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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2019年 11月新聞稿 

2019/11/25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11/25）早上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反送中、

蔡賴配與 2020總統大選」十一月全國性民調發表會。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

四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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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邀請林嘉誠與丁庭宇兩位知名學者與談。 

十一月全國性民調涵蓋以下九個重點：（一）蔡英文總統聲望；（二）蘇貞昌

內閣的施政表現；（三）台灣人的政黨認同與支持；（四）關於三位總統候選人的

評價；（五）台灣人對蔡賴配的反應；（六）台灣人對宋楚瑜四度參選的反應；（七）

2020 台灣總統大選的最新發展；（八）台灣人對兩岸開戰可能性的看法；（九）

台灣人對香港反送中的態度。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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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約五

成六的人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三成六的人不贊同；

贊同的人比不贊同的人多近 20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蔡英文目前已徹底

擺脫過去的執政困境，重返闊別已久的 5字頭，贏回絕對多數台灣人民的肯

定與支持。 

二、 關於蘇貞昌內閣的施政表現，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

有五成六的人基本上滿意蘇內閣的施政表現，有三成七的人不滿意，滿意的

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19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行政院長蘇貞昌領導的內

閣目前獲得台灣人民明顯過半數的肯定，這也意味著台灣政局目前處於一種

相當穩定的狀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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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五成的人是民進黨認同者，二成九是國民黨認同者，一成八是中性選民，

兩黨差距達 20 個百分點，創下近三年來最大的差距，這對 2020 總統與立

委大選有重大的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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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最新民意顯示，33%民進黨，23.9%國民黨，

10.4%台灣民眾黨，8.7%時代力量，2.8%親民黨，14.9%中性選民，其他小

黨皆未能超過 2%，合計 4.7%，1.4%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民進黨支

持度三成三躍居第一，領先第二的國民黨 9.4個百分點，台灣民眾黨第三，

時代力量第四，親民黨只獲不到 3%的支持，位居第五，其他新舊小黨則仍

待努力。 

五、 關於台海兩岸會不會發生戰爭，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只

有一成六同意台海兩岸遲早會發生戰爭，但有高達七成九不以為然；也就是

說，儘管中國不斷武力恫嚇台灣，兩岸關係持續緊張，有時劍拔弩張，但對

近八成台灣人而言，「兩岸遲早會發生戰爭」的說法是杞人憂天，不可能發

生的事。這項發現寓意深遠。 

六、 關於香港情勢惡化，誰應負主要責任？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

年人中，有六成三同意香港情勢惡化，中國當局和特區政府要負主要責任，

但有約二成六不同意。這項發現顯示，台灣主流民意認為中國當局和特區政

府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處置不當，導致香港情勢惡化。 

七、 關於宋楚瑜的第四次參選總統，最新民意顯示，5.6%非常肯定，25.8%還算

肯定，29.3%不太肯定，28.3%一點也不肯定，11.1%沒意見、不知道、拒

答。換句話說，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三成一的人基本上肯定宋楚瑜的第四

度參選，但是有五成八左右的人不肯定。 

八、 關於賴清德接受蔡賴配，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二成三基本

上同意「賴清德接受蔡賴配是做了一項錯誤的決定」，但有六成四不同意，

這就是說，台灣主流民意傾向認為賴清德接受蔡賴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不

以為然的是少數。由此可預期，蔡賴配因大受歡迎，將對選情造成極大的衝

擊。 

九、 關於誰最認同中華民國，最新民意顯示，49.9%認為蔡英文最認同中華民國，

26.9%認為韓國瑜最認同中華民國，11.9%認為宋楚瑜最認同中華民國，

11.4%沒意見、其他、不知道、拒答。這項發現顯示，蔡英文已經在 2020中

華民國保衛戰中強壓韓國瑜，儼然成為中華民國的正統。在半數台灣總統選

民眼中，蔡英文才是最認同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不但超過韓國瑜，更遠

勝宋楚瑜。 

十、 關於 2020總統大選，在已確定的三組總統候選人中，最新民意顯示，如果

明天投票，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五成五會投給蔡賴配，二成六投給韓張配，

7.6%投給宋余配。蔡賴配領先第二名的韓張配 29個百分點，選情呈現空前

一面倒的狀況。如果未來選情沒出現重大變化的情況下，蔡賴配將以秋風掃

落葉之姿贏得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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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萬眾矚目的 2020 台灣總統與立委大選已進入最後兩個月。在過去的一個月中，隨

著國內外政治形勢的開展，兩大黨也積極備戰。且舉其犖犖大者。 
 

首先，香港反送中運動自六月迄今，持續不斷，最近整體情勢惡化，大學校園流血

衝突，死傷慘重，幾乎是到了攤牌的階段。台灣人一向強烈關心香港，對香港未來憂心

忡忡。巧合的是，六月香港大規模反送中群眾運動爆發以來，正好與台灣總統大選同步

進行，對大選選情確實發生了重要的牽引作用。 

 

第二，兩岸關係持續緊張，先是 11 月 4 日中國國台辦公布「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26 條）對台釋出善意，之後又在 11 月 17 日中國首艘

自製航空母艦及護衛艦隊穿越臺灣海峽，被認為挑釁意味濃厚，美、日、台軍方高度關

注。中方選前示好以及 54 天的軍事行動是否對台灣總統大選有實質影響呢？ 

 

第三，自今年雙十國慶演說開始，蔡英文總統高呼「中華民國台灣」是台灣社會最

大共識，隨後在民進黨造勢場合，黨政要員開始穿起不藍不綠的戰袍（夾克），到十一

月，大小造勢場合開始出現中華民國國旗與民進黨黨旗同場揮舞的景象，這表示蔡英文

總統發動了一場中華民國正統的搶奪戰，效果如何？值得觀察。 

 

第四，總統候選人的副手選定是這場總統大選必要的儀式。11 月 10 日，國民黨籍

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率先公布副手是前行政院長張善政，11 月 13 日，宋楚瑜宣佈參選，

並公布副手是余湘；11 月 17 日，蔡英文在台北競選總統成立之日宣佈副手是前行政院

長賴清德，引起舉國震撼。 

 

第五，各政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提出是過去這一段時間最引人注目的事之一。兩大

黨名單提出之前，內部紛爭都檯面化，赤裸裸的言詞交鋒，大動作的議事杯葛，或夜宿

抗議，顯示兩大黨並沒以身作則，建立黨內民主、可長可久的制度，以致風波不斷，更

不保證不分區立委的品質。其中尤其以國民黨擬通過的不分區立委名單，包括邱毅、吳

斯懷等高度爭議性人物，有損黨的形象，有礙政黨認同的爭取，令人側目。 

 

關鍵的十一月，究竟將如何影響 2020總統與立委大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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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這樣的背景下，我們 11 月全國性民調即以「反送中、蔡賴配與 2020 總統大

選」為主題，進行相關調查，涵蓋以下九個重點：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 
（二）蘇貞昌內閣的施政表現 
（三）台灣人的政黨認同與支持 
（四）關於三位總統候選人的評價 
（五）台灣人對蔡賴配的反應 
（六）台灣人對宋楚瑜四度參選的反應 
（七）2020 台灣總統大選的最新發展 
（八）台灣人對兩岸開戰可能性的看法 
（九）台灣人對香港反送中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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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問卷編制、

抽樣設計、電話訪談與統計分析。訪問期間是 2019 年 11 月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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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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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聲望：55.5%，重返闊別已久的 5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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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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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非常贊同，35.6%還算贊同，18.8%不太贊同，17.3%一點也不贊同，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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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約

五成六的人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三成六的人不贊同；贊同的人

比不贊同的人多近 20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蔡英文目前已徹底擺脫過去的執政困境，

重返闊別已久的 5字頭，贏回絕對多數台灣人民的肯定與支持。請參見圖 1。 

 

圖 1：蔡英文總統聲望（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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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蔡英文總統聲望：最近兩次的比較 [2019/10、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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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7.2 個百分

點，而不贊同的人也顯著下降 6.7 個百分點，這一來一往，使得十月原本贊同的人和不

贊同的人差距只有 5 個百分點，如今贊同的人比不贊同的人多 20 個百分點，這無疑是

一個驚人的、巨大的民意轉變。尤其，它發生在總統大選前一個多月，意義重大。請參

見圖 2。 
 
該如何解釋此一巨大的民意轉變？綜觀過去一個月的大大小小事，最可能激發此一

轉變的因素有二：第一，蔡賴配成真；第二，蔡英文大打「中華民國牌」奏效。前者，

大大振奮了民進黨軍心士氣，使廣大支持者更團結一心；後者，鬆動了無數藍營潛在支

持者的心防，贏得了可觀的非民進黨支持者和中性選民的激賞。 
 
除了這兩個因素外，近期還有三個顯著因素有助於拉抬蔡英文總統聲望：第一，空

前有利的外在大環境因素，包括香港反送中情勢的持續與惡化、兩岸關係持續緊張、台

美關係迭有重大進展，包括最近美國參議院通過「台北法」，全名「台灣友邦國際保護暨

強化倡議法」；第二，蔡英文總統痛定思痛，近十個月來謹守憲政份際，專注于總統專屬

的兩岸、外交與國防事務，避免公開捲入內政事務的紛擾，有效減少民怨上身；此外，

綿密的全台走透透競選行程，縮短了與人民的距離；第三，蘇貞昌內閣上任十個月，戮

力興利除弊，快速回應社會需求，期間雖非全無爭議，但政府體系運作正常，施政表現

頗受民間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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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分析顯示，蔡英文總統過去一個月聲望扶搖直上，重返闊別已久的 5字頭，

主要驅動力是來自 20-34歲這一年輕族群，其中贊同蔡英文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人已超

過三分之二以上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原來就居多數的對蔡英文領導國家方式不表贊同

的中壯選民，如今也明顯轉向，不贊同蔡英文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人已經不再是多數。

這是一個近乎奇蹟式的轉變。此外，65歲以上的資深公民，贊同蔡英文處理國家大事方

式的人比不贊同的人多近 22 個百分點，應也是造成她聲望回升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蔡英文總統聲望扶搖直上的現象幾乎是全面性的，除了若干特定族群，

