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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2017年 10月新聞稿 

 

2017/10/23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10/23）早上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台灣人

有信心危機嗎？」全國性民調發表會。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十七次每月例行

的重大議題民調。由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教授主持並主講，會中邀請三位夙負盛

名人士出席與談，包括前立法委員簡錫堦、前台南縣長蘇煥智、台灣關懷中國人

權聯盟理事長楊憲宏。 

 

2017 年十月全國性民意調查重點：以「台灣人對權力菁英的信心」為主軸，

希望從這個角度瞭解台灣人對政治、經濟與社會菁英的看法。此外，我們也針對

總統聲望、賴內閣施政表現、賴清德的人氣熱度、柯文哲的人氣熱度、蔡英文總

統的兩岸關係表現等做全國性民意調查。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 關於蔡英文總統聲望，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有四成四的成年台灣人贊同蔡英

文總統領導國家的方式，同時，有三成七的人不表贊同。和最近一個月相比，

贊同蔡總統國家領導方式的人小跌 2.7 個百分點，不贊同蔡總統國家領導方

式的人，上升 0.9 個百分點。 

 

二、 賴清德新內閣的施政表現，最新民意顯示，在全體台灣成年人中，有五成八

的人基本上滿意新內閣的表現，有兩成一的人不滿意；進一步的交叉分析顯

示，賴清德內閣的施政表現獲得跨性別、跨年齡層、跨省籍、跨教育程度、

跨地區、跨政黨的普遍支持。 

 

三、 關於賴清德的人氣，根據感情溫度計的測量，在台灣成年人中，有 56%的人

對賴清德院長有好感，30.4％的人對他沒感覺，9.9%的人對他有反感。如果

以平均度數來看，台灣人民對賴清德的感情熱度是 62.02 度。比較上個月同

樣用「感情溫度計」所做的測量結果看，台灣人民對新任行政院長賴清德的

感情熱度竟然近乎完全一樣，換言之，「賴清德熱」還沒有退燒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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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柯文哲的人氣，根據感情溫度計的測量結果，在台灣成年人中，有 61%

的人對柯文哲市長有好感，23.5％的人對他沒感覺，12.3%的人對他有反感。

如果以平均度數來看，台灣人民對柯文哲的感情熱度是 62.64 度，和行政院

長賴清德並駕齊驅。若比較九、十兩月柯文哲的人氣熱度，可以輕易的發現，

柯文哲人氣熱度降了 4 度，民眾好感度下降 7 個百分點，這顯示綠營圍剿

批判產生一定程度的殺傷力，但整體來看，並沒有造成柯文哲民間政治支持

的重大流失。 

 

五、 關於蔡英文總統的兩岸關係表現，最新民意顯示，有三成六的人基本上滿意，

但有五成二的人不滿意，兩者相差 16 個百分點，而且強烈不滿意者有 22 個

百分點。這樣的民意反應和今年五月蔡英文總統上任一週年時的民意反應很

相似，蔡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持續未獲得台灣多數民意的肯定，且強

烈不滿的比例依然顯著。 

 

六、 關於台灣人有沒有「信心危機」的問題，有系統的調查發現顯示，台灣人確

實存在不可忽視的「信心危機」，除了對工商領袖、大企業家、大學教授外，

其他包括總統、立委、大法官、高階軍事將領、宗教領袖和媒體工作者都未

能獲得過半數民眾的信賴；立委和大法官所獲得的信心最少，敬陪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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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台灣是年輕的民主國家，政治過程吵吵鬧鬧，已經成為台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台灣人篤信民主，崇尚自由，但是否對權力菁英（power elites）有最起碼的信心？換句

話說，台灣人究竟對總統、立委、大法官、高階軍事將領、工商領袖與大企業家、大學

教授、宗教領袖、以及媒體領導者的信心水準如何？台灣人有信心危機嗎？這是我們十

月全國性民調主題。 

台灣政局，在過去的一個月，可用四個字形容「鮮活穩定」。新人新政，朝氣蓬勃，

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行政院長是中華民國最高行政首長，是政治體系中重要且關鍵的

政治角色，角色扮演良好與否，關係政治體系運作的順暢。行政院長是百分百的政治角

色，需要最敏銳的政治嗅覺與決斷能力，絕對不能只是負責政策規劃，不管政治，不管

選舉，不食人間煙火，其理甚明。 

賴清德接掌行政院這段時間，府院運作的模式有了根本的改變，逐漸回歸「半總統

制」（Semi-presidentialism）或「雙首長制」的憲政運作。賴內閣施政顯得更能迅速的

回應民意，更能掌握民之所欲，連帶也讓蔡英文總統不需事必躬親，凡是都需總統親自

拍板，從而逐漸不站在第一線，逐漸脫離內政的泥沼，減少直接砲火襲擊，能更專注地

扮演總統角色，處理更複雜的國防、外交、兩岸事務。但這樣的憲政運作模式能否長期

持續運作下去，是對人性最嚴苛的考驗。 

在另一方面，首都市長柯文哲在過去的一個月經常成為新聞焦點，但卻是爭議纏身，

從「兩岸一家親、床頭打床尾和」的兩岸關係言論，到世大運沒收台灣旗、國安會報備

文稿疑雲、中國新歌聲台大喋血事件、陳水扁前總統裝病說等等，一再引爆來自各方的

不滿和批判，到現在都還餘波盪漾。柯文哲究竟是誤闖民進黨地雷陣？還是蓄意引爆地

雷？也是羅生門。 

最後，中共十九大 10 月 18 日正式召開，國內外各界高度關注習近平下一個五年的

對台政策方針，我們當然也要觀察一下台灣人民對蔡英文總統近期兩岸關係表現的反應，

畢竟，兩岸關係的演變攸關台灣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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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背景下，十月民調以「台灣人對權力菁英的信心」為主軸，希望從這個角

