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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12/30）早上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2020 台

灣總統與立委大選」十二月全國性民調發表會。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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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並邀請林

嘉誠與丁庭宇兩位知名學者與談。 

 

十二月全國性民調涵蓋以下九個重點：（一）台灣人的政黨認同；（二）台灣

人的統獨傾向；（三）蔡英文總統聲望；（四）蔡英文總統的兩岸表現；（五）蔡

英文總統的經濟表現；（六）關於韓國瑜「重設特偵組」的主張；（七）選民對三

位總統候選人的感覺；（八）總統選民的投票傾向；（九）立委選民的投票抉擇。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 關於台灣人的政黨認同，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有

四成七是民進黨認同者，其中深綠有一成七，淺綠有三成一；同時，有二成

九是國民黨認同者，其中有 9%是深藍，二成是淺藍；此外，約有二成一是

中性選民。整體來講，泛藍與泛綠勢力差距達 18 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藍

綠基本盤差十八趴，這是自 2016 年十月以來次高的差距，僅次於上個月。 

 

二、 關於台灣人的統獨傾向，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

「台灣獨立」是四成六台灣人對未來的期待和選擇，兩成七期盼未來繼續

「維持現狀」，一成二期盼未來「兩岸統一」。這樣的發現，顯示出多數台灣

人期待台灣未來要獨立，再一次打破「台灣人希望永遠維持現狀」的假象與

迷思。 

 

三、 關於蔡英文總統聲望，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當中，有四成

九的人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三成八的人不贊同；

贊同的人比不贊同的人多 11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蔡英文目前仍獲得近

五成台灣人民的肯定與支持，與上月比雖有明顯下降，但仍在舒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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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蔡總統的兩岸表現，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五成三基本

上對蔡總統三年多來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滿意，但有四成不滿意；滿意的

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13 個百分點。這是蔡英文上任以來，台灣人最滿意她兩

岸表現的時候。再次印證了一項不變的經驗法則，「只要兩岸關係緊繃，尤

其是重大選舉期間，台灣人將油然而生鞏固領導中心的心理效應」。 

 

五、 關於蔡總統的經濟表現，最新民意發現，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四成八的人

基本上滿意蔡總統三年多來的經濟表現，但也有四成五的人不滿意。滿意

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3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蔡總統三年多來的經濟

表現好壞，國人看法始終分歧，不滿意者遠比滿意者多，如今滿意者首度超

越不滿意者三個百分點，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六、 關於韓國瑜重設特偵組的主張，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三成

八基本上贊成韓國瑜的主張，但也有四成六反對。這顯示韓國瑜的主張並

沒有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 

 

七、 關於國人對三位總統候選人的感情溫度，最新民意顯示，以平均值來看，蔡

英文總統獲 57.92 度拔得頭籌，宋楚瑜 46.21度位居第二，韓國瑜獲 38.17

度，敬陪末座。此外，台灣總統選民中，有半數的人對蔡英文總統有好感，

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對韓國瑜有好感。 

 

八、 關於總統選民的投票傾向，最新民意顯示，如果明天投票，52.5%會投給蔡

英文/賴清德，21.9%會投給韓國瑜/張善政，9.5%會投給宋楚瑜/余湘，

10.8%尚未決定，2.5%不投票或投廢票，2.7%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如果

明天投票，蔡賴配將贏韓張配 30.6 個百分點，選舉結果將一面倒，蔡賴配

將贏得壓倒性勝利。 

 

九、 關於政黨票的流向，最新民意顯示，33.6%投民進黨，26%投國民黨，7.2%

投台灣民眾黨，4.5%投時代力量，3.5%投親民黨，5.1%投其他政黨，還有

15.3%尚未決定，4.2%不投票/投廢票，2.6%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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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2018 年 11 月 24 日台灣九合一地方大選，執政的民進黨遭

遇空前挫敗，彷彿是昨天才發生的事。而今，距明年 1 月 11 日的 2020 台灣總統與立委

大選只剩 12 天。 

回顧 2019 這一整年台灣的政治過程，可說是高潮迭起，許多令人驚奇或錯愕的事

不斷發生，基本上都環繞著總統與立委大選的主軸，包括主要政黨內部對總統與立委提

名權的角逐，以及躍躍欲試、舉棋不定的第三勢力最後紛紛棄選。 

2018 年九合一地方大選，台灣選民用選票狠狠地教訓、羞辱蔡英文總統所領導的

民進黨，表達了選民對蔡政府執政表現最強烈的失望和不滿。經九合一地方選舉重創的

民進黨會不會就此失去中央政權？輸掉下一次的總統與立委選舉？ 

2019 年 3 月 18 日，是一個帶有強烈政治張力的奇特日子，就在這一天，帶著明星

光環的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出現在民進黨中央黨部，登記角逐黨內總統提名，挑戰蔡英文，

舉國為之震動。2019 年 6 月 12 日，原本民意支持度遠高過蔡英文的賴清德，在對手一

再阻撓初選進行，並強迫改變遊戲規則後，意外落選。隔天，在台南天壇舉行記者會，

含淚宣佈接受初選結果。這是一個令人意外的歷史轉折，蔡英文也在外界跌破眼鏡的情

況下，強取民進黨總統提名。 

在國民黨方面，總統初選也在一連串的驚訝、錯愕、忙亂中推進。挾著高雄市長大

勝的韓國瑜，在韓粉鼓譟簇擁下，不顧全國民意普遍不樂見的情況下，進一步爭取並贏

得總統提名。原本已蓄勢待發的眾黨內巨頭，包括吳敦義、朱立倫、王金平、郭台銘等，

紛紛鎩羽而歸，難掩失望和不滿。相關國民黨人自此埋下嚴重心結，貌合神離，難以齊

心協力，團結起來，打一場重返執政的聖戰。 

9 月 17 日是另一個奇特的日子，就在這一天，來勢洶洶的台灣首富郭台銘和台北

市長柯文哲雙雙宣佈退出總統大選。郭台銘棄選，讓國民黨與韓國瑜鬆了一口氣，柯文

哲棄選則讓蔡英文和民進黨放下心中的一顆石頭。同一天，前副總統呂秀蓮意外接受喜

樂島聯盟的總統提名，展開為期 45 天的公民連署行動，可惜壯志未酬。 

11 月 13 日，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宣佈參選，並形容這是他的「終局之戰」，外界並不

感到特別意外。11 月 17 日，蔡英文總統宣佈副手人選為賴清德，蔡賴配成局，為民進

黨總統初選之亂劃下一個句點。11 月 22 日，總統與立委登記的最後一天，擁有總統門

票的時代力量並沒有推出任何人代表參選，暗示這個原本充滿希望的小黨，今後的路將

佈滿荊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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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險遭民意海嘯滅頂的民主進步黨，在過去的一年，經歷了很多內部衝撞和外

部的冷嘲熱諷。但這個黨很技巧地以「抗中保台」做選戰主軸，一方面盡力迴避選民對

其千瘡百孔的政績檢驗，另一方面借力使力，利用中國對台一向的蠻橫欺凌和領土野心，

激起年輕選民的濃濃亡國感，並在選戰最後關頭主打「反滲透法」、「下架吳斯懷」，貫徹

「抗中保台」的選戰策略。 

完全執政的民進黨能不能在 2020 總統與立委大選中存活？重新站起來？台灣選民

願不願意給蔡英文和民進黨第二次機會？答案在 12 天後就會揭曉。 

 

 

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這樣的背景下，我們 12 月全國性民調即以「2020 台灣總統與立委大選」為

主題，進行相關調查，涵蓋以下九個重點： 

（一） 政黨認同 

（二） 台灣人的統獨傾向 

（三） 蔡英文總統聲望 

（四） 蔡英文總統的兩岸表現 

（五） 蔡英文總統的經濟表現 

（六） 關於韓國瑜「重設特偵組」的主張 

（七） 選民對三位總統候選人的感覺 

（八） 總統選民的投票傾向 

（九） 立委選民的投票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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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撰寫、研究發現的判讀、

及相關公共政策與政治意涵的解析；山水民意研究公司受基金會委託，主要負責抽樣設

計、電話訪談與統計分析。訪問期間是 2019 年 12 月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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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 人；抽樣誤差在 95%信心水準下約正負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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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的政黨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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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非常接近民進黨，30.5%還算接近民進黨，20%

還算接近國民黨，8.9%非常接近國民黨，20.7%中性選民(或獨立選民)，3.2%不知道、

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有四成七是民進黨認同

者，其中深綠一成七，淺綠三成一；同時，有二成九是國民黨認同者，其中有 9%深藍，

二成淺藍；此外，約有二成一是中性選民。 

整體來講，泛藍與泛綠勢力差距達 18 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藍綠基本盤差十八趴，

