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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5/26）早上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蔡英文總統的下

一個四年」五月全國性民調發表會。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四十六次每月例行的重大

議題民調。由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教授主持/主講，並邀請丁庭宇、林嘉誠、林濁水與楊

憲宏等四位知名學者專家與談。 

 

五月全國性民調涵蓋以下十個重點：一、蔡英文總統聲望；二、台灣人對再次完全

執政的民進黨的信心；三、台灣人對蔡英文、蘇貞昌、賴清德、陳時中的感情溫度；四、

武漢肺炎疫情對台灣的衝擊與影響；五、武漢肺炎衝擊下，台灣人對蔡政府紓困與振興

經濟表現的反應；六、關於中國是否應負起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的主要責任？七、台灣

人對於罷韓行動的態度；八、台灣人的民族驕傲感；九、台灣人對「一國兩區」相關法

令的態度；十、台灣人的政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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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成一的人

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近一成六的人不贊同；贊同的人比不

贊同的人多 55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甫宣誓就職並發表就職演說的蔡英文總

統，獲得超過七成台灣人民的肯定與支持，再創個人總統任內歷史新高記錄，重返

榮耀。 

 

二、 關於台灣人對民進黨再次完全執政的信心，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

當中，有六成九的人基本上對民進黨未來執政有信心，雖然有二成二的人沒信心；

整體來講，有信心的人比沒信心的人多 47 個百分點。這是一個高到令人十分意外

的數字。 

 

三、 在武漢肺炎疫情衝擊下，最新民意顯示，台灣人工作與所得所受到的衝擊，研究發

現顯示，全台約有四成九的人的工作和收入受到影響；也就是說，全台有將近一半

的人的工作和所得受到明顯影響，換算成全國人民，大約有近千萬的人感受到疫情

對個人生活的影響，其中有近四百萬人受到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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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政府近期各項紓困工作表現，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

約五成五基本上滿意蔡政府的各項紓困表現，約三成八不滿意。這項發現透露出，

全國民眾對蔡政府紓困表現表達了一種「很含蓄」的滿意，此外，有近三成八不滿

意，以及只有一成二非常滿意，表示絕大多數民眾認為政府紓困工作應該要做的更

好一點，更符合社會的需要才是。 

 

五、 關於民眾對政府振興經濟的信心，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

約六成六的人對蔡政府救經濟基本上有信心，約三成沒有信心。這項發現顯示，絕

大多數人民對蔡政府救經濟的能力表達善意肯定，但只有一成八非常有信心，四成

八還算有信心，還有三成沒有信心，整體而言，這意味著多數民眾對蔡政府未來拼

經濟存在著一種持續觀望的正面態度。 

 

六、 關於中國是否應負起全球武漢肺炎大流行的最大責任，最新研究顯示，在台灣二十

歲以上成年人中，有高達七成六基本上同意「中國因隱瞞早期疫情，要對這次武漢

肺炎疫情大爆發造成全球性災難，負起最大責任」，近一成七不同意。也就是說，以

美國為首的世界主要國家認為「中國隱瞞早期疫情，以致於武漢肺炎疫情大流行，

造成全球性災難，中國須負最大責任」這件事，台灣人很有同感，而且已經是很高

的社會共識。 

 

七、 關於 6月 6日罷韓投票，最新研究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五成七基

本上樂見高雄市長韓國瑜被罷免成功，二成八不樂見。這項發現顯示，一種樂見「罷

韓行動」成功的全國性氛圍已經形成，而且有三成九的人強烈希望見到罷韓成功，

這正構成一股強大的罷韓驅動力。此外，在全國為範圍，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中，

有四成六表示一定會去投票，而高雄市選民方面，宣稱一定會去投的有 47.9%，可

能會 10.3%，可能不會 11.1%，一定不會 24.1%，6.6%不知道、拒答。 

 

八、 關於台灣人的民族驕傲感，最新研究發現，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約七成

八「以身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而感到光榮和驕傲」，約一成七的人沒有那種感

覺。這項關於「台灣人民族驕傲感」的數字，和世界先進民主國家比較起來並不遜

色多少，根據 2016「歐洲價值調查」，例如奧地利 89%，荷蘭 86%，瑞士 87%，

德國 75%，捷克 84%等等。證明台灣做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最重要的心理條件已

經完全成熟。 

 

九、 關於「一國兩區」的民意基礎，最新研究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約

二成一基本上支持「一國兩區，未來統一」的法令規定，但有六成六基本上不支持。

也就是說，「一國兩區，未來統一」的政治主張和法令規定缺乏台灣民意基礎，違反

社會主流民意，這無疑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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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關於台灣人的政黨支持，最新研究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41.8%民主

進步黨，14.2%中國國民黨，8.9%台灣民眾黨，7.3%時代力量，3.7%台灣基進，

1.8%其他政黨合計，21.5%沒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0.8%不知道、拒答。和三個月

前相比，各黨社會支持度大同小異，沒有特殊的變化。整體而言，仍維持「一大三

小」的政黨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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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新冠肺炎（COVID-19，以下簡稱武漢肺炎）疫情自今年 1 月大爆發，造成全球性

災難，目前已造成 550 萬人確診，約 35 萬人死亡。以全球視野來看，目前還沒有緩和

的跡象，未來不知還有多少人將受害。這場突如其來的瘟疫，不僅對全世界各國造成巨

大人命、健康和經濟的衝擊和傷害，也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國際關係與秩序。美歐主要

國家紛紛將矛頭指向中國，究責中國的聲浪方興未艾。世界衛生大會也通過多達 120 個

國家的連署提案，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團，調查武漢肺炎疫情的起源、擴散過程和相關國

家的處置。 

美國與中國關係的急遽惡化，並且無上限的升高，讓未來的世界充滿不確定性。台

海兩岸關係也因此將進入空前最脆弱、最不穩定的時期。尤其是，在武漢肺炎疫情嚴重

衝擊下，中國經濟與社會受到空前傷害，共產黨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受到嚴重質疑。在這

種情形下，兩岸關係不可能好。再加上，台灣內部經過 2020 總統和立委大選，「抗中保

台」的情緒依然高亢，蔡總統將習近平口中的「定海神針」--「九二共識」，定性為「一

國兩制」，這使得兩岸政府之間幾乎已經沒有轉圜空間，除非習近平願意就中國對台立

場做出根本的修正，但內行人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蔡英文總統的第二個任期就在這樣大的歷史脈絡下展開，是幸，也是不幸。當兩岸

關係進入一個空前最容易破裂、最不穩定的階段時，兩岸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也會急遽升

高，一旦中國對台動武，我方國軍能不能抵擋共軍的侵略？可以撐多久，兩天、兩個禮

拜、或兩個月？國軍整體作戰的能力，都將面臨最嚴厲的考驗。這的確是一個非常迫切

的問題。 

當世局動盪，國際形勢快速轉變時，台灣因為防疫表現備受國際肯定，讓世界第一

次這麼清楚看到台灣，也意識到台灣被中國長期孤力在國際社會外的不合理性，轉而同

情台灣。這是台灣爭取合理合法國際地位的最佳時刻，但是 5 月 18 日舉行的「世界衛

生大會」，還是沒有正式邀請台灣已觀察員身份出席會議，主要當然是中國共產黨政府

的阻撓。蔡英文總統下一個任期有可能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嗎？目前看來，無聲無息。 

當武漢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美國、中國、日本、英國、歐盟經濟都受到重大影響

和傷害，世界經濟大蕭條、大恐慌的年代來臨，台灣經濟也必然遭受空前最大衝擊和傷

害，其規模絕對超過 2003 年 SARS 和 2008 金融海嘯，蔡英文總統本來是歡喜上任，

如今卻必須救經濟，從紓困到振興，困難重重，成為一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危機政

府。 

在危機深重的年代，新總統的上任無論如何是一個希望的開始，整體台灣民心與民

意的動向，仍然是我們最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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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心問題 

籠罩在武漢肺炎風暴下的台灣，獲連任的蔡英文總統在 520 宣誓就職，整體台灣最

新民意的反應與動向為何？是我們關切的主題。具體地講，這涵蓋以下十個重點： 

（一） 蔡英文總統聲望 

（二） 台灣人對再次完全執政的民進黨的信心 

（三） 台灣人對蔡英文、蘇貞昌、賴清德、陳時中的感情溫度 

（四） 武漢肺炎疫情對台灣的衝擊與影響 

（五） 武漢肺炎衝擊下，台灣人對蔡政府紓困與振興經濟表現的反應 

（六） 關於中國是否應負起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的主要責任？ 

（七） 台灣人對於罷韓行動的態度 

（八） 台灣人的民族驕傲感 

（九） 台灣人對「一國兩區」相關法令的態度 

（十） 台灣人的政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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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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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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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金會，簡稱台灣民意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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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要研究發現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71.2%，再創歷史新高，重返榮耀 

關於總統聲望，我們問：「蔡英文總統第二個任期開始了。到目前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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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非常贊

同，45.1%還算贊同，10.6%不太贊同，5.0%一點也不贊同，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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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成一的人基本上贊

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近一成六的人不贊同；贊同的人比不贊同的人多

55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甫宣誓就職並發表就職演說的蔡英文總統，獲得超過七

成台灣人民的肯定與支持，再創個人總統任內歷史新高記錄，重返榮耀。 

 

圖 1：蔡英文總統聲望（2020/5） 

 

和三個月前相比，可以發現，贊同蔡總統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人增加 2.8 個百分點，

