合作，在房價高漲地區藉由投資（

投機）者短期內多次移轉之機會，以獲取更多的服

務報酬，最後再將服務報酬轉化為房價之一部分而

由消費者負擔，產生變相增加購屋成本之不合理現

象。 

(五)另按「房仲服務報酬計收標準」規定，成交價金之

6%乃收費之上限，並非主管機關規定之固定收費比

率，委託人自得與受託人議價，乃屬當然。內政部

於 92 年 6 月 26 日公告「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事項第 5 點規定：「買賣成交者，受託

人得向委託人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

之百分之╴（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前項空白處未記載者，受託人不得向委託人收取

服務報酬。」該項規定應屬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6 

 

8 款之個別磋商條款，頇由委託人與受託人磋商決

定服務報酬之計收標準，堪稱允當。惟「房仲服務

報酬計收標準」第 4 點卻規定「經紀業或經紀人員

仍應本於自由市場公帄競爭原則個別訂定明確之收

費標準，…應將所欲收取報酬標準及買賣或租賃一

方或雙方之比率，記載於房地產委託銷售契約書…

，俾使買賣或租賃雙方事先充分瞭解。」造成業者

多將報酬標準比率印製於定型化契約上，顯與上開

「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之規定

產生扞格，亦失去公帄保障消費者與業者權益之宗

旨，洵有不當。 

(六)「房仲服務報酬計收標準」施行逾 10 年，業者之

仲介服務費收費標準究為何？有無僵固性？詢據

房仲全聯會表示，並未就每年業者之仲介服務費收

費標準進行完整統計，政府雖已訂定 6%的服務報酬

上限，不同業者內部還是有高低不同的收費標準，

以面對同業激烈之競爭，而在公司內部收費標準下

，個別房產物件還是有不同的服務費收取標準。惟

據消基會表示，房仲業已形成按成交價金向賣方收

取 4％、買方收取 2％服務報酬的不成文行規，該

會於 2010 年 6 月初，針對 10 大房仲業之服務報酬

進行調查，發現 90%的業者表示收取 6%服務報酬乃

係政府之規定。又據公帄會表示，實務上不動產經

紀業者（自有品牌之業者或主要競爭品牌之加盟店

）向買方或賣方收取之服務報酬，係分別依買方及

賣方訂定，其中向買方收取成數以成交價格 2%或

1%收取，向賣方收取成數則以成交價格 4%或 3%收

取，實際服務報酬由業者依個案與買方及賣方個別

議定，並無一致之數額或成數，或一律收足 6%之上

限。另據內政部所提供之房仲業所使用之不動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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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書以觀，契約書中有關服務報酬

之約定，亦以定型化契約條款載明向賣方收取 4％

服務報酬。顯示仲介業長久以來已於市場上形塑類

似固定比率之服務報酬標準，並向消費者表示此乃

政府之規定，而政府亦欠缺宣導，使「房仲服務報

酬計收標準」原本欲使委託人與受託人得充分自由

議價之意旨，受到嚴重扭曲。 

(七)又，據國外研究發現，仲介服務報酬費率和房屋的

成交價呈現負相關，和景氣呈現反循環現象。當房

地產需求愈多，房價愈高，仲介佣金費率愈低 1。按

我國「房仲服務報酬計收標準」訂定迄今已逾 10

年，現今都會區房價相較於 10 年前之房價已上漲

甚多，臺北市高達 220.03％、新北市高達 181.59

％（如附圖 1），尤以臺北地區近 5 年（2005~2009

）之新成屋房價漲幅為鉅，臺北市 45.1％、新北市

22.6％（如附表 1），而工資、房租上漲率則相對

穩定（如附表 2）。在服務成本無具體驟增之情形

下（如附圖 2），於房價高漲地區仍按以往計收標

準以成交價金之 5-6%收取服務報酬，顯不合理。 

(八)另據內政部統計，全國房仲業備查數量統計，於 91

年時僅有 1,066 家，至 100 年 7 月已增加為 5,253

家，成長約 5 倍，其中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等

3 縣市合計即占全國之 46.2%（如附表 3），另就房

仲業所分設之營業處所數量統計，於 91 年時僅有

317 處，至 100 年 7 月已增加為 1,146 處，成長 3.6

倍，其中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等 3 縣市合計更

占全國之 76.9%（如附表 4）。由此可知，長期以

來，房仲業及其分設營業處所之數量並未受房地產

                                      
1 Sirmans, C. F. and G. K. Turnbull(1997),“Brokerage Pricing under Competi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41(1),p102-117.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mdb%7E%7Ebth%7C%7Cjdb%7E%7Ebthjnh%7C%7Css%7E%7EJN%20%22Journal%20of%20Urban%20Economics%22%7C%7Csl%7E%7E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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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波動影響，卻不斷地成長，近幾年隨房價之上

