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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11/13）早上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2018台

灣公投與地方選舉」全國性民調發表會。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三十次每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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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邀請前考試委

員/現任開南大學教授張正修、前考試院保訓會委員/知名作家陳淞山、以及世新

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陳宜倩出席與談。 

 

本次調查以「2018 台灣公投與地方選舉」為主題，進行相關議題的調查研

究。涵蓋以下六大重點：（一）蔡英文總統聲望；（二）賴清德內閣的施政表現；

（三）台灣人對主要政黨的認同與感情；（四）韓國瑜現象；（五）2018 台灣選

民的投票傾向；（六）台灣選民對四項公投提案的支持傾向。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 關於蔡英文總統聲望，最新民意顯示，2018年 11月，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

人中，有約兩成九的人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五成四

的人不贊同，不贊同的人比贊同的人多約 26 個百分點，創下蔡英文總統

2016 上任以來聲望最低的紀錄；另一方面，強烈不贊同的人有二成六，強

烈贊同的人只有不到百分之五，都是空前的紀錄。 

 

二、 在賴清德內閣的施政表現方面，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

有三成九的人滿意賴內閣的表現，有四成七的人不滿意。不滿意的人比滿意

的人多 8個百分點，這是賴內閣上任以來人民最不滿意的時候，顯示賴內閣

不但不再是民意寵兒，而且已失去多數民意的肯定和支持。 

 

三、 關於台灣人對民進黨的感情溫度，最新民意顯示，台灣成年人中有 40.5%對

民進黨的感覺低於50度，也就是說有四成的台灣成年人對民進黨基本上冷、

反感、不喜歡或討厭；29.3%對民進黨的感覺是 50 度，基本上沒有感覺，

沒有喜歡或討厭；26.4%對民進黨的感覺高於 50 度，也就是說，兩成六的

台灣成年人對民進黨基本上是熱、好感、喜歡。整體來講，台灣人對今日完

全執政的民進黨的感情溫度是 43.22度，遠低於 50度，這是一個冷颼颼的

溫度，一個強烈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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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最新民意顯示，台灣成年人中有 27.7%對

國民黨的感覺低於 50度，也就是說有二成八的台灣成年人對國民黨基本上

冷、反感、不喜歡或討厭；41.9%對國民黨的感覺是 50 度，基本上沒有感

覺，沒有喜歡或討厭；26.3%對國民黨的感覺高於 50 度，也就是說，兩成

六的台灣成年人對國民黨基本上是熱、好感、喜歡。整體來講，台灣人對今

日在野的國民黨的感情溫度是 47.78度，仍低於 50度，這基本上是冷的溫

度，也是一個清晰的警訊。 

 

五、 關於台灣人的政黨認同，最新民意顯示，台灣藍綠勢力的分布，大體上是

23.5%綠，35.4%藍，36%是中性或獨立選民。簡單的說，以全國為範圍的

調查結果顯示，目前藍比綠多了 12個百分點，或者說，國民黨認同者已經

從谷底反彈回到 2012年的水平，而民進黨認同則創下 2016年五月上台以

來最低的紀錄，甚至嚴重倒退到 2008年以前的水平。 

 

六、 關於韓國瑜現象，最新全國性民調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五

成五的人基本上欣賞韓國瑜，三成不欣賞。這意味著韓國瑜已經成為一個受

歡迎的全國性政治人物，而他正代表國民黨參選高雄市長，對在高雄執政長

達二、三十年的民進黨及其提名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而言，構成一個真實且

嚴重的威脅。 

 

七、 關於 2018選民投票傾向，在 6都和 16縣市行政首長方面，在選前半個多

月，擁有現任四都九縣市的民進黨，在 2018新一回合地方大選中只獲得兩

成四全國選民明確支持；而四年前只獲一都五縣，兵敗如山倒的國民黨，此

番捲土重來，竟獲得三成四全國選民的明確支持，比民進黨多一成，支持無

黨籍候選人的也有一成五，整個局勢發展對執政的民進黨相當不利。此外，

在議員方面，在野的國民黨暫時領先執政的民進黨約 11個百分點，甚至連

無黨籍候選人所獲得的支持都比民進黨多一個百分點，充分顯示這次地方選

舉民進黨氣勢轉弱，縣市議員席次面臨大量流失，如果選戰最後階段無法力

圖振作的話。 

 

八、 有關選民公投參與方面，最新民意顯示，79.1%表示會去投公投票，13.5%

表示不會，5.7%還不確定，1.6%不知道、其他。由此可見，台灣人對這次

公投法修法後首次公民投票非常珍惜，也有高度的參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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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2018 台灣地方大選已經開始倒數計時了。這次選舉的規模和 2014 首次「九合一選

舉」大致一樣，將選出多達 11,047 位地方公職人員。所謂「九合一選舉」是指多達九項

選舉合併在同一天舉行，包括直轄市長、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

市民代表、村里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區代表。這是一場涉及 11,047 位地方公職

人員的自由選舉，其規模之大，遍佈之廣，構成台灣四年一度的民主盛會，也是我們這

個星球上一百多個民主國家中罕見的民主盛事。 

自 2014 年以後，台灣的選舉已經整併且定期化，以四年為期，包括中央與地方選

舉，每隔兩年選一次。九合一地方選舉的重要性，除了改選數以萬計的地方公職人員之

外，選舉結果也會直接影響兩年後的總統與立委選舉；換句話說，它會改變台灣從地方

到中央的權力結構，形塑政黨政治的發展，牽動整個台灣政局的走向，對 2350 萬台灣

人的命運有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臺灣海峽兩岸關係緊張之際。 

2014 年的「九合一選舉」結果重創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徹底改變了台灣地表的

政治景觀，直接或間接地影響 2016 年總統立委大選，讓國民黨黯然下台元氣大傷。為

此，我打造了一個重要的概念來形容這兩次選舉的過程與結果，那就是「兩次超級民意

海嘯」。而這兩次「超級民意海嘯」相當程度上是「太陽花學運」所驅動出來的。從這個

歷史發展的脈絡看，2018 第二次「九合一選舉」最大背景特徵就是，「重創國民黨、造

福民進黨」的兩次民意海嘯已經遠離。 

同時，當民進黨已經重返執政兩年半，整體中央執政表現又大失民心之時，會不會

再出現一次民意海嘯？從近期全台各地選情的演變看來，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民

意海嘯重現，這次民意海嘯的規模有多大？強度有多強？是全面性的或局部性的？會衝

垮、淹沒多少都或多少縣市？民進黨會不會像 2014 那樣反過來被國民黨打倒在地？換

言之，2018 這一場地方大選將會對執政的民進黨及蔡英文政府帶來什麼樣的衝擊或災

難？非常值得關注。 

2018 台灣地方選舉除了改選 11,047 位公職人員之外，還將舉行公民投票，合法的

公投提案多達十個，公投議題多元廣泛，且不乏有重大公共政策意涵的提案。這十項公

投案會不會通過？通過與不通過，對台灣社會與政治會帶來什麼樣影響與衝擊？也同樣

值得觀察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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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背景下，我們 11 月全國性民調就以「2018 台灣公投與地方選舉」為主題，

進行相關議題的調查研究。這涵蓋以下六大重點：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 

（二）賴清德內閣的施政表現 

（三）台灣人對主要政黨的認同與感情 

（四）台灣選民對四項公投提案的支持傾向 

（五）韓國瑜現象 

（六）2018 台灣選民的投票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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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問卷編制、

抽樣設計、電話訪談與統計分析。訪問期間是 2018 年 11 月 7-8 日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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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 人；抽樣誤差在 95%信心水準下約正負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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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是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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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要研究發現 

一、總統聲望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28.5%，歷史新低 

關於總統聲望，一如往常，我們問：「蔡英文總統上任已經兩年半，您贊同或不贊同

她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與政策？」結果顯示：4.7%非常贊同，23.8%

還算贊同，28%不太贊同，26.2%一點也不贊同，17.3%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言

之，最新民意顯示，2018年 11月，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有約兩成九的人基本上

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五成四的人不贊同，不贊同的人比贊同的人多約

26個百分點，創下蔡英文總統 2016上任以來聲望最低的紀錄；另一方面，強烈不贊同

的人有二成六，強烈贊同的人只有不到百分之五，都是空前的紀錄。請參見圖 1。 

 

圖 1：蔡英文總統聲望（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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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蔡英文總統聲望-最近兩次的比較 [2018/9 月 與 11 月] 

 

 
 

 

和九月相比，贊同蔡總統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人減少 2.7 個百分點，不贊同的人基

本上不變，維持在五成四左右。這項發現顯示，蔡英文總統整體聲望在過去兩個月持續

下降，從原先還維持在 3 成出頭的聲望，明顯下跌到三成以下，這是蔡英文總統就職以

來聲望空前最低的時刻。在過去兩個月中，蔡總統除了處理日常國政事務外，比較多的

心力和時間是用在全台六都與縣市首長輔選，為政策與政績辯護，試圖挽回民心，爭取

民眾支持，因此媒體曝光次數相對較多，但從全國性民調結果看來，對總統個人聲望或

中央執政表現並沒有明顯拉抬效果，民意支持度甚至還持續下滑。請參見圖 2。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有幾點重要的發現： 