度瞭解台灣人對政治、經濟與社會菁英的看法。此外，我們也針對總統聲望、賴內閣

施政表現、賴清德的人氣熱度、柯文哲的人氣熱度、蔡英文總統的兩岸關係等做全國

性民意調查。 

簡單地講，2017 年 10 月全國性民意調查有六個重點： 

（一）台灣人對八大類權力菁英的信心； 

（二）蔡英文總統聲望 

（三）賴清德內閣的施政表現 

（四）賴清德院長的人氣熱度 

（五）柯文哲市長的人氣熱度 

（六）蔡英文總統的兩岸關係表現 

參、調查期間與方法 

本次調查由台灣民意基金會游盈隆教授負責問卷設計、研究發現的判讀、報告撰寫、

及相關公共政策意涵的解析；山水民意研究公司受基金會委託，負責抽樣設計、電話訪

談與統計分析。訪問期間是 2017 年 10 月 16 到 17 兩天；以全國為範圍的二十歲以上

成年人；抽樣方法是以全國住宅電話用戶為抽樣架構，以系統抽樣加尾數兩碼隨機方式

抽樣；有效樣本 1068 人；抽樣誤差在 95%信心水準下約正負 3 個百分點。並依內政部

最新人口統計資料進行地區、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加權，以符合母體結構。經費來源

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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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要研究發現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43.7%，小跌 2.7 個百分點  

  關於總統聲望的測量，一如往昔，我們是這麼問的：「整體來講，您贊同或不贊同蔡

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與政策？」結果顯示：7.7%非常贊同，

36%還算贊同，25.5%不太贊同，11.8%一點也不贊同，19.1%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

換言之，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有四成四的成年台灣人贊同蔡英文總統領導國家的方式，

同時，有三成七的人不表贊同。和最近一個月相比，贊同蔡總統國家領導方式的人小跌

2.7個百分點，不贊同蔡總統國家領導方式的人，上升 0.9個百分點；從另一個方面看，

目前贊同蔡英文總統領導方式的人高於不贊同的人 6.4 個百分點。請參見圖 1。 

圖 1：蔡英文總統聲望（2017/10） 

 

 

從長期趨勢看，2017 年 10 月蔡英文總統聲望繼 9 月因更換閣揆一舉擺脫長期低迷

狀態，扶搖直上之後小跌 2.7 個百分點，未能維持原有氣勢或更上層樓，箇中原因為何？

值得推敲。請參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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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蔡英文總統聲望趨勢圖 [2016/5~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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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在過去一個多月所做的事情當中，至少有三件值得注意：第一，自從賴

清德接掌行政院後，蔡總統已經不像過去一年多那樣事必躬親，無役不與，御駕親征；

放手讓賴清德所領導的行政團隊去運作，回歸「半總統制」的憲政軌道，民怨不會直接

衝著總統而來，聲望自然可以維持，甚至提高；第二，蔡總統雙十國慶演說，細數過去

一年多的政績表現，暢談未來的施政願景，就算不能像 520 就職演說那樣引起強大的民

意共鳴，大概也不至於失分；第三，蔡總統兼任民進黨主席，在 9 月 24 日民進黨全代

會中，強勢攔下百分之八十五全國黨代表連署的「特赦阿扁，饒了台灣」提案，激怒許

多黨內及社會挺扁人士，聲望必然受挫。在這三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蔡總統聲望呈

現小跌的局面，也就不難理解了。 

二、賴清德新內閣的施政表現：五成八滿意，二成一不滿意 

九月上旬行政院內閣總辭，林全走人，賴清德接任，內閣閣員異動比例低，只更換

了院長、副院長、秘書長以及其他四個部會首長，但整體氣象煥然一新。賴清德內閣上

路一個月，全國民眾反應如何？值得關注。 

 我們問：「內閣改組已經超過一個月了。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清德內閣」

過去一個月的施政表現？」結果發現：13%非常滿意，45%還算滿意，16.3%不太滿意，

5.1%非常不滿意，20.7%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言之，在全體台灣成年人中，有五

成八的人基本上滿意新內閣的表現，有兩成一的人不滿意，其他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

比例高達兩成一，顯示有不少人對新內閣心存觀望，不輕易表態。請參見圖 3。 

進一步的交叉分析顯示，賴清德內閣的施政表現獲得跨性別、跨年齡層、跨省籍、

跨教育程度、跨地區、跨政黨的普遍支持。即使是國民黨認同者，也有四成八的人滿意，

更別提有八成八民進黨認同者的力挺。這樣的現象在林全內閣時代是不存在的，無法想

像的；事實上，林全內閣時代的民意反應模式是正好顛倒過來。這是一個讓人有無數驚

嘆號的神奇轉變。請參見圖 4。 

當然，事出必有因。一言以蔽之，賴清德上任整體施政表現可稱為「有感政治」。例

如，明快果斷決定軍公教調薪百分之三，中秋假期國道夜間不收費，「一例一休」列為立

院新會期最優先法案，立院侃侃而談台獨理念，立院誠懇答詢立法委員各項質問，不避

諱送溫暖給落難中的陳前總統等等，都是有肩膀、有擔當、肯負責、能負責的「有感政

治」的表現。有了「有感政治」，才會有「有感經濟」、「有感社會政策」等等，因為賴內

閣用以具體行動回應民之所欲，難怪能維持高民意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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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賴清德新內閣的施政表現（2017/10）  

 

 

 

 

圖 4：林全內閣滿意度長期趨勢圖 [2016/12—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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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賴清德的人氣熱度：62.02 度，沒有退燒的跡象 

賴清德接任閣揆一個多月，看來是深受民眾歡迎。但精確地說，究竟有多受歡迎呢？

我再度使用感情溫度計（feeling thermonmeter），來進行了測試。我們問：「如果用 0 到

100 來表示對政治人物的好感與反感，0 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感；而 100 表示最熱，

最強烈的好感；50 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請您用 0 到 100 之間的數

字來表達您對新任行政院長賴清德的感覺？」結果發現：在台灣成年人中，有 56%的人

對賴清德院長有好感，30.4％的人對他沒感覺，9.9%的人對他有反感。如果以平均度數

來看，台灣人民對賴清德的感情熱度是 62.02 度。比較上個月同樣用「感情溫度計」所

做的測量結果看，台灣人民對新任行政院長賴清德的感情熱度竟然近乎完全一樣，換言

之，「賴清德熱」還沒有退燒的跡象。請參見圖 5 和圖 6。 

圖 5：賴清德的人氣熱度（2017/10）  

 

