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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上台後，面對的挑戰接踵而至，除了數個年金面臨破

產，各項建設和計畫推展也需要資金，加上房地產價格過

高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目前看來，不論中央或地方財政單位，

都朝加重稅賦的方向走。

  除了年初針對房地產交易利得課徵的房地合一稅，近來各縣
市陸續調整房屋標準單價、提高房屋稅和地價稅稅基，對自住者

也造成衝擊，引起人民的不安。台灣整體賦稅負擔率約12%，大
多由受薪的中產階級負擔，加稅將是影響眾人的民生議題。

  解決各種問題，首先要了解有哪些資源可供運用。過去台灣
隨著社會進步、工商繁榮，房地產價格出現數十倍、甚至百倍的

漲幅。這是危機，也是機會。危機是居住成本過高，年輕人負擔

不起，怨聲載道，逼得政府不得不提出安居政策。

  然而，在這個房地高漲的時候，擁有最多資產的人是誰？中
央和地方政府持有大量公有土地，可謂最大的地主，這些土地房

屋是否做了最妥善的運用，還有沒有改進的空間，便值得仔細推

敲。大家如果有從台北市高處往下眺望的經驗，就會發現城市大

多是低樓，這就反映了土地尚未充分使用的情形。

  例如，現在出生率大幅下降，從小學到大學都招生不足，在
廣大學校空間中，實際使用的師生人數越來越少，當初劃定為校

園用地的地方，卻無法挪為他用，加上校園關乎教育大計，是培

育未來人才的地方，大家更不敢在上面「動腦筋」。

  台北市寸土寸金，房價所得比全球排名前十，一直都是高
房價的指標，但以面積約1100公頃的大安區來說，就有臺灣大
學、臺灣科技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臺北教育

大學等國立學校，其中臺灣大學佔地113公頃，約為整個大安區
的10%。而根據教育部推估，107年度後，大學新生數將一路下
滑，預估到117年度只剩15.7萬人，許多學校已開始面臨招生和
整併壓力。

  我們真的需要這麼多學校嗎？究竟最好的選擇是什麼？試想
若從六都開始，仔細評估學校的現有面積和師生人數，將人數不

足的學校整併，校園利用率低的空間，部分移轉蓋成公有住宅，

加上大幅放寬容積率，讓低樓變高樓，將能釋出大量住宅數量，

不管出租或出售，都可創造可觀的財源。

  政府的部門單位各有職掌，然而遇到攸關眾人的民生議題
時，應全盤考量，詳實檢討所有可用資源的分配與運用情形，有

時候只要一些調整，就能讓資源相互流通，而不用加重人民的生

活負擔，讓大家在改革過渡期所受影響減到最小，俾使各項政策

能在被人民支持的氛圍下，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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