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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是什麼?

只租不售
可負擔租金

與國宅出售性質不同
採市價8折計算租金

專人管理
讓入住的人安心
維持社區居住品質

多元居住
照顧各族群居住需求

滿足居住&生活需求

政府起厝or
獎勵民間興辦

社會住宅是政府透過住宅資源循環，滿足居住需求的出租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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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扮演的角色?我們是……

營運
興建規劃

研擬新技術
嘗試新工法

政府出品
打造好社宅

創新型態
物管模式

√土地價購或租用取得
√財務籌措，銀行融資

√委外發包
√履約管理

√合約管理
√房屋修繕
√物業管理

直 接 興 辦 的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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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設施
+社福設施

打 造 好 宅 照 顧 民 眾居 住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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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滿20歲國民。
2.申請社會住宅之縣（市）設有戶籍，或未設籍於當地且
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

3.家庭成員於申請資格及無自有住宅範圍，公告範圍內之
直轄市、縣（市）無自有住宅

社會住宅入住對象及管理

70%

30%

㇐般戶 優先戶提供至少30%以上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優先戶)，另提
供㇐定比率予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
求者(㇐般戶)

入住管理(中心自訂規則)

 承租住社會住宅者，須遵守本
中心訂定之住戶管理規則。

 如有違反規則者，依承租戶違
規情節，分為預先警告、扣
點、立即終止契約等3種標準

入住年期
 ㇐般戶：以3年為1期，最多以2期為限
 優先戶：以6年為1期，最多以2期為限

入住對象

…

㇐般戶資格

1.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2.特殊境遇家庭、3.育
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10.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者

優先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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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區位及現行都市計畫

 基地區位：位於內湖區樂康里，鄰近康樂街，生活機能十分完善、便利。
 基地面積及權屬：面積為7,102㎡，權屬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使用分區 第三種住宅區

建蔽率 45%

容積率 225%

3,320㎡ 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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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特性空間分布
 本區位東湖生活圈，與內科競爭之氛圍不同。其近樂活公園、臨內溝溪
生態步道外亦可串連親山步道，為返家休憩且讓綠儲養工作能量的地區。

內湖登山步道

樂活公園

內溝溪

基地三側於100公尺內皆有公
園，區內開放空間，東側樂康公
園、南側樂活公及東湖4號公
園。

區內向北可通至親山步道系統，
及鄰近內溝溪步道，親山親水。

鄰近
自然
資源

地區
開放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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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

 基地現況為停車場，鄰近五號公園及內溝溪。

基地範圍

基地現況 五號公園

內溝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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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宅發展定位

生態
資源

傍水
逐業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東湖樂活宅

內科
產業

放鬆競爭

依山
而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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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構想

入住特殊資格 優先提供㇐定比例予
在地就業之人口

縮短通勤成本
舒緩地區交通

房型比6:3:1 依臺北市社會住宅候補比例

基地外部環境連結

協助家⾧照顧孩子 滿足都會生活需求

提供社區活動需求 強化地區生活機能

基地內部附屬空間

零售餐飲

便利商店幼兒園

社區公共空間

築㇐條舒適的回家之路

人行綠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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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規劃方案

基地(A、B基地)平面配置圖

建築規劃構想

樓層
A：地上14樓、地下3樓
B：地上14樓、地下2樓

構想 1F
商業空間、幼兒園、
社區公共空間、

戶數
約410戶

A:190戶、B:220戶

停車
空間

法定機車：237位
法定汽車：198位

 基地採低建蔽率，退縮人行步道並規劃綠帶串連。
 附屬空間設置規劃幼兒園、商業空間及社區公共空間。

備註：建築配置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依建造執照核發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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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02第㇐次說明會民眾意見重點彙整

 第㇐次的地區說明會，地區居民、民意代表反映東湖具有交通、停
車、需要都市更新等課題。

項次 項目 意見彙整

1 基地異動 • 其他用地之替代性

2 開發行為
• 有無航高限制
• 建築量體造成地區壓迫
• 開發後影響地區交通及地區發展

3 建物老舊
• 區內多老舊建築物且空間窳陋
• 協助地方推動都市更新、危老重建

4 交通課題
• 停車位不足
• 行人步行安全考量
• 未來引入交通量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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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土地參與社會住宅情形

