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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房仲業未來發展趨勢及威脅因素，嘗試提出其因應之道，並以信義房屋做為個案研究對象。本研究發

現： 1.房仲業未來發展趨勢：聯賣制度的盛行，產業上、下游整合成集團化、網路運用普及化、拓展中國大陸與創新服務

及新產品上市。 2.房仲業的威脅：供過於求、業務人員流動率高，房屋買賣交易風險大及資產管理公司瓜分房市交易量。

3.面對可能的威脅提出解決之道：提升成交量、診斷各店主頭，適時汰弱換強、針對新進人員提供保障底薪、調查同商圈

內同業狀況、提供交易價金履約保證、避免買賣案件外簽，避免承接預售屋、調整銷售策略及與資產管理公司策略聯盟。

關鍵詞 : 經營策略 ; 房屋仲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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