 

首先，在年齡層方面，以五歲為一群組，從 20 歲以上到七十歲以上，每一個群組

中，不贊同蔡英文總統的用人、政策及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人都遠遠超過贊同的人；而

且，除了 65 歲以上的人外，每一個群組中不贊同蔡總統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人都明顯

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 

 

第二，在省籍族群方面，除原住民外，不論是河洛人、客家人或外省人，都有五成

以上到近七成的人不贊同蔡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或說是不贊同她在總統職務上的

表現；值得注意的是，外省族群中只有不到一成的人贊同蔡總統領導國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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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教育背景來看，當有近四成初/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民眾仍力挺蔡總統時，

卻有六成以上專科及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人不贊同蔡英文領導國家的方式，或說是不贊

同她在總統職務上的表現。 

 

第四，從職業背景來看，蔡英文總統在十類職業背景選民，包括自營商/企業主、高

階白領人員、基層白領人員、軍公教人員、勞工、農民、家庭主婦、學生、退休人員、

及無業/待業者等，除了農民和退休人員外，其他八類不同職業背景的公民中都有五成以

上的人不贊同蔡總統領導國家的方式。此外，有近七成自營商/企業主不贊同蔡總統領導

國家的方式，值得注意。 

 

第五，在政黨認同方面，當民進黨認同者中有六成七仍力挺蔡英文總統時，卻有八

成六國民黨認同者及四成七中性選民不贊同蔡總統領導國家的方式； 

 

第六，在地緣政治方面，包括民進黨傳統大票倉雲嘉南和高屏澎在內，台澎金馬各

地不贊同蔡總統領導國家方式的人都已遠超過贊同的人。這是自今年 823 水災發生後的

民意現象，未來會不會持續下去？是觀察的重點。 

 

第七，也是最後，根據圖 3 總統聲望的長期趨勢圖來看，此刻蔡英文總統的聲望是

她自 2016 年 5 月上任以來最低的時刻，只有 28.5%贊同她領導國家的方式；同時，不

贊同她領導國家方式的人比贊同的人高出 26 個百分點，表示此刻正是民怨最強最大的

時刻。從另一方面看，自去年 11 月開始到現在已整整一年的蔡英文總統「第二次執政

困境」持續存在，並有進一步擴大惡化的跡象，如果不積極面對，有效解決，蔡總統的

領導威信將繼續被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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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蔡英文總統聲望趨勢圖 [2016/5~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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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賴清德內閣的施政表現 

行政院長賴清德去年九月初上任迄今已一年又兩個月，台灣人對賴內閣整體施政表

現的感覺如何？ 

 

我們問：「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已經一年多。一般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清德內

閣」的整體施政表現？」結果發現：5.4%非常滿意，33.5%還算滿意，26.7%不太滿意，

20.1%非常不滿意，14.2%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

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三成九的人滿意賴內閣的表現，有四成七的人不滿意。不滿意的

人比滿意的人多 8 個百分點，這是賴內閣上任以來台灣人民最不滿意的時候。請參見圖

4。 

 

圖 4：台灣人對賴清德內閣施政表現的態度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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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台灣人對賴清德內閣施政表現的態度：最近兩次的比較 （2018/7 與 2018/11） 

 

 
 

 

如果和上一次(七月)相比，請參見圖 5，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台灣人對賴內閣施

政滿意度下降 3.1 個百分點，不滿意度上升 4.4 個百分點，打破了原先處於膠著狀態的

民意，這顯示賴內閣不但不再是民意寵兒，而且已失去多數民意的肯定和支持。誠然，

行政院長日理萬機，內閣事務經緯萬端，維持國家政務持續正常運轉不易，但回顧過去

四個月較顯著的重大爭議性政策與突發事件或可找到若干線索，這包括台大校長管中閔

案懸而未決、912 促轉會前副主委張天欽「東廠事件」餘波盪漾、1009 觀塘案通過環評

審查及隨後行政院宣布停建深澳電廠、以及 1021 台鐵普悠瑪列車重大傷亡事故的善後

處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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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賴清德內閣施政表現滿意度趨勢圖 [2017/10~2018/11]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有以下六點值得注意： 

  

第一， 在年齡層方面，60 歲以下台灣成年人，不滿意賴內閣施政表現者明顯多於

滿意者，同時，65 歲以上台灣人，滿意賴內閣施政表現者遠多於不滿意者。 

 

第二， 在省籍族群方面，不分河洛人、客家人及外省族群，不滿意者都明顯多於不

滿意者；尤其，外省族群中有六成左右的人不滿意賴內閣的施政表現； 

 

第三， 在教育程度方面，在專科及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台灣人中，不滿意賴內閣施

政表現者遠多於滿意者，同時，在初中/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中，滿意賴內閣施政表現者

遠多於不滿意者；在高中/高職教育程度者中，不滿意者略多於滿意者 2 個百分點。 

 

第四， 在職業背景方面，除了農民、學生及退休人員之外，其他五項職業背景的人

不滿意賴內閣施政表現者都多於滿意者，包括軍公教人員、自營商/企業主、高階白領人

員、基層白領人員、無業/待業者方面；在家庭主婦和勞工方面，滿意與不滿意差距不大。 

 

第五， 在地緣政治方面，除雲嘉南和高屏澎滿意者仍明顯多於不滿意者外，台北市、

新北市、桃竹苗、中彰投和基宜花東金馬方面，不滿意賴內閣施政表現者皆明顯高出滿

意者 10-3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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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在政黨認同者方面，雖然民進認同者中有七成八的人滿意賴內閣施政表現，

但國民黨認同者中有七成九不滿意；中性選民中滿意與不滿意比例大致相同，都在三成

八上下。 

 

第七， 也是最後，從圖 6 賴內閣施政滿意度長期趨勢來看，賴內閣從去年九月上任

以來到十二月，施政表現相當受民眾肯定和期待，滿意者比不滿意者多 9-37 個百分點，

但從今年 6、7 兩月顯示，滿意和不滿意比例已相當接近，甚至不滿意已略為超過滿意；

到了此時 2018 年地方大選前夕，不滿意賴內閣施政表現者已超過滿意者八個百分點，

顯示賴內閣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執政壓力和挑戰。 

 

 

三、台灣人的政黨感情與認同 

（一）政黨感情 

台灣政黨政治的根基近兩三年來有鬆動的跡象，中性選民急速擴增，且很多時候都

超出四成以上，這表示主要政黨的社會認同與支持出現了問題。2018 年 3 月我們首度

嘗試使用「感情溫度計」（Feeling Thermometer）去測量政黨感情，有不少令人驚艷的

發現。在 2018 台灣地方大選前夕，我們再一次關心台灣人對兩大黨的感情狀況，我們

試圖從這個角度瞭解變遷中的台灣政黨體系。 

台灣人對民進黨的感情溫度 

我們問：「如果用 0 到 100 來表示對國內政黨的好感與反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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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的感覺。（這裡的度數意義跟華氏溫度比

較接近） 

結果發現：台灣成年人中有 40.5%對民進黨的感覺低於 50 度，也就是說有四成的

台灣成年人對民進黨基本上冷、反感、不喜歡或討厭；29.3%對民進黨的感覺是 50 度，

基本上沒有感覺，沒有喜歡或討厭；26.4%對民進黨的感覺高於 50 度，也就是說，兩成

六的台灣成年人對民進黨基本上是熱、好感、喜歡。整體來講，台灣人對今日完全執政

的民進黨的感情溫度是 43.22 度，遠低於 50 度，這是一個冷颼颼的溫度，一個強烈的

警訊。為什麼台灣人對完全執政的民進黨討厭多於喜歡？更別說是熱情的擁抱。請參看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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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台灣人對民進黨的感情溫度（2018/11 月） 

 

 

 

值得注意的是，和八個月前相比，台灣人對民進黨的感情溫度降了 3.89 度，討厭

民進黨的人增加了 7.3 個百分點，喜歡民進黨的人減少了 4.6 個百分點，沒感覺的人減

少 1.8 個百分點。換句話說，相隔八個月，台灣人對民進黨的感情更冷淡了。為什麼？ 

 

 

圖 8：台灣人對民進黨的感情溫度：最近兩次比較 （2018/3 與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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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 

在國民黨方面，我們也問了同樣的問題：「如果用 0 到 100 來表示對國內政黨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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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感覺。 

結果發現：台灣成年人中有 27.7%對國民黨的感覺低於 50 度，也就是說有二成八

的台灣成年人對國民黨基本上冷、反感、不喜歡或討厭；41.9%對國民黨的感覺是 50 度，

基本上沒有感覺，沒有喜歡或討厭；26.3%對國民黨的感覺高於 50 度，也就是說，兩成

六的台灣成年人對國民黨基本上是熱、好感、喜歡。整體來講，台灣人對今日在野的國

民黨的感情溫度是 47.78 度，仍低於 50 度，這基本上是冷的溫度，也是一個清晰的警

訊。為什麼台灣人對曾經完全執政的國民黨討厭略多於喜歡？請參看圖 9。 

值得注意的是，和八個月前相比，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升了 3.21 度，討厭

國民黨的人減少了 5.5 個百分點，喜歡國民黨的人增加了 6.2 個百分點，沒感覺的人增

加 1 個百分點。換句話說，相隔八個月，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情回溫，不像以前那麼冷