這是自 2016 年十月以來次高的差距，僅次於上個月。當大選已進入倒數時刻，綠藍勢

力相差 18 趴，這無疑是一個極清楚的訊息，因為政治科學理論告訴我們，「當其他條件

均等時，政黨認同強弱將決定選舉結果」。請參見圖 1。 

 

圖 1：台灣人的政黨認同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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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說明的是，台灣政黨體系和美國典型兩黨制不同，所以政黨認同測量的結果，

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藍綠兩大政治勢力的大小，而不完全等同於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實

際選民支持規模。舉一個例，當我們說，台灣總統選民中有四成七是民進黨認同者，我

們其實是在說，這包括的不只是民進黨支持者，還有許多親民進黨的小黨支持者，像時

代力量、民眾黨、一邊一國、喜樂島、台聯、台灣基進、台灣維新、綠黨等等。同理，

國民黨認同者指的雖然主要是國民黨支持者，但也包括了親民黨、新黨、與統促黨等等

的支持者。 

政黨認同，性質上，是影響選民政治認知和判斷的極重要因素，也是左右選民投票

傾向的最重要變數之一。如果以 2020 台灣總統大選為例，目前民進黨擁有四成七政黨

認同者，而國民黨擁有二成九政黨認同者，很顯然民進黨在政黨認同上佔了絕對的優勢。

18 個百分點，具體地說，如果以中選會近期公布的台灣合格選民總數約 1934 萬人計，

約等於 348 萬選民。所以，如果其他條件相等，民進黨將贏得 2020 台灣總統大選，蔡

英文會順利連任。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與兩個月前相比，民進黨認同者略微下降 2.3 個百分點，國民

黨認同者略減 0.5 個百分點，整體而言，兩黨差距減少兩個百分點，基本上沒有大的變

化。請參見圖 2。 

圖 3 呈現了民進黨自 2016 年重返執政以後，整體台灣人政黨認同的變化。圖中，

民進黨和國民黨認同都曾出現大起大落的狀況，那代表過去三年半台灣政治過程在不同

時間點上發生許多大大小小的事件與故事。重要的是，當 2020 總統與立委大選只剩 12

天，民進黨已走出 2018 敗選的陰影，重新獲得多數選民的接納，國民黨卻面臨自去年

十一月「九合一地方選舉」大勝以來最低潮的時刻。究竟什麼因素造成民意的翻轉？非

常值得深究。 

 

圖 2：台灣人的政黨認同：兩次比較 （2019/11—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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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台灣人政黨認同趨勢 （2016/5~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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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人的統獨傾向 

「政治預存傾向」(Political Predispositions)是決定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變數。在台

灣，統獨傾向就是台灣人最重要的政治預存傾向之一，它不但重要地影響選民政治認知、

判斷和選擇，也是牽動兩岸關係的關鍵變數，因此，也是我們長期觀察的重點項目。 

我們問：「國內對於台灣前途問題有很多爭論，有人認為「兩岸統一」比較好，

也有人認為「台灣獨立」比較好。請問您的意見是怎樣？是「台灣獨立」或是「兩

岸統一」？」結果發現：45.9%台灣獨立，26.8%維持現狀，11.7%兩岸統一，15.7%

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

「台灣獨立」是四成六台灣人對未來的期待和選擇，兩成七期盼未來繼續「維持現

狀」，一成二期盼未來「兩岸統一」。這樣的發現，顯示出多數台灣人期待台灣未來

要獨立，再一次打破「台灣人希望永遠維持現狀」的假象與迷思。請參看圖 4。 

 

 

圖 4：台灣人的統獨傾向（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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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台灣人的統獨傾向：前後兩次比較 （2019/6、2019/12） 

 

 

 

圖 6：台灣人的統獨傾向 [1991~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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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六個月前調查相比，我們發現，期盼未來台灣要獨立的人略減 3.8 個百分點，期

盼未來要繼續維持現狀者略增 1.4 個百分點，期盼未來兩岸統一者略減 1.9 個百分點。

整體來看，台灣人的統獨傾向維持長期以來一貫的模式。值得一 

提的是，當台灣內部正舉行總統與立委大選之際，兩岸關係持續緊張，香港反送中

運動已慢慢平息，多數台灣人仍對台灣未來走向獨立心存厚望，而期盼未來兩岸統一的

人已創下歷史的新低，只有 11.7%，同時，只有四分之一強的人期盼未來要繼續維持現

狀，箇中意涵非常值得重視。 

換句話說，當 2020 台灣總統與立委選舉倒數計時的時刻，期盼未來台灣要獨立的

選民竟然比主張未來要「維持現狀」和「兩岸統一」的選民加起來還多 7.4 個百分點，

這明顯將有利於民進黨，儘管民進黨在蔡英文總統主政下早已和「台獨」有關的議題如

東奧正名、獨立公投、正名制憲等保持距離。請參見圖 5 和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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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蔡英文總統聲望：49.3%，明顯下滑，但仍在舒適圈 

關於總統聲望，我們問：「蔡英文總統自 2016 年 5 月 20 日上任到現在，三年又七

個月；整體來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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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非常贊同，37.8%還算贊同，18.6%不太贊同，19.7%一點也不贊同，

12.4%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當中，

有四成九的人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三成八的人不贊同；贊同的

人比不贊同的人多 11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蔡英文目前獲得近五成台灣人民的肯定

與支持，這是一項寶貴的政治資本，也是她失而復得的寶貴政治資本。請參見圖 7。 

 

圖 7：蔡英文總統聲望（2019/12） 

 

和上個月相比，可以清楚發現，贊同蔡總統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人減少 6.2 個百分

點，而不贊同的人也增加 2.2 個百分點，這一來一往，使得十一月原本贊同的人比不贊

同的人多 20 個百分點，如今贊同的人比不贊同的人只多 11 個百分點，這是一個相當顯

著的民意轉變，和總統及立委大選所激發的藍綠針鋒相對有關，後續發展值得關注。請

參見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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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蔡英文總統聲望：兩次比較 [2019/11、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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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蔡英文總統聲望趨勢 （2016/5~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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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蔡總統的兩岸表現 

我們問：「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結果發

現：19%非常滿意，33.6%還算滿意，20.2%不太滿意，19.3%非常不滿意，8%沒意見

/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五成三基本上對蔡總統

三年多來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滿意，但有四成不滿意；滿意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13 個

百分點。請參看表 10。 

 

圖 10：台灣人對蔡總統處理兩岸關係表現的態反應（2019/12） 

 

 

和今年八月，也就是四個月前相比，不滿意蔡英文三年多來處理兩岸關係表現的人

減少 5.5 個百分點，同時，滿意的人增加 3.3 個百分點，這使得原本滿意的人只多過不

滿意的人 4.2 個百分點，如今已急遽擴大到 13 個百分點，創下自 2016 年八月以來的新

高；換句話說，這是蔡英文上任以來，台灣人最滿意她兩岸表現的時候。再次印證了一

項不變的經驗法則，「只要兩岸關係緊繃，尤其是重大選舉期間，台灣人將油然而生鞏固

領導中心的心理效應」。請參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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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台灣人對蔡總統處理兩岸關係表現的反應趨勢 （2016/8~2019/12）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有以下幾點重要的發現： 

第一， 在年齡層方面，20-34歲選民中有約三分之二基本上滿意蔡英文的兩岸表現；

55 歲以上的選民中，也出現滿意她的人明顯多於不滿意的人；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40-54 歲選民不滿意蔡英文兩岸表現的遠多於滿意的。這就形成年

輕與年長選民和中壯選民有鮮明的對比。 

 

第二， 在教育程度方面，除了高中/高職教育程度選民，滿意與不滿意蔡英文兩岸表

現的人各佔四成五外，其他類別教育程度選民，不論是高教育或低教育，滿

意蔡英文兩岸表現的人都遠多於不滿意的人。 

 

第三， 從主觀社會階層看，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台灣社會的中層、中上層與中下

層階級滿意蔡英文兩岸表現的人多於不滿意的人，而最上層和最底層反而不

滿意的人遠多於滿意的人。 

 

第四， 從統獨傾向來看，在獨派選民中，七呈六基本上滿意，二成不滿意；現狀派

選民中，滿意與不滿意各佔四成三；而統派選民中，八成五不滿意，一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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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也是最後，民進黨認同者中，八成七滿意蔡英文的兩岸表現，8.3%不滿意；

