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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9/24）早上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論文門、

中華民國情結與總統大選」九月全國性民調發表會。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四

十次每月例行的重大議題民調。由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教授主持並主講，並邀請

丁庭宇與楊憲宏兩位知名學者專家與談。 

本次調查重點如下：（一）蔡英文總統總體執政表現；（二）蘇貞昌院長整體

施政表現；（三）台灣人對前副總統呂秀蓮的感覺；（四）2020 台灣總統大選的

新發展；（五）台灣人的中華民國情結；（六）比較候選人評價：關於品德操守問

題；（七）蔡英文總統博士論文與學位的爭議；（八）所羅門群島斷交事件的相關

問題；（九）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十）台灣人的政黨認同。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關於蔡英文總統總體執政表現，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

有四成八的人基本上滿意蔡英文總統上任三年多的整體施政表現，四成四不

滿意，滿意比不滿意的人多四個百分點。這項發現也顯示，台灣選民對馬英

九和蔡英文在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前三個多月的總體施政表現評估相當類似。 

二、關於行政院長蘇貞昌的整體施政表現，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

年人中，有五成的人基本上滿意蘇貞昌院長上任八個月的整體施政表現，四

成一不滿意，滿意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9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對蘇院

長整體施政表現非常不滿的人有 20.4%，非常滿意的人有 16.8%。 

三、關於台灣人對前副總統呂秀蓮的感覺，最新民意顯示，在台灣總統選民中，

有 27.2%的人喜歡呂秀蓮，43.7％的人對她沒感覺，24.4%的人討厭她。如

果以平均度數來看，台灣選民對前副總統呂秀蓮的感情熱度是 48.13度，和

郭台銘的平均溫度 49.27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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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 2020總統大選是蔡英文與韓國瑜一對一對決時，最新民意顯示，有近五

成四的選民會支持蔡英文，三成一會支持韓國瑜，蔡英文領先韓國瑜近 23

個百分點。這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確定之後，兩人差距最大的時候。 

五、當 2020 總統大選是蔡英文、韓國瑜與呂秀蓮三人競爭時，最新民意顯示，

蔡英文一枝獨秀，獲 49.7%選民的支持，遙遙領先韓呂；韓國瑜居第二，獲

27.9%選民支持；呂秀蓮暫居第三，獲 10.4%選民支持。 

六、關於台灣人的中華民國情結，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

近六成的人傾向認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不這麼認為

的人只有三成三左右。這暗示多數台灣人對中華民國有或多或少的依戀或情

結。 

七、關於蔡英文總統博士論文爭議，最新民意顯示，截至目前為止，在台灣總統

選民中，有兩成五基本上相信蔡英文總統倫敦政經學院博士論文是有問題的，

但有近五成的人傾向不相信。如果換算成具體選民數，那就是，有近五百萬

選民基本上相信蔡英文總統的博士論文有問題，但有近千萬人傾向不相信，

不知道和沒意見的人也有五百萬人左右。 

八、關於外交部長吳釗燮的去留問題，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

人中，有約四成二的人基本上贊同吳釗燮已不適合續任外交部長，但也有四

成四的人不表贊同。這顯示台灣人對現任外交部長應否為邦交國日漸減少負

起責任的看法嚴重分歧，贊成與反對幾乎是一半一半，旗鼓相當。 

九、關於台灣人的民族認同，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當中，

有七成二的人自認為是台灣人，一成一的人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另外約一

成四的人自認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表示，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在最近

一段期間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即便是最近幾個月香港發生如火如荼的大規

模反送中運動。 

十、關於台灣人的政黨認同，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有

四成的人是民進黨認同者，三成四是國民黨認同者，二成四是中性選民。這

個發現，對 2020台灣總統與立委選舉結果有相當的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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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2020 台灣總統大選在 9 月 17 日之後，因台灣首富郭台銘與台北市長柯文哲相繼棄

選，整體競爭態勢基本上回歸民進黨與國民黨兩大政黨對決的局面。 

打從今年 7 月 15 日，國民黨總統初選結果揭曉以後，郭台銘即動向成謎。八月，

郭台銘返台後，興起一波郭柯王結盟的造勢行動，喧騰月餘。郭台銘將中秋起義、宣佈

參選的訊息甚囂塵上。眼看郭柯王結盟漸趨成熟，國民黨中央不斷呼籲團結。9 月 12 日，

一篇以連戰、馬英九為首的 31 位黨內大老署名的半版報紙廣告，呼籲「團結，奮鬥，

救中華民國」，卻刺激郭台銘採取「退黨」的大動作回應。郭台銘退出國民黨的舉動，一

般認為，脫黨參選已經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然而，9 月 16 日深夜，郭台銘一紙將不尋求連署參選總統的聲明，無異宣佈自此

退出 2020 總統大選，震動全台。隔天早上，台灣民眾黨籍台北市長柯文哲明確表示不

會去中選會登記連署，再一次給台灣社會大眾極大的錯愕。9 月 16 日深夜，另一顆震

撼彈是前副總統呂秀蓮宣佈將接受喜樂島聯盟總統提名，角逐下一屆總統。隔天早上，

呂秀蓮偕同副手搭檔前南投縣長彭百顯召開正式記者會宣佈參選。經此，2020 台灣總

統大選峰迴路轉，又現新的景象。接下來，就看時代力量與親民黨是否自推總統候選人。 

值得注意的是，下一屆台灣總統與立委大選只剩大約三個半月，奇怪的是，這麼重

要的選舉卻出現一種近乎「選舉議題真空」的狀態，迄今為止，兩大黨總統候選人皆未

提出有關下一個四年的發展願景和相關議題的重大政見主張。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選戰

口號，民進黨高喊「抗中保台」，國民黨則高喊「保衛中華民國」。尤其，國民黨總統候

選人韓國瑜聲嘶力竭的喊「願為中華民國粉身碎骨」等激情言語，國民黨 31 位大老們

一起勸退郭台銘，中心訴求是「團結、奮鬥、救中華民國」，而郭台銘最後的退選聲明也

強調自己是永遠的中華民國派。「保衛中華民國」竟成為國民黨這次總統選舉的主要訴

求，這和當前時空環境顯得格格不入。 

此外，蔡英文總統倫敦政經學院博士論文爭議，近幾個月來，在台灣社會已逐漸傳

開了。8 月 29 日，台大法律系榮譽教授賀德芬在立法院正式召開記者會，她根據一份

最新調查報告，指出「蔡總統在 35年前並未取得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法學博士學位」。這

份長達五十頁的調查報告是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夏洛特分校經濟系教授林環牆所完成

的。為此，蔡英文總統隨即在 9 月 4 日委請律師提告賀德芬、林環牆妨害名譽，驚動台

灣社會。蔡英文博士論文和學位爭議，因涉及個人品德操守問題，最後會不會演變成具

殺傷力的選戰議題，各方正高度關注，姑且稱之為「論文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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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向與中華民國友好的南太平洋島國，最近五天內有兩國與中華民國宣佈斷

交，一個是人口最多的所羅門群島，另一個是吉里巴斯。這使得邦交國已經少的可憐的

中華民國剩下 15 個邦交國。在台灣大選年，這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和影響值得關注。 

 

 

 

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這樣的背景下，我們 9 月全國性民調即以「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

選」為主題，進行相關調查，涵蓋以下十個重點： 

（一）蔡英文總統的總體施政表現 

（二）蘇貞昌院長的整體施政表現 

（三）台灣人對前副總統呂秀蓮的感覺 

（四）2020台灣總統大選的新發展 

（五）台灣人的中華民國情結 

（六）比較候選人評價：關於品德操守問題 

（七）蔡英文總統博士論文與學位的爭議 

（八）所羅門群島斷交事件的相關問題 

（九）台灣人的民族認同 

（十）台灣人的政黨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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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8-19 兩天；以全國為範圍

的二十歲以上成年人；抽樣方法是以全國住宅電話用戶為抽樣架構，以系統抽樣加尾數

兩碼隨機方式抽樣；有效樣本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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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蔡英文總統的施政表現 