漲更不斷擴大（如附圖 3），而上漲比例最大的北

部地區，業者及營業處所之數量占全國之比例亦最

大（如附圖 4）。顯示在房價上漲與交易熱絡雙重

因素之影響下，使房仲服務報酬收入增加甚多，而

服務成本增加卻有限，致產生龐大利潤，促使新業

者爭相投入，並使既有業者競相擴展營業處所。此

種跡象顯示，房價高漲地區房仲服務報酬計收標準

已嚴重偏離「服務成本」加上「合理利潤」之原則

，顯有深入檢討之必要。此外，我國不動產交易市

場規模與房仲業數量，是否符合比例？有無造成社

會整體資源之浪費？又，相關規定對業者經營資格

之規範有無過於寬鬆？主管機關均亟應一併深入

檢討。 

(九)又，本條例內容主要係參考日本「宅地建物取引業

法」之規定。依該法規定，宅建業者向雙方收取的

報酬合計有一定之總上限。買賣雙方如同時委託媒

介（雙方均應簽訂媒介契約，與我國目前僅賣方簽

訂委託銷售契約不同）而成交者，任一方的報酬均

有一定之上限，其中一方支付的報酬如高於該上限

，其超過部分，即屬違法超收。同理，同一物件，

透過數家以上宅建業者之媒介（類似我國之聯賣）

而成交者，數家宅建業者從買方或賣方收取之報酬

額，仍受上述總額之限制。此外，我國「房仲服務

報酬計收標準」上限規定與日本（不含消費稅）「

媒介報酬與因代理購買取得報酬之合計額」相當。

惟日本該法規定，係按成交金額採比例逐級累退計

算其服務報酬（如附表 5），且取自於買、賣之任

一方的報酬均設有上限；我國「房仲服務報酬計收

標準」不但未按成交金額採比例逐級累退計算，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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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總額之上限，對單一方未設有上限，業者如僅

向一方取得報酬額，另一方不收；或向一方取得報

酬額超過實際成交金額 3％，另一方低於 3％。只

要報酬總額在實際成交金額 6％以下，即不違法。

由上述比較得知，縱使兩國服務內容與品質相同，

我國目前「房仲服務報酬計收標準」仍屬偏高，且

相關規定似未較日本法規定周延，故該計收標準之

合理性實有商榷餘地。 

(十)綜上，內政部訂定房仲服務報酬計收標準，雖規定

報酬總額不得超過實際成交價金 6%，惟施行 10 年

以來，許多業者已形成按成交價金向賣方收取 4％

、買方收取 1-2％服務報酬的不成文行規，且所使

用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書，亦以定型化契

約條款載明向賣方收取 4％服務報酬，顯示房仲服

務報酬標準已於市場上形塑類似固定比率，使上開

計收標準原本欲使委託人與受託人得充分自由議

價之意旨，受到嚴重扭曲。且上開計收標準未能本

於「服務報償原則」，考量房仲業「所任勞務之價

值」是否相當，亦未能考量不同地區房價差異及不

同時期房價漲（跌）幅迥異因素，未設計按成交金

額採比例逐級累退計收之機制，致業者在房價高漲

地區，於服務成本無具體驟增之情形下，仍按以往

計收標準以成交價金之 5-6%收取服務報酬，造成服

務成本相若，消費者卻因房價上漲而多付鉅額服務

報酬，徒增交易成本之不合理現象，內政部不僅欠

缺宣導服務報酬自由議價之措施，亦未適時檢討上

開計收標準之合理性，放任民眾權益受損，顯有怠

失。 

二、內政部未落實交易資訊公開透明化，以保障民眾權益

，致隱瞞重要資訊成為房地產消費糾紛之肇因，且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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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未妥適規範房仲業廣告，均有缺失。 

(一)政府管理房仲業，應在避免不當干預的情形下，建

立降低交易成本的機制。目前不動產交易的問題癥

結，緣自於交易資訊不夠公開透明，依內政部統計

，95 年至 99 年止，全國房地產消費糾紛案件中，

「隱瞞重要資訊」居糾紛原因第 5 名。顯示業者於

執行業務過程，時常發生「隱瞞重要資訊」之情形

，近日政府宣布「加速不動產相關法令修法，並要

求以實價登錄，建立公開透明制度。」即在促進建

立具備「公信力」、「全面性」之房價資料，方便

民眾買賣房屋時參考，以大幅降低人為哄抬房價的

情形。惟房屋交易之重要資訊，並不僅止於交易價

格，舉凡與房屋交易有關之重要資料，均應提供交

易當事人知悉，以保障交易者權益。目前房屋買賣

、租賃來源、客戶背景、房價資訊等，幾乎全被房

仲業掌握，是否由於交易資訊（如物件、價格等）

的不夠公開透明化，致消費者有買賣、租屋需求，

除透過房仲業以外，甚乏其他多元管道可供選擇。

又，依「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規定，房仲業者於簽約前，應據實提供

該公司近 3 個月之成交行情，供委託人訂定售價之

參考。惟實務上業者是否確實執行？提供之資訊是

否屬實？因政府尚未建立周妥之實價登錄制度，消

費者難以鉤稽查證。故政府除應嚴格督促業者依法

令辦理外，更應儘速建立房地產交易資訊之公開透

明環境，遏止不當哄抬炒作，使交易者於買賣房屋

，不會因資訊不夠公開而浪費許多成本，俾保障交

易者權益，有效落實居住正義。 

(二)詢據房仲全聯會表示，業者合作共用資訊系統組成

聯賣資訊網，已成為新興的交易型態。惟詢據公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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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表示，倘房仲業透過網路資訊帄台進行物件聯賣

之機會，相互約束事業競爭活動之水帄聯合，或是

從事杯葛、差別待遇、垂直限制交易等行為，而有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帄競爭情事，抑或從事其他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帄行為，即可能涉及

