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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2019年 8月新聞稿 

2019/8/24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8/24）下午在台北晶華飯店宴會廳舉行「三

週年茶會暨八月民調發表會」，主題是「新形勢下的 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三十九次每月例行的重大議題民調。由於同時舉辦三週

年茶會，乃由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教授主講，並沒邀請與談人。 

本次調查重點如下：（一）蔡英文總統聲望；（二）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

意反應；（三）台灣人的政黨認同與政黨支持；（四）台灣人對蔡總統三年多來處

理兩岸關係表現的反應；（五）台灣人對蔡總統三年多來拼經濟表現的反應；（六）

台灣人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態度；（七）台灣人對 722 國安特勤私菸案的態度；

（八）台灣人對國內外主要政治人物的感覺；（九）當兩大黨對決時，2020台灣

總統選民的投票傾向；（十）評估柯文哲若參選的政治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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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成

五的人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同時也有四成五的人不

贊同；贊同與不贊同的人比例相當，難分軒輊。這項發現意味著蔡英文總統

七月再度陷入新的執政困境後，八月整體正反民意支持度呈現膠著狀態。 

二、關於蘇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

中，有五成的人基本上滿意蘇內閣的表現，有四成一的人不滿意，滿意的人

比不滿意的人多 9.5個百分點。從另一個角度看，蘇內閣只獲得勉強過半數

人民的肯定，亦顯示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尚有很大努力改善的空間。 

三、關於蔡總統三年多來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

台灣成年人當中，有四成九對蔡總統三年多來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基本上滿

意，但有四成五不滿意；滿意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4個百分點。這表示儘管

台灣社會對蔡總統三年多來處理兩岸關係的整體表現看法分歧，但滿意的人

已超過不滿意的人，這是自 2016年 8月以來首見的現象，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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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蔡總統三年多來拼經濟的表現，在年滿二十歲的台灣成年人中，有約四

成一的人基本上滿意蔡總統三年多來的經濟表現，但有五成二的人不滿意。

不滿意的人比滿意的人多 12個百分點。這項發現再度顯示，明顯過半數的

台灣選民對蔡英文總統拼經濟的表現依然不滿，經濟表現不佳將仍然是蔡總

統連任之路的罩門之一。 

 

五、 關於台灣人對於香港「反送中」示威運動的態度，在台灣二十歲以上的成年

人中，有五成三的人基本上同意當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時，台灣政府應給予

香港人更多的支持，但也有約三成九持保留的態度。 

 

六、 關於國安特勤人員私菸案，在台灣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中，有四成二的人認

為這次隨總統專機返國挾帶大量免稅菸品闖關，只是部分國安特勤人員的操

守問題，基本上和蔡英文總統無關，但有五成二的人不以為然。 

 

七、 關於台灣人的政黨支持，最新民意顯示，民進黨與國民黨目前已經並駕齊驅，

各獲三成台灣選民支持，新成立的台灣民眾黨獲 8.1%的支持，躍居第三，

而時代力量以 6.7%屈居第四，親民黨以 2.5%位居第五，其他新舊小黨則仍

待努力。 

 

八、 關於台灣人對國內外主要政治人物的感覺，台灣人對國內三個主要政治人物

的感情熱度，蔡英文躍居第一，柯文哲第二，韓國瑜殿後。在「喜歡排行榜」

上，也是同樣的順序；在「討厭排行榜」上，韓國瑜第一，蔡英文第二，柯

文哲第三。台灣人對美中兩大強權領袖川普與習近平的感情溫度，顯示此刻

台灣人對川普的好感遠超過對習近平的好感，這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台灣人

現階段較為親美的特質。 

 

九、 關於 2020總統大選蔡英文與韓國對決，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二十歲以上

成年人中，有超過半數的人傾向支持蔡英文，只有三成五傾向支持韓國瑜，

蔡英文暫時領先韓國瑜 17.4個百分點，這是一個一面倒的局面。 

 

十、 當 2020總統大選是蔡英文、韓國瑜與柯文哲的三人競爭時，最新民意顯示，

當 2020台灣總統大選出現三人競逐的狀況時，蔡英文將一馬當先，大幅領

先居次的韓國瑜與第三的柯文哲。這項發現徹底改變了七月的競爭狀態。換

言之，蔡英文目前的領先地位猶如公元 2000年宋楚瑜的先期領先地位一樣，

遙遙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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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過去一個月，台灣政治過程相當勁爆。從 7 月 22 日，蔡英文總統出訪返國，來不

及向國人報告此行拼外交的成果，就爆發部分國安特勤人員藉總統返國之時挾帶大量免

稅煙品闖關不成，被當場查獲，驚動台灣社會。隨後，國安局長彭勝竹請辭下台，相關

人員進行懲處，喧騰半個月，迄今仍餘波盪漾，對蔡英文總統威望和選情難免有所折損。 

此外，最近台灣新政黨一個一個冒出來，就像是雨後春筍一般。從 7 月 20 日，前

民視董事長郭倍宏主導的「喜樂島聯盟」成立，8 月 6 日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台灣民眾

黨」成立，8 月 18 日奉陳水扁前總統為精神領袖的「一邊一國行動黨」成立，三個新政

黨在短短一個月內先後籌組完成，是台灣政黨歷史上的前所未見的現象。 

組黨不容易，要生存發展更難，尤其是在一個競爭已經很激烈，小黨已經不少的政

治環境。台灣目前叫得出黨名的小黨，有時代力量、親民黨、新黨、台聯、綠黨、社民

黨、自由台灣黨、樹黨等等。組黨既然不容易，在目前兩大黨主導的政治環境下，為什

麼還有這麼多人要組黨？ 

在同一個時候，僅次於民進黨與國民黨的第三大黨「時代力量」遭遇內部分裂，有

一發不可收拾的現象。親民進黨的立委林昶佐、洪慈庸退出時代力量，不分區立委高路

以用因故被開除黨籍，讓時代力量原本五席立委只剩三席，而搖搖欲墜。 

整體來看，這是泛綠陣營分崩離析的現象，尤其是民進黨菁英階層出現重大分裂。

為什麼會這樣？這對明年初 2020 總統和立委大選會帶來什麼影響和衝擊？不僅綠營遭

遇空前變局，最近郭台銘、柯文哲與王金平的結盟也引人側目，郭柯王結盟若成，勢必

對國民黨造成強烈的衝擊。顯然，在 2020 總統大選年，兩大黨都難擺平內部的歧異與

不平。 

在外部環境方面，香港連續近三個月的「反送中」示威運動，撼動全世界，未來還

將持續下去，成為中國當局的燙手山芋。台灣人對香港此一空前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大

多寄予同情，香港情勢發展自然也牽動著兩岸最敏感的神經。而中國當局最近下重手，

自八月一日起取消 47 個城市自由行，禁止中國電影與人員參與金馬影展，嚴重衝擊兩

岸正常交流。後續效應勢將漸次浮現。 

當然，當前最引人注目的還是 2020 台灣總統與立法委員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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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這樣的背景下，我們 8 月全國性民調賡續前兩個月以「新形勢下的 2020 台

灣總統大選」為主題，進行相關調查，涵蓋以下十大重點：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 

（二）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三）台灣人的政黨認同與政黨支持 

（四）台灣人對蔡總統三年多來處理兩岸關係表現的反應 

（五）台灣人對蔡總統三年多來拼經濟表現的反應 

（六）台灣人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態度 

（七）台灣人對 722 私菸案的態度 

 （八）台灣人對國內外主要政治人物的感覺 

（九）當兩黨對決時，2020 台灣總統選民的投票傾向 

（十）評估柯文哲若參選的政治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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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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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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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要研究發現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45.1%，陷正反膠著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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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三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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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非常贊同，29.7%還算贊同，24.1%不太贊同，21.1%一點也不贊同，9.7%

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當中，有四

成五的人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同時也有四成五的人不贊同；贊

同與不贊同的人比例相當，難分軒輊。這項發現意味著蔡英文總統七月再度陷入新的執

政困境後，八月整體正反民意支持度呈現膠著狀態。請參見圖 1。 

 

圖 1：蔡英文總統聲望（2019/8） 

 

 

和上個月相比，可以發現，贊同蔡總統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人上升 2.7 個百分點，