我們問：「蔡英文總統上任三年多，您對她總體施政的表現，包括國防、外交、兩

岸、內政和經濟等等，滿不滿意？」結果發現：12.6%非常滿意，35.4%還算滿意，22.4%

不太滿意，21.5%一點也不滿意，沒意見、不知道、拒答者合計 8.2%。換句話說，在二

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四成八的人基本上滿意蔡英文總統上任三年多的整體施政表

現，四成四不滿意，滿意比不滿意的人多四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對蔡總統總體施

政表現非常不滿的人有 21.5%，非常滿意的人有 12.6%。請參見圖 1。 

圖 1：台灣選民對蔡英文總統上任三年多總體施政表現的評估（2019/9） 

 

 

總統是台灣憲政體制的中心，位高權重，動見觀瞻。就實務上來說，總統和行政院

長雖有形式上業務執掌的分工，即總統主管國防、外交、兩岸和相關重大事件之處理，

行政院長主持內政，但因行政院長乃總統任命，總統權力或影響力貫穿整個行政體系，

無遠弗屆。也因此，總統執政表現包括國防、外交、兩岸、內政、財政、教育、司法、

衛生、健保、農業、勞工、社福等等，都在選民的監督與評估之列。而總統執政表現的

好壞也決定總統聲望之高低，及其政治影響力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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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 2011 年 9 月，也就是馬英九前總統第一任任滿前三個多月，當時台灣選民對

馬英九總統整體施政表現的評估如下：5.9%非常滿意，38.8%還算滿意，26.9%不太滿

意，17.8%一點也不滿意，沒意見、不知道、拒答者合計 9.6%。換言之，滿意和不滿意

馬英九執政表現的人各佔四成五，不相上下；此外，對馬英九執政表現強烈不滿的人多

達一成八，而對其執政表現非常滿意的只有 5.9%。請參見表一。 

 

表一： 台灣選民對總統整體施政表現的評估：蔡英文 VS. 馬英九（2011/2019） 

         馬英九（2011）  蔡英文（2019） 

總體施政表現評估      百分比      百分比 

非常滿意         5.9     12.6 

還算滿意        38.8     35.4 

不太滿意        26.9     22.4 

一點也不滿意       17.8     21.5 

沒意見、不知道、拒答     10.6      8.2 

樣本總數          N=1623      N=1080 

 

根據表一這一珍貴的對照表，可以清楚的發現，台灣選民對馬英九和蔡英文在總統

的第一個任期前三個多月的總體施政表現評估是相當接近的，而蔡英文又略優於馬英九。

馬英九以這樣的總體施政表現爭取連任，且成功連任，這是否意味著蔡英文也將循馬英

九軌跡連任成功呢？ 

為什麼近期蔡英文總統整體施政滿意度出現急速好轉的現象？我簡單歸納出五個

因素： 

首先，蔡英文從今年一月起改變了過去總統兼行政院長的行事風格，相當程度上回

歸現行憲政體制的雙首長制，不再像以前凡事不論大小，事必躬親，親上火線，親自拍

板做決定，因此，大量減少民怨直接上身； 

第二，蔡英文總統自今年元旦起，一改過去在兩岸關係處理上的溫溫吞吞、小心翼

翼的風格，敢於直接槓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大聲說出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兩岸政策，

包括反對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等等，從「膽小鬼」變成「辣台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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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蘇貞昌內閣自一月起臨危授命，承擔九合一敗選後穩定政局的重責大任。因

蔡總統減少干預日常政府行政的運作，使得蘇內閣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遠高於前兩任的林全與賴清德內閣，明顯有助於提升政府的效能與效率。以最近陸續被

揭露的行政院相當全面的「撒錢」為例，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的政府補貼政策出籠，總數

高達三千多億元，要讓「目標選民」有感。的確，從某個角度看，蘇內閣已經全面動起

來，包括交通部、教育部、農委會、環保署、文化部、內政部、經濟部、財政部等，很

多時候是鴨子划水，撒錢興利，各式各樣的補貼政策，從國民旅遊到計程車、遊覽車、

娃娃車、老舊柴油車補助等等，單項補助動輒數億到數百億，錢直接進入選民口袋，就

是要讓人民有感；重大地方建設例如高鐵向南延伸到屏東，陸續啟動中。這還不包括減

稅及悄悄排除以前種種被認為的擾民政策等等。 

第四、外部政治大環境的變動：中美貿易戰爭、如火如荼的香港反送中運動、緊張

的兩岸關係、益趨友好的台美關係，在在形塑出對蔡英文政府空前最有利的外部環境； 

第五，也是最後，因 2020 台灣總統與立委大選的逼近，受惠於主要競爭對手國民

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的諸多形象爭議，反而襯托出蔡英文是相對比較好的選擇，因此也

減少選民對「過去幾年的蔡英文總統」的怨懟之情。難怪，在許多人眼中，現在的蔡英

文已經不像以前那麼討人厭了。 

不過，蔡英文最近的倫敦政經學院（LSE）博士論文與學位的爭議有越滾越大的趨

勢，這個牽涉總統品格操守（Integrity）的嚴肅問題，其終極的衝擊影響有多大，現在看

來並不是太妙，稍後還有更多的最新民調發現和討論。此外，民進黨總統初選「博壞茭」

等等揮之不去的壞印象，肯定將繼續困擾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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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蘇貞昌院長的施政表現 

我們問：「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年一月上任，已經 8 個月。一般說來，您滿意或不滿

意蘇貞昌院長的整體施政表現？」結果發現：16.8%非常滿意，33.3%還算滿意，20.4%

不太滿意，20.4%一點也不滿意，沒意見、不知道、拒答者合計 9%。換句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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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昌院長上任八個月的

整體施政表現，四成一不滿意，滿意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9 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

對蘇院長整體施政表現非常不滿的人有 20.4%，非常滿意的人有 16.8%。 

這是我們首次針對「蘇貞昌院長個人」的整體施政表現作測量，結果近似「蘇貞昌

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兩者間的差異有限。這一方面表示，蘇內閣已被台灣多數民眾

認為已經上軌道，另一方面也暗示台灣人對行政院長蘇貞昌的滿意度略高於蔡英文總統。

當然，只有五成的選民滿意蘇院長和其內閣的施政表現尚不能引以為豪，未來施政滿意

度若能上看六成，超越賴內閣剛上任之時，自然會在歷史留下美好的一頁。 

 

圖 2：台灣選民對行政院長蘇貞昌上任 8 個月整體施政表現的評估（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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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人對前副總統呂秀蓮的感覺 

我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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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副總統呂秀蓮的感覺。 

結果發現：2019 年 9 月，在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中，有 27.2%的人喜歡呂秀蓮，

43.7％的人對她沒感覺，24.4%的人討厭她。如果以平均度數來看，台灣選民對前副總

統呂秀蓮的感情熱度是 48.13 度，和郭台銘的平均溫度 49.27 類似。 

這是一個低於無感 50 度的溫度，整體而言，顯示出台灣選民對呂秀蓮的感覺稍冷。

從另一個角度看，有近四成四的人對呂秀蓮既無好感也無反感，是否顯示呂前副總統卸

任公職已久，以致於有高達四成四的公民對她沒有強烈的愛憎情結。對一個重新出發的

全國性政治人物，這樣的起始人氣溫度可以理解，或許也不算是太壞的結果。 

如果和上個月兩大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和韓國瑜比較，台灣人對呂秀蓮的感覺是介

於兩人中間，蔡英文的平均溫度是 54.91 度，而韓國瑜是 40.56 度，「比上不足，比下

有餘」應屬適當的形容。 

 

圖 3：台灣人對呂秀蓮的感情溫度（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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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0 台灣總統大選的最新發展 