不贊同蔡英文領導國家方式的人仍多於贊同的人，如外省人、軍公教及失業/待業者。  
 

圖 3呈現了蔡英文總統聲望的長期趨勢。根據這張長期趨勢圖，自 2016 年 5 月以

來到現在共三年半，累計蔡英文總統聲望 39 次全國性的測量，她的「總統職務表現贊

同率」（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ing）的平均值是 40.2%，而「總統職務表現不贊同率」

（Presidential Job Disapproval Rating）的平均值是 43.98%，兩者相差 3.96 個百分點，這

當然不是一個理想的數字，也就是說，從整體來看，在多數台灣選民心中，蔡總統過去

三年半的總結執政表現並不好，沒有獲得多數人民的肯定，儘管最近兩個月已出現好轉

的跡象，蔡總統應謙卑面對、虛心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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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總統聲望趨勢圖 [2016/5~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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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蘇貞昌內閣的施政表現 

我們問：「行政院長蘇貞昌上任已經十個月。一般說來，您滿意或不滿意蘇貞昌內閣

的整體施政表現？」結果發現：18.5%非常滿意，37.8%還算滿意，17.2%不太滿意，19.4%
非常不滿意，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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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成六的人基本上滿意蘇內閣的施政表現，有三成七的人不滿意，滿意的

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19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行政院長蘇貞昌領導的內閣目前獲得

台灣人民明顯過半數的肯定，這也意味著台灣政局目前處於一種相當穩定的狀態，和蔡

政府首任內閣林全時期截然不同。而這對執政黨即將到來的總統與立委大選應有重要加

分效果。請參見圖 4。 

 

圖 4：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2019/11） 

 

 
 
與三個月前相比，滿意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人增加了 5.9 個百分點，不滿意的人

減少 4.3 個百分點，這一來一往，就使得目前滿意蘇內閣施政表現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20 個百分點。請參見圖 5。 
 
圖 6 呈現了從今年二月以來，台灣人民對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感覺。從整體趨勢

看，蘇內閣目前所獲得的肯定與支持是蘇貞昌上任以來最高的時候，也是民怨相對較少

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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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兩次比較 [2019/8、2019/11] 

 
 
 
 
 

圖 6：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趨勢圖 [2019/2~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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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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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非常接近民進黨，32.1%還算接近民進黨，19%還

算接近國民黨，10.3%非常接近國民黨，18.2%中性選民，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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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五成的人是民進黨認同者，二成九

是國民黨認同者，一成八是中性選民，兩黨差距達 20 個百分點，創下近三年來最大的

差距，這對 2020 總統與立委大選有重大的政治意涵。請參見圖 7。 
 

圖 7：台灣人的政黨認同 (2019/11) 

 
 
必須指出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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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選民中有近五成民進黨認同者，我們其實

是在說，這包括的不只是民進黨支持者，還有可觀的時代力量及其他小黨的支持者。同

理，國民黨認同者指的雖然主要是國民黨支持者，但也包括了親民黨與新黨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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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民進黨擁有近五成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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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個百分點，具體地說，約等於近 400萬選民。所以，如果其他條件相等，民進黨肯定

會贏得 2020 台灣總統大選，蔡英文會順利連任。但客觀而論，因其他條件未必相等，

例如執政表現、選舉議題設定、候選人評價、重大突發事件等等，也可能扭轉戰局。美

國政治史上就有不少例子。但如果以 2020 台灣總統與立委大選來說，國民黨與民進黨

認同者規模目前相差 20 個百分點，對國民黨而言，那簡直就像是一場會嚇破膽的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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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兩個月前相比，民進黨認同者增加 9.4 個百分點，國民黨認同者減少 4.3 個百分

點，都是顯著的增減，一來一往，差距就擴大到 20 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民進黨在過去

兩個月的整體表現比國民黨好很多，選民也做出了回應。即以關係政黨形象甚巨的不分

區立委名單來說，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固然無甚可觀之處，但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

卻引起黨內外極大爭議，勢必對政黨形象與認同造成極大的損傷。 
 
圖 8 呈現了自民進黨重返執政以後，整體台灣人政黨認同的變化。圖中，民進黨和

國民黨認同都出現了大起大落的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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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與立委大選已迫在眉睫，民

進黨已走出死蔭的幽谷，重新受到多數選民擁抱，並重返 2016 年 5、6 月時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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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不到兩個

月的大選關鍵時刻是國民黨的生死門，政黨認同會持續崩落，或止跌回升，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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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台灣人政黨認同趨勢（2016/5—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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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人的政黨支持 

我們問：「台灣目前有兩個大黨，民進黨和國民黨，幾個小黨如時代力量、

親民黨，還有最近剛成立的台灣民眾黨、一邊一國行動黨、喜樂島聯盟等等。在

所有這些政黨中，您個人最支持的是哪一黨？」結果發現：33%民進黨，23.9%國

民黨，10.4%台灣民眾黨，8.7%時代力量，2.8%親民黨，14.9%中性選民，其他小

黨皆未能超過 2%，合計 4.7%，1.4%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

民進黨支持度三成三躍居第一，領先第二的國民黨 9.4 個百分點，台灣民眾黨第

三，時代力量第四，親民黨只獲不到 3%的支持，位居第五，其他新舊小黨則仍

待努力。請參見圖 9。 
 
  

圖 9：台灣人的政黨支持（2019/11） 

 
 
 
與上個月同樣的調查相比，台灣人整體政黨支持傾向出現明顯的變化，民進

黨提升了 3.3 個百分點，國民黨明顯下降了 5.2 個百分點；台灣民眾黨支持率基

本上不變，時代力量反而逆勢上揚 3.1 個百分點；親民黨仍低於 3%，儘管宋楚

瑜已宣佈參選總統；此外，中性選民減少 5.2 個百分點，顯示越靠近大選，中性

選民選邊站的跡象越明顯。整體而言，隨著大選的逼近，台灣各大小政黨將更明

顯感覺到選民支持的消長，那是一場殘酷的零合遊戲，也是反映政黨不分區立委

可能得票的最好指標。請參見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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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大致呈現了台灣大小政黨勢力在過去三年半的消長。值得一提的是，

民進黨此刻所獲得的支持已創下該黨歷史的新高，而國民黨則是回到去年地方選

舉前較低迷的狀態。 
 

圖 10：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兩次比較（2019/10-2019/11） 

 
 

圖 11：台灣人政黨支持趨勢（2016/7-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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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人對兩岸終須一戰的看法 

我們問：「前幾天，中國自製航空母艦「002」號駛經臺灣海峽，引起美國與

日本的關切。有人說：「台灣海峽兩岸，因種種因素，戰爭早晚會發生，中共遲

早會出兵攻打台灣。」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結果發現：5.1%非常同意，

10.9%還算同意，35%不太同意，42.4%一點也不同意，6.6%沒意見、不知道。換

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只有一成六同意台海兩岸遲早會

發生戰爭，但有高達七成九不以為然；也就是說，儘管中國不斷武力恫嚇台灣，

兩岸關係持續緊張，有時劍拔弩張，但對近八成台灣人而言，「兩岸遲早會發生

戰爭」的說法是杞人憂天，不可能發生的事。這項發現寓意深遠。請參見圖 12。 
 
當有近八成的人認為台海不可能爆發戰爭的時候，它顯示了三層涵義：第一，

中國對台長期武力恫嚇的效果十分有限；第二，北京當局或藍營若欲藉兩岸可能

爆發戰爭來做選舉操作，結果也將同樣有限；第三，「台海兩岸遲早會發生戰爭」

是杞人憂天的說法，已經是超越藍綠的新的台灣共識。 
 
  

圖 12：台灣人對兩岸是否會再發生戰爭的態度（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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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人對香港情勢的一些看法 

（一）香港情勢惡化，誰應負主要責任？ 

我們問：「有人說：「香港情勢惡化已瀕臨崩潰邊緣，這主要是北京當局和特

區政府處理不當所造成。」請問您同不同意這個說法？」結果發現：38.7%非常
同意，23.9%還算同意，14.6%不太同意，10.9%一點也不同意，12.9%沒意見、不

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六成三

同意香港情勢惡化，中國當局和特區政府要負主要責任，但有約二成六不同意。

這項發現顯示，台灣主流民意認為中國當局和特區政府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處置

不當，導致香港情勢惡化。請參看圖 13。 
 
 

圖 13：誰應對香港情勢惡化負主要責任？（2019/11） 

 

 
 

進一步的分析，有四點有趣的發現： 
 
第一：從性別的角度看，台灣成年男性遠比女性更傾向認為「香港情勢惡化主要

是中國當局與特區政府造成的」，在男性選民中有高達六成八這麼認為，但

在女性選民中只有五成七這麼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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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從年齡層看，越年輕的選民越傾向認為「香港情勢惡化主要是中國當局與

特區政府造成的」，尤其是 45歲以下選民有高達七成以上的人都傾向認為

「香港情勢惡化主要是中國當局與特區政府造成的」；相對之下，45 歲以
上選民顯得較有保留，但多數人仍持和年輕人相同的態度。 

 
第三：從教育程度來看，教育程度越高的選民越傾向認為「香港情勢惡化主要是

中國當局與特區政府造成的」，資料顯示，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選民有七成

六持上述看法，但在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選民中卻只有約三成七持同樣看

法。 
 
第四：從政黨傾向角度來看，民進黨、時代力量、民眾黨支持者都有超過七成的

人認為「香港情勢惡化主要是中國當局與特區政府造成的」，但國民黨支持

者中只有四成一持相同看法，中性選民中則有五成的人持相同看法。 
 

（二）如果香港重演六四天安門事件，台灣就應該宣佈獨立？ 

我們問：「有人說：「香港反送中抗爭，最後如果中國解放軍出面暴力鎮壓，

重演六四天安門事件，台灣就應該宣佈獨立。」請問您贊不贊成這個主張？」結

果發現：13.7%非常贊成，13.6%還算贊成，28.5%不太贊成，30.2%一點也不贊成，

14%沒意見、不知道、拒答。請參看圖 14。 
 
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二成七贊成「香

港如果重演六四天安門事件，台灣就應該宣佈獨立」，但有約五成九不贊成。這

項發現顯示，儘管絕大多數台灣選民不贊成以宣佈台灣獨立的方式回應「香港如

果重演天安門事件」，但兩成七的人贊成，代表超過五百萬人以上的呼應，不應

小看。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幾點有趣的發現： 
 
第一：在年齡層方面，35歲以下年輕選民有三成八以上贊成「香港如果重演六四

天安門事件，台灣就應該宣佈獨立」，但 35歲以上選民反應相對較冷淡，

顯示年輕選民的確有較強的道德衝動。 
 
第二：從教育程度看，呈現古典的台灣民意反應模式，高教育和低教育選民對「香

港如果重演六四天安門事件，台灣就應該宣佈獨立」較有正面回應，但中

等教育選民較有保留。 
 
第三：從政黨支持傾向看，民進黨與時代力量各有四成一的人呼應「香港如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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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六四天安門事件，台灣就應該宣佈獨立」的主張，民眾黨支持者只有二

