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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資料為政府推動各項重要建設之重要核心資料，透過資料之統計分析，可

提供各行政機關了解並擬定相關之各項政策，同時落實政府資訊公開，進而提供相

關學術研究及相關便民施政業務所需，活化資訊運用及再利用之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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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十年本所各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移轉情形 

1. 近十年本所各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及移轉情形分析 

(1) 各年度比較分析 

表 1 近十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及移轉情形一覽表 

 

表 2 近十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及移轉情形彙整表 

年度 取得件數 取得筆棟數 移轉件數 移轉筆棟數 

102 年 4 49 6 21 

103 年 8 68 5 38 

104 年 6 17 5 15 

105 年 2 14 5 12 

106 年 6 7 4 9 

107 年 9 19 1 1 

108 年 8 13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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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5 68 8 19 

110 年 6 6 1 3 

111 年 9 11 4 11 

總計 63 272 41 135 

 

圖 1 近十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統計圖 

 

 

圖 2 近十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筆棟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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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近十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統計圖 

 

 

圖 4 近十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筆棟數統計圖 

➢ 小結 

由上表 1、表 2 及圖 1 至圖 4 可知，近十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

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以 107 年及 111 年為最高點，

並以 105 年為最低點；取得筆棟數則以 103 年及 109 年為最高點，

並以 110 年為最低點；移轉件數以 109 年為最高點，並以 107 年及

110 年為最低點；移轉筆棟數則以 103 年為最高點，並以 107 年為

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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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轄區比較分析 

表 3 近十年本所各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 取得移轉情形比較一覽表 

比較項目 豐原區 神岡區 后里區 總計 

取得總件數 35 17 11 63 

佔比 55.56% 26.98% 17.46% 100% 

取得筆棟數 129 106 37 272 

佔比 47.43% 38.97% 13.6% 100% 

移轉總件數 32 7 2 41 

佔比 78.05% 17.07% 4.88% 100% 

移轉筆棟數 110 19 6 135 

佔比 81.48% 14.07% 4.45% 100% 

 

 

圖 5 近十年本所各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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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近十年本所各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筆棟數比例圖 

 

圖 7 近十年本所各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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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近十年本所各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筆棟數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3 及圖 5 至圖 8 可知，近十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大

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市場不論為取得或移轉，仍以豐原區為主，與各

轄區人口密度及發展程度相符，神岡區之取得及移轉件數及筆棟數皆

較后里區多，推論神岡區整體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市

場仍較后里區活絡。 

 

2. 近十年本所各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權利義務人取得及移

轉情形分析 

表 4 近十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及移轉情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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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近十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及移轉情形比較表 

權利人類別 外國人 外國法人 
大陸地區 

自然人 

大陸地區 

法人 
總計 

取得件數 
47 

(74.60%) 

5 

(7.94%) 

9 

(14.29%) 

2 

(3.17%) 
63 

取得筆棟數 
173 

(63.60%) 

15 

(5.51%) 

82 

(30.15%) 

2 

(0.74%) 
272 

移轉件數 
37 

(90.24%) 

4 

(9.76%) 

0 

(0.00%) 

0 

(0.00%) 
41 

移轉筆棟數 
124 

(91.85%) 

11 

(8.15%) 

0 

(0.00%) 

0 

(0.00%) 
135 

總計 381 35 91 4 511 

 

 

圖 9 近十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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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近十年本所各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筆棟數比例圖 

 

 

圖 11 近十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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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近十年本所各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筆棟數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4、表 5 及圖 9 至圖 12 可知，近十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權利人仍外國人為主，大陸地區自然人次之，外國