了。為什麼？請參看圖 10。 

 

圖 9：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2018/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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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最近兩次比較 （2018/3 與 2018/11） 

 

 

 

 

比較台灣人對兩大黨的感情溫度 

比較 2018 年 11 月台灣人對兩大黨的感情溫度，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 台灣人現在討厭民進黨的人約四成一，討厭國民黨的人約兩成八，兩者相差

近 13 個百分點，這可能是 2014 太陽花學運以來兩黨之間最大的差距；在八個月前，台

灣成年人中對兩大黨反感的人各有三成三，但為什麼在短短八個月內對主要政黨的感覺

卻出現了這麼大的翻轉？尤其在 2018 選舉前夕？ 

 

第二， 比較八個月前台灣人對兩黨的感情溫度，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台灣人對民

進黨有好感的人有三成一，對國民黨有好感的人卻只有兩成，兩黨相差多達 11 個百分

點，但現在打成平手，兩黨各擁有兩成六的好感；為何有這樣大的轉變？ 

 

第三， 不過，儘管台灣人對兩大黨的感覺已經出現顯著的轉變，但有一點必須指出

的是，台灣人對兩大黨的平均感情溫度基本上是偏低的、偏冷的、偏向負面的，都不是

值得慶幸的數字，這對比美國民主黨及共和黨的例子就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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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全國選舉調查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urvey, ANES）長期

對美國兩個主要政黨所進行的政黨感情溫度的研究，自 1978 年到 2012 年，美國選民

對民主黨的政黨感情最高 63 度，最低 51 度，都在溫暖正面的一邊；另一方面，美國選

民對共和黨的政黨感情最高 59 度，最低 44 度，除 2008 與 2012 兩次低於 50 之外，

其他也都在 50 度以上。對比之下，台灣人對民進黨與國民黨這兩個主要政黨的平均感

情溫度都在 50 度以下，顯示台灣政黨政治的根基仍然淺薄，政黨體系的穩定性仍面臨

挑戰。 

 

（二）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 

「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在個體層次（micro-level）上，是影響選民政

治態度和投票行為的最重要變數之一；在總體層次（macro-level）上，則是支撐一國政

黨政治穩定運作的決定性因素。所以，兩年來一直都是我們長期觀察研究的重點項目。

由於，台灣基本上是以兩大黨為主軸及數小黨構成的政黨體系，所以政黨認同的測量在

相當程度上兼具有較精確地反映藍綠勢力大小與分布的功能。台灣人最新的政黨認同傾

向為何？ 

 

我們問：「目前國內有兩個主要政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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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5.2%強烈民進黨，18.3%溫和民進黨，36%中性選民，26.7%

溫和國民黨，8.7%強烈國民黨，5.1%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台灣藍綠

勢力的分布，大體上是 23.5%綠，35.4%藍，36%是中性或獨立選民。簡單的說，以全

國為範圍的調查結果顯示，目前藍比綠多了 12 個百分點，或者說，國民黨認同者已經

從谷底反彈回到 2012 年的水平，而民進黨認同者則嚴重萎縮到 2008 年以前的水平。

根據政治科學的理論與實務經驗，政黨認同的丕變將產生非常顯著的政治後果，尤其在

2018 地方選舉前夕。請參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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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台灣人的政黨認同（2018/11） 

 

 

 

深入的分析顯示，目前不分性別、年齡、省籍族群、教育程度、職業背景、宗教信

仰或行政區域，國民黨認同者大體上都遠遠超過民進黨認同者，這種認同急遽翻轉的現

象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已沈睡多時的舊時代國民黨認同者已幾乎全面甦醒，同時，許多

原民進黨認同者因對蔡英文所領導的民進黨當局失望、不滿而逐漸冷漠疏離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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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台灣人政黨認同趨勢圖 （2016/5~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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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呈現近兩年半台灣人政黨認同的趨勢，可以看出整體政黨認同的變化。且分

四點加以說明： 

 

第一， 民進黨方面，在過去兩年半中，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認同的大起大落，最高

是 2016 年 6 月的 51.6%，然後隨著政局演變，形勢的推移，好景不常，民進黨認同一

路下滑，雖然中間有小的起落，但到現在只剩 23.5%，到了歷史的新低點； 

 

第二， 國民黨方面，自 2016 年 5 月最低點 16.6%開始，國民黨認同者，和民進黨

認同者比，呈現相對低迷但穩定的狀態，而最高點是 2017 年 10 月，也只有 25.2%，

目前扶搖直上，急速飆升到 35.4%，創下近兩年半的最高紀錄，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的，

非常值得玩味。 

 

第三， 中性選民或獨立選民方面，在過去兩年中，也呈現了相當大的高低起伏，最

低是 2016 年 6 月的 27%，最高是 2018 年 7 月的現在 49.6%，達歷史的新高點，現在

則是 36%，很可能是受到國民黨認同者全面甦醒的影響。 

 

第四， 也是最後，政黨認同是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2018 年 11 月

台灣地方大選前夕出現巨大的政黨認同翻轉現象，無異傳達了一個清楚的訊息，執政的

民進黨將遭受嚴重的衝擊。 

 

 

 

四、關於 2018 台灣選民的投票傾向 

（一）韓國瑜現象 

我們問：「國民黨籍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最近走紅。一般說來，您欣不欣賞韓國瑜

這個人？」結果發現：23.8%非常欣賞，31.4%還算欣賞，14.8%不太欣賞，15.6%一點

也不欣賞，14.6%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

五成五的人基本上欣賞韓國瑜，三成不欣賞。這意味著韓國瑜已經成為一個受歡迎的全

國性政治人物，而他正代表國民黨參選高雄市長，對在高雄執政長達二、三十年的民進

黨及其提名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而言，構成一個真實且嚴重的威脅。請參見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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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台灣人對韓國瑜的態度（2018/11）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以下幾點重要的發現： 

 

第一，在性別方面，他同時獲得男性與女性選民過半數以上的欣賞，尤其在男性選

民方面更明顯； 

 

第二，在年齡方面，他獲得 60 歲以下選民多數的欣賞，65 歲以上選民對他相對較

有保留； 

 

第三，在省籍族群方面，他獲得多數河洛、客家和外省族群的欣賞，尤其外省族群

中有六成六的人基本上欣賞他，而河洛人中也有五成二的欣賞他，客家人則介乎兩者之

間。 

 

第四，在教育背景方面，他主要獲得高中高職及以上教育程度選民的欣賞； 

 

第五，在職業背景方面，除了農民略有保留外，他獲得所有其他職業背景選民多數

的欣賞； 

 

第六，在政黨認同方面，他獲得八成八國民黨認同者的欣賞，四成七中性選民的欣

賞，民進黨認同者欣賞韓國瑜的有兩成左右。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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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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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欣賞 還算欣賞 很難說 不太欣賞 一點也不欣賞

回答人數：1,08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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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在行政區域方面，韓國瑜除了台南市沒有過半的人欣賞外，在台南市以外所

有的縣市都有過半數選民的欣賞，包括高雄市在內。 

 

 

（二）在六都及 16縣市長選舉方面 

我們問：「如果明天投票，在您選區行政首長（六都市長和 16 個縣市長）部分，您

會投給哪一黨候選人？民進黨、國民黨、其他政黨、或無黨籍？」結果發現：24.2%民

進黨，33.9%國民黨，14.9%無黨籍，17.9%還不確定，9.1%不知道、其他、拒答。換

句話說，在選前半個多月，擁有現任四都九縣市的民進黨，在 2018 新一回合地方大選

中只獲得兩成四全國選民明確支持；而四年前只獲一都五縣，兵敗如山倒的國民黨，此

番捲土重來，竟獲得三成四全國選民的明確支持，比民進黨多一成，支持無黨籍候選人

的也有一成五，整個局勢發展對執政的民進黨相當不利。 

 

圖 14：2018 台灣人的投票傾向：六都市長及 16 縣市部分（2018/11） 

 
  

民進黨

24.2% 國民黨

33.9%

無黨籍候選人

14.9%

其他小黨0.4%

不知道

26.6%

回答人數：1,08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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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六都及 16縣市議員方面 

我們問：「如果明天投票，在您選區議員（六都市議員和 16 個縣市議員）部分，您

會投給哪一黨候選人？民進黨、國民黨、其他政黨、或無黨籍？」結果發現：18.5%民

進黨，29.2%國民黨，19.5%無黨籍候選人，2.2%時代力量，22.5%還不確定，8.2%其

他小黨、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在選前半個多月的時候，在 6 都及 16 縣市議員部

分，在野的國民黨暫時領先執政的民進黨約 11 個百分點，甚至連無黨籍候選人所獲得

的支持都比民進黨多一個百分點，充分顯示這次地方選舉民進黨氣勢很弱，縣市議員席

次可能大量流失，如果選戰最後階段無法力圖振作的話。 

 

圖 15：2018 台灣人的投票傾向：6 都及 16 縣市議員部分（2018/11） 

 

 

 

 

 

 

 

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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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人數：1,08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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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人對四項公投案的態度 