成四贊成，國民黨支持者更只有一成一贊成，中性選民只有一成八贊成。

這項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政黨的意識型態立場。 
 
 

圖 14：香港若重演六四天安門事件，台灣就應該宣佈獨立？（2019/11） 

 

  
 

（三）如果中國接受香港真雙普選，未來兩岸統一就有可能？ 

我們問：「有人說：「中國當局如能接受香港民主化，實施真正的雙普選（特

首與立法會），未來兩岸統一才有可能。」請問您贊不贊成這個說法？」結果發

現：10.8%非常贊成，21.9%還算贊成，20.7%不太贊成，32%一點也不贊成，14.5%
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

有約三成三贊成「中國當局如能接受香港民主化，實施真正的雙普選（特首與立

法會），未來兩岸統一才有可能」的說法，但有五成三不贊成。請參看圖 15。 
 
三成三呼應究竟是多還是少？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年六月所做最新「台灣

人統獨傾向」調查結果，在台灣總統選民中只有 13.6%選擇「未來兩岸統一」，據

此，三成三的人呼應「中國當局如能接受香港民主化，實施真正的雙普選（特首

與立法會），未來兩岸統一才有可能」的說法，表示中國如何處理香港問題的確

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台灣人對兩岸未來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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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數：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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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如果中國接受香港民主化，未來兩岸統一就有可能？（2019/11） 

 

 

 

七、關於宋楚瑜的第四次參選總統 

 我們問：「前台灣省長宋楚瑜 11 月 13日宣佈參選 2020 總統，這是他個

人第四度參選總統，請問，您肯定他這次的參選嗎？」結果發現：5.6%非常肯定，

25.8%還算肯定，29.3%不太肯定，28.3%一點也不肯定，11.1%沒意見、不知道、

拒答。換句話說，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三成一的人基本上肯定宋楚瑜的第四度

參選，但是有五成八左右的人不肯定。請參見圖 16。 
 
宋楚瑜第四度參選總統獲三成一選民的肯定，是多還是少？可能見仁見智。

我的看法是，任何候選人的參選若獲三成一選民的肯定，都是不容易的，都值得

慶幸，尤其是第四次參選的宋楚瑜。而這反映的可能是一種奇妙的社會心理狀態。

宋楚瑜在中選會法定登記前十天才宣佈參選總統，顯然是形勢所迫，目的就是避

免親民黨在這次選舉後人間蒸發，走入歷史。更具體地說，就是為親民黨保住不

分區立委席次和政黨補助款。 
 
然而，宋楚瑜第四度參選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叫好不叫座」的尷尬處境，能

不能達成不可能的任務？目前所有的跡象看來，不是太妙。例如，在宋楚瑜宣佈

參選後，親民黨的政黨支持率仍維持在 3%以下，幾乎是紋風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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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數：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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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台灣選民對宋楚瑜第四度參選總統的反應（2019/11） 

 

 
 
 

八、賴清德因素 

自今年 3 月 18日，賴清德意外現身民進黨中央黨部，完成總統初選登記，

震驚民進黨權力中樞，卻也振奮民進黨海內外支持者，不久之後，由蔡英文陣營

傳出的蔡賴配聲音就沒有斷過。其間，經歷了民進黨史上最爭議也最錯愕的初選

過程，最後雖是蔡英文霸氣出線，賴清德第一時間公開表示接受初選結果，但民

進黨已陷入嚴重的實質分裂。接下來長達五個月，賴清德黯然遠離權力中心，雲

遊四海，「蔡賴配」聲音雖仍時有所聞，但虛虛實實、實實虛虛，在很大程度上

只是一則「未經官方證實的訊息」，簡單的說，就是謠言。 
 
11 月 17 日，當尋求連任的 2020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公開宣佈賴清德

為副總統搭檔人選，蔡賴配終於證實為真時，驚動海內外，因為賴清德雖輸了初

選但仍是台灣最有人氣的政治人物之一，蔡賴配勢必成為民進黨最強組合。在許

多人眼中，蔡賴配的出現說明蔡英文總統已非昔日吳下阿蒙，她已學會「知人之

明」，也肯「用人唯才」，但仍有許多賴清德支持者對他接受蔡賴配感到不可思議，

網路批判聲音時有所聞。一言以蔽之，對賴清德接受蔡賴配一事，社會反應不一，

究竟台灣總統選民如何看待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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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問：「關於 2020 三位總統候選人的副手搭檔，最近都已確定。有人說：

「賴清德接受蔡賴配，是做了一項錯誤的決定。」請問您同不同意這個說法？」

結果發現：12.6%非常同意，9.9%還算同意，36.2%不太同意，27.9%一點也不同

意，13.3%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二成三基本

上同意「賴清德接受蔡賴配是做了一項錯誤的決定」，六成四不同意，這意味著，

台灣社會主流民意傾向認為賴清德接受蔡賴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不以為然的是

少數。請參看圖 17。 
 
 

圖 17：賴清德接受蔡賴配是否是一項錯誤的決定？（2019/11） 

 

 
進一步的分析，至少有三點有趣的發現： 
第一：從政黨認同看，有八成五民進黨認同者不同意「賴清德接受蔡賴配是做了

一項錯誤的決定」，只有不到一成的人同意那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有四成八

國民黨認同者同意「賴清德接受蔡賴配是做了一項錯誤的決定」，但也有約

三成八的人不同意；此外，中性選民有五成二不同意「賴清德接受蔡賴配

是做了一項錯誤的決定」，但有約二成一同意。 
 
第二：從 6都 16縣市的角度看，台南市同意「「賴清德接受蔡賴配是做了一項錯

誤的決定」比例最高，有約二成八，而台南市正好是賴清德的大本營，這

很可能反映出某些強烈的賴清德支持者對初選過程與結果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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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肯定賴清德接受蔡賴配的選民瀰漫在社會各階層，不分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職業背景、省籍族群、地理區域，絕對多數的人都不認為賴清德此

舉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九、關於三位總統候選人的評價 

候選人評價（candidate evaluation）指的是選民對總統候選人所持的主觀態

度，包括對候選人的品德操守、能力、人格特質、以及其過去的種種表現。選民

對候選人的評價，在相當程度上，固然會受候選人所屬政黨及其議題立場的影響，

但候選人本身仍具有若干獨特的吸引力，會吸引或號召選民的認同與支持。 
 
繼本基金會九月調查兩項候選人特質，中華民國認同與候選人品德，十一月

因三位總統候選人已經確定，我們再針對三項重要的候選人特質，進行「比較候

選人評價」（comparative candidate evaluation）的研究，我相信這項研究的發現將

非常有助於瞭解 2020 總統選民投票行為和大選結果。 
 

（一）誰最認同中華民國？ 

我們問：「目前確定參選 2020 總統的候選人有三位，蔡英文、韓國瑜和宋楚

瑜，在這三人當中，您覺得誰最認同中華民國？」結果發現：49.9%認為蔡英文
最認同中華民國，26.9%認為韓國瑜最認同中華民國，11.9%認為宋楚瑜最認同中

華民國，11.4%沒意見、其他、不知道、拒答。這項發現顯示，蔡英文已經在 2020
中華民國保衛戰中強壓韓國瑜，儼然成為中華民國的正統。在半數台灣總統選民

眼中，蔡英文才是最認同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不但超過韓國瑜，更遠勝宋楚

瑜。這是一個可能會讓許多人跌破眼鏡感的發展。請參看圖 18。 
 
這項發現似乎宣佈了 2020 中華民國保衛戰已經結束，蔡英文成功沒收了韓

國瑜來勢洶洶的「中華民國保衛戰」。事實上，從今年蔡英文雙十國慶演說，高

喊「中華民國不是誰的專利，台灣也不是誰能獨佔。「中華民國台灣」六個字，

既不是藍色，也不是綠色，這就是整個社會最大的共識」開始，到 11 月 9日選

舉造勢場合佈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蔡英文刻意地說：「國旗不是哪個政黨

的專利」。當民進黨人史無前例地穿上不藍不綠的選戰夾克，手搖中華民國國旗，

顯示 2020 總統與立委大選調性已經被蔡英文全面主宰。從歷史縱深的角度看，

這很可能代表的是民進黨發展路線上的大轉折，民進黨全面向右轉，全面擁抱中

華民國，而不只是選戰策略一時的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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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三位總統候選人，誰最認同中華民國？（2019/11） 

 
 
 

（二）誰較可能為台灣帶來所需要的改變？ 

我們問：「在蔡英文、韓國瑜和宋楚瑜三人當中，您覺得「誰當選較可能為

台灣帶來所需要的改變？」結果發現：52.1%認為蔡英文當選較可能為台灣帶來

所需要的改變，27.1%認為韓國瑜當選較可能為台灣帶來所需要的改變，9.3%認
為宋楚瑜當選較可能為台灣帶來所需要的改變，11.5%沒意見、其他、不知道、

拒答。換句話說，在明顯過半數總統選民眼中，現任總統蔡英文當選「較可能為

台灣帶來所需要的改變」，而認為韓國瑜當選「較可能帶來台灣所需要的改變」

的人只有二成七，認為宋楚瑜當選比較可能帶來改變的不到一成。 
韓國瑜是這場總統大選的主要挑戰者，如果台灣總統選民決定追求改變，他

理應是追求改變的最佳代言人，理應獲得多數人認定「較能為台灣帶來所需要的

改變」，但事實不然，當明顯過半數的人認為現任總統當選較可能帶來所需要的

改變時，意味著韓國瑜的選戰動能嚴重不足，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值得推敲。無

論如何，這項發現意味著，三人之間的差距如此之大，短期內要改變總統選民的

認知與評價，將是一個極艱巨的政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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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三位總統候選人，誰較能帶來台灣所需要的改變？（2019/11） 

