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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7/15）早上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2018 台

灣政黨形象」全國性民調發表會。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二十六次每月例行的

重大議題民調。由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教授主持並主講，會中邀請台師大台語系

莊佳穎教授、資深媒體人詹錫奎（老包）、政論專欄作家陳淞山出席與談。 

 

本次全國性民意調查有六個重點，（一）蔡英文總統聲望；（二）賴清德內閣

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三）台灣人的政黨認同；（四）台灣人心目中的民進黨與

國民黨；（五）台灣人對第三勢力的態度；（六）台灣人的民族認同。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 關於蔡英文總統聲望，最新民意顯示，2018年 7月，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

成年人中，有三成三的人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領導國家的方式，四成九的

人不贊同。和上個月相比，贊同蔡總統領導國家方式的人上升 0.7個百分點，

不贊同的人下降 3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蔡英文總統聲望經過一個月後

並無明顯上揚的跡象，儘管不滿意者小跌三個百分點。整體而言，蔡英文總

統聲望欲振乏力，依然在低檔徘徊。 

 

二、 關於賴清德內閣的施政表現，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

有 42%的人滿意賴內閣的表現，也有 42.4%的人不滿意。滿意的人和不滿

意的人相差 0.4個百分點，民意基本上呈現正反對峙的狀態，延續了六月民

意的氛圍；但若以此對照之前賴內閣的高人氣，現在的賴內閣已不再是多數

民意的寵兒。 

 

三、 關於台灣人的政黨認同傾向，最新民意顯示，2018年 7月，台灣藍綠勢力

的分布，大體上是綠 25.2%，藍 20.7%，中性或獨立選民 49.6%。如果和六

月相比，綠減少 4.3個百分點，藍減少 2.5個百分點，藍綠認同度雙雙下滑，

同時，中性或獨立選民增加 5.9個百分點，達到空前最高的 49.6%。這是台

灣政黨政治史上一個非常奇特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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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 2018台灣人心目中的民進黨，在七個方面勝過國民黨，依序是：具有

改革的魄力與決心、重視自由與人權、重視生態環境保護、代表台灣人的利

益、有理想性、代表一般老百姓的利益、以及清廉。其中尤其以具有改革的

魄力與決心、重視自由與人權、重視生態環境保護最鮮明，領先國民黨的幅

度從 20.1%到 31.8%。其次是在有理想性和清廉這兩個特質上，民進黨領先

國民黨約九個百分點；在代表台灣人利益和代表一般老百姓利益這兩個方面，

民進黨固然仍勝過國民黨 4 個百分點，但這樣的領先幅度意味著在台灣人

心目中，民進黨與國民黨在這兩項利益的代表上已相去不遠。 

 

五、 關於 2018台灣人心目中的國民黨，國民黨在三項重要特質上大幅領先民進

黨，包括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以及較具有執政

能力，領先的幅度從 13 到 48 個百分點。換一個角度說，在台灣民眾心目

中，這三項特質不但不是執政的民進黨的強項，反而成為民進黨的阿基理斯

鍵，或說是民進黨的罩門。國民黨在這三項特質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尤其

是兩岸與經濟方面；這勢必在當前及未來政黨競爭過程中，對民進黨構成非

常嚴重的威脅與挑戰。 

 

六、 從政黨形象變遷的角度看，根據 2016與 2018 兩年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

一個明顯的趨勢，那就是，民進黨整體形象變壞了，而國民黨整體形象提升

了。兩年前，民進黨形象一枝獨秀，在每一個可以想像的方面，台灣民眾都

給予非常正面的評價；執政兩年後，民進黨在三個任何執政黨都會全力維護

的核心特質上失去人民的信心，包括執政能力、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和有能

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甚至，在代表台灣人利益及代表普通人利益的傳統優

勢形象特質上，民進黨也漸趨模糊。 

 

七、 關於台灣人對第三勢力的態度，最新研究發現顯示，在台灣二十歲以上的成

年人中，有高達五成七覺得台灣有需要出現新的政黨來取代民進黨與國民黨，

認為沒有需要的只有三成六。值得注意的是，認為台灣目前非常有需要一個

新的、足以取代兩大黨的強大第三勢力的人，竟然高達三成三。這初步證實

了當前台灣社會正渴望一個可以取代兩大黨的強大第三勢力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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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兩年前，台灣民意基金會針對「台灣政黨認同與政黨形象」做了全國性的民意調查。

當時的目的是「如何適當地去理解台灣政治發展史上此一空前的結構性變化，並對未來

政黨政治的可能演變稍做嚴謹的、科學的臆測是本研究的目的。」所謂「台灣政治發展

史上的空前結構性變化」指的正是 2016 年總統與國會大選的結果，國民黨潰不成軍，

民進黨大獲全勝，台灣政治權力結構發生根本的變化。我當時提出一個理論觀點：政黨

認同與政黨形象的丕變是造成台灣基本政治權力結構重整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精確

的、深入的探討台灣政黨認同與政黨形象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今兩年過去了，民進黨完全執政兩年，雖努力推動各項改革，但蔡英文總統聲望

江河日下、中央政府施政表現不佳、民進黨政黨認同顯著下降，都是不爭的事實。問題

出在哪裡？是需要做非常有系統的、深入的檢視。尤其是，2018 年台灣地方大選已慢

慢逼近，各主要政黨在六都及各縣市候選人提名佈局也差不多塵埃落定了，這場四年一

次的地方大選會為台灣政治帶來什麼新的發展和衝擊，令人好奇。 

的確，要理解當前台灣政治的走向，精確的、深入的探討台灣政黨認同與政黨形象

是非常有必要的。台灣人政黨認同的最新狀況為何？台灣兩個主要政黨的形象是否出現

新的轉變？什麼樣的轉變？轉變的方向與幅度為何？會對現實政治產生什麼影響？非

常值得我們關注。 

當然，蔡英文總統的聲望如何？台灣人對賴清德內閣施政表現的感受為何？台灣人

的民族認同有無新的發展？都是我們持續關注的重點。 

 

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背景下，我們 7 月全國性民調就以「2018 台灣政黨形象」為主題，進行相

關議題的調查研究。這涵蓋以下六大重點：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 

（二）賴清德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三）政黨認同 

（四）台灣人心目中的民進黨與國民黨 

（五）台灣人對第三勢力的態度 

（六）台灣人的民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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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調查期間與方法 

本次調查由台灣民意基金會游盈隆教授負責問卷設計、研究發現的判讀、報告撰寫、

及相關公共政策意涵的解析；山水民意研究公司受基金會委託，負責問卷編制、抽樣設

計、電話訪談與統計分析。訪問期間是 2018 年 7 月 9 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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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 人；抽樣誤差在 95%信心水準下約正負 3 個百分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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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來源是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肆、主要研究發現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33.4%，並無起色 

關於總統聲望，我們問：「蔡英文總統上任已經兩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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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非常贊同，28%還算贊

同，27.7%不太贊同，21.3%一點也不贊同，17.6%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言之，

最新民意顯示，2018年 7月，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有三成三的人基本上贊

同蔡英文總統領導國家的方式，四成九的人不贊同。不贊同的人比贊同的人多達 16個

百分點；另一方面，強烈不贊同的人有二成一左右。 

和上個月相比，贊同蔡總統領導國家方式的人上升 0.7 個百分點，不贊同的人下降

3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蔡英文總統聲望經過一個月後並無明顯上揚的跡象，儘管

不滿意者小跌三個百分點。整體而言，蔡英文總統聲望欲振乏力，依然在低檔徘徊。請

參見圖 1、圖 2、圖 3。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 在年齡層方面，在每一個年齡群組中，不贊同蔡總統職務表現的人都明顯多於

贊同的人；最高差距出現在 20-24 歲群組，達 23 個百分點；最低差距出現在

65 歲以上群組，達 9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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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蔡英文總統的聲望 （2018/7） 

 

 

圖 2：蔡英文總統聲望-前後兩個月的比較 （2018/6、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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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蔡英文總統聲望趨勢圖 （2016/5~2018/7） 

 

 

69.9%
67.0%

55.9%
52.3%

44.7% 44.0%

41.4%

38.0%
33.8%

41.4%

37.6%
38.6% 39.4%

33.1%
29.8%

46.4%
43.7%

38.6%
35.9%

31.7%
33.5% 32.0%

39.2%

32.7% 33.4%

8.8%

15.6%

21.1%

33.2%
33.7%

41.2%

42.6%
43.7%

54.4%

41.3%

42.5% 46.0%
51.8%

49.6%50.0%

36.4% 37.3%

39.8%

46.6%46.7%47.1%
49.0% 47.6%

52.0%
49.0%

21.3%
17.5%

23.0%

14.5%

21.6%

14.8%
16.0%

18.4%

11.8%

17.4%
19.9%

15.4%

8.8%

17.3%
20.2%

17.2%
19.1%

21.5%

17.4%

21.6%
19.5% 18.9%

13.3%
15.3%

17.6%

0%

20%

40%

60%

80%

2016年

5月

(1,089)

6月

(1,077)

7月

(1,084)

8月

(1,076)

9月

(1,081)

10月

(1,083)

11月

(1,098)

12月

(1,097)

2017年

1月

(1,078)

2月

(1,088)

3月

(1,185)

4月

(1,082)

5月

(1,075)

6月

(1,080)

8月

(1,074)

9月

(1,074)

10月

(1,068)

11月

(1,074)

12月

(1,085)

2018年

1月

(1,074)