違反公帄交易法第 14 條、第 19 條或第 24 條相關

規定。另按聯賣資訊網係以網際網路整合不動產資

訊，提供不動產經紀業者及一般消費者查詢利用，

係提供消費者與房仲業間之交易資訊流通及物件

需求配對服務。但因為不動產交易係金額極為龐大

之交易決定，消費者為尋找較為合適之交易標的及

交易條件，通常願意花較多時間以搜尋各種資訊來

源，極少僅憑單一網站所提供之不動產資訊，遽下

交易判斷。故主管機關宜綜合研判是否參考日本「

宅地建物取引業法」相關規定，規範建立全部共通

帄台，避免各房仲業競相開發資訊帄台，浪費社會

整體資源及增加搜尋成本；倘仍需維持目前市場現

況由業者自行建置，則允應就其刊登內容為必要之

規範，以提供消費者即時且正確之資訊。另就聯賣

行為中，業者與交易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及其執

行業務所應負擔之責任歸屬，主管機關亦應一併納

入檢討。總之，如何建立降低交易成本的機制？如

何落實不動產交易資訊（例如：交易價格、物件及

客戶來源等）公開透明化，以保障民眾權益？主管

機關均允應深切檢討改進。 

(三)又，本條例第 21 條雖規定，經紀業刊登廣告內容

，應與事實相符。惟廣告與事實不符之態樣繁多，

例如：宣稱坪數（如「使用面積」、「受益面積」

、「權狀面積」…）及車位與事實不符、法拍屋廣

告宣稱之點交狀況與法院公告註記內容不符、店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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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標明加盟店等。詢據新北市政府表示，該府於 99

年 9 月間處理消費者主張業者刊登之廣告不符，請

求損害賠償之爭議案件，經審視所蒐集之各業者廣

告單後，發現廣告單刊登之內容有街景、捷運站、

公園等，顯非廣告單上文字所敘述之物件，遂自 99

年 10 月 11 日起至 99 年 10 月 27 日止，分赴該市

各房仲公司調查，發現僅 1 家業者之廣告單刊登之

不動產全部真實外，其餘業者所刊登之不動產物件

外觀並非全部真實，該府即於 99 年 10 月 29 日邀

集業者、消基會共同研商不動仲介業廣告物之標示

方法，會中業者多認法令規定不精確，廣告受委託

人及創意要求，需有不同呈現方式，惟與會各界代

表咸認其等廣告不應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情事，案經該府移請消保會參酌辦理。消保會

乃於 99 年 12 月 2 日召開會議研商有關不動產仲介

業者廣告規範等相關事宜，為兼顧不動產經紀業者

、廣告業者之權益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人員查核時之公帄客觀，請內政部就不動產經紀

業廣告，研訂相關處理原則，內政部至 100 年 3 月

17 日始訂定「不動產經紀業廣告查核作業注意事項

」，作為地方政府執行之依據，惟就廣告是否有載

明房屋基本內容之必要，並未審酌考量。顯見本條

例施行以來，內政部未妥適規範房仲業廣告，洵有

缺失。 

(四) 綜上，內政部未落實交易資訊公開透明化，以保障

民眾權益，致隱瞞重要資訊成為房地產消費糾紛之

肇因，且未正視各房仲業競相開發建立不動產資訊

帄台，浪費社會整體資源及增加搜尋成本問題。又

該部未妥適規範房仲業廣告，致業者與相關主管機

關執行難以依循，均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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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政部所訂「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內容過於簡

略，許多重要項目付之闕如，實難以讓交易相對人獲

得充分之交易資訊；相關法令規定欠周，致不動產經

紀營業員資格之取得條件過於寬鬆，且未落實訓練，

實有未當；又房仲業提供定型化契約之內容是否詳實

及合法、是否詳列仲介服務內容、資訊揭露是否充分

與正確、履約保證等安全機制費用是否均由交易當事

人負擔、實務上以斡旋金進行交易的情況是否已改善

，內政部均未積極查明並適時檢討，實有怠失。 

(一)房仲業提供之服務項目及內容，關係服務品質之良

窳與報酬之合理性。而服務品質之良窳最主要在於

業者是否能提供買、賣雙方充分之物件資訊，以及

房仲人員本身之專業素質，以協助當事人順利完成

交易，避免糾紛之產生。依消保會統計，98、99

年購屋類申訴案件均排名全國第 7（如附表 8），

申訴案件最多依序為品質爭議類（760 件）、定金

違約金類（357 件），2 者計 1,117 件，占 62.16%

；主要申訴事項為品質機能（700 件）、服務品質

（349 件），2 者計 1,049 件，占 58.38%，故如何

提升房仲業服務品質至為重要。詢據學者及消基會

表示，不動產交易金額動輒千萬以上，為避免消費

者因處於資訊的弱勢者，發生不測之損害，日本「

宅地建物取引業法」第 35 條規定，在不動產交易

契約成立前，取引主任（相當於我國之不動產經紀

人）應交付記載其事項之書面（即「重要事項說明

書」），並為解說。而宅地建物交易業者，負有調

查製作不動產重要事項詳細內容之義務；並基於不

動產交易安全之確保及宅地建物交易業者應負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故於解釋、運用上，上開法

律規定之不動產重要事項，乃為宅地建物交易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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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之必要說明事項。換言之，並非意謂業者