法人第三、大陸地區法人末之，以法人資格取得本所轄區內不動產仍為

少數，推論本所轄區較無可供外國或大陸地區法人以投資目的購置不動

產者之誘因。 

➢ 綜合分析 

由上述資訊分析可知，近十年間本所轄區取得移轉市場主體仍以外國人

為主，並以取得及移轉件數進行比較分析，仍以豐原區為主要市場，神岡區

次之，推測豐原區係受惠於區位優勢及早期市區之發展，生活機能較為完善，

近年來亦有持續交通條件等基礎設施之完備，如國道四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

段計畫之完工；神岡區則受惠於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之發展，提高外國人

(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置產誘因。 

綜上所述，本所轄區內，豐原區及神岡區相對於后里區仍具有較多潛在

需求，未來應仍為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或移轉

不動產之主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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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十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移轉情形 

1. 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 

(1) 臺北市 

I.取得件數及筆棟數 

表 6 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一覽表 

 

 

圖 13 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統計圖 

 

圖 14 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筆棟數統計圖 

➢ 小結 

由上表 6 及圖 13、圖 14 可知，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以 104 年為最高點，並自其後之

105 年有明顯減少情形，於 107 年為最低點；取得筆棟數以 104

年為最高點，並自其後之 105 年有明顯減少情形，於 109 年為最

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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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權利人類別 

表 7 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一覽表 

 

  

圖 15 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權利人類別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7 及圖 15 可知，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

自然人(法人)取得權利人以外國人為主、外國法人次之、大陸地區

自然人第三、大陸地區法人末之(以取得件數進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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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北市 

I.取得件數及筆棟數 

表 8 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一覽表 

 

 

圖 16 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統計圖 

 

圖 17 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筆棟數統計圖 

 

➢ 小結 

由上表 8 及圖 16、圖 17 可知，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無明顯增減，並以 108 年為最高點，

105 年為最低點；取得筆棟數則以 107 年為最高點，105 年同樣為

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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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權利人類別 

表 9 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一覽表 

 

 

圖 18 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權利人類別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9 及圖 18 可知，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

自然人(法人)取得權利人以外國人為主、外國法人次之、大陸地區

自然人末之(以取得件數進行比較分析)，其中並無大陸地區法人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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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桃園市 

I.取得件數及筆棟數 

表 10 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一覽表 

 

 

圖 19 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統計圖 

 

圖 20 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筆棟數統計圖 

➢ 小結 

由上表 10 及圖 19、圖 20 可知，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以 110 年為最高點，並自 105 年為

最低點後，有明顯增加趨勢；取得筆棟數則以 106 年為最高點，

102 年為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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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權利人類別 

表 11 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一覽表 

 

 

 

圖 21 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權利人類別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11 及圖 21 可知，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

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權利人以外國人為主、大陸地區自然人次之、

外國法人末之(以取得件數進行比較分析)，其中並無大陸地區法人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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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中市 

I.取得件數及筆棟數 

表 12 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一覽表 

 

 

圖 22 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統計圖 

 

圖 23 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筆棟數統計圖 

➢ 小結 

由上表 12 及圖 22、圖 23 可知，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以 109 年為最高點，並自 105 年為

最低點後至 109 年，有逐年增加趨勢；取得筆棟數則以 103 年為

最高點，110 年為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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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權利人類別 

表 13 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一覽表 

 

 

圖 24 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權利人類別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13 及圖 24 可知，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

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權利人以外國人為主、外國法人次之、大陸地

區自然人第三、大陸地區法人末之(以取得件數進行比較分析)。 

  



統計分析情形-豐原所(2023/05) 

18 

(5) 臺南市 

I.取得件數及筆棟數 

表 14 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一覽表 

 

 

圖 25 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統計圖 

 

圖 26 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筆棟數統計圖 

➢ 小結 

由上表 14 及圖 25、圖 26 可知，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以 108 年為最高點，104 年及 111

年為次高點，並自其後之 105 年及 109 年有明顯減少情形後，有

逐年增加趨勢；取得筆棟數則以 108 年明顯為最高點，110 年為最

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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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權利人類別 

表 15 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一覽表 

 

 

圖 27 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權利人類別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15 及圖 27 可知，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