（一）蔡英文 VS. 韓國瑜 

當郭台銘和柯文哲同一期間先後棄選，2020 總統大選整體競爭態勢基本上就回歸

到民進黨與國民黨兩大黨的對決。我們問：「明年（2020）總統大選，如果最後只有蔡

英文和韓國瑜一對一競爭，請問，您傾向支持誰？」結果發現：53.6%支持蔡英文，30.9%

支持韓國瑜，14.8%尚難決定，0.7%不知道。換言之，如果明天投票，有近五成四的選

民會支持蔡英文，三成一會支持韓國瑜，蔡英文領先韓國瑜近 23 個百分點。這是兩黨

總統候選人確定之後，兩人差距最大的時候。請參看圖 4。 

和上個月相比，支持蔡英文的人增加 1.5 個百分點，支持韓國瑜的人減少 3.8 個百

分點，一來一往，蔡英文就拉大領先差距到 22.7 個百分點。距離選前不到四個月，如果

這場 2020 總統大選就是蔡韓對決，過程中沒有任何新的變數，勝敗結果將創下新的歷

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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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民進黨認同者支持，而韓國瑜獲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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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個百分點，大幅擴大了蔡領先韓的差距，顯示韓國瑜在中性選民

的支持上出現嚴重崩盤的現象。此外，比較八、九兩個月，韓國瑜所獲國民

黨認同者的支持也明顯減少了 8.4個百分點，顯示韓國瑜不但沒有因郭台銘

的棄選而獲利，反而還出現基本盤進一步鬆動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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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20 台灣總統大選：蔡英文 VS. 韓國瑜（2019/9） 

 

 

第二， 不論從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省籍族群、職業背景或地理區域的角度看，

韓國瑜支持度已經全面大幅落後蔡英文，即便是一向最堅強的中壯年、專科

程度、軍公教或偏遠縣市選民，也已經宣告全面淪陷。甚至，連最堅定支持

韓國瑜的外省族群選民也出現萎縮的現象，八月還有 50.5%，九月的現在只

剩下 48.3%。這場仗要怎麼打下去，才不至於全面潰散？已經是韓國瑜迫在

眉睫的問題。 

第三， 郭柯先後棄選，支持者跑哪裡去了？照理說，郭台銘棄選讓國民黨不至於陷

入分裂的狀態，以及柯文哲棄選某個程度也應有利於國民黨選情，但實際情

況顯非如此。根據本會七月全國性調查，當 2020 總統大選出現蔡、韓、柯、

郭四人競爭的時候，29.7%支持蔡英文，29.3%支持韓國瑜，18.3%支持柯

文哲，15.9%支持郭台銘。但當九月蔡韓一對一的時候，蔡英文獲 53.6%的

支持，較七月時激增 23.9 個百分點，相較之下，韓國瑜九月獲 30.9%，較

七月增加 1.6 個百分點。從這角度看，柯郭支持者約七成流向蔡英文，兩成

五尚未決定，百分之五流向韓國瑜。 

第四， 也是最後，圖 5 清楚呈現了今年四月以來蔡韓相爭的態勢，在一對一的情況

下，除了四月韓國瑜曾領先蔡英文 8.3 個百分點外，5、6、7、8 連續四個

月，蔡英文都領先韓國瑜 5 到 17 個百分點，9 月則已擴大領先到 23 個百分

點。資料顯示，兩人差距的擴大，不僅僅是因蔡英文極力爭取擴大各階層選

民的支持，韓國瑜鐵粉逐漸流失，是另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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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20 台灣總統大選蔡韓之爭的趨勢 [2019/4~2019/9] 

 

 

 

（二） 當蔡英文、韓國瑜、呂秀蓮三人競爭時 

台灣九月的政壇，除了郭柯雙雙棄選總統之外，最大的意外是前副總統呂秀蓮接受

喜樂島聯盟的總統提名。這三個戲劇性轉折，扭轉了 2020 台灣總統大選的競爭結構。

誠然，呂秀蓮和彭百顯的正副總統搭檔仍需獲千分之 1.5 以上公民連署，能不能過，還

是一個問號。但如果呂彭配連署過關，是否會重大改變蔡韓一對一的競爭結構呢？ 

我們問：「2020台灣總統大選，如果前副總統呂秀蓮連署過關，在蔡英文、韓國瑜

和呂秀蓮三人競爭的情況下，請問，您傾向支持誰？」結果發現：49.7%支持蔡英文，

27.9%支持韓國瑜，10.4%支持呂秀蓮，11.1%尚難決定，0.9%不知道、拒答。換句話

說，在三人競爭狀況下，蔡英文一枝獨秀，獲近五成選民的支持，遙遙領先韓呂；韓國

瑜居第二，獲兩成八選民支持；呂秀蓮暫居第三，獲一成選民支持。這就是說，當呂前

副總統可合格參選時，現階段基本上不會重大改變蔡韓一對一的原始競爭結構；兩人競

爭時，蔡領先韓近 23 個百分點，但當三人競爭時，蔡還是領先韓近 22 個百分點。值得

注意的是，沈寂已久的呂秀蓮才剛起步就獲得十個百分點支持，誠屬不易。後勢發展如

何？仍待觀察。請參看圖 6。 

和八月蔡韓柯三人競爭的狀況相比，可以清楚看到，九月韓國瑜支持度下降 0.8 個

百分點，呂秀蓮獲得 10.4 個百分點，蔡英文增加 8.4 個百分點，她無疑是柯文哲棄選的

最大獲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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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20 台灣總統選民的投票傾向：蔡、韓、呂三人競爭（2019/9） 

 

 

 

五、關於中華民國情結 

2020 台灣總統與立委大選只剩大約三個半月，奇怪的是，這麼重要的選舉卻出現

一種近乎「選舉議題真空」的狀態，迄今為止，兩大黨總統候選人皆未提出有關下一個

四年的發展願景和相關議題的重大政見主張。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選戰口號，民進黨高

喊「抗中保台」，國民黨則高喊「保衛中華民國」。尤其，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動則

十萬人以上的造勢場子，群眾總是高舉中華民國國旗，旗海飛揚，韓國瑜則聲嘶力竭的

喊出「願為中華民國粉身碎骨」等激情言語。國民黨 31 位大老們一起勸退郭台銘，中

心訴求是「團結奮鬥救中華民國」，而郭台銘最後的退選聲明也強調自己是永遠的中華

民國派。 

由此可見，「保衛中華民國」的確已經成為國民黨這次總統選舉的主要訴求。問題

是，在當前這個特定時空環境下，這樣的訴求很可能陷入「稻草人論證」（Straw man 

argument），形成「打稻草人訴求」的困境。中華民國究竟什麼時候陷入這麼迫切的滅

亡危機？是誰要消滅中華民國？從國民黨主席、大老或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口中說出來，

想消滅中華民國的人，肯定不會是中國共產黨，而是民進黨或民進黨籍的總統蔡英文。

但當今的民進黨和蔡英文總統有主張要消滅中華民國嗎？如果沒有，國民黨這數個月來

的「中華民國保衛戰」豈不就坐實是亂打一通的「稻草人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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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做為台灣第一大在野黨的中國國民黨，在這次總統大選中主打「中華民

國保衛戰」，主要目的當然是想藉激起所有有「中華民國情結」的人團結起來，以贏得選

戰的勝利。情結（complex）是一種複雜的心理現象，「中華民國情結」自然是一種複雜

的政治心理現象。凡是認同中華民國的人，擔心中華民國滅亡的人，都難免會有中華民

國情結，較容易被喚起參與保衛中華民國的行動。在今天的台灣，究竟有多少人具有「中

華民國情結」呢？值得探討。 

我們問：「有人說：「台灣是台灣，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兩者並不相同」，請問您同

不同意？」結果發現：17.6%非常同意，15.7%還算同意，28.4%不太同意，29.5%一點

也不同意，8.9%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三分之一的

人基本上同意台灣與中華民國不等同，但有五成八的人不同意這樣的說法。這顯示，二

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近六成的人傾向認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就是台

灣，不這麼認為的人只有三成三左右。這是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發現，暗示多數台灣人

對中華民國有或多或少的依戀或情結，也就是說，現階段的台灣，多數人仍默默的接受

或難以割捨中華民國，雖然也有可觀的人不喜歡唱國歌或看到「車輪牌」的國旗與國徽。

這或許某種程度也可以說是蔡英文領導下的民進黨政府的貢獻。 

 