不贊同的人略減 0.9 個百分點，這清楚顯示過去三個月中，蔡英文總統的聲望居高不下，

相當罕見，值得探討。請參見圖 2。 

歸結起來，這和三個主要因素有關，第一，2020 總統大選贏得壓倒性勝利的餘威

猶存；第二，過去四個月整體政府防疫表現奇佳，深得民心；第三，蔡總統宣誓就職後

的「總統蜜月期效應」正式降臨，根據美國相關研究，總統蜜月期平均有七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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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蔡英文總統聲望：前後兩次比較 [2020/2、2020/5]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在蔡總統第一個任期內每個月的總統聲望調查

一共 42 次，蔡總統四年「總統職務表現贊同率」（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ing），

簡稱總統聲望，平均值 41.5%；同時，四年平均「總統職務表現不贊同率」（Presidential 

Job Disapproval rating）42.78%。整體而言，蔡英文總統第一個任期四年的表現，台灣

人民的「不贊同率」比「贊同率」高 1.2 個百分點。可見，蔡英文總統的第一個四年並

不好過。 

根據圖 3，蔡英文總統聲望四年趨勢圖，可以清楚發現，整體總統聲望走勢近似一

個大 W 字形，民意支持度起伏很大。最高近七成（69.9%），最低只有 24.3%，兩者相

差達 45.6%，可以說是天跟地的差別。從過程中看，蔡總統雖然民意支持度從一開始就

開得很高，但蜜月期大約只持續四個月，六個月後就進入「第一次執政困境」，意思是

「不贊同他處理國家大事方式者多於贊同者」。第一次執政困境從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8 月，長達九個月；第二次執政困境從 2017 年 11 月到 2019 年 6 月，長達 18 個月；

自 2019 年 6 月開始逐漸走出執政困境，執政表現重新獲得多數人民的肯定與支持，一

直到第一個任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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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這樣的民意支持模式是正常的嗎？或是獨一無二的？台灣民選總統迄

今只有四位，前三位總統任職期間並沒有任何機構針對其「總統職務表現贊同率和不贊

同率」做過同樣的調查，因此，無從進行科學量化的比較研究。但從一個較直覺式的歷

史經驗的比較，蔡英文總統的民意支持模式肯定是獨特的，是充滿個人色彩的。 

不過，若根據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組織長期針對美國歷屆總統聲望調查做比較，可

以粗略地獲得以下的發現：第一，美國歷屆總統，從杜魯門到川普，沒有一個人的民意

支持模式像蔡英文這種 W 形；第二，美國歷屆總統第一個四年的平均聲望，意即「總統

職務表現贊同率」，最高是詹森（LBJ）74.2%，最低是卡特（Jimmy Carter）45.5%，

都比蔡英文的 41.5%高；至於現任總統川普的聲望較低，但因還在任期中，不列入比較

的範圍。第三，美國歷屆總統的第二任期表現，多數比第一個任期差，變好的只有雷根

和柯林頓，蔡英文總統第二任期會比較好或比較差，現在無從論定，但她有一個非常好

的開始，殆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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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總統聲望趨勢圖 [2016/5~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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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人對民進黨第二次完全執政的信心 

我們問：「民進黨第二次完全執政開始了。您對民進黨未來領導政府和國會，做好

各項施政工作，有沒有信心？」結果顯示：21.4%非常有信心，47.7%還算有信心，14.1%

不太有信心，8%一點也沒信心，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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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成九的人基本上對民進黨未來執政有信心，雖然

有二成二的人沒信心；整體來講，有信心的人比沒信心的人多 47 個百分點。這是一個

高到令人錯愕的數字，為什麼現在台灣人對執政的民進黨有這麼高的信心？值得討論。 

  

圖 4：台灣人對民進黨未來執政表現的信心（2020/5） 

 

 

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歷年的調查研究發現，2017 民進黨完全執政的第一年，在二

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有三成四滿意其執政表現，但有六成二不滿意，不滿意的人

比滿意的多 28 個百分點；2018 年，民進黨完全執政的第二年，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

年人中，有三成六滿意其執政表現，但有五成八的人不滿意，不滿意的人比滿意的多 22

個百分點；2019 年，對民進黨重返執政三年，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有三成八

基本上滿意其執政表現，但有五成七的人不滿意，不滿意的人比滿意的多 19 個百分點。

由此可見，民進黨完全執政三年台灣社會基本上對其表現是不滿的、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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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執政第四年的結束，同時也是第二個任期執政的開始，台灣成年人中為何有

高達六成九的人對其未來執政表現有信心？原因很簡單，一樣是三個：第一，過去四個

月政府的傑出防疫表現讓人民很窩心，充分贏得人民的信賴與支持。的確，從 1 月 20

日開始到現在四個月，確診人數只有 440 位，七個人死亡，最近連續超過一個月零確診，

和全世界各國比較起來，簡直就是奇蹟一樣。第二，總統蜜月期效應的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也就是說，蔡英文總統的蜜月期效應也讓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受惠；第三，經歷

過 2020 總統與立委大選，民進黨贏得壓倒性勝利，穩固了「一黨獨大」的地位，最大

在野黨國民黨受創甚深，元氣大傷，而其他小黨在武漢肺炎風暴中欲振乏力，民進黨相

對成了絕大多數民眾寄望的對象。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對民進黨完全執政的信心目前正瀰漫在全社會各角落，不分性

別、年齡、省籍族群、教育程度、職業背景、行政區域，甚至不同政黨支持者，多數人

都對民進黨未來的執政寄以厚望，除了國民黨支持者外。 

 

 

三、有關蔡、蘇、陳、賴的人氣指數 

蔡英文總統第二個任期開始了，比照四年前測量蔡英文總統第一個任期開始時的人

氣，我們這次也運用「感情溫度計」做了調查。除此之外，我們也納入三位蔡政府的核

心官員，包括副總統賴清德、行政院長蘇貞昌以及中央流行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自 1968 年，『美國全國選舉研究』開始採用『感情溫度計』（Feeling Thermometer）

來測量選民對總統候選人感情的冷熱以來，就成為歷次美國總統大選全國性民意測驗不

可或缺的工具。我覺得如果用同樣的方式來測量台灣選民對可能總統候選人的整體感覺

應該是適當的，所以我最早在 2011 年就針對馬英九、蔡英文和宋楚瑜進行了這樣的嘗

試，結果出乎預料的好，而這在台灣是一個創舉。從那時開始，我就常用「感情溫度計」

來測量台灣主要政治人物的人氣，結果都證實能高度精確地掌握民意的動向，對 2020

總統大選的精準掌握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是這樣問的：「如果用 0 度到 100 度來表示對政治人物的好感與反感，0 度表

示最冷，最強烈的反感；而 100 度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 度表示沒什麼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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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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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人對蔡英文的感情溫度 

根據 2020 年 5 月的調查研究，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對蔡英文總統的平均感情溫

度是 67.6 度，遠遠高於不冷不熱的 50 度，意味著台灣人此刻對蔡英文總統的感情溫度

是熱的，暖烘烘的。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在台灣成年人中，有 67.3%的人喜歡蔡英文，

11.3%的人討厭蔡英文，18.7％的人對她沒感覺。這清楚地顯示，蔡英文總統此刻在台

灣是一個受絕大多數人歡迎的政治人物。 

 

圖 5：台灣人對蔡英文的感情溫度（2020/5） 

 

 

根據圖 6 與圖 7，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台灣人對蔡英文四年來感情溫度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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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6 月開始，連續三

次調查發現，台灣人對蔡英文的感情溫度明顯好轉，到 2019 年 12 月，總統大選關鍵時

刻回升到 57.92 度，雖然沒有恢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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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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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蔡英文總統第二個任期開始，她的人氣飆升到 67.6 度，直逼四年前最高峰的 69.6

度。回首前塵，走過死蔭的幽谷，被關入民意的冷宮，如今峰迴路轉，受幸運之神眷顧，

重新沐浴在春風中，此刻千百種酸甜苦辣的滋味，外人是無法體會的。 

 

圖 6：台灣人對蔡英文的感情好惡趨勢 （2016/5—2020/5） 

 
 

圖 7：台灣人對蔡英文的感情溫度趨勢 （2016/5—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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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人對賴清德的感情溫度 

相較於蔡英文總統四年民意支持度的大起大落，如今貴為副總統的賴清德走的卻是

一條不一樣的路。根據圖 8，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對副總統賴清德的平均感情溫度是

68.1 度，這代表的是一種非常溫暖、極受人民歡迎的狀態。與蔡總統相比，他的人氣甚

至略高 0.5 度。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在台灣成年人中，有 65%的人喜歡賴清德，7.1%的

人討厭賴清德，23.2％的人對她沒感覺。這清楚地顯示，副總統賴清德此刻在台灣，不

但喜歡他的人眾多，討厭他的人卻很少，雖然對他無感的人稍多一點。 

 

圖 8：台灣人對賴清德的感情溫度（2020/5） 

 

 

圖 9 呈現了自 2017 年 9 月開始至今，一共八次的全國性民意調查結果。從整體趨

勢來看，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 台灣人對賴清德的感情溫度最低是 2018 年 12 月的 53.81 度，仍明顯高於

不冷不熱的 50 度，那是民進黨九合一地方大選慘敗後的一個月；相較之下，

台灣人對蔡英文在 2018 年 12 月的感情溫度是 42.98 度，兩者相差是人間

與地獄的差別； 

第二， 台灣人對賴清德感情溫度最高的時候就是現在，68.1 度，甚至比 2017 年他

北上接任行政院長，意氣風發時，更高 4.7 度。這是否代表台灣人對賴清德

在黨內總統初選意外落敗的疼惜，不離不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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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從圖 9 可看出，賴清德其實一直是台灣社會的寵兒，台灣社會對他始終維持