所應調查、解說之不動產事項內容，僅以此法定事

項為限；縱屬其他未列之事項，亦將因不同個案而

有調查、解說之必要。尤為重要者，日本關於不動

產重要事項之解說，係由宅地建物交易主任始能為

之，且記名簽章與解說者頇為同一人，如有違反規

定，宅建業者及交易主任將遭相當嚴重之處罰。又

上開重要事項之內容，乃為不動產交易上極為重要

之判斷要素；故所謂「解說」，基於立法目的，於

法解釋上，並非僅為單純地「朗讀」，而是含有講

解者本於其專業，對擬為承購不動產之人，「講解

事務含意，使之瞭解」、「教導專門知識，指導其

方法」、「傳達情況，以供參考」之意涵；亦即，

應使擬為承購不動產之人，對於交易不動產之重要

事項（特別是不利益之事項）內容，足以達到理解

程度之詳細解說，以維持宅建業之服務品質，俾確

保交易當事人之權益。  

(二)查本條例第 22 條至第 24 條，對不動產說明書之製

作、解說、交付等雖已有規範，內政部亦依法訂頒

「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並於「房仲服務報

酬計收標準」規定，該項報酬標準應提供房仲服務

之項目，不得少於上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

」所訂之範圍。惟該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內容

，與不動產交易上所需知悉之資訊仍有相當差距，

而實務上常見業者所提供之不動產說明書格式不

一，由消基會調查顯示，許多案例中的不動產說明

書，其實只有委託人（賣方）簽章的「房屋現況說

明書」及地籍圖、登記謄本或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

明而已，內容過於簡略，許多重要項目付之闕如，

而未解說不動產說明書之案例亦時有所聞，實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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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交易相對人（買方）獲得充分之交易資訊。 

(三)再據內政部統計，截至 99 年止，全國已領不動產

經紀人證書者計 8,199 人，已領經紀營業員證明者

計 96,482 人（如附表 9），相差近 12 倍，可知現

今實務上不動產經紀營業員為最主要執行房仲業

務之人。依本條例第 13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

經紀營業員資格之取得，只需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或

其認可之機構、團體舉辦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訓練滿

30 個小時合格（完成訓練課程無頇考詴），即可登

錄充任經紀營業員執行房仲業務。而據內政部依 90

年 12 月 31 日發布之「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

機構團體認可辦法」不定期派員抽查瞭解專業訓練

單位辦理情形，曾查獲並廢止認可計有「臺北市房

地產經營者協會」、「臺北市仲介業職業工會」及

「臺北不動產研究發展協會」等 3 家，註銷 1,402

人領取之營業員訓練專業證明書，並註銷 1,300 人

領有之營業員證明，其違規內容計有「開課現場查

核並無學員上課」、「參訓學員已於前期取得訓練

證明書(查無簽到記錄)並登錄取得營業員證明，確

有虛偽不實情事及偽造文書之實」、「課程時數不

足」、「部分課程未開課仍發給訓練證明」、「課

程講師與認可計畫不符」、「發給不動產經紀營業

員專業訓練證明，數量異常，經調查係工作人員偽

造」等多項。又該部為全面瞭解認可單位辦理訓練

狀況，於 100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15 日派員抽查第

1 類(3 家)、第 2 類(4 家)及普查第 3 類(39 家)營

業員訓練單位計 46 家，查核結果除行政管理未落

實等缺失外，發現有參訓人員未確實簽到退仍發給

訓練證明書等情事。顯見經紀營業員資格取得過於

寬鬆，且在訓練時數不足與部分訓練機構未落實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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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之情形下，實難以獲得充足之專業知識，遑論提

供當事人正確之訊息。 

(四)又按不動產交易過程，大多以契約決定彼此的權利

義務關係。多年來，消保會與內政部為避免消費者

與業者間權利義務之失衡，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

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

。」訂定並公告數種不動產交易相關定型化契約範

本與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以規制房仲業所提供

之定型化契約的內容，俾確保消費者權益。惟據消

基會調查，90%的房仲業向消費者表示收取 6%服務

報酬乃是政府規定的，已如前述。而內政部公告之

「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5 點

亦僅規定記載：「（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之

規定）」因此，業者於執行業務過程有無充分說明

「6%乃收費之最高上限，並非主管機關規定之固定

收費比率，消費者得與房仲業充分議價」等重要資

訊，令人存疑。故如何於業者所提供之契約內充分

揭示相關資訊，並向消費者充分說明，至為重要。

另許多房仲業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書，係

以定型化契約條款約定向賣方收取買賣成交總價 4

％之服務報酬，顯已違反上開應記載事項規定，故

實務上一般業者所使用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

契約書之內容是否詳實及合法？資訊揭露是否充

分與正確？內政部未積極查明並適時檢討，以維消

費者權益，實有怠失。 

(五)又房仲業為促使買賣雙方成交，常先向買方收取一

定數量之金錢，俗稱「斡旋金」，再代理買方向賣

方進行議價，此種交易型態乃業者自行要求者，缺

乏明確法律規範。為解決此一問題，內政部於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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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14 日公告「要約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提供業者使用，希望藉此逐漸取代收取斡旋金的