圖 7：台灣人對台灣與中華民國關係的認知（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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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我們問：「在蔡英文、韓國瑜、呂秀蓮三人當中，您覺得誰最認同中華民

國？」結果發現：45.8%認為韓國瑜最認同中華民國，33.6%認為蔡英文最認同中華民

國，7%認為呂秀蓮最認同中華民國，3.8%都一樣，9.9%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

話說，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近四成六認為韓國瑜最認同中華民國，三成三認為是蔡英

文，只有百分之七認為是呂秀蓮。在蔡韓呂三人競爭的情況下，有四成六認為韓國瑜最

認同中華民國，但卻只有二成八支持他，差距達 18 個百分點，這是否說明「光認同中

華民國，不保證一定獲得總統選民的支持」？同理，只有三成三的人認為蔡英文最認同

中華民國，但他卻獲得五成總統選民的支持，兩者相差 17 個百分點。簡單的說，研究

發現顯示，是否最認同中華民國，似乎不是決定選民投票傾向的最重要因素。請參看圖

8。 

 

圖 8：蔡韓呂三人中，誰最認同中華民國？（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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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比較候選人評價：關於品德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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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對候選人的品德操守、能力、人格特質、以及其過去的種種表現。選民對候選人的評

價，在相當程度上，固然會受候選人所屬政黨及其議題立場的影響，但候選人本身仍具

有若干獨特的吸引力，來吸引或號召選民的認同與支持。 

基於問卷長度受限的因素，本次調查除上述有關認同中華民國之外，還針對候選人

品德操守進行研究。總統候選人的品德操守涉及為人是否清廉、誠實、正直、厚道、仁

慈、熱誠、善良、無私、信守承諾等等，是選民所重視的人格特質。總統是一國元首，

不論有無實權，皆是萬民仰望的對象，甚至是精神力量的重要支柱，因此，總統在倫理

道德方面的表現影響深遠，自然也是選民比較候選人評價的重要因素。 

我們問：「在蔡英文、韓國瑜、呂秀蓮三人當中，誰的品德操守較好？」結果發現：

在年滿二十歲的台灣成年人中，有 47.7%認為三人中蔡英文品德較好，20.5%認為呂秀

蓮較好，18.7%認為韓國瑜較好，3%都一樣差，1.7%都一樣好，8.3 沒意見、不知道、

拒答。換言之，就品德操守這項候選人特質而言，蔡英文領先呂秀蓮 27.2 個百分點，領

先韓國瑜 29 個百分點，這樣的差距不可謂不大，其中的政治意涵更值得推敲。由此亦

可理解，為什麼當前蔡英文的支持度遙遙領先韓國瑜 23 個百分點，因為品德操守很可

能是韓國瑜的最大弱點，也就是俗稱的阿基里斯鍵。 

 

圖 9：蔡韓呂三位總統候選人，誰的品德操守較好？（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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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灣人目前對蔡總統博士論文爭議的態度 

蔡英文總統倫敦政經學院博士論文爭議，近幾個月來，在台灣社會已逐漸傳開了。

8 月 29 日，台大法律系榮譽教授賀德芬在立法院正式召開記者會，她根據一份最新調

查報告，指出「蔡總統在 35年前並未取得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法學博士學位」。這份長達

五十頁的調查報告是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夏洛特分校經濟系教授林環牆所完成的。為此，

蔡英文總統隨即在 9 月 4 日委請律師提告賀德芬、林環牆妨害名譽，驚動台灣社會。從

此，蔡總統博士論文真假疑雲成為網路談話性節目最火紅的主題，火越燒越大，據聞連

國民黨陣營都將擬定「黑英計畫」進行選戰攻堅。蔡英文博士論文和學位爭議，因涉及

個人品德操守問題，最後會不會演變成具殺傷力的選戰議題，各方正高度關注，姑且稱

之為「論文門」議題。 

台灣總統選民怎麼看這項延燒中的論文門爭議？它在何種程度上會衝擊並影響此

刻的總統選情？我們從三方面切入，試圖從選民面瞭解這項爭議的嚴重性。 

首先，有多少總統選民知道這項爭議？我們問：「最近三個多月，有學者強烈質疑蔡

英文總統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論文有問題，蔡英文總統先後也對三位學者提出妨害名聲

的告訴。請問，您有聽說過這個爭議嗎？」結果發現，63%有聽說過，37%沒有聽說過。

由此可見，蔡總統博士論文與學位的爭議已經是一個「顯著的議題」（Salient issue）。

請參見圖 10。 

第二，我們問：「如果蔡英文總統博士論文與學歷被證明是有問題，您覺得這問題

嚴不嚴重？」結果發現：27.7%非常嚴重，23.2%還算嚴重，30.3%不太嚴重，9.3%一

點也不嚴重，9.5%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五成一的人

傾向認為如果蔡總統博士論文與學歷被證明是有問題，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有四成

左右的人傾向認為並不嚴重。請參見圖 11。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在民進黨認同者方面，有三成一認為如果蔡總統博士論文有問

題是一件嚴重的事，但有六成的人不這麼認為；在中性選民方面，有五成四的人認為如

果蔡總統博士論文有問題是一件嚴重的事，有三成一的人不這麼認為；在國民黨認同者

方面，有七成四認為如果蔡總統博士論文有問題是一件嚴重的事，有二成二的人不這麼

認為；由此可見，政黨傾向會顯著影響選民對這件事情的判斷。 

除此之外，資料顯示，年輕高學歷選民較傾向認為博士論文真假有其嚴重性，這是

否意味「論文門事件」有可能動搖原本支持蔡英文的年輕高學歷選民，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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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們問：「到目前為止，您相不相信蔡英文總統倫敦政經學院博士論文是有

問題的？」結果發現：9.3%非常相信，15.3%有點相信，31.9%不太相信，17.8%一點

也不相信，25.7%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在台灣總統選民中，有兩成五基

本上相信蔡英文總統倫敦政經學院博士論文是有問題的，但有近五成的人傾向不相信。

如果換算成具體選民數，那就是，到目前為止，有近五百萬選民基本上相信蔡英文總統

的博士論文有問題，但有近千萬人傾向不相信，不知道和沒意見的人也有五百萬人左右。

這個發現顯示，到目前為止，不相信蔡總統論文有問題的人遠多於相信的人，但當有近

五百萬選民開始質疑總統的誠信與品格時，這已經構成蔡總統的道德危機。「論文門事

件」未來將如何發展？或許是這場總統大選最關鍵的變數。請參見圖 12。 

 

圖 10：有多少台灣總統選民知道蔡總統博士論文爭議？（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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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台灣人對蔡英文總統博士論文如果有問題的態度 （2019/9） 

 

 

圖 12：台灣人相不相信蔡英文總統博士論文有問題？（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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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羅門群島斷交的相關問題 

一向與中華民國友好的南太平洋島國，最近五天內有兩國與中華民國宣佈斷交，一

個是人口最多的所羅門群島，另一個是吉里巴斯。這使得邦交國已經少的可憐的中華民

國剩下 15 個邦交國。 

台灣人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是否擔憂邦交國的日漸減少？我們問：「所羅門群

島（一個南太平洋島國）最近和我國（中華民國）斷絕邦交，這已經是蔡政府任內斷交

的第六個邦交國。一般說來，您會不會擔心邦交國持續流失的問題？」結果發現：20.2%

非常擔心，22.6%有點擔心，24.8%不太擔心，28.1%一點也不擔心，4.3%沒意見、不

知道、拒答。換句話說，在台灣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中，有五成三的人基本上不擔心邦

交國持續流失的問題，但也有四成三的人表示擔心。這顯示，台灣多數成年人已經逐漸

習慣邦交國日減的趨勢與事實，但仍舊有可觀的人群憂慮外交日趨孤立的現實。請參看

圖 13。 

一項有趣的比較是，和 2017 年 6 月巴拿馬斷交相比，這次和所羅門群島斷交，會

擔心邦交國減少的人下降了 3.8 個百分點，不擔心的人增加了 5.3 個百分點。這是一個

顯著的現象，顯示台灣人越來越習慣於斷交事件的重複發生，且越來越多的人出現無動

於衷或麻麻痺痺的現象。 

 