而不贊同的人也下降 2.7 個百分點，這一來一往，使得上個月原本不贊同的人比贊同的

人多 5 個百分點，現在再度翻轉成不贊同與贊同的人各佔四成五，旗鼓相當。這很具象

地反映了最近台灣整體民意氣候多變、揮發性高的特性。請參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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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可見，7 月 22 日蔡英文總統出訪返國爆發「特勤人員走私大量未稅香菸案」，

短期內並沒有對她造成重傷害。從另一方面看，這段期間立法院休會，行政院各部會運

作沒出現大問題，蔡總統自然也減少捲入內政紛擾或高爭議性政策議題，再加上小心翼

翼處理兩岸和香港反送中問題，外交國防上，美國總統川普批准對台重大軍售案等等，

一定程度上對她都有加分效果。一言以蔽之，蔡總統過去這段時間基本上著重在兩岸、

外交、國防事務的處理，遠離內政的紛紛擾擾，同時，勤走基層，這都有助於總統聲望

的向上提升。 

 

圖 2：蔡英文總統聲望：兩個月的比較 [2019/7、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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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將蔡英文

總統上任迄今，民意支持度的變化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 2016 年 5 月到 2016

年 11 月，約半年的總統蜜月期，贊同她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人遠多於不贊同的人；第

二階段是從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8 月，長達 9 個月不贊同她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人

遠多於贊同的人，最大差距達 21 個百分點；第三階段是從 2017 年 11 月到 2019 年 5

月，長達 18 個月不贊同她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人遠多於贊同的人，最大差距達 36 個百

分點，近乎崩盤的地步，那正是 2018 九合一地方大選慘敗的時刻；第四階段則是從 2019

年 7 月開始的，總統聲望呈現起伏不定的現象，最新的民意顯示，肯定和不肯定蔡英文

總統領導的社會力量旗鼓相當，在大選年剩不到五個月的現在，這暗示她在連任的路上

仍有奮力一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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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聲望趨勢圖 [2016/5~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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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蘇貞昌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 

我們問：「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年一月上任，已經七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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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非常滿意，32.5%還算滿意，16.8%不

太滿意，24.1%非常不滿意，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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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成的人基本上滿意蘇內閣的表現，有四成一的人不滿意，

滿意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9.5 個百分點。請參見圖 4。 

與上個月相比，滿意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人增加 2.4 個百分點，不滿意的人減少

6.2 個百分點，這意味著過去這一個月，台灣社會對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感覺變好。

對肩負著重建台灣社會與人民對蔡政府信心的蘇內閣而言，這項發現意味著，蘇內閣到

目前為止，在一定程度上，是起了穩定政局的作用，並持續獲得過半數人民的肯定。而

這直接或間接必有助於短期內蔡總統民間聲望的向上提升。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蘇

內閣只獲得勉強過半數人民的肯定，亦顯示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尚有很大努力改善的空

間。請參見圖 5 和圖 6。  

 

圖 4：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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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兩次比較 [2019/7、2019/8] 

 
 

 

 

圖 6：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趨勢圖 [2019/2~2019/8] 

 

 

 

15.6%

32.4%

3.9%

21.7%
22.8%

17.9%

32.5%

5.3%

16.8%

24.1%

0%

10%

20%

30%

40%

50%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沒意見 不太滿意 非常不滿意

2019-7月 (n=1,089) 2019-8月 (n=1,085)

45.7% 48.1%
44.3%

53.4% 52.4%
48.0% 50.4%

35.6% 36.2%
40.9%

36.1%
38.2%

44.5% 40.9%

18.8%
15.6% 14.8% 10.6% 9.4% 7.6% 8.7%

0%

20%

40%

60%

80%

2019年

2月

(1,089)

3月

(1,073)

4月

(1,072)

5月

(1,085)

6月

(1,092)

7月

(1,089)

8月

(1,085)

滿意 不滿意 不知道

年度

月份

(樣本數)



8 
 

三、關於蔡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 

我們問：「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統三年多來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

結果發現：20.2%非常滿意，29.1%還算滿意，18.4%不太滿意，26.6%非常不滿意，5.8%

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當中，有四

成九對蔡總統三年多來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基本上滿意，但有四成五不滿意；滿意的人

比不滿意的人多 4個百分點。請參看圖 7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和今年五月，也就是三個月前相比，不滿意蔡總統三年多來處

理兩岸關係表現的人減少 3.2 個百分點，同時，滿意的人增加 4.2 個百分點，這使得原

本不滿意的人超過滿意的人 3.2 個百分點，如今變成滿意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4.2 個百

分點。這表示儘管台灣社會對蔡總統三年多來處理兩岸關係的整體表現看法分歧，但滿

意的人已超過不滿意的人，這是自 2016 年 8 月以來首見的現象。請參見圖 8。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7 月 31 日，中國官方突然宣佈從 8 月 1 日起禁止 47 個城市開

辦對台自由行，衝擊兩岸日常交流。8 月 7 日，中國國家電影局宣佈「暫停中國影片和

人員參加 2019 年金馬影展」。一直到最近，兩岸官員多次因香港反送中示威運動而激盪

出激烈言詞衝突。這一切都顯示當前兩岸關係已進入一種新的緊張對立狀態。而在這種

新的對立情勢下，台灣人反而出現對蔡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空前好評，再次印證了一項

不變的法則，「只要兩岸有事，台灣人將油然而生鞏固領導中心的心理效應」。 

 

圖 7：台灣人對蔡總統處理兩岸關係表現的態度 （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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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台灣人對蔡總統處理兩岸關係表現的態度:長期趨勢圖 [2016/8~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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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問：「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統上任三年多來拼經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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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年滿二十歲的台灣成年人中，有約四成一的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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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台灣人對蔡總統拼經濟表現的態度 （2019/8） 

 

 

 

圖 10：台灣人對蔡總統拼經濟表現的態度 [2016/8~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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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人對於香港「反送中」示威運動的態度 

 我們問：「香港六月爆發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群眾運動，又稱為「反送中運

動」，已經持續 11 個禮拜。（主要是反對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爭取香港人

的自由與民主。）有人說：「當這麼多香港人拼命爭取民主自由的時候，台灣政府應站出

來給予更多的支持才對。」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結果發現：25.7%非常同意，27.3%

還算同意，22%不太同意，16.5%一點也不同意，3%不知道、沒意見。換言之，在台灣

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中，有五成三的人基本上同意當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時，台灣政府

應給予香港人更多的支持，但也有約三成九持保留的態度。請參見圖 11。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至少有三點值得一提： 

第一， 在年齡層方面，基本上不分什麼年齡，所有的人都傾向認為「台灣政府應給予香

港人的反送中運動更多的支持」，儘管年紀越輕的人越有這種傾向，而年紀越大

的人則相對較有保留。更具體地說，20-24 歲的人當中，有七成九的人認為台灣

政府應給予香港人的反送中運動更多的支持，25-34 歲的人當中也有六成五的人

持這樣的看法。 

第二， 在教育程度方面，在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當中，有高達六成一認為「台灣政

府應給予香港人的反送中運動更多的支持」，相對於其他教育程度選民而言，這

項比例顯得突出； 

第三， 從不同政黨支持者角度來看，民進黨支持者中有八成的人認為「台灣政府應給予

香港人的反送中運動更多的支持」，時代力量支持者中有七成這麼認為，台灣民

眾黨支持者有六成一這麼認為，國民黨支持者中只有兩成七這麼認為，中性選民

中則有三成七這麼認為。 

最後，蔡英文總統日前對香港反送中示威運動宣示官方立場是「關心而不介入」，面

對台灣多數民意期盼政府對香港人爭自由民主的行動給予更多支持，蔡政府理應做出適

當的回應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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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台灣人對香港反送中示威運動的態度 （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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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人對總統特勤人員走私免稅菸的態度 

 我們問：「7 月 22 日，當蔡英文總統訪問加勒比海四個友邦返國時，國安特勤人員

被相關單位查獲走私近萬條免稅香菸，引起社會議論。有人說：「這個案子只牽涉國安特

勤人員的操守問題，不應該歸咎於蔡英文總統。」請問您贊不贊成這個說法？」結果發

現：18.5%非常贊成，23.4%還算贊成，21.3%不太贊成，31%一點也不贊成，5.9%不

知道、沒意見。換言之，在台灣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中，有四成二的人認為這次隨總統