國民黨認同者中，九成不滿意，7.8%滿意；中性選民中，四成三不滿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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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講，蔡英文自 2016 年 5 月上任迄今，絕大多數的時間，不滿意她兩岸表現

的人遠多於滿意的人，直到今年八月才第一次出現滿意的人多於不滿意的人。蔡英文該

如何理解這項民意轉變？我覺得她至少不應錯誤解讀為「人民自始肯定她的兩岸表現」，

多數人民肯定她現在的兩岸表現，不代表也肯定她過去的兩岸表現，事實上，對於她過

去長達近三年的兩岸表現，多數台灣人民是不滿意的，這有堅強的大量數據可資證明。 

 

 

 

五、關於蔡總統的經濟表現 

我們問：「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統拼經濟的表現？」結果發現：12.5%

非常滿意，35.8%還算滿意，25.1%不太滿意，19.4%非常不滿意，7.2%沒意見、不知

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四成八的人基本上滿意蔡總

統三年多來的經濟表現，但也有四成五的人不滿意。滿意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3 個百分

點。這項發現顯示，蔡總統三年多來的經濟表現好壞，國人看法始終分歧，不滿意者遠

比滿意者多，如今滿意者首度超越不滿意者四個百分點，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請參看

圖 12。 

 

圖 12：台灣人對蔡總統經濟表現的反應（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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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國家，總統的總體經濟表現常被視為施政成敗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台灣當然

也不例外。總統的經濟表現是總統聲望高低的關鍵因素。2016 年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

執政，蔡英文接下馬英九的棒子，必須概括承受多年來經濟蕭條、不景氣、遲滯發展的

苦果。人民不希望繼續過苦日子，期盼政黨論替後，新政府能帶來新希望、新氣象，有

效改善經濟生活。 

比較蔡英文和馬英九剛上任前三年半的經濟表現，我們有如下的發現：首先，在經

濟成長率方面，馬英九前三年半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約 3.42%，蔡英文則是約 2.72%左右，

兩者相差 0.7 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蔡政府不但沒有超越馬政府，反而有明顯的落後；

第二，在失業率方面，馬英九前三年半的平均失業率約 4.9%，而蔡英文則是約 3.8%，

蔡政府表現比馬政府好；第三，以近十年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世界排名來看，蔡

政府大約比馬政府排名往前提升一兩名。整體而言，蔡英文與馬英九的經濟表現差異不

大。難怪直到 2020 總統大選前夕以前，多數台灣人民對蔡總統上任三年半的經濟表現，

基本上無感、失望、不滿。  

根據 2019 年 2 月，台灣民意基金會一項未發表的全國性民調發現，當問到「過去

一年來（2018）年，您個人的經濟狀況是變好？還是變壞？還是沒改變？」結果發現：

13.2%說變好，23.6%說變壞，61.7%說跟過去一樣，1.6%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

2018 年覺得自己經濟狀況變壞的比變好的多十個百分點，而大多數人（61.7%）覺得沒

有改變。由此可見，芸芸眾生並沒有感覺政黨輪替對個人經濟條件有所改善。根據台灣

民意基金會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所做同樣的調查，發現台灣人的反應和 2018 年

非常相近。 

然而，最新民意顯示，和今年八月，也就是四個月前相比，不滿意蔡總統三年多來

拼經濟表現的人減少 7.8 個百分點，滿意的人增加 6.9 個百分點，一來一往，使得原本

不滿意與滿意的落差維持在 11 個百分點，如今卻出現滿意者比不滿意者多出 3 個百分

點，創下自 2016 年八月以來唯一一次的歷史新紀錄。這樣的巨大民意轉變究竟是如何

形成的？值得深入探究。請參看圖 13。 

總的來說，我判斷有三個原因造成大選前夕這樣的結果：第一，選民有「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的心態，整體而言，台灣選民雖不滿意蔡政府的經濟表現，但也覺得並沒有

比馬政府時代差；第二，「花車效應」（Bandwagon effect）：大選前夕因選情一面倒，支

持蔡英文的選民相互感染，部分選民因而產生蔡政府經濟表現不差的幻覺；第三，這反

映一種「考量社會整體利益的投票」：「經濟投票」（economic voting）有兩種，一種是

「考慮個人荷包肥瘦的投票」(pocketbook voting)，另一種是「考量社會整體利益的投

票」（sociotropic voting）。2020 大選前夕，台灣選民的經濟投票似乎屬於後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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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台灣人對蔡總統經濟表現的反應 （2016/8~2019/12） 

 
  

45.9%

36.3%

30.8% 30.6%
33.3%

30.6%
35.2%

29.0%

37.5%
41.4%

48.3%

45.5%

55.6%
60.4% 60.4%

63.6%
59.9% 61.0%

63.6%

57.4%

52.3%

44.5%

8.5% 8.1% 8.8% 9.1%

3.1%

9.6%

3.8%
7.4%

5.1% 6.3% 7.2%

0%

20%

40%

60%

80%

2016年

8月 11月 12月

2017年

1月 5月

2018年

1月 5月

2019年

1月 5月 8月 12月

滿意 不滿意 不知道



17 

六、台灣人對三位總統候選人的感覺 

感情溫度計（feeling thermometer）向來是測量主要政治人物是否受歡迎的最佳工

具，具體的問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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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的感覺。」這次我們針對三位總

統候選人進行測試，包括蔡英文、韓國瑜與宋楚瑜。現依序討論如下。 

（一）感情溫度計：蔡英文 

結果發現：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 50.4%喜歡蔡英文，21.4％對她沒感覺，23.2%

討厭她。換言之，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半數的人不同程度地喜歡此刻的蔡英文，兩成

三的人討厭她。如果以平均度數來看，台灣總統選民對蔡英文總統的感情熱度是 57.92

度，這是一個明顯高於無感的 50 度，表示台灣人此刻對蔡英文總統的感情溫度是溫暖

的，意味著她正逐漸找回那失去已久的人氣。請參見圖 14。 

圖 14：台灣人對蔡英文的感情溫度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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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15，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台灣人對蔡英文近三年多來的感情溫度變化。從

2016 年 5 月到 2019 年 12 月，三年半我們一共做了 7 次調查。2016 年 5 月，她以

69.08 度罕見人氣溫度（超受歡迎）開始，大約半年後，人氣急遽下降。從 2017 年 12

月到 2019 年 2 月，期間連續三次感情溫度測量都低於 50 度，等於是被台灣選民打入

民意的冷宮，而且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合理推論前後大約兩年半。台灣人對蔡英文

總統的感情變冷，大致是從 2016 年 12 月「一例一休」勞動政策立法通過，以及突如其

來的同婚立法行動後開始的。其中尤其以 2018 年 12 月那一次 42.98 度最低，那正是

1124 地方大選挫敗後一個月。由此可見，人民對總統感情溫度的轉變都事出有因，很大

程度上是看總統的實際作為而定。 

跡象顯示，自 2019 年 6 月開始迄今，連續三次調查發現，台灣人對蔡英文的感情

溫度明顯好轉，現在是 57.92 度，雖然還沒恢復到 2012 年參選總統時的 59.67 度，但

也算是和 2012 年馬英九選連任時的感情溫度 57.6 相差無幾。選民在大選倒數時刻對蔡

英文感情持續好轉，對她自然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等於是吃了一棵定心丸。請參見圖

16。 

 

圖 15: 台灣人對蔡英文的感情溫度（2016/5--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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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台灣人對蔡英文的感情溫度（2016/5--2019/12） 

 

 

 

 

（二）感情溫度計：韓國瑜 

結果發現：2019 年 12 月，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 24.7%的人喜歡韓國瑜，21.2%

的人對他沒感覺，48.9%的人討厭他。換言之，在大選已倒數計時的時刻，在台灣總統

選民中，只有四分之一喜歡韓國瑜，近五成討厭韓國瑜，還有五分之一左右對他無感。

這絕非好消息。 

從平均度數來看，台灣人對國民黨籍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的感情溫度是 38.17 度，只

略高於習近平的 36.22 度，這是一個遠低於無感的 50 度，顯示台灣人此刻對韓國瑜感

覺超冷。在總統大選關鍵時刻，這無疑是一個嚴重的警訊。請參見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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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台灣人對韓國瑜的感情溫度（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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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在台灣人對韓國瑜感情溫度之低，是前所未見的，簡直是一個謎，尤其是