3月

(1,072)

4月

(1,072)

5月

(1,071)

6月

(1,073)

7月

(1,070)

贊同 不贊同 不知道

年度

月份

(樣本數)



5 

 

第二、 在教育程度方面，除了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外，其他教育程度群組皆顯示，

不贊同蔡總統職務表現的人都明顯多於贊同的人；最高差距出現在專科教育程

度者，達 23 個百分點；最低差距出現在初中/國中教育程度者，達 10 個百分

點。此外，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公民，不贊同蔡總統職務表現的比例高於百分

之五十。 

第三、 職業背景方面，每一種職業背景的人，包括自營商/企業主、高階白領人員、低

階白領人員、軍公教人員、勞工、農民、家庭主婦、學生、退休人員、及無業/

待業者，不贊同蔡總統職務表現的人都明顯多於贊同的人；最高差距出現在軍

公教人員群組，達 34 個百分點；最低差距出現在自營商/企業主群組，2.3 個百

分點。 

第四、 在政黨認同方面，除民進黨認同者中，有高達七成七基本上贊同蔡總統職務表

現外，中性選民中只有二成四贊同，國民黨認同者中只有 6.5%贊同。此外，中

性選民中有五成三不贊同，國民黨認同者中有八成四不贊同，民進黨認同者中

也有一成五不贊同。 

第五、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在七個地理區域中，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竹苗、中

彰投、雲嘉南、高屏澎、及基宜花東金馬，可明顯發現在每一個區域中，不贊

同蔡總統職務表現的人都明顯多於贊同的人；最高差距出現在台北市和基宜花

東金馬，達 28 個百分點；最低差距出現在雲嘉南，四個百分點。這具體說明了

蔡英文總統民意支持低落的現象是遍佈全國各地的。 

第六、 也是最後，根據圖 3 蔡英文總統聲望趨勢圖，蔡總統目前的民意支持度仍持續

低迷。從趨勢上看，自 2017 年 11 月開始，不贊同蔡總統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

人始終多於贊同的人，目前仍有 16 個百分點的差距。這清楚說明了蔡英文總統

的民意支持基礎薄弱，不受多數人民肯定。這樣的執政困境已持續八個月，蔡

總統能否藉此次七月內閣改組而脫困，重新贏回民心，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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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賴清德內閣的施政表現 

行政院長賴清德去年九月初上任迄今已十個月，他所領導的內閣無異是蔡政府的化

身。賴清德去年九月接替林全出任行政院長迄今，成功扮演了救援投手的角色，穩住了

搖搖欲墜的蔡政府。但上個月，也就是六月，台灣人對賴內閣施政表現首度出現不滿意

高於滿意的紅色警訊；七月，台灣人對賴內閣施政表現的感覺如何？ 

我們問：「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已經十個多月了。一般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

清德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結果發現：5.9%非常滿意，36.1%還算滿意，25.5%

不太滿意，16.9%非常不滿意，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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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的人滿意賴內閣的表現，也有 42.4%的人不

滿意。滿意的人和不滿意的人相差 0.4 個百分點，民意呈現正反對峙的狀態，基本上

延續了六月民意的氛圍；但若以此對照之前賴內閣的高人氣，現在的賴內閣已不再是

多數民意的寵兒。請參見圖 4、圖 5、圖 6。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以下六點值得注意： 

第一、 在年齡層方面，34 歲以下台灣成年人，不滿意賴內閣施政表現者明顯多於滿意

者，同時，65 歲以上台灣人，滿意賴內閣施政表現者遠多於不滿意者。 

第二、 在教育程度方面，在專科及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台灣人中，不滿意賴內閣施政

表現者遠多於滿意者，同時，在初中/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中，滿意賴內閣施政

表現者遠多於不滿意者；在高中/高職教育程度者中，滿意者略多於不滿意者

1.7 個百分點。 

圖 4：台灣人對賴清德內閣施政表現的態度 （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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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賴清德內閣施政滿意度：最近兩個月的比較 （2018/6、2018/7） 

 
 

 

圖 6：賴清德內閣施政表現滿意度趨勢圖 （2017/10~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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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在職業背景方面，在自營商/企業主、家庭主婦及退休人員方面，滿意賴內閣施

政表現的人明顯多於不滿意的人 5-7 個百分點，同時，在軍公教人員、高階白

領人員、無業/待業者方面，不滿意者明顯多於滿意者 9-26 個百分點；在基層

白領人員、勞工、農民、學生方面，則是平分秋色的局面。 

第四、 在地緣政治方面，在台北市、新北市、桃竹苗、中彰投、基宜花東金馬方面，

不滿意賴內閣施政表現者皆明顯高出滿意者 5-18 個百分點，同時，在雲嘉南和

高屏澎方面，滿意者明顯高於不滿意者 7-31 個百分點。 

第五、 在政黨認同者方面，雖然民進認同者中有八成三的人滿意賴內閣施政表現，但

中性選民中有四成六不滿意，國民黨認同者則有七成四不滿意。 

第六、 也是最後，從圖 6 賴內閣施政滿意度趨勢來看，賴內閣從去年九月上任以來，

施政表現相當受民眾肯定和期待，但近兩個月，滿意和不滿意比例已相當接

近，甚至不滿意已略為超過滿意，這表示，賴內閣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執政壓

力和挑戰，也象徵賴內閣目前尚能挺的住。問題是，接下來幾個月能不能繼續

挺得住？七月內閣改組是當前面對整體執政困境還能運用的牌，但會有多大作

用？猶待觀察。 

 

 

三、台灣人最新的政黨認同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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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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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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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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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程度上可以較精確地反映藍綠勢力的大小與分布。 

具體地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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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強烈民進黨，18.7%溫和民進黨，49.6%

中性選民，16.9%溫和國民黨，3.8%強烈國民黨，4.5%不知道、拒答。換言之，2018 年

7 月，台灣藍綠勢力的分布，大體上是 25.2%綠，20.7%藍，49.6%是中性或獨立選民。

簡單的說，以全國為範圍的調查結果顯示，目前綠大於藍約 4.5 個百分點。請參見圖 7。 

如果和六月相比，綠減少 4.3 個百分點，藍減少 2.5 個百分點，藍綠認同度雙雙下

滑，同時，中性或獨立選民增加 5.9 個百分點，達到空前最高的 49.6%。這是台灣政黨

政治史上一個非常奇特的時刻。藍綠勢力合計只有 45.9%，比獨立選民少約 4 個百分

點，這是前所未見的現象。一言以蔽之，是台灣藍綠政黨社會支持力量最虛弱的時候，

它反映的是社會多數人對兩個主要政黨的不滿與失望，或說是，民進黨與國民黨社會支

持力量的顯著衰退。後續發展為何？甚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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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性選民（independent voters）的規模空前壯大時，有必要進一步加以解析。圖

8 呈現了一個最新的台灣人政黨認同的七分類狀態。根據這個圖，我們可以一目了然地

看到中性選民可以細分為三類：一類是「真正不偏不倚」的中性選民有 34.8%，另一類

是「中性偏綠」有 5.3%，還有一類是「中性偏藍」有 9.5%。整體來講，在台灣選民中，

深綠加淺綠再加中性偏綠，大約有 30.5%，而深藍加淺藍再加中性偏藍，大約是 30.2%。

換句話說，總體綠藍支持者剛好各佔三成，平分秋色，綠藍之間已經沒有顯著差距了。

這個情況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發生在民進黨完全執政時期？值得深入研究。 

 

圖 7：台灣人的政黨認同 (2018/7 月)

 

 

圖 8：台灣人的政黨認同-七分類 (2018/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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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台灣人政黨認同趨勢圖 （2016/5~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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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9，近兩年台灣人政黨認同趨勢圖，可以看出整體政黨認同趨勢的變化。且

分三點加以說明：第一，民進黨方面，在過去兩年中，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認同的大起

大落，最高是 2016 年 6 月的 51.6%，然後隨著政局演變，形勢的推移，民進黨認同一

路下滑，雖然中間有小的起落，但到現在只剩 25.2%，是歷史的新低點；第二，在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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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低迷但穩定的狀態，而最高點是 2017 年 10 月，也只有 25.2%，目前則是 20.7%，

狀況也很糟；第三，中性選民或獨立選民方面，在過去兩年中，也呈現了相當大的高低

起伏，最低是 2016 年 6 月的 27%，最高是 2018 年 7 月的現在 49.6%，是歷史的新高

點。 

從大的方面看，在過去的兩年中，兩大黨認同者加起來最高曾佔有成年人口的

70.5%，最低則是目前的 45.9%；我之前曾提出台灣正在出現一個空前的「政黨選民解

組」（partisan de-alignment）現象，最新的證據顯示這一進行中的現象在加劇當中，這

當然是一個異常的現象，它究竟對台灣當前的兩個主要政黨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對

2018 年九合一選舉過程與結果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非常值得持續觀察。 

 

 

四、台灣人心目中的主要政黨：民進黨 VS.國民黨 

政黨形象(party image)和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是不同的概念。政黨認同指