專機返國挾帶大量免稅菸品闖關，只是部分國安特勤人員的操守問題，基本上和蔡英文

總統無關，但有五成二的人不以為然。這意味著，儘管這個震驚台灣社會的特勤人員香

菸走私案短期內或許沒有對蔡總統威望造成嚴重傷害，但超過半數的人認為蔡總統對這

件事情的發生難辭其咎，後續效應為何？仍待觀察。請參看圖 12。 

 

圖 12：台灣人對國安特勤人員走私大量未稅香菸案的態度 （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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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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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民進黨，29.6%國民黨，8.1%台灣民眾

黨，6.7%時代力量，2.5%親民黨，其他小黨皆未能超過百分之二，合計共 4%，中性選

民 17.8%，1.1 不知道。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民進黨與國民黨目前已經並駕齊驅，

各獲三成台灣選民支持，新成立的台灣民眾黨獲 8.1%的支持，躍居第三，而時代力量

以 6.7%屈居第四，親民黨以 2.5%位居第五，其他新舊小黨則仍待努力。請參見圖 13。 

與上個月同樣的調查相比，國民黨支持者減少 5.6 個百分點，民進黨增加 3.2 個百

分點，時代力量減少 5 個百分點，中性選民減少 1.8 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台灣民眾黨

的出現主要是衝擊國民黨和時代力量，短期內對民進黨沒有影響，反而時代力量最近鬧

家變似乎有利於民進黨支持者的小幅增長。此外，從兩大黨和中性選民規模變化不大，

可以看出這次多個新政黨的成立尚未帶來顯著的選民解組或重組(Partisan dealignment 

or realignment)。 

 

圖 13：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 （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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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兩次比較 [2019/7、2019/8] 

 

 

 

圖 15：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長期趨勢圖 [2016/7~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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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台灣人對國內外主要政治人物的感覺 

當國內兩大黨已各自推出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與韓國瑜，再加上一旁虎視眈眈的台

北市長柯文哲，整個總統大選情勢逐漸趨向明朗。這時，若針對這三位主要政治人物進

行感情溫度的測試，以求較精確地評估他們受選民歡迎的程度，是一件有趣且重要的事。

此外，美中兩大強權近期貿易戰如火如荼，台灣人對兩國領袖的感情溫度如何？有什麼

樣的差異？也是令人感興趣的問題。進一步，如果針對這五位國內外主要政治人物做感

情溫度的比較，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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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具體的問法是：「如果用 0 到 100 來表示對政治人物的好感與反感，0 表示最冷，

最強烈的反感；而 100 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 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

反感。」請您用 0 到 100 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 xxx 的感覺。」這次我們針對五個人

進行測試，包括蔡英文、韓國瑜、柯文哲、習近平和川普。現依序討論如下。 

（一） 感情溫度計：蔡英文 

結果發現：2019 年 8 月，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 48.5%的人喜歡蔡英文，

20.3％的人對她沒感覺，28.3%的人討厭她。如果以平均度數來看，台灣人民對蔡英文

總統的感情熱度是 54.91 度，這是一個明顯高於無感的 50 度，表示台灣人此刻對蔡英

文總統的感情溫度是微熱的，意味著她已某個程度找回失去已久的人氣。請參見圖 16。 

 

圖 16：台灣人對蔡英文的感情溫度（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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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17，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台灣人對蔡英文近三年多來的感情溫度變化。從

2016 年 5 月到 2019 年 8 月，三年間我們一共做了 6 次調查。2016 年 5 月，她以 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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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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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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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變冷，大致是從 2016 年 12 月「一例一休」勞動政策立法通過後開始的，其中尤其

以 2018 年 12 月那一次 42.98 度最低，那正是 1124 地方大選挫敗後一個月。由此可見

人民對總統感情溫度的轉變都事出有因，很大程度上是看總統的實際作為而定。如今，

又逢大選年，跡象顯示，台灣總統選民在這個時候對蔡英文感情持續好轉，對她自然是

一個好消息。但這種友善的感情溫度究竟能撐多久？事後續觀察的重點。 

 

圖 17：過去三年台灣人對蔡英文的感情溫度 [2016/5~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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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感情溫度計：韓國瑜 

在韓國瑜方面，2019 年 8 月，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 30.9%的人喜歡韓

國瑜，16.8%的人對他沒感覺，48.4%的人討厭他。從平均度數來看，台灣人對韓國瑜

市長的感情溫度是 40.56度，這是一個遠低於無感的 50度，顯示台灣人此刻對韓國瑜

感覺很冷。這無疑是一個嚴重的警訊。請參見圖 18。 

與兩個月前相比，台灣選民對韓國瑜的平均感情溫度往下掉了三度，喜歡韓國瑜的

人少了 4.5 個百分點，討厭韓國瑜的人增加 4.4 個百分點，這些都是恐怖的數字。因為

一個百分點代表的是近二十萬總統選民。以兩個月內喜歡韓國瑜的人減少 4.5 個百分點

為例，示他兩個月內流失近百萬人的善意和肯定。同理，跡象顯示，他在兩個月內增加

了近百萬討厭他的人，增加速度之快可用「觸目驚心」形容。請參見圖 19。 

 

圖 18：台灣人對韓國瑜的感情溫度（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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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台灣人對韓國瑜的感情溫度 [2018/12~2019/8] 

 

 

 

圖 20：台灣人對韓國瑜的感情溫度--四次比較 [2018/12~2019/8] 

 

 

 

 

13.2%

19.4%

44.0%
48.4%

28.2% 23.5%

18.1% 16.8%

53.2% 54.5%

35.4%
30.9%

5.4% 2.6% 2.5% 4.0%

0%

20%

40%

60%

80%

2018年

12月

2019年

2月
6月 8月

49以下(反感) 50(沒感覺) 51以上(好感) 不知道

平均值 62.12 60.35 43.79 40.56

62.12
60.35

43.79
40.56

30

40

50

60

70

2018年

12月

2019年

2月 6月 8月



20 
 

根據圖 20，我們可以輕易的發現，就在半年前，台灣人對韓國瑜的感覺是相當溫暖

的，2018 年 12 月對他的平均感情溫度更達到 62.12 度，明顯高於 2012 年兩大黨總統

候選人馬英九與蔡英文的感情溫度（兩者都未達 60 度）。為何在短短幾個月內，韓國瑜

給人的感覺完全走樣？合理推測，韓國瑜過去幾個月諸多爭議性的高雄市政表現和總統

候選人整體形象的敗壞恐怕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台灣人對韓國瑜目前感情溫度之低，是前所未見的，尤其是對一個原本被看好、有

希望當選的總統候選人。從美國的經驗看，2016 年共和黨與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川普

和希拉蕾所獲的美國選民的感情溫度也在 43 度左右，但因為兩個競爭者都有高度爭議

性，彼此彼此，反而使得低的選民感情溫度不造成大選決定性因素。但若選民對主要總

統候選人的感情溫度呈現極大的落差，那對感情溫度異常低的人來說肯定是一個災難，

就像現在 2020 台灣總統大選這樣。 

不過，話說回來，蔡英文也曾經長期被困在民意冷宮長達兩年多，現在已經走出來

了。問題是，2020 總統大選只剩不到五個月，時間對韓國瑜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三）感情溫度計：柯文哲 

在台北市長柯文哲方面，2019 年 8 月，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 41%的人

喜歡柯文哲，29.2%的人對他沒感覺，26.1%的人討厭他。從平均度數來看，台灣人對

柯文哲市長的平均感情溫度是 51.77 度，這是一個稍高於無感的 50 度，顯示台灣人此

刻對柯文哲的感覺尚屬正面，但稱不上熱絡。請參見圖 21。 

圖 21：台灣人對柯文哲的感情溫度（2019/8） 

 

26.1%
29.2%

41.0%

3.7%

0%

20%

40%

60%

80%

49以下

(反感)

50

(沒感覺)

51以上

(好感)

不知道

平均值：51.77



21 
 

 

與兩個月前相比，台灣選民對柯文哲的平均感情溫度往下掉了 5.16 度，喜歡他的

人少了 7 個百分點，討厭他的人增加 7.1 個百分點，這些也是恐怖的數字。因為一個百

分點代表的是近二十萬總統選民。以兩個月內喜歡柯文哲的人減少 7 個百分點為例，表

示他兩個月內流失近 130 萬人的善意和肯定。同理，跡象顯示，他在兩個月內也增加了

超過一百萬討厭他的人，增加速度之快令人咋舌。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訊，原因到底