做法，惟實務上以斡旋金進行交易的情況並未見改

變。而公帄會於 90 年 5 月 10 日第 496 次委員會議

通過「公帄交易法對房屋仲介業之規範說明」，其

中房仲業倘利用交易資訊不對稱之特性，隱匿斡旋

金契約與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

，在向購屋人收取斡旋金之同時，未同時告知購屋

人亦得選擇採用內政部版「要約書」及斡旋金契約

與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將違

反公帄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此種規範說明更易使業

者誤認為收取斡旋金是政府法令規定的方式之一。

詢據消基會表示，「斡旋金契約」性質上與日本的

買方媒介契約相當，因屬業者單方擬定之定型化契

約，有許多顯然不利於消費者，諸如：房仲業隱藏

委託底價，藉以哄抬，賺取差價；又有對於同一標

的物，向數個消費者收取斡旋金而衍生糾紛；又如

法拍屋代標，目前亦缺乏管理機制，且消費者欠缺

經驗，致有許多契約內含本票或將法院核定保證金

額作為投標保證金，要求消費者若未依時到場投標

，本票或保證金即轉為服務費給付代標業者，明顯

不利於消費者，剝奪消費者解約權，造成許多糾紛

。復據內政部統計資料，95 年至 99 年止，全國房

地產消費糾紛案件共計 8,082 件，其中房仲業計

4,383 件，占 52.4％（如附表 6）；又糾紛原因前

8 名分別是「房屋漏水問題」、「施工瑕疵」、「

定金返還（含斡旋金轉成定金返還）」、「契約審

閱權」、「隱瞞重要資訊」、「終止委售或買賣契

約」、「標的物貸款問題」、「仲介斡旋金返還」

（如附表 7），其中「定金返還（含斡旋金轉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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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返還）」697 件，「仲介斡旋金返還」333 件，

二者合計 1,030 件，占 12.7％（多於「施工瑕疵」

），高居糾紛原因第 2 名。顯示內政部雖公告要約

書，惟實務上以斡旋金進行交易的情況並未見改善

，不利於消費者，造成許多糾紛，內政部未能積極

查明並適時檢討，有悖公告要約書希望藉之逐漸取

代收取斡旋金之宗旨，實有怠失。 

(六)又據消基會表示，房仲業提供服務內容大約包括：

產權調查、銷售活動（含帶看、解說、斡旋等）、

協助簽訂買賣契約書、連絡價金交付事項、代辦履

約保證或其他交易安全機制（如信託）、協助申辦

貸款、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及點交房屋等事宜（其他

尚有漏水保固、搬家服務等），上述服務項目有些

係仲介活動中業者必然產生之費用（如：產權調查

、銷售活動之帶看、解說、斡旋等），當然不可另

立名目向消費者收費；又涉及簽約、申辦貸款、所

有權移轉或設定登記，係專屬地政士之業務，非屬

仲介業務，房仲業僅予以協力而已，不宜另收取費

用。至於代辦履約保證或其他交易安全機制（如信

託），看似有利於交易安全，但也保障仲介報酬之

支付，且房仲業者如於其廣告或網站中宣傳有此機

制，依消費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

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

低於廣告之內容。」已構成契約之給付義務，故其

費用，理應由房仲業負擔，並自服務報酬中扣除，

始臻合理。查目前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書應

記載事項第 6 條，雖有受託人義務之規範，惟並未

就仲介服務內容予以詳列，且履約保證等安全機制

費用，均由交易當事人負擔，對消費者顯不公帄合

理。此外，購屋者如僅簽立要約書，或以口頭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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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屋意願，經仲介業者傳達後成立契約者，其與仲

介業者並無成立媒介契約關係，但目前實務上仲介

業者卻依內政部所訂報酬標準之規定，要求其支付

仲介報酬，是否適法？又依民法第 106 條規定：「

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

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

三人之法律行為。…」，房仲業執行業務過程是否

有違上開規定之行為？上述各項問題，內政部允應

查明並檢討是否納入房仲業所提供之相關契約的

應記載與不得記載事項。 

(七)綜上，內政部所訂「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內

容過於簡略，許多重要項目付之闕如，實難以讓交

易相對人獲得充分之交易資訊；相關法令規定欠周

，致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資格之取得條件過於寬鬆，

且未落實訓練，實有未當；又房仲業提供定型化契

約之內容是否詳實及合法、是否詳列仲介服務內容

、資訊揭露是否充分與正確、履約保證等安全機制

費用是否均由交易當事人負擔、實務上以斡旋金進

行交易的情況是否已改善，內政部均未積極查明並

適時檢討，實有怠失。 

四、不動產經紀營業員既不具於不動產說明書簽章之資格

，現行規定卻容許其解說不動產說明書，甚至可以代

為收受定金，與他國關於不動產重要事項之解說，係

由宅地建物交易主任始能為之的規定不同，是否足以

保護交易當事人權益，內政部允應確實檢討改進，並

深入研究如何加強不動產經紀人對於不動產重要事項

充分調查與解說之義務與責任；又房仲業是否涉有協

議共同決定服務報酬，抑或透過交換競爭敏感資訊或

其他促成聯合之方式限制服務報酬之競爭，公帄會未

積極蒐集事證進一步確實釐清，亦難謂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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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本條例第 4 條規定：「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經

紀人員︰指經紀人或經紀營業員。經紀人之職務為

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經紀營業員之職務為協助經

紀人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第 22 條規定：「

不動產之買賣、互易、租賃或代理銷售，如委由經

紀業仲介或代銷者，下列文件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

人簽章：…不動產說明書。…」、第 23 條第 1 項規

定：「經紀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中，應以不動產說

明書向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故經紀營業

員之職務為協助經紀人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又不

動產說明書之製作與說明，對於房地產交易之結果

影響鉅大，故本條例乃賦予不動產經紀人上述之主

要職責（簽章、說明、交付），惟不動產經紀營業

員既不具於不動產說明書簽章之資格，現行規定卻

容許其解說不動產說明書（實務上甚至可以代為收

受定金），與日本關於不動產重要事項之解說，係

由宅地建物交易主任始能為之的規定不同，是否足

以保護交易當事人權益，值得商榷，故如何加強不

動產經紀人對於不動產重要事項充分調查與解說之

義務與責任，允應確實檢討改進。 

(二)又有關房仲業是否涉有協議共同決定服務報酬，抑

或透過交換競爭敏感資訊或其他促成聯合之方式限

制服務報酬之競爭？雖詢據公帄會表示，94 年間有

多家房仲業者被檢舉涉及聯合行為等違反公帄交易

法規定，經該會 96 年 8 月 2 日第 821 次委員會議決

議，尚無具體事證足認有上開情事。惟若業者間以

不成文的行規，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事先約定向買、

賣方收取一定比例之服務報酬，迫使消費者接受，

是否已構成聯合行為，而違反公帄交易法第 14 條

有關聯合行為禁止之規定，公帄會未積極蒐集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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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確實釐清，難謂允當。 