 
 

（三）誰當選會讓您較安心？ 

我們問：「在蔡英文、韓國瑜和宋楚瑜三人當中，您覺得「誰當選會讓您較

安心」？」結果發現：55%覺得蔡英文當選會讓他/她較安心，24.9%覺得韓國瑜

當選會讓他/她較安心，9.1%覺得宋楚瑜當選會讓他/她較安心，11%沒意見、其

他、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高達五成五覺得「蔡英文當

選會讓他/她較安心」，兩成五覺得「韓國瑜當選會讓他/她較安心」，不到一成覺

得「宋楚瑜當選會讓他/她較安心」。換言之，在這個重要的領袖特質上，蔡英文

和韓國瑜有 30 個百分點的差距，和宋楚瑜有 46 個百分點的差距，其中意涵不言

可喻。請參看圖 20。 
讓人民安心，是總統選民選擇未來總統的基本條件，如果不是最重要的條件

的話。畢竟，有誰會去選擇一個不能讓人民安心的總統？就這個意義而言，選民

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就格外的重要。 
 
總的來講，根據以上三項總統候選人特質的分析，現任總統蔡英文無論在「認

同中華民國」、「能帶來台灣所需要的改變」或「能讓人安心」方面，在三位總統

候選人中都獨占鰲頭，並獲得半數或半數以上總統選民的肯定，遙遙領先其他兩

位候選人。這暗示著，這場一面倒的總統大選已經接近尾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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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三位總統候選人，誰當選會讓您較安心？（2019/11） 

 
 
 
 

十、2020 台灣總統大選最新競爭狀況 

（一）有多少選民已做好投票決定？ 

我們問：「明年 1 月 11日將舉行台灣總統大選，請問，您是否已決定要投給

誰？」結果發現：65.4%已經決定，32.7%尚未決定，2%不知道、其他、拒答。換

言之，距明年選舉日不到兩個月的現在，已經有六成五的選民決定了投票的對象，

三成三還未決定。請參看圖 21。 
這項發現對目前選情落後的候選人或許是一個希望，但究竟是誰還未決定最

後的投票對象呢？。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第一：從政黨認同來看，民進黨認同者有七成八已決定，二成一未決定；國民黨

認同者有六成七已決定，三成二未決定；中性選民有三成六已決定，六成

未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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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從性別來看，男性選民有七成一已決定，二成八未決定；女性選民六成已

決定，三成八未決定。 
 
第三：從年齡層看，24歲以下年輕選民與 55歲以上年長選民已決定比例較高，

青壯選民（25-54）未決定選民比例略高； 
 
第四：從政黨支持傾向看，民進黨、國民黨、時代力量已決定比例都在近七成以

上，民眾黨支持者已決定比例只有五成一，中性選民已決定者只有三成七。 
 
 

 
圖 21：2020 總統大選，您已經決定投給誰了嗎？（2019/11） 

 
 

（二）三組候選人的最新競爭狀態 

我們問：「如果明天投票，在三組候選人中，蔡英文與賴清德、韓國瑜與張

善政、宋楚瑜與余湘，您會投給哪一組候選人？」結果發現：55.2%蔡賴配，26.3%

韓張配，7.6%宋余配，4.3%尚未決定，3.3%不會去投票，3.3%不知道、其他、拒

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如果明天投票，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五成五會投

給蔡賴配，二成六投給韓張配，7.6%投給宋余配。蔡賴配領先第二名的韓張配 29

個百分點，選情呈現空前一面倒的狀況，這也是台灣自 1996 年第一次總統民選

以來，主要總統候選人之間支持率差距最大的一次。 

已經決定

65.4%

尚未決定

32.7%

不知道

2.0%

回答⼈數：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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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020 總統大選，如果明天投票，你會投給誰？（2019/11） 

 
 
 
圖 23，與十月蔡、韓、宋三人競爭相比，可以清楚看到副手效應竟然如此之

大，合理推論那主要是來自賴清德效應，或賴清德旋風。十一月蔡賴配比十月蔡

英文個人支持率高出 9.1 個百分點，而韓張配比十月韓國瑜個人支持率減少 4.8

個百分點，宋余配比十月宋楚瑜個人支持率減少 3.8個百分點。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重要的發現： 

第一：從政黨認同角度看，民進黨認同者有九成三支持蔡賴配，而國民黨認同者

只有七成七支持韓張配。中性選民方面，有三成三支持蔡賴配，一成六支

持韓張配，一成六支持宋余配。 

 

第二：從政黨支持角度看，蔡賴配此刻獲九成六民進黨支持，七成八時代力量支

持，五成民眾黨支持，其他小黨總和六成四支持，還有三成四中性選民支

持。韓張配除了獲八成五國民黨支持外，其他方面都相形見絀。而宋余配

到目前為止只獲得各方面零星的支持，其中二成七民眾黨的支持送是比較

醒目的。 

 

第三：也是最後，當蔡賴配以 29 個百分點之姿，凌駕韓張配與宋余配時，不分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背景、地理區域、省籍族群都將呈現一面倒

的支持景象。 

蔡英文/

賴清德

55.2%

韓國瑜/

張善政

26.3%

宋楚瑜/余湘

7.6%

尚未決定

4.3%不知道6.6%

回答⼈數：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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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020 總統大選，蔡、韓、宋三人的競爭：兩次比較（2019/102019/11） 

 

 
 
 

（三）2020 台灣總統大選一面倒的科學解釋 

如何適當解釋到目前為止總統大選一面倒的現象？根據本次調查的主要研

究發現，可以歸納出八項重要因素： 

第一：政黨認同懸殊：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民進黨認同者比國民黨認同者多 20 個

百分點，那是一個巨大的差距。 

第二：蔡英文總統聲望重返高峰期，五成六的總統選民基本上贊同蔡總統處理國

家大事的方式，那會是一個支持她連任的重要理由。 

ㄍ第三：蘇內閣施政表現獲得自今年二月上任以來最好的評價，有五成六選民基

本上滿意，迥異於蔡政府首任內閣林全時期的民怨沸騰。 

第四：蔡賴配成局帶動總統支持率猛爆性飛升，賴清德因素再度發生極顯著作用，

證明蔡賴支持群眾互補性最強。 

第五：蔡英文猛打中華民國牌，極力拉攏中間選民，弱化韓國瑜中華民國保衛戰

訴求，強勢壓縮韓國瑜支持空間，成功拉大領先差距。 

第六：總統候選人特質差異甚大，蔡英文不論在中華民國認同、能帶來台灣所需

要改變、及讓人民安心等方面都受到選民肯定，並遙遙領先對手。 

第七：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牽引作用，研究發現顯示有六成三的台灣選民將香港情

勢惡化歸咎於中國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而蔡英文總統自始都站在同情香

港反送中運動的立場，非競爭對手可比，自然獲得選民的青睞和支持。 

46.1% 31.1% 11.4% 11.3%

55.2%

26.3%

7.6% 10.9%

0%

20%

40%

60%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尚難決定/不知道

2019年-10⽉ (n=1,089) 2019年-11⽉ (n=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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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兩岸關係持續緊張，越接近選舉日，中國文攻武嚇力道越強，越有助於民

進黨選情，也給民進黨「抗中保台」找到最有力支點，習近平成為蔡英文

超級助選員。 

 

除此之外，近期美台關係空前友好，整體國民黨陣營內聚力嚴重不足，黨中

央領導威信頻遭質疑，空有三都十二縣市但首長輔選效果不彰，不分區立委名單

不合時宜重創黨的形象等等，都是影響總統選情的可能因素。 

 

 



 

 

2019年 11月全國性民意調查 

摘要報告 

 

反送中、蔡賴配與 2020 總統大選 

 

 

游盈隆 

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 

 

 

 

 

時間：2019年 11月 25日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 3A會議室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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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2019年 11月新聞稿 

2019/11/25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11/25）早上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反送中、

蔡賴配與 2020總統大選」十一月全國性民調發表會。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

四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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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邀請林嘉誠與丁庭宇兩位知名學者與談。 

十一月全國性民調涵蓋以下九個重點：（一）蔡英文總統聲望；（二）蘇貞昌

內閣的施政表現；（三）台灣人的政黨認同與支持；（四）關於三位總統候選人的

評價；（五）台灣人對蔡賴配的反應；（六）台灣人對宋楚瑜四度參選的反應；（七）

2020 台灣總統大選的最新發展；（八）台灣人對兩岸開戰可能性的看法；（九）

台灣人對香港反送中的態度。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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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約五

成六的人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三成六的人不贊同；

贊同的人比不贊同的人多近 20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蔡英文目前已徹底

擺脫過去的執政困境，重返闊別已久的 5字頭，贏回絕對多數台灣人民的肯

定與支持。 

二、 關於蘇貞昌內閣的施政表現，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

有五成六的人基本上滿意蘇內閣的施政表現，有三成七的人不滿意，滿意的

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19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行政院長蘇貞昌領導的內

閣目前獲得台灣人民明顯過半數的肯定，這也意味著台灣政局目前處於一種

相當穩定的狀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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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五成的人是民進黨認同者，二成九是國民黨認同者，一成八是中性選民，

兩黨差距達 20 個百分點，創下近三年來最大的差距，這對 2020 總統與立

委大選有重大的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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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最新民意顯示，33%民進黨，23.9%國民黨，