對一個曾被看好、當選希望濃厚的總統候選人。從美國經驗看，2016 年共和黨與民主

黨的總統候選人川普和希拉蕾所獲的美國選民的感情溫度也在 43 度左右，但因為兩人

都有高度爭議性，使得低的感情溫度沒成為大選決定性因素。但若選民對主要總統候選

人的感情溫度呈現極大的落差，就像現在 2020 台灣總統大選這樣，那對感情溫度異常

低的人來說絕對是一個災難。 

圖 18：台灣人對韓國瑜的感情溫度（2018/12--2019/12） 

 

 

圖 19：台灣人對韓國瑜的感情溫度（2018/12--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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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情溫度計：宋楚瑜 

結果發現：2019 年 12 月，在台灣總統選民中，對宋楚瑜有好感，喜歡他的人有

19.8%；對他有反感，討厭他的人有 26%；對他沒有感覺的人有 49.1%。這是一種奇特

的感覺模式，近半數的選民無感、沒有 fu、不在意，這對任何總統候選人而言當然是不

樂見的。從平均數的角度看，台灣選民對宋楚瑜的感覺是 46.21 度，低於無感的 50 度，

表示台灣總統選民對宋楚瑜的態度相當冷淡。比較 2012 年，選民當時對宋楚瑜的感情

溫度是 47.72 度，兩者相差八年，今年還比當年低 1.5 度，明顯反映弱勢的第三勢力參

選人的處境艱難。請參見圖 20。 

 

圖 20: 台灣人對宋楚瑜的感情溫度（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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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於韓國瑜重設特偵組的主張 

國民黨籍總統候選人韓國瑜最近連續三次電視政見會中，高喊恢復設立特偵組，偵

辦包括總統在內的高官的貪腐案件，引起社會關注。 

我們問：「國民黨籍總統候選人韓國瑜最近提出「他選上會立刻成立特偵組」的主

張，請問您贊不贊成？（特偵組專門偵辦，上到總統，下到部會首長和立委的貪瀆案件）？」

結果發現：20.7%非常贊成，17%還算贊成，18.6%不太贊成，27.8%一點也不贊成，

16%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三成八

基本上贊成韓國瑜的主張，但也有四成六反對，反對比贊成多 8 個百分點。這顯示，韓

國瑜大聲疾呼重設特偵組，確實引起社會某個程度的回應，但並沒有引起多數選民的共

鳴和支持。請參見圖 21。 

 

圖 21：台灣人對韓國瑜主張恢復設立特偵組的反應（2019/12） 

 

 

關於特偵組存廢問題，2016 年 5 月民進黨重返執政不久，時任法務部長的邱太三

就公開表示將廢除，檢察總長顏大和隨即表示反對，引起社會強烈關注。特偵組自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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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 2016年 8月全國性民調結果發現，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

37.4%認為應盡快廢除；43%認為應繼續維持；8.6%很難說/沒意見；11.1%不知道/拒答。

這項發現顯示，特偵組存廢具高度爭議性，台灣人民意見極為分歧，反對多於贊成，但

差距只有 5.6 個百分點。但 2016 年 11 月 18 日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刪除「法院組織法」

第 63 條之一（特偵組的法源），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廢除，走入歷史。 2019年12月

27 日，蔡英文總統在中選會第三次政見發表會上，公開表示「特偵組很容易成為總統清

算政敵的手段」，她舉的例子是「馬王政爭」。 

值得注意的是，三年前，多數民意反對廢除特偵組，三年後多數民意反對重設特偵

組，雖然正反兩面差距都在 8 個百分點以內。總統大選還有十幾天，後續發展為何？值

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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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台灣總統選民的投票傾向 

（一） 多少選民已決定投票對象？ 

我們問：「明年台灣總統大選只剩半個多月就要舉行，請問您已經決定投給誰了嗎？」

結果發現：61.4%已決定，35%未決定，3.6%不知道、拒答。換言之，距離大選日半個

多月，有六成一選民已決定投票對象，但有三成五還未決定，也就是說，游離選民

（Floating voter）還有三成五。請參見圖 22。 

選前半個多月還有三成五游離選民，是異常現象嗎？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

比較台灣民意基金會十一月與十二月的研究發現，可以看出一個明顯差異，十一月「已

決定」選民是 65.4%，十二月則是 61.4%，兩者相差 4 個百分點；十一月「未決定」選

民是 32.7%，十二月則是 35%，兩者相差 2.3 個百分點。這究竟是正常現象，還是「韓

氏效應」？根據這些資料，具體地說，我判斷「韓氏效應」並不顯著。（韓氏效應，是我

打造的一個名詞和概念，用來指涉韓國瑜 11 月 28 日公開呼籲支持者不要接受訪問或乾

脆做不誠實回答所造成的干擾民調的現象。） 

此外，根據我在「天人交戰：2012 台灣總統選民的抉擇」一書中，有關 2012 年游

離選民的研究顯示，距離大選前半個多月，游離選民還有 32.5%，證明 2020 總統選民

中游離選民數目並非十分異常。至於，這三成五游離選民會不會影響最後選舉結果呢？

值得深入探究。 

 

圖 22：您已經決定投給誰了嗎？（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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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您決定投給誰了嗎？ 兩次比較 （2019/11--2019/12）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有趣的發現： 

第一， 在性別方面，男性選民中，有 66.4%已決定，29.8%未決定；女性選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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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只有四成三已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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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決定，二成九未決定；新對之下，現狀派選民只有五成四已決定，四成一

未決定。 

 

第五， 從政黨認同看，民進黨認同者中七成八已決定，二成一未決定；國民黨認同

者中，六成一已決定，三成七未決定；相對之下，中性選民（獨立選民）只

有三成二已決定，五成九未決定。 

總的來講，游離選民以女性、中壯年、中下階層、現狀派和中性選民佔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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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少選民可能出席投票？ 

我們問：「明年 1 月 11 就是總統和立委選舉的日子，請問您會不會去投票？」結果

發現：72.6%一定會，19.3%可能會，3.8%可能不會，1.7%不會，2.6%不知道。和 2016

年總統選民比較，2020 總統選民有比較強的投票動機，這意味著 2020 總統和立委大選

投票率可能比 2016 高。請參見圖 24。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有趣的發現： 

第一， 從年齡層看，20-24 歲選民，所謂的首投族，投票動機相對最弱，只有五成

九的人表示一定會去投票；此外，45-54 歲選民投票意願也相對較低。這些

現象值得注意，因為首投族高比例挺蔡，而中壯年族群較可能挺韓。 

 

第二， 從政黨認同看，民進黨認同者中有八成二表示一定會去投票，國民黨認同者

中只有七成六表示一定會去投票，中性選民則只有四成九表示一定會去投；

換言之，民進黨認同者看起來比國民黨認同者有較高的投票意願，而中性選

民（獨立選民）顯得意興闌珊。而這很可能直接影響選舉結果。 

 

第三， 從統獨傾向看，獨派選民中有七成九表示一定會去投票，相對之下，現狀派

與統派選民各只有七成二表示一定會去投，顯示獨派選民投票意願較高，而

現狀派和統派選民相對比較消極。 

 

第四， 也是最後，從主觀社會階層看，自認為是社會最底層的選民中只有五成六表

示一定會去投票，其他中下層、中層、中上層、上層都有七成二以上表示一

定會去投票。這似乎顯示了某種社會階級政治參與感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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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明年 1 月 11 日就是投票日，您會不會去投票？（2019/12） 

 

 

（三） 如果明天投票，您會投給誰？ 

我們問：「如果明天投票，在三組候選人中，您會投給那一組？（完成登記的三組候

選人是蔡英文/賴清德、韓國瑜/張善政、宋楚瑜/余湘）」結果發現：52.5%蔡英文/賴清

德，21.9%韓國瑜/張善政，9.5%宋楚瑜/余湘，10.8%尚未決定，2.5%不投票或投廢票，

2.7%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如果明天投票，蔡賴配將贏韓張配 30.6 個百分點，選舉結

果將一面倒，蔡賴配將贏得壓倒性勝利。請參見圖 25。 

值得注意的是，與十一月相比，蔡賴配下降 2.7 個百分點，韓張配下降 4.4 個百分

點，宋余配上升 1.9 個百分點，未決定者增加 6.5 個百分點。蔡賴配與韓張配支持度雙

雙下滑，並不符合「韓氏效應」的預期。而未決定者顯著增加，則很可能是來自韓國瑜

支持者的策略性轉移，但總數應不會超過五個百分點，也就是說，韓氏效應不足以左右

選民最終投票的大勢走向。請參見圖 26。 

  

  

72.6%

19.3%

3.8%
1.7%

0%

20%

40%

60%

80%

一定會 可能會 可能不會 不會

回答人數：1,0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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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如果明天投票，您會投給誰？（2019/12） 

 

 