是什麼？值得探討。請參見圖 22。 

 

圖 22：台灣人對柯文哲的感情溫度 [2017/9~2019/8] 

 

 

台灣人歷來對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感覺其實都很正面。根據圖 25，自 2017 年 9 月以

來八次全國性調查顯示，台灣人對他的感情溫度最高 66.75 度，最低 51.77 度，都在無

感的 50 度以上。若和蔡英文和韓國瑜的遭遇比較起來，柯文哲算是非常幸運的。如果

說蔡英文與韓國瑜曾經或現在被打入民意的冷宮，柯文哲一直都在曬太陽，享受溫暖的

陽光。但可靠的證據顯示，在八次調查中，2019 年 8 月的現在，是台灣人對他感情溫

度最低的一次，而且瀕臨破 50 度無感的門檻，有向下沈淪的隱憂。何以致此？值得推

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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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台灣人對柯文哲的感情溫度--八次比較 [2017/9--2019/8] 

 

 

 

（四）感情溫度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方面，2019 年 8 月，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 16.5%

的人喜歡習近平，30.9%的人對他沒感覺，41.6%的人討厭他。從平均度數來看，台灣

人對習近平的平均感情溫度是 36.22 度，這是一個遠低於 50 度無感的狀態，顯示台灣

人此刻對習近平的感覺接近冰點。請參見圖 24。 

與 2017 年 11 月所做的調查相比，當時台灣人對習近平的感情溫度是 51.52.度，

我當時描述說「整體而言，多數台灣人對習近平基本上無感，既無特別的反感，也無特

別的好感；但終究對他有好感的人比有反感的人多出 10 個百分點，再考慮平均度數超

過 50 度，可以說，台灣人對習近平是有些微的好感。」的確，22 個月前，台灣人對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存有「些微的好感」，甚至比 2017 年 12 月台灣人對蔡英文總統的感

情溫度（46.94）高 4.5 度，如今事過境遷，台灣人對習近平的「些微好感」已經蕩然無

存。更具體地說，與 22 個月前相比，喜歡習近平的人少了 12.5 個百分點，討厭習近平

的人增加了 21.7 個百分點，無感的人減少 9 個百分點。而這一切，和近期兩岸關係出

現新的緊張對立應有密切的關係。請參看圖 25 與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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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台灣人對習近平的感情溫度（2019/8） 

 

 

 

圖 25：台灣人對習近平的感情溫度--兩次比較 [2017/11、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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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情溫度計：美國總統川普 

在美國總統川普方面，2019 年 8 月，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 32.4%的人

喜歡川普，35.9%的人對他沒感覺，23.3%的人討厭他。從平均度數來看，台灣人對美

國總統川普的平均感情溫度是 50.42 度，這是一個剛好越過 50 度無感的狀態，顯示台

灣人此刻對川普的感覺基本上正面，整體而言，透露出一種些微的好感與欣賞。請參見

圖 26。 

 

圖 26：台灣人對川普的感情溫度（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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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合討論 

根據以上研究發現，我們可以針對台灣人對五位重要國內外政治人物的人氣溫度，

進一步歸納出以下四個重點，如圖 27 和表 1： 

第一， 當前台灣人對國內三個主要政治人物的感情熱度，蔡英文躍居第一，柯文哲

第二，韓國瑜殿後。在「喜歡排行榜」上，也是同樣的順序；在「討厭排行

榜」上，韓國瑜第一，蔡英文第二，柯文哲第三。 

第二， 台灣人對美中兩大強權領袖川普與習近平的感情溫度，顯示此刻台灣人對川

普的好感遠超過對習近平的好感，這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台灣人現階段較為

親美的特質。 

第三， 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人對韓國瑜的感情溫度，雖高於習近平，但討厭韓國

瑜的人竟超過討厭習近平的人 7 個百分點。這是韓國瑜需注意面對的。 

 

圖 27：台灣人對五位國內外政治人物的感情溫度（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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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台灣人對五位國內外政治人物的感情溫度（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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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形勢下的 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一）蔡韓對決 

台灣兩大黨先後都確定了 2020總統候選人，如果沒有強有力第三選擇的出現，2020

台灣總統大選將是民進黨籍現任總統蔡英文與國民黨籍高雄市長韓國瑜對決的局面。針

對這個問題，我們從今年四月就追蹤到現在。 

我們問：「明年（2020）總統大選，如果只有民進黨蔡英文和國民黨韓國瑜一對一

競爭，您傾向支持誰？」結果發現：52.1%支持蔡英文，34.7%支持韓國瑜，12.4%尚難

決定，0.9%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超

過半數的人傾向支持蔡英文，只有三成五傾向支持韓國瑜，蔡英文暫時領先韓國瑜 17.4

個百分點。這已經是一個一面倒的局面。請參看圖 28。 

和上個月相比，支持蔡英文的人增加 7.1 個百分點，支持韓國瑜的人減少 5.4 個百

分點，一來一往，蔡英文就拉大領先差距到 17.4 個百分點。距離選前不到五個月，如果

這場 2020 總統大選就是蔡韓對決，結果將不難預測。根據圖 29，在一對一的情況下，

除了四月，韓國瑜領先蔡英文 8.3 個百分點外，5、6、7 連續三個月，蔡英文都領先韓

國瑜 5 到 13 個百分點。8 月則已擴大領先到 17 個百分點。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 

第一， 從政黨認同的角度看，蔡英文獲 96.8%民進黨認同者支持，而韓國瑜獲 83.7%

國民黨認同者支持，這顯示兩大黨認同者雖都出現了高度整合，但國民黨支

持者的凝聚力明顯不如民進黨；同時，在中性選民方面，蔡英文明顯領先韓

國瑜 14 個百分點，擴大了蔡領先韓的差距； 

第二， 從年齡層的角度看，蔡英文在所有年齡層的支持都超過韓國瑜，包括 40-60

歲這一最支持韓國瑜的中壯年族群。七月民調顯示，蔡英文獲得 45 歲以下

選民多數的支持，但韓國瑜獲得 45 歲以上選民多數的支持，這種場景現在

已經不見了。 

第三， 從教育背景的角度看，韓國瑜目前除了在專科教育程度者擁有 7.5%的領先

外，在大學以上教育程度或初/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是全面潰敗，落後蔡英

文 20 到 30 個百分點；在高中/職教育程度選民中，也落後蔡英文至少 5 個

百分點。七月，韓國瑜在中等教育選民中有明顯優勢的局面也已經消失了。 

第四， 從省籍族群的角度看，蔡英文目前在河洛人方面取得絕對的優勢，在客家人

方面也反敗為勝，雖然韓國瑜在外省族群方面仍有明顯的優勢。 

第五， 也是最後，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蔡英文在新北市、桃竹苗、中彰投、雲嘉

南、高屏澎都大幅領先，而韓國瑜除了在基宜花東金馬有大幅領先外，在台

北市則是小幅領先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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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2020 台灣總統大選--蔡英文 VS. 韓國瑜 （2019/8） 

 

 

 

圖 29：2020 台灣總統大選蔡韓之爭的趨勢 [2019/4~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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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蔡英文、韓國瑜與柯文哲的三人競爭 

我們問：「2020台灣總統大選，如果台北市長柯文哲決定參選，在蔡英文、韓國瑜

和柯文哲三人競爭的情況下，您傾向支持誰？」結果發現：41.3%支持蔡英文，28.7%

支持韓國瑜，22.6%支持柯文哲，6.6%尚難決定，0.9%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

意顯示，當 2020 台灣總統大選出現三人競逐的狀況時，蔡英文將一馬當先，大幅領先

居次的韓國瑜與第三的柯文哲。這項發現徹底改變了七月的競爭狀態。請參看圖 30。 

根據七月民調顯示，柯文哲一旦加入戰局，會改變原本蔡韓一對一的競爭態勢，並

造成豬羊變色的結果，但現在卻發現，即使柯文哲加入戰局，短期內並不會立即顯著改

變原本一對一的競爭結構，蔡英文還是可以領先韓國瑜 12.6 個百分點。換言之，蔡英

文目前的領先地位猶如公元 2000年宋楚瑜的先期領先地位一樣，遙遙領先。但時間還

有四個多月，選情變化萬端，現在領先並不保證未來一定贏得大選的勝利，歷史殷鑑不

遠。請參看圖 31。 

  