圖 13：台灣人是否擔心邦交國日趨減少？（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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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台灣人是否擔心邦交國日趨減少？--兩次比較 (2017/6 與 2019/9)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民進黨認同者中有兩成五表示擔心，七成三不擔心；中性選民

中，有四成表示擔心，五成一不擔心；國民黨認同者中，有六成七表示擔心，三成一不

擔心。此外，資料顯示，年輕高學歷的選民較憂心邦交國日趨減少，而年長和中低學歷

選民對邦交國日趨減少的現象較無感覺。 

接著，我們問：「有人說：「外交部長吳釗燮上任一年多，已失去四個邦交國（多明

尼加、布吉納法索、薩爾瓦多、所羅門群島），並不適合繼續當外交部長。」請問您贊不

贊同？」結果發現：20.8%非常贊同，20.7%還算贊同，27.5%不太贊同，16.5%一點也

不贊同，14.5%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有

約四成二的人基本上贊同吳釗燮已不適合續任外交部長，但也有四成四的人不表贊同。

這顯示台灣公民對現任外交部長應否為邦交國日漸減少負起責任的看法嚴重分歧，贊成

與反對幾乎是一半一半，旗鼓相當。請參見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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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台灣人對外交部長吳釗燮去留的看法（2019/9） 

 

必須說明的是，當本調查完成後隔天(9 月 20 日)，吉里巴斯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

所以，外交部長吳釗燮任內至少已經有 5 國斷交。 

  

20.8% 20.7%

8.2%

27.5%

16.5%

0%

10%

20%

30%

40%

50%

非常贊同 還算贊同 沒意見 不太贊同 一點也不贊同

回答人數：1,080人



21 
 

九、台灣人的民族認同 

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定位，牽涉到的不只是個人的身份認同，而是是一種民

族的想像。台灣人認同是一種民族的想像，而中國人認同也是一種民族的想像。做為一

種民族的想像，最簡單的思考是，台灣人指的是生活在台澎金馬及其附屬島嶼的兩千三

百五十萬居民，不分本省外省，不分漢人原住民、不分先來後到，都是台灣人。而中國

人作為一種民族的想像，則是指除了在台灣的兩千三百五十萬人之外，還包括中國大陸

的十三億五千萬人。台灣人和中國人不一樣，且各有各的主權。 

台灣當前民族認同的狀態為何？台灣人認同的比例有多高？中國人認同的比例有

多高？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雙重認同者有多少？這三種不同的認同和過去比是否

出現了一些變化？哪一種認同上昇了？哪一種認同下降了？這是我們關切的問題。 

我們問：「在台灣，有人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自認為是台灣人，請問您認為

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或是您有其他的想法？」結果顯示，72.1%自認為自己是台

灣人，10.9%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13.7%自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1.7%沒

意見、不知道和拒答。換言之，2019 年 9 月，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當中，有七

成二的人自認為是台灣人，一成一的人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另外約一成四的人自認為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請參看圖 16。 

 

圖 16：台灣人的民族認同（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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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和最近一次的全國性調查比較（2019/1），可以清楚的發現，台灣認同者只略升

1.2 個百分點，中國認同者略降 0.7 個百分點，台灣與中國雙重認同者則略昇 1.6 個百

分點。大致來說，台灣的民族認同在最近一段期間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即便是最近幾

個月香港發生如火如荼的大規模反送中運動。 

整體而言，這顯示台灣認同合理推論大約自公元 2000 年以後，已經成為一個貫串

絕大多數台灣住民的「統攝性認同」，壓倒了「中國認同」和「台灣中國的雙重認同」，

尤其在 2011 年以後就維持在七成以上的穩定水準，也可說已經是一個相當普遍且穩定

的日常現象。請參見圖 17。 

 

圖 17：台灣人民族認同的長期趨勢 [199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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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台灣人的政黨認同 

我們問：「目前國內有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請問哪一個政黨的理念和

主張跟您較接近？」結果發現：14%非常接近民進黨，26.2%還算接近民進黨，24%還

算接近國民黨，9.8%非常接近國民黨，24.3%中性選民，1.7 不知道、拒答。換言之，

在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中，有四成的人是民進黨認同者，三成四是國民黨認同者，

二成四是中性選民。請參見圖 18。 

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台灣的政黨體系和美國典型兩黨制不同，所以政黨認同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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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黨的實際選民支持規模。舉一個例，當我們說，台灣選民中有四成民進黨認同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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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同理，國民黨認同者指的雖然主要是國民黨支持者，但也包括了親民黨與新黨的支

持者。 

 

圖 18：台灣人的政黨認同（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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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認同，性質上，是影響選民政治認知和判斷的極重要因素，也是左右選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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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者，而國民黨擁有三成四政黨認同者，很顯然民進黨在政黨認同上佔了相當的優勢。

六個百分點，具體地說是約等於近 120 萬選民。所以，如果其他條件相等，民進黨會贏

得 2020 台灣總統大選，蔡英文會沒有意外的連任成功。但客觀而論，因其他條件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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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 

圖 19 呈現了自民進黨重返執政以後，整體台灣人政黨認同的變化。圖中，民進黨

和國民黨認同都出現了大起大落的狀況，那代表過去三年多台灣政治過程在不同時間點

上發生許多大大小小的事件與故事，值得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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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台灣人政黨認同趨勢 [2016/5~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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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宜蘭縣 21 2.0%

新竹縣 24 2.3%

苗栗縣 25 2.3%

彰化縣 58 5.4%

南投縣 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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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11.2%

高雄市 129 11.9%

新北市 185 17.2%

台中市 126 11.6%

台南市 87 8.1%

桃園市 99 9.2%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7 0.6%

1080 100.0%

非常滿意 136 12.6%

還算滿意 382 35.4%

不太滿意 242 22.4%

一點也不滿意 232 21.5%

沒意見 60 5.6%

不知道 28 2.5%

拒答 1 0.1%

1080 100.0%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市？

合計

Q2．蔡英文總統上任三年多，您對她總體

施政的表現，包括國防、外交、兩岸、內

政和經濟等等，滿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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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8日 至 108年 9月 19日 

有效樣本：1,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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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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滿意 182 16.8%

還算滿意 360 33.3%

不太滿意 221 20.4%

一點也不滿意 221 20.4%

沒意見 67 6.2%

不知道 30 2.8%

1080 100.0%

平均值

49以下(反感) 264 24.4%

50(沒感覺) 472 43.7%

51以上(好感) 293 27.2%

不知道 51 4.7%

1080 100.0%

蔡英文 579 53.6%

韓國瑜 334 30.9%

尚難決定 159 14.8%

不知道 6 0.5%

拒答 2 0.2%

1080 100.0%

蔡英文 536 49.7%

韓國瑜 301 27.9%

呂秀蓮 112 10.4%

尚難決定 120 11.1%

不知道 9 0.8%

拒答 1 0.1%

1080 100.0%

有 681 63.0%

沒有 399 37.0%

1080 100.0%

非常嚴重 299 27.7%

還算嚴重 250 23.2%

不太嚴重 327 30.3%

一點也不嚴重 101 9.3%

沒意見 48 4.5%

不知道 51 4.7%

拒答 3 0.3%

1080 100.0%

48.13

Q4．「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政治人物

的好感與反感，0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

感；而100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

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

請您用0到100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前副

總統呂秀蓮的感覺。

合計

Q8．如果蔡英文總統博士論文與學歷被證

明是有問題，您覺得這問題嚴不嚴重？

合計

Q5．明年（2020）總統大選，如果最後

只有蔡英文和韓國瑜一對一競爭，請問，

您傾向支持誰？

合計

Q6．2020台灣總統大選，如果前副總統

呂秀蓮連署過關，在蔡英文、韓國瑜和呂

秀蓮三人競爭的情況下，請問，您傾向支

持誰？

合計

最近三個多月，有學者強烈質疑蔡英文總統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論文有問題，蔡英文總統先後也對三