圖 26：2020 總統大選，蔡、韓、宋三組競爭趨勢 [2019/10~2019/12] 

 
  

蔡英文/

賴清德

52.5%

韓國瑜/

張善政

21.9%
宋楚瑜/余湘

9.5%

尚未決定

10.8%

不知道 5.2%

回答人數：1,075人

55.2%

26.3%

7.6%
10.9%

52.5%

21.9%

9.5%
16.0%

0%

20%

40%

60%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尚難決定/不知道

2019年-11月 (n=1,078) 2019-12月 (n=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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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有趣的發現： 

第一， 從政黨認同角度看，民進黨認同者有九成支持蔡賴配，而國民黨認同者只有

六成七支持韓張配。中性選民方面，有三成三支持蔡賴配，一成支持韓張配，

一成五支持宋余配。顯示這次選戰是，「團結的民進黨」對抗「渙散的國民

黨」。 

 

第二， 從統獨傾向來看，獨派選民中有七成七投給蔡賴配，一成投給韓張配，6.6%

投給宋余配；現狀派選民中，四成三投給蔡賴配，二成五投給韓張配，一成

三投給宋余配；統派選民中，五成九投給韓張配，一成六宋余配，一成三投

給蔡賴配。 

 

第三， 也是最後，當蔡賴配以 30.6 個百分點凌駕韓張配時，不分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社會階層、地理區域、省籍族群都必然將呈現一面倒的支持景象，除

外省族群以外。 

 

 

蔡韓差距超過三十個百分點的理論解釋 

距離選前半個多月，蔡賴配領先韓張配 30.6 個百分點，有道理嗎？應作何解釋？

根據 12 月最新的全國性民意調查結果，可以做出如下的歸納： 

  

第一， 在這次大選前夕，兩大黨政黨認同差距甚大，藍綠基本盤相差十八個百分點，

這是蔡韓差距 30.6%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  在政治預存傾向方面，台灣選民的最新統獨傾向顯示，獨派選民總數比統

派和現狀派選民加起來還多 8 個百分點，而且獨派選民中有高達七成七力挺

蔡英文，這當然也是蔡英文選情一路領先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 大選前夕，蔡英文總統聲望大幅回升並維持在近五成的狀態，贊同她處理國

家大事方式的人比不贊同的人多 11 個百分點，這使得她的連任有合理性，

也使得她成為韓國瑜「打不倒的敵人」。蔡英文這一年聲望奇蹟式復活，讓她

死裡逃生，競爭對手韓國瑜功不可沒。 

 

第四， 大選前夕，蔡英文的兩岸表現重新獲得多數選民支持與肯定，滿意她兩岸表

現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13 個百分點，這也是她兩岸表現這三年多來最受肯

定的時刻。蔡英文這一整年因為對中態度轉趨強硬，獲得台灣人民的掌聲，

而這也顯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台政策是徹底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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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大選前夕，蔡英文總統經濟表現獲得多數選民肯定，最新民意顯示，滿意的

人多於不滿意的人四個百分點，這是她上任以來的第一次，對她的選情有非

常重要的幫助。 

 

第六， 大選前夕，韓國瑜最重要的政見主張，選後重設特偵組，雖獲得社會一定程

度回應，但沒有引起多數選民的共鳴和支持。這顯示韓國瑜雖急欲藉此攻城

掠地，為自己選情加分，但終究未能如願以償。 

 

第七， 也是最後，選民投票除了有理智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最新民意顯示，

台灣總統選民對蔡英文的感情溫度遠遠在韓國瑜之上，兩者一熱一冷相差

19.75 度，有天壤之別。更具體地說，大選前夕，台灣總統選民有 50.4%喜

歡蔡英文，卻只有 24.7%喜歡韓國瑜；同時，有 48.9%討厭韓國瑜，卻只有

23.2%討厭蔡英文，由此可見一般。 

 

 

九、立委選民的投票傾向 

（一）區域立委方面 

我們問：「明年 1 月 11 日除了選總統、副總統，還要選出下一屆立法委員，請問您

目前傾向投給那一黨的區域立委候選人？」結果發現：34.2%民進黨，26.1%國民黨，

3.8%民眾黨，2.8%時代力量，1.6%親民黨，4.3%其他小黨和無黨籍，22.7%尚未決定，

4.4%不知道、拒答。 

這項發現至少有三層含意： 

第一， 從大的趨勢看，區域立委選舉幾乎完全是兩大黨的戰場，小黨揮灑空間極端

受限，苦不堪言，但這正好體現「杜佛傑法則」的原始意涵。 

 

第二， 這次選舉，選民出現空前未有的分裂投票，蔡賴配目前獲得 52.5%的支持，

但只有 34.2%支持民進黨區域立委，兩者相差 18.3 個百分點。此外，韓張

配目前獲 21.9%的支持，但有 26.1%支持國民黨區域立委，兩者相差 4.2 個

百分點。 

 

第三， 民調顯示民進黨在區域立委選戰領先國民黨 8 個百分點，似乎明顯佔上風，

但更精確的判斷還是需深入到每一個單一選區，才能確實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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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區域立委會投給那一黨？（2019/12） 

 
 

 (二)關於政黨票的流向 

 我們問：「下一屆立委選舉，跟上次一樣有兩張票，一張投區域立委候選人，另外一

張是投政黨的不分區立委。請問您的政黨票會投給那一黨？」結果發現：33.6%民進黨，

26%國民黨，7.2%台灣民眾黨，4.5%時代力量，3.5%親民黨，5.1%其他政黨，15.3%

尚未決定，4.2%不投票/投廢票，2.6%不知道/拒答。 

這項發現至少有以下三點意涵： 

第一， 不分區立委選舉也是兩大黨在支配全局，民進黨暫時領先國民黨 7.6 個百

分點，差距不大。 

 

第二， 小黨在政黨票的爭取上，有所斬獲，但仍然相當辛苦。最新民意顯示，民

眾黨已跨越百分之五門檻，而時代力量和親民黨則在滅頂邊緣，而其他眾

小黨都岌岌可危。 

 

第三， 也是最後，蔡賴配目前獲得 52.5%的支持，但只有 33.6%政黨票會投給民進

黨，兩者相差 18.9 個百分點，寓意深遠。此外，韓張配目前獲 21.9%的支

持，但有 26%政黨票會投給國民黨，兩者相差 4.1 個百分點。再度顯示這是

一次極為特殊的總統與立委選舉。 

民進黨

34.2%

國民黨

26.1%

台灣民眾黨

3.8%

時代力量 2.8%

親民黨 1.6%

其他政黨 2.4%

無黨籍候選人

2.0%

尚未決定

22.7%不知道 4.4%

回答人數：1,0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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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政黨票會投給那一黨？（2019/12） 

 
 

民進黨

33.6%

國民黨

26.0%

台灣民眾黨

7.2%

時代力量 4.5%

親民黨 3.5%

其他政黨 5.1%

尚未決定

15.3%不知道 4.9%

回答人數：1,075人



 2020台灣總統與立委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宜蘭縣 21 1.9%

新竹縣 24 2.3%

苗栗縣 25 2.3%

彰化縣 58 5.4%

南投縣 23 2.1%

雲林縣 32 2.9%

嘉義縣 24 2.2%

屏東縣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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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11.2%

高雄市 128 11.9%

新北市 185 17.2%

台中市 125 11.7%

台南市 87 8.1%

桃園市 99 9.2%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7 0.6%

1075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249 23.2%

50(沒感覺) 231 21.4%

51以上(好感) 542 50.4%

不知道 53 5.0%

1075 100.0%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市？

合計

2020台灣總統大選只剩半個多月，我們想請問您對三位總統候選人的感覺。

57.92

合計

Q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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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

黨籍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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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2月 23日 至 108年 12月 24日 

有效樣本：1,075人 

抽樣誤差：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約 ± 2.99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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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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台灣總統與立委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526 48.9%

50(沒感覺) 228 21.2%

51以上(好感) 265 24.7%

不知道 56 5.2%

1075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280 26.0%

50(沒感覺) 527 49.1%

51以上(好感) 213 19.8%

不知道 55 5.1%

1075 100.0%

非常贊同 124 11.5%

還算贊同 407 37.8%

不太贊同 200 18.6%

一點也不贊同 212 19.7%

沒意見 93 8.7%

不知道 39 3.6%

拒答 1 0.1%

1,075 100.0%

非常滿意 204 19.0%

還算滿意 361 33.6%

不太滿意 217 20.2%

非常不滿意 208 19.3%

沒意見 54 5.0%

不知道 31 2.9%

拒答 1 0.1%

1,075 100.0%

非常滿意 134 12.5%

還算滿意 385 35.8%

不太滿意 270 25.1%

非常不滿意 208 19.4%

沒意見 51 4.8%

不知道 26 2.4%

1,075 100.0%

合計
46.21

38.17

合計

蔡英文總統這次有強烈的意願尋求連任，我們有三個問題要請教您。

Q5．蔡英文總統自2016年5月20日上任到

現在，三年又七個月。整體來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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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