圖 6：賴清德人氣熱度的比較（2017/9 與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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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柯文哲的人氣熱度： 62.64 度，降四度，依然炙手可熱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過去的一個月當中，無疑是台灣政壇風波最多、爭議不斷的政治

人物，從「兩岸一家親、床頭打床尾和」兩岸關係言論惹議到世大運沒收台灣旗、國安

會文稿報備疑雲、中國新歌聲台大喋血事件、陳前總統裝病說，一波又一波，讓他成為

政治風暴的中心。 

十月，我再度使用「感情溫度計」來測量他的人氣熱度。結果發現：在台灣成年人

中，有 61%的人對柯文哲市長有好感，23.5％的人對他沒感覺，12.3%的人對他有反感。

如果以平均度數來看，台灣人民對柯文哲的感情熱度是 62.64 度，和行政院長賴清德並

駕齊驅；甚至，若比較柯賴兩人的民眾好感度，柯是 61%，賴是 56%，柯還比賴高出 5

個百分點。 

但若比較九、十兩月柯文哲的人氣熱度，可以輕易的發現，柯文哲人氣熱度降了 4

度，民眾好感度下降 7 個百分點，這可以說是綠營人士過去一個月批判圍剿柯文哲的戰

果；持平而論，過去的一段時間，綠營圍剿批判確實有一定程度的殺傷力，但整體來看，

這一波交鋒並沒有造成柯文哲民間政治支持的重大流失。從絕對數字來看，柯文哲人氣

熱度 62.64，與賴清德的 62.02 平分秋色，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其中必有原因。毫無疑

問地，柯賴兩人乃台灣今日最火紅的政治人物，都維持著總統級的人氣熱度，如果以

2012 年總統選舉時馬英九（57.6 度）與蔡英文（59.67 度）做基準比較的話。請參見圖

7 和圖 8。 

圖 7：柯文哲的人氣熱度（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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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比較柯文哲人氣熱度（2017/9—207/10） 

 

 

五、蔡英文總統兩岸關係的表現：三成六滿意，五成二不滿意 

十月的兩岸關係，因中共十九大的召開在即，顯得格外的敏感。來自國內外政、學、

媒體各界的分析、猜測蜂擁而出，包括荒謬可笑的習近平可能提武統時間表等等。蔡英

文總統也應景地運用雙十國慶演講場合對兩岸關係的未來表達立場和期許。她說：「對

於兩岸關係，我要再次重申，建立具一致性、可預測、且可持續的兩岸關係，維持台灣

民主以及台海和平的現狀，是新政府堅定不移的立場。」此外，她也強調：「雖然過去幾

個月，兩岸關係有些起伏，但我們的立場仍然一致而且堅定。我們的承諾不會改變，我

們的善意不會改變，我們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更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在這樣的發

展脈絡下，台灣人民對蔡英文總統兩岸關係表現的最新反應為何？ 

我們問：「整體而言，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在處理兩岸關係方面的

表現？」結果顯示：5.3%非常滿意；31.1%還算滿意；30.2%不太滿意；21.8%非常不滿

意；3.6%不知道/沒意見。換言之，有三成六的人基本上滿意，但有五成二的人不滿

意，兩者相差 16 個百分點，而且強烈不滿意者有 22 個百分點。這樣的民意反應和今

年五月蔡英文總統上任一週年時的民意反應很相似，蔡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持

續未獲得台灣多數民意的肯定，且強烈不滿的比例依然顯著。請參見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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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蔡英文總統兩岸關係的表現（2017/10） 

 

從長期趨勢圖來看，可以更清楚的呈現台灣人對蔡英文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民意反

應，如圖 10 所顯示。現簡單分四點加以說明：第一，去年 8 月，蔡英文百日執政時，

尚有五成一民眾支持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反對的有四成；第二，自去年 11 月，不滿蔡

英文兩岸政策的人已開始超過了滿意的人，這種狀況至少持續了四個月，不滿意的人比

滿意的人多 4 到 7 個百分點；第三，到今年五月，不滿意蔡英文兩岸政策的人超過滿意

的人 18 個百分點，到 6 月的時候，不滿意蔡英文兩岸政策的人超過滿意的人 22 個百

分點，那也是蔡英文上台以來台灣人最不滿意她處理兩岸關係的時刻；第四，到了 10 月

的現在，數字顯示台灣民眾滿意的比例上升 1.8 個百分點，不滿的比例下降了６個百分

點，但總體來講，不滿意者維持在五成二，仍然是一個紅色警戒狀態，如果長期維持這

樣的狀態，不但總統聲望難拉抬，也將減少和中共周旋的籌碼，不利台灣開展對己有利

的兩岸關係。 

圖 10：蔡英文總統兩岸關係表現的長期趨勢圖 [2016/8~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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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人對權力菁英的信心 

1979 年美國總統卡特一席有關「信心危機」(Crisis of confidence)的電視演說，讓

他歷史留名。卡特在這場演說中強調「有一個主題比能源或通膨都更嚴重，那是一個對

美國民主的根本威脅，它衝擊了我們國民意志的心、靈魂與精神。…這個威脅就是「信

心的危機」，當越來越多的人鄙視政府、教會、學校、大眾傳播媒體及其他重要制度的時

候。那凸顯了我們公民與政府之間距離是如此的遙遠。」我們就從這個角度來探索台灣

人對主要政治與社會制度的信心，希望能精準的瞭解有關「信心危機」的相關問題。 

當進行以下的訪談時，我嚴格要求訪員必須清楚的告訴受訪者關於「信心」的界

定，『以下我們將針對台灣八大類政治和社會菁英，請教您對他們是否有信心。這裡所

說的「信心」，指的是「您相信他們在工作上的作為或表現總是對的、正確的」。 

（一） 台灣人對總統職務(The Presidency)的信心 

我們問：「一般說來，您對擔任台灣總統職務的人有沒有信心？（在此不是指特定

人）」結果發現：6.8%非常有信心，40.3%還算有信心，28.5%不太有信心，15.3%一點

也沒信心，9.1%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台灣成年人當中，有四成七的人對

擔任總統一職的人基本上是有信心的，但也有四成四的人沒有信心。請參見圖 11。 

這個發現，意義重大，值得我們深入去探討，為什麼經歷了二十年，六屆總統直接

民選後，台灣人對總統職務有一種模稜兩可的心情。四成七的人有信心，並沒有過半數，

無論如何不能解釋成台灣人對「總統制民主」（Presidential democracy）有充分的信心，

更何況還有四成四的人對總統一職缺乏信心，也就是說，不相信擔任那項職務的人的所

作所為總是對的、正確的。這是不是「信心危機」的症候？ 

圖 11：台灣人對總統職務的信心（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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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人對立法委員的信心 