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權利人以外國人為主、、外國法人次之、大陸地

區自然人末之(以取得件數進行比較分析)，其中並無大陸地區法人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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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雄市 

I.取得件數及筆棟數 

表 16 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一覽表 

 

 

圖 28 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統計圖 

 

圖 29 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筆棟數統計圖 

➢ 小結 

由上表 16 及圖 28、圖 29 可知，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以 108 年為最高點，104 年為次高

點，並自其後之 105 年及 109 年有明顯減少情形；取得筆棟數則

以 106 年為最高點，105 年為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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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權利人類別 

表 17 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一覽表 

 

 

圖 30 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權利人類別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17 及圖 30 可知，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

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權利人以外國人為主、大陸地區自然人次之、

外國法人第三、大陸地區法人末之(以取得件數進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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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 

(1) 臺北市 

I.移轉件數及筆棟數 

表 18 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31 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統計圖 

 

圖 32 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筆棟數統計圖 

➢ 小結 

由上表 18 及圖 31、圖 32 可知，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以 111 年為最高點，並自 102 年起

逐年下降，至 105 年為最低點；移轉筆棟數則以 102 年為最高點，

105 年同樣為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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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義務人類別 

表 19 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33 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義務人類別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19 及圖 33 可知，近十年臺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

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義務人以外國人為主、外國法人次之、大陸地

區自然人第三、大陸地區法人末之(以移轉件數進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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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北市 

I.移轉件數及筆棟數 

表 20 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34 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統計圖 

 

圖 35 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筆棟數統計圖 

➢ 小結 

由上表 20 及圖 34、圖 35 可知，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以 111 年為最高點，並自 102 年起

逐年下降，至 105 年為最低點；移轉筆棟數則以 102 年為最高點，

105 年為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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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義務人類別 

表 21 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36 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義務人類別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32 及圖 36 可知，近十年新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

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義務人以外國人為主、外國法人次之、大陸地

區自然人末之(以移轉件數進行比較分析)，其中並無大陸地區法人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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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桃園市 

I.移轉件數及筆棟數 

表 22 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37 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統計圖 

 

圖 38 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筆棟數統計圖 

➢ 小結 

由上表 22 及圖 37、圖 38 可知，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以 111 年為最高點，並自 106 年為

最低點後，有增加之趨勢；移轉筆棟數則以 108 年為最高點，107

年為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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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義務人類別 

表 23 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39 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義務人類別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23 及圖 39 可知，近十年桃園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

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義務人以外國人為主、外國法人次之、大陸地

區自然人第三、大陸地區法人末之(以移轉件數進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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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中市 

I.移轉件數及筆棟數 

表 24 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40 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統計圖 

 

圖 41 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筆棟數統計圖 

➢ 小結 

由上表 24 及圖 40、圖 41 可知，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以 111 年為最高點，並自 104 年為

最低點後，有增加之趨勢；移轉筆棟數則以 111 年為最高點，104

年為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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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義務人類別 

表 25 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42 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義務人類別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25 及圖 42 可知，近十年臺中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

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義務人以外國人為主、外國法人次之、大陸地

區自然人第三、大陸地區法人末之(以移轉件數進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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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南市 

I.移轉件數及筆棟數 

表 26 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43 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統計圖 

 

圖 44 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筆棟數統計圖 

➢ 小結 

由上表 26 及圖 43、圖 44 可知，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以 111 年為最高點，並自 102 年為

最低點後，有增加之趨勢；移轉筆棟數則以 106 年為最高點，102

年為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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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義務人類別 

表 27 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45 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義務人類別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27 及圖 45 可知，近十年臺南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

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義務人以外國人為主、大陸地區自然人次之、

外國法人末之(以移轉件數進行比較分析)，其中並無大陸地區法人

案件。 

  



統計分析情形-豐原所(2023/05) 

32 

(6) 高雄市 

I.移轉件數及筆棟數 

表 28 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46 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統計圖 

 