（一）關於「反日本核食」，第 9號公投案 

我們問：「你是否同意「政府維持禁止開放日本福島 311 核災相關地區，包括福島

與周遭四縣市（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地區農產品及食品進口」？」結果發現：

33.5%非常同意，27.2%還算同意，14.8%不太同意，13.6%一點也不同意，11.9%沒意

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有大約六成一基本上同意「政

府維持禁止開放日本核災區農產品及食品進口」，兩成八不同意，同意者比不同意者多

33 個百分點，而且強烈同意者高達約三成四，顯示通過此公投案的潛在社會力量相當強

大。請參見圖 16。 

 

圖 16：台灣人對第九號公投案「反日本核食」的態度傾向（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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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民法限定異性婚姻」，第 10號公投案 

我們問：「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結果發現：

52.4%非常同意，24.6%還算同意，9.5%不太同意，7.5%一點也不同意，5.9%沒意見、

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有高達七成七基本上同意「民法

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一成七不同意，同意者比不同意者多 60 個百分點，

而且強烈同意者高達五成二，顯示通過此公投案的潛在社會力量極端強大。請參見圖 17。 

 

圖 17：台灣人對第十號公投案「民法限定異性婚姻」的態度傾向（2018/11） 

 

 

 

（三）關於「東奧正名」，第 13號公投案 

我們問：「你是否同意「以「台灣」（Taiwan）為全名，申請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

及 2020 年東京奧運」？」結果發現：40.9%非常同意，25.8%還算同意，11.6%不太同

意，12.3%一點也不同意，9.4%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

成年人中有大約六成七基本上同意「以「台灣」（Taiwan）為全名，申請參加所有國際

運動賽事及 2020 年東京奧運」，兩成四不同意，同意者比不同意者多 42.8 個百分點，

而且強烈同意者高達四成一，顯示通過此公投提案的潛在社會力量非常強大。請參見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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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台灣人對第 13 號公投案「東奧正名」的態度傾向（2018/11） 

 

 

 

（四）關於「同婚修民法」，第 14號公投案 

我們問：「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別二人建立婚姻關係」？」結果發

現：9.7%非常同意，15.9%還算同意，20.8%不太同意，44.2%一點也不同意，9.4%沒

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有大約兩成六基本上同意

「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別兩人建立婚姻關係」，六成五不同意，不同意者比同意者多

約 40 個百分點，而且強烈不同意者高達四成四，顯示否決此公投提案的潛在社會力量

非常強大。請參見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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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台灣人對於第 14 號公投案「同婚修民法」的態度傾向（2018/11） 

 

 

 

 

 

圖 20：四項公投案比較--「同意」排行榜（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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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四項公投案比較—「不同意」排行榜（2018/11） 

 

 

 

 

圖 22：四項公投案比較—「淨同意」排行榜（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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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台灣人在四項公投案的態度傾向（2018/11） 

 

 
 

 

（五）2018台灣人參與公投的態度傾向 

 我們問：「11 月 24 是選舉投票日有十項公投提案，請問您到時會不會去投公

投票？」結果發現：79.1%會，13.5%不會，5.7%還不確定，1.6%不知道、其他。由此

可見，台灣人很珍惜公民投票的機會，對公民投票有高度的參與興趣。請參見圖 23。 

 

圖 23：台灣人對公投參與的態度傾向（2018/11） 

 

「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77.0% 17.0% 60.0%

「以「台灣」（Taiwan）為全名，申請參加所有

國際運動賽事及2020年東京奧運」
66.7% 23.9% 42.8%

「政府維持禁止開放日本福島311核災相關地區，

包括福島與周遭四縣市等地區農產品及食品進口」
60.7% 28.4% 32.3%

「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別二人建立婚姻關係」 25.6% 65.0% -39.4%

四項公投案 同意 不同意 淨同意
(同意-不同意)

會

79.1%

不知道 7.3%

不會

13.5%

回答人數：1,084人



 2018台灣公投與地方選舉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宜蘭縣 21 2.0%

新竹縣 24 2.2%

苗栗縣 25 2.3%

彰化縣 58 5.4%

南投縣 23 2.2%

雲林縣 32 3.0%

嘉義縣 2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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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6%

新竹市 19 1.8%

嘉義市 12 1.1%

台北市 123 11.3%

高雄市 129 11.9%

新北市 185 17.1%

台中市 125 11.6%

台南市 88 8.1%

桃園市 99 9.1%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7 0.6%

1,084 100.0%

非常贊同 51 4.7%

還算贊同 257 23.8%

不太贊同 303 28.0%

一點也不贊同 284 26.2%

沒意見 100 9.2%

不知道 84 7.7%

拒答 5 0.4%

1,084 100.0%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市？

合計

Q2．蔡英文總統上任已經兩年半，您贊同或

不贊同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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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1 月 7 日 至 107 年 11 月 8 日 

有效樣本：1,084 人 

抽樣誤差：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約 ±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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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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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公投與地方選舉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滿意 59 5.4%

還算滿意 363 33.5%

不太滿意 290 26.7%

非常不滿意 218 20.1%

沒意見 58 5.3%

不知道 93 8.6%

拒答 3 0.3%

1,084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439 40.5%

50(沒感覺) 318 29.3%

51以上(好感) 286 26.4%

不知道 40 3.7%

1,084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300 27.7%

50(沒感覺) 454 41.9%

51以上(好感) 285 26.3%

不知道 45 4.1%

1,084 100.0%

非常同意 105 9.7%

還算同意 173 15.9%

不太同意 226 20.8%

一點也不同意 479 44.2%

沒意見 48 4.5%

不知道 50 4.6%

拒答 3 0.3%

1,084 100.0%

非常同意 568 52.4%

還算同意 267 24.6%

不太同意 103 9.5%

一點也不同意 82 7.5%

沒意見 39 3.6%

不知道 24 2.2%

拒答 1 0.1%

1,084 100.0%

非常同意 444 40.9%

還算同意 280 25.8%

不太同意 126 11.6%

一點也不同意 133 12.3%

沒意見 48 4.4%

不知道 48 4.4%

拒答 6 0.6%

1,084 100.0%

Q3．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已經一年多。一般

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清德內閣的整體施

政表現？

合計

合計

43.22Q4．「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國內政黨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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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的感覺。

Q5．同樣地，請您用0到100之間的數字來表

達您對國民黨的感覺。

47.78

合計

2018台灣地方選舉將在11月24日投票，這次選舉還有十個公投案一併舉行，針對某些公投案，我們

想請教您的意見。

Q6．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別

二人建立婚姻關係」？

合計

Q7．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

男一女的結合」？

合計

Q8．你是否同意「以「台灣」（Taiwan）為

全名，申請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及2020年

東京奧運」？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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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公投與地方選舉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同意 363 33.5%

還算同意 295 27.2%

不太同意 160 14.8%

一點也不同意 148 13.6%

沒意見 31 2.9%

不知道 85 7.8%

拒答 2 0.2%

1,084 100.0%

會 858 79.1%

不會 147 13.5%

還不確定 62 5.7%

不知道 12 1.1%

其他 5 0.5%

1,084 100.0%

民進黨 263 24.2%

國民黨 367 33.9%

無黨籍候選人 162 14.9%

其他（如民國黨等其他小黨） 4 0.4%

還不確定 194 17.9%

不知道 79 7.3%

拒答 15 1.4%

1,084 100.0%

民進黨 201 18.5%

國民黨 316 29.2%

時代力量 23 2.2%

新黨 2 0.1%

綠黨 3 0.3%

基進黨 1 0.1%

民國黨 1 0.1%

無黨籍候選人 212 19.5%

還不確定 244 22.5%

不知道 71 6.5%

拒答 12 1.1%

1,084 100.0%

非常欣賞 258 23.8%

還算欣賞 340 31.4%

不太欣賞 160 14.8%

一點也不欣賞 169 15.6%

沒意見 67 6.2%

不知道 84 7.8%

拒答 6 0.6%

1,084 100.0%

合計

合計

Q13．國民黨籍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最近

走紅。一般說來，您欣不欣賞韓國瑜這個

人？

合計

Q10．11月24是選舉投票日有十項公投提案

，請問您到時會不會去投公投票？

合計

這次選舉是九合一選舉，有九類不同公職人員要改選。

Q11．如果明天投票，在您選區行政首長（

六都市長和16個縣市長）部分，您會投給哪

一黨候選人？民進黨、國民黨、其他政黨、

或無黨籍？

合計

Q12．如果明天投票，在您選區議員（六都

市議員和16個縣市議員）部分，您會投給哪

一黨候選人？民進黨、國民黨、其他政黨、

或無黨籍？

Q9．你是否同意「政府維持禁止開放日本福

島311核災相關地區，包括福島與周遭四縣市

（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地區農產品

及食品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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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接近民進黨 56 5.2%