的是是一種較長期的、穩定的心理機制，它對個人如何理解外在政治世界影響甚巨，它

不但影響個人對各種公共議題的立場，也左右個人對候選人的認知、喜好和評價。政黨

形象指的則是「人民心目中有關政黨的圖像」。根據西方政治學者研究的發現，政黨形象

的概念包含有認知和評價的成分。透過對政黨形象的調查研究，可以更具體的認識與瞭

解人民對政黨的認知與好惡。政黨形象一方面可以導致個人政黨認同的改變，另一方面

它可以將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賦予政治的內涵，進而引發政黨的重組。 

在這些概念基礎上，我根據十項判準（Criteria），透過比較的方式，希望深入瞭解

台灣人眼中的兩個主要政黨，民進黨與國民黨，看起來像什麼？這十項判準包括：1）代

表台灣人的利益；2)具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3)清廉；4）代表一般人的利益；5)有理想

性；6）有執政能力；7）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8）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9)重視自

由與人權；10)重視生態環境保護。以下是我們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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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代表「台灣人利益」方面 

我們問：「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哪一個政黨比較能代表「台灣人的利益」（就

是台灣 2350 萬人的利益）？還是，兩黨都一樣？」結果發現：32.1%認為民進黨比較

能代表台灣人的利益，27.8%認為國民黨比較能代表台灣人的利益，24.4%認為兩黨都

不能代表台灣人的利益，6.9%認為兩黨一樣能代表台灣人的利益，8.8%很難說、不知

道、拒答。換言之，在代表台灣人利益方面，民進黨只比國民黨多 4.3 個百分點，這意

味著在台灣人心目中，就這一點而言，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差異並不大。這是一個非常令

人驚訝的發現。請參見圖 10。 

如果和兩年前的研究相比較，可以清楚的看見，認為「民進黨比較能代表台灣人利

益」的人減少了 9 個百分點，而認為「國民黨比較能代表台灣人利益」的人增加了 8 個

百分點，結果就是民進黨的政黨形象變模糊了，民進黨和國民相去不遠了。請參見圖 11。 

 

圖 10：在這兩個政黨中，哪一個政黨比較能代表台灣人的利益？（2018/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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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哪一個政黨比較能代表「台灣人的利益」？（2016 vs.2018） 

 

 

 

 

民進黨從黨外到正式組黨，一路走來，始終標榜自己是真正代表台灣人利益的政黨，

而中國國民黨則是外來政權。兩黨經歷台灣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本土化，過程中相互

的對抗、對立，激烈的交鋒較勁，競爭選民支持。如今，當台灣已經完成三次政黨輪替

執政，民進黨首次完全執政時，做為民進黨胎記般的特質「真正代表台灣人利益的政黨」，

如今卻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和外來的國民黨分享了，不再是民進黨獨享的特質。這一切的

轉變都是在過去兩年間發生的，這究竟是一種社會的進步？還是民進黨的退步和變質？

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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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具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方面 

我們問：「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個政黨比較「具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

還是兩黨都一樣？」結果發現：45.9%認為民進黨比較具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14.1%

認為國民黨比較具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25.3%認為兩黨都一樣沒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

6.8%認為兩黨都一樣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8%很難說、不知道、拒答。由此可見，就

「改革的魄力與決心」而言，民進黨和國民黨是有鮮明的對比，過半數的台灣人都認為

民進黨，相對於國民黨而言，是比較有改革的魄力和決心。請參見圖 12。 

 

圖 12：在兩個政黨中，哪一個政黨「較具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2018/7 月） 

 

 

如果和 2016 年同樣的研究做比較，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2018 認為民進黨比較具

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的人是 45.9%，比 2016 年的 47.7%，只減少了 1.8 個百分點；同

時，2018 認為國民黨比較具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的人有 14.1%，比 2016 年多了 5 個

百分點。由此可見，「改革」已經是民進黨政黨形象中最鮮明的標記，相對地，國民黨在

這方面被暗示是保守的、和現狀妥協的或捍衛社會現狀的政黨。請參見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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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哪一個政黨比較「具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2016 vs.2018） 

 
 

 

（三）在「清廉」方面 

我們問：「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個政黨比較「清廉」？還是兩黨都一樣？」

結果發現：26.1%認為民進黨比較清廉，17.1%認為國民黨比較清廉，5.4%認為兩黨一

樣清廉，40.5%認為兩黨一樣都不清廉，10.9%很難說、不知道、拒答。換言之，認為

民進黨比較清廉的人比認為國民黨比較清廉的人多 9 個百分點，但是，有高達約四成一

的人認為兩黨都不清廉，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因為這代表社會有相當可觀的人對

兩大政黨的不信任或厭惡。請參見圖 14。 

圖 14：在這兩個政黨中，哪一個政黨比較「清廉」？（2018/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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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在這兩個政黨中，哪一個政黨比較「清廉」？（2016 vs.2018） 

 

 

 

如果和 2016 年的研究做比較，可以發現，認為民進黨比較清廉的人減少 2.7 個百

分點，但認為國民黨比較清廉的人多了 8 個百分點。整體來看，台灣社會，在兩黨之間，

還是肯定民進黨比較清廉，只不過就絕對的數字來看，不論是 2016 年的兩成九，或 2018

的兩成六，都和以標榜「清廉」為核心價值的民進黨格格不入，是民進黨需高度警惕的。

在國民黨方面，不論是 2016 年的 9 個百分點，或 2018 年的 17 個百分點，都是一個羞

恥的印記，它代表的是台灣人對國民黨的印象、感覺或成見。這或許也是國民黨政黨認

同在過去兩年中始終無法超越 25%的原因之一吧！請參見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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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代表一般人利益」 

 政黨皆有其社會基礎，尤其是有執政可能性的政黨。政黨主要代表的利益是什

麼？在一般人眼中，政黨主要代表誰的利益？是中產階級、工農階級、資產階級或貴

族階級的利益？或者說，政黨代表的是有錢有勢者的利益，還是代表一般老百姓的利

益、社會弱勢者的利益？ 

我們問：「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個政黨比較「代表一般老百姓（普通人或

平民）的利益」？還是兩黨都一樣？」結果發現：29.8%認為民進黨比較代表一般人的

利益，25.9%認為國民黨比較代表一般人的利益，6.4%認為兩黨都一樣能代表一般人的

利益，但有 29.6%認為兩黨都不能代表一般人的利益，8.3%很難說、不知道、拒答。換

句話說，在台灣社會，在比較兩個政黨時，有較多數的人傾向認為民進黨比較能代表一

般人或升斗小民的利益，雖然兩黨差距只有四個百分點；此外，有高達三成的人認為兩

黨都不能代表一般人的利益，暗示著社會上存有可觀的人認為兩大黨和有權有勢者的利

益有扯不清的關係。請參見圖 16。 

如果和 2016 年的研究做比較，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民進黨政黨形象的丕變。

2016 年 7 月，認為民進黨比較能代表一般人利益的人高達四成五，但到了 2018 年 7

月，認為民進黨比較能代表一般人利益的人只剩下三成，兩者相差 15 個百分點，這是

一個極顯著的政黨形象的轉變。相對地，在 2016 年 7 月，只有一成三的人認為國民黨

較能代表一般人的利益，到了 2018 年 7 月，卻增加到兩成六，足足增加了一倍，大大

地扭轉了國民黨的基層形象，而這是否是國民黨刻意造成的？或不經意造成的？值得做

進一步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政黨形象的轉變，的確和國民黨過去所代表的權貴、

買辦、財團、資本家利益的形象有了很大地改變。綜合來看，民進黨是否「代表一般人

利益」的形象上已趨向模糊，而且和國民黨相去不遠，應該有所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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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在兩個政黨中，哪一個政黨較能「代表一般人的利益」？（2018/7 月）  

 

 

 

圖 17：哪一個政黨比較「代表一般老百姓的利益」？（2016 v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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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理想性」方面 

政黨有沒有理想性？代表的是政黨是否追求理想，而不是只談現實。有熱情追求理

想的政黨，代表的是清新、純潔和普遍利益，和只計較現實利益、暮氣沈沈的政黨自然

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問：「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個政黨比較「有理想性」？還是兩黨都一

樣？」結果發現：32.1%的台灣成年人認為民進黨比較有理想性，22.8%認為國民黨比

較有理想性，9.3%認為兩黨一樣有理想性，但有 24.2%認為兩黨都一樣沒有理想性，

11.5%很難說、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在台灣社會中，認為民進黨比較有理想性的

人比認為國民黨比較有理想性的人多 9 個百分點。從一個相對的角度來看，民進黨在台

灣人眼中是比較有理想性，但也只不過多國民黨 9 個百分點而已。從絕對數字來看，台

灣兩個主要政黨並不被絕大大多數台灣人認為有理想性，或許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尤其

是國民黨，而民進黨也相去不遠。請參見圖 18。 

 

 

圖 18：在這兩個政黨中，哪一個政黨比較「有理想性」？（2018/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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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執政能力」方面 