正面的評價。和蔡英文、馬英九、韓國瑜比較起來，顯得是一個「模範生型」

的政治人物。 

 

圖 9：台灣人對賴清德的感情溫度趨勢 （2017/9—2020/5） 

 

 

 

（三）台灣人對蘇貞昌的感情溫度 

蘇貞昌是一個經歷過大風大浪的民進黨元老級政治人物，目前是最有實權的行政院

長，也是中華民國最高行政首長。我們這是第一次做台灣人對蘇貞昌感情溫度的調查。

根據圖 10，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對蘇貞昌的平均感情溫度是 63.82 度，遠遠高於不

冷不熱的 50 度，意味著台灣人此刻對蘇貞昌的感情溫度是溫暖的、熱絡的。進一步的

分析顯示，有 62.6%的人喜歡他，17.4%的人討厭他，16.9％的人對他沒感覺。這項發

現顯示，蘇貞昌目前在台灣是一個受絕大多數人民歡迎的政治人物。 

持平而論，蘇貞昌是年過七十的民進黨元老級政治人物，還能擁有如此高人氣，和

日正當中的蔡英文總統、賴清德副總統相互輝映，毫不遜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就

不知下一個熱帶氣旋何時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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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台灣人對蘇貞昌的感情溫度（2020/5） 

 

 

（四）台灣人對陳時中的感情溫度 

時勢造英雄，放在陳時中身上，再貼切不過了。當今年一月，武漢肺炎疫情全面爆

發，1 月 20 日衛福部疾管署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二級開設，三天後，武漢宣佈封城，

指揮中心由一級開設提升為二級開設，並由衛福部長陳時中出任指揮官。從此以後，在

疫情風暴肆虐全球，各國如臨大敵，台灣人每天準時收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

會」陳時中主持的疫情報告，時間一過就是四個月，結果是台灣確診人數相對之下遠低

於世界其他國家，死亡數和死亡率也遠低於世界各國。台灣人會怎樣看待和評價陳時中

呢？ 

根據圖 11，台灣人對陳時中的感情溫度是 87.78 度，遠遠超過不冷不熱的 50 度，

也遠遠超過台灣人對蔡英文、賴清德與蘇貞昌的感情溫度。民眾這樣的感情熱度像火箭，

燒滾滾，一直去，意味著在全國民眾心目中，陳時中根本已經不是人，而是神了。進一

步的分析發現，有 91.9%的人對陳時中有好感，喜歡陳時中，同時，只有 1.4%對他有

反感，討厭陳時中，還有 4.8%的人對他沒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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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台灣人對陳時中的感情溫度（2020/5） 

 

 

（五）綜合討論 

根據圖 12，可以一目瞭然地看出，當蔡英文總統第二個任期開始的時候，從總統、

副總統、行政院長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都備受台灣人民喜歡，備受台灣社

會推崇，彼此相互輝映，但陳時中受人民愛戴的程度已經遠遠超出其他三位，這或許是

蔡政府非常意外的好的開始。 

圖 12：新四大天王人氣指數排行榜 （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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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武漢肺炎疫情的衝擊 

（一）在個人工作和所得方面： 

我們問：「過去這四個月當中，您個人的工作和收入（所得），是否有受到疫情的影

響？」結果發現：20.2%覺得影響很大，28.4%覺得小有影響，26.3%覺得沒什麼影響，

18.7%覺得一點也沒影響，5.8%本來就沒有工作和收入，0.6%很難講、不知道。換句話

說，在過去四個月，武漢肺炎疫情衝擊下，有約四成九的人的工作和收入受到影響；也

就是說，全台有將近一半的人的工作和所得受到明顯影響，換算成全國人民，大約有近

千萬的人感受到疫情對個人生活的影響，其中有近四百萬人感覺受很大的影響。請參見

圖 13。 

如果再納入 15-19 歲勞動人口約 130 萬，那麼全台灣工作和收入受影響的人口將

破一千萬，而受創嚴重者很可能接近五百萬人。這種規模的衝擊和傷害不可謂不大，政

府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五點值得一提： 

首先，在性別方面，男性與女性公民對武漢疫情所帶來工作和收入的衝擊，有明顯

不同的感受，男性顯然比女性更感受到這方面的衝擊和影響。例如，當男性公民中有五

成三的人感受到影響，但女性公民中只有四成五有感覺。 

第二，在年齡層方面，不同年齡層公民對武漢肺炎疫情所帶來工作和收入的影響的

感受明顯不同。35-64 歲公民對工作和所得受影響的感受明顯比 34 歲以下或 65 歲以上

的人強。資料顯示，中壯人口是這一波武漢疫情風暴的最大受害者。 

第三，從教育程度來看，中上教育程度公民（含初、高中/職、專科）對武漢疫情所

帶來經濟衝擊感受較深，相對之下，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以及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

的感受沒那麼深。 

第四，從職業背景來看，在十種類別職業分類中，根據主觀受創程度，依序分成以

下排行：第一，農民（76.4%）；第二，自營商/企業主（74.6%）；第三，勞工（59.9%）；

第四，基層白領人員（46.3%）；第五，家庭主婦（45.6%）；第六，高階白領人員（42%）；

第七，無業/待業者(41.3%)；第八，學生（28.7%）；第九，退休人員（28%）；第十，也

是最後，軍公教人員（22.4%）。括弧中數字代表「對自己工作和所得受衝擊有感受」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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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也是最後，將全國行政區域分成 6 都及以外縣市，共七個行政區域，根據主

觀受創程度，依序分成以下排行：第一，台南市（61%）；第二，桃園市（54.7%）；第

三，16 縣市（51%）；第四，台中市（48.6%）；第五，新北市（45.9%）；第六，台北市

（40.9%）；第七，高雄市（40.4%）。括弧中數字代表「對自己工作和所得受衝擊有感

受」的比例。 

 

圖 13：武漢肺炎疫情對台灣人民工作和所得的衝擊（2020/5）  

 

 

（二）關於政府各項紓困的表現 

我們問：「蔡政府面對武漢肺炎疫情，針對各種不同狀況，推出各種紓困方案。整體

來講，對這段時間蔡政府紓困工作表現，您滿不滿意？」結果發現：12%非常滿意，43.5%

還算滿意，23.9%不太滿意，13.7%一點也不滿意，6.8%沒意見、不知道。換句話說，

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約五成五基本上滿意蔡政府的各項紓困表現，約三成八

不滿意。這項發現透露出，全國民眾對蔡政府紓困表現表達了一種「很含蓄」的滿意，

此外，有近三成八不滿意，以及只有一成二非常滿意，表示絕大多數民眾認為政府紓困

工作應該要做的更好一點，更符合社會的需要才是。請參見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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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台灣人對蔡政府紓困工作表現的反應（2020/5）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四點值得一提： 

首先，在性別方面，男性與女性公民對政府紓困工作表現的滿意程度，略為不同，

男性公民表示滿意的沒女性公民多，表示不滿意的則略多於女性。例如，當男性公民中

有五成四的人表示滿意，女性公民中卻有五成七表示滿意。 

第二，在年齡層方面，不同年齡層公民對政府紓困工作表現的滿意度明顯不同。45-

64 歲公民對政府紓困工作表現的滿意度，明顯低於 44 歲以下或 65 歲以上的人。資料

顯示，45-54 歲中壯人口滿意比例相對較低，不滿意比例相對較高。 

第三，從職業背景來看，在十種類別職業分類中，根據主觀滿意程度，依序分成以

下排行：第一，無業/待業者（70.5%）；第二，農民（63.9%）；第三，家庭主婦與退休

人員並列（58%）；第四，軍公教人員（56.5%）；第五，勞工（56.1%）；第六，自營商

/企業主（55%）；第七，基層白領人員（54.6%）；第八，學生（51.3%）；第九，也是最

後，高階白領人員（42.7%）。 

第四，也是最後，將全國行政區域分成 6 都及以外縣市，共七個行政區域，根據市

民滿意政府紓困表現，依序排行如下：第一，新北市（60.6%）；第二，台南市（60.1%）；

第三，桃園市（57.2%）；第四，16 縣市（56.2%）；第五，台中市（55.1%）；第六，高

雄市（53.4%）；第七，台北市（43.4%）。括弧中數字代表「對政府紓困表現滿意」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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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對政府救經濟的信心 

我們問：「在這次武漢肺炎疫情衝擊下，全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都受到嚴重的傷害，

台灣也是一樣。一般說來，您對蔡政府未來救經濟、拼經濟，有沒有信心？」結果發現：

17.9%非常有信心，47.8%還算有信心，19.2%不太有信心，10.4%一點也沒信心，4.7%

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約六成六的人對蔡政

府救經濟基本上有信心，約三成沒有信心。這項發現顯示，絕大多數人民對蔡政府救經

濟的能力表達善意肯定，但只有一成八非常有信心，四成八還算有信心，還有三成沒有

信心，整體而言，這意味著多數民眾對蔡政府未來拼經濟存在著一種持續觀望的正面態

度。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是「總統蜜月期效應」的浮現。 

 

圖 15：台灣人對蔡政府振興經濟的信心（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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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與責任歸屬 

武漢肺炎（covid-19，也稱新冠肺炎）疫情自今年 1 月大爆發，造成全球性災難，

目前已造成近 550 萬人確診，約 35 萬人死亡，以全球視野的來看，目前還沒有緩和的

跡象，未來不知還有多少人將受害。這場突如其來的瘟疫，不僅對全世界各國造成巨大

人命、健康和經濟的衝擊和傷害，也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國際關係與秩序。美歐主要國

家紛紛將矛頭指向中國，究責中國的聲浪方興未艾。世界衛生大會也通過多達 120 個國

家的連署提案，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團，調查武漢肺炎疫情的起源、擴散過程和相關國家