還算接近民進黨 198 18.3%

中立但偏民進黨 66 6.1%

中立／不偏任何政黨 247 22.7%

中立但偏國民黨 79 7.2%

還算接近國民黨 289 26.7%

非常接近國民黨 94 8.7%

不知道 51 4.7%

拒答 4 0.4%

1,084 100.0%

民間信仰（祭祖拜神） 300 27.6%

道教 246 22.7%

佛教 370 34.1%

天道（一貫道） 7 0.7%

基督教 57 5.3%

天主教 10 0.9%

無宗教信仰 90 8.3%

拒答 5 0.4%

1,084 100.0%

自營商/雇主 119 11.0%

公務人員 27 2.5%

軍人 4 0.3%

中小學老師 17 1.6%

民營公司或機構普通職員 206 19.0%

民營公司或機構主管人員 69 6.4%

勞工 165 15.2%

專業人員 49 4.5%

在學學生 31 2.9%

農民 26 2.4%

退休 129 11.9%

無業/待業 61 5.6%

家庭主婦 178 16.4%

拒答 3 0.2%

1,084 100.0%

小學及以下 147 13.6%

初中、國中 134 12.4%

高中、高職 302 27.9%

專科 129 11.9%

大學 288 26.6%

研究所及以上 80 7.4%

拒答 2 0.2%

1,084 100.0%合計

Q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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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Q15．請問您的宗教信仰是什麼？

合計

Q16．請問您目前的職業身份是？

合計

Q17．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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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河洛人 797 73.5%

客家人 140 13.0%

外省人 115 10.6%

原住民 24 2.2%

新移民 1 0.1%

拒答 6 0.6%

1,084 100.0%

20～24歲 88 8.1%

25～29歲 90 8.3%

30～34歲 93 8.6%

35～39歲 113 10.5%

40～44歲 107 9.9%

45～49歲 101 9.3%

50～54歲 103 9.5%

55～59歲 102 9.4%

60～64歲 91 8.4%

65～69歲 73 6.7%

70歲及以上 119 11.0%

拒答 5 0.5%

1,084 100.0%

男性 533 49.1%

女性 551 50.9%

1,084 100.0%

Q18．請問您是河洛人、客家人或是外省人

，還是原住民？

合計

Q19．請問您今年幾歲？

合計

Q20．性別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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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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19.6% 28.1% 29.7% 17.4% 533 49.1%

女性 4.1% 27.8% 27.9% 22.8% 17.3% 551 50.9%

4.7% 23.8% 28.0% 26.2% 17.4% 1,084 100.0%

20~24歲 0.0% 38.6% 36.6% 19.0% 5.7% 88 8.1%

25~34歲 0.0% 24.0% 31.0% 20.0% 25.0% 183 16.9%

35~44歲 4.6% 21.9% 30.6% 28.3% 14.5% 220 20.4%

45~54歲 4.7% 15.7% 32.3% 33.6% 13.7% 204 18.9%

55~64歲 8.6% 26.8% 22.7% 30.2% 11.7% 193 17.9%

65歲及以上 7.5% 24.4% 19.7% 21.7% 26.7% 192 17.8%

4.7% 23.8% 28.1% 26.3% 17.1% 1,079 100.0%

河洛人 5.0% 26.3% 27.6% 25.6% 15.5% 797 74.1%

客家人 6.0% 21.6% 28.3% 25.0% 19.0% 140 13.1%

外省人 2.2% 7.3% 35.6% 33.7% 21.2% 115 10.7%

原住民 0.0% 38.7% 10.4% 21.1% 29.8% 24 2.2%

4.7% 23.9% 28.2% 26.3% 16.9% 1,076 100.0%

小學及以下 4.1% 27.9% 17.6% 18.4% 32.0% 147 13.6%

初中、國中 9.0% 29.5% 24.9% 19.4% 17.1% 134 12.4%

高中、高職 6.8% 20.0% 24.8% 29.1% 19.3% 302 28.0%

專科 5.2% 16.8% 26.1% 40.3% 11.6% 129 12.0%

大學及以上 1.5% 25.5% 36.6% 24.6% 11.9% 369 34.1%

4.7% 23.7% 28.0% 26.2% 17.3% 1,08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7.2% 12.4% 29.7% 39.1% 11.7% 119 11.0%

高階白領人員 2.0% 32.7% 24.1% 29.8% 11.5% 118 10.9%

基層白領人員 1.8% 27.2% 31.0% 23.4% 16.6% 206 19.1%

軍公教人員 7.6% 21.3% 41.0% 21.2% 8.9% 48 4.4%

勞工 4.8% 21.4% 32.2% 19.2% 22.4% 165 15.3%

農民 7.5% 27.7% 15.6% 25.2% 24.1% 26 2.4%

學生 0.0% 35.2% 33.7% 22.0% 9.2% 31 2.9%

家庭主婦 5.5% 23.1% 26.2% 25.6% 19.6% 178 16.5%

退休人員 8.4% 25.6% 17.3% 28.6% 20.0% 129 11.9%

無業/待業者 1.8% 16.7% 31.9% 26.6% 23.0% 61 5.6%

4.6% 23.8% 28.1% 26.2% 17.3% 1,081 100.0%

民間信仰(祭祖拜神) 3.0% 25.7% 29.9% 19.9% 21.6% 300 27.8%

道教(天道) 6.5% 20.5% 34.5% 26.0% 12.6% 253 23.5%

佛教 6.2% 25.3% 23.4% 28.7% 16.3% 370 34.2%

基督教(天主教) 0.5% 17.1% 25.0% 35.9% 21.5% 67 6.2%

無宗教信仰 1.2% 26.3% 25.5% 29.0% 17.9% 90 8.3%

4.6% 23.9% 28.1% 26.1% 17.4% 1,079 100.0%

職業

合計

宗教信仰

Q2．蔡英文總統上任已經兩年半，您贊同或不贊同她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

與政策？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年齡

合計

合計

性別

省籍

合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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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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蔡英文總統上任已經兩年半，您贊同或不贊同她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

與政策？

合計

民進黨認同者 17.5% 49.4% 19.0% 1.9% 12.2% 254 23.4%

中性選民 1.1% 23.4% 28.0% 19.1% 28.4% 391 36.1%

國民黨認同者 0.3% 6.8% 36.1% 49.7% 7.2% 384 35.4%

不知道 1.8% 26.3% 12.8% 24.8% 34.3% 55 5.1%

4.7% 23.8% 28.0% 26.2% 17.4% 1,084 100.0%

台北市 4.0% 14.9% 30.1% 29.6% 21.5% 123 11.3%

新北市 3.2% 24.8% 33.4% 24.5% 14.0% 185 17.1%

桃竹苗 1.7% 22.8% 28.5% 29.4% 17.5% 167 15.4%

中彰投 4.4% 24.9% 25.6% 26.5% 18.5% 207 19.1%

雲嘉南 7.3% 27.0% 26.4% 18.5% 20.7% 156 14.4%

高屏澎 8.5% 24.1% 28.1% 24.3% 15.1% 173 16.0%

基宜花東金馬 2.4% 27.2% 19.2% 37.5% 13.7% 72 6.6%

4.7% 23.8% 28.0% 26.2% 17.4% 1,084 100.0%

政黨認同

合計

合計

七大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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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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32.7% 26.4% 22.6% 11.4% 533 49.1%

女性 4.1% 34.3% 27.0% 17.7% 16.9% 551 50.9%

5.4% 33.5% 26.7% 20.1% 14.2% 1,084 100.0%

20~24歲 0.0% 38.1% 39.4% 12.8% 9.6% 88 8.1%

25~34歲 0.0% 32.7% 32.0% 15.4% 19.8% 183 16.9%

35~44歲 2.3% 34.3% 28.4% 22.0% 13.0% 220 20.4%

45~54歲 4.2% 30.2% 27.8% 26.9% 10.9% 204 18.9%

55~64歲 10.0% 30.7% 25.2% 20.6% 13.5% 193 17.9%

65歲及以上 13.5% 37.3% 14.9% 18.2% 16.2% 192 17.8%

5.5% 33.5% 26.8% 20.1% 14.1% 1,079 100.0%

河洛人 5.8% 36.6% 27.9% 17.5% 12.2% 797 74.1%

客家人 8.6% 29.0% 20.1% 27.6% 14.8% 140 13.1%

外省人 0.5% 17.5% 29.8% 30.3% 21.9% 115 10.7%

原住民 0.0% 39.5% 22.0% 19.4% 19.1% 24 2.2%

5.5% 33.6% 26.9% 20.3% 13.7% 1,076 100.0%

小學及以下 10.6% 38.0% 15.8% 10.0% 25.5% 147 13.6%

初中、國中 8.2% 38.9% 23.8% 14.2% 14.9% 134 12.4%

高中、高職 6.2% 35.5% 23.8% 20.1% 14.4% 302 28.0%

專科 4.5% 27.5% 27.0% 27.0% 14.0% 129 12.0%

大學及以上 1.9% 30.3% 34.5% 24.0% 9.3% 369 34.1%

5.4% 33.5% 26.8% 20.2% 14.2% 1,08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4.7% 28.0% 29.5% 27.8% 10.0% 119 11.0%