圖 47 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筆棟數統計圖 

➢ 小結 

由上表 28 及圖 46、圖 47 可知，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以 111 年為最高點，並自 104 年為

最低點後，有增加之趨勢；移轉筆棟數則以 103 年為最高點，102

年為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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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義務人類別 

表 29 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48 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義務人類別比例圖 

➢ 小結 

由上表 29 及圖 48 可知，近十年高雄市外國人(法人)、大陸地

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義務人以外國人為主、大陸地區自然人次之、

外國法人第三、大陸地區法人末之(以移轉件數進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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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分析 

由上述資訊分析可知，近十年間六都取得移轉市場主體仍以外國人為主

(表 30)，並以取得件數進行比較分析，105 年度於近十年間非為取得件數最

少之年度，即為取得件數次少之年度(表 31)，且取得件數相較前(104)年度皆

有明顯減少情形，顯示該年度為近十年之六都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

(法人)取得市場之共同分水嶺，甚至有跌谷反彈情形出現(表 32)，判斷係因

105 年受總統大選結果(政黨輪替)之政治因素，及房地合一稅制施行之稅制

改變因素影響，導致整體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市場取得交易

量大幅減少，其中以臺北市、臺南市及高雄市之影響最為明顯，減幅達三成，

以新北市之影響最少。 

表 30 近十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移轉情形彙整表 

直轄市 取得最多權利人 取得最少權利人 移轉最多權利人 移轉最少權利人 

臺北市 外國人 大陸地區法人 外國人 大陸地區法人 

新北市 外國人 
大陸地區法人 

(無取得) 
外國人 

大陸地區法人 

(無取得) 

桃園市 外國人 
大陸地區法人 

(無取得) 
外國人 大陸地區法人 

臺中市 外國人 大陸地區法人 外國人 大陸地區法人 

臺南市 外國人 
大陸地區法人 

(無取得) 
外國人 

大陸地區法人 

(無取得) 

高雄市 外國人 大陸地區法人 外國人 大陸地區法人 

表 31 近十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情形比較表 

直轄市 
取得件數 

最多年度 

取得件數 

次多年度 

取得件數 

最少年度 

取得件數 

次少年度 

臺北市 104 年 102 年 107 年 105 年 

新北市 108 年 110 年 105 年 103 年、111 年 

桃園市 110 年 111 年 105 年 102 年 

臺中市 109 年 108 年 105 年 102 年 

臺南市 108 年 104 年、111 年 102 年 105 年 

高雄市 108 年 104 年 105 年 1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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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104 年至 106 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總件數比較表 

直轄市 
104 年度

件數 

105 年度

件數 

增減幅度 

(104 年-105 年) 

106 年度

件數 

增減幅度 

(105 年-106 年) 

臺北市 667 419 -37.18% 451 +7.64% 

新北市 558 457 -18.10% 574 +25.60% 

桃園市 235 179 -23.83% 259 +44.69% 

臺中市 300 228 -24.00% 303 +32.89% 

臺南市 128 88 -31.25% 92 +4.55% 

高雄市 345 209 -39.42% 274 +31.10% 

另以移轉件數進行比較分析，六都之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

人)移轉市場皆於 111 年度移轉最多件數(表 33)，且相較於前(110)年度皆有

明顯增加，判斷係受近來受兩岸政治局勢升溫、國際局勢動盪之政治因素、

各國政府為抑制國際性通貨膨脹，銀行利率走向不明確及本國政府抑制房價

相關政策影響，使未來不確定性大幅提高，影響投資人信心，導致投資人態

度趨於保守，整體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市場移轉交易量大幅

增加、外資流出之比例提高，其中以臺南市之影響最為明顯，移轉增加幅度

高達 180.65%，以高雄市之影響最少。 

表 33 近十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情形比較表 

直轄市 
移轉件數 

最多年度 

移轉件數 

次多年度 

移轉件數 

最少年度 

移轉件數 

次少年度 

臺北市 111 年 102 年 105 年 104 年 

新北市 111 年 102 年 105 年 108 年 

桃園市 111 年 108 年 106 年 102 年 

臺中市 111 年 110 年 104 年 105 年 

臺南市 111 年 108 年 102 年 103 年 

高雄市 111 年 107 年 104 年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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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110 年及 111 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總件數比較表 