(三)綜上，不動產經紀營業員既不具於不動產說明書簽

章之資格，現行規定卻容許其解說不動產說明書，

甚至可以代為收受定金，與日本關於不動產重要事

項之解說，係由宅地建物交易主任始能為之的規定

不同，是否足以保護交易當事人權益，內政部允應

確實檢討改進，並深入研究如何加強不動產經紀人

對於不動產重要事項充分調查與解說之義務與責

任；又房仲業是否涉有協議共同決定服務報酬，抑

或透過交換競爭敏感資訊或其他促成聯合之方式

限制服務報酬之競爭，公帄會未積極蒐集事證進一

步確實釐清，亦難謂允當。 

五、內政部未建立評估房仲業「服務成本」與「合理利潤

」之完整資料；相關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房仲業管理與

輔導業務，相對於房仲業規模，人力顯有不足，均應

確實檢討改進。 

(一)詢據房仲全聯會表示，臺北市全年帄均房價約

1,350 萬元，若以房價之 3.4%
2
收取服務報酬，等於

每戶帄均服務報酬約 45 萬。惟依消基會調查，以

臺北市帄均房價約在 995～1997 萬計算，服務報酬

約 59.7～71.82 萬，二者差異甚大。此外，房仲全

聯會亦表示，臺北市房仲經紀人員的每月帄均收入

在 5~6 萬之間
3
，而行政院主計處統計，不動產服務

業帄均新資為 41,154 元（如附表 10）。復據內政

部公布「99 年第 1~3 季不動產經營業經營概況調查

結果分析」，不動產仲介成交件數，於買賣之比例

                                      
2 根據臺灣不動產交易中心的調查統計，以臺北市為例，加盟房仲體系每人每月帄均人效是

10 萬元，帄均成交戶數為 0.2 戶，帄均佣收 3.1%；直營房仲體系每人每月帄均人效是 20

萬元，帄均成交戶數為 0.4 戶，佣金收入帄均約 3.8%，故帄均佣收為 3.4%。 

3 直營體系計算公式是（20 萬人效×9%獎金+4 萬薪資=5.8 萬），加盟體系計算公式是（10 萬×

55%獎金＋0 無給職=5.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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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北部地區占 73.6%為最多（如附表 11）。不動

產經營業之利潤率
4
，就營業項目

5
而言，房仲業之

利潤率為 15.0%。再就地區別觀察，北部地區的企

業利潤率 22.6%居冠（其中臺北市利潤率為 23.1%

，北部其他縣市利潤率為 21.0%），南部地區之 15.3%

次之，東部地區利潤率為 8.6%再次之，中部地區利

潤率卻只有 4.6%，各地區之利潤率有明顯差距，且

北部地區利潤率明顯高於其他地區，是否合理；又

全國房仲業者房屋成交件數（如附表 12）及銷售天

數（如附表 13）均係推估得知，顯示「房仲服務報

酬計收標準」施行以來，內政部未能就房仲業之營

業收入與成本、房仲經紀人員之薪資等相關資料進

行長期深入之調查，以瞭解房價與上述各項因素間

之變動關係，俾建立評估「服務成本」與「合理利

潤」之完整基礎資料，允應檢討改進。 

(二)又，依本條例第 3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地方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地政處；

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復依同條例第 27 條

、第 32 條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應檢查房仲業之業

務，並禁止非房仲業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據內政

部統計，100 年 7 月全國房仲業備查家數 5,253 家

，房仲業所分設之營業處所為 1,146 處，已如上述

，惟依該部統計，全國各縣市政府（不含連江縣政

府）現有房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人力，合計僅 49

人（如附表 14），相對於房仲業規模，人力顯有不

足，允應確實檢討改進。 

                                      
4 利潤率為全年利潤占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其代表每增加 1 元之營業收入，可以產生多少

的利潤。利潤率係評估企業獲利能力的指標。 

5 依主要經營項目區分為：不動產買賣、不動產租賃、不動產仲介、不動產代銷，惟各區地

區別並未就營業項目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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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近 5 年新屋市場房價變動趨勢表 

地區 

項目 

可能成交價格（萬元/坪） 漲（跌）率 

（％） 98 年 94 年 

臺北市 53.1 36.6 45.1 

新北市 20.1 16.4 22.6 

桃竹地區 13.3 11.6 13.8 

臺中都會區 13.8 12.2 13.4 

南高都會區 12.2 10.2 19.2 

資料來源：國泰房地產指數季報。  

 

附表 2：臺北市房價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工業及服務業帄均薪資

指數、臺北市商用不動產租金變動表           2010 年=100 

項目  

年度 

臺北市 

房價指數 

消費者 

物價指數 

工業及服務業 

帄均薪資指數 

臺北市商用不 

動產租金(元/

坪) 

