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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事大吉  人者適其窩
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專訪

志
趣是建築，考進臺大土木系，原以為土木等

同於建築，進來才發現差很大，「我喜歡的

建築是社會性設計取向，而臺大土木是工程與自

然科學導向，和我的志趣不相投，加上數理不是

強項，唸得很辛苦，成績都是低空飛過。」不過

天無絕人之路，呂秉怡在土木系的「交通乙組」

找到了安身之處，「交通乙組」有都市計畫、基

礎建築設計等社會領域課程，稍稍填補沒唸建築

的缺憾。主持的王鴻楷教授為城鄉所創所所長，

就在畢業那年，呂秉怡吊車尾考上第一屆城鄉

所。

考上城鄉所，如魚得水，勤跑田野，樂在其

中。1989年7月，他剛從南投東埔布農族部落回

來，博士班學長曾旭正（現任南藝大建築藝術研

究所所長）找他幫忙無住屋運動的「無住屋者團

結組織」開發一套會員管理資料庫系統。「會找

我去是因為我當時都是為人寫資料庫程式來賺零

用錢。學長叫我去，我就乖乖去，到那裡才發現

有很多學長同學。因為人力不足，後來除了開發

軟體，還兼打字工、跑龍套，到8月26日無殼蝸牛

萬人夜宿忠孝東路，是這波運動的高潮」。

他以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沒想到這只是開

始。緊接著，他被叫去參與崔媽媽租屋服務中心

草創，10月15日崔媽媽正式發表成立，若說崔媽

媽是廣義的社會企業，那麼25年前，他和另外3

位夥伴就是開創者。但當時的他可不這樣想，他

說「我的興趣在古蹟保存，只因為師兄弟呼朋引

伴，我純粹幫忙心態。暑假結束後，面臨第一個

從玩票到完全投入，呂秉怡為維護弱勢居住權，投注半生心力。

（彭玉婷攝影）

愛打球，揪團成立土木系球隊。

採訪撰文／林秀美

照片提供／呂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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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城鄉所的實習課。「當時夏鑄九老師特別

開了無住屋運動實習，所以我就跟著繼續走了半

年。」就在這期間發生了一段插曲，改變了他人

生方向。

草創崔媽媽租屋服務中心
無住屋組織有熱情有理想，但對開發準租屋

仲介則沒經驗、沒資金、沒專職人員，包括如何

提高市場的知名度，吸引房東願意加入，取得一

定出租屋源量以達經濟規模，籌措辦公室行管費

用等，在在都是挑戰。所以「初成立時，主流仲

介冷眼旁觀並斷言這個『學生社團』活不過半

年，沒想到我們獲得社會支持，不但延續了25

年，還創造好幾個服務性里程碑」。

就是這種從無到有的歷程給了他歷史的小小

成就感，對組織也逐漸培養出感情與認同。1991

年他又面臨另一個重大抉擇：寫畢業論文，當時

他還是執著在空間文化研究，若是如此則勢必要

離開「崔媽媽」。而「當時我們剛開始收服務工

本費，有收入，付得起0.5個工作人員薪水，如

果能再持續半年，就可以穩定。像搶灘橋頭堡，

只要再往前攻占一些領土，就能確保。」其實夏

老師老慫恿他換題目，他不為所動，但為了陪伴

「崔媽媽」走過這半年穩定期才決定轉向。

研究所畢業後服兵役去，交棒給城鄉所學

弟，退伍後被詢問是否回鍋擔任秘書長，他衡量

自己沒專長也沒包袱，給個3-5年試試，應該可以

有所為，到今年剛好滿20年。目前看來這輩子可

能只有這麼一個工作，但不表示停滯不前，隨著

臺灣都市社會發展，「崔媽媽」延伸出新的服務

與議題，並不斷面對新挑戰和學習新事物，特別

是近年推動社會住宅運動，催生蝸牛企業，有更

多社會需求和社會問題待解，這都是支持他向前

走的力量。

「過程都是做中學」，呂秉怡表示，一開始

是情感上認同與投入，接著需要專業投入，如為

了推動社會住宅、不動產稅制改革，他必須強迫

自己學習法令，在他看來挺沒人味。但可以在

NGO工作，不必朝九晚五，而且結合興趣與理

想，工作對他來說其實是一種愉悅。

催化住宅政策立法
目前崔媽媽基金會有近20名全職員工，維持此

規模已10多年。想起最初的義工團，他透露，前10

年除租屋媒合外，另一個媒合率最高的就是婚姻

媒合，結成佳偶的有6、7對，就是因為付出，看到

彼此人性最良善一面。現任董事有三分之一是創始

伙伴，革命情感深厚，彼此在工作與生活上互相扶

持，而能成長茁壯至今，讓「崔媽媽」從服務性社

團法人協會成為制度化的基金會，更從紙上、網路

服務深入居住領域之公共事務。

大三起開始選讀都計室（城鄉所前身）課程，找到志趣所在。

第一次參與社運，1989.8.26萬人夜宿忠孝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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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0年底在臺北租屋仲介市場占有率達