統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

合計

Q7．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

統拼經濟的表現？

合計

Q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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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

黨籍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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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

黨籍總統候選人宋楚瑜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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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台灣總統與立委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贊成 222 20.7%

還算贊成 183 17.0%

不太贊成 200 18.6%

一點也不贊成 299 27.8%

沒意見 118 11.0%

不知道 52 4.8%

拒答 2 0.2%

1075 100.0%

已決定 660 61.4%

未決定 377 35.0%

不知道 37 3.5%

拒答 1 0.1%

1075 100.0%

一定會 780 72.6%

可能會 207 19.3%

可能不會 40 3.8%

不會 19 1.7%

不知道 28 2.6%

1075 100.0%

蔡英文／賴清德 564 52.5%

韓國瑜／張善政 236 21.9%

宋楚瑜／余湘 103 9.5%

尚未決定 116 10.8%

不會去投票 19 1.8%

投廢票 8 0.7%

不知道 19 1.8%

拒答 10 0.9%

1075 100.0%

民進黨 368 34.2%

國民黨 280 26.1%

台灣民眾黨 41 3.8%

時代力量 30 2.8%

親民黨 18 1.6%

其他 47 4.3%

尚未決定 244 22.7%

不知道 47 4.4%

1075 100.0%

民進黨 361 33.6%

國民黨 280 26.0%

台灣民眾黨 77 7.2%

時代力量 48 4.5%

親民黨 37 3.5%

其他政黨 55 5.1%

尚未決定 164 15.3%

不知道 53 4.9%

1075 100.0%

Q12．明年1月11日除了選總統、副總統

，還要選出下一屆立法委員，請問您目前

傾向投給那一黨的區域立委候選人？

合計

Q8．國民黨籍總統候選人韓國瑜最近提出

「他選上會立刻成立特偵組」的主張，請

問您贊不贊成？（特偵組專門偵辦，上到

總統，下到部會首長和立委的貪瀆案

件）？

合計

Q9．明年台灣總統大選只剩半個多月就要

舉行，請問您已經決定投給誰了嗎？

Q10．明年1月11就是總統和立委選舉的

日子，請問您會不會去投票？

合計

Q11．如果明天投票，在三組候選人中，

您會投給那一組？（完成登記的三組候選

人是蔡英文/賴清德、韓國瑜/張善政、宋

楚瑜/余湘）

合計

合計

Q13．下一屆立委選舉，跟上次一樣有兩

張票，一張投區域立委候選人，另外一張

是投政黨的不分區立委。請問您的政黨票

會投給那一黨？

合計

3/10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2020台灣總統與立委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台灣獨立 494 45.9%

兩岸統一 126 11.7%

維持現狀 288 26.8%

不知道 168 15.6%

1,075 100.0%

強烈民進黨認同者 180 16.8%

溫和民進黨認同者 328 30.5%

中立／不偏任何政黨 222 20.7%

溫和國民黨認同者 215 20.0%

強烈國民黨認同者 95 8.9%

不知道 35 3.2%

1075 100.0%

最底層 61 5.6%

中下層 223 20.7%

中層 470 43.7%

中上層 229 21.3%

上層 16 1.5%

不知道 69 6.4%

拒答 7 0.7%

1,075 100.0%

河洛人 781 72.6%

客家人 134 12.5%

大陸各省市 130 12.1%

原住民 14 1.3%

新移民 6 0.5%

拒答 10 0.9%

1075 100.0%

小學及以下 139 12.9%

初中、國中 130 12.1%

高中、高職 297 27.6%

專科 126 11.8%

大學 291 27.1%

研究所及以上 82 7.6%

拒答 10 0.9%

1075 100.0%

Q14．國內對於台灣前途問題有很多爭論

，有人認為「兩岸統一」比較好，也有人

認為「台灣獨立」比較好。請問您的意見

是怎樣？是「台灣獨立」或是「兩岸統

一」？

Q17．請問您是河洛人、客家人或是外省

人，還是原住民？

合計

Q18．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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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Q16．如果我們把一般家庭的社會地位分

成：最底層、中下層、中層、中上層、上

層等五個階層。請問您覺得您家庭的社會

地位是屬於社會上的哪一階層？

合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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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20～24歲 83 7.7%

25～29歲 88 8.2%

30～34歲 88 8.2%

35～39歲 108 10.1%

40～44歲 108 10.1%

45～49歲 98 9.1%

50～54歲 100 9.3%

55～59歲 101 9.4%

60～64歲 92 8.6%

65～69歲 76 7.1%

70歲及以上 124 11.5%

拒答 8 0.8%

1075 100.0%

男性 527 49.0%

女性 548 51.0%

1075 100.0%

Q20．性別

合計

Q19．請問您今年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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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39.2% 15.2% 20.1% 10.9% 527 49.0%

女性 8.7% 36.5% 21.8% 19.2% 13.7% 548 51.0%

11.5% 37.8% 18.6% 19.7% 12.3% 1,075 100.0%

20~24歲 6.0% 45.5% 14.9% 18.8% 14.8% 83 7.8%

25~34歲 16.3% 50.0% 10.6% 13.0% 10.1% 176 16.5%

35~44歲 8.8% 40.1% 21.9% 17.4% 11.9% 216 20.3%

45~54歲 7.9% 28.5% 27.5% 27.2% 8.9% 198 18.6%

55~64歲 15.7% 34.8% 16.9% 20.4% 12.2% 193 18.1%

65歲及以上 12.8% 34.7% 16.2% 20.2% 16.2% 200 18.8%

11.6% 38.0% 18.6% 19.7% 12.1% 1,067 100.0%

河洛人 12.1% 41.9% 18.5% 16.8% 10.7% 781 73.7%

客家人 14.6% 28.4% 16.5% 22.2% 18.3% 134 12.7%

外省人 6.8% 23.7% 22.9% 32.3% 14.2% 130 12.3%

原住民 0.0% 25.6% 5.6% 42.1% 26.7% 14 1.3%

11.6% 37.7% 18.6% 19.7% 12.3% 1,060 100.0%

小學及以下 16.7% 30.1% 15.7% 14.1% 23.4% 139 13.1%

初中、國中 11.7% 33.4% 22.0% 18.2% 14.8% 130 12.2%

高中、高職 10.7% 33.6% 19.5% 24.2% 12.0% 297 27.9%

專科 12.2% 37.9% 15.1% 24.7% 10.1% 126 11.9%

大學及以上 10.1% 46.2% 18.8% 16.7% 8.1% 373 35.0%

11.6% 38.0% 18.5% 19.6% 12.3% 1,065 100.0%

最底層 9.9% 33.9% 10.2% 23.3% 22.8% 61 5.6%

中下層 7.0% 40.6% 23.3% 18.7% 10.5% 223 20.7%

中層 12.5% 40.0% 16.6% 21.0% 9.9% 470 43.7%

中上層 14.7% 38.6% 19.0% 19.4% 8.4% 229 21.3%

上層 9.9% 28.9% 15.5% 45.6% 0.0% 16 1.5%

不知道 10.9% 19.4% 23.7% 7.4% 38.7% 76 7.1%

11.5% 37.8% 18.6% 19.7% 12.3% 1,075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22.8% 59.8% 8.6% 2.4% 6.5% 508 47.2%

中性選民 3.8% 31.5% 19.9% 19.8% 25.1% 222 20.7%

國民黨認同者 0.0% 8.1% 33.8% 49.5% 8.6% 311 28.9%

不知道 0.0% 22.9% 21.5% 5.6% 50.0% 34 3.2%

11.5% 37.8% 18.6% 19.7% 12.3% 1,075 100.0%

台灣獨立 21.5% 48.9% 14.1% 7.2% 8.3% 494 45.9%

維持現狀 4.9% 35.6% 22.4% 29.9% 7.2% 288 26.8%

兩岸統一 0.0% 13.9% 30.0% 47.7% 8.4% 126 11.7%

不知道 2.2% 27.0% 16.9% 17.9% 35.9% 168 15.6%

11.5% 37.8% 18.6% 19.7% 12.3% 1,075 100.0%

台北市 11.9% 38.8% 16.4% 22.7% 10.3% 121 11.2%

新北市 12.4% 38.7% 18.0% 17.7% 13.1% 185 17.2%

桃園市 11.6% 35.8% 17.0% 17.7% 17.9% 99 9.2%

台中市 8.4% 36.2% 22.6% 20.7% 12.1% 125 11.7%

台南市 11.4% 52.1% 15.3% 11.0% 10.3% 87 8.1%

高雄市 12.2% 38.2% 19.7% 19.5% 10.4% 128 11.9%

其他縣市 11.9% 34.4% 19.2% 22.2% 12.3% 331 30.8%

11.5% 37.8% 18.6% 19.7% 12.3% 1,075 100.0%

Q5．蔡英文總統自2016年5月20日上任到現在，三年又七個月。整體來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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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階層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統獨立場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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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贊成

