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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人士取得或移轉不動產統計分析 

1. 111-112 年六都外籍人士取得或移轉不動產情形 

表 1. 111-112 年六都外籍人士取得移轉件數統計表 

 

 

圖 1. 111-112 年六都外籍人士取得件數分析圖 

地籍資料向來為政府推動各項重要建設之重要核心圖資，透過本地籍資料提供各行政機

關進行各項政策制定、政策推動或相關資料統計分析，亦落實政府資訊公開、確保民眾知

的權利，進而提供相關學術研究及相關便民施政業務所需，進而創造資訊可再利用之相關

資訊服務供應機制，以活化資訊運用之價值。本所運用「地籍資料優質化-統計分析系統」

分析資料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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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11-112 年六都外籍人士移轉件數分析圖 

 

 

 

 

 

 

 

 

 

 

 

  

綜合分析： 

 取得件數依序：新北市＞臺北市＞臺中市＞桃園市＞高雄市＞臺南市 

 移轉件數依序：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桃園市＞高雄市＞臺南市 

111 年 7 月至 112 年 3 月止，外籍人士即外國人、外國法人、大陸地

區自然人及大陸地區法人於六都取得案件分別新北市、臺北市及臺中

市分列前三。對於⾧期在臺工作、和台灣人結婚或依親等外籍人士而
言，北部工作機會、社會資源多，且大眾運輸工具發展成熟，因此外籍

人士來台購屋仍以雙北為重心。另臺中市取得件數已居全國第三，除臺

中宜居之氣候外，目前積極建設捷運及聯外交通設施，均為吸引外籍人

士來臺中置產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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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112 年六都外國人、大陸地區自然人取得不動產情形 

承上，外籍人士即外國人、外國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及大陸地區法人
來台購屋均以雙北及臺中為主，以下再分別就外國人、外國法人及大陸地

區自然人、大陸法人之取得件數分析如下： 

(1) 111-112 年六都外國人及法人取得不動產情形： 

表 2. 111-112 年六都外國人取得件數統計表 

 

 

圖 3. 111-112 年六都外國人取得件數分析圖 

 

 

 

 



統計分析情形-大里所(2023/05) 

4 

 

(2) 111-112 年六都大陸地區人民及法人取得不動產情形： 

表 3. 111-112 年六都大陸地區自然人及法人等取得件數統計表 

 

圖 4 .111-112 年六都大陸地區自然人及法人取得件數分析圖 

 

 

 

 

 

 

綜合分析： 
 六都-外國人、法人取得件數依序： 

 新北市＞臺北市＞臺中市＞桃園市＞高雄市＞臺南市 

 六都-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取得件數依序： 

 臺北市＞桃園市＞新北市=高雄市＞臺中市＞臺南市 

 相較於外國人於六都取得不動產均集中於雙北及臺中市，大陸地區

人民及法人取得件數最多即 40%均位於臺北市；而外國人取得件數
最高之新北市，大陸地區自然人僅在新北市取得 4 件。雖大陸地區

人民取得件數僅 35 件，數據稍嫌不足，但其取得之區位與外國人

考量截然不同，其差異值得未來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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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1-112 年臺中市各行政區外籍人士取得不動產情形 

表 4. 111-112 年臺中市各行政區外籍人士取得件數統計表 

 

 

圖 5. 111-112 年臺中市各行政區外籍人士取得件數分析圖 

設定區間 111 年 7 月至 1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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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分析： 

 111-112 年臺中市各行政區外籍人士取得案件量，前五依序為： 

北屯區＞西屯區＞烏日區＞北區＞南屯區。 

 依統計資料顯示，外籍人士取得不動產集中於北屯區(22.82%)、西
屯區(14.45%)、北區(8.37%)及南屯區(7.22%)，此四區案件量占總

件數 52.86%。除原臺中市之發展較成熟外，北屯區十四期重劃區、

西屯區水湳經貿園區及南屯區單元二等熱門新興重劃區之開發及
未來預期之發展，均為吸引外籍人士置產之原因。另本轄烏日區因

受惠三鐵共構及高鐵特區之獨特性，並適逢大型預售建案交屋潮，

外籍人士取得案件量居本市是第三，共計取得 36 件，占總件數

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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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物所有權第㇐次登記後買賣登記情形 

為了解六都及本市各行政區預售、新成屋之移轉量，茲以 111 年系統新增

之表 72.統計數據為分析： 

(1) 六都建物所有權第㇐次登記後買賣登記棟數 

表 5 .六都建物所有權第㇐次登記後買賣登記棟數統計表 

 

 

 

圖 6 . 六都建物所有權第㇐次登記後買賣登記棟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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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中市各行政區建物所有權第㇐次登記後買賣登記棟數 

表 6 .臺中市各行政區建物所有權第㇐次登記後買賣登記棟數統計表 

 

綜合分析： 

 六都-保存後買賣移轉棟數依序： 

 新北市＞臺中市＞桃園市＞高雄市＞臺南市＞臺北市 

 111 年六都中保存後買賣移轉棟數最高者為新北市，而臺中市保存

後之買賣登記棟數與新北市僅差距 135 棟，臺中各項新興重劃區

開發、重大建設交通、百貨商場陸續動工、中部科學園區指標大廠
之擴廠進駐及臺中港區開發等連鎖效性，均吸引建商投資建設，且

因地緣關係磁吸彰化、南投之就業人口，等等因素均加速在臺中投

資、置產之人口。而首都臺北市除高房價因素外，大型可開發土地

稀有，案件量居六都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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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臺中市各行政區建物所有權第㇐次登記後買賣登記棟數統計圖 

 

 

 

 

 

 

 

 

 

綜合分析： 

 111-112 年臺中市保存後買賣移轉棟數依序： 

 北屯區＞西屯區＞南屯區＞烏日區＞太平區＞北區＞大里區 

 承前外籍人士於臺中市各行政區取得不動產集中於北屯區、西屯區及南屯區，臺

中市保存登記後買賣移轉棟數亦集中於此三大交易熱區。 

 本轄烏日區 111-112 移轉棟數佔臺中第四，惟若就 112 年 1-3 月統計數據僅次

於北屯區位居第二，除適逢大型預售建案交屋提高案量外，該區軌道經濟帶動區
域產業及不動產之代表，三鐵共構及高鐵特區之大型商辦、購物商場，提供大量

就業機會，成為不動產強而有力之的支撐。 

 而大里區 111-112 年保存後移轉棟數計 3994 件，本區屬於台中市早期開發區，
商圈成熟、生活機能完善，15 期市地重劃區、屯區捷運環狀線、台 74 線新增匝

道計劃等而重大建設的持續挹注，均為大里區買賣移轉棟數成⾧關鍵。 

4.6%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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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直轄市、縣(市)案件量統計情形 

    109 年 7 月 1 日起，除住址變更等 7 項簡易登記案件可跨縣市辦理

外，新增試辦拍賣、抵押權塗銷、抵押權設定或內容變更等 3 項登記案

件，也可跨縣市就近到全國任㇐地所辦理。 

表 7. 109-112 年本所受理跨縣市案件量統計表 

 

 

 

圖 8 . 109-112 年本所受理跨縣市案件量統計圖 

 

 

 

綜合分析： 

 109 年至 112 年本所受理跨縣市案件量前五依序： 

南投縣＞彰化縣＞台南市＞桃園市＞雲林縣 

 臺中因就業機會及各項公共資源豐富，故為吸引鄰近彰化縣及南投縣居

民移居或租屋就業，而形成中彰投生活圈，故本所受理跨縣市之案件以

南投縣及彰化縣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