圖 30：2020 台灣總統選民的投票傾向--蔡、韓、柯三人競爭 （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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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顯示的是過去半年蔡、韓、柯三人競爭的趨勢圖，這張圖很清楚的呈現，韓

蔡在過去半年互有領先，而柯文哲在四個月前還能維持在第二的位置，但從六月以後，

整體支持度有明顯下滑的跡象，到了八月只剩約兩成三支持度，這是否和他遲遲不宣佈

參選，以致坐失良機，或他近期整體表現不受選民肯定？真正原因為何？值得進一步思

考。 

圖 31：2020 台灣總統選民的投票傾向--蔡、韓、柯三人競爭 [2019/2~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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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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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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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6%

新竹市 19 1.8%

嘉義市 12 1.1%

台北市 122 11.2%

高雄市 129 11.9%

新北市 186 17.2%

台中市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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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 100.0%

非常贊同 167 15.4%

還算贊同 322 29.7%

不太贊同 261 24.1%

一點也不贊同 229 21.1%

沒意見 75 6.9%

不知道 27 2.5%

拒答 4 0.3%

1,085 100.0%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市？

合計

Q2．蔡英文總統自2016年5月20日上任到

現在，已三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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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9 日 至 108 年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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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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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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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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8 月 19 日 至 108 年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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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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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滿意 194 17.9%

還算滿意 353 32.5%

不太滿意 182 16.8%

非常不滿意 261 24.1%

沒意見 58 5.3%

不知道 34 3.1%

拒答 3 0.3%

1,085 100.0%

非常滿意 219 20.2%

還算滿意 315 29.1%

不太滿意 199 18.4%

非常不滿意 289 26.6%

沒意見 37 3.4%

不知道 25 2.3%

拒答 1 0.1%

1,085 100.0%

非常滿意 133 12.2%

還算滿意 317 29.2%

不太滿意 264 24.3%

非常不滿意 303 28.0%

沒意見 45 4.1%

不知道 22 2.1%

拒答 1 0.1%

1,085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307 28.3%

50(沒感覺) 220 20.3%

51以上(好感) 526 48.5%

不知道 32 2.9%

1,085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525 48.4%

50(沒感覺) 182 16.8%

51以上(好感) 335 30.9%

不知道 43 4.0%

1,085 100.0%

Q7．「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政治人物

的好感與反感，0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

感；而100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

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

請您用0到100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高雄

市長韓國瑜的感覺。

合計
40.56

合計

合計

Q5．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

統上任三年多來拼經濟的表現？

合計

以下我們想請教您對幾位國內外政治人物的感覺。

54.91
Q6．「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政治人物

的好感與反感，0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

感；而100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

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

請您用0到100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現任

總統蔡英文的感覺。

Q4．整體來講，您滿意或不滿意蔡英文總

統上任三年多來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

Q3．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年一月上任，已經

七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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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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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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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8 月 19 日 至 108 年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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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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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283 26.1%

50(沒感覺) 317 29.2%

51以上(好感) 445 41.0%

不知道 41 3.7%

1,085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452 41.6%

50(沒感覺) 335 30.9%

51以上(好感) 179 16.5%

不知道 119 10.9%

1,085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252 23.3%

50(沒感覺) 390 35.9%

51以上(好感) 351 32.4%

不知道 92 8.4%

1,085 100.0%

蔡英文 565 52.1%

韓國瑜 376 34.7%

尚難決定 135 12.4%

不知道 5 0.5%

拒答 4 0.4%

1,085 100.0%

蔡英文 448 41.3%

韓國瑜 311 28.7%

柯文哲 245 22.6%

尚難決定 71 6.6%

不知道 6 0.6%

拒答 3 0.3%

1,085 100.0%

非常同意 279 25.7%

還算同意 296 27.3%

不太同意 239 22.0%

一點也不同意 179 16.5%

沒意見 60 5.5%

不知道 30 2.8%

拒答 2 0.2%

1,085 100.0%

Q8．「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政治人物

的好感與反感，0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

感；而100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

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

請您用0到100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台北

市長柯文哲的感覺。

Q9．「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政治人物

的好感與反感，0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

感；而100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

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

請您用0到100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感覺。

Q10．「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政治人物

的好感與反感，0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

感；而100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

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

請您用0到100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美國

總統川普的感覺。

合計

Q11．明年（2020）總統大選，如果只有

民進黨蔡英文和國民黨韓國瑜一對一競爭

，您傾向支持誰？

合計

Q12．2020台灣總統大選，如果台北市長

柯文哲決定參選，在蔡英文、韓國瑜和柯

文哲三人競爭的情況下，您傾向支持誰？

合計

Q13．香港六月爆發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

反政府群眾運動，又稱為「反送中運動」

，已經持續11個禮拜。（主要是反對香港

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爭取香港人

的自由與民主。）有人說：「當這麼多香

港人拼命爭取民主自由的時候，台灣政府

應站出來給予更多的支持才對。」請問您

同意或不同意？

合計

50.42

合計
36.22

合計

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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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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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8 月 19 日 至 108 年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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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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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贊成 200 18.5%

還算贊成 254 23.4%

不太贊成 231 21.3%

一點也不贊成 337 31.0%

沒意見 38 3.5%

不知道 24 2.2%

拒答 2 0.2%

1,085 100.0%

非常接近民進黨 161 14.8%

還算接近民進黨 268 24.7%

中立但偏民進黨 45 4.1%

中立／不偏任何政黨 179 16.5%

中立但偏國民黨 47 4.3%

還算接近國民黨 263 24.3%

非常接近國民黨 90 8.3%

不知道 27 2.5%

拒答 6 0.5%

1,085 100.0%

民主進步黨 328 30.2%

中國國民黨 321 29.6%

時代力量 73 6.7%

親民黨 28 2.5%

台灣團結聯盟 4 0.3%

新黨 8 0.7%

綠黨 3 0.3%

台灣民眾黨 88 8.1%

一邊一國行動黨 11 1.1%

喜樂島聯盟 6 0.6%

台灣基進 10 0.9%

國會政黨聯盟 1 0.1%

沒有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 193 17.8%

不知道 9 0.8%

拒答 3 0.3%

1,085 100.0%

民主進步黨 328 30.2%

中國國民黨 321 29.6%

時代力量 73 6.7%

台灣民眾黨 88 8.1%

其他政黨 70 6.5%

沒有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 193 17.8%

不知道 12 1.1%

1,08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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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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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Q15．目前國內有兩個主要的政黨，國民

黨與民進黨，請問哪一個政黨的理念和主

張跟您較接近？

Q14．7月22日，當蔡英文總統訪問加勒

比海四個友邦返國時，國安特勤人員被相

關單位查獲走私近萬條免稅香菸，引起社

會議論。有人說：「這個案子只牽涉國安

特勤人員的操守問題，不應該歸咎於蔡英

文總統。」請問您贊不贊成這個說法？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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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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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8 月 19 日 至 108 年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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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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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營商／雇主 137 12.6%

公務人員 29 2.6%

中小學老師 17 1.5%

民營公司或機構普通職員 222 20.5%

民營公司或機構主管人員 92 8.4%

勞工 97 8.9%

專業人員 37 3.4%

在學學生 32 3.0%

農民 40 3.7%

退休 143 13.2%

無業／待業 51 4.7%

家庭主婦 187 17.2%

拒答 4 0.3%

1,085 100.0%

小學及以下 141 13.0%

初中、國中 132 12.2%

高中、高職 301 27.8%

專科 128 11.8%

大學 295 27.2%

研究所及以上 83 7.7%

拒答 3 0.3%

1,085 100.0%

20～24歲 85 7.9%

25～29歲 89 8.2%

30～34歲 90 8.3%

35～39歲 111 10.2%

40～44歲 108 10.0%

45～49歲 100 9.2%

50～54歲 102 9.4%

55～59歲 102 9.4%

60～64歲 93 8.5%

65～69歲 76 7.0%

70歲及以上 124 11.4%

拒答 6 0.6%

1,085 100.0%

河洛人 794 73.2%

客家人 133 12.3%

外省人 136 12.5%

原住民 15 1.4%

新移民 3 0.3%

拒答 5 0.4%

1,085 100.0%

男性 532 49.0%

女性 553 51.0%

1,085 100.0%

合計

Q21．性別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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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7．請問您目前的職業身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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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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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29.5% 24.5% 19.2% 9.1% 532 49.0%