政黨有沒有執政能力？常見諸於台灣政黨競爭與攻防。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國

民黨長自我標榜為「唯一具有執政能力的政黨」，並以此強烈攻擊新興的民進黨；民進黨

當時的確沒有中央執政經驗，因此飽受國民黨砲火肆虐，苦不堪言。而今台灣已經歷三

次政黨輪替，一般民眾對於兩個主要政黨執政能力的認知和評價為何？值得探究。 

我們問：「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個政黨比較「具有執政的能力」？還是兩

黨都一樣？」結果發現：35.2%認為國民黨比較有執政能力，22%認為民進黨比較有執

政能力，10.7%認為兩黨一樣有執政能力，23.5%則認為兩黨一樣都沒有能力，8.6%很

難說、不知道、拒答。換言之，今日的台灣社會中，較多數人認為國民黨比民進黨有執

政能力，雖然也有兩成四的人對兩黨的執政能力均抱持否定的態度。這項發現在民進黨

完全執政的今天可說是寓意深遠，對執政當局而言不免尷尬。更重要的是，當台灣多數

人對民進黨執政能力失去信心，甚至認為連國民黨都不如，那對民進黨會是一個很大的

傷害，尤其如果這種認知和評價演變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時。選民似乎是健忘

的，就在兩年半前，絕大多數人民用選票教訓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讓民進黨大獲全

勝並進而完全執政。如今為何反而有較多數的人肯定起國民黨，寧非怪哉？請參見圖 19。 

 進一步的交叉分析顯示，這種認為國民黨比民進黨有執政能力的氛圍，竟四處瀰

漫，不分性別、年齡、省籍族群、教育程度、職業背景（除農民與學生外）、地理區域

（雲嘉南除外）；此外，中性選民當中，有三成四認為兩黨均無執政能力，三成二認為

國民黨較有執政能力，一成認為民進黨較有執政能力，還有一成四認為兩黨一樣有執

政能力，一成二不知道。這項發現對執政的民進黨相當不妙。 

 

 

圖 19：在這兩個政黨中，哪一個政黨較具有執政能力？（2018/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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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方面 

兩岸關係，或台灣與中國關係，是台灣任何政黨上台都必須面對處理的棘手問題。

因此，政黨有沒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就成為台灣政黨形象中的重要特質，也往往成為

大選時選民決定是否投票支持的重要考慮因素。 

我們問：「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個政黨比較「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還

是兩黨都一樣？」結果發現：有 57.8%的人認為相較之下，國民黨比民進黨較有能力處

理兩岸關係，10.1%認為民進黨比國民更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18.2%認為兩黨均沒有

能力處理兩岸關係，4.6%認為兩黨一樣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9.2%很難說、不知道、拒

答。換言之，在處理兩岸關係的能力方面，台灣人絕大多數認為國民黨比民進黨有能力，

兩黨在這方面的差距約 48 個百分點，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差距，國民黨竟然在這方面

獲得壓倒性的優勢。請參見圖 20。 

 

 

圖 20：在這兩個政黨中，哪一個黨較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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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多前，太陽花學運興起，嚴重質疑馬政府的兩岸政策，強烈反對「海峽兩岸經

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以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簽訂。當時，馬政府處理

兩岸關係的能力被嚴重質疑。影響所及，導致國民黨在 2014 和 2016 兩次選戰中慘敗。

如今時隔四年，整個台灣社會氣氛已然有了截然不同的轉變。這種轉變究竟是怎麼形成

的？值得深入探究。 

進一步的交叉分析顯示，這種認為國民黨比民進黨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的感覺，四

處瀰漫，不分性別、年齡、省籍族群、教育程度、職業背景、地理區域；甚至，民進黨

認同者中，認為國民黨比民進黨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的人還略多於那些認為民進黨比國

民黨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的人，僅關差距只有 0.7%；此外，中性選民中，有五成九的

人認為國民黨比民進黨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更別提國民黨認同者中有九成自認為比民

進黨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 

 

(八) 在「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方面 

經濟發展是台灣生存發展的命脈，不論哪一個政黨上台，念茲在茲的頭一件事情就

是把台灣經濟搞好。政黨有沒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往往也是選民在大選時考慮的

重要因素。當然，那也是良好政黨形象的重要特質之一。 

我們問：「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個政黨比較「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

還是兩黨都一樣？」結果發現：40.1%認為國民黨比較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17.6%

認為民進黨比較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7.2%認為兩黨一樣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

展，25.6%認為兩黨一樣都沒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9.5%很難說、不知道、拒答。

換言之，在台灣成年人中，明顯多數的人認為國民黨比民進黨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

認為民進黨比較有能力的人只有一成八。請參見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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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在這兩個政黨中，哪一個黨比較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2018/7 月） 

 

 

進一步的交叉分析顯示，這種認為國民黨比民進黨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的聲音

到處都是。不分性別、年齡、省籍族群、教育程度、職業背景和地理區域，皆出現一面

倒的否定民進黨、肯定國民黨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兩、三年前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不可

能出現的，如今卻出現？究竟是怎麼回事？如何造成的？誰造成的？深值探究。 

 

  

民主進步黨

17.6%

中國國民黨

40.1%

都一樣有能力

7.2%

都一樣沒有能力

25.6%

不知道

9.5%回答人數：1,070人



24 

 

（九）在「重視自由與人權」方面 

自由與人權乃普世價值，往往也是當代民主國家政黨的基本信念及核心價值。國內

兩大政黨，民進黨與國民黨，在台灣人心目中究竟誰比較重視「自由與人權」的價值呢？ 

我們問：「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個政黨比較「重視自由與人權」？還是兩

黨都一樣？」結果發現：43.4%覺得民進黨比較重視自由與人權，20.5%覺得國民黨比

較重視自由與人權，13%認為兩黨都一樣重視，也有 13.1%認為兩黨都一樣不重視，

9.8%很難說、不知道、拒答。由此可見，在台灣，有遠遠超過半數的人（五成六）認為

民進黨是比較重視自由與人權的政黨，相對之下，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認為國民黨比

較重視自由與人權。請參見圖 22。 

如果和兩年前同樣的研究結果做比較，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一方面，台灣人對民

進黨比較重視自由與人權的認知沒有大的改變，另一方面，台灣人認為國民黨較重視自

由與人權的比例提升了 11 個百分點，也值得注意。 

 

圖 22：在這兩個政黨中，哪一個黨比較重視自由與人權？（2018/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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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哪一個政黨比較「重視自由與人權」？（2016 vs.2018） 

 

 

 

(十) 在「重視生態環境保護」方面 

生態環境的保護是文明國家珍惜的價值，也有不少政黨因此而建立，例如德國的綠

黨。台灣主要政黨中，哪一個政黨較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當然也是攸關政黨形象的重

要問題。 

我們問：「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個政黨比較「重視生態環境保護」？還是

兩黨都一樣？」結果發現：有 33.7%認為民進黨比較重視生態環境保護，13.6%認為國

民黨比較重視生態環境保護，11%認為兩黨都一樣重視，但也有 26.1%認為兩黨都一樣

不重視，15.8%很難說、不知道、拒答。由此可見，在台灣，明顯較大多數的人認為民

進黨比較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四成五），而認為國民黨較重視太環境保護的人只有兩成

五左右。民進黨在這方面顯然較受民眾肯定。請參見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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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在這兩個政黨中，哪一個黨比較重視生態環境保護？（2018/7 月） 

 

 

 

(十一) 綜合討論：民進黨與國民黨政黨形象大 PK，結果 7:3 

根據表 1、表 2、表 3，以及上述的分析和討論，我們可以進一步綜合歸納如下： 

首先，根據十個明確且重要的標準，2018 台灣人心目中的民進黨在七個方面勝過

國民黨，依序是：具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重視自由與人權、重視生態環境保護、代表

台灣人的利益、有理想性、代表一般老百姓的利益、以及清廉。其中尤其以具有改革的

魄力與決心、重視自由與人權、重視生態環境保護最鮮明，領先國民黨的幅度從 20.1%

到 31.8%。其次是在有理想性和清廉這兩個特質上，民進黨領先國民黨約九個百分點，

雖然這樣的領先差距似乎無從讓老民進黨人感到光榮。第三，在代表台灣人利益和代表

一般老百姓利益這兩個方面，民進黨固然仍勝過國民黨 4 個百分點，但這樣的領先幅度

意味著在台灣人心目中，民進黨與國民黨在這兩項利益的代表上已相去不遠。換句話說，

在台灣民眾心目中，民進黨在這兩種利益的代表上已漸趨模糊，或說是不再能像過去那

樣霸氣的主張只有民進黨足以代表台灣人的利益和一般勞苦大眾的利益。這無疑是民進

黨政黨形象的巨大轉變，也是民進黨的根本危機。 

  

民主進步黨

33.7%

中國國民黨

13.6%
都一樣重視

11.0%

都一樣不重視

26.1%

不知道

15.8%
回答人數：1,0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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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民進黨政黨形象特質（2018/7 月） 

 

 

 表 2：國民黨政黨形象特質（2018/7 月） 

 

 

排名 十項特質 %

1 具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 45.9%

2 重視自由與人權 43.4%

3 重視生態環境保護 33.7%

4 代表台灣人的利益 32.1%

5 有理想性 32.1%

6 代表一般老百姓的利益 29.8%

7 清廉 26.1%

8 具有執政的能力 22.0%

9 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 17.6%

10 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 10.1%

　民進黨

排名 十項特質 %

1 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 57.8%

2 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 40.1%

3 具有執政的能力 35.2%

4 代表台灣人的利益 27.8%

5 代表一般老百姓的利益 25.9%

6 有理想性 22.8%

7 重視自由與人權 20.5%

8 清廉 17.1%

9 具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 14.1%

10 重視生態環境保護 13.6%

　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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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民進黨與國民黨政黨形象特質的比較（2018/7 月） 

 

 

第二， 在上述十項標準中，國民黨在三項重要特質上大幅領先民進黨，包括有能力

處理兩岸關係、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以及較具有執政能力，領先的幅度從 13 到