5-10%，躍為第一品牌，後因網路興起，百家爭

鳴，但他們堅持初衷，提供優質服務並協助弱勢

租屋，博得的是社會高度信任，年服務量房東數

超過2萬人次、房客數超過3萬5千人次，學生租屋

4千人次，弱勢房客也有年500人次以上。而所提

供的義務法律服務月平均200件，除為自有客戶協

商調解，消基會和北市1999都會直接轉接電話諮

詢，他說「租屋業介現在有一種不成文說法，租

屋媒合找591，糾紛處理找崔媽媽。」其口碑可受

公評。 

另外，為了改善臺灣劣質搬家風氣，1996年

起推出優良搬家公司推薦平台，現已多達20家推

薦的優良業者，全台40個服務據點，且評鑑最

優，成功將搬家文化導向良性發展。1995年起參

與社區營造，推動大學社區、公園綠美化及公寓

大廈公共服務等，2010年起更倡議社會住宅政策

以及推動《住宅法》立法，期正本清源，落實真

正的居住是基本人權，前述主張在今年選舉6都中

有4都8組首長將之納入政見。

臺灣人受有土斯有財傳統觀念影響，自有

宅比例不斷上升，最近又從80%提高至86%，加

上租屋投報率偏低只有1.57%（其他國家3-4%以

上），房東寧可放著養蚊子，等待好價錢出售，

結果房價被炒高，情況越來越惡化。他說，理論

上租屋是解決居住權益保障的安全瓣，歐美社會

的出租住宅近4成，但臺灣只有1成，為了健全租

屋產業，只有訴諸健全的法令，這就是10月4日

「巢運」訴求的重點之一：發展租屋市場，制定

租賃專法。

催生蝸牛社會企業
在此同時，崔媽媽基金會在2013年催生了蝸

牛社會企業，開始發展租屋實體服務，意藉此導

正租屋市場體質，減少層出不窮的糾紛。「蝸牛

社企做的是591不做的事，從房屋修繕整理，媒

合成功，經營管理，糾紛處理，到租約期滿整理

回復原狀點交房東，採一條龍服務，等於是房東

代理人，大小事概括承受。」他說，第一年一位

業務員，現有2位，目前在找第3人，一個月媒合

成功約10件，進入代管3-4件；媒合總計100-150

件，其中近50件代管，因地緣關係現多集中在臺

北市南區。

社會企業是以市場或商業性手法來解決社會

或環境問題的組織，蝸牛就是以一套完整的租屋

管理，服務老房東、老房屋和社經弱勢房客，

「我們服務過一對88歲+84歲夫婦，他們的房子在

4樓，兩老親自帶看房子很辛苦，又無力維修，房

子停留在40 年前歷史時空。」呂秉怡舉例指出，

1989.10.15與伙伴們成立崔媽媽租屋服務中心，在網路發達之
前，可是租屋市場第一品牌。

推動社區營造，藉由公園綠美化，公寓大廈管理及公共議

題，凝聚共同生活圈共識，輔導社區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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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牛企業要做的就是提供老房東準租屋的以房養

老，乃至和政府住宅政策結合，將之作為準社會

住宅，達到使空屋活化，維護弱勢居住權益的目

的，若經營有成就回饋利潤給崔媽媽基金會或合

作的事業伙伴。藉由商業性模式來完成社會性目

的，對社會貢獻度更好。

他觀察到近年社會企業如雨後春筍般萌芽，

和1994年推社區總體營造歷程相似，「這是因應

經濟現狀一個重要的改變和突破點，受困於全球

競爭和兩岸關係，國內經濟環境遇到瓶頸，年輕

人在M型化社會出頭的機會越來越少，而社會企

業剛好是一個機會，一個小型創業的機會，也可

當作職場歷練。」和社造一樣，社會企業也需要

政府政策和行政支援，他預估5年後約五分之一可

以成筍。不過這個小確幸只是給年輕人起步，還

是要勇於開疆闢土，如學習韓國，才是大確幸。

另類臺大人集體作戰
為一圓對建築的喜愛，考上臺大土木系，意

外銜接上城鄉所，依興趣設定研究古蹟保存，沒

想到無意踏進社運，參與無殼蝸牛運動、崔媽媽

基金會到蝸牛社會企業。回想起來，其實也不奇

怪，他說，「城鄉所核心是都市社會學，基本上

關心社會議題，與社區發展、都市規劃息息相

關。」不論是社運、社造或社會企業，臺大城鄉

所不但參與其中，也有傑出表現，這可歸諸於兩

大特性，一是集體作戰，很團結，和臺大人一貫

單打獨鬥不同；二是同門師兄弟互相牽成，又很

勤勞，殷勤必有所獲。

還有臺大自由學風，也培養了獨立思考，

「在校園，各種不同的聲音都聽得到，讓我們不

會只從主流觀看事情，加上臺大人生性叛逆，關

懷弱勢，特別是社團及同學間對社會各種議題的

關心討論，比本科學習來得精采許多，我想這是

我們最大的資源也是資產」。

2014.10.4「巢運」，夜宿帝寶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