女性 13.2% 29.8% 23.6% 22.9% 10.5% 553 51.0%

15.4% 29.7% 24.1% 21.1% 9.8% 1,085 100.0%

20~24歲 16.6% 43.3% 18.5% 14.8% 6.8% 85 7.9%

25~34歲 15.1% 33.2% 30.3% 9.5% 12.0% 179 16.6%

35~44歲 12.6% 24.9% 30.2% 22.2% 10.1% 219 20.3%

45~54歲 13.4% 22.9% 25.8% 30.6% 7.3% 201 18.6%

55~64歲 15.6% 30.0% 20.6% 26.2% 7.6% 195 18.0%

65歲及以上 20.0% 32.4% 15.6% 19.0% 13.0% 199 18.5%

15.4% 29.7% 24.0% 21.2% 9.7% 1,079 100.0%

河洛人 17.4% 32.0% 22.1% 19.2% 9.3% 794 73.7%

客家人 13.6% 28.0% 22.3% 26.7% 9.5% 133 12.3%

外省人 5.1% 18.3% 37.8% 27.4% 11.5% 136 12.6%

原住民 19.6% 36.0% 28.1% 16.2% 0.0% 15 1.4%

15.4% 29.8% 24.2% 21.1% 9.5% 1,078 100.0%

小學及以下 20.5% 30.7% 15.7% 13.6% 19.5% 141 13.1%

初中、國中 20.7% 30.7% 21.9% 15.5% 11.3% 132 12.2%

高中、高職 15.1% 27.1% 24.3% 25.7% 7.8% 301 27.8%

專科 6.2% 34.3% 20.0% 34.1% 5.3% 128 11.9%

大學及以上 14.8% 29.1% 29.3% 17.9% 8.9% 379 35.0%

15.3% 29.6% 24.1% 21.1% 9.8% 1,08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7.6% 26.9% 22.8% 28.5% 4.2% 137 12.6%

高階白領人員 12.5% 28.3% 32.0% 18.9% 8.4% 128 11.9%

基層白領人員 16.3% 31.7% 27.3% 15.5% 9.1% 222 20.6%

軍公教人員 6.3% 19.3% 32.3% 34.9% 7.2% 45 4.2%

勞工 12.4% 30.2% 23.0% 22.5% 11.8% 97 8.9%

農民 18.9% 36.6% 15.3% 13.7% 15.5% 40 3.7%

學生 19.0% 42.0% 18.9% 7.4% 12.7% 32 3.0%

家庭主婦 14.3% 28.6% 23.4% 23.5% 10.3% 187 17.3%

退休人員 23.5% 29.8% 14.1% 22.6% 10.0% 143 13.2%

無業/待業者 2.0% 30.6% 29.4% 16.2% 21.8% 51 4.7%

15.3% 29.7% 24.1% 21.0% 9.8% 1,081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34.6% 50.9% 8.4% 0.3% 5.8% 429 39.5%

中性選民 5.6% 24.2% 32.4% 20.8% 16.9% 270 24.9%

國民黨認同者 0.5% 9.1% 37.2% 47.4% 5.8% 354 32.6%

不知道 6.2% 18.2% 18.5% 10.7% 46.4% 32 3.0%

15.4% 29.7% 24.1% 21.1% 9.8% 1,085 100.0%

民進黨 37.5% 51.2% 4.9% 0.7% 5.7% 328 30.2%

國民黨 0.5% 7.6% 35.8% 50.9% 5.2% 321 29.6%

時代力量 22.2% 50.9% 13.0% 4.1% 9.8% 73 6.7%

台灣民眾黨 10.1% 22.2% 47.7% 11.8% 8.2% 88 8.1%

其他政黨 10.5% 33.8% 25.6% 23.8% 6.2% 70 6.5%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5.1% 23.8% 31.3% 15.6% 24.2% 193 17.8%

不知道 0.0% 30.9% 0.0% 22.7% 46.3% 12 1.1%

15.4% 29.7% 24.1% 21.1% 9.8% 1,085 100.0%

政黨支持

合計

職業

合計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省籍

合計

Q2．蔡英文總統自2016年5月20日上任到現在，已三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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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

合計

合計

性別

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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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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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三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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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26.0% 32.2% 25.6% 5.8% 122 11.2%

新北市 20.5% 28.2% 18.7% 22.4% 10.1% 186 17.2%

桃園市 16.8% 29.5% 23.1% 21.2% 9.5% 100 9.2%

台中市 13.5% 29.6% 27.2% 23.1% 6.6% 126 11.6%

台南市 19.8% 34.4% 18.9% 19.1% 7.8% 87 8.1%

高雄市 19.7% 33.2% 17.0% 19.7% 10.4% 129 11.9%

其他縣市 11.8% 29.3% 27.3% 18.9% 12.7% 334 30.8%

15.4% 29.7% 24.1% 21.1% 9.8% 1,08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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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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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35.1% 14.4% 23.3% 6.0% 532 49.0%

女性 14.7% 30.0% 19.1% 24.9% 11.3% 553 51.0%

17.9% 32.5% 16.8% 24.1% 8.7% 1,085 100.0%

20~24歲 15.3% 47.2% 22.7% 8.2% 6.6% 85 7.9%

25~34歲 17.9% 34.1% 20.6% 15.0% 12.4% 179 16.6%

35~44歲 12.6% 35.3% 12.9% 30.1% 9.0% 219 20.3%

45~54歲 14.4% 27.8% 23.1% 28.1% 6.6% 201 18.6%

55~64歲 20.5% 29.5% 13.9% 29.6% 6.5% 195 18.0%

65歲及以上 25.9% 29.1% 11.3% 23.7% 10.0% 199 18.5%

17.9% 32.4% 16.7% 24.2% 8.7% 1,079 100.0%

河洛人 20.9% 34.1% 16.0% 20.4% 8.5% 794 73.7%

客家人 14.7% 36.7% 9.8% 31.6% 7.2% 133 12.3%

外省人 4.7% 20.9% 28.5% 37.3% 8.6% 136 12.6%

原住民 15.1% 23.6% 19.6% 41.7% 0.0% 15 1.4%

18.0% 32.6% 16.9% 24.2% 8.3% 1,078 100.0%

小學及以下 26.2% 29.8% 11.1% 18.7% 14.2% 141 13.1%

初中、國中 23.2% 30.2% 12.5% 23.8% 10.3% 132 12.2%

高中、高職 19.5% 27.9% 15.6% 31.1% 6.0% 301 27.8%

專科 9.2% 32.1% 25.5% 28.4% 4.8% 128 11.9%

大學及以上 14.6% 38.1% 18.5% 19.3% 9.5% 379 35.0%

17.9% 32.5% 16.8% 24.1% 8.7% 1,08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20.4% 32.8% 12.8% 28.4% 5.7% 137 12.6%

高階白領人員 14.8% 33.5% 24.5% 20.0% 7.3% 128 11.9%

基層白領人員 20.6% 34.8% 16.1% 19.0% 9.4% 222 20.6%

軍公教人員 3.2% 36.4% 27.6% 30.0% 2.8% 45 4.2%

勞工 11.3% 30.2% 15.6% 29.8% 13.1% 97 8.9%

農民 22.6% 34.8% 10.2% 16.7% 15.6% 40 3.7%

學生 20.5% 31.8% 28.4% 6.6% 12.7% 32 3.0%

家庭主婦 15.8% 30.7% 19.0% 26.1% 8.4% 187 17.3%

退休人員 30.3% 25.3% 10.3% 26.9% 7.3% 143 13.2%

無業/待業者 2.0% 46.0% 12.8% 28.8% 10.4% 51 4.7%

18.0% 32.5% 16.9% 24.0% 8.7% 1,081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40.5% 49.9% 4.2% 1.3% 4.0% 429 39.5%