我們問：「一般說來，您對台灣立法委員有沒有信心？」結果發現：2.7%非常有信

心，24.4%還算有信心，38.5%不太有信心，27.1%一點也沒信心，7.4%沒意見、不知

道、拒答。換言之，在台灣成年人當中，只有二成七的人對立法委員基本上有信心，但

有高達六成六的人沒有信心。請參見圖 12。 

這項發現顯示，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對立法委員是沒有信心的，不相信立法委員在工

作上的作為總是對的、正確的。這的確是台灣民主政治實際運作上一個難堪的記錄，而

這當然是源遠流長，非始自今日。三分之二人民對立法委員持這樣的態度，表示台灣人

民對立法院的信心遠低於對總統的信心，如此又如何能說服台灣人民放心將行政大權交

給立法院，走向內閣制？ 

圖 12：台灣人對立法委員的信心（2017/10） 

 

（三） 台灣人對大法官的信心 

我們問：「一般說來，您對台灣司法院大法官有沒有信心？」結果發現：1.6%非常

有信心，23.5%還算有信心，33.4%不太有信心，30.6%一點也沒信心，10.9%沒意見、

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台灣成年人當中，只有二成五的人對大法官基本上有信心，

但有高達六成四的人沒有信心。請參見圖 13。 

這項發現更令人大吃一驚。那顯示絕大多數台灣人對大法官是沒有信心的，不相信

大法官在工作上的所作所為總是對的、正確的，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相信。它也顯示司法

院大法官和人民的距離非常遙遠。更嚴重的問題是，大法官身負解釋憲法的重責大任，

許多重大議題或爭議需由大法官會議裁決，當絕大多數人民對大法官沒有信心的情況下，

大法官釋憲結果要如何被人民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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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台灣人對大法官的信心（2017/10） 

 

（四） 台灣人對國軍高階將領的信心 

我們問：「一般說來，您對台灣國軍高階將領（國防部長、參謀總長、陸海空三軍司

令等）有沒有信心？」結果發現：5%非常有信心，27.3%還算有信心，35.4%不太有信

心，22.7%一點也沒信心，9.8%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台灣成年人當中，

有三成二的人對國軍高階將領基本上有信心，但有多達五成八的人沒有信心。請參見圖

14。 

這項發現顯示，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對國軍高階將領沒有信心，不相信國軍高階將領，

包括國防部長、參謀總長、陸海空軍司令等等，在他們工作上的表現總是對的、正確的。

換句話說，這顯示國軍高階將領和人民之間有嚴重的隔閡，兩者之間的距離是如此的遙

遠。箇中原因究竟為何？值得軍方去做深入的檢討與研究。 

圖 14：台灣人對國軍高階將領的信心（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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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灣人對工商領袖與大企業家的信心 

我們問：「一般說來，您對台灣工商領袖和大企業家有沒有信心？」結果發現：12.6%

非常有信心，45.5%還算有信心，24.1%不太有信心，8.7%一點也沒信心，8.9%沒意見、

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台灣成年人當中，有高達五成八的人對工商領袖和大企業家

基本上有信心，同時有三成三的人沒有信心。請參見圖 15。 

這項發現顯示，絕大多數台灣人對工商領袖和大企業家是有信心的，相信他們在事

業上所作所為總是對的、正確的。相較其他政治菁英和制度，台灣人民對工商領袖和大

企業家的信心遠遠超過對總統、立委、大法官、及國軍高階將領的信任。為何如此？值

得深入探討。 

圖 15：台灣人對工商領袖與大企業家的信心（2017/10） 

 

 

 

（六） 台灣人對大學教授的信心 

我們問：「一般說來，您對台灣的大學教授有沒有信心？」結果發現：5.7%非常有

信心，45.8%還算有信心，25.9%不太有信心，9.6%一點也沒信心，13%沒意見、不知

道、拒答。換言之，在台灣成年人當中，有五成二的人對大學教授基本上有信心，同時

有約三成六的人沒有信心。請參見圖 16。 

這項發現顯示，大學教授在台灣社會還是相當受到尊敬與尊重的社會角色。與其他

政治社會菁英比較，所受到的信賴僅次於工商領袖和大企業家，超過總統、立委、大法

官和國軍高階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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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台灣人對大學教授的信心(2017/10) 

 

（七） 台灣人對宗教領袖的信心 

我們問：「一般說來，您對台灣宗教領袖有沒有信心？」結果發現：6.4%非常有信

心，28.8%還算有信心，31.1%不太有信心，24%一點也沒信心，9.8%沒意見、不知道、

拒答。換言之，在台灣成年人當中，只有三成五的人對宗教領袖基本上有信心，但有高

達五成五的人沒有信心。請參見圖 17。 

這項發現，意義重大。它顯示絕大多數台灣人對宗教領袖沒有信心，傾向不相信宗

教領袖在其工作上的所作所為總是對的、正確的，只有三成五的人基本上相信，更只有

百分之六的人非常相信宗教領袖。這個現象值得深入去探討。從比較的角度看，台灣人

對宗教領袖的信心，低於工商領袖、大企業家、大學教授和總統，但高於國軍將領、媒

體工作者、立委和大法官。 

圖 17：台灣人對宗教領袖的信心（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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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台灣人對媒體工作者的信心 