的處置。 

我們問：「有人說：「武漢肺炎大爆發，中國隱瞞早期疫情，造成全球性災難，中國

要負起最大責任。」請問您同不同意？」結果發現：54.6%非常同意，21.5%還算同意，

12.4%不太同意，4.1%一點也不同意，7.4%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在台灣

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高達七成六基本上同意「中國因隱瞞早期疫情，要對這次武漢

肺炎疫情大爆發造成全球性災難，負起最大責任」，近一成七不同意。也就是說，以美國

為首的世界主要國家認為「中國隱瞞早期疫情，以致於武漢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全球

性災難，中國須負最大責任」這件事，台灣人很有同感，而且已經是很高的社會共識。

請參看圖 16。 

 

圖 16：關於中國應負起武漢肺炎大流行的最大責任（2020/5）  

 

 

 



20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不分性別、年齡、省籍族群、教育程度、各行各業、6 都 16 縣

市或各大小政黨支持者，都呈現出一面倒的同意「中國隱瞞早期疫情，以致於武漢肺炎

疫情大流行，造成全球性災難，中國須負最大責任」。即使是一向親中的中國國民黨支持

者也有五成九持同樣的看法，至於台灣民眾黨支持者中則有七成六持相同看法，中性選

民中也有五成八持相同看法。 

 

 

六、評估罷韓行動成功的可能性 

(一)台灣人是否樂見罷韓行動成功？ 

我們問：「6 月 6 日，高雄市將舉行「罷免市長韓國瑜」的投票，您是否歡喜看到

（樂見）「韓國瑜市長被罷免成功」？」結果發現：38.7%非常樂見，17.6%還算樂見，

15%不太樂見，13.2%一點也不樂見，15.5%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在二

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五成七基本上樂見高雄市長韓國瑜被罷免成功，二成八不樂

見。這項發現顯示，一種樂見「罷韓行動」成功的全國性氛圍已經形成，而且有三成九

的人強烈希望見到罷韓成功，這正構成一股強大的罷韓驅動力。請參看圖 17。 

 

圖 17：您是否樂見罷韓行動成功？（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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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四點值得一提： 

第一， 在年齡層方面，45 以上和 45 歲以下公民對罷韓的熱衷程度明顯有別。四十

五歲以下年輕公民中，大約有六成五的人樂見罷韓成功，相對之下，45 歲以

上較年長公民只有約五成的人樂見。因此，罷韓行動發展到現在，年輕人已

構成罷韓的主體，罷韓是年輕選民要的；某個程度也可以說是 2020 總統大

選的續集，基於某些原因，台灣多數的年輕人不想就這樣放過韓國瑜。 

 

第二， 從省籍族群的角度看，這次罷韓行動充其量只牽動輕微的省籍族群的矛盾。

當河洛人與客家人中各有六成的人樂見罷韓行動成功，卻只有四成四外省族

群基本上不樂見罷韓成功。 

 

第三， 從政黨支持者的角度看，當有八成民進黨支持者樂見罷韓行動成功時，也有

八成四國民黨支持者不樂見；在其他主要小黨方面，台灣民眾黨支持者，有

四成七樂見罷韓，三成六不樂見；時代力量和台灣基進支持者各有八成八以

上樂見；中性選民則看法嚴重分歧，樂見與不樂見各佔三成二。由此可見，

在罷韓議題上，藍綠涇渭分明，針鋒相對，但因 2020 總統與立委大選後藍

營勢力急遽萎縮，藍綠對決，結果可想而知。 

 

第四， 罷韓行動成敗最終要看高雄市民的決定，當我們進一步去分析高雄市民與非

高雄市民對罷韓行動的態度時，有一個重要的發現，高雄市民中有六成三樂

見罷韓，二成四不樂見；而非高雄市公民中，有五成五樂見罷韓，兩成九不

樂見。由此可見到一個清晰的現象，絕大多數高雄市民與非高雄市民都樂見

罷韓行動，但高雄地方的罷韓氛圍要比全國更濃烈。 

 

（二）關於罷韓的投票意向 

 我們問：「如果您有投票權，您 6 月 6 日會不會去投票？」結果發現：45.9%一定

會，12.4%可能會，13.5%可能不會，24.3%一定不會，3.8%很難說、不知道、拒答。

換句話說，在全國為範圍，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中，有四成六表示一定會去投票，這顯

示的是全國範圍內的罷韓行動傾向相當強，但真正有決定性的是高雄市選民的投票傾向。

請參看圖 18。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高雄市選民中，宣稱一定會去投的有 47.9%，可能會 10.3%，

可能不會 11.1%，一定不會 24.1%，6.6%不知道、拒答。而一定會去投票者當中有 7 成

7 是樂見罷韓的。由此可見，高雄市民可能出席罷韓投票的比例至少有 35%，遠高於選

罷法所需要的 25%。必須說明的是，這項估計因樣本只有 129 人，誤差範圍可能高達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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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全國性和地方性罷韓氛圍都已堅定成形，而且地方罷韓氛圍比全國更強，再加

上高雄本地市民罷韓投票意向強烈，台灣武漢肺炎整體疫情趨緩，種種有利罷韓因素

齊聚，對當事人韓國瑜來講，眼前情勢可以用台灣俗語四個字來形容，「火燒罟寮」，

去了了。 

 

圖 18：如果您有投票權，您 6 月 6 日會不會去投票？（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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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灣人的民族驕傲感（Sense of Pride） 

蔡英文總統連任就職演說中，罕見兩次感性向全台灣人喊話。開場時，她說：「國家

的光榮感，生死與共的共同體，這一段記憶，將會存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結尾時，她

又說：「當一個台灣人可以很光榮，可以抬頭挺胸、昂首闊步」。兩句話含蓄地傳達出一

種「台灣人民族光榮感」的期盼。「感性」不是蔡英文從政以來的特質，她比較自豪的反

而是她「保持冷靜，不激情」。也因此，這兩句公開喊話或許已經是蔡英文「激情的極

限」，但這對台灣人民族認同的期許，仍給人無限政治想像空間。 

 我們問：「在台灣，有人說：「我以身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而感到光榮和驕傲。」

請問您是否有同感？」結果發現：52.1%非常有同感，25.6%還算有同感，9.4%不太有

同感，7.3%一點也沒同感，5.4%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在二十歲以上台灣

成年人中，有約七成八「以身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而感到光榮和驕傲」，約一成七的

人沒有那種感覺。這項發現意義重大，尤其是在武漢肺炎全球大爆發，人人自危，出國

或回國時須面對不同待遇的隔離規定時，全球近兩百個國家的民族意識剎那間重新被喚

醒、被點燃起來。人們突然間強烈感受到民族國家存在的重要性。請參見圖 19。 

 

圖 19：台灣人的民族驕傲感（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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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以身為台灣人為榮為傲，其實預設了台灣認同的存在。人因身為台灣人，有

台灣認同，才能進而以「身為台灣人」為榮為傲；事實上，在經驗上，也有自認為自己

是台灣人，但因自卑或其他因素作祟，而不以身為台灣人為榮為傲的案例。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台灣究竟有多少人有台灣認同？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年二月

全國性民調，估計八成三的人有台灣認同。假定這個數字三個月後的今天沒改變，理論

上講也不會有基本的改變，那麼，我們可以說當今在 83%有台灣認同的人中，有 77.6%

的人是以身為台灣人為榮為傲的。換算實際的百分比，則顯示，在 83%有台灣認同的人

當中，有高達 93.5%的人有民族驕傲感（sense of pride）。這無疑是「台灣民族驕傲感」

史上最強的時刻。1995 年，台灣首次針對「台灣人民族驕傲感」進行實證研究時，我發

現當時只有 39.73%的人有「民族光榮感」或「民族驕傲感」。四分之一世紀後，台灣人

的民族驕傲感已經巨幅向上上升 37 個百分點，到了 77.6%，讓人油然而生「滄海桑田」

之感。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項關於「台灣民族驕傲感」的數字，和世界先進民主國家比較

起來並不遜色多少，根據 2016「歐洲價值調查」，例如奧地利 89%，荷蘭 86%，瑞士

87%，德國 75%，捷克 84%等等。證明台灣做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最重要的心理條件

已經完全成熟。 

 

 

八、探索「一國兩區」的民意基礎 

蔡英文總統在 520 就職演說中宣示：「我們也會持續遵循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務。」本質上，這就是明白地表示遵循與維護「一國兩區」

的主張。而「一國兩區」的政治主張和法律現實，正是台灣今天內部政治過程以及兩岸

之間最爭議且棘手的問題。 

「一國兩區」明訂在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核心內涵就是「台

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華民國，而兩岸統一是國家未來的目標」。這也是 1991 年李登輝與

郝柏村主政時期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的中心概念與主張。事實上，中華民國憲法憲

法增修條文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制訂可以說都源自於當時的「國統綱領」。 

在台灣，過去從未有任何機構針對「一國兩區」的民意基礎做過調查，我們覺得這

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很值得深入研究，所以這次列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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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問：「根據現行相關法令（憲法增修條文前言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台灣與

大陸同屬中華民國，兩岸統一是咱國家未來的目標。」請問您支持這樣的法令規定嗎？」

結果發現：7.6%非常支持，13.1%還算支持，27%不太支持，39.2%一點也不支持，12.8%

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約二成一基本上支

持「一國兩區，未來統一」的法令規定，但有六成六基本上不支持。也就是說，「一國兩

區，未來統一」的政治主張和法令規定缺乏台灣民意基礎，違反社會主流民意，這無疑

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請參見圖 20。 

 