位學者提出妨害名譽的告訴。

Q7．請問，您有聽說過這個爭議嗎？

合計

Q3．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年一月上任，已經

8個月。一般說來，您滿意或不滿意蘇貞

昌院長的整體施政表現？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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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相信 100 9.3%

有點相信 165 15.3%

不太相信 344 31.9%

一點也不相信 192 17.8%

沒意見 140 13.0%

不知道 134 12.4%

拒答 3 0.3%

1080 100.0%

非常擔心 218 20.2%

有點擔心 244 22.6%

不太擔心 268 24.8%

一點也不擔心 303 28.1%

沒意見 19 1.8%

不知道 25 2.3%

拒答 2 0.2%

1080 100.0%

非常贊同 225 20.8%

還算贊同 223 20.7%

不太贊同 298 27.5%

一點也不贊同 178 16.5%

沒意見 88 8.2%

不知道 67 6.2%

拒答 1 0.1%

1080 100.0%

非常同意 190 17.6%

還算同意 169 15.7%

不太同意 307 28.4%

一點也不同意 318 29.5%

沒意見 58 5.4%

不知道 35 3.2%

拒答 3 0.3%

1080 100.0%

蔡英文 362 33.6%

韓國瑜 495 45.8%

呂秀蓮 76 7.0%

都一樣認同 14 1.3%

都一樣不認同 27 2.5%

沒意見 47 4.4%

不知道 57 5.3%

拒答 2 0.2%

1080 100.0%

Q9．到目前為止，您相不相信蔡英文總統

倫敦政經學院博士論文是有問題的？

合計

Q10．所羅門群島（一個南太平洋島國）

最近和我國（中華民國）斷絕邦交，這已

經是蔡政府任內斷交的第六個邦交國。一

般說來，您會不會擔心邦交國持續流失的

問題？

合計

Q11．有人說：「外交部長吳釗燮上任一

年多，已失去四個邦交國（多明尼加、布

吉納法索、薩爾瓦多、所羅門群島），並

不適合繼續當外交部長。」請問您贊不贊

同？

合計

Q12．有人說：「台灣是台灣，中華民國

是中華民國，兩者並不相同」，請問您同

不同意？

合計

Q13．在蔡英文、韓國瑜、呂秀蓮三人當

中，您覺得誰最認同中華民國？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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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蔡英文 516 47.7%

韓國瑜 202 18.7%

呂秀蓮 221 20.5%

都一樣好 18 1.7%

都一樣差 33 3.0%

沒意見 42 3.9%

不知道 46 4.2%

拒答 3 0.2%

1080 100.0%

台灣人 778 72.1%

中國人 118 10.9%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148 13.7%

沒意見 19 1.7%

不知道 7 0.7%

拒答 10 1.0%

1080 100.0%

非常接近民進黨 151 14.0%

還算接近民進黨 283 26.2%

中立但偏民進黨 43 4.0%

中立／不偏任何政黨 181 16.8%

中立但偏國民黨 38 3.5%

還算接近國民黨 259 24.0%

非常接近國民黨 106 9.8%

不知道 12 1.1%

其他政黨 1 0.1%

拒答 6 0.5%

1080 100.0%

自營商／雇主 138 12.8%

公務人員 27 2.5%

軍人 4 0.4%

警察 1 0.1%

中小學老師 15 1.3%

民營公司或機構普通職員 234 21.7%

民營公司或機構主管人員 116 10.8%

勞工 94 8.7%

專業人員 11 1.0%

在學學生 38 3.5%

農民 34 3.2%

退休 137 12.7%

無業／待業 47 4.4%

家庭主婦 180 16.7%

拒答 5 0.4%

1080 100.0%合計

合計

Q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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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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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7．請問您目前的職業身份是？

Q14．在蔡英文、韓國瑜、呂秀蓮三人當

中，誰的品德操守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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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小學及以下 140 13.0%

初中、國中 131 12.1%

高中、高職 299 27.7%

專科 127 11.8%

大學 293 27.1%

研究所及以上 83 7.7%

拒答 7 0.6%

1080 100.0%

20～24歲 85 7.8%

25～29歲 88 8.2%

30～34歲 89 8.2%

35～39歲 109 10.1%

40～44歲 108 10.0%

45～49歲 98 9.1%

50～54歲 101 9.3%

55～59歲 101 9.4%

60～64歲 92 8.5%

65～69歲 75 7.0%

70歲及以上 122 11.3%

拒答 11 1.1%

1080 100.0%

河洛人 789 73.1%

客家人 134 12.4%

外省人 127 11.8%

原住民 17 1.6%

新移民 2 0.2%

拒答 9 0.9%

1080 100.0%

男性 529 49.0%

女性 551 51.0%

1080 100.0%

合計

Q21．性別

合計

Q18．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合計

Q19．(先生/小姐)請問您今年幾歲？

合計

Q20．請問您是河洛人、客家人或是外省

人，還是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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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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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36.5% 21.8% 19.1% 8.2% 529 49.0%

女性 10.8% 34.2% 23.0% 23.8% 8.2% 551 51.0%

12.6% 35.4% 22.4% 21.5% 8.2% 1080 100.0%

20~24歲 13.2% 54.7% 17.7% 9.2% 5.1% 85 7.9%

25~34歲 9.4% 37.7% 29.6% 14.3% 8.9% 177 16.6%

35~44歲 7.6% 35.9% 23.4% 27.1% 6.0% 217 20.3%

45~54歲 9.9% 33.1% 21.8% 26.6% 8.6% 199 18.6%

55~64歲 14.7% 29.9% 22.1% 27.3% 6.0% 193 18.0%

65歲及以上 21.2% 32.8% 17.7% 16.4% 11.8% 198 18.5%

12.6% 35.5% 22.4% 21.5% 8.0% 1069 100.0%

河洛人 12.8% 39.5% 21.3% 19.1% 7.3% 789 73.9%

客家人 17.8% 34.0% 22.7% 17.3% 8.2% 134 12.6%

外省人 7.7% 15.6% 28.1% 39.7% 8.9% 127 11.9%

原住民 5.8% 17.3% 14.9% 25.7% 36.3% 17 1.6%

12.7% 35.6% 22.2% 21.4% 8.1% 1068 100.0%

小學及以下 23.4% 29.6% 20.9% 12.7% 13.4% 140 13.1%

初中、國中 17.4% 38.8% 20.9% 17.1% 5.8% 131 12.2%

高中、高職 9.7% 35.9% 22.7% 21.7% 10.0% 299 27.9%

專科 6.7% 33.8% 26.5% 29.8% 3.2% 127 11.9%

大學及以上 11.0% 36.8% 22.0% 23.0% 7.2% 376 35.0%

12.5% 35.5% 22.4% 21.4% 8.2%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0.0% 36.9% 19.8% 30.9% 2.3% 138 12.8%

高階白領人員 9.0% 39.5% 18.7% 24.2% 8.5% 127 11.8%

基層白領人員 11.2% 41.5% 20.4% 18.6% 8.4% 234 21.8%

軍公教人員 8.8% 25.0% 35.7% 30.5% 0.0% 46 4.3%

勞工 13.2% 31.7% 23.9% 13.3% 17.8% 94 8.7%

農民 22.5% 31.2% 13.8% 17.2% 15.4% 34 3.2%

學生 16.2% 44.3% 15.7% 23.9% 0.0% 38 3.5%

家庭主婦 11.0% 32.5% 25.1% 23.7% 7.8% 180 16.7%

退休人員 19.1% 31.5% 19.6% 20.0% 9.9% 137 12.7%

無業/待業者 17.0% 27.0% 41.7% 5.0% 9.3% 47 4.4%

12.6% 35.4% 22.3% 21.5% 8.1% 1075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28.7% 58.0% 8.4% 1.4% 3.5% 434 40.2%