中性選民 6.1% 27.1% 20.7% 28.1% 17.9% 270 24.9%

國民黨認同者 0.0% 17.1% 29.1% 49.1% 4.7% 354 32.6%

不知道 12.5% 14.5% 16.7% 18.6% 37.7% 32 3.0%

17.9% 32.5% 16.8% 24.1% 8.7% 1,085 100.0%

民進黨 43.7% 46.4% 3.7% 1.3% 4.9% 328 30.2%

國民黨 0.0% 12.6% 28.0% 55.1% 4.4% 321 29.6%

時代力量 28.6% 42.2% 12.1% 5.8% 11.3% 73 6.7%

台灣民眾黨 6.3% 44.2% 22.6% 18.1% 8.9% 88 8.1%

其他政黨 21.5% 33.7% 19.7% 22.2% 2.8% 70 6.5%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4.5% 32.1% 19.3% 21.5% 22.7% 193 17.8%

不知道 8.4% 41.3% 3.9% 22.7% 23.6% 12 1.1%

17.9% 32.5% 16.8% 24.1% 8.7% 1,085 100.0%

政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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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年一月上任，已經七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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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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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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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年一月上任，已經七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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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24.7% 24.6% 28.4% 8.1% 122 11.2%

新北市 23.1% 32.1% 14.1% 20.6% 10.1% 186 17.2%

桃園市 13.9% 39.3% 7.4% 27.0% 12.4% 100 9.2%

台中市 16.3% 30.6% 20.2% 28.7% 4.2% 126 11.6%

台南市 27.1% 28.1% 19.1% 19.3% 6.3% 87 8.1%

高雄市 18.9% 37.7% 12.1% 24.1% 7.1% 129 11.9%

其他縣市 15.4% 33.4% 18.2% 23.1% 10.0% 334 30.8%

17.9% 32.5% 16.8% 24.1% 8.7% 1,085 100.0%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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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蔡英文 韓國瑜
尚難

決定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55.0% 33.6% 10.7% 0.6% 532 49.0%

女性 49.2% 35.7% 14.0% 1.1% 553 51.0%

52.1% 34.7% 12.4% 0.9% 1,085 100.0%

20~24歲 68.6% 27.2% 4.2% 0.0% 85 7.9%

25~34歲 61.0% 20.8% 16.5% 1.8% 179 16.6%

35~44歲 47.4% 40.9% 11.6% 0.0% 219 20.3%

45~54歲 43.3% 40.3% 15.8% 0.6% 201 18.6%

55~64歲 47.8% 38.5% 13.1% 0.6% 195 18.0%

65歲及以上 55.4% 34.4% 8.9% 1.3% 199 18.5%

52.1% 34.7% 12.4% 0.8% 1,079 100.0%

河洛人 57.1% 30.4% 11.9% 0.7% 794 73.7%

客家人 47.1% 40.8% 9.2% 2.9% 133 12.3%

外省人 31.9% 50.5% 17.6% 0.0% 136 12.6%

原住民 19.6% 72.3% 8.1% 0.0% 15 1.4%

52.2% 34.8% 12.2% 0.9% 1,078 100.0%

小學及以下 57.2% 32.2% 9.4% 1.2% 141 13.1%

初中、國中 53.4% 32.2% 14.5% 0.0% 132 12.2%

高中、高職 46.8% 41.0% 11.8% 0.4% 301 27.8%

專科 41.1% 48.6% 9.8% 0.5% 128 11.9%

大學及以上 57.7% 27.0% 14.0% 1.3% 379 35.0%

52.1% 34.8% 12.4% 0.8% 1,08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57.8% 33.0% 8.8% 0.5% 137 12.6%

高階白領人員 51.2% 30.0% 18.3% 0.5% 128 11.9%

基層白領人員 57.5% 29.9% 12.2% 0.5% 222 20.6%

軍公教人員 36.0% 52.7% 10.0% 1.3% 45 4.2%

勞工 42.4% 41.7% 15.9% 0.0% 97 8.9%

農民 56.4% 32.6% 11.0% 0.0% 40 3.7%

學生 71.1% 22.6% 0.0% 6.3% 32 3.0%

家庭主婦 45.7% 38.1% 14.4% 1.7% 187 17.3%

退休人員 58.3% 33.8% 7.2% 0.7% 143 13.2%

無業/待業者 39.9% 42.0% 18.2% 0.0% 51 4.7%

52.1% 34.7% 12.3% 0.9% 1,081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96.8% 1.2% 2.0% 0.0% 429 39.5%

中性選民 40.4% 26.3% 31.6% 1.6% 270 24.9%

國民黨認同者 9.1% 83.7% 7.2% 0.0% 354 32.6%

不知道 25.7% 11.9% 47.4% 15.1% 32 3.0%

52.1% 34.7% 12.4% 0.9% 1,085 100.0%

民進黨 97.2% 1.4% 1.4% 0.0% 328 30.2%

國民黨 6.3% 86.2% 7.5% 0.0% 321 29.6%

時代力量 84.9% 11.0% 4.2% 0.0% 73 6.7%

台灣民眾黨 48.2% 30.0% 21.8% 0.0% 88 8.1%

其他政黨 60.5% 33.5% 5.5% 0.5% 70 6.5%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38.8% 17.5% 40.3% 3.4% 193 17.8%

不知道 38.2% 22.7% 19.3% 19.8% 12 1.1%

52.1% 34.7% 12.4% 0.9% 1,085 100.0%

教育程度

Q11．明年（2020）總統大選，如果只有民進黨蔡英文和國民黨韓國瑜一對一競爭，您

傾向支持誰？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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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蔡英文 韓國瑜
尚難

決定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11．明年（2020）總統大選，如果只有民進黨蔡英文和國民黨韓國瑜一對一競爭，您

傾向支持誰？

合計

台北市 42.1% 46.2% 11.7% 0.0% 122 11.2%

新北市 56.4% 30.0% 13.0% 0.6% 186 17.2%

桃園市 56.6% 30.8% 10.3% 2.3% 100 9.2%

台中市 48.6% 37.7% 12.7% 0.9% 126 11.6%

台南市 62.4% 26.0% 9.1% 2.5% 87 8.1%

高雄市 60.3% 30.9% 8.7% 0.0% 129 11.9%

其他縣市 47.3% 36.8% 15.1% 0.8% 334 30.8%

52.1% 34.7% 12.4% 0.9% 1,08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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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蔡英文 韓國瑜 柯文哲
尚難

決定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44.3% 26.9% 21.8% 6.2% 0.7% 532 49.0%

女性 38.4% 30.4% 23.3% 6.9% 1.1% 553 51.0%

41.3% 28.7% 22.6% 6.6% 0.9% 1,085 100.0%

20~24歲 45.2% 12.1% 40.7% 2.0% 0.0% 85 7.9%

25~34歲 50.5% 15.1% 27.3% 5.0% 2.1% 179 16.6%

35~44歲 30.5% 31.4% 32.3% 5.7% 0.0% 219 20.3%

45~54歲 33.1% 34.6% 25.2% 6.2% 0.9% 201 18.6%

55~64歲 42.3% 34.6% 14.8% 7.9% 0.3% 195 18.0%

65歲及以上 50.3% 33.4% 5.3% 9.6% 1.3% 199 18.5%

41.3% 28.7% 22.7% 6.5% 0.8% 1,079 100.0%

河洛人 45.2% 24.1% 23.5% 6.5% 0.7% 794 73.7%

客家人 42.2% 36.5% 14.4% 5.7% 1.3% 133 12.3%

外省人 21.5% 42.5% 29.0% 7.0% 0.0% 136 12.6%

原住民 19.6% 80.4% 0.0% 0.0% 0.0% 15 1.4%

41.5% 28.8% 22.7% 6.4% 0.7% 1,078 100.0%

小學及以下 51.9% 31.1% 5.7% 10.2% 1.2% 141 13.1%

初中、國中 45.9% 32.1% 10.7% 11.3% 0.0% 132 12.2%

高中、高職 39.6% 35.0% 20.5% 3.9% 0.9% 301 27.8%

專科 30.5% 39.6% 23.8% 5.6% 0.5% 128 11.9%

大學及以上 40.7% 18.1% 34.4% 5.8% 1.0% 379 35.0%

41.3% 28.8% 22.6% 6.5% 0.8% 1,08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45.5% 27.8% 21.0% 5.3% 0.5% 137 12.6%