10.4%台灣民眾黨，8.7%時代力量，2.8%親民黨，14.9%中性選民，其他小

黨皆未能超過 2%，合計 4.7%，1.4%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民進黨支

持度三成三躍居第一，領先第二的國民黨 9.4個百分點，台灣民眾黨第三，

時代力量第四，親民黨只獲不到 3%的支持，位居第五，其他新舊小黨則仍

待努力。 

五、 關於台海兩岸會不會發生戰爭，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只

有一成六同意台海兩岸遲早會發生戰爭，但有高達七成九不以為然；也就是

說，儘管中國不斷武力恫嚇台灣，兩岸關係持續緊張，有時劍拔弩張，但對

近八成台灣人而言，「兩岸遲早會發生戰爭」的說法是杞人憂天，不可能發

生的事。這項發現寓意深遠。 

六、 關於香港情勢惡化，誰應負主要責任？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

年人中，有六成三同意香港情勢惡化，中國當局和特區政府要負主要責任，

但有約二成六不同意。這項發現顯示，台灣主流民意認為中國當局和特區政

府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處置不當，導致香港情勢惡化。 

七、 關於宋楚瑜的第四次參選總統，最新民意顯示，5.6%非常肯定，25.8%還算

肯定，29.3%不太肯定，28.3%一點也不肯定，11.1%沒意見、不知道、拒

答。換句話說，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三成一的人基本上肯定宋楚瑜的第四

度參選，但是有五成八左右的人不肯定。 

八、 關於賴清德接受蔡賴配，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二成三基本

上同意「賴清德接受蔡賴配是做了一項錯誤的決定」，但有六成四不同意，

這就是說，台灣主流民意傾向認為賴清德接受蔡賴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不

以為然的是少數。由此可預期，蔡賴配因大受歡迎，將對選情造成極大的衝

擊。 

九、 關於誰最認同中華民國，最新民意顯示，49.9%認為蔡英文最認同中華民國，

26.9%認為韓國瑜最認同中華民國，11.9%認為宋楚瑜最認同中華民國，

11.4%沒意見、其他、不知道、拒答。這項發現顯示，蔡英文已經在 2020中

華民國保衛戰中強壓韓國瑜，儼然成為中華民國的正統。在半數台灣總統選

民眼中，蔡英文才是最認同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不但超過韓國瑜，更遠

勝宋楚瑜。 

十、 關於 2020總統大選，在已確定的三組總統候選人中，最新民意顯示，如果

明天投票，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五成五會投給蔡賴配，二成六投給韓張配，

7.6%投給宋余配。蔡賴配領先第二名的韓張配 29個百分點，選情呈現空前

一面倒的狀況。如果未來選情沒出現重大變化的情況下，蔡賴配將以秋風掃

落葉之姿贏得大選。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宜蘭縣 2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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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嘉義縣 24 2.3%

屏東縣 38 3.6%

台東縣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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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11.2%

高雄市 128 11.9%

新北市 185 17.1%

台中市 125 11.6%

台南市 87 8.1%

桃園市 100 9.2%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7 0.6%

1078 100.0%

非常贊同 214 19.9%

還算贊同 384 35.6%

不太贊同 203 18.8%

一點也不贊同 186 17.3%

沒意見 52 4.8%

不知道 38 3.5%

拒答 1 0.1%

1078 100.0%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市？

合計

Q2．蔡英文總統自2016年5月20日上任到

現在，三年又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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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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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8 日 至 108 年 11 月 19 日 

有效樣本：1,078 人 

抽樣誤差：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約 ±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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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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滿意 199 18.5%

還算滿意 408 37.8%

不太滿意 185 17.2%

非常不滿意 209 19.4%

沒意見 44 4.1%

不知道 32 3.0%

拒答 1 0.1%

1078 100.0%

非常肯定 60 5.6%

還算肯定 278 25.8%

不太肯定 315 29.3%

一點也不肯定 305 28.3%

沒意見 77 7.2%

不知道 42 3.9%

1078 100.0%

蔡英文 538 49.9%

韓國瑜 290 26.9%

宋楚瑜 128 11.9%

都一樣認同 28 2.6%

都一樣不認同 16 1.5%

沒意見 33 3.1%

不知道 44 4.1%

拒答 1 0.1%

1078 100.0%

蔡英文 562 52.1%

韓國瑜 292 27.1%

宋楚瑜 100 9.3%

都一樣可能 13 1.2%

都一樣不可能 26 2.4%

沒意見 36 3.4%

不知道 44 4.1%

拒答 4 0.4%

1078 100.0%

蔡英文 593 55.0%

韓國瑜 268 24.9%

宋楚瑜 98 9.1%

都一樣安心 14 1.3%

都一樣不安心 34 3.2%

沒意見 37 3.4%

不知道 32 3.0%

拒答 1 0.1%

1078 100.0%

合計

Q3．行政院長蘇貞昌上任已經十個月，一

般說來，您滿意或不滿意蘇貞昌內閣的整

體施政表現？

Q4．前台灣省長宋楚瑜11月13日宣佈參

選2020總統，這是他個人第四度參選總統

，請問，您肯定他這次的參選嗎？

合計

Q5．目前確定參選2020總統的候選人有

三位，蔡英文、韓國瑜和宋楚瑜，在這三

人當中，您覺得誰最認同中華民國？

合計

Q6．在蔡英文、韓國瑜和宋楚瑜三人當中

，您覺得「誰當選較可能為台灣帶來所需

要的改變」？

合計

Q7．在蔡英文、韓國瑜和宋楚瑜三人當中

，您覺得「誰當選會讓您較安心」？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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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同意 136 12.6%

還算同意 107 9.9%

不太同意 391 36.2%

一點也不同意 301 27.9%

沒意見 82 7.6%

不知道 58 5.3%

拒答 4 0.4%

1078 100.0%

已經決定 705 65.4%

尚未決定 352 32.7%

不會去投票 9 0.8%

不知道 11 1.0%

拒答 1 0.1%

1078 100.0%

蔡英文／賴清德 595 55.2%

韓國瑜／張善政 284 26.3%

宋楚瑜／余湘 82 7.6%

尚未決定 46 4.3%

不會去投票 35 3.3%

投廢票 8 0.8%

不知道 22 2.0%

拒答 5 0.5%

1078 100.0%

非常同意 55 5.1%

還算同意 118 10.9%

不太同意 378 35.0%

一點也不同意 457 42.4%

沒意見 23 2.2%

不知道 47 4.4%

1078 100.0%

非常同意 417 38.7%

還算同意 257 23.9%

不太同意 157 14.6%

一點也不同意 118 10.9%

沒意見 36 3.4%

不知道 91 8.4%

拒答 1 0.1%

1078 100.0%

合計

Q8．關於2020三位總統候選人的副手搭

檔，最近都已確定。有人說：「賴清德接

受蔡賴配，是做了一項錯誤的決定。」請

問您同不同意這個說法？

合計

Q9．明年1月11日將舉行台灣總統大選，

請問，您是否已決定要投給誰？

Q10．如果明天投票，在三組候選人中，

蔡英文與賴清德、韓國瑜與張善政、宋楚

瑜與余湘，您會投給哪一組候選人？

合計

Q11．前幾天，中國自製航空母艦

「002」號駛經臺灣海峽，引起美國與日

本的關切。有人說：「台灣海峽兩岸，因

種種因素，戰爭早晚會發生，中共遲早會

出兵攻打台灣。」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

說法？

合計

自今年六月以來，香港因大規模反送中群眾運動持續不斷，香港社會經濟秩序受到嚴重衝擊，香港

人民與特區政府嚴重對立，情況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

Q12．有人說：「香港情勢惡化已瀕臨崩

潰邊緣，這主要是北京當局和特區政府處

理不當所造成。」請問您同不同意這個說

法？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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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贊成 148 13.7%

還算贊成 147 13.6%

不太贊成 307 28.5%

一點也不贊成 325 30.2%

沒意見 69 6.4%

不知道 74 6.9%

拒答 8 0.7%

1078 100.0%

非常贊成 117 10.8%

還算贊成 236 21.9%

不太贊成 224 20.7%

一點也不贊成 345 32.0%

沒意見 64 5.9%

不知道 89 8.3%

拒答 3 0.3%

1078 100.0%

非常接近民進黨 189 17.5%

還算接近民進黨 346 32.1%

中立但偏民進黨 36 3.4%

中立／不偏任何政黨 126 11.7%

中立但偏國民黨 33 3.1%

還算接近國民黨 205 19.0%

非常接近國民黨 112 10.3%

不知道 24 2.2%

拒答 8 0.7%

1078 100.0%

民主進步黨 356 33.0%

中國國民黨 258 23.9%

時代力量 94 8.7%

台灣民眾黨 112 10.4%

其他政黨 83 7.7%

沒有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 160 14.9%

不知道 16 1.4%

1078 100.0%

自營商／雇主 127 11.8%

公務人員 29 2.7%

中小學老師 14 1.3%

民營公司或機構普通職員 222 20.6%

民營公司或機構主管人員 102 9.5%

勞工 112 10.4%

專業人員 26 2.4%

在學學生 31 2.9%

農民 41 3.8%

退休 147 13.6%

無業／待業 44 4.1%

家庭主婦 177 16.4%

拒答 5 0.4%

107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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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3．有人說：「香港反送中抗爭，最後

如果中國解放軍出面暴力鎮壓，重演六四

天安門事件，台灣就應該宣佈獨立。」請

問您贊不贊成這個主張？

合計

Q14．有人說：「中國當局如能接受香港

民主化，實施真正的雙普選（特首與立法

會），未來兩岸統一才有可能。」請問您

贊不贊成這個說法？

合計

合計

合計

Q16．台灣目前有兩個大黨，民進黨和國

民黨，幾個小黨如時代力量、親民黨，還

有最近成立的台灣民眾黨、一邊一國行動

黨、喜樂島聯盟等等。在所有這些政黨中

，您個人最支持的是哪一個政黨？

合計

Q17．請問您目前的職業身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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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小學及以下 143 13.2%

初中、國中 133 12.3%

高中、高職 299 27.7%

專科 127 11.8%

大學 291 27.0%

研究所及以上 82 7.6%

拒答 4 0.4%

1078 100.0%

20～24歲 82 7.6%

25～29歲 87 8.1%

30～34歲 87 8.1%

35～39歲 108 10.0%

40～44歲 107 10.0%

45～49歲 98 9.1%

50～54歲 101 9.3%

55～59歲 102 9.4%

60～64歲 94 8.7%

65～69歲 78 7.3%

70歲及以上 128 11.9%

拒答 5 0.5%

1078 100.0%

河洛人 794 73.6%

客家人 141 13.1%

大陸各省市 120 11.1%

原住民 17 1.6%

新移民 3 0.3%

拒答 4 0.3%

1078 100.0%

男性 528 49.0%

女性 550 51.0%

1078 100.0%

合計

Q21．性別

合計

Q18．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合計

Q19．請問您今年幾歲？

合計

Q20．請問您是河洛人、客家人或是外省

人，還是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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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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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35.9% 18.3% 15.3% 5.7% 528 49.0%