直轄市 110 年度 111 年度 增減幅度 

臺北市 246 304 +23.58% 

新北市 209 299 +43.06% 

桃園市 93 133 +43.01% 

臺中市 180 233 +29.44% 

臺南市 31 87 +180.65% 

高雄市 120 136 +13.33% 

再比較 102 年度至 111 年度六都取得移轉總案件量比例，六都之外國人

(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移轉市場仍以臺北市及新北市為主，惟就

整體趨勢分析，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之佔比有減少趨勢，桃園市、臺中

市及臺南市之佔比則有增加趨勢，表示六都之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

(法人)取得移轉市場有由北往南移動之趨勢。 

表 35 近十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及移轉件數彙整表 

 

 

圖 49 近十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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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近十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統計表 

表 36 近十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比例比較表 

年度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2 年 31.69% 27.68% 8.73% 12.90% 4.28% 14.72% 

103 年 27.72%↓ 26.36%↓ 10.15%↑ 14.96%↑ 5.75%↑ 15.06%↑ 

104 年 29.87%↓ 24.99%↓ 10.52%↑ 13.43%↓ 5.73%↓ 15.45%↑ 

105 年 26.52%↓ 28.92%↑ 11.33%↑ 14.43%↑ 5.57%↓ 13.23%↓ 

106 年 23.09%↓ 29.39%↑ 13.26%↑ 15.51%↑ 4.71%↓ 14.03%↑ 

107 年 21.37%↓ 28.75%↓ 12.71%↓ 17.48%↑ 6.46%↑ 13.22%↓ 

108 年 21.96%↑ 26.57%↓ 12.52%↓ 16.87%↓ 6.65%↑ 15.43%↑ 

109 年 20.98%↓ 26.77%↓ 14.09%↑ 20.13%↑ 5.14%↓ 12.89%↓ 

110 年 23.49%↑ 28.84%↑ 15.17%↑ 14.82%↓ 5.31%↑ 12.37%↓ 

111 年 22.31%↓ 26.58%↓ 15.30%↑ 17.35%↑ 6.75%↑ 11.71%↓ 

增減幅 

(102 年-111 年) 
-9.38% -1.1% +6.57% +4.45% +2.47%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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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近十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比例比較表 

年度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2 年 35.52% 29.68% 7.06% 12.90% 2.19% 12.65% 

103 年 34.93%↓ 26.00%↓ 9.20%↑ 15.20%↑ 3.47%↑ 11.20%↓ 

104 年 29.46%↓ 27.49%↑ 12.69%↑ 13.75%↓ 4.83%↑ 11.78%↑ 

105 年 24.83%↓ 26.01%↓ 12.08%↓ 15.77%↑ 5.03%↑ 16.28%↑ 

106 年 34.39%↑ 22.83%↓ 7.70%↓ 13.34%↓ 7.57%↑ 14.17%↓ 

107 年 28.11%↓ 22.81%↓ 11.22%↑ 16.28%↑ 5.06%↓ 16.52%↑ 

108 年 29.37%↑ 18.16%↓ 12.67%↑ 19.28%↑ 7.06%↑ 13.45%↓ 

109 年 28.73%↓ 21.60%↑ 11.14%↓ 19.82%↑ 5.90%↓ 12.81%↓ 

110 年 27.99%↓ 23.78%↑ 10.58%↓ 20.48%↑ 3.53%↓ 13.65%↑ 

111 年 25.50%↓ 25.08%↑ 11.16%↑ 19.55%↓ 7.30%↑ 11.41%↓ 

增減幅 

(102 年-111 年) 
-10.02% -4.6% +4.1% +6.65% +5.11% -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