82 59.2 78.7 71.4 - 

83 63.7 81.9 75.8 - 

84 66.9 84.9 79.6 - 

85 64.7 87.5 82.5 - 

86 64.5 88.3 86.6 - 

87 64.6 89.8 89.1 - 

88 65.5 90.0 91.9 - 

89 62.7 91.1 94.1 - 

90 59.4 91.1 94.1 - 

91 55.3 90.9 93.4 - 

92 56.2 90.7 94.6 - 

93 59.1 92.1 96.1 - 

94 60.6 94.2 97.1 1,630  

95 67.0 94.8 97.9 1,675  

96 82.7 96.5 99.9 1,731  

97 91.1 99.9 99.9 1,834  

98 88.4 99.0 94.8 1,728  

99     100.0 100.0 100.0 1,902  

100 107.5 100.9 118.1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信義房屋、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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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近 10 年不動產經紀業（執行中）數量統計表 

  

 

臺北

市 

(1) 

新北

市 

(2) 

桃園

縣 

(3) 

臺中

市 

(4) 

臺南

市 

(5) 

高雄

市 

(6) 

全國 

(7) 

 

91 203 206 153  78 87 118 1,066 52.7  

92 313 310 175 188 114 221 1,691 47.2  

93 412 410 224 329 153 283 2,337 44.8  

94 524 531 327 427 204 225 3,006 46.0  

95 620 623 395 509 218 366 3,488 47.0  

96 743 686 434 588 220 392 3,913 47.6  

97 772 698 430 643 218 422 4,103 46.3  

98 761 699 455 667 212 421 4,165 46.0  

99 853 877 487 828 241 459 4,845 45.8  

100 (7 月) 908 962 558 899 259 483 5,253 46.2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服務網(ehouse)。 

附表 4：近 10 年不動產經紀業（執行中）分設營業處所數量統計表 

  臺北

市 

(1) 

新北

市 

(2) 

桃園

縣 

(3) 

臺中

市 

(4) 

臺南

市 

(5) 

高雄

市 

(6) 

全國 

(7) 

 

91 117  83  41 30  9 15 317 76.0 

92 165 113 44 54 18 27 448 71.9 

93 213 157 52 57 23 34 581 72.6 

94 210 150 60 68 29 30 610 68.9 

95 232 165 69 79 27 33 672 69.3 

96 288 176 74 77 26 33 747 72.0 

97 291 194 78 83 20 32 774 72.7 

98 317 195 85 84 20 25 800 74.6 

99 420 271 96 107 23 29 1,036 76.0 

100 (7 月) 470 298 113 110 23 32 1,146 76.9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服務網(ehouse)。 

註：附表 3 與附表 4 之統計數字均含代銷業。 

縣 市 

年 度 

(1)+(2)+(3) 

    (7) 

(%) 

縣 市 

年 度 

(1)+(2)+(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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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日本「買賣或交換之媒介報酬數額」標準表 

項目 比例 

交易金額在200萬日円以下 5.25％ 

交易金額超過200萬日円至400萬日円以下 4.2％ 

交易金額超過400萬日円之金額 3.15％ 

資料來源：消基會。 

 

附表 6：95 年至 99 年全國房仲業消費糾紛統計表 

 年度  

 縣市 

房仲業 

95 96 97 98 99 小計 

新北市 24 31 213 258 229 755 

臺北市 168 149 217 211 191 936 

臺中市 61 66 102 89 95 413 

臺南市 29 27 21 28 53 158 

高雄市 40 76 74 66 90 344 

宜蘭縣 22 27 26 23 44 142 

桃園縣 189 113 268 151 163 884 

新竹縣 33 36 23 14 13 119 

苗栗縣 3 2 7 3 20 35 

彰化縣 11 2 8 36 38 95 

南投縣 2 4 4 8 10 28 

雲林縣 8 1 2 3 7 21 

嘉義縣 0 1 2 3 0 6 

屏東縣 2 7 10 14 12 45 

臺東縣 3 1 1 8 2 15 

花蓮縣 25 2 0 7 12 46 

基隆市 0 17 9 7 9 42 

新竹市 30 52 56 39 60 244 

嘉義市 8 12 0 9 11 40 

澎湖縣 0 1 0 3 9 13 

金門縣 0 0 0 0 0 0 

連江縣 0 0 0 0 0 0 

合計 658 627 1,043 987 1,068 4,383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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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95 年至 99 年全國房地產消費糾紛原因（前 8 名）彙整表 

年度 

原因 95 96 97 98 99 合計 

房屋漏水問題 153 218 299 207 254 1131 

施工瑕疵 93 126 177 253 95 744 

「定金」返還（含斡

旋金轉成訂金返還） 
106 104 162 186 139 697 

契約審閱權 137 86 166 161 123 673 

隱瞞重要資訊 121 85 173 150 133 662 

終止委售或買賣契約 80 92 144 110 90 516 

標的物貸款問題 63 45 81 103 47 339 

仲介「斡旋金」返還 29 53 75 77 99 333 

資料來源：內政部。 

 

附表 8：99 年度第 1 次申訴（類型前 7 名）及調解案件統計表 

排序 1 2 3 4 5 6 7 

類別/年度 
運輸

通訊 

商品

關聯

服務 

家用

電器 

線上

遊戲 

金融

保險 

休閒

旅遊 
購屋 

第 1

次申

訴 

99 4,505 3,185 2,598 2,194 1,961 1,783 1,797 

98 3,928 4,209 2,878 2,686 2,361 2,076 1,848 

第 2

次申

訴 

99 1,099 600 716 510 832 356 864 

98 838 715 581 595 901 258 857 

調解 

99 207 98 96 74 249 88 226 

98 142 64 103 81 186 49 285 

資料來源：消保會「99 年度申訴調解案件統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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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不動產經紀人證書及經紀營業員證明統計表 