女性 15.2% 35.3% 19.4% 19.1% 10.9% 550 51.0%

19.9% 35.6% 18.8% 17.3% 8.4% 1,078 100.0%

20~24歲 21.1% 44.8% 26.0% 3.8% 4.4% 82 7.7%

25~34歲 18.1% 52.3% 10.0% 10.2% 9.4% 175 16.3%

35~44歲 18.0% 32.0% 23.6% 17.3% 9.1% 215 20.1%

45~54歲 17.4% 32.6% 26.3% 17.5% 6.1% 199 18.5%

55~64歲 20.0% 29.6% 18.7% 24.5% 7.2% 196 18.2%

65歲及以上 24.4% 31.1% 11.9% 20.7% 11.9% 206 19.2%

19.7% 35.8% 18.9% 17.1% 8.4% 1,073 100.0%

河洛人 22.7% 37.5% 16.0% 15.9% 7.9% 794 74.1%

客家人 11.3% 36.2% 30.1% 14.6% 7.8% 141 13.2%

外省人 11.3% 24.6% 24.6% 28.0% 11.6% 120 11.2%

原住民 21.1% 12.5% 20.0% 33.1% 13.3% 17 1.6%

19.9% 35.5% 18.9% 17.4% 8.4% 1,071 100.0%

小學及以下 24.9% 36.9% 12.5% 12.0% 13.7% 143 13.3%

初中、國中 24.6% 28.9% 14.7% 24.2% 7.6% 133 12.3%

高中、高職 17.5% 37.1% 20.7% 18.0% 6.7% 299 27.8%

專科 16.0% 32.6% 22.3% 20.3% 8.8% 127 11.8%

大學及以上 19.7% 37.7% 20.3% 14.5% 7.7% 373 34.7%

20.0% 35.8% 18.9% 17.0% 8.3% 1,074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25.4% 27.6% 21.5% 17.9% 7.6% 127 11.9%

高階白領人員 26.8% 32.3% 24.1% 15.2% 1.6% 128 12.0%

基層白領人員 11.4% 48.9% 18.9% 12.5% 8.3% 222 20.7%

軍公教人員 15.3% 31.0% 18.6% 27.9% 7.2% 43 4.0%

勞工 26.7% 31.7% 18.1% 13.8% 9.8% 112 10.5%

農民 25.4% 27.2% 29.4% 14.8% 3.2% 41 3.8%

學生 33.8% 61.8% 0.0% 4.4% 0.0% 31 2.9%

家庭主婦 12.1% 36.8% 14.4% 20.6% 16.1% 177 16.5%

退休人員 24.0% 28.5% 14.2% 26.2% 7.1% 147 13.7%

無業／待業者 15.5% 27.8% 35.7% 14.2% 6.9% 44 4.1%

19.9% 35.8% 18.9% 17.3% 8.1% 1,073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36.5% 53.5% 5.2% 0.6% 4.2% 534 49.6%

中性選民 9.6% 34.5% 21.2% 14.7% 20.0% 195 18.1%

國民黨認同者 0.2% 6.9% 39.0% 48.1% 5.8% 317 29.4%

不知道 0.0% 27.6% 33.5% 5.7% 33.2% 32 2.9%

19.9% 35.6% 18.8% 17.3% 8.4% 1078 100.0%

民進黨 41.9% 51.9% 2.5% 0.6% 3.0% 356 33.0%

國民黨 0.0% 7.2% 37.9% 49.0% 5.9% 258 23.9%

時代力量 23.8% 54.8% 17.9% 2.5% 1.0% 94 8.7%

台灣民眾黨 6.5% 36.3% 36.7% 12.3% 8.2% 112 10.4%

其他政黨 21.8% 38.1% 14.5% 13.0% 12.6% 83 7.7%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10.8% 30.8% 15.9% 18.4% 24.0% 160 14.9%

不知道 0.0% 50.8% 6.9% 7.0% 35.3% 16 1.4%

19.9% 35.6% 18.8% 17.3% 8.4% 1,078 100.0%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Q2．蔡英文總統自2016年5月20日上任到現在，三年又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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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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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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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自2016年5月20日上任到現在，三年又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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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20.4% 33.0% 15.6% 21.1% 9.9% 120 11.2%

新北市 22.2% 41.4% 17.0% 14.1% 5.3% 185 17.1%

桃園市 16.5% 40.2% 15.8% 18.1% 9.4% 100 9.2%

台中市 23.3% 28.1% 20.1% 21.6% 6.9% 125 11.6%

台南市 20.0% 34.7% 16.6% 10.7% 18.0% 87 8.1%

高雄市 27.6% 35.9% 12.3% 16.9% 7.4% 128 11.9%

其他縣市 15.1% 35.0% 24.6% 17.6% 7.7% 333 30.9%

19.9% 35.6% 18.8% 17.3% 8.4% 1,078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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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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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37.7% 16.0% 17.7% 5.1% 528 49.0%

女性 13.6% 38.0% 18.3% 21.0% 9.1% 550 51.0%

18.5% 37.8% 17.2% 19.4% 7.1% 1,078 100.0%

20~24歲 7.9% 65.2% 19.6% 7.3% 0.0% 82 7.7%

25~34歲 18.2% 48.6% 13.8% 12.7% 6.7% 175 16.3%

35~44歲 16.1% 34.7% 23.5% 18.0% 7.7% 215 20.1%

45~54歲 17.3% 34.3% 25.5% 19.0% 4.0% 199 18.5%

55~64歲 20.2% 31.1% 13.5% 27.8% 7.4% 196 18.2%

65歲及以上 24.0% 32.0% 8.4% 22.9% 12.6% 206 19.2%

18.3% 38.0% 17.3% 19.2% 7.2% 1,073 100.0%

河洛人 20.9% 40.2% 16.2% 16.0% 6.8% 794 74.1%

客家人 11.9% 41.0% 13.2% 28.3% 5.5% 141 13.2%

外省人 9.8% 21.7% 28.0% 29.3% 11.2% 120 11.2%

原住民 13.7% 21.6% 26.6% 35.7% 2.5% 17 1.6%

18.3% 38.0% 17.3% 19.4% 7.0% 1,071 100.0%

小學及以下 22.5% 34.0% 8.9% 16.2% 18.5% 143 13.3%

初中、國中 20.3% 38.3% 10.9% 21.7% 8.8% 133 12.3%

高中、高職 20.6% 37.0% 17.0% 20.4% 5.0% 299 27.8%

專科 13.7% 30.8% 28.1% 21.6% 5.9% 127 11.8%

大學及以上 16.4% 42.7% 19.2% 17.5% 4.1% 373 34.7%

18.5% 38.0% 17.2% 19.2% 7.1% 1,074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21.1% 30.6% 24.8% 18.7% 4.8% 127 11.9%

高階白領人員 24.0% 41.3% 14.0% 20.7% 0.0% 128 12.0%

基層白領人員 12.1% 47.3% 17.0% 16.3% 7.3% 222 20.7%

軍公教人員 16.5% 35.3% 20.1% 24.0% 4.0% 43 4.0%

勞工 24.1% 33.6% 21.7% 13.4% 7.2% 112 10.5%

農民 17.6% 37.9% 16.6% 18.1% 9.8% 41 3.8%

學生 18.8% 76.8% 0.0% 4.4% 0.0% 31 2.9%

家庭主婦 14.7% 33.4% 15.7% 22.5% 13.6% 177 16.5%

退休人員 23.1% 28.3% 11.3% 28.4% 8.9% 147 13.7%

無業／待業者 14.3% 40.2% 30.5% 15.0% 0.0% 44 4.1%

18.4% 38.0% 17.2% 19.5% 6.8% 1,073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34.4% 53.9% 6.3% 1.2% 4.2% 534 49.6%

中性選民 6.6% 36.2% 19.4% 19.7% 18.2% 195 18.1%

國民黨認同者 0.4% 11.6% 33.4% 51.5% 3.1% 317 29.4%

不知道 3.3% 39.2% 24.3% 4.5% 28.7% 32 2.9%

18.5% 37.8% 17.2% 19.4% 7.1% 1078 100.0%

民進黨 38.8% 51.4% 4.9% 1.0% 3.9% 356 33.0%

國民黨 0.0% 9.3% 31.2% 55.4% 4.1% 258 23.9%

時代力量 20.0% 59.7% 6.3% 8.3% 5.8% 94 8.7%

台灣民眾黨 10.1% 45.3% 28.0% 14.1% 2.5% 112 10.4%

其他政黨 22.1% 42.0% 19.0% 11.4% 5.5% 83 7.7%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7.2% 33.7% 20.8% 18.3% 20.0% 160 14.9%

不知道 6.6% 36.6% 7.0% 0.0% 49.7% 16 1.4%

18.5% 37.8% 17.2% 19.4% 7.1% 1,078 100.0%

Q3．行政院長蘇貞昌上任已經十個月，一般說來，您滿意或不滿意蘇貞昌內閣的整體施政表

現？

合計

性別

合計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政黨認同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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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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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蘇貞昌上任已經十個月，一般說來，您滿意或不滿意蘇貞昌內閣的整體施政表

現？

合計

台北市 24.2% 35.0% 13.5% 22.1% 5.2% 120 11.2%

新北市 18.5% 45.7% 12.9% 17.9% 5.0% 185 17.1%

桃園市 15.3% 35.7% 17.4% 22.2% 9.5% 100 9.2%

台中市 20.9% 30.0% 20.9% 22.8% 5.4% 125 11.6%

台南市 19.3% 43.8% 12.6% 16.2% 8.1% 87 8.1%

高雄市 26.5% 32.3% 15.6% 15.7% 9.9% 128 11.9%

其他縣市 13.1% 38.7% 21.2% 19.3% 7.6% 333 30.9%

18.5% 37.8% 17.2% 19.4% 7.1% 1,078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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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都一樣

認同

都一樣

不認同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51.8% 24.8% 14.8% 3.5% 1.1% 4.2% 528 49.0%