高階白領人員 3.1% 34.6% 23.1% 26.0% 13.2% 118 10.9%

基層白領人員 3.0% 32.2% 32.5% 20.4% 11.9% 206 19.1%

軍公教人員 4.1% 26.2% 46.4% 16.8% 6.5% 48 4.4%

勞工 4.0% 34.9% 26.6% 16.3% 18.1% 165 15.3%

農民 14.6% 40.1% 11.2% 19.3% 14.7% 26 2.4%

學生 0.0% 52.2% 24.9% 13.7% 9.2% 31 2.9%

家庭主婦 3.5% 39.3% 25.4% 16.4% 15.5% 178 16.5%

退休人員 14.7% 33.7% 16.3% 21.8% 13.5% 129 11.9%

無業/待業者 8.3% 20.0% 29.0% 17.4% 25.4% 61 5.6%

5.4% 33.6% 26.8% 20.2% 14.1% 1,081 100.0%

民間信仰(祭祖拜神) 5.1% 33.2% 27.8% 16.9% 17.0% 300 27.8%

道教(天道) 6.1% 35.1% 31.3% 18.6% 8.9% 253 23.5%

佛教 6.2% 36.9% 21.4% 22.0% 13.5% 370 34.2%

基督教(天主教) 1.8% 11.7% 31.8% 31.8% 22.8% 67 6.2%

無宗教信仰 3.3% 31.7% 28.1% 20.0% 16.9% 90 8.3%

5.4% 33.5% 26.7% 20.2% 14.3% 1,079 100.0%

Q3．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已經一年多。一般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清德內閣的整體施政表

現？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宗教信仰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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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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已經一年多。一般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清德內閣的整體施政表

現？

合計

民進黨認同者 18.3% 60.0% 13.0% 2.3% 6.4% 254 23.4%

中性選民 2.7% 36.3% 26.4% 11.7% 22.8% 391 36.1%

國民黨認同者 0.2% 12.6% 37.2% 41.5% 8.5% 384 35.4%

不知道 1.9% 37.1% 20.3% 12.6% 28.1% 55 5.1%

5.4% 33.5% 26.7% 20.1% 14.2% 1,084 100.0%

台北市 3.0% 34.6% 21.7% 26.0% 14.6% 123 11.3%

新北市 3.1% 32.9% 33.2% 17.8% 13.0% 185 17.1%

桃竹苗 3.3% 34.4% 25.2% 24.9% 12.2% 167 15.4%

中彰投 5.8% 26.7% 29.8% 17.9% 19.8% 207 19.1%

雲嘉南 8.6% 40.1% 21.7% 13.9% 15.8% 156 14.4%

高屏澎 9.7% 37.0% 22.7% 17.9% 12.7% 173 16.0%

基宜花東金馬 2.2% 28.0% 34.2% 30.1% 5.5% 72 6.6%

5.4% 33.5% 26.7% 20.1% 14.2% 1,084 100.0%合計

合計

七大地區

政黨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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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8.8% 14.0% 20.4% 46.4% 10.4% 533 49.1%

女性 10.6% 17.8% 21.3% 42.0% 8.4% 551 50.9%

9.7% 15.9% 20.8% 44.2% 9.4% 1,084 100.0%

20~24歲 22.0% 29.3% 11.2% 28.3% 9.2% 88 8.1%

25~34歲 19.1% 18.8% 19.7% 35.5% 6.9% 183 16.9%

35~44歲 11.3% 22.7% 17.2% 40.0% 8.8% 220 20.4%

45~54歲 8.2% 15.1% 21.8% 46.0% 8.9% 204 18.9%

55~64歲 2.7% 9.4% 21.5% 60.9% 5.5% 193 17.9%

65歲及以上 1.9% 6.8% 29.3% 46.0% 15.9% 192 17.8%

9.7% 15.9% 20.9% 44.2% 9.2% 1,079 100.0%

河洛人 10.0% 15.6% 22.3% 43.5% 8.7% 797 74.1%

客家人 9.8% 17.4% 18.1% 46.1% 8.7% 140 13.1%

外省人 10.6% 20.3% 13.9% 40.5% 14.7% 115 10.7%

原住民 0.0% 3.1% 27.8% 69.1% 0.0% 24 2.2%

9.8% 16.0% 21.0% 44.1% 9.1% 1,076 100.0%

小學及以下 1.2% 6.0% 28.3% 41.3% 23.2% 147 13.6%

初中、國中 5.9% 10.9% 28.1% 48.7% 6.4% 134 12.4%

高中、高職 3.7% 11.8% 20.5% 55.5% 8.6% 302 28.0%

專科 12.7% 14.5% 18.8% 48.2% 5.7% 129 12.0%

大學及以上 18.4% 25.7% 16.3% 32.6% 6.9% 369 34.1%

9.7% 16.0% 20.9% 44.0% 9.4% 1,08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7.1% 11.1% 18.6% 52.3% 10.9% 119 11.0%

高階白領人員 18.2% 16.3% 16.4% 42.2% 6.9% 118 10.9%

基層白領人員 14.2% 21.6% 21.1% 37.8% 5.3% 206 19.1%

軍公教人員 18.9% 17.1% 21.4% 38.1% 4.4% 48 4.4%

勞工 11.6% 12.4% 21.6% 45.9% 8.4% 165 15.3%

農民 0.0% 4.5% 21.8% 67.2% 6.5% 26 2.4%

學生 19.6% 41.4% 22.9% 16.1% 0.0% 31 2.9%

家庭主婦 2.6% 14.9% 22.9% 46.3% 13.3% 178 16.5%

退休人員 2.2% 9.6% 23.0% 54.7% 10.4% 129 11.9%

無業/待業者 6.9% 21.4% 19.1% 31.5% 21.1% 61 5.6%

9.7% 15.9% 20.9% 44.3% 9.2% 1,081 100.0%

民間信仰(祭祖拜神) 13.5% 19.1% 16.5% 35.4% 15.5% 300 27.8%

道教(天道) 5.5% 19.3% 14.8% 56.5% 3.9% 253 23.5%

佛教 7.8% 12.0% 28.1% 44.6% 7.5% 370 34.2%

基督教(天主教) 8.2% 8.5% 28.7% 47.8% 6.9% 67 6.2%

無宗教信仰 18.6% 18.6% 17.3% 33.7% 11.9% 90 8.3%

9.7% 16.0% 20.9% 44.1% 9.2% 1,079 100.0%

合計

職業

合計

宗教信仰

合計

教育程度

Q6．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別二人建立婚姻關係」？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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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6．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別二人建立婚姻關係」？

合計

民進黨認同者 10.5% 22.6% 22.1% 38.0% 6.8% 254 23.4%

中性選民 11.3% 15.4% 20.4% 41.7% 11.3% 391 36.1%

國民黨認同者 8.1% 12.1% 21.8% 51.4% 6.6% 384 35.4%

不知道 6.1% 15.4% 11.8% 39.7% 27.0% 55 5.1%

9.7% 15.9% 20.8% 44.2% 9.4% 1,084 100.0%

台北市 12.7% 17.5% 25.7% 37.8% 6.3% 123 11.3%

新北市 12.8% 18.6% 24.1% 34.0% 10.5% 185 17.1%

桃竹苗 10.2% 13.8% 17.6% 53.2% 5.2% 167 15.4%

中彰投 8.0% 15.2% 18.2% 48.8% 9.9% 207 19.1%

雲嘉南 6.5% 19.7% 14.9% 49.9% 9.0% 156 14.4%

高屏澎 8.5% 12.2% 26.9% 39.6% 12.8% 173 16.0%

基宜花東金馬 10.2% 14.3% 17.6% 45.6% 12.4% 72 6.6%

9.7% 15.9% 20.8% 44.2% 9.4% 1,084 100.0%合計

七大地區

政黨認同

合計

11/19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2018台灣公投與地方選舉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51.5% 25.7% 8.1% 6.3% 8.3% 533 49.1%

女性 53.3% 23.6% 10.7% 8.7% 3.6% 551 50.9%

52.4% 24.6% 9.5% 7.5% 5.9% 1,084 100.0%

20~24歲 27.1% 18.5% 17.9% 27.3% 9.2% 88 8.1%

25~34歲 31.5% 29.1% 18.0% 15.3% 6.1% 183 16.9%

35~44歲 48.3% 27.1% 10.2% 8.7% 5.7% 220 20.4%

45~54歲 64.9% 17.4% 10.4% 2.4% 4.9% 204 18.9%

55~64歲 71.1% 22.3% 3.0% 1.3% 2.3% 193 17.9%

65歲及以上 57.5% 30.0% 2.5% 1.4% 8.5% 192 17.8%

52.6% 24.6% 9.5% 7.5% 5.8% 1,079 100.0%

河洛人 51.9% 25.4% 9.0% 8.5% 5.3% 797 74.1%

客家人 54.2% 19.7% 12.0% 6.5% 7.7% 140 13.1%

外省人 47.5% 27.7% 12.1% 4.5% 8.2% 115 10.7%

原住民 77.8% 22.2% 0.0% 0.0% 0.0% 24 2.2%

52.3% 24.8% 9.5% 7.6% 5.8% 1,076 100.0%

小學及以下 54.9% 25.6% 2.1% 1.3% 16.1% 147 13.6%

初中、國中 62.6% 33.0% 2.1% 0.0% 2.3% 134 12.4%

高中、高職 62.1% 28.3% 2.8% 3.3% 3.5% 302 28.0%

專科 64.5% 18.9% 10.5% 3.1% 3.0% 129 12.0%

大學及以上 35.4% 20.3% 20.3% 17.9% 6.1% 369 34.1%

52.4% 24.7% 9.5% 7.6% 5.9% 1,08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66.1% 21.3% 3.8% 5.8% 3.0% 119 11.0%