還算

贊成

不太

贊成

一點也

不贊成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21.6% 15.7% 19.1% 31.8% 11.8% 527 49.0%

女性 19.8% 18.3% 18.1% 23.9% 19.9% 548 51.0%

20.7% 17.0% 18.6% 27.8% 15.9% 1,075 100.0%

20~24歲 23.3% 11.4% 23.2% 22.0% 20.1% 83 7.8%

25~34歲 6.3% 16.0% 19.7% 35.9% 22.0% 176 16.5%

35~44歲 15.1% 26.5% 21.7% 26.7% 10.0% 216 20.3%

45~54歲 27.6% 17.6% 17.2% 23.1% 14.5% 198 18.6%

55~64歲 24.9% 14.8% 17.9% 32.3% 10.0% 193 18.1%

65歲及以上 26.2% 11.8% 14.8% 24.9% 22.3% 200 18.8%

20.5% 17.1% 18.7% 27.9% 15.9% 1,067 100.0%

河洛人 19.8% 17.4% 18.3% 30.7% 13.8% 781 73.7%

客家人 17.0% 13.2% 19.4% 24.8% 25.6% 134 12.7%

外省人 30.0% 16.3% 20.9% 16.8% 16.1% 130 12.3%

原住民 17.0% 19.4% 20.8% 4.3% 38.7% 14 1.3%

20.7% 16.7% 18.8% 27.9% 15.9% 1,060 100.0%

小學及以下 23.0% 8.6% 17.5% 21.2% 29.7% 139 13.1%

初中、國中 24.8% 12.6% 16.3% 27.4% 18.9% 130 12.2%

高中、高職 25.0% 18.5% 18.8% 22.5% 15.2% 297 27.9%

專科 22.4% 18.5% 17.8% 30.6% 10.7% 126 11.9%

大學及以上 14.1% 19.4% 20.2% 33.9% 12.4% 373 35.0%

20.6% 16.8% 18.7% 27.9% 16.0% 1,065 100.0%

最底層 28.2% 12.6% 22.6% 24.9% 11.6% 61 5.6%

中下層 21.4% 13.9% 16.3% 27.5% 20.8% 223 20.7%

中層 17.7% 19.0% 19.9% 29.4% 13.9% 470 43.7%

中上層 24.5% 19.2% 18.5% 30.2% 7.6% 229 21.3%

上層 23.0% 16.9% 13.0% 43.2% 3.9% 16 1.5%

不知道 18.7% 10.8% 15.1% 10.2% 45.2% 76 7.1%

20.7% 17.0% 18.6% 27.8% 15.9% 1,075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4.1% 9.4% 28.0% 45.6% 12.9% 508 47.2%

中性選民 12.3% 22.6% 17.9% 18.9% 28.3% 222 20.7%

國民黨認同者 53.5% 25.2% 4.7% 7.7% 9.0% 311 28.9%

不知道 23.3% 19.7% 10.4% 3.4% 43.3% 34 3.2%

20.7% 17.0% 18.6% 27.8% 15.9% 1,075 100.0%

台灣獨立 6.6% 14.7% 25.6% 41.7% 11.4% 494 45.9%

維持現狀 35.0% 15.6% 15.8% 22.8% 10.7% 288 26.8%

兩岸統一 48.7% 22.0% 5.5% 8.3% 15.4% 126 11.7%

不知道 16.6% 22.5% 12.5% 9.8% 38.6% 168 15.6%

20.7% 17.0% 18.6% 27.8% 15.9% 1,075 100.0%

台北市 17.1% 16.5% 20.9% 33.0% 12.5% 121 11.2%

新北市 19.7% 19.9% 18.9% 30.0% 11.5% 185 17.2%

桃園市 15.3% 9.8% 21.2% 30.0% 23.7% 99 9.2%

台中市 22.7% 18.2% 19.3% 23.5% 16.2% 125 11.7%

台南市 16.7% 12.0% 25.4% 34.9% 11.0% 87 8.1%

高雄市 20.2% 13.1% 18.0% 26.9% 21.7% 128 11.9%

其他縣市 24.6% 20.1% 15.0% 24.1% 16.3% 331 30.8%

20.7% 17.0% 18.6% 27.8% 15.9% 1,075 100.0%

教育程度

Q8．國民黨籍總統候選人韓國瑜最近提出「他選上會立刻成立特偵組」的主張，請問您贊不贊

成？（特偵組專門偵辦，上到總統，下到部會首長和立委的貪瀆案件）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社會階層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統獨立場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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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決定 未決定 不知道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66.4% 29.8% 3.7% 527 49.0%

女性 56.6% 40.0% 3.4% 548 51.0%

61.4% 35.0% 3.5% 1,075 100.0%

20~24歲 65.4% 30.7% 3.8% 83 7.8%

25~34歲 62.9% 36.1% 1.0% 176 16.5%

35~44歲 56.0% 41.2% 2.8% 216 20.3%

45~54歲 56.3% 36.3% 7.4% 198 18.6%

55~64歲 67.2% 29.1% 3.7% 193 18.1%

65歲及以上 64.5% 32.9% 2.6% 200 18.8%

61.6% 34.9% 3.6% 1,067 100.0%

河洛人 62.9% 33.4% 3.8% 781 73.7%

客家人 58.7% 39.8% 1.5% 134 12.7%

外省人 55.9% 40.3% 3.8% 130 12.3%

原住民 87.3% 12.7% 0.0% 14 1.3%

61.8% 34.8% 3.4% 1,060 100.0%

小學及以下 61.7% 35.1% 3.2% 139 13.1%

初中、國中 61.6% 32.7% 5.8% 130 12.2%

高中、高職 59.9% 37.0% 3.1% 297 27.9%

專科 67.5% 28.5% 4.0% 126 11.9%

大學及以上 61.1% 35.7% 3.2% 373 35.0%

61.7% 34.8% 3.6% 1,065 100.0%

最底層 42.6% 49.5% 7.9% 61 5.6%

中下層 56.0% 37.3% 6.8% 223 20.7%

中層 63.6% 34.1% 2.3% 470 43.7%

中上層 69.5% 28.1% 2.3% 229 21.3%

上層 70.3% 29.7% 0.0% 16 1.5%

不知道 52.9% 44.4% 2.7% 76 7.1%

61.4% 35.0% 3.5% 1,075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77.8% 21.1% 1.0% 508 47.2%

中性選民 31.8% 58.5% 9.7% 222 20.7%

國民黨認同者 61.0% 36.9% 2.1% 311 28.9%

不知道 14.3% 71.9% 13.8% 34 3.2%

61.4% 35.0% 3.5% 1,075 100.0%

台灣獨立 70.4% 27.8% 1.8% 494 45.9%

維持現狀 53.6% 41.0% 5.5% 288 26.8%

兩岸統一 70.1% 28.9% 1.0% 126 11.7%

不知道 42.1% 50.7% 7.2% 168 15.6%

61.4% 35.0% 3.5% 1,075 100.0%

台北市 59.5% 36.2% 4.3% 121 11.2%

新北市 65.1% 32.3% 2.6% 185 17.2%

桃園市 63.2% 34.3% 2.5% 99 9.2%

台中市 50.1% 45.0% 4.8% 125 11.7%

台南市 71.2% 26.3% 2.5% 87 8.1%

高雄市 62.1% 31.7% 6.1% 128 11.9%

其他縣市 61.0% 36.1% 2.9% 331 30.8%

61.4% 35.0% 3.5% 1,075 100.0%

教育程度

Q9．明年台灣總統大選只剩半個多月就要舉行，請問您已經決定投給誰了嗎？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社會階層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統獨立場

合計

8/10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2020台灣總統與立委大選

一定會 可能會
可能

不會
不會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75.2% 17.8% 3.0% 2.3% 1.7% 527 49.0%