 圖 20：台灣人對「一國兩區」法令規定的態度（2020/5）  

 

 

究其實際，「一國兩區」是二十九年前中國國民黨主政時期，中華民國政府所通過制

訂的政治主張與法律。韓國瑜在 2020 總統大選時，也公開呼應並主張「一國兩區」。時

隔 29 年，當台灣內部政治發展和兩岸關係都已產生巨大轉變，「一國兩區」的政治信念

和主張未能與時俱進，已經跟不上時代的腳步，和社會主流民意嚴重脫節。蔡英文總統

是民選總統，520 就職演說重申四年前「遵循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

處理兩岸事務。」，也就是「遵循一國兩區」的原則和主張來處理兩岸事務，和韓國瑜站

在同一陣線，明顯抵觸台灣主流民意，未來將如何自處？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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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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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幾個小黨如台灣民眾黨、時

代力量、親民黨、台灣基進等。在所有政黨中，您個人最支持的是哪一個政黨？」結果

發現，41.8%民主進步黨，14.2%中國國民黨，8.9%台灣民眾黨，7.3%時代力量，3.7%

台灣基進，1.8%其他政黨合計，21.5%沒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0.8%不知道、拒答。請

參看圖 21。 

和三個月前相比，各黨社會支持度大同小異，沒有特殊的變化。整體而言，仍維持

「一大三小」的政黨體系。民進黨已經是穩定的一黨獨大，中國國民黨仍陷入史上最低

迷狀態，台灣民眾黨和時代力量各自維持原來的位置。儘管從一些細微的地方看，整體

泛綠勢力隨著蔡英文總統邁入第二個四年而稍有擴張的現象，例如時代力量和台灣基進

各自攎獲了兩個百分點左右。中性選民減少了 5.7 個百分點。請參看圖 22。 

 

圖 21：台灣人的政黨支持（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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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前後兩次比較 [2020/2、2020/5] 

 

 



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宜蘭縣 21 1.9%

新竹縣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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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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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11.1%

高雄市 129 11.9%

新北市 187 17.2%

台中市 127 11.7%

台南市 87 8.1%

桃園市 100 9.2%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7 0.6%

1,085 100.0%

非常贊同 283 26.1%

還算贊同 489 45.1%

不太贊同 115 10.6%

一點也不贊同 55 5.0%

沒意見 91 8.4%

不知道 48 4.4%

拒答 5 0.4%

1,085 100.0%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市？

合計

Q2．蔡英文總統第二個任期開始了。到目前

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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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5月 20日 至 109年 5月 21日 

有效樣本：1,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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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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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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5月 20日 至 109年 5月 21日 

有效樣本：1,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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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信心 232 21.4%

還算有信心 517 47.7%

不太有信心 153 14.1%

一點也沒有信心 87 8.0%

沒意見 57 5.3%

不知道 39 3.5%

拒答 1 0.1%

1,085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122 11.3%

50(沒感覺) 203 18.7%

51以上(好感) 730 67.3%

不知道 30 2.7%

1,085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189 17.4%

50(沒感覺) 184 16.9%

51以上(好感) 679 62.6%

不知道 33 3.1%

1,085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16 1.4%

50(沒感覺) 52 4.8%

51以上(好感) 998 91.9%

不知道 20 1.8%

1,085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77 7.1%

50(沒感覺) 252 23.2%

51以上(好感) 706 65.0%

不知道 50 4.6%

1,085 100.0%

影響很大 219 20.2%

小有影響 308 28.4%

沒什麼影響 286 26.3%

一點也沒影響 203 18.7%

本來就沒有工作和收入 63 5.8%

很難講 3 0.3%

不知道 3 0.3%

1,085 100.0%合計

Q8．過去這四個月當中，您個人的工作和收

入（所得），是否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68.10

合計

關於武漢肺炎疫情全球大爆發，造成全世界各國生命健康和經濟的重大傷害，我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

Q7．請用同樣的方式，用0度到100度之間的

數字來表達您對新任副總統賴清德的感覺。

合計

Q6．請用同樣的方式，用0度到100度之間的

數字來表達您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的感覺。

合計
87.78

Q5．請用同樣的方式，用0度到100度之間的

數字來表達您對行政院長蘇貞昌的感覺。

63.82

合計

67.60

Q3．民進黨第二次完全執政開始了。您對民

進黨未來領導政府和國會，做好各項施政工作

，有沒有信心？

合計

Q4．如果用0度到100度來表示對政治人物的

好感與反感，0度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感；

而100度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度表示

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請您用0度

到100度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總統蔡英文的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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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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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5月 20日 至 109年 5月 21日 

有效樣本：1,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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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滿意 131 12.0%

還算滿意 472 43.5%

不太滿意 260 23.9%

一點也不滿意 149 13.7%

沒意見 48 4.4%

不知道 26 2.4%

1,085 100.0%

非常有信心 194 17.9%

還算有信心 518 47.8%

不太有信心 208 19.2%

一點也沒信心 113 10.4%

沒意見 19 1.7%

不知道 31 2.9%

拒答 1 0.1%

1,085 100.0%

非常同意 593 54.6%

還算同意 233 21.5%

不太同意 134 12.4%

一點也不同意 45 4.1%

沒意見 34 3.1%

不知道 43 4.0%

拒答 3 0.3%

1,085 100.0%

非常樂見 419 38.7%

還算樂見 191 17.6%

不太樂見 163 15.0%

一點也不樂見 144 13.2%

沒意見 122 11.2%

不知道 36 3.3%

拒答 11 1.0%

1,085 100.0%

一定會 498 45.9%

可能會 135 12.4%

可能不會 147 13.5%

一定不會 264 24.3%

很難說 16 1.4%

不知道 22 2.0%

拒答 4 0.4%

1,085 100.0%

非常有同感 565 52.1%

還算有同感 278 25.6%

不太有同感 102 9.4%

一點也沒同感 80 7.3%

沒意見 32 3.0%

不知道 23 2.1%

拒答 4 0.3%

1,085 100.0%合計

Q14．在台灣，有人說：「我以身為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而感到光榮和驕傲。」請問您是

否有同感？

Q9．蔡政府面對武漢肺炎疫情，針對各種不

同狀況，推出各種紓困方案。整體來講，對這

段時間蔡政府紓困工作表現，您滿不滿意？

合計

Q10．在這次武漢肺炎疫情衝擊下，全世界主

要國家的經濟都受到嚴重的傷害，台灣也是一

樣。一般說來，您對蔡政府未來救經濟、拼經

濟，有沒有信心？

合計

Q11．有人說：「武漢肺炎大爆發，中國隱瞞

早期疫情，造成全球性災難，中國要負起最大

責任。」請問您同不同意？

合計

Q12．6月6日，高雄市將舉行「罷免市長韓國

瑜」的投票，您是否歡喜看到（樂見）「韓國

瑜市長被罷免成功」？

合計

Q13．如果您有投票權，您6月6日會不會去投

票？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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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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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5月 20日 至 109年 5月 21日 

有效樣本：1,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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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支持 82 7.6%

還算支持 143 13.1%

不太支持 293 27.0%

一點也不支持 426 39.2%

沒意見 63 5.8%

不知道 74 6.8%

拒答 5 0.4%

1,085 100.0%

民主進步黨 454 41.8%

中國國民黨 154 14.2%

台灣民眾黨 97 8.9%

時代力量 79 7.3%

台灣基進 40 3.7%

其他政黨 20 1.8%

沒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 233 21.5%

不知道 8 0.8%

1,085 100.0%

自營商/雇主 125 11.5%

公務人員 26 2.4%

軍人 1 0.1%

中小學老師 9 0.9%

民營公司或機構普通職員 201 18.5%

民營公司或機構主管人員 103 9.5%

勞工 151 13.9%

專業人員 41 3.7%

在學學生 19 1.8%

農民 50 4.6%

退休 133 12.3%

無業/待業 63 5.8%

家庭主婦 163 15.0%

拒答 1 0.1%

1,085 100.0%

河洛人 801 73.8%

客家人 139 12.8%

外省人 125 11.5%

原住民 13 1.2%

新移民 3 0.3%

拒答 3 0.3%

1,085 100.0%

小學及以下 135 12.5%

初中、國中 130 12.0%

高中、高職 300 27.7%

專科 127 11.7%

大學 303 28.0%

研究所及以上 86 8.0%

拒答 2 0.2%

1,085 100.0%合計

Q19．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Q15．根據現行相關法令（憲法增修條文前言

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台灣與大陸同屬中

華民國，兩岸統一是咱國家未來的目標。」請

問您支持這樣的法令規定嗎？

合計

Q16．台灣目前有兩個大黨，民進黨和國民黨

，還有幾個小黨如台灣民眾黨、時代力量、親

民黨、台灣基進等。在所有政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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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Q18．請問您是河洛人、客家人或是外省人，

還是原住民？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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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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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5月 20日 至 109年 5月 21日 

有效樣本：1,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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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歲 84 7.7%

25～29歲 89 8.2%

30～34歲 88 8.1%

35～39歲 108 9.9%

40～44歲 110 10.2%

45～49歲 98 9.1%

50～54歲 101 9.3%

55～59歲 102 9.4%

60～64歲 93 8.6%

65～69歲 79 7.3%

70歲及以上 128 11.8%

拒答 4 0.4%

1,085 100.0%

男性 532 49.0%

女性 553 51.0%

1,085 100.0%

Q20．請問您今年幾歲？

合計

Q21．性別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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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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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45.0% 10.6% 5.7% 11.4% 532 49.0%