高階白領人員 46.1% 25.4% 12.8% 11.5% 4.3% 118 10.9%

基層白領人員 44.8% 22.5% 15.9% 12.3% 4.4% 206 19.1%

軍公教人員 44.7% 35.4% 5.2% 10.3% 4.4% 48 4.4%

勞工 50.2% 31.3% 6.6% 6.8% 5.1% 165 15.3%

農民 69.7% 17.9% 3.4% 0.0% 8.9% 26 2.4%

學生 31.1% 17.4% 24.3% 27.2% 0.0% 31 2.9%

家庭主婦 60.7% 23.6% 6.6% 0.0% 9.0% 178 16.5%

退休人員 63.8% 28.1% 3.1% 1.7% 3.4% 129 11.9%

無業/待業者 33.3% 13.6% 19.2% 14.8% 19.0% 61 5.6%

52.5% 24.7% 9.4% 7.6% 5.8% 1,081 100.0%

民間信仰(祭祖拜神) 37.9% 23.9% 15.7% 11.7% 10.9% 300 27.8%

道教(天道) 64.2% 21.4% 8.0% 4.1% 2.3% 253 23.5%

佛教 59.6% 26.6% 5.6% 4.3% 4.0% 370 34.2%

基督教(天主教) 61.8% 22.0% 8.1% 6.0% 2.2% 67 6.2%

無宗教信仰 32.6% 30.5% 10.1% 17.3% 9.6% 90 8.3%

52.5% 24.6% 9.5% 7.5% 5.9% 1,079 100.0%

合計

職業

合計

宗教信仰

合計

教育程度

Q7．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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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公投與地方選舉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7．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合計

民進黨認同者 47.4% 25.8% 11.1% 12.6% 3.0% 254 23.4%

中性選民 46.2% 27.0% 8.2% 9.8% 8.8% 391 36.1%

國民黨認同者 63.5% 21.5% 9.4% 1.8% 3.7% 384 35.4%

不知道 42.0% 24.2% 10.9% 8.6% 14.3% 55 5.1%

52.4% 24.6% 9.5% 7.5% 5.9% 1,084 100.0%

台北市 52.2% 18.8% 16.3% 7.8% 4.9% 123 11.3%

新北市 46.0% 33.0% 9.3% 6.8% 5.0% 185 17.1%

桃竹苗 51.4% 21.1% 12.4% 9.6% 5.5% 167 15.4%

中彰投 54.8% 19.7% 10.3% 7.6% 7.5% 207 19.1%

雲嘉南 53.1% 27.6% 6.9% 7.2% 5.1% 156 14.4%

高屏澎 54.0% 28.0% 3.4% 7.8% 6.9% 173 16.0%

基宜花東金馬 59.8% 21.0% 9.2% 4.1% 5.8% 72 6.6%

52.4% 24.6% 9.5% 7.5% 5.9% 1,084 100.0%合計

七大地區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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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公投與地方選舉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41.6% 22.1% 12.5% 14.9% 8.9% 533 49.1%

女性 40.3% 29.4% 10.7% 9.8% 9.8% 551 50.9%

40.9% 25.8% 11.6% 12.3% 9.4% 1,084 100.0%

20~24歲 51.5% 21.2% 12.1% 8.7% 6.4% 88 8.1%

25~34歲 47.5% 32.7% 9.4% 4.8% 5.5% 183 16.9%

35~44歲 42.5% 25.9% 10.3% 13.4% 7.9% 220 20.4%

45~54歲 33.9% 23.6% 16.0% 18.3% 8.2% 204 18.9%

55~64歲 40.6% 23.0% 10.3% 15.8% 10.2% 193 17.9%

65歲及以上 36.0% 26.7% 11.1% 10.3% 15.9% 192 17.8%

41.0% 25.9% 11.5% 12.4% 9.3% 1,079 100.0%

河洛人 42.7% 26.3% 11.6% 10.6% 8.7% 797 74.1%

客家人 42.7% 18.7% 11.8% 17.6% 9.2% 140 13.1%

外省人 28.6% 30.1% 11.2% 16.9% 13.2% 115 10.7%

原住民 43.3% 33.3% 0.0% 19.0% 4.4% 24 2.2%

41.2% 25.9% 11.4% 12.4% 9.2% 1,076 100.0%

小學及以下 36.4% 26.6% 11.5% 3.7% 21.7% 147 13.6%

初中、國中 39.6% 35.0% 7.2% 8.6% 9.6% 134 12.4%

高中、高職 41.6% 30.3% 9.5% 11.9% 6.7% 302 28.0%

專科 40.0% 16.2% 14.2% 22.7% 7.0% 129 12.0%

大學及以上 42.9% 21.9% 14.1% 13.8% 7.3% 369 34.1%

40.9% 25.8% 11.6% 12.3% 9.3% 1,08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44.4% 20.5% 13.1% 13.9% 8.1% 119 11.0%

高階白領人員 49.8% 18.1% 6.5% 19.1% 6.4% 118 10.9%

基層白領人員 41.1% 24.3% 13.5% 13.4% 7.7% 206 19.1%

軍公教人員 33.0% 25.5% 17.2% 18.3% 6.1% 48 4.4%

勞工 33.9% 35.7% 10.0% 8.3% 12.2% 165 15.3%

農民 46.1% 24.2% 9.6% 8.5% 11.7% 26 2.4%

學生 43.0% 24.3% 16.3% 16.5% 0.0% 31 2.9%

家庭主婦 39.5% 34.0% 7.0% 9.0% 10.5% 178 16.5%

退休人員 38.4% 22.0% 14.7% 13.8% 11.1% 129 11.9%

無業/待業者 45.3% 16.5% 17.1% 5.1% 16.0% 61 5.6%

40.8% 25.9% 11.6% 12.3% 9.4% 1,081 100.0%

民間信仰(祭祖拜神) 40.5% 23.5% 8.8% 13.7% 13.6% 300 27.8%

道教(天道) 40.8% 26.5% 13.0% 13.8% 5.9% 253 23.5%

佛教 42.6% 26.1% 11.6% 10.8% 9.0% 370 34.2%

基督教(天主教) 33.9% 28.3% 21.5% 8.9% 7.3% 67 6.2%

無宗教信仰 42.1% 28.5% 9.9% 12.9% 6.6% 90 8.3%

41.0% 25.8% 11.6% 12.3% 9.2% 1,079 100.0%

合計

職業

合計

宗教信仰

合計

教育程度

Q8．你是否同意「以「台灣」（Taiwan）為全名，申請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及2020年東京奧

運」？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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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公投與地方選舉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8．你是否同意「以「台灣」（Taiwan）為全名，申請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及2020年東京奧

運」？

合計

民進黨認同者 63.5% 27.1% 4.5% 1.0% 3.9% 254 23.4%

中性選民 44.5% 24.7% 11.7% 6.4% 12.5% 391 36.1%

國民黨認同者 23.7% 26.6% 16.7% 26.7% 6.3% 384 35.4%

不知道 31.0% 22.3% 7.3% 6.0% 33.4% 55 5.1%

40.9% 25.8% 11.6% 12.3% 9.4% 1,084 100.0%

台北市 42.9% 15.7% 17.6% 12.5% 11.3% 123 11.3%

新北市 39.2% 24.9% 13.4% 17.2% 5.3% 185 17.1%

桃竹苗 38.5% 25.0% 15.0% 14.2% 7.3% 167 15.4%

中彰投 39.7% 26.5% 13.3% 11.2% 9.2% 207 19.1%

雲嘉南 50.8% 26.6% 5.7% 5.5% 11.5% 156 14.4%

高屏澎 40.4% 30.5% 7.1% 10.3% 11.7% 173 16.0%

基宜花東金馬 30.7% 32.6% 7.1% 17.8% 11.8% 72 6.6%

40.9% 25.8% 11.6% 12.3% 9.4% 1,084 100.0%合計

七大地區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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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公投與地方選舉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32.5% 27.3% 14.2% 16.5% 9.6% 533 49.1%

女性 34.5% 27.2% 15.4% 10.9% 12.1% 551 50.9%

33.5% 27.2% 14.8% 13.6% 10.9% 1,084 100.0%

20~24歲 28.2% 35.6% 23.4% 9.4% 3.4% 88 8.1%

25~34歲 27.5% 33.8% 21.9% 9.2% 7.7% 183 16.9%

35~44歲 41.2% 30.0% 9.7% 13.1% 6.1% 220 20.4%

45~54歲 37.4% 21.9% 13.3% 21.3% 6.2% 204 18.9%

55~64歲 38.0% 22.8% 15.0% 13.5% 10.7% 193 17.9%

65歲及以上 24.0% 25.0% 11.0% 12.4% 27.6% 192 17.8%

33.5% 27.4% 14.7% 13.6% 10.8% 1,079 100.0%

河洛人 33.0% 28.0% 15.0% 13.3% 10.7% 797 74.1%

客家人 35.1% 27.9% 11.7% 14.6% 10.7% 140 13.1%

外省人 40.0% 22.3% 14.3% 12.6% 10.8% 115 10.7%

原住民 21.8% 26.2% 31.8% 14.0% 6.1% 24 2.2%

33.8% 27.3% 14.9% 13.4% 10.6% 1,076 100.0%

小學及以下 20.9% 22.1% 9.1% 12.8% 35.1% 147 13.6%

初中、國中 35.3% 24.5% 18.7% 7.5% 14.0% 134 12.4%

高中、高職 31.1% 25.9% 15.5% 21.0% 6.5% 302 28.0%

專科 48.6% 26.5% 8.9% 11.2% 4.8% 129 12.0%

大學及以上 34.9% 31.5% 17.0% 11.0% 5.6% 369 34.1%

33.6% 27.2% 14.8% 13.7% 10.8% 1,08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35.0% 30.7% 12.4% 16.5% 5.4% 119 11.0%