女性 70.0% 20.7% 4.5% 1.2% 3.6% 548 51.0%

72.6% 19.3% 3.8% 1.7% 2.6% 1,075 100.0%

20~24歲 58.6% 29.2% 5.0% 3.5% 3.6% 83 7.8%

25~34歲 72.4% 16.5% 6.7% 0.0% 4.5% 176 16.5%

35~44歲 74.1% 17.4% 3.7% 3.6% 1.2% 216 20.3%

45~54歲 69.5% 21.2% 3.8% 2.4% 3.1% 198 18.6%

55~64歲 81.8% 13.2% 2.0% 0.8% 2.2% 193 18.1%

65歲及以上 71.6% 23.0% 2.3% 0.8% 2.2% 200 18.8%

72.7% 19.2% 3.7% 1.8% 2.7% 1,067 100.0%

河洛人 73.8% 18.1% 4.5% 1.6% 2.0% 781 73.7%

客家人 70.7% 22.7% 0.0% 2.9% 3.7% 134 12.7%

外省人 70.7% 20.1% 3.7% 1.1% 4.5% 130 12.3%

原住民 42.6% 57.4% 0.0% 0.0% 0.0% 14 1.3%

72.6% 19.4% 3.8% 1.7% 2.5% 1,060 100.0%

小學及以下 66.7% 25.7% 2.7% 1.2% 3.7% 139 13.1%

初中、國中 73.9% 20.4% 1.6% 1.2% 2.8% 130 12.2%

高中、高職 69.2% 22.2% 3.5% 1.3% 3.8% 297 27.9%

專科 84.9% 10.5% 1.7% 2.0% 0.9% 126 11.9%

大學及以上 73.7% 17.5% 5.9% 2.4% 0.5% 373 35.0%

72.9% 19.4% 3.8% 1.8% 2.1% 1,065 100.0%

最底層 56.2% 31.3% 4.9% 2.8% 4.7% 61 5.6%

中下層 71.5% 17.6% 4.3% 3.9% 2.6% 223 20.7%

中層 72.5% 20.5% 3.8% 0.9% 2.2% 470 43.7%

中上層 82.5% 11.2% 2.9% 1.8% 1.6% 229 21.3%

上層 75.5% 9.3% 15.2% 0.0% 0.0% 16 1.5%

不知道 58.3% 33.4% 0.9% 0.0% 7.5% 76 7.1%

72.6% 19.3% 3.8% 1.7% 2.6% 1,075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82.7% 14.9% 1.3% 0.4% 0.7% 508 47.2%

中性選民 49.0% 30.8% 9.4% 5.4% 5.4% 222 20.7%

國民黨認同者 76.0% 17.4% 3.0% 1.0% 2.5% 311 28.9%

不知道 44.2% 26.0% 10.5% 4.7% 14.5% 34 3.2%

72.6% 19.3% 3.8% 1.7% 2.6% 1,075 100.0%

台灣獨立 78.9% 16.6% 3.5% 0.3% 0.7% 494 45.9%

維持現狀 72.3% 14.5% 6.1% 4.0% 3.1% 288 26.8%

兩岸統一 71.8% 22.9% 1.7% 0.0% 3.5% 126 11.7%

不知道 54.8% 32.6% 2.2% 3.3% 7.1% 168 15.6%

72.6% 19.3% 3.8% 1.7% 2.6% 1,075 100.0%

台北市 69.7% 16.0% 10.7% 0.0% 3.5% 121 11.2%

新北市 78.8% 15.2% 1.2% 0.0% 4.8% 185 17.2%

桃園市 63.2% 25.4% 1.5% 6.1% 3.8% 99 9.2%

台中市 64.6% 24.3% 6.9% 3.8% 0.4% 125 11.7%

台南市 69.8% 23.2% 4.8% 0.0% 2.2% 87 8.1%

高雄市 70.0% 23.2% 1.0% 1.8% 3.9% 128 11.9%

其他縣市 77.6% 16.4% 2.9% 1.7% 1.3% 331 30.8%

72.6% 19.3% 3.8% 1.7% 2.6% 1,075 100.0%

教育程度

Q10．明年1月11就是總統和立委選舉的日子，請問您會不會去投票？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社會階層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統獨立場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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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

/賴清德

韓國瑜

/張善政

宋楚瑜

/余湘

尚未

決定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54.4% 19.8% 12.8% 8.1% 4.9% 527 49.0%

女性 50.6% 24.0% 6.4% 13.4% 5.6% 548 51.0%

52.5% 21.9% 9.5% 10.8% 5.2% 1,075 100.0%

20~24歲 69.6% 15.5% 7.8% 3.6% 3.5% 83 7.8%

25~34歲 64.8% 10.5% 14.4% 7.1% 3.2% 176 16.5%

35~44歲 51.4% 20.8% 14.2% 9.5% 4.1% 216 20.3%

45~54歲 41.8% 27.7% 10.9% 12.1% 7.6% 198 18.6%

55~64歲 54.4% 24.3% 3.6% 11.3% 6.3% 193 18.1%

65歲及以上 45.9% 27.4% 5.8% 15.7% 5.2% 200 18.8%

52.7% 21.9% 9.6% 10.6% 5.2% 1,067 100.0%

河洛人 57.0% 19.4% 10.1% 9.2% 4.4% 781 73.7%

客家人 50.0% 26.7% 7.6% 9.3% 6.5% 134 12.7%

外省人 31.4% 34.6% 8.6% 19.8% 5.7% 130 12.3%

原住民 42.7% 20.8% 0.0% 9.7% 26.9% 14 1.3%

52.7% 22.2% 9.4% 10.6% 5.1% 1,060 100.0%

小學及以下 44.1% 23.1% 2.6% 23.1% 7.1% 139 13.1%

初中、國中 48.4% 24.7% 7.4% 12.8% 6.7% 130 12.2%

高中、高職 51.6% 25.0% 8.7% 9.5% 5.3% 297 27.9%

專科 55.1% 27.2% 7.1% 7.1% 3.4% 126 11.9%

大學及以上 57.6% 16.8% 14.2% 7.0% 4.5% 373 35.0%

52.7% 22.1% 9.5% 10.5% 5.2% 1,065 100.0%

最底層 43.8% 12.2% 10.2% 24.6% 9.2% 61 5.6%

中下層 53.8% 18.2% 11.7% 7.8% 8.6% 223 20.7%

中層 55.8% 20.2% 11.5% 9.6% 2.8% 470 43.7%

中上層 54.3% 29.1% 5.5% 6.3% 4.8% 229 21.3%

上層 30.4% 40.5% 8.5% 18.6% 2.0% 16 1.5%

不知道 34.5% 25.8% 3.0% 27.6% 9.1% 76 7.1%

52.5% 21.9% 9.5% 10.8% 5.2% 1,075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89.7% 0.6% 6.3% 2.5% 0.9% 508 47.2%

中性選民 32.8% 10.3% 14.5% 29.2% 13.2% 222 20.7%

國民黨認同者 11.1% 66.7% 11.5% 7.6% 3.1% 311 28.9%

不知道 2.9% 8.8% 7.5% 43.2% 37.6% 34 3.2%

52.5% 21.9% 9.5% 10.8% 5.2% 1,075 100.0%

台灣獨立 76.5% 9.8% 6.6% 5.1% 2.1% 494 45.9%

維持現狀 42.5% 25.2% 13.2% 13.3% 5.8% 288 26.8%

兩岸統一 12.6% 58.6% 15.8% 5.8% 7.2% 126 11.7%

不知道 29.0% 24.7% 7.3% 27.1% 12.0% 168 15.6%

52.5% 21.9% 9.5% 10.8% 5.2% 1,075 100.0%

台北市 53.0% 20.9% 9.8% 11.6% 4.7% 121 11.2%

新北市 53.5% 19.8% 12.7% 8.8% 5.2% 185 17.2%

桃園市 54.1% 23.8% 8.7% 7.2% 6.2% 99 9.2%

台中市 39.6% 24.3% 11.7% 17.7% 6.7% 125 11.7%

台南市 71.7% 14.0% 3.7% 6.6% 4.0% 87 8.1%

高雄市 56.8% 19.8% 7.4% 9.9% 6.1% 128 11.9%

其他縣市 49.4% 25.0% 9.5% 11.5% 4.6% 331 30.8%

52.5% 21.9% 9.5% 10.8% 5.2% 1,075 100.0%

教育程度

Q11．如果明天投票，在三組候選人中，您會投給那一組？

（完成登記的三組候選人是蔡英文/賴清德、韓國瑜/張善政、宋楚瑜/余湘）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社會階層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統獨立場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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