女性 25.0% 45.1% 10.7% 4.3% 14.9% 553 51.0%

26.1% 45.1% 10.6% 5.0% 13.2% 1085 100.0%

20~24歲 14.7% 78.4% 0.0% 0.0% 7.0% 84 7.7%

25~34歲 17.8% 51.4% 14.2% 3.9% 12.6% 177 16.4%

35~44歲 26.9% 53.9% 6.8% 2.2% 10.2% 218 20.2%

45~54歲 20.0% 41.7% 15.0% 7.8% 15.5% 199 18.4%

55~64歲 35.4% 31.5% 10.5% 8.0% 14.6% 195 18.1%

65歲及以上 33.5% 33.4% 12.0% 5.3% 15.8% 207 19.2%

26.0% 45.2% 10.7% 5.0% 13.2% 1081 100.0%

河洛人 28.7% 47.0% 7.8% 3.7% 12.7% 801 74.3%

客家人 25.1% 38.3% 17.5% 4.9% 14.2% 139 12.9%

外省人 11.2% 41.5% 19.3% 13.3% 14.7% 125 11.6%

原住民 22.3% 32.4% 23.9% 8.2% 13.3% 13 1.2%

26.2% 45.1% 10.5% 5.1% 13.2% 1078 100.0%

小學及以下 35.3% 38.0% 6.2% 2.3% 18.2% 135 12.5%

初中、國中 31.2% 39.3% 11.7% 2.8% 15.0% 130 12.0%

高中、高職 28.6% 46.2% 7.5% 4.9% 12.7% 300 27.7%

專科 26.5% 38.0% 14.1% 8.7% 12.7% 127 11.8%

大學及以上 19.0% 50.9% 13.1% 5.6% 11.4% 390 36.0%

26.1% 45.1% 10.6% 5.0% 13.2% 108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29.3% 32.4% 16.0% 7.8% 14.6% 125 11.5%

高階白領人員 26.0% 43.2% 12.0% 6.1% 12.7% 143 13.2%

基層白領人員 20.2% 50.9% 7.2% 6.0% 15.6% 201 18.5%

軍公教人員 18.3% 54.6% 16.8% 4.3% 6.0% 36 3.3%

勞工 23.7% 49.0% 10.7% 6.3% 10.4% 151 13.9%

農民 40.8% 37.9% 9.3% 1.5% 10.6% 50 4.6%

學生 8.4% 91.6% 0.0% 0.0% 0.0% 19 1.8%

家庭主婦 28.4% 44.1% 10.7% 2.6% 14.3% 163 15.0%

退休人員 35.9% 29.4% 12.3% 5.6% 16.9% 133 12.3%

無業/待業者 16.6% 68.6% 4.6% 0.0% 10.2% 63 5.8%

26.1% 45.1% 10.6% 5.0% 13.2% 1084 100.0%

民主進步黨 46.4% 46.4% 2.3% 0.3% 4.5% 454 41.8%

中國國民黨 2.2% 35.3% 30.5% 18.0% 14.0% 154 14.2%

台灣民眾黨 7.5% 48.6% 21.6% 4.2% 18.1% 97 8.9%

時代力量 20.7% 64.5% 3.4% 2.5% 8.8% 79 7.3%

台灣基進 40.2% 50.9% 7.5% 0.0% 1.5% 40 3.7%

其他政黨 7.9% 61.7% 14.5% 15.9% 0.0% 20 1.8%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10.7% 38.8% 12.1% 6.9% 31.5% 233 21.5%

不知道 34.0% 31.9% 0.0% 0.0% 34.1% 8 0.8%

26.1% 45.1% 10.6% 5.0% 13.2% 1085 100.0%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Q2．蔡英文總統第二個任期開始了。到目前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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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合計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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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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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第二個任期開始了。到目前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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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41.7% 9.5% 12.3% 10.6% 121 11.1%

新北市 20.1% 52.3% 8.6% 3.0% 16.0% 187 17.2%

桃園市 28.5% 40.3% 18.1% 3.9% 9.2% 100 9.2%

台中市 21.5% 53.1% 7.1% 3.0% 15.2% 127 11.7%

台南市 26.2% 47.8% 9.5% 3.9% 12.6% 87 8.1%

高雄市 29.3% 41.4% 9.1% 3.0% 17.2% 129 11.9%

其他縣市 29.4% 41.3% 12.1% 5.6% 11.6% 334 30.8%

26.1% 45.1% 10.6% 5.0% 13.2% 108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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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非常

有信心

還算

有信心

不太

有信心

一點也

沒信心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20.3% 50.1% 14.2% 7.9% 7.5% 532 49.0%

女性 22.4% 45.3% 13.9% 8.1% 10.3% 553 51.0%

21.4% 47.7% 14.1% 8.0% 8.9% 1085 100.0%

20~24歲 8.1% 84.6% 5.1% 0.0% 2.2% 84 7.7%

25~34歲 12.8% 60.7% 12.8% 3.8% 10.0% 177 16.4%

35~44歲 18.2% 56.9% 15.6% 4.0% 5.3% 218 20.2%

45~54歲 19.9% 39.5% 19.2% 10.9% 10.6% 199 18.4%

55~64歲 32.8% 32.4% 13.1% 13.8% 7.8% 195 18.1%

65歲及以上 27.4% 34.7% 13.5% 10.6% 13.8% 207 19.2%

21.3% 47.8% 14.1% 8.0% 8.9% 1081 100.0%

河洛人 22.8% 50.5% 11.5% 6.5% 8.8% 801 74.3%

客家人 28.5% 41.9% 13.8% 8.2% 7.5% 139 12.9%

外省人 4.8% 38.0% 28.8% 18.0% 10.5% 125 11.6%

原住民 15.5% 39.6% 30.3% 8.2% 6.5% 13 1.2%

21.3% 47.8% 14.1% 8.0% 8.8% 1078 100.0%

小學及以下 30.4% 39.7% 6.1% 5.2% 18.5% 135 12.5%

初中、國中 31.5% 36.4% 12.0% 9.3% 10.8% 130 12.0%

高中、高職 24.2% 47.3% 12.8% 7.8% 7.9% 300 27.7%

專科 14.2% 53.7% 17.6% 9.7% 4.8% 127 11.8%

大學及以上 14.8% 52.5% 17.4% 8.2% 7.1% 390 36.0%

21.3% 47.7% 14.1% 8.0% 8.9% 108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31.2% 26.2% 15.2% 15.1% 12.3% 125 11.5%

高階白領人員 19.1% 52.8% 16.5% 7.6% 4.1% 143 13.2%

基層白領人員 13.5% 61.0% 13.0% 7.2% 5.3% 201 18.5%

軍公教人員 22.2% 50.5% 18.0% 4.9% 4.3% 36 3.3%

勞工 13.9% 53.1% 18.9% 5.2% 8.9% 151 13.9%

農民 42.2% 38.3% 5.1% 6.0% 8.5% 50 4.6%

學生 8.4% 91.6% 0.0% 0.0% 0.0% 19 1.8%

家庭主婦 26.2% 37.8% 16.0% 7.5% 12.5% 163 15.0%

退休人員 26.5% 35.1% 15.3% 10.0% 13.2% 133 12.3%

無業/待業者 13.9% 67.9% 0.0% 5.8% 12.4% 63 5.8%

21.4% 47.7% 14.1% 7.9% 8.9% 1084 100.0%

民主進步黨 40.9% 53.4% 2.5% 0.8% 2.4% 454 41.8%

中國國民黨 0.4% 21.8% 35.0% 29.9% 12.9% 154 14.2%

台灣民眾黨 9.5% 52.0% 28.8% 6.7% 3.1% 97 8.9%

時代力量 10.1% 80.3% 3.1% 3.2% 3.2% 79 7.3%

台灣基進 22.8% 68.0% 9.2% 0.0% 0.0% 40 3.7%

其他政黨 7.9% 47.5% 33.3% 6.1% 5.1% 20 1.8%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7.0% 38.1% 19.9% 11.3% 23.8% 233 21.5%

不知道 15.6% 23.9% 4.8% 8.9% 46.8% 8 0.8%

21.4% 47.7% 14.1% 8.0% 8.9% 1085 100.0%

教育程度

Q3．民進黨第二次完全執政開始了。您對民進黨未來領導政府和國會，做好各項施政工作

，有沒有信心？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8/17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非常

有信心

還算

有信心

不太

有信心

一點也

沒信心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3．民進黨第二次完全執政開始了。您對民進黨未來領導政府和國會，做好各項施政工作

，有沒有信心？

合計

台北市 15.6% 45.6% 18.2% 14.6% 6.0% 121 11.1%

新北市 18.4% 51.4% 14.7% 5.1% 10.3% 187 17.2%

桃園市 24.6% 43.0% 15.0% 11.5% 5.9% 100 9.2%

台中市 20.2% 47.6% 12.4% 6.4% 13.5% 127 11.7%

台南市 26.1% 47.1% 10.4% 6.6% 9.9% 87 8.1%

高雄市 23.4% 46.1% 15.3% 4.2% 11.0% 129 11.9%

其他縣市 22.5% 48.5% 13.0% 8.7% 7.3% 334 30.8%

21.4% 47.7% 14.1% 8.0% 8.9% 108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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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影響

很大

小有

影響

沒什麼

影響

一點也

沒影響

本來就

沒有工作

和收入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22.1% 30.6% 24.4% 18.0% 5.0% 0.0% 532 49.0%