中性選民 3.1% 30.8% 28.5% 19.3% 18.2% 263 24.3%

國民黨認同者 0.3% 11.2% 35.8% 47.4% 5.4% 364 33.7%

不知道 9.7% 43.6% 3.2% 11.0% 32.5% 19 1.7%

12.6% 35.4% 22.4% 21.5% 8.2% 1080 100.0%

台灣人 16.2% 44.8% 20.7% 10.9% 7.4% 778 72.1%

中國人 2.0% 8.3% 27.1% 56.3% 6.2% 118 10.9%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2.6% 11.5% 30.4% 43.3% 12.2% 148 13.7%

不知道 8.1% 17.1% 12.6% 46.4% 15.8% 36 3.4%

12.6% 35.4% 22.4% 21.5% 8.2% 1080 100.0%

省籍

合計

Q2．蔡英文總統上任三年多，您對她總體施政的表現，包括國防、外交、兩岸、內政和經濟等

等，滿不滿意？

合計

年齡

合計

合計

性別

教育程度

民族認同

合計

職業

合計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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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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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蔡英文總統上任三年多，您對她總體施政的表現，包括國防、外交、兩岸、內政和經濟等

等，滿不滿意？

合計

台北市 11.9% 36.5% 19.9% 26.9% 4.9% 121 11.2%

新北市 11.0% 33.6% 19.7% 29.6% 6.1% 185 17.2%

桃園市 21.7% 34.4% 24.5% 12.2% 7.1% 99 9.2%

台中市 7.6% 39.6% 26.7% 19.1% 7.0% 126 11.6%

台南市 20.2% 35.3% 20.7% 13.3% 10.6% 87 8.1%

高雄市 12.5% 33.4% 24.6% 19.4% 10.1% 129 11.9%

其他縣市 10.8% 35.4% 22.3% 21.6% 9.9% 333 30.8%

12.6% 35.4% 22.4% 21.5% 8.2% 1080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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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蔡英文 韓國瑜
尚難

決定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55.7% 30.5% 13.3% 0.5% 529 49.0%

女性 51.6% 31.3% 16.2% 0.9% 551 51.0%

53.6% 30.9% 14.8% 0.7% 1080 100.0%

20~24歲 59.6% 13.8% 26.6% 0.0% 85 7.9%

25~34歲 54.0% 32.5% 12.4% 1.1% 177 16.6%

35~44歲 54.1% 34.2% 11.7% 0.0% 217 20.3%

45~54歲 47.8% 32.5% 18.9% 0.8% 199 18.6%

55~64歲 52.0% 38.4% 9.3% 0.3% 193 18.0%

65歲及以上 58.9% 25.1% 14.3% 1.7% 198 18.5%

53.9% 31.1% 14.4% 0.7% 1069 100.0%

河洛人 58.5% 27.0% 13.6% 0.9% 789 73.9%

客家人 51.0% 32.3% 16.7% 0.0% 134 12.6%

外省人 32.9% 48.3% 18.4% 0.5% 127 11.9%

原住民 34.5% 60.0% 5.4% 0.0% 17 1.6%

54.1% 30.8% 14.4% 0.7% 1068 100.0%

小學及以下 60.2% 20.2% 17.3% 2.4% 140 13.1%

初中、國中 60.4% 30.4% 9.2% 0.0% 131 12.2%

高中、高職 50.2% 34.6% 14.9% 0.3% 299 27.9%

專科 45.6% 34.8% 19.6% 0.0% 127 11.9%

大學及以上 54.7% 31.1% 13.3% 0.9% 376 35.0%

53.8% 31.0% 14.5% 0.7%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57.2% 33.8% 9.0% 0.0% 138 12.8%

高階白領人員 47.4% 30.9% 19.6% 2.0% 127 11.8%

基層白領人員 56.4% 30.9% 12.8% 0.0% 234 21.8%

軍公教人員 44.3% 42.0% 13.7% 0.0% 46 4.3%

勞工 50.8% 25.3% 23.9% 0.0% 94 8.7%

農民 58.9% 33.0% 8.2% 0.0% 34 3.2%

學生 66.2% 17.0% 16.8% 0.0% 38 3.5%

家庭主婦 51.1% 34.2% 13.8% 0.9% 180 16.7%

退休人員 56.4% 28.9% 13.6% 1.1% 137 12.7%

無業/待業者 52.6% 29.3% 14.2% 4.0% 47 4.4%

53.8% 31.1% 14.4% 0.7% 1075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95.6% 1.3% 2.6% 0.6% 434 40.2%

中性選民 45.7% 16.8% 36.2% 1.2% 263 24.3%

國民黨認同者 9.9% 77.8% 12.1% 0.2% 364 33.7%

不知道 43.1% 5.6% 46.7% 4.6% 19 1.7%

53.6% 30.9% 14.8% 0.7% 1080 100.0%

台灣人 67.0% 18.4% 13.8% 0.8% 778 72.1%

中國人 7.8% 75.9% 16.3% 0.0% 118 10.9%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26.3% 58.0% 15.2% 0.4% 148 13.7%

不知道 25.8% 43.5% 28.4% 2.4% 36 3.4%

53.6% 30.9% 14.8% 0.7% 1080 100.0%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民族認同

合計

教育程度

Q5．明年（2020）總統大選，如果最後只有蔡英文和韓國瑜一對一競爭，請問，您傾

向支持誰？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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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蔡英文 韓國瑜
尚難

決定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5．明年（2020）總統大選，如果最後只有蔡英文和韓國瑜一對一競爭，請問，您傾

向支持誰？

合計

台北市 47.7% 36.5% 14.6% 1.1% 121 11.2%

新北市 51.0% 37.1% 11.9% 0.0% 185 17.2%

桃園市 54.7% 23.0% 19.6% 2.7% 99 9.2%

台中市 52.6% 24.9% 21.9% 0.7% 126 11.6%

台南市 72.8% 10.3% 16.0% 0.9% 87 8.1%

高雄市 60.3% 32.3% 7.4% 0.0% 129 11.9%

其他縣市 49.6% 35.0% 14.8% 0.6% 333 30.8%

53.6% 30.9% 14.8% 0.7% 1080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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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蔡英文 韓國瑜 呂秀蓮
尚難

決定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51.6% 27.0% 12.1% 8.4% 0.8% 529 49.0%

女性 47.8% 28.8% 8.7% 13.6% 1.1% 551 51.0%

49.7% 27.9% 10.4% 11.1% 0.9% 1080 100.0%

20~24歲 54.3% 13.8% 15.7% 16.2% 0.0% 85 7.9%

25~34歲 46.3% 31.5% 9.6% 9.8% 2.8% 177 16.6%

35~44歲 50.9% 29.5% 8.6% 11.0% 0.0% 217 20.3%

45~54歲 46.2% 28.4% 12.9% 12.1% 0.4% 199 18.6%

55~64歲 48.4% 34.9% 10.7% 6.0% 0.0% 193 18.0%

65歲及以上 55.2% 22.1% 7.8% 12.7% 2.2% 198 18.5%

49.9% 28.0% 10.4% 10.8% 0.9% 1069 100.0%

河洛人 55.0% 24.3% 9.6% 10.0% 1.0% 789 73.9%

客家人 46.2% 27.0% 14.1% 11.6% 1.1% 134 12.6%

外省人 25.3% 45.9% 11.8% 16.9% 0.0% 127 11.9%

原住民 34.5% 60.0% 0.0% 5.4% 0.0% 17 1.6%

50.1% 27.8% 10.3% 10.9% 0.9% 1068 100.0%

小學及以下 56.0% 19.0% 5.2% 17.0% 2.8% 140 13.1%

初中、國中 55.8% 27.9% 7.8% 8.6% 0.0% 131 12.2%

高中、高職 47.8% 30.9% 11.5% 9.6% 0.3% 299 27.9%

專科 39.8% 33.5% 13.4% 13.3% 0.0% 127 11.9%

大學及以上 50.4% 27.3% 10.9% 9.9% 1.4% 376 35.0%

49.8% 28.0% 10.2% 11.0% 0.9%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49.6% 30.1% 12.2% 8.1% 0.0% 138 12.8%