48 個百分點。換一個角度說，在台灣民眾心目中，這三項特質不但不是執政的民進黨的

強項，反而成為民進黨的阿基理斯鍵，或說是民進黨的罩門。國民黨在這三項特質上具

有壓倒性的優勢，尤其是兩岸與經濟方面；這勢必在當前及未來政黨競爭過程中，對民

進黨構成非常嚴重的威脅與挑戰。除此之外，國民黨在台灣人眼中是有許多不如民進黨

的地方，包括改革的魄力與決心、重視自由與人權、重視生態環境保護、代表台灣人的

利益、有理想性、代表一般老百姓的利益、以及清廉。這七項重要的政黨形象特質，也

構成國民黨的弱點與罩門，儘管程度有所不同。請參見表 2 與表 3。 

第三，也是最後，從政黨形象變遷的角度看，根據 2016 與 2018 兩年的比較分析，

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趨勢，那就是，民進黨整體形象變壞了，而國民黨整體形象提升了。

兩年前，民進黨形象一枝獨秀，在每一個可以想像的方面，台灣民眾都給予非常正面的

評價；執政兩年後，民進黨在三個任何執政黨都會全力維護的核心特質上失去人民的信

心，包括執政能力、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和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甚至，在代表台

灣人利益及代表普通人利益的傳統優勢形象特質上，民進黨也漸趨模糊。此外，民進黨

的理想性與清廉，在許多民眾心目中，也不見得比國民黨高出多少，雖然兩黨這方面的

的差異還是可區辨的。另一方面，國民黨形象提升，基本上是拜民進黨這兩年執政表現

不佳所賜。在台灣人眼中，國民黨過去執政表現的壞記錄、壞印象還在，但不可抹煞的

一個事實是：國民黨過去再壞、再差，仍然是目前取代民進黨執政的唯一選擇。許多人

或許因對民進黨的失望和不滿而出現移情作用，不自覺地美化了國民黨，因為那是沒有

選擇的選擇。 

十項特質
民進黨 國民黨 差距

(民-國)

具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 45.9% 14.1% 31.8%

重視自由與人權 43.4% 20.5% 22.9%

重視生態環境保護 33.7% 13.6% 20.1%

代表台灣人的利益 32.1% 27.8% 4.3%

有理想性 32.1% 22.8% 9.3%

代表一般老百姓的利益 29.8% 25.9% 3.9%

清廉 26.1% 17.1% 9.0%

具有執政的能力 22.0% 35.2% -13.2%

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 17.6% 40.1% -22.5%

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 10.1% 57.8%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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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人對強大第三勢力的想望 

 根據我這兩年對台灣政黨認同與政黨感情的研究，我發現民進黨認同有大起大落

的不穩定現象，國民黨認同基本上雖沒大變化但有緩步上揚的態勢，同時，獨立選民

的規模空前壯大。對於這一個顯著的現象，我認為台灣此時可能正進行著一個新的、

規模可觀的「政黨選民重組」（Partisan de-alignment）過程。2018 台灣政黨形象的研

究發現也提供了不少支持性的證據。如果「政黨選民重組」是台灣當前正進行中的顯

著現象，那麼台灣社會應該會期待一個強大的第三勢力的出現。 

我們問：「整體來講，您覺得台灣有沒有需要出現新的政黨（也就是說，強大的第三

勢力）去取代民進黨和國民黨？」結果發現：32.8%覺得非常有需要，24.5%覺得還算

有需要，21.7%覺得不太有需要，14.1%覺得一點也不需要，7%很難說、不知道、拒答。

換句話說，在台灣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中，有高達五成七覺得台灣有需要出現新的政黨

來取代民進黨與國民黨，認為沒有需要的只有三成六。值得注意的是，認為台灣目前非

常有需要一個新的、足以取代兩大黨的強大第三勢力的人，竟然高達三成三。這初步證

實了當前台灣社會正渴望一個可以取代兩大黨的強大第三勢力的出現。而這也可能反映

了當前台灣社會絕大多數人對傳統兩大黨，民進黨與國民黨，的不滿、失望與厭煩，進

而期待有新的強大第三勢力的出現，但又有種無可奈何的心情。請參看圖 26。 

從台灣政治現實看，如果所謂的「第三勢力」是泛指民進黨與國民黨之外的任何政

治勢力或組織，那麼台灣目前已經有時代力量、親民黨、台聯、新黨、綠黨、社民黨、

民國黨、統促黨、自由台灣黨等等，在這些政黨中，尚無任何一個政黨可以取代民進黨

與國民黨，即便是實力相對較強的時代力量要和兩大黨抗衡，都極為辛苦，都有蜻蜓憾

樹的辛酸。 

圖 25：台灣人對強大第三勢力的想望 （2018/7 月）  

 

32.8%

24.5%

1.4%

21.7%
14.1%

0%

10%

20%

30%

40%

50%

非常有需要 還算有需要 很難說 不太有需要 一點也不需要

回答人數：1,070人



 2018台灣政黨形象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宜蘭縣 21 2.0%

新竹縣 24 2.2%

苗栗縣 25 2.3%

彰化縣 58 5.4%

南投縣 23 2.2%

雲林縣 32 3.0%

嘉義縣 24 2.3%

屏東縣 39 3.6%

台東縣 10 0.9%

花蓮縣 15 1.4%

澎湖縣 5 0.5%

基隆市 17 1.6%

新竹市 19 1.8%

嘉義市 12 1.1%

台北市 121 11.3%

高雄市 128 11.9%

新北市 182 17.0%

台中市 124 11.6%

台南市 87 8.1%

桃園市 97 9.0%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7 0.6%

1,070 100.0%

非常贊同 58 5.4%

還算贊同 300 28.0%

不太贊同 297 27.7%

一點也不贊同 228 21.3%

沒意見 99 9.2%

不知道 86 8.1%

拒答 3 0.3%

1,070 100.0%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

市？

合計

Q2．蔡英文總統上任已經兩年多，您

贊同或不贊同她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

包括重要人事安排與政策？

合計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執行單位：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訪問地區：全國 

訪問對象：二十歲以上成年人 

抽樣方法：以全國住宅電話用戶為抽樣架構；以系統抽樣加尾兩碼隨機方式抽樣 

訪問日期：107 年 7 月 09 日 至 107 年 7 月 11 日 

有效樣本：1,070 人 

抽樣誤差：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約 ± 3.00 個百分點 

訪問系統：玉瑪科技 Win Cati 調查系統 

加權方式：依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進行地區、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加權，以符合母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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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政黨形象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滿意 63 5.9%

還算滿意 387 36.1%

不太滿意 273 25.5%

非常不滿意 181 16.9%

沒意見 59 5.5%

不知道 106 9.9%

拒答 1 0.1%

1,070 100.0%

非常接近民進黨 70 6.5%

還算接近民進黨 200 18.7%

中立但偏民進黨 56 5.3%

中立／不偏任何政黨 372 34.8%

中立但偏國民黨 102 9.5%

還算接近國民黨 180 16.9%

非常接近國民黨 41 3.8%

不知道 44 4.1%

拒答 4 0.4%

1,070 100.0%

民主進步黨 344 32.1%

中國國民黨 297 27.8%

都一樣能代表台灣人的利益 73 6.9%

都一樣不能代表台灣人的利益 261 24.4%

很難說 25 2.3%

不知道 69 6.4%

拒答 1 0.1%

1,070 100.0%

民主進步黨 491 45.9%

中國國民黨 150 14.1%

都一樣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 73 6.8%

都一樣沒有改革的魄力與決心 270 25.3%

很難說 11 1.1%

不知道 71 6.7%

拒答 2 0.2%

1,070 100.0%

民主進步黨 279 26.1%

中國國民黨 183 17.1%

都一樣清廉 58 5.4%

都一樣不清廉 434 40.5%

很難說 27 2.5%

不知道 87 8.2%

拒答 2 0.2%

1,070 100.0%

Q7．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

個政黨比較「清廉」？還是兩黨都一

樣？

合計

合計

Q3．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已經十個月

了。一般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清

德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

合計

Q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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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

個政黨比較能代表「台灣人的利益」（

就是台灣2350萬人的利益）？還是兩

黨都一樣？

合計

Q6．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

個政黨比較「具有改革的魄力與決

心」？還是兩黨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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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政黨形象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民主進步黨 319 29.8%

中國國民黨 277 25.9%

都一樣能代表平民的利益 68 6.4%

都一樣不能代表平民的利益 317 29.6%

很難說 24 2.3%

不知道 62 5.8%

拒答 3 0.2%

1,070 100.0%

民主進步黨 344 32.1%

中國國民黨 244 22.8%

都一樣有理想性 100 9.3%

都一樣沒有理想性 259 24.2%

很難說 27 2.5%

不知道 93 8.7%

拒答 3 0.3%

1,070 100.0%

民主進步黨 236 22.0%

中國國民黨 377 35.2%

都一樣有能力 114 10.7%

都一樣沒有能力 251 23.5%

很難說 31 2.9%

不知道 59 5.5%

拒答 2 0.2%

1,070 100.0%

民主進步黨 108 10.1%

中國國民黨 619 57.8%

都一樣有能力 49 4.6%

都一樣沒有能力 195 18.2%

很難說 18 1.7%

不知道 81 7.5%

1,070 100.0%

民主進步黨 188 17.6%

中國國民黨 429 40.1%

都一樣有能力 77 7.2%

都一樣沒有能力 274 25.6%

很難說 25 2.3%

不知道 76 7.1%

拒答 1 0.1%

1,070 100.0%

Q10．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

個政黨比較「具有執政的能力」？還是

兩黨都一樣？

合計

Q11．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

個政黨比較「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

還是兩黨都一樣？

合計

Q12．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

個政黨比較「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

展」？還是兩黨都一樣？

合計

Q8．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

個政黨比較「代表一般老百姓（普通人

或平民）的利益」？還是兩黨都一樣？

合計

Q9．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

個政黨比較「有理想性」？還是兩黨都

一樣？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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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政黨形象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民主進步黨 464 43.4%