女性 18.4% 26.3% 28.2% 19.4% 6.6% 1.1% 553 51.0%

20.2% 28.4% 26.3% 18.7% 5.8% 0.6% 1085 100.0%

20~24歲 9.4% 33.2% 27.4% 19.0% 11.1% 0.0% 84 7.7%

25~34歲 17.0% 26.3% 32.6% 22.1% 2.1% 0.0% 177 16.4%

35~44歲 18.5% 28.9% 31.1% 20.6% 1.0% 0.0% 218 20.2%

45~54歲 22.9% 28.6% 22.9% 23.0% 2.6% 0.0% 199 18.4%

55~64歲 25.8% 36.4% 18.5% 12.9% 6.0% 0.5% 195 18.1%

65歲及以上 21.7% 20.2% 25.6% 15.1% 15.1% 2.2% 207 19.2%

20.3% 28.4% 26.2% 18.7% 5.9% 0.5% 1081 100.0%

河洛人 20.2% 31.3% 23.5% 19.0% 5.7% 0.3% 801 74.3%

客家人 21.1% 21.4% 29.7% 16.9% 10.0% 0.9% 139 12.9%

外省人 17.3% 20.3% 40.6% 17.9% 2.7% 1.2% 125 11.6%

原住民 43.0% 0.0% 20.8% 29.8% 0.0% 6.4% 13 1.2%

20.3% 28.4% 26.2% 18.7% 5.9% 0.6% 1078 100.0%

小學及以下 22.2% 23.4% 21.8% 15.0% 14.9% 2.6% 135 12.5%

初中、國中 27.2% 35.3% 20.3% 4.2% 11.7% 1.4% 130 12.0%

高中、高職 20.2% 33.2% 29.1% 12.8% 4.7% 0.0% 300 27.7%

專科 28.8% 29.7% 16.9% 22.1% 2.5% 0.0% 127 11.8%

大學及以上 14.4% 23.9% 30.4% 28.4% 2.8% 0.2% 390 36.0%

20.2% 28.5% 26.2% 18.7% 5.8% 0.6% 108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44.4% 30.2% 18.0% 7.4% 0.0% 0.0% 125 11.5%

高階白領人員 15.6% 26.4% 28.7% 29.3% 0.0% 0.0% 143 13.2%

基層白領人員 16.2% 30.1% 29.8% 22.2% 1.4% 0.3% 201 18.5%

軍公教人員 7.0% 15.4% 31.1% 46.6% 0.0% 0.0% 36 3.3%

勞工 16.4% 43.5% 30.4% 9.7% 0.0% 0.0% 151 13.9%

農民 31.0% 45.4% 16.0% 7.6% 0.0% 0.0% 50 4.6%

學生 0.0% 28.7% 0.0% 49.5% 21.8% 0.0% 19 1.8%

家庭主婦 22.5% 23.1% 22.3% 14.3% 14.9% 3.0% 163 15.0%

退休人員 11.9% 16.1% 33.1% 19.5% 19.1% 0.4% 133 12.3%

無業/待業者 20.0% 21.3% 26.7% 21.1% 10.9% 0.0% 63 5.8%

20.1% 28.4% 26.3% 18.7% 5.8% 0.6% 1084 100.0%

民主進步黨 20.7% 29.4% 26.3% 17.1% 6.0% 0.5% 454 41.8%

中國國民黨 23.1% 24.4% 28.6% 17.3% 5.7% 0.9% 154 14.2%

台灣民眾黨 19.6% 29.5% 25.0% 24.5% 1.3% 0.0% 97 8.9%

時代力量 11.1% 28.8% 26.8% 27.0% 6.4% 0.0% 79 7.3%

台灣基進 3.4% 43.2% 28.4% 17.5% 7.5% 0.0% 40 3.7%

其他政黨 22.9% 25.1% 30.2% 21.7% 0.0% 0.0% 20 1.8%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22.7% 26.4% 24.8% 17.6% 7.4% 1.1% 233 21.5%

不知道 36.3% 26.1% 17.0% 13.0% 7.7% 0.0% 8 0.8%

20.2% 28.4% 26.3% 18.7% 5.8% 0.6% 1085 100.0%

教育程度

Q8．過去這四個月當中，您個人的工作和收入（所得），是否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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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影響

很大

小有

影響

沒什麼

影響

一點也

沒影響

本來就

沒有工作

和收入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8．過去這四個月當中，您個人的工作和收入（所得），是否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合計

台北市 15.0% 25.9% 23.6% 30.1% 4.9% 0.5% 121 11.1%

新北市 18.3% 27.6% 26.4% 23.9% 2.9% 0.9% 187 17.2%

桃園市 23.9% 30.8% 24.8% 11.5% 9.1% 0.0% 100 9.2%

台中市 21.9% 26.7% 37.1% 11.1% 3.2% 0.0% 127 11.7%

台南市 20.2% 40.8% 19.3% 14.6% 4.1% 1.0% 87 8.1%

高雄市 17.5% 22.9% 31.4% 21.6% 5.9% 0.6% 129 11.9%

其他縣市 22.4% 28.6% 23.5% 16.6% 8.3% 0.6% 334 30.8%

20.2% 28.4% 26.3% 18.7% 5.8% 0.6% 108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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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一點也

不滿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9.6% 44.1% 25.7% 15.0% 5.6% 532 49.0%

女性 14.4% 42.9% 22.2% 12.5% 8.1% 553 51.0%

12.0% 43.5% 23.9% 13.7% 6.9% 1085 100.0%

20~24歲 7.2% 50.1% 34.8% 5.7% 2.2% 84 7.7%

25~34歲 10.0% 52.5% 19.3% 8.5% 9.6% 177 16.4%

35~44歲 10.5% 45.9% 29.7% 7.9% 6.0% 218 20.2%

45~54歲 5.9% 38.8% 29.2% 21.7% 4.4% 199 18.4%

55~64歲 14.5% 39.4% 19.3% 20.5% 6.2% 195 18.1%

65歲及以上 21.2% 38.8% 16.7% 13.7% 9.6% 207 19.2%

12.1% 43.5% 23.9% 13.8% 6.7% 1081 100.0%

河洛人 13.5% 46.3% 22.2% 11.0% 7.0% 801 74.3%

客家人 11.9% 45.4% 24.1% 11.9% 6.6% 139 12.9%

外省人 4.0% 22.8% 33.8% 33.2% 6.1% 125 11.6%

原住民 6.8% 48.0% 26.2% 19.0% 0.0% 13 1.2%

12.1% 43.5% 23.8% 13.8% 6.8% 1078 100.0%

小學及以下 23.6% 45.5% 14.9% 6.0% 10.1% 135 12.5%

初中、國中 13.5% 47.7% 18.8% 15.1% 4.9% 130 12.0%

高中、高職 13.6% 41.6% 20.2% 16.3% 8.2% 300 27.7%

專科 10.4% 43.9% 26.4% 17.2% 2.1% 127 11.8%

大學及以上 6.9% 42.6% 30.9% 12.8% 6.7% 390 36.0%

12.1% 43.5% 24.0% 13.7% 6.8% 108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4.7% 40.3% 18.8% 23.8% 2.5% 125 11.5%

高階白領人員 5.4% 37.3% 35.6% 13.0% 8.8% 143 13.2%

基層白領人員 8.0% 46.6% 24.3% 12.0% 9.1% 201 18.5%

軍公教人員 7.8% 48.7% 23.7% 12.9% 6.9% 36 3.3%

勞工 7.9% 48.2% 21.9% 15.9% 6.1% 151 13.9%

農民 15.6% 48.3% 25.5% 8.9% 1.7% 50 4.6%

學生 0.0% 51.3% 48.7% 0.0% 0.0% 19 1.8%

家庭主婦 19.1% 38.9% 21.3% 12.6% 8.1% 163 15.0%

退休人員 17.5% 40.5% 18.6% 12.9% 10.6% 133 12.3%

無業/待業者 18.4% 52.1% 19.7% 8.6% 1.2% 63 5.8%

12.0% 43.5% 23.9% 13.7% 6.9% 1084 100.0%

民主進步黨 20.1% 54.6% 16.8% 3.5% 5.0% 454 41.8%

中國國民黨 2.1% 27.6% 30.8% 37.0% 2.5% 154 14.2%

台灣民眾黨 6.4% 32.8% 28.7% 23.6% 8.6% 97 8.9%

時代力量 12.0% 46.0% 29.3% 8.5% 4.2% 79 7.3%

台灣基進 9.7% 60.9% 23.4% 6.0% 0.0% 40 3.7%

其他政黨 7.9% 26.3% 34.9% 25.7% 5.1% 20 1.8%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6.0% 34.6% 29.3% 16.7% 13.4% 233 21.5%

不知道 13.6% 34.2% 4.8% 0.0% 47.4% 8 0.8%

12.0% 43.5% 23.9% 13.7% 6.9% 1085 100.0%

教育程度

Q9．蔡政府面對武漢肺炎疫情，針對各種不同狀況，推出各種紓困方案。整體來講，對這

段時間蔡政府紓困工作表現，您滿不滿意？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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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一點也

不滿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9．蔡政府面對武漢肺炎疫情，針對各種不同狀況，推出各種紓困方案。整體來講，對這

段時間蔡政府紓困工作表現，您滿不滿意？

合計

台北市 9.6% 33.8% 26.3% 22.4% 7.8% 121 11.1%

新北市 10.7% 49.9% 22.8% 9.7% 6.9% 187 17.2%

桃園市 10.0% 47.2% 19.2% 17.8% 5.9% 100 9.2%

台中市 15.5% 39.6% 24.7% 11.3% 9.0% 127 11.7%

台南市 14.2% 45.9% 25.3% 11.2% 3.4% 87 8.1%

高雄市 12.9% 40.9% 22.3% 14.1% 9.9% 129 11.9%

其他縣市 12.1% 44.1% 25.1% 12.9% 5.7% 334 30.8%

12.0% 43.5% 23.9% 13.7% 6.9% 108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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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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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21.0% 14.5% 4.0% 5.7% 532 49.0%