我們問：「一般說來，您對台灣媒體工作者（電視、報紙、電台）有沒有信心？」結

果發現：3.5%非常有信心，26.9%還算有信心，35.7%不太有信心，27.2%一點也沒信

心，6.7%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台灣成年人當中，有三成的人對媒體工作

者基本上有信心，但有高達五成五的人沒有信心。請參見圖 18。 

這項發現顯示，絕大多數台灣人對代表第四權的媒體工作者缺乏信心，不相信他們

在工作上的所作所為總是對的、正確的，只有不到三成的人對他們有信心。從比較的角

度看，媒體工作者所擁有的信賴只超過立委和大法官，低於其他五類政治和社會菁英。 

圖 18：台灣人對媒體工作者的信心（2017/10） 

 

 

圖 19：台灣人對權力菁英有信心排行榜（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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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台灣人對權力菁英沒信心排行榜（2017/10） 

 

 

圖 21：台灣人對權力菁英淨信心排行榜（2017/10） 

 

 

 

 

 



台灣人對權力菁英的信心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宜蘭縣 21 2.0%

新竹縣 24 2.2%

苗栗縣 25 2.4%

彰化縣 58 5.4%

南投縣 23 2.2%

雲林縣 32 3.0%

嘉義縣 24 2.3%

屏東縣 39 3.6%

台東縣 10 0.9%

花蓮縣 15 1.4%

澎湖縣 5 0.5%

基隆市 17 1.6%

新竹市 19 1.8%

嘉義市 12 1.1%

台北市 122 11.4%

高雄市 128 12.0%

新北市 183 17.1%

台中市 123 11.5%

台南市 87 8.1%

桃園市 96 8.9%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6 0.6%

1,068 100.0%

非常贊同 82 7.7%

還算贊同 384 36.0%

不太贊同 273 25.5%

一點也不贊同 126 11.8%

沒意見 88 8.2%

不知道 114 10.7%

拒答 2 0.2%

1,068 100.0%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

市？

合計

Q2．整體來講，您贊同或不贊同蔡英

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

人事安排與政策？

合計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執行單位：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訪問地區：全國 

訪問對象：二十歲以上成年人 

抽樣方法：以全國住宅電話用戶為抽樣架構；以系統抽樣加尾兩碼隨機方式抽樣 

訪問日期：106年 10月 16日 至 106年 10月 17日 

有效樣本：1,068人 

抽樣誤差：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約 ± 3.00個百分點 

訪問系統：玉瑪科技 Win Cati 調查系統 

加權方式：依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進行地區、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加權，以符合母體結構 

 

1/9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台灣人對權力菁英的信心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滿意 139 13.0%

還算滿意 480 45.0%

不太滿意 174 16.3%

非常不滿意 54 5.1%

沒意見 72 6.8%

不知道 147 13.8%

拒答 1 0.1%

1,068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106 9.9%

50(沒感覺) 325 30.4%

51以上(好感) 598 56.0%

不知道 39 3.7%

1,068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132 12.3%

50(沒感覺) 251 23.5%

51以上(好感) 652 61.0%

不知道 34 3.2%

1,068 100.0%

非常滿意 56 5.3%

還算滿意 332 31.1%

不太滿意 323 30.2%

非常不滿意 233 21.8%

沒意見 39 3.6%

不知道 82 7.7%

拒答 3 0.2%

1,068 100.0%

非常有信心 72 6.8%

還算有信心 431 40.3%

不太有信心 305 28.5%

一點也沒信心 163 15.3%

沒意見 26 2.4%

不知道 68 6.4%

拒答 3 0.3%

1,068 100.0%

非常有信心 29 2.7%

還算有信心 261 24.4%

不太有信心 411 38.5%

一點也沒信心 289 27.1%

沒意見 23 2.2%

不知道 55 5.2%

1,068 100.0%

以下我們將針對台灣八大類政治和社會菁英，請教您對他們是否有信心。這裡所說的「信心」，指

的是「您相信他們在工作上的作為或表現總是對的、正確的」。

Q3．內閣改組已經超過一個月了。整

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清德內

閣」過去一個月的施政表現？

Q6．整體而言，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

文總統上任以來在處理兩岸關係方面的

表現？

Q7．一般說來，您對擔任台灣總統職

務的人有沒有信心？（不是指特定人）

合計

合計

合計

62.64

合計

62.02

合計

Q8．一般說來，您對台灣立法委員有

沒有信心？

合計

Q4．「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政治人

物的好感與反感，0表示最冷，最強烈

的反感；而100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

感；50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

反感。」請您用0到100之間的數字來

表達您對新任行政院長賴清德的感覺。

Q5．請您用同樣的方式，表示您對現

任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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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權力菁英的信心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有信心 17 1.6%

還算有信心 251 23.5%

不太有信心 357 33.4%

一點也沒信心 327 30.6%

沒意見 26 2.4%

不知道 91 8.5%

1,068 100.0%

非常有信心 135 12.6%

還算有信心 486 45.5%

不太有信心 258 24.1%

一點也沒信心 93 8.7%

沒意見 24 2.2%

不知道 72 6.7%

拒答 1 0.1%

1,068 100.0%

非常有信心 61 5.7%

還算有信心 489 45.8%

不太有信心 276 25.9%

一點也沒信心 103 9.6%

沒意見 18 1.7%

不知道 121 11.3%

1,068 100.0%

非常有信心 68 6.4%

還算有信心 308 28.8%

不太有信心 332 31.1%

一點也沒信心 256 24.0%

沒意見 37 3.5%

不知道 64 6.0%

拒答 3 0.3%

1,068 100.0%

非常有信心 53 5.0%

還算有信心 291 27.3%

不太有信心 378 35.4%

一點也沒信心 242 22.7%

沒意見 24 2.3%

不知道 80 7.5%

1,068 100.0%

非常有信心 37 3.5%

還算有信心 287 26.9%

不太有信心 381 35.7%

一點也沒信心 291 27.2%

沒意見 21 1.9%

不知道 51 4.8%

1,068 100.0%

Q14．一般說來，您對台灣媒體工作者

（電視、報紙、電台）有沒有信心？

合計

合計

Q10．一般說來，您對台灣工商領袖和

大企業家有沒有信心？

合計

Q11． 一般說來，您對台灣大學教授

有沒有信心？

合計

Q12．一般說來，您對台灣宗教領袖（

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有沒

有信心？

合計

Q9． 一般說來，您對台灣司法院大法

官有沒有信心？

合計

Q13．一般說來，您對台灣國軍高階將

領（國防部長、參謀總長、陸海空三軍

司令等）有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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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權力菁英的信心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接近民進黨 79 7.4%