高階白領人員 41.7% 29.5% 10.9% 14.1% 3.9% 118 10.9%

基層白領人員 39.1% 30.8% 15.2% 10.0% 4.8% 206 19.1%

軍公教人員 37.0% 31.1% 11.1% 14.0% 6.8% 48 4.4%

勞工 33.3% 30.6% 11.5% 14.7% 10.0% 165 15.3%

農民 29.0% 19.2% 4.9% 16.0% 31.0% 26 2.4%

學生 13.7% 36.2% 42.3% 7.8% 0.0% 31 2.9%

家庭主婦 31.6% 21.9% 16.7% 11.7% 18.1% 178 16.5%

退休人員 29.8% 22.5% 15.7% 14.4% 17.6% 129 11.9%

無業/待業者 20.9% 17.7% 20.0% 22.9% 18.5% 61 5.6%

33.6% 27.3% 14.8% 13.7% 10.6% 1,081 100.0%

民間信仰(祭祖拜神) 28.6% 31.3% 15.2% 11.2% 13.7% 300 27.8%

道教(天道) 41.0% 21.3% 15.0% 18.9% 3.7% 253 23.5%

佛教 31.8% 29.9% 13.0% 12.3% 13.0% 370 34.2%

基督教(天主教) 39.8% 31.4% 11.6% 10.7% 6.6% 67 6.2%

無宗教信仰 33.0% 16.7% 22.4% 14.1% 13.8% 90 8.3%

33.7% 27.3% 14.8% 13.6% 10.7% 1,079 100.0%

合計

職業

合計

宗教信仰

合計

教育程度

Q9．你是否同意「政府維持禁止開放日本福島311核災相關地區，包括福島與周遭四縣市（茨

城、櫪木、群馬、千葉）等地區農產品及食品進口」？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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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公投與地方選舉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9．你是否同意「政府維持禁止開放日本福島311核災相關地區，包括福島與周遭四縣市（茨

城、櫪木、群馬、千葉）等地區農產品及食品進口」？

合計

民進黨認同者 31.0% 28.6% 18.0% 10.4% 11.9% 254 23.4%

中性選民 32.7% 29.2% 14.2% 13.0% 10.9% 391 36.1%

國民黨認同者 38.9% 25.1% 12.7% 17.0% 6.2% 384 35.4%

不知道 13.3% 21.9% 17.5% 9.7% 37.7% 55 5.1%

33.5% 27.2% 14.8% 13.6% 10.9% 1,084 100.0%

台北市 32.9% 18.1% 20.3% 20.4% 8.4% 123 11.3%

新北市 31.8% 31.6% 20.2% 10.3% 6.1% 185 17.1%

桃竹苗 39.2% 24.9% 12.0% 13.5% 10.5% 167 15.4%

中彰投 32.1% 29.9% 11.6% 14.1% 12.3% 207 19.1%

雲嘉南 29.4% 30.4% 13.4% 13.2% 13.5% 156 14.4%

高屏澎 35.4% 29.2% 12.4% 12.4% 10.7% 173 16.0%

基宜花東金馬 34.3% 18.1% 15.5% 13.5% 18.7% 72 6.6%

33.5% 27.2% 14.8% 13.6% 10.9% 1,084 100.0%合計

七大地區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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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公投與地方選舉

非常

欣賞

還算

欣賞

不太

欣賞

一點也

不欣賞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28.3% 29.6% 14.2% 16.8% 11.1% 533 49.1%

女性 19.4% 33.1% 15.3% 14.4% 17.9% 551 50.9%

23.8% 31.4% 14.8% 15.6% 14.5% 1,084 100.0%

20~24歲 20.9% 38.5% 9.2% 6.1% 25.3% 88 8.1%

25~34歲 17.5% 46.1% 11.4% 8.1% 16.8% 183 16.9%

35~44歲 24.6% 33.0% 19.4% 11.5% 11.5% 220 20.4%

45~54歲 28.9% 32.3% 13.5% 14.7% 10.5% 204 18.9%

55~64歲 25.8% 27.0% 12.1% 23.8% 11.3% 193 17.9%

65歲及以上 22.9% 16.4% 19.6% 24.7% 16.4% 192 17.8%

23.8% 31.5% 14.8% 15.6% 14.2% 1,079 100.0%

河洛人 21.4% 30.9% 15.7% 17.1% 14.9% 797 74.1%

客家人 23.6% 37.3% 11.7% 17.1% 10.2% 140 13.1%

外省人 39.6% 26.8% 15.0% 3.6% 15.0% 115 10.7%

原住民 36.5% 29.8% 4.5% 17.7% 11.4% 24 2.2%

23.9% 31.3% 14.9% 15.7% 14.2% 1,076 100.0%

小學及以下 12.9% 19.0% 25.0% 15.8% 27.4% 147 13.6%

初中、國中 22.6% 27.7% 13.5% 20.1% 16.0% 134 12.4%

高中、高職 26.2% 32.3% 13.7% 18.7% 9.0% 302 28.0%

專科 31.6% 38.0% 10.1% 10.5% 9.7% 129 12.0%

大學及以上 23.9% 34.8% 13.6% 12.8% 15.0% 369 34.1%

23.8% 31.4% 14.7% 15.5% 14.5% 1,08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29.8% 38.6% 9.5% 17.1% 5.1% 119 11.0%

高階白領人員 29.7% 31.6% 14.9% 16.3% 7.4% 118 10.9%

基層白領人員 20.9% 38.6% 15.4% 10.6% 14.6% 206 19.1%

軍公教人員 30.2% 28.2% 15.6% 12.9% 13.1% 48 4.4%

勞工 23.4% 32.1% 14.2% 12.0% 18.4% 165 15.3%

農民 26.7% 12.7% 22.5% 29.2% 8.9% 26 2.4%

學生 22.0% 37.1% 9.2% 15.0% 16.8% 31 2.9%

家庭主婦 18.3% 27.9% 15.4% 16.3% 22.0% 178 16.5%

退休人員 28.4% 17.4% 17.9% 25.3% 11.1% 129 11.9%

無業/待業者 13.1% 39.1% 14.2% 12.0% 21.6% 61 5.6%

23.8% 31.4% 14.7% 15.6% 14.4% 1,081 100.0%

合計

職業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Q13．國民黨籍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最近走紅。一般說來，您欣不欣賞韓國瑜這個人？

合計

性別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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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欣賞

還算

欣賞

不太

欣賞

一點也

不欣賞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13．國民黨籍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最近走紅。一般說來，您欣不欣賞韓國瑜這個人？

合計

民間信仰(祭祖拜神) 18.7% 33.9% 12.6% 15.4% 19.4% 300 27.8%

道教(天道) 27.8% 31.2% 18.0% 17.3% 5.6% 253 23.5%

佛教 23.2% 27.7% 16.4% 16.8% 15.9% 370 34.2%

基督教(天主教) 38.8% 36.7% 3.0% 6.7% 14.9% 67 6.2%

無宗教信仰 20.6% 36.0% 15.9% 11.7% 15.8% 90 8.3%

23.8% 31.5% 14.8% 15.5% 14.4% 1,079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4.3% 16.3% 29.8% 42.1% 7.5% 254 23.4%

中性選民 17.2% 29.3% 16.9% 13.9% 22.8% 391 36.1%

國民黨認同者 45.6% 42.7% 4.5% 0.6% 6.6% 384 35.4%

不知道 8.6% 36.8% 2.0% 9.3% 43.3% 55 5.1%

23.8% 31.4% 14.8% 15.6% 14.5% 1,084 100.0%

台北市 24.4% 27.7% 15.9% 14.4% 17.6% 123 11.3%

新北市 22.1% 28.5% 18.8% 12.6% 18.0% 185 17.1%

桃竹苗 23.8% 38.3% 10.9% 16.8% 10.3% 167 15.4%

中彰投 25.6% 32.2% 11.3% 14.1% 16.7% 207 19.1%

雲嘉南 21.3% 29.2% 13.8% 21.0% 14.8% 156 14.4%

高屏澎 24.3% 27.7% 18.6% 16.4% 13.1% 173 16.0%

基宜花東金馬 26.0% 40.2% 14.2% 12.7% 6.9% 72 6.6%

23.8% 31.4% 14.8% 15.6% 14.5% 1,084 100.0%合計

合計

七大地區

宗教信仰

合計

政黨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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