女性 48.1% 28.8% 9.1% 1.8% 1.9% 10.3% 550 51.0%

49.9% 26.9% 11.9% 2.6% 1.5% 7.3% 1,078 100.0%

20~24歲 70.6% 13.9% 11.7% 0.0% 0.0% 3.8% 82 7.7%

25~34歲 59.7% 18.8% 11.5% 3.1% 2.6% 4.3% 175 16.3%

35~44歲 50.3% 24.1% 17.9% 1.4% 1.6% 4.6% 215 20.1%

45~54歲 41.4% 31.9% 15.6% 4.6% 2.2% 4.3% 199 18.5%

55~64歲 46.5% 34.4% 7.5% 1.8% 2.0% 7.9% 196 18.2%

65歲及以上 44.2% 30.4% 6.8% 3.3% 0.0% 15.3% 206 19.2%

49.9% 27.0% 11.9% 2.6% 1.5% 7.1% 1,073 100.0%

河洛人 55.2% 23.5% 10.4% 2.4% 1.6% 6.9% 794 74.1%

客家人 44.0% 30.8% 15.9% 3.8% 2.0% 3.4% 141 13.2%

外省人 25.8% 44.3% 17.5% 0.7% 0.6% 11.1% 120 11.2%

原住民 19.9% 30.9% 6.3% 13.7% 0.0% 29.2% 17 1.6%

49.9% 26.9% 11.8% 2.6% 1.5% 7.2% 1,071 100.0%

小學及以下 53.0% 19.5% 7.1% 0.8% 0.8% 18.9% 143 13.3%

初中、國中 51.8% 32.7% 1.9% 3.2% 1.1% 9.2% 133 12.3%

高中、高職 46.6% 31.8% 12.2% 4.0% 0.7% 4.6% 299 27.8%

專科 45.3% 29.6% 14.9% 5.9% 1.8% 2.6% 127 11.8%

大學及以上 52.7% 22.9% 16.1% 0.9% 2.5% 5.0% 373 34.7%

50.1% 26.9% 11.9% 2.6% 1.5% 7.0% 1,074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45.5% 28.3% 18.8% 4.8% 0.8% 1.8% 127 11.9%

高階白領人員 50.1% 27.1% 17.2% 0.6% 3.7% 1.4% 128 12.0%

基層白領人員 51.1% 18.9% 18.5% 3.9% 3.5% 4.1% 222 20.7%

軍公教人員 40.6% 34.0% 17.2% 1.7% 0.0% 6.6% 43 4.0%

勞工 62.7% 21.9% 7.1% 1.3% 0.0% 7.0% 112 10.5%

農民 58.9% 20.9% 3.2% 0.0% 0.0% 17.0% 41 3.8%

學生 88.8% 11.2% 0.0% 0.0% 0.0% 0.0% 31 2.9%

家庭主婦 48.6% 30.3% 4.8% 2.1% 1.0% 13.2% 177 16.5%

退休人員 38.9% 35.7% 9.7% 4.0% 0.0% 11.6% 147 13.7%

無業／待業者 39.7% 44.1% 1.5% 0.0% 2.3% 12.5% 44 4.1%

50.0% 27.0% 11.8% 2.6% 1.5% 7.2% 1,073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84.7% 3.1% 8.6% 1.1% 0.2% 2.3% 534 49.6%

中性選民 30.7% 17.7% 18.7% 7.0% 5.9% 20.0% 195 18.1%

國民黨認同者 5.6% 74.1% 13.7% 1.8% 1.0% 3.8% 317 29.4%

不知道 24.0% 12.9% 7.5% 7.3% 1.6% 46.7% 32 2.9%

49.9% 26.9% 11.9% 2.6% 1.5% 7.3% 1078 100.0%

民進黨 88.4% 2.7% 5.7% 1.1% 0.0% 2.2% 356 33.0%

國民黨 6.5% 80.1% 7.8% 1.8% 0.6% 3.2% 258 23.9%

時代力量 74.3% 7.6% 13.3% 2.8% 0.0% 2.0% 94 8.7%

台灣民眾黨 36.6% 16.3% 34.4% 4.1% 3.8% 4.9% 112 10.4%

其他政黨 52.3% 22.2% 19.5% 0.0% 0.0% 6.1% 83 7.7%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31.5% 18.6% 12.1% 6.3% 6.5% 25.1% 160 14.9%

不知道 11.8% 0.0% 9.4% 15.2% 0.0% 63.6% 16 1.4%

49.9% 26.9% 11.9% 2.6% 1.5% 7.3% 1,078 100.0%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年齡

合計

Q5．目前確定參選2020總統的候選人有三位，蔡英文、韓國瑜和宋楚瑜，在這三人當中，您覺得誰

最認同中華民國？

合計

性別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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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都一樣

認同

都一樣

不認同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5．目前確定參選2020總統的候選人有三位，蔡英文、韓國瑜和宋楚瑜，在這三人當中，您覺得誰

最認同中華民國？

合計

台北市 44.2% 23.1% 20.6% 1.8% 3.8% 6.6% 120 11.2%

新北市 54.7% 25.5% 11.2% 1.2% 1.9% 5.6% 185 17.1%

桃園市 46.6% 26.9% 14.9% 3.7% 1.7% 6.2% 100 9.2%

台中市 44.6% 25.5% 15.0% 5.0% 0.6% 9.2% 125 11.6%

台南市 59.9% 20.1% 7.7% 3.8% 0.6% 7.8% 87 8.1%

高雄市 61.8% 28.6% 2.6% 1.2% 1.4% 4.5% 128 11.9%

其他縣市 45.0% 30.6% 11.7% 2.7% 1.0% 9.0% 333 30.9%

49.9% 26.9% 11.9% 2.6% 1.5% 7.3% 1,078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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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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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8.4% 34.0% 35.0% 10.7% 528 49.0%

女性 13.2% 11.4% 38.4% 21.2% 15.8% 550 51.0%

12.6% 9.9% 36.2% 27.9% 13.3% 1,078 100.0%

20~24歲 3.7% 11.6% 50.8% 20.9% 13.0% 82 7.7%

25~34歲 10.5% 8.7% 42.1% 30.1% 8.6% 175 16.3%

35~44歲 13.3% 6.6% 45.0% 24.8% 10.3% 215 20.1%

45~54歲 15.4% 11.1% 31.5% 34.5% 7.5% 199 18.5%

55~64歲 13.5% 12.2% 29.4% 31.2% 13.7% 196 18.2%

65歲及以上 13.9% 10.8% 28.3% 22.2% 24.8% 206 19.2%

12.6% 10.0% 36.4% 27.8% 13.1% 1,073 100.0%

河洛人 12.3% 9.4% 37.4% 28.6% 12.3% 794 74.1%

客家人 12.8% 9.2% 34.3% 27.2% 16.5% 141 13.2%

外省人 15.4% 16.6% 34.5% 22.4% 11.0% 120 11.2%

原住民 9.4% 0.0% 16.2% 38.9% 35.5% 17 1.6%

12.7% 10.0% 36.3% 27.9% 13.1% 1,071 100.0%

小學及以下 8.3% 8.9% 32.4% 22.3% 28.1% 143 13.3%

初中、國中 12.7% 12.2% 33.4% 26.0% 15.6% 133 12.3%

高中、高職 14.4% 7.6% 34.5% 33.9% 9.6% 299 27.8%

專科 16.0% 8.1% 33.0% 27.9% 15.0% 127 11.8%

大學及以上 11.7% 12.1% 41.6% 26.3% 8.3% 373 34.7%

12.6% 10.0% 36.4% 28.0% 13.0% 1,074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4.7% 7.5% 28.0% 33.6% 16.2% 127 11.9%

高階白領人員 14.2% 7.2% 37.0% 37.3% 4.3% 128 12.0%

基層白領人員 10.8% 11.9% 37.4% 30.9% 9.0% 222 20.7%

軍公教人員 18.9% 5.2% 49.1% 25.4% 1.3% 43 4.0%

勞工 14.8% 9.0% 36.1% 29.1% 11.0% 112 10.5%

農民 11.0% 8.6% 49.5% 14.8% 16.1% 41 3.8%

學生 0.0% 4.4% 85.8% 9.7% 0.0% 31 2.9%

家庭主婦 10.7% 9.9% 42.4% 19.9% 17.1% 177 16.5%

退休人員 15.6% 13.3% 19.2% 30.4% 21.6% 147 13.7%

無業／待業者 8.0% 17.7% 27.0% 15.1% 32.2% 44 4.1%

12.6% 10.0% 36.4% 27.8% 13.2% 1,073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3.3% 5.7% 42.6% 42.6% 5.9% 534 49.6%

中性選民 10.9% 9.7% 34.3% 17.6% 27.5% 195 18.1%

國民黨認同者 30.6% 17.8% 25.7% 11.8% 14.2% 317 29.4%

不知道 0.0% 5.6% 46.4% 6.4% 41.7% 32 2.9%

12.6% 9.9% 36.2% 27.9% 13.3% 1078 100.0%

民進黨 2.9% 5.5% 44.7% 42.5% 4.3% 356 33.0%

國民黨 31.2% 17.2% 28.0% 8.5% 15.0% 258 23.9%

時代力量 2.5% 10.9% 49.4% 30.4% 6.8% 94 8.7%

台灣民眾黨 16.7% 8.8% 36.6% 30.0% 7.9% 112 10.4%

其他政黨 10.3% 12.4% 24.9% 40.1% 12.3% 83 7.7%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9.4% 8.0% 28.7% 19.7% 34.1% 160 14.9%

不知道 0.0% 0.0% 35.5% 6.2% 58.3% 16 1.4%

12.6% 9.9% 36.2% 27.9% 13.3% 1,078 100.0%

政黨支持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性別

合計

Q8．關於2020三位總統候選人的副手搭檔，最近都已確定。有人說：「賴清德接受蔡賴配

，是做了一項錯誤的決定。」請問您同不同意這個說法？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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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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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Q8．關於2020三位總統候選人的副手搭檔，最近都已確定。有人說：「賴清德接受蔡賴配

，是做了一項錯誤的決定。」請問您同不同意這個說法？

台北市 9.9% 10.5% 42.4% 26.9% 10.3% 120 11.2%

新北市 10.9% 10.9% 40.3% 22.7% 15.3% 185 17.1%

桃園市 9.1% 12.7% 30.7% 28.3% 19.1% 100 9.2%

台中市 13.5% 8.8% 28.2% 35.5% 13.9% 125 11.6%

台南市 13.9% 13.7% 40.8% 23.3% 8.2% 87 8.1%

高雄市 11.0% 5.8% 36.2% 36.9% 10.1% 128 11.9%

其他縣市 15.4% 9.5% 35.3% 26.0% 13.8% 333 30.9%

12.6% 9.9% 36.2% 27.9% 13.3% 1,078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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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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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23.5% 9.5% 1.9% 4.9% 528 49.0%