還算接近民進黨 269 25.1%

中立但偏民進黨 74 6.9%

中立／不偏任何政黨 281 26.3%

中立但偏國民黨 58 5.4%

還算接近國民黨 222 20.8%

非常接近國民黨 47 4.4%

其他政黨 2 0.2%

不知道 31 2.9%

拒答 5 0.5%

1,068 100.0%

小學及以下 151 14.2%

初中、國中 134 12.6%

高中、高職 299 28.0%

專科 128 12.0%

大學 275 25.7%

研究所及以上 76 7.2%

拒答 4 0.4%

1,068 100.0%

20～24歲 89 8.3%

25～29歲 89 8.3%

30～34歲 95 8.9%

35～39歲 113 10.6%

40～44歲 103 9.6%

45～49歲 101 9.5%

50～54歲 103 9.6%

55～59歲 100 9.3%

60～64歲 88 8.2%

65～69歲 67 6.3%

70歲及以上 114 10.7%

拒答 7 0.6%

1,068 100.0%

河洛人 780 73.0%

客家人 140 13.1%

外省人 115 10.8%

原住民 17 1.5%

新移民 6 0.6%

拒答 10 0.9%

1,068 100.0%

男性 525 49.2%

女性 543 50.8%

1,068 100.0%

Q19．性別

合計

合計

合計

Q17．請問您今年幾歲？

合計

合計

Q18．請問您是河洛人、客家人或是外

省人，還是原住民？

Q15．目前國內有兩個主要的政黨，國

民黨與民進黨，請問哪一個政黨的理念

和主張跟您較接近？

Q16．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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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權力菁英的信心

非常

贊同

還算

贊同

不太

贊同

一點也

不贊同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9.4% 37.1% 24.3% 12.7% 16.5% 525 49.2%

女性 6.0% 34.9% 26.7% 10.8% 21.6% 543 50.8%

7.7% 36.0% 25.5% 11.8% 19.1% 1,068 100.0%

20~24歲 6.8% 45.5% 25.1% 9.1% 13.4% 89 8.4%

25~34歲 5.6% 37.9% 24.6% 12.4% 19.4% 184 17.3%

35~44歲 7.9% 40.2% 29.9% 10.5% 11.7% 216 20.3%

45~54歲 4.8% 32.2% 29.6% 12.2% 21.2% 204 19.2%

55~64歲 9.6% 32.6% 23.8% 14.4% 19.6% 188 17.7%

65歲及以上 11.4% 31.6% 19.1% 11.1% 26.8% 181 17.1%

7.7% 35.9% 25.6% 11.8% 19.0% 1,061 100.0%

河洛人 8.9% 38.5% 23.2% 10.4% 19.0% 780 74.1%

客家人 5.2% 27.3% 38.4% 12.2% 16.9% 140 13.3%

外省人 3.0% 30.3% 24.7% 21.7% 20.4% 115 11.0%

原住民 0.0% 37.1% 37.0% 13.5% 12.4% 17 1.6%

7.6% 36.1% 25.6% 11.9% 18.8% 1,052 100.0%

小學及以下 8.9% 31.9% 19.1% 8.0% 32.2% 151 14.2%

初中、國中 8.3% 36.0% 21.4% 5.4% 28.8% 134 12.6%

高中、高職 7.9% 32.5% 27.5% 14.6% 17.5% 299 28.1%

專科 8.0% 32.6% 30.5% 14.7% 14.1% 128 12.1%

大學及以上 6.6% 41.4% 26.4% 12.3% 13.2% 351 33.0%

7.7% 35.8% 25.5% 11.8% 19.2% 1,064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17.6% 61.5% 9.0% 0.3% 11.5% 347 32.5%

中性選民 2.6% 27.6% 25.4% 14.3% 30.2% 414 38.7%

國民黨認同者 3.1% 18.0% 47.3% 23.6% 7.9% 269 25.2%

不知道 4.5% 20.4% 23.4% 4.4% 47.3% 38 3.6%

7.7% 36.0% 25.5% 11.8% 19.1% 1,068 100.0%

台北市 9.5% 41.4% 23.3% 17.8% 8.0% 122 11.4%

新北市 6.9% 29.0% 30.4% 9.8% 23.9% 183 17.1%

桃竹苗 6.1% 33.6% 30.2% 13.2% 16.8% 163 15.3%

中彰投 6.6% 37.1% 25.5% 14.4% 16.4% 204 19.1%

雲嘉南 6.6% 41.5% 21.4% 7.4% 23.1% 155 14.5%

高屏澎 10.4% 38.7% 21.9% 8.1% 21.0%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8.8% 28.3% 23.5% 13.8% 25.7% 71 6.6%

7.7% 36.0% 25.5% 11.8% 19.1% 1,068 100.0%合計

七大地區

Q2．整體來講，您贊同或不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與政策？

合計

合計

年齡

合計

合計

合計

性別

省籍

教育程度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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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權力菁英的信心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6.2% 44.9% 14.1% 6.4% 18.4% 525 49.2%