中國國民黨 219 20.5%

都一樣重視 139 13.0%

都一樣不重視 140 13.1%

很難說 25 2.3%

不知道 79 7.3%

拒答 3 0.2%

1,070 100.0%

民主進步黨 360 33.7%

中國國民黨 145 13.6%

都一樣重視 117 11.0%

都一樣不重視 279 26.1%

很難說 22 2.1%

不知道 144 13.5%

拒答 2 0.2%

1,070 100.0%

非常有需要 351 32.8%

還算有需要 262 24.5%

不太有需要 232 21.7%

一點也不需要 151 14.1%

很難說 15 1.4%

不知道 60 5.6%

1,070 100.0%

台灣人 779 72.8%

中國人 105 9.8%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131 12.3%

沒意見 23 2.2%

不知道 27 2.5%

拒答 5 0.4%

1,070 100.0%

自營商/雇主 104 9.7%

公務人員 22 2.1%

軍人 1 0.1%

警察 1 0.1%

中小學老師 9 0.8%

民營公司或機構普通職員 216 20.2%

民營公司或機構主管人員 76 7.1%

勞工 156 14.6%

專業人員 39 3.6%

在學學生 34 3.2%

農民 41 3.8%

退休 125 11.7%

無業/待業 44 4.1%

家庭主婦 197 18.4%

拒答 4 0.4%

1,070 100.0%

Q13．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

個政黨比較「重視自由與人權」？還是

兩黨都一樣？

合計

Q14．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

個政黨比較「重視生態環境保護」？還

是兩黨都一樣？

合計

Q15．整體來講，您覺得台灣有沒有需

要出現新的政黨（也就是說，強大的第

三勢力）去取代民進黨和國民黨？

合計

Q16．在台灣，有人自認為自己是中國

人，也有人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請問

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或是

您有其他想法？

合計

Q17．請問您目前的職業身份是？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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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政黨形象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小學及以下 145 13.6%

初中、國中 132 12.3%

高中、高職 298 27.9%

專科 127 11.9%

大學 284 26.5%

研究所及以上 79 7.4%

拒答 4 0.4%

1,070 100.0%

20～24歲 87 8.1%

25～29歲 88 8.2%

30～34歲 91 8.5%

35～39歲 112 10.4%

40～44歲 104 9.7%

45～49歲 100 9.3%

50～54歲 101 9.5%

55～59歲 101 9.4%

60～64歲 89 8.4%

65～69歲 71 6.7%

70歲及以上 118 11.0%

拒答 9 0.8%

1,070 100.0%

河洛人 782 73.1%

客家人 129 12.1%

外省人 130 12.1%

原住民 19 1.8%

新移民 3 0.3%

拒答 7 0.7%

1,070 100.0%

男性 525 49.1%

女性 545 50.9%

1,07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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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Q21．性別

合計

Q18．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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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政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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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29.4% 26.9% 22.7% 14.7% 525 49.1%

女性 4.5% 26.7% 28.5% 19.9% 20.4% 545 50.9%

5.4% 28.0% 27.7% 21.3% 17.6% 1,070 100.0%

20~24歲 2.7% 27.1% 30.5% 22.6% 17.0% 87 8.2%

25~34歲 3.1% 30.5% 21.2% 24.4% 20.7% 179 16.9%

35~44歲 4.2% 29.6% 37.4% 13.4% 15.4% 215 20.3%

45~54歲 3.8% 32.0% 27.1% 26.1% 11.0% 201 18.9%

55~64歲 7.1% 23.4% 27.3% 23.6% 18.7% 190 17.9%

65歲及以上 9.8% 23.9% 23.2% 19.6% 23.5% 189 17.8%

5.3% 27.9% 27.8% 21.3% 17.6% 1,061 100.0%

河洛人 5.1% 31.7% 27.6% 18.8% 16.8% 782 73.8%

客家人 4.7% 19.1% 32.7% 24.8% 18.7% 129 12.2%

外省人 4.3% 17.0% 23.3% 36.1% 19.2% 130 12.3%

原住民 24.2% 8.8% 45.5% 0.0% 21.4% 19 1.8%

5.3% 28.0% 28.0% 21.3% 17.4% 1,060 100.0%

小學及以下 8.6% 26.8% 21.8% 8.9% 33.8% 145 13.6%

初中、國中 5.1% 31.4% 22.6% 24.3% 16.6% 132 12.4%

高中、高職 6.3% 27.3% 30.9% 23.2% 12.3% 298 28.0%

專科 3.1% 29.6% 33.6% 22.2% 11.5% 127 12.0%

大學及以上 4.0% 27.6% 27.1% 23.5% 17.8% 363 34.1%

5.3% 28.1% 27.7% 21.4% 17.5% 1,066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5.0% 41.8% 22.6% 26.5% 4.1% 104 9.7%

高階白領人員 2.2% 26.0% 38.8% 18.8% 14.2% 115 10.8%

基層白領人員 2.8% 30.2% 30.5% 15.1% 21.4% 216 20.3%

軍公教人員 10.4% 19.9% 26.3% 38.1% 5.3% 33 3.1%

勞工 3.1% 28.0% 22.5% 22.4% 24.0% 156 14.6%

農民 4.1% 22.7% 35.3% 17.1% 20.7% 41 3.9%

學生 11.3% 21.1% 30.3% 13.4% 24.0% 34 3.2%

家庭主婦 5.9% 26.0% 28.6% 20.2% 19.3% 197 18.5%

退休人員 11.6% 26.5% 22.0% 25.3% 14.6% 125 11.7%

無業/待業者 4.3% 23.1% 19.8% 34.7% 18.1% 44 4.1%

5.2% 28.1% 27.7% 21.4% 17.6% 1,066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16.2% 60.8% 14.7% 0.5% 7.8% 270 25.3%

中性選民 2.0% 22.2% 31.1% 21.6% 23.1% 530 49.6%

國民黨認同者 0.9% 5.6% 36.6% 47.1% 9.8% 221 20.7%

不知道 3.6% 10.6% 23.0% 15.6% 47.2% 48 4.5%

5.4% 28.0% 27.7% 21.3% 17.6% 1,070 100.0%

台北市 5.2% 21.8% 31.8% 23.5% 17.6% 121 11.3%

新北市 9.5% 24.6% 25.9% 20.9% 19.1% 182 17.0%

桃竹苗 6.5% 28.5% 23.6% 28.8% 12.7% 165 15.4%

中彰投 2.9% 27.2% 32.0% 20.6% 17.3% 205 19.2%

雲嘉南 3.7% 36.9% 27.6% 17.1% 14.8% 155 14.5%

高屏澎 4.3% 31.7% 23.2% 17.5% 23.3%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6.2% 20.6% 34.0% 21.4% 17.9% 71 6.6%

5.4% 28.0% 27.7% 21.3% 17.6% 1,07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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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政策？

合計

教育程度

政黨認同

合計

年齡

合計

合計

性別

省籍

合計

職業

合計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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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政黨形象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5.8% 35.4% 24.4% 22.5% 12.0% 525 49.1%

女性 6.0% 36.9% 26.6% 11.6% 18.9% 545 50.9%

5.9% 36.1% 25.5% 16.9% 15.5% 1,070 100.0%

20~24歲 5.9% 28.5% 32.9% 14.9% 17.9% 87 8.2%

25~34歲 3.7% 33.4% 25.6% 17.3% 20.0% 179 16.9%

35~44歲 3.1% 40.3% 26.0% 16.5% 14.0% 215 20.3%

45~54歲 5.1% 37.4% 29.1% 18.9% 9.4% 201 18.9%

55~64歲 8.6% 36.5% 25.1% 19.5% 10.3% 190 17.9%

65歲及以上 9.6% 35.7% 18.1% 14.0% 22.7% 189 17.8%

5.9% 36.1% 25.5% 17.1% 15.4% 1,061 100.0%

河洛人 5.7% 38.3% 26.2% 14.1% 15.6% 782 73.8%

客家人 5.1% 37.9% 28.8% 19.9% 8.3% 129 12.2%

外省人 4.7% 25.1% 18.7% 33.2% 18.3% 130 12.3%

原住民 28.8% 12.2% 37.6% 0.0% 21.4% 19 1.8%

5.9% 36.2% 25.8% 16.9% 15.2% 1,060 100.0%

小學及以下 7.6% 43.7% 11.1% 7.9% 29.7% 145 13.6%

初中、國中 7.0% 37.9% 28.8% 11.8% 14.5% 132 12.4%

高中、高職 8.3% 37.8% 24.7% 19.9% 9.3% 298 28.0%

專科 2.7% 28.4% 33.2% 20.2% 15.5% 127 12.0%

大學及以上 4.0% 33.8% 27.9% 19.0% 15.3% 363 34.1%

5.9% 36.1% 25.5% 17.0% 15.5% 1,066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8.0% 42.4% 24.8% 18.0% 6.8% 104 9.7%