女性 50.5% 29.0% 5.8% 6.6% 8.1% 550 51.0%

55.2% 26.3% 7.6% 4.3% 6.6% 1,078 100.0%

20~24歲 66.8% 17.7% 11.7% 3.8% 0.0% 82 7.7%

25~34歲 68.1% 16.0% 8.4% 2.5% 5.0% 175 16.3%

35~44歲 58.0% 21.3% 7.5% 3.2% 10.0% 215 20.1%

45~54歲 45.3% 32.3% 10.7% 5.7% 5.9% 199 18.5%

55~64歲 49.7% 35.8% 6.3% 4.5% 3.7% 196 18.2%

65歲及以上 51.5% 29.7% 3.8% 5.7% 9.3% 206 19.2%

55.2% 26.5% 7.7% 4.3% 6.4% 1,073 100.0%

河洛人 60.2% 22.8% 6.3% 4.3% 6.4% 794 74.1%

客家人 52.5% 29.9% 9.5% 5.1% 3.0% 141 13.2%

外省人 30.1% 42.0% 13.1% 4.0% 10.8% 120 11.2%

原住民 19.9% 54.6% 16.2% 0.0% 9.4% 17 1.6%

55.2% 26.4% 7.7% 4.3% 6.5% 1,071 100.0%

小學及以下 58.9% 17.7% 4.7% 7.5% 11.2% 143 13.3%

初中、國中 51.8% 35.5% 2.8% 4.6% 5.2% 133 12.3%

高中、高職 49.4% 29.7% 10.1% 4.6% 6.2% 299 27.8%

專科 52.7% 30.9% 9.3% 4.3% 2.8% 127 11.8%

大學及以上 61.1% 21.5% 8.0% 2.7% 6.7% 373 34.7%

55.4% 26.1% 7.6% 4.3% 6.5% 1,074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57.5% 25.6% 10.1% 0.8% 5.9% 127 11.9%

高階白領人員 57.8% 26.8% 6.8% 0.8% 7.8% 128 12.0%

基層白領人員 56.0% 19.0% 15.5% 5.3% 4.2% 222 20.7%

軍公教人員 48.9% 31.8% 4.2% 9.4% 5.7% 43 4.0%

勞工 62.2% 23.5% 3.9% 6.1% 4.2% 112 10.5%

農民 58.4% 20.9% 7.4% 0.0% 13.3% 41 3.8%

學生 95.6% 4.4% 0.0% 0.0% 0.0% 31 2.9%

家庭主婦 46.0% 29.7% 4.3% 10.3% 9.8% 177 16.5%

退休人員 48.7% 36.6% 6.3% 2.0% 6.4% 147 13.7%

無業／待業者 52.1% 41.0% 0.0% 0.0% 6.9% 44 4.1%

55.2% 26.4% 7.7% 4.3% 6.4% 1,073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92.9% 1.4% 3.7% 0.9% 1.0% 534 49.6%

中性選民 32.9% 15.7% 16.2% 14.3% 20.9% 195 18.1%

國民黨認同者 7.2% 76.9% 9.0% 2.6% 4.3% 317 29.4%

不知道 35.4% 6.3% 7.5% 17.1% 33.6% 32 2.9%

55.2% 26.3% 7.6% 4.3% 6.6% 1078 100.0%

民進黨 95.7% 1.1% 1.7% 0.7% 0.8% 356 33.0%

國民黨 5.7% 84.6% 3.8% 1.3% 4.5% 258 23.9%

時代力量 78.2% 5.2% 8.9% 2.6% 5.0% 94 8.7%

台灣民眾黨 50.4% 11.8% 26.8% 1.6% 9.5% 112 10.4%

其他政黨 63.9% 17.8% 14.3% 0.0% 4.0% 83 7.7%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34.4% 18.1% 9.0% 19.4% 19.0% 160 14.9%

不知道 12.9% 0.0% 9.4% 32.8% 44.9% 16 1.4%

55.2% 26.3% 7.6% 4.3% 6.6% 1,078 100.0%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Q10．如果明天投票，在三組候選人中，蔡英文與賴清德、韓國瑜與張善政、宋楚瑜與余湘

，您會投給哪一組候選人？

合計

合計

教育程度

性別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合計

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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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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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0．如果明天投票，在三組候選人中，蔡英文與賴清德、韓國瑜與張善政、宋楚瑜與余湘

，您會投給哪一組候選人？

合計

台北市 52.0% 25.5% 9.4% 2.4% 10.7% 120 11.2%

新北市 57.6% 22.6% 7.5% 5.1% 7.2% 185 17.1%

桃園市 48.6% 27.1% 12.4% 7.9% 3.9% 100 9.2%

台中市 50.7% 27.0% 8.5% 4.3% 9.5% 125 11.6%

台南市 65.4% 20.1% 5.1% 1.7% 7.7% 87 8.1%

高雄市 64.6% 26.8% 2.7% 2.2% 3.7% 128 11.9%

其他縣市 52.4% 29.6% 7.8% 5.0% 5.2% 333 30.9%

55.2% 26.3% 7.6% 4.3% 6.6% 1,078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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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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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22.2% 11.8% 12.5% 7.3% 528 49.0%

女性 31.6% 25.4% 17.3% 9.4% 16.3% 550 51.0%

38.7% 23.9% 14.6% 10.9% 11.9% 1,078 100.0%

20~24歲 48.9% 24.4% 17.8% 8.9% 0.0% 82 7.7%

25~34歲 58.3% 20.1% 10.2% 4.6% 6.8% 175 16.3%

35~44歲 48.0% 25.8% 13.7% 8.3% 4.2% 215 20.1%

45~54歲 34.3% 27.8% 18.0% 12.1% 7.8% 199 18.5%

55~64歲 30.9% 21.0% 19.5% 16.3% 12.4% 196 18.2%

65歲及以上 21.1% 23.9% 9.2% 13.8% 32.1% 206 19.2%

38.9% 23.9% 14.4% 11.0% 11.8% 1,073 100.0%

河洛人 38.0% 27.1% 14.2% 9.3% 11.5% 794 74.1%

客家人 45.3% 13.7% 15.7% 15.5% 9.8% 141 13.2%

外省人 35.6% 18.3% 15.6% 16.0% 14.5% 120 11.2%

原住民 40.2% 5.3% 15.5% 18.4% 20.6% 17 1.6%

38.7% 24.0% 14.5% 11.0% 11.7% 1,071 100.0%

小學及以下 19.5% 17.0% 13.2% 10.4% 39.9% 143 13.3%

初中、國中 25.4% 25.2% 17.6% 17.7% 14.0% 133 12.3%

高中、高職 34.5% 28.1% 18.2% 11.3% 7.9% 299 27.8%

專科 39.5% 28.4% 11.5% 11.2% 9.5% 127 11.8%

大學及以上 54.3% 21.4% 12.4% 7.6% 4.4% 373 34.7%

38.9% 23.9% 14.6% 10.7% 11.9% 1,074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35.9% 25.5% 16.0% 15.1% 7.5% 127 11.9%

高階白領人員 52.5% 22.5% 9.8% 10.6% 4.6% 128 12.0%

基層白領人員 50.1% 23.7% 16.3% 4.9% 5.1% 222 20.7%

軍公教人員 38.8% 24.4% 23.7% 9.7% 3.3% 43 4.0%

勞工 31.1% 26.5% 18.3% 12.3% 11.8% 112 10.5%

農民 26.7% 20.5% 21.8% 12.7% 18.2% 41 3.8%

學生 73.2% 15.0% 4.4% 7.4% 0.0% 31 2.9%

家庭主婦 26.2% 22.6% 12.3% 12.7% 26.1% 177 16.5%

退休人員 28.9% 29.6% 11.0% 14.6% 15.9% 147 13.7%

無業／待業者 36.3% 13.3% 20.6% 10.2% 19.6% 44 4.1%

38.6% 23.9% 14.7% 11.0% 11.8% 1,073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55.8% 23.0% 7.8% 5.5% 7.9% 534 49.6%

中性選民 30.7% 20.2% 18.4% 7.5% 23.1% 195 18.1%

國民黨認同者 16.2% 28.3% 23.2% 21.9% 10.3% 317 29.4%

不知道 25.0% 16.6% 18.9% 13.5% 26.0% 32 2.9%

38.7% 23.9% 14.6% 10.9% 11.9% 1078 100.0%

民進黨 50.8% 22.7% 10.5% 5.0% 11.0% 356 33.0%

國民黨 15.9% 24.8% 23.9% 23.8% 11.7% 258 23.9%

時代力量 69.9% 17.9% 5.9% 6.3% 0.0% 94 8.7%

台灣民眾黨 48.3% 24.9% 9.6% 10.6% 6.7% 112 10.4%

其他政黨 39.8% 28.3% 20.6% 7.7% 3.5% 83 7.7%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25.4% 24.6% 14.8% 9.0% 26.2% 160 14.9%

不知道 16.8% 32.0% 7.4% 0.0% 43.8% 16 1.4%

38.7% 23.9% 14.6% 10.9% 11.9% 1,078 100.0%

政黨認同

合計

Q12．有人說：「香港情勢惡化已瀕臨崩潰邊緣，這主要是北京當局和特區政府處理不當所

造成。」請問您同不同意這個說法？

合計

性別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政黨支持

合計

合計

年齡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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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蔡賴配與2020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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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2．有人說：「香港情勢惡化已瀕臨崩潰邊緣，這主要是北京當局和特區政府處理不當所

造成。」請問您同不同意這個說法？

合計

台北市 42.2% 22.8% 15.9% 11.2% 7.8% 120 11.2%

新北市 40.5% 31.1% 11.8% 7.5% 9.1% 185 17.1%

桃園市 41.0% 16.6% 13.3% 11.1% 17.9% 100 9.2%

台中市 37.8% 24.8% 14.8% 11.5% 11.1% 125 11.6%

台南市 37.3% 20.7% 19.1% 9.5% 13.5% 87 8.1%

高雄市 43.3% 20.4% 13.0% 12.1% 11.2% 128 11.9%

其他縣市 34.8% 24.2% 15.4% 12.3% 13.3% 333 30.9%

38.7% 23.9% 14.6% 10.9% 11.9% 1,078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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