女性 10.0% 45.0% 18.4% 3.8% 22.7% 543 50.8%

13.0% 45.0% 16.3% 5.1% 20.6% 1,068 100.0%

20~24歲 9.8% 51.3% 14.8% 0.0% 24.2% 89 8.4%

25~34歲 8.5% 45.5% 20.1% 3.4% 22.5% 184 17.3%

35~44歲 10.1% 47.7% 19.3% 5.2% 17.8% 216 20.3%

45~54歲 11.8% 43.0% 21.6% 7.1% 16.6% 204 19.2%

55~64歲 18.3% 41.7% 11.4% 7.7% 20.9% 188 17.7%

65歲及以上 19.3% 44.1% 9.2% 4.5% 22.8% 181 17.1%

13.1% 45.1% 16.4% 5.1% 20.3% 1,061 100.0%

河洛人 15.4% 47.2% 13.6% 4.7% 19.0% 780 74.1%

客家人 7.6% 43.4% 26.6% 6.5% 15.8% 140 13.3%

外省人 4.2% 37.0% 20.3% 7.2% 31.4% 115 11.0%

原住民 10.6% 34.4% 29.3% 0.0% 25.7% 17 1.6%

13.1% 45.4% 16.3% 5.2% 20.0% 1,052 100.0%

小學及以下 16.3% 41.7% 11.6% 1.8% 28.5% 151 14.2%

初中、國中 17.2% 48.1% 12.0% 2.5% 20.2% 134 12.6%

高中、高職 13.7% 44.6% 13.9% 7.4% 20.4% 299 28.1%

專科 16.5% 29.2% 31.9% 5.3% 17.1% 128 12.1%

大學及以上 8.4% 51.0% 16.4% 5.4% 18.9% 351 33.0%

13.1% 44.9% 16.3% 5.1% 20.6% 1,064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31.6% 56.4% 5.2% 0.0% 6.8% 347 32.5%

中性選民 5.4% 37.2% 20.1% 6.0% 31.3% 414 38.7%

國民黨認同者 1.8% 46.6% 26.2% 9.6% 15.8% 269 25.2%

不知道 6.9% 13.3% 5.7% 10.2% 63.8% 38 3.6%

13.0% 45.0% 16.3% 5.1% 20.6% 1,068 100.0%

台北市 11.0% 47.6% 14.3% 6.5% 20.6% 122 11.4%

新北市 13.5% 40.6% 22.3% 5.0% 18.7% 183 17.1%

桃竹苗 11.0% 42.8% 19.3% 4.5% 22.3% 163 15.3%

中彰投 12.6% 48.9% 14.8% 7.1% 16.6% 204 19.1%

雲嘉南 17.9% 48.0% 10.2% 3.3% 20.6% 155 14.5%

高屏澎 12.0% 46.1% 15.1% 4.3% 22.5%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13.3% 36.0% 17.5% 4.5% 28.7% 71 6.6%

13.0% 45.0% 16.3% 5.1% 20.6% 1,068 100.0%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教育程度

Q3．內閣改組已經超過一個月了。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清德內閣」過去一個月的施政表現？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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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權力菁英的信心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5.4% 34.0% 29.3% 23.3% 8.0% 525 49.2%

女性 5.2% 28.3% 31.1% 20.4% 15.0% 543 50.8%

5.3% 31.1% 30.2% 21.8% 11.6% 1,068 100.0%

20~24歲 6.4% 22.5% 36.9% 18.4% 15.7% 89 8.4%

25~34歲 4.1% 33.7% 29.5% 19.0% 13.7% 184 17.3%

35~44歲 3.1% 31.6% 38.1% 24.1% 3.1% 216 20.3%

45~54歲 3.5% 26.4% 34.4% 26.9% 8.8% 204 19.2%

55~64歲 8.2% 30.9% 27.7% 21.1% 12.1% 188 17.7%

65歲及以上 7.6% 37.6% 16.9% 19.6% 18.3% 181 17.1%

5.3% 31.1% 30.3% 22.0% 11.3% 1,061 100.0%

河洛人 6.5% 34.4% 29.1% 18.9% 11.1% 780 74.1%

客家人 0.5% 25.2% 42.3% 26.3% 5.7% 140 13.3%

外省人 3.0% 22.6% 18.3% 39.4% 16.7% 115 11.0%

原住民 0.0% 3.3% 62.9% 21.4% 12.4% 17 1.6%

5.2% 31.4% 30.2% 22.2% 11.0% 1,052 100.0%

小學及以下 8.0% 35.7% 20.3% 13.6% 22.4% 151 14.2%

初中、國中 6.1% 31.9% 37.7% 11.2% 13.1% 134 12.6%

高中、高職 4.7% 29.6% 34.8% 22.4% 8.5% 299 28.1%

專科 4.3% 29.5% 24.2% 32.8% 9.2% 128 12.1%

大學及以上 4.7% 30.2% 30.1% 25.2% 9.9% 351 33.0%

5.3% 30.9% 30.3% 21.9% 11.6% 1,064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13.3% 57.9% 21.5% 1.5% 5.9% 347 32.5%

中性選民 1.6% 24.5% 30.8% 24.1% 19.0% 414 38.7%

國民黨認同者 0.7% 9.1% 41.5% 45.4% 3.3% 269 25.2%

不知道 4.5% 13.6% 23.4% 17.6% 40.8% 38 3.6%

5.3% 31.1% 30.2% 21.8% 11.6% 1,068 100.0%

台北市 4.4% 34.6% 27.4% 26.0% 7.6% 122 11.4%

新北市 5.7% 25.3% 32.3% 22.4% 14.2% 183 17.1%

桃竹苗 3.3% 28.3% 37.0% 25.2% 6.1% 163 15.3%

中彰投 6.5% 28.6% 28.3% 26.7% 10.0% 204 19.1%

雲嘉南 6.8% 35.0% 29.2% 13.0% 16.1% 155 14.5%

高屏澎 4.5% 35.2% 27.4% 17.7% 15.2%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5.0% 35.4% 28.7% 21.1% 9.9% 71 6.6%

5.3% 31.1% 30.2% 21.8% 11.6% 1,068 100.0%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教育程度

Q6．整體而言，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在處理兩岸關係方面的表現？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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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權力菁英的信心

非常

有信心

還算

有信心

不太

有信心

一點也

沒信心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3.0% 24.0% 36.8% 31.3% 4.9% 525 49.2%