高階白領人員 2.2% 28.5% 31.1% 19.6% 18.6% 115 10.8%

基層白領人員 2.0% 39.4% 28.1% 14.4% 16.0% 216 20.3%

軍公教人員 7.1% 30.0% 23.5% 39.4% 0.0% 33 3.1%

勞工 6.9% 37.4% 19.8% 22.5% 13.4% 156 14.6%

農民 6.5% 35.3% 24.1% 18.7% 15.4% 41 3.9%

學生 14.9% 17.0% 29.6% 0.0% 38.5% 34 3.2%

家庭主婦 5.9% 37.7% 28.4% 8.2% 19.7% 197 18.5%

退休人員 9.8% 36.4% 21.1% 20.0% 12.7% 125 11.7%

無業/待業者 1.7% 35.0% 19.5% 26.3% 17.5% 44 4.1%

5.7% 36.2% 25.5% 17.0% 15.6% 1,066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15.9% 67.4% 11.5% 0.2% 5.0% 270 25.3%

中性選民 3.3% 29.2% 28.6% 17.3% 21.6% 530 49.6%

國民黨認同者 0.7% 15.8% 36.2% 37.7% 9.6% 221 20.7%

不知道 1.6% 30.0% 21.9% 11.5% 34.9% 48 4.5%

5.9% 36.1% 25.5% 16.9% 15.5% 1,070 100.0%

台北市 5.8% 34.5% 24.1% 24.9% 10.6% 121 11.3%

新北市 7.3% 31.7% 28.1% 16.4% 16.6% 182 17.0%

桃竹苗 2.9% 39.8% 26.8% 22.3% 8.1% 165 15.4%

中彰投 5.9% 30.2% 26.6% 19.8% 17.5% 205 19.2%

雲嘉南 7.6% 51.3% 17.7% 10.0% 13.5% 155 14.5%

高屏澎 4.8% 37.4% 23.2% 11.8% 22.8%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8.2% 23.1% 38.3% 11.2% 19.2% 71 6.6%

5.9% 36.1% 25.5% 16.9% 15.5% 1,070 100.0%

Q3．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已經十個月了。一般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賴清德內閣」的整體施

政表現？

合計

性別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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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政黨形象

民主

進步黨

中國

國民黨

都一樣

能代表

台灣人的

利益

都一樣

不能代表

台灣人的

利益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34.7% 26.7% 6.9% 24.7% 7.0% 525 49.1%

女性 29.6% 28.8% 6.8% 24.1% 10.7% 545 50.9%

32.1% 27.8% 6.9% 24.4% 8.9% 1,070 100.0%

20~24歲 32.1% 16.3% 5.0% 36.2% 10.4% 87 8.2%

25~34歲 31.1% 26.5% 9.2% 28.3% 4.8% 179 16.9%

35~44歲 29.4% 28.0% 6.6% 30.7% 5.2% 215 20.3%

45~54歲 32.1% 34.0% 5.2% 23.2% 5.4% 201 18.9%

55~64歲 30.7% 31.0% 8.8% 20.5% 9.0% 190 17.9%

65歲及以上 37.4% 25.3% 5.3% 13.7% 18.2% 189 17.8%

32.1% 28.0% 6.8% 24.5% 8.6% 1,061 100.0%

河洛人 36.0% 27.1% 6.0% 23.6% 7.3% 782 73.8%

客家人 25.5% 27.9% 9.7% 28.6% 8.4% 129 12.2%

外省人 15.7% 33.2% 6.4% 29.7% 14.9% 130 12.3%

原住民 33.1% 22.9% 21.4% 4.0% 18.6% 19 1.8%

32.2% 27.9% 6.8% 24.6% 8.6% 1,060 100.0%

小學及以下 35.0% 18.8% 10.8% 10.2% 25.1% 145 13.6%

初中、國中 35.5% 37.2% 5.8% 15.2% 6.3% 132 12.4%

高中、高職 31.1% 34.8% 4.6% 23.9% 5.5% 298 28.0%

專科 33.7% 24.5% 4.3% 30.3% 7.1% 127 12.0%

大學及以上 30.0% 23.5% 8.3% 31.7% 6.4% 363 34.1%

32.1% 27.9% 6.8% 24.4% 8.8% 1,066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41.9% 22.3% 5.8% 25.2% 4.8% 104 9.7%

高階白領人員 30.9% 26.9% 8.8% 29.8% 3.6% 115 10.8%

基層白領人員 30.2% 22.7% 9.9% 31.7% 5.5% 216 20.3%

軍公教人員 21.2% 36.5% 0.9% 41.4% 0.0% 33 3.1%

勞工 32.4% 31.3% 6.4% 21.3% 8.6% 156 14.6%

農民 38.6% 18.0% 6.0% 28.2% 9.2% 41 3.9%

學生 24.7% 6.9% 0.0% 48.6% 19.8% 34 3.2%

家庭主婦 28.0% 36.8% 7.1% 15.0% 13.1% 197 18.5%

退休人員 40.7% 28.1% 3.7% 18.4% 9.1% 125 11.7%

無業/待業者 24.8% 35.5% 6.2% 9.5% 24.0% 44 4.1%

32.2% 27.9% 6.7% 24.5% 8.7% 1,066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81.4% 3.8% 6.3% 5.5% 3.0% 270 25.3%

中性選民 18.6% 23.0% 8.9% 37.7% 11.8% 530 49.6%

國民黨認同者 7.0% 68.5% 3.5% 14.3% 6.7% 221 20.7%

不知道 19.8% 27.8% 3.2% 29.9% 19.4% 48 4.5%

32.1% 27.8% 6.9% 24.4% 8.9% 1,070 100.0%

台北市 30.6% 29.4% 3.9% 31.5% 4.6% 121 11.3%

新北市 32.5% 31.9% 4.1% 26.0% 5.6% 182 17.0%

桃竹苗 28.2% 34.6% 7.8% 23.0% 6.4% 165 15.4%

中彰投 30.6% 27.8% 8.8% 20.6% 12.2% 205 19.2%

雲嘉南 41.6% 19.5% 7.9% 25.1% 5.8% 155 14.5%

高屏澎 34.1% 22.4% 6.5% 22.9% 14.1%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22.0% 29.0% 10.0% 24.4% 14.6% 71 6.6%

32.1% 27.8% 6.9% 24.4% 8.9% 1,070 100.0%

Q5．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個政黨比較能代表「台灣人的利益」（就是台灣2350萬人的利

益）？還是兩黨都一樣？

合計

性別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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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政黨形象

民主

進步黨

中國

國民黨

都一樣

有能力

都一樣

沒有

能力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24.0% 36.5% 10.5% 22.1% 6.8% 525 49.1%

女性 20.1% 33.9% 10.8% 24.8% 10.3% 545 50.9%

22.0% 35.2% 10.7% 23.5% 8.6% 1,070 100.0%

20~24歲 20.6% 31.9% 6.7% 32.9% 7.9% 87 8.2%

25~34歲 19.0% 29.3% 12.6% 34.4% 4.7% 179 16.9%

35~44歲 19.4% 38.6% 14.6% 23.9% 3.5% 215 20.3%

45~54歲 22.2% 43.8% 9.3% 20.4% 4.3% 201 18.9%

55~64歲 22.0% 36.3% 9.7% 20.8% 11.2% 190 17.9%

65歲及以上 28.3% 29.8% 8.6% 14.2% 19.1% 189 17.8%

22.0% 35.5% 10.7% 23.5% 8.4% 1,061 100.0%

河洛人 23.2% 33.0% 10.9% 24.0% 8.9% 782 73.8%

客家人 18.8% 40.2% 8.0% 26.2% 6.7% 129 12.2%

外省人 17.2% 43.8% 11.2% 20.9% 6.8% 130 12.3%

原住民 33.1% 34.6% 21.4% 6.9% 4.0% 19 1.8%

22.1% 35.2% 10.8% 23.6% 8.3% 1,060 100.0%

小學及以下 24.8% 22.4% 12.4% 12.7% 27.7% 145 13.6%

初中、國中 28.2% 36.2% 11.1% 12.6% 11.8% 132 12.4%

高中、高職 22.5% 42.1% 10.9% 20.6% 3.9% 298 28.0%

專科 17.3% 38.2% 14.3% 28.1% 2.1% 127 12.0%

大學及以上 20.1% 33.6% 8.5% 32.1% 5.6% 363 34.1%

22.1% 35.3% 10.7% 23.4% 8.5% 1,066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23.6% 35.1% 7.3% 28.5% 5.6% 104 9.7%

高階白領人員 15.8% 34.9% 12.0% 33.6% 3.8% 115 10.8%

基層白領人員 20.6% 35.5% 10.8% 29.9% 3.2% 216 20.3%

軍公教人員 12.6% 54.8% 0.0% 27.9% 4.6% 33 3.1%

勞工 19.7% 36.4% 12.8% 19.1% 11.9% 156 14.6%

農民 33.1% 26.1% 8.3% 20.5% 11.9% 41 3.9%

學生 19.3% 13.4% 10.1% 36.2% 21.0% 34 3.2%

家庭主婦 23.3% 37.7% 10.6% 17.6% 10.8% 197 18.5%

退休人員 33.6% 33.3% 9.6% 14.6% 8.9% 125 11.7%

無業/待業者 11.5% 38.9% 16.2% 9.7% 23.6% 44 4.1%

22.1% 35.3% 10.5% 23.5% 8.6% 1,066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63.7% 9.1% 10.7% 12.1% 4.4% 270 25.3%