 配合中央社會住宅政策：台電公司為配合社會住宅政策推動，盤點台
北市6行政區(南港、中山、松山、中正、大安及文山)，12處基地。

 109年7月2日說明會建議基地：台電表示該2處土地已有利用計畫。
編號 基地 面積 執行情形

1 南港-1 0.33 納入評估規劃

2 中山-2 0.32 變電所改建計畫

3 松山-1 0.28
現況為變電所使用暫
無地下化改建計畫4 松山-2 0.39

5 松山-3 0.48

6 中正-3 0.34 納入評估規劃

7 中正-5 0.29 變電所使用暫無改建

8 大安-7 0.21 納入評估規劃

9 文山-2 0.19 納入文山-3基地規劃

10 文山-11 0.14 納入評估規劃

11 文山-14 0.16 現況物料堆置

12 文山-N1 2.83 萬隆變電所

13 南港玉成 1.56 已有開發計畫(招商)

14 內湖麥帥 1.00 松湖高壓站(籌設中)
9

內湖東湖
基地

2

6
7

9

3 4

5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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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築物禁限建高度查詢結果

 航高限制：經查交通部民航局網際網路機場禁限建管制查詢系統，限
建高度為127.2公尺，本案建築物高度約48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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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湖地區⾧久以來的問題

 建物老舊、環境窳陋、人車爭道、停車、基地欠缺開放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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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推動是解決地區⾧久課題的第㇐步

 讓東湖老舊地區注入新能量，社會住宅內化開發量且改善地區機能。

地下停車場

低強度開發

留設行人空間

開放空間留設

社會
住宅

地下
停車場

人行空間

開放空間不爭取容
積獎勵，且採低建
蔽率設計。

採無圍牆開放設計
提供社區居民使用

減緩人車衝突
規劃友善行人空間

社宅停車需求內化
提供區內㇐定車位

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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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未來發展

社會
住宅

都市
更新

都市
更新

開發商整合意願提高

改善交通及人行動線

增加地區開放空間

 經由社會住宅之興建帶動都市更新量能，改善東湖地區環境及交通。

留設行人空間

拓寬路幅

開放空間留設

都市
更新

都市
更新

都市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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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透視模擬圖(1/4)

備註：模擬圖示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依建造執照核發內容為準。

 現況康樂街85巷無規劃行人空間，步行需與車爭道或
跨至停車場，且路面之高層差不便且具㇐定危險。

 未來透過留設寬敞行人空間，型塑交流互動之場域改變
巷弄街道的圍閉性，提升行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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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透視模擬圖(2/4)
 現況人車需共用6米巷道，且基地與路面之高差具有壓
迫感，行人或車輛往返具有㇐定風險。

 未來將順平基地內外之高層差、留設行人空間，並栽種
樹木緩和人車之介面，建立友善交通環境。

備註：模擬圖示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依建造執照核發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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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透視模擬圖(3/4)
 未來維護孩童安全的通學步道，打造友善的全齡環境提
升鄰里社區安全。

 另為活絡社區內的民生需求及強化公共服務，未來規劃
引入幼兒園及店舖空間，據以滿足地區民眾需求。

備註：模擬圖示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依建造執照核發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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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透視模擬圖(4/4)

備註：模擬圖示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依建造執照核發內容為準。

 巷道無人行空間基地與馬路之高差進出不便，區內植栽生
⾧環境嚴峻。

 未來將縫合都市紋理空間延伸鄰里公園，增加都市含氧量、
改善社區鄰里步行環境，增加休憩空間。



21

增設基地停車位數

原規劃機車：237位
原規劃汽車：198位

修正規劃機車：410位
修正規劃汽車：260位

B-B`剖面圖

 原東側基地再開挖至地下三層，增加汽車及機車停車位數，

納入民眾停車需求意見
㇐戶㇐機車位置規劃

+173機車位

+62汽車位

+1.1億工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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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社會住宅預計興建時程

11月
113年
5月

地質鑽探
109年
8月

110年
2月 10月

111年
1月8月

預計取得
建照執照

社會住宅
預計完工

工程招標、決標

社會住宅動工時程110.0

未來台電公司終止停車場租約及
與本中心簽訂土地契約

社會住宅前置作業時程

原停車業者租
用契約終止

 原停車場使用期限：本中心已與台電公司進行契約草案研商草案作業，
原則現況停車使用至110年8月。

 本案預計動工時程：本案預計於110年10月動工，113年5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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