女性 2.4% 24.8% 40.1% 23.0% 9.7% 543 50.8%

2.7% 24.4% 38.5% 27.1% 7.4% 1,068 100.0%

20~24歲 2.3% 15.8% 46.1% 29.8% 5.9% 89 8.4%

25~34歲 0.0% 15.6% 44.6% 30.8% 8.9% 184 17.3%

35~44歲 0.0% 25.8% 36.9% 36.0% 1.3% 216 20.3%

45~54歲 2.1% 24.6% 39.6% 33.1% 0.6% 204 19.2%

55~64歲 4.8% 28.2% 38.5% 19.7% 8.8% 188 17.7%

65歲及以上 7.6% 31.5% 30.0% 13.0% 18.0% 181 17.1%

2.7% 24.4% 38.6% 27.2% 7.1% 1,061 100.0%

河洛人 3.1% 26.4% 37.4% 26.3% 6.7% 780 74.1%

客家人 2.4% 22.4% 46.9% 23.5% 4.8% 140 13.3%

外省人 1.1% 18.3% 36.0% 33.0% 11.6% 115 11.0%

原住民 0.0% 4.1% 42.5% 53.3% 0.0% 17 1.6%

2.7% 24.7% 38.6% 27.1% 6.9% 1,052 100.0%

小學及以下 8.1% 28.7% 26.8% 11.4% 25.0% 151 14.2%

初中、國中 5.6% 32.3% 33.8% 19.3% 9.0% 134 12.6%

高中、高職 2.2% 28.2% 36.1% 30.0% 3.5% 299 28.1%

專科 0.4% 19.5% 43.6% 33.1% 3.4% 128 12.1%

大學及以上 0.6% 18.1% 45.4% 32.3% 3.7% 351 33.0%

2.7% 24.4% 38.5% 27.1% 7.3% 1,064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5.1% 38.6% 37.9% 15.3% 3.2% 347 32.5%

中性選民 2.2% 18.2% 34.8% 33.8% 11.0% 414 38.7%

國民黨認同者 0.8% 18.1% 45.0% 33.6% 2.5% 269 25.2%

不知道 0.0% 7.2% 38.4% 15.7% 38.7% 38 3.6%

2.7% 24.4% 38.5% 27.1% 7.4% 1,068 100.0%

台北市 1.8% 22.6% 41.1% 30.2% 4.2% 122 11.4%

新北市 2.1% 19.6% 35.0% 31.8% 11.5% 183 17.1%

桃竹苗 0.9% 23.5% 40.6% 29.2% 5.8% 163 15.3%

中彰投 3.3% 22.3% 40.6% 29.9% 3.9% 204 19.1%

雲嘉南 3.9% 28.4% 35.6% 20.2% 11.9% 155 14.5%

高屏澎 4.2% 25.9% 38.2% 24.2% 7.5%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2.3% 35.6% 38.8% 17.9% 5.4% 71 6.6%

2.7% 24.4% 38.5% 27.1% 7.4% 1,068 100.0%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教育程度

Q8．一般說來，您對台灣立法委員有沒有信心？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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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權力菁英的信心

非常

有信心

還算

有信心

不太

有信心

一點也

沒信心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0.9% 22.0% 32.1% 37.6% 7.3% 525 49.2%

女性 2.2% 24.8% 34.7% 23.8% 14.5% 543 50.8%

1.6% 23.5% 33.4% 30.6% 11.0% 1,068 100.0%

20~24歲 2.8% 41.0% 41.8% 12.1% 2.4% 89 8.4%

25~34歲 0.0% 27.2% 30.0% 30.6% 12.1% 184 17.3%

35~44歲 0.8% 28.9% 35.2% 31.1% 3.9% 216 20.3%

45~54歲 2.1% 18.0% 35.7% 38.8% 5.3% 204 19.2%

55~64歲 1.6% 18.9% 33.5% 30.4% 15.6% 188 17.7%

65歲及以上 3.1% 15.7% 28.4% 30.5% 22.2% 181 17.1%

1.6% 23.5% 33.5% 30.7% 10.7% 1,061 100.0%

河洛人 2.0% 23.5% 31.7% 31.3% 11.4% 780 74.1%

客家人 0.5% 31.3% 36.1% 25.9% 6.2% 140 13.3%

外省人 0.5% 17.4% 39.8% 28.8% 13.5% 115 11.0%

原住民 0.0% 0.0% 45.2% 50.7% 4.1% 17 1.6%

1.6% 23.5% 33.4% 30.6% 10.8% 1,052 100.0%

小學及以下 2.6% 15.9% 26.5% 23.8% 31.2% 151 14.2%

初中、國中 2.5% 24.0% 26.0% 35.0% 12.4% 134 12.6%

高中、高職 0.8% 18.7% 35.4% 35.7% 9.4% 299 28.1%

專科 0.9% 18.3% 34.2% 38.6% 7.9% 128 12.1%

大學及以上 1.7% 32.5% 37.3% 24.5% 4.0% 351 33.0%

1.6% 23.5% 33.4% 30.6% 10.9% 1,064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1.8% 28.2% 30.9% 31.7% 7.3% 347 32.5%

中性選民 1.4% 19.1% 32.1% 33.0% 14.5% 414 38.7%

國民黨認同者 1.8% 26.1% 38.9% 27.7% 5.4% 269 25.2%

不知道 0.0% 9.1% 30.9% 14.8% 45.2% 38 3.6%

1.6% 23.5% 33.4% 30.6% 11.0% 1,068 100.0%

台北市 1.7% 26.9% 31.7% 32.8% 6.9% 122 11.4%

新北市 4.0% 22.0% 31.7% 29.7% 12.6% 183 17.1%

桃竹苗 0.4% 31.3% 35.5% 27.1% 5.7% 163 15.3%

中彰投 1.7% 24.3% 33.0% 31.0% 9.9% 204 19.1%

雲嘉南 1.0% 22.3% 32.4% 28.4% 15.9% 155 14.5%

高屏澎 1.2% 17.6% 34.6% 33.5% 13.1%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0.0% 17.3% 36.0% 33.8% 12.9% 71 6.6%

1.6% 23.5% 33.4% 30.6% 11.0% 1,068 100.0%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教育程度

Q9．一般說來，您對台灣司法院大法官有沒有信心？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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