中性選民 9.6% 31.6% 13.5% 33.7% 11.7% 530 49.6%

國民黨認同者 1.9% 76.6% 5.8% 13.6% 2.0% 221 20.7%

不知道 17.7% 30.3% 2.1% 21.1% 28.9% 48 4.5%

22.0% 35.2% 10.7% 23.5% 8.6% 1,070 100.0%

台北市 15.3% 44.5% 6.4% 25.4% 8.5% 121 11.3%

新北市 23.4% 32.7% 9.5% 22.1% 12.3% 182 17.0%

桃竹苗 23.3% 42.0% 6.1% 21.0% 7.5% 165 15.4%

中彰投 17.7% 35.8% 15.4% 25.1% 6.0% 205 19.2%

雲嘉南 26.8% 25.5% 13.7% 26.2% 7.8% 155 14.5%

高屏澎 26.9% 28.9% 10.8% 23.2% 10.3%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17.4% 44.3% 11.3% 20.0% 7.0% 71 6.6%

22.0% 35.2% 10.7% 23.5% 8.6% 1,070 100.0%

Q10．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個政黨比較「具有執政的能力」？還是兩黨都一樣？

合計

性別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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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政黨形象

民主

進步黨

中國

國民黨

都一樣

有能力

都一樣

沒有

能力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1.3% 60.8% 3.2% 18.0% 6.7% 525 49.1%

女性 9.0% 55.0% 5.9% 18.5% 11.7% 545 50.9%

10.1% 57.8% 4.6% 18.2% 9.2% 1,070 100.0%

20~24歲 7.6% 60.9% 4.7% 22.1% 4.7% 87 8.2%

25~34歲 8.7% 55.2% 6.4% 26.9% 2.9% 179 16.9%

35~44歲 9.2% 66.0% 3.0% 16.5% 5.2% 215 20.3%

45~54歲 9.6% 64.9% 3.2% 18.4% 3.9% 201 18.9%

55~64歲 8.9% 59.1% 4.8% 15.1% 12.1% 190 17.9%

65歲及以上 15.0% 42.9% 6.0% 12.7% 23.4% 189 17.8%

10.0% 58.2% 4.6% 18.2% 9.0% 1,061 100.0%

河洛人 10.1% 56.7% 4.5% 19.9% 8.7% 782 73.8%

客家人 9.9% 63.6% 5.7% 13.8% 7.0% 129 12.2%

外省人 7.9% 63.1% 3.0% 14.6% 11.4% 130 12.3%

原住民 33.1% 34.6% 11.8% 4.0% 16.5% 19 1.8%

10.2% 58.0% 4.6% 18.2% 9.0% 1,060 100.0%

小學及以下 14.3% 36.1% 9.1% 7.6% 32.8% 145 13.6%

初中、國中 16.6% 57.9% 4.3% 11.4% 9.7% 132 12.4%

高中、高職 9.7% 65.6% 4.6% 15.1% 5.1% 298 28.0%

專科 7.5% 59.8% 2.2% 26.5% 4.0% 127 12.0%

大學及以上 7.6% 59.9% 3.6% 24.2% 4.7% 363 34.1%

10.2% 58.0% 4.6% 18.1% 9.2% 1,066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4.9% 56.7% 0.6% 20.6% 7.2% 104 9.7%

高階白領人員 6.0% 57.4% 3.1% 32.3% 1.3% 115 10.8%

基層白領人員 5.6% 60.5% 5.5% 24.7% 3.6% 216 20.3%

軍公教人員 11.5% 78.0% 0.0% 10.5% 0.0% 33 3.1%

勞工 13.7% 63.8% 4.0% 9.3% 9.3% 156 14.6%

農民 15.0% 42.5% 3.4% 21.1% 18.0% 41 3.9%

學生 6.9% 45.3% 9.5% 33.1% 5.3% 34 3.2%

家庭主婦 10.5% 54.8% 6.2% 11.5% 17.0% 197 18.5%

退休人員 14.8% 51.8% 5.3% 14.3% 13.7% 125 11.7%

無業/待業者 2.6% 72.7% 2.1% 10.2% 12.4% 44 4.1%

10.2% 58.1% 4.4% 18.3% 9.1% 1,066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29.8% 30.5% 7.0% 24.5% 8.1% 270 25.3%

中性選民 3.7% 59.2% 4.6% 20.4% 12.1% 530 49.6%

國民黨認同者 1.4% 90.4% 1.3% 5.1% 1.8% 221 20.7%

不知道 10.8% 47.0% 4.8% 19.7% 17.7% 48 4.5%

10.1% 57.8% 4.6% 18.2% 9.2% 1,070 100.0%

台北市 9.1% 59.3% 5.5% 22.3% 3.7% 121 11.3%

新北市 12.0% 62.5% 2.8% 17.9% 4.8% 182 17.0%

桃竹苗 6.4% 64.2% 6.4% 17.3% 5.6% 165 15.4%

中彰投 7.2% 57.3% 4.5% 19.7% 11.3% 205 19.2%

雲嘉南 14.2% 49.4% 4.6% 18.0% 13.7% 155 14.5%

高屏澎 15.1% 49.8% 3.1% 16.8% 15.1%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3.2% 67.9% 6.8% 13.7% 8.5% 71 6.6%

10.1% 57.8% 4.6% 18.2% 9.2% 1,070 100.0%

Q11．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個政黨比較「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還是兩黨都一樣？

合計

性別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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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政黨形象

民主

進步黨

中國

國民黨

都一樣

有能力

都一樣

沒有

能力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7.9% 41.2% 6.4% 26.4% 8.1% 525 49.1%

女性 17.3% 39.0% 8.0% 24.9% 10.7% 545 50.9%

17.6% 40.1% 7.2% 25.6% 9.4% 1,070 100.0%

20~24歲 15.5% 44.1% 6.9% 27.9% 5.6% 87 8.2%

25~34歲 11.7% 32.3% 9.9% 40.5% 5.7% 179 16.9%

35~44歲 17.1% 39.5% 7.6% 30.2% 5.6% 215 20.3%

45~54歲 15.5% 49.0% 5.7% 22.9% 6.9% 201 18.9%

55~64歲 18.0% 45.1% 8.0% 20.4% 8.6% 190 17.9%

65歲及以上 26.2% 33.1% 5.6% 14.1% 20.9% 189 17.8%

17.5% 40.3% 7.3% 25.7% 9.1% 1,061 100.0%

河洛人 18.0% 38.3% 8.1% 26.5% 9.1% 782 73.8%

客家人 18.3% 43.1% 5.0% 28.4% 5.2% 129 12.2%

外省人 14.4% 50.8% 1.6% 19.5% 13.7% 130 12.3%

原住民 23.9% 34.6% 21.4% 20.1% 0.0% 19 1.8%

17.7% 40.3% 7.2% 25.8% 9.0% 1,060 100.0%

小學及以下 25.9% 25.8% 6.3% 13.5% 28.5% 145 13.6%

初中、國中 21.4% 37.9% 11.2% 18.8% 10.7% 132 12.4%

高中、高職 17.0% 45.7% 6.2% 24.8% 6.4% 298 28.0%

專科 18.3% 39.1% 6.3% 31.0% 5.3% 127 12.0%

大學及以上 13.3% 42.8% 7.5% 31.3% 5.1% 363 34.1%

17.6% 40.3% 7.3% 25.5% 9.4% 1,066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5.6% 46.3% 4.0% 22.2% 11.8% 104 9.7%

高階白領人員 6.5% 45.8% 8.7% 35.2% 3.7% 115 10.8%

基層白領人員 16.0% 41.3% 6.6% 30.0% 6.0% 216 20.3%

軍公教人員 6.2% 54.6% 5.8% 32.5% 0.8% 33 3.1%

勞工 19.2% 35.7% 9.3% 26.7% 9.1% 156 14.6%

農民 32.1% 38.8% 0.0% 19.4% 9.7% 41 3.9%

學生 14.9% 26.3% 9.7% 41.5% 7.6% 34 3.2%

家庭主婦 20.7% 36.9% 6.7% 23.9% 11.9% 197 18.5%

退休人員 25.9% 37.3% 8.0% 15.2% 13.7% 125 11.7%

無業/待業者 13.2% 47.7% 9.6% 8.7% 20.9% 44 4.1%

17.6% 40.3% 7.1% 25.6% 9.4% 1,066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52.5% 13.5% 7.6% 20.1% 6.2% 270 25.3%

中性選民 6.2% 37.0% 8.7% 35.0% 13.0% 530 49.6%

國民黨認同者 1.5% 82.8% 3.2% 9.7% 2.9% 221 20.7%

不知道 20.6% 27.6% 7.4% 26.6% 17.9% 48 4.5%

17.6% 40.1% 7.2% 25.6% 9.4% 1,070 100.0%

台北市 14.5% 47.6% 7.0% 23.0% 7.9% 121 11.3%

新北市 17.0% 43.6% 4.2% 30.7% 4.5% 182 17.0%

桃竹苗 14.5% 47.0% 9.0% 23.5% 6.0% 165 15.4%

中彰投 16.7% 40.9% 6.4% 27.8% 8.1% 205 19.2%

雲嘉南 23.1% 31.4% 6.6% 24.9% 13.8% 155 14.5%

高屏澎 23.2% 27.9% 8.9% 24.3% 15.7% 171 16.0%

基宜花東金馬 8.3% 48.6% 10.7% 20.6% 11.8% 71 6.6%

17.6% 40.1% 7.2% 25.6% 9.4% 1,070 100.0%

Q12．在這兩個政黨中，您覺得，那一個政黨比較「有能力促進台灣經濟發展」？還是兩黨都一樣？

合計

性別

合計

七大地區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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