女性 54.5% 22.0% 10.3% 4.2% 8.9% 553 51.0%

54.6% 21.5% 12.4% 4.1% 7.3% 1085 100.0%

20~24歲 54.9% 26.1% 9.8% 2.5% 6.7% 84 7.7%

25~34歲 59.9% 27.1% 8.4% 0.0% 4.7% 177 16.4%

35~44歲 59.6% 17.9% 15.5% 3.1% 3.8% 218 20.2%

45~54歲 56.0% 19.9% 13.2% 5.3% 5.6% 199 18.4%

55~64歲 57.0% 17.8% 13.3% 4.7% 7.2% 195 18.1%

65歲及以上 40.7% 24.2% 12.1% 7.8% 15.2% 207 19.2%

54.5% 21.6% 12.4% 4.1% 7.3% 1081 100.0%

河洛人 56.4% 20.9% 11.9% 3.6% 7.1% 801 74.3%

客家人 54.6% 27.3% 6.5% 5.5% 6.2% 139 12.9%

外省人 46.1% 20.2% 22.9% 5.8% 5.0% 125 11.6%

原住民 47.2% 9.0% 5.4% 0.0% 38.4% 13 1.2%

54.9% 21.5% 12.4% 4.1% 7.1% 1078 100.0%

小學及以下 42.5% 21.7% 14.5% 3.9% 17.3% 135 12.5%

初中、國中 56.2% 26.3% 7.4% 3.2% 6.8% 130 12.0%

高中、高職 59.1% 18.5% 10.4% 3.4% 8.6% 300 27.7%

專科 54.9% 17.9% 18.6% 6.4% 2.3% 127 11.8%

大學及以上 54.6% 23.5% 12.8% 4.4% 4.7% 390 36.0%

54.6% 21.6% 12.4% 4.1% 7.4% 108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59.5% 17.3% 14.8% 5.3% 3.1% 125 11.5%

高階白領人員 63.4% 11.9% 16.3% 4.6% 3.8% 143 13.2%

基層白領人員 56.6% 30.9% 6.1% 2.7% 3.7% 201 18.5%

軍公教人員 38.0% 17.7% 34.1% 4.5% 5.7% 36 3.3%

勞工 55.1% 20.2% 10.7% 1.6% 12.5% 151 13.9%

農民 45.4% 27.9% 11.1% 7.4% 8.2% 50 4.6%

學生 64.8% 22.3% 12.9% 0.0% 0.0% 19 1.8%

家庭主婦 54.5% 22.1% 9.9% 3.8% 9.8% 163 15.0%

退休人員 44.6% 23.2% 12.3% 7.1% 12.7% 133 12.3%

無業/待業者 53.9% 15.8% 17.9% 4.4% 8.1% 63 5.8%

54.7% 21.5% 12.4% 4.1% 7.3% 1084 100.0%

民主進步黨 67.7% 21.3% 5.9% 1.7% 3.4% 454 41.8%

中國國民黨 34.5% 24.6% 21.1% 14.3% 5.4% 154 14.2%

台灣民眾黨 54.6% 21.4% 18.1% 2.4% 3.5% 97 8.9%

時代力量 64.7% 15.5% 14.0% 2.6% 3.1% 79 7.3%

台灣基進 86.3% 12.6% 1.1% 0.0% 0.0% 40 3.7%

其他政黨 56.3% 22.4% 16.2% 0.0% 5.1% 20 1.8%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34.6% 23.6% 18.1% 4.4% 19.3% 233 21.5%

不知道 25.5% 16.5% 8.1% 0.0% 49.8% 8 0.8%

54.6% 21.5% 12.4% 4.1% 7.3% 1085 100.0%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Q11．有人說：「武漢肺炎大爆發，中國隱瞞早期疫情，造成全球性災難，中國要負起最大

責任。」請問您同不同意？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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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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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1．有人說：「武漢肺炎大爆發，中國隱瞞早期疫情，造成全球性災難，中國要負起最大

責任。」請問您同不同意？

合計

台北市 56.2% 23.4% 10.2% 7.4% 2.8% 121 11.1%

新北市 55.6% 24.4% 9.5% 2.8% 7.7% 187 17.2%

桃園市 53.4% 24.6% 15.6% 1.6% 4.9% 100 9.2%

台中市 53.4% 19.0% 19.0% 2.9% 5.7% 127 11.7%

台南市 53.3% 26.4% 8.5% 3.5% 8.3% 87 8.1%

高雄市 61.1% 12.6% 9.0% 4.3% 13.0% 129 11.9%

其他縣市 52.2% 21.4% 13.6% 5.0% 7.7% 334 30.8%

54.6% 21.5% 12.4% 4.1% 7.3% 108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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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非常

樂見

還算

樂見

不太

樂見

一點也

不樂見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40.1% 17.5% 15.4% 13.6% 13.4% 532 49.0%

女性 37.3% 17.7% 14.6% 12.9% 17.5% 553 51.0%

38.7% 17.6% 15.0% 13.2% 15.5% 1085 100.0%

20~24歲 52.5% 27.0% 11.4% 0.0% 9.1% 84 7.7%

25~34歲 40.8% 22.2% 13.6% 5.6% 17.9% 177 16.4%

35~44歲 40.4% 22.3% 15.0% 14.0% 8.4% 218 20.2%

45~54歲 35.1% 11.5% 17.0% 19.9% 16.5% 199 18.4%

55~64歲 39.8% 13.4% 14.4% 16.3% 16.1% 195 18.1%

65歲及以上 31.6% 15.1% 16.1% 15.4% 21.7% 207 19.2%

38.6% 17.7% 15.0% 13.3% 15.4% 1081 100.0%

河洛人 40.1% 18.9% 15.1% 11.1% 14.8% 801 74.3%

客家人 45.7% 14.4% 9.7% 15.5% 14.7% 139 12.9%

外省人 24.0% 11.6% 20.7% 23.7% 20.0% 125 11.6%

原住民 25.3% 23.8% 7.2% 30.2% 13.4% 13 1.2%

38.8% 17.6% 14.9% 13.3% 15.4% 1078 100.0%

小學及以下 32.7% 17.9% 15.6% 10.7% 23.1% 135 12.5%

初中、國中 36.6% 20.2% 13.7% 11.9% 17.6% 130 12.0%

高中、高職 38.6% 18.9% 12.5% 15.5% 14.4% 300 27.7%

專科 42.0% 10.3% 20.9% 14.5% 12.3% 127 11.8%

大學及以上 40.1% 18.1% 15.2% 12.5% 14.1% 390 36.0%

38.5% 17.6% 15.0% 13.3% 15.5% 108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39.4% 15.2% 13.7% 12.0% 19.7% 125 11.5%

高階白領人員 45.4% 11.5% 17.2% 18.1% 7.9% 143 13.2%

基層白領人員 41.8% 20.5% 11.8% 9.9% 16.0% 201 18.5%

軍公教人員 25.5% 19.4% 28.9% 19.2% 7.1% 36 3.3%

勞工 34.8% 16.5% 12.4% 14.7% 21.6% 151 13.9%

農民 40.6% 17.8% 15.2% 17.6% 8.8% 50 4.6%

學生 65.2% 8.4% 26.4% 0.0% 0.0% 19 1.8%

家庭主婦 32.7% 19.1% 16.1% 12.9% 19.2% 163 15.0%

退休人員 33.5% 14.4% 16.4% 15.0% 20.7% 133 12.3%

無業/待業者 45.6% 34.5% 10.3% 6.5% 3.0% 63 5.8%

38.7% 17.6% 14.9% 13.3% 15.5% 1084 100.0%

民主進步黨 60.1% 20.3% 8.9% 2.3% 8.3% 454 41.8%

中國國民黨 1.7% 5.2% 36.8% 47.3% 9.0% 154 14.2%

台灣民眾黨 26.2% 20.4% 16.1% 19.4% 17.8% 97 8.9%

時代力量 63.3% 24.3% 5.6% 2.7% 4.1% 79 7.3%

台灣基進 51.3% 39.2% 0.0% 0.0% 9.5% 40 3.7%

其他政黨 42.4% 3.9% 17.1% 25.4% 11.2% 20 1.8%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16.9% 14.8% 17.8% 14.6% 35.9% 233 21.5%

不知道 0.0% 7.8% 8.1% 4.8% 79.2% 8 0.8%

38.7% 17.6% 15.0% 13.2% 15.5% 1085 100.0%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Q12．6月6日，高雄市將舉行「罷免市長韓國瑜」的投票，您是否歡喜看到（樂見）「韓國

瑜市長被罷免成功」？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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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四年

非常

樂見

還算

樂見

不太

樂見

一點也

不樂見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12．6月6日，高雄市將舉行「罷免市長韓國瑜」的投票，您是否歡喜看到（樂見）「韓國

瑜市長被罷免成功」？

合計

台北市 43.2% 10.3% 15.4% 18.7% 12.4% 121 11.1%

新北市 32.1% 25.6% 19.3% 8.0% 15.0% 187 17.2%

桃園市 39.6% 20.8% 9.9% 10.1% 19.6% 100 9.2%

台中市 42.5% 18.3% 13.1% 8.5% 17.5% 127 11.7%

台南市 38.9% 16.0% 16.8% 9.9% 18.4% 87 8.1%

高雄市 44.9% 17.8% 10.4% 13.5% 13.3% 129 11.9%

其他縣市 36.4% 14.9% 15.9% 17.8% 15.0% 334 30.8%

38.7% 17.6% 15.0% 13.2% 15.5% 108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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