高階白領人員 39.0% 22.7% 30.5% 7.2% 0.5% 128 11.9%

基層白領人員 44.1% 20.9% 29.0% 5.2% 0.7% 222 20.6%

軍公教人員 25.0% 43.5% 26.3% 3.9% 1.3% 45 4.2%

勞工 37.0% 31.9% 24.4% 4.4% 2.3% 97 8.9%

農民 49.8% 21.5% 19.0% 9.6% 0.0% 40 3.7%

學生 32.6% 14.1% 47.0% 6.3% 0.0% 32 3.0%

家庭主婦 34.7% 36.9% 19.3% 7.6% 1.5% 187 17.3%

退休人員 53.2% 32.2% 7.3% 6.6% 0.7% 143 13.2%

無業/待業者 36.1% 35.5% 15.2% 12.3% 0.9% 51 4.7%

41.3% 28.7% 22.6% 6.5% 0.9% 1,081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85.3% 0.4% 12.9% 1.0% 0.4% 429 39.5%

中性選民 23.9% 22.3% 36.5% 16.9% 0.5% 270 24.9%

國民黨認同者 3.5% 69.7% 24.5% 2.3% 0.0% 354 32.6%

不知道 16.4% 9.5% 12.1% 40.4% 21.6% 32 3.0%

41.3% 28.7% 22.6% 6.6% 0.9% 1,085 100.0%

民進黨 89.5% 0.8% 9.3% 0.4% 0.0% 328 30.2%

國民黨 4.5% 76.6% 16.4% 2.5% 0.0% 321 29.6%

時代力量 67.7% 5.8% 24.8% 1.6% 0.0% 73 6.7%

台灣民眾黨 8.1% 5.8% 86.1% 0.0% 0.0% 88 8.1%

其他政黨 47.4% 29.6% 16.7% 3.6% 2.7% 70 6.5%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23.8% 15.9% 28.5% 29.0% 2.9% 193 17.8%

不知道 38.2% 14.8% 8.0% 19.3% 19.8% 12 1.1%

41.3% 28.7% 22.6% 6.6% 0.9% 1,085 100.0%

教育程度

Q12．2020台灣總統大選，如果台北市長柯文哲決定參選，在蔡英文、韓國瑜和柯文哲三人競

爭的情況下，您傾向支持誰？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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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蔡英文 韓國瑜 柯文哲
尚難

決定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12．2020台灣總統大選，如果台北市長柯文哲決定參選，在蔡英文、韓國瑜和柯文哲三人競

爭的情況下，您傾向支持誰？

合計

台北市 32.2% 36.4% 26.6% 4.8% 0.0% 122 11.2%

新北市 46.9% 24.7% 20.2% 5.6% 2.6% 186 17.2%

桃園市 40.0% 25.3% 31.3% 2.3% 1.2% 100 9.2%

台中市 36.4% 33.3% 22.1% 7.8% 0.5% 126 11.6%

台南市 53.0% 18.5% 23.7% 2.3% 2.5% 87 8.1%

高雄市 48.7% 28.2% 14.9% 8.3% 0.0% 129 11.9%

其他縣市 37.8% 30.3% 22.7% 9.0% 0.3% 334 30.8%

41.3% 28.7% 22.6% 6.6% 0.9% 1,08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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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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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26.5% 19.1% 18.9% 5.3% 532 49.0%

女性 21.5% 28.0% 24.8% 14.2% 11.5% 553 51.0%

25.7% 27.3% 22.0% 16.5% 8.5% 1,085 100.0%

20~24歲 34.2% 44.5% 14.1% 5.0% 2.2% 85 7.9%

25~34歲 37.1% 28.2% 18.8% 7.1% 8.8% 179 16.6%

35~44歲 21.5% 23.3% 27.9% 24.5% 2.9% 219 20.3%

45~54歲 19.9% 27.3% 23.4% 20.9% 8.5% 201 18.6%

55~64歲 22.5% 27.8% 20.4% 19.9% 9.4% 195 18.0%

65歲及以上 25.5% 23.3% 22.2% 14.0% 15.0% 199 18.5%

25.7% 27.3% 22.0% 16.6% 8.3% 1,079 100.0%

河洛人 28.3% 27.6% 21.5% 14.9% 7.8% 794 73.7%

客家人 26.5% 27.0% 23.5% 17.2% 5.9% 133 12.3%

外省人 13.7% 24.7% 24.0% 25.2% 12.3% 136 12.6%

原住民 4.9% 40.9% 20.9% 22.2% 11.1% 15 1.4%

25.9% 27.4% 22.0% 16.5% 8.2% 1,078 100.0%

小學及以下 21.3% 23.5% 15.2% 13.6% 26.4% 141 13.1%

初中、國中 28.9% 28.1% 19.8% 9.7% 13.6% 132 12.2%

高中、高職 24.1% 24.6% 26.3% 20.0% 5.0% 301 27.8%

專科 15.9% 28.8% 31.2% 21.2% 2.9% 128 11.9%

大學及以上 31.0% 30.0% 18.7% 15.8% 4.5% 379 35.0%

25.8% 27.2% 22.0% 16.6% 8.4% 1,082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38.1% 18.4% 25.3% 17.9% 0.4% 137 12.6%

高階白領人員 29.5% 24.2% 22.8% 17.9% 5.6% 128 11.9%

基層白領人員 32.1% 28.5% 20.7% 12.9% 5.7% 222 20.6%

軍公教人員 20.1% 24.4% 25.4% 25.6% 4.4% 45 4.2%

勞工 20.3% 25.8% 23.3% 22.8% 7.7% 97 8.9%

農民 34.5% 17.4% 23.7% 18.1% 6.3% 40 3.7%

學生 13.7% 72.2% 6.7% 7.4% 0.0% 32 3.0%

家庭主婦 14.2% 29.7% 22.5% 15.1% 18.5% 187 17.3%

退休人員 26.4% 23.9% 22.4% 17.9% 9.3% 143 13.2%

無業/待業者 12.8% 38.5% 16.0% 11.2% 21.4% 51 4.7%

25.8% 27.3% 22.0% 16.5% 8.4% 1,081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46.5% 35.9% 10.4% 2.2% 4.9% 429 39.5%

中性選民 16.3% 22.7% 26.2% 22.4% 12.3% 270 24.9%

國民黨認同者 9.3% 21.0% 34.3% 29.0% 6.3% 354 32.6%

不知道 8.0% 18.5% 6.4% 19.7% 47.4% 32 3.0%

25.7% 27.3% 22.0% 16.5% 8.5% 1,085 100.0%

Q13．香港六月爆發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群眾運動，又稱為「反送中運動」，已經持續11

個禮拜。（主要是反對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爭取香港人的自由與民主。）有人說：

「當這麼多香港人拼命爭取民主自由的時候，台灣政府應站出來給予更多的支持才對。」請問您

同意或不同意？

合計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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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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的2020台灣總統大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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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3．香港六月爆發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群眾運動，又稱為「反送中運動」，已經持續11

個禮拜。（主要是反對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爭取香港人的自由與民主。）有人說：

「當這麼多香港人拼命爭取民主自由的時候，台灣政府應站出來給予更多的支持才對。」請問您

同意或不同意？

合計

民進黨 48.5% 32.0% 11.4% 3.4% 4.7% 328 30.2%

國民黨 8.9% 18.5% 33.8% 31.9% 6.9% 321 29.6%

時代力量 34.5% 35.2% 20.2% 3.4% 6.7% 73 6.7%

台灣民眾黨 25.9% 35.0% 19.0% 19.2% 0.9% 88 8.1%

其他政黨 30.4% 33.7% 19.0% 13.2% 3.7% 70 6.5%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11.4% 25.5% 24.8% 18.4% 19.9% 193 17.8%

不知道 0.0% 21.5% 0.0% 11.8% 66.7% 12 1.1%

25.7% 27.3% 22.0% 16.5% 8.5% 1,085 100.0%

台北市 20.2% 28.7% 22.0% 21.3% 7.7% 122 11.2%

新北市 26.0% 28.5% 20.9% 15.0% 9.5% 186 17.2%

桃園市 21.9% 27.9% 21.7% 12.3% 16.2% 100 9.2%

台中市 31.5% 21.3% 20.0% 21.4% 5.8% 126 11.6%

台南市 27.6% 30.0% 21.5% 16.1% 4.8% 87 8.1%

高雄市 26.2% 27.6% 25.9% 13.2% 7.2% 129 11.9%

其他縣市 25.8% 27.3% 22.1% 16.4% 8.4% 334 30.8%

25.7% 27.3% 22.0% 16.5% 8.5% 1,08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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