（截至 99 年 12 月 31 日） 

項目 

縣市 
經紀人 經紀營業員 

臺北市 1,536 15,052 

高雄市 790 10,076 

新北市 1,541 22,616 

宜蘭縣 182 2,304 

桃園縣 834 9,866 

新竹縣 163 1,965 

苗栗縣 169 1,933 

臺中市 1,152 11,207 

彰化縣 271 2,914 

南投縣 121 1,603 

雲林縣 152 1,519 

嘉義縣 99 1,026 

臺南市 454 5,028 

屏東縣 180 2,091 

臺東縣 64 624 

花蓮縣 109 1,752 

澎湖縣 14 294 

基隆市 116 1,730 

新竹市 137 1,552 

嘉義市 92 859 

金門縣 22 444 

連江縣 1 27 

總計 8,199 96,482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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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2010 年全年我國工業和服務業月帄均薪資排行 

帄均薪資排行 行業別 帄均薪資 

1 電力燃氣供應業 96,143 

2 金融保險業 73,663 

3 資訊通訊傳播業 64,425 

4 醫療保健社服務業 54,257 

5 專業科學技術業 52,942 

6 礦業土石開採業 52,863 

7 運輸倉儲業 49,161 

8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45,404 

- 全國帄均薪資 44,430 

- 不動產服務業 41,15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附表 11：99 年 1~3 季不動仲介業成交件數統計表 

項目別 成交件數 百分比 

北部地區 92,242 73.6 

南部地區 14,631 11.7 

中部地區 16,389 13.1 

東部及金馬地區 2,098 1.7 

合計 125,357 100.0 
資料來源：內政部「99 年第 1~3 季不動產經營業經營概況調查結果分析（調查

期間：99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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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近 10 年全國建物買賣移轉件數及推估房仲成交件數 

年度 建物買賣移轉件數 推估房仲成交件數 

90 年 259,494 129,747 

91 年 320,285 166,548 

92 年 349,706 188,841 

93 年 418,187 234,185 

94 年 434,888 252,235 

95 年 450,167 270,100 

96 年 414,641 257,077 

97 年 379,326 242,768 

98 年 388,298 256,276 

99 年 406,689 276,548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房仲全聯會推算。 

 

附表 13：臺灣主要都會區房仲房屋銷售天數統計 

年/季/月 臺北市 新北市 桃竹地區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99 第 1 季 34.6 39.4 53.2 50.6 68.6 64.5 

99 第 2 季 41.5 40.4 52.1 49.3 67.0 61.6 

99 第 3 季 38.6 36.4 46.7 50.2 61.8 60.4 

99 第 4 季 48.9 49.4 55.7 61.1 70.0 58.9 

99 上半年 37.5 39.7 51.6 49.3 65.5 60.5 

99 下半年 43.7 44.0 50.5 55.3 64.3 58.8 

94 全年 27.3 43.6 39.0 49.5 53.5 55.5 

95 全年 28.0 31.0 35.0 39.6 49.0 43.7 

96 全年 32.0 34.0 38.9 47.0 62.0 69.0 

97 全年 36.1 43.7 52.8 56.5 79.3 70.3 

98 全年 39.3 39.5 44.6 51.3 72.2 58.3 

99 全年 41.4 42.4 50.8 53.3 64.9 59.4 

資料來源：臺灣不動產交易中心「臺灣不動產成交行情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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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各縣市政府辦理不動產經紀業管理與輔導業務人力統計表 

縣市別 單位 科別 

承辦人員 

（含約聘

雇） 

新北市政府 地政局 地價科 7 

臺北市政府 地政處 地權及不動產交易料  8 

臺中市政府 地政局 地價料  3 

臺南市政府 地政局 地籍料 1 

高雄市政府 地政局 地權科 6 

宜蘭縣政府 地政處 地籍科 1 

桃園縣政府 地政處 地價科 4 

新竹縣政府 地政處 地籍科 2 

苗栗縣政府 地政處 地籍科 1 

彰化縣政府 地政處 地籍科 1 

南投縣政府 地政處 地價管理科 2 

雲林縣政府 地政處 地價科 3 

嘉義縣政府 地政處 地籍科 1 

屏東縣政府 地政處 地籍科 1 

臺東縣政府 地政處 地籍科 1 

花蓮縣政府 地政處 地籍科 1 

新竹市政府 地政處 地籍科 1 

基隆市政府 地政處 地籍科 1 

嘉義市政府 地政處 地權科 1 

澎湖縣政府 財政處 土地行政科 1 

金門縣政府 地政局 地價科 2 

連江縣政府 － － － 

合計 － － 49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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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近 10 年我國房價趨勢圖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 

 

 

附圖 2：臺北市房價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工業及服務業帄均薪資

指數、臺北市商用不動產租金變動趨勢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信義房屋、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及服務業帄均薪資指數  

消費者物價指數 

臺北市房價指數 

臺北市商用不 

動產每坪租金 

2010 年=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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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近 10 年不動產經紀業（執行中）數量趨勢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 

附圖 4：近 10 年不動產經紀業（執行中）分設營業處所數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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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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