高階白領人員 46.0% 31.0% 10.5% 11.0% 1.5% 127 11.8%

基層白領人員 53.9% 25.8% 9.0% 10.6% 0.6% 234 21.8%

軍公教人員 38.4% 40.0% 14.5% 7.2% 0.0% 46 4.3%

勞工 49.6% 24.1% 7.0% 17.7% 1.6% 94 8.7%

農民 56.8% 23.7% 9.2% 10.3% 0.0% 34 3.2%

學生 54.1% 17.0% 12.0% 16.8% 0.0% 38 3.5%

家庭主婦 46.8% 31.7% 10.4% 10.7% 0.4% 180 16.7%

退休人員 54.7% 25.0% 8.3% 10.6% 1.4% 137 12.7%

無業/待業者 41.1% 26.4% 18.0% 9.0% 5.5% 47 4.4%

49.8% 28.0% 10.3% 11.0% 0.9% 1075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89.6% 1.8% 6.3% 1.6% 0.7% 434 40.2%

中性選民 40.8% 15.1% 12.0% 30.2% 1.9% 263 24.3%

國民黨認同者 9.1% 69.6% 13.8% 7.4% 0.1% 364 33.7%

不知道 37.8% 2.7% 17.5% 33.4% 8.5% 19 1.7%

49.7% 27.9% 10.4% 11.1% 0.9% 1080 100.0%

台灣人 63.7% 16.3% 8.2% 10.7% 1.0% 778 72.1%

中國人 8.0% 71.6% 10.8% 9.6% 0.0% 118 10.9%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16.6% 52.5% 20.7% 10.0% 0.3% 148 13.7%

不知道 17.7% 35.2% 14.1% 28.6% 4.4% 36 3.4%

49.7% 27.9% 10.4% 11.1% 0.9% 1080 100.0%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認同

合計

民族認同

合計

教育程度

Q6．2020台灣總統大選，如果前副總統呂秀蓮連署過關，在蔡英文、韓國瑜和呂秀蓮三人競爭

的情況下，請問，您傾向支持誰？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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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蔡英文 韓國瑜 呂秀蓮
尚難

決定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6．2020台灣總統大選，如果前副總統呂秀蓮連署過關，在蔡英文、韓國瑜和呂秀蓮三人競爭

的情況下，請問，您傾向支持誰？

合計

台北市 46.6% 33.3% 11.4% 8.0% 0.6% 121 11.2%

新北市 43.3% 34.5% 9.7% 11.3% 1.2% 185 17.2%

桃園市 55.0% 21.7% 9.2% 11.5% 2.7% 99 9.2%

台中市 48.6% 23.6% 14.5% 12.6% 0.7% 126 11.6%

台南市 70.2% 5.9% 9.5% 14.3% 0.0% 87 8.1%

高雄市 52.0% 28.6% 10.7% 8.7% 0.0% 129 11.9%

其他縣市 46.9% 31.3% 9.3% 11.5% 1.1% 333 30.8%

49.7% 27.9% 10.4% 11.1% 0.9% 1080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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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非常

相信

有點

相信

不太

相信

一點也

不相信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2.8% 14.0% 30.2% 19.3% 23.7% 529 49.0%

女性 6.0% 16.6% 33.5% 16.4% 27.6% 551 51.0%

9.3% 15.3% 31.9% 17.8% 25.7% 1080 100.0%

20~24歲 10.0% 9.8% 48.8% 17.5% 13.9% 85 7.9%

25~34歲 7.0% 22.0% 31.2% 14.7% 25.1% 177 16.6%

35~44歲 8.5% 15.9% 36.3% 18.2% 21.1% 217 20.3%

45~54歲 9.5% 16.4% 29.5% 17.4% 27.2% 199 18.6%

55~64歲 14.9% 15.2% 29.4% 17.4% 23.1% 193 18.0%

65歲及以上 6.8% 11.0% 25.7% 21.6% 34.9% 198 18.5%

9.4% 15.5% 32.0% 17.9% 25.2% 1069 100.0%

河洛人 8.8% 14.3% 33.7% 19.4% 23.8% 789 73.9%

客家人 4.1% 17.6% 30.3% 19.6% 28.4% 134 12.6%

外省人 18.3% 19.1% 24.0% 8.8% 29.7% 127 11.9%

原住民 10.4% 16.1% 21.8% 5.8% 45.9% 17 1.6%

9.4% 15.3% 31.9% 17.9% 25.4% 1068 100.0%

小學及以下 6.9% 10.8% 21.6% 16.1% 44.7% 140 13.1%

初中、國中 6.5% 12.5% 32.2% 17.3% 31.5% 131 12.2%

高中、高職 9.1% 15.7% 35.4% 13.9% 25.9% 299 27.9%

專科 9.7% 19.0% 32.3% 21.2% 17.8% 127 11.9%

大學及以上 11.4% 16.6% 33.2% 20.6% 18.2% 376 35.0%

9.4% 15.4% 32.1% 17.8% 25.4%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4.9% 18.0% 21.8% 29.5% 15.8% 138 12.8%

高階白領人員 3.7% 22.1% 30.9% 15.8% 27.5% 127 11.8%

基層白領人員 10.2% 13.6% 35.0% 15.4% 25.8% 234 21.8%

軍公教人員 10.9% 17.8% 28.4% 20.1% 22.8% 46 4.3%

勞工 4.4% 16.3% 35.6% 14.4% 29.2% 94 8.7%

農民 12.0% 8.8% 27.4% 14.8% 37.0% 34 3.2%

學生 22.6% 3.1% 53.0% 16.2% 5.2% 38 3.5%

家庭主婦 6.4% 14.4% 36.3% 13.2% 29.7% 180 16.7%

退休人員 10.9% 11.7% 30.1% 19.7% 27.6% 137 12.7%

無業/待業者 6.6% 23.5% 21.9% 23.3% 24.6% 47 4.4%

9.3% 15.4% 32.0% 17.9% 25.4% 1075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0.9% 9.0% 40.1% 35.8% 14.2% 434 40.2%

中性選民 6.5% 12.0% 26.6% 8.1% 46.8% 263 24.3%

國民黨認同者 21.8% 25.3% 26.8% 3.8% 22.3% 364 33.7%

不知道 0.0% 15.3% 12.4% 10.3% 61.9% 19 1.7%

9.3% 15.3% 31.9% 17.8% 25.7% 1080 100.0%

台灣人 3.8% 12.6% 37.5% 22.2% 23.9% 778 72.1%

中國人 28.0% 22.3% 18.3% 6.4% 25.1% 118 10.9%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21.9% 26.3% 16.6% 7.2% 27.9% 148 13.7%

不知道 16.1% 7.0% 16.2% 4.2% 56.5% 36 3.4%

9.3% 15.3% 31.9% 17.8% 25.7% 1080 100.0%

民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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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到目前為止，您相不相信蔡英文總統倫敦政經學院博士論文是有問題的？

合計

性別

合計

12/15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非常

相信

有點

相信

不太

相信

一點也

不相信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9．到目前為止，您相不相信蔡英文總統倫敦政經學院博士論文是有問題的？

合計

台北市 10.5% 13.6% 40.8% 19.2% 16.0% 121 11.2%

新北市 15.3% 11.8% 30.2% 16.0% 26.7% 185 17.2%

桃園市 7.9% 10.8% 26.1% 21.7% 33.5% 99 9.2%

台中市 8.2% 20.3% 34.4% 11.7% 25.4% 126 11.6%

台南市 5.8% 7.8% 43.5% 19.2% 23.7% 87 8.1%

高雄市 4.5% 17.8% 29.7% 24.2% 23.8% 129 11.9%

其他縣市 9.2% 18.4% 28.1% 16.7% 27.7% 333 30.8%

9.3% 15.3% 31.9% 17.8% 25.7% 1080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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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9.6% 16.3% 25.9% 32.0% 6.2% 529 49.0%

女性 15.7% 15.1% 30.9% 27.0% 11.4% 551 51.0%

17.6% 15.7% 28.4% 29.5% 8.8% 1080 100.0%

20~24歲 17.2% 12.3% 39.6% 22.2% 8.7% 85 7.9%

25~34歲 22.8% 13.6% 28.2% 27.9% 7.5% 177 16.6%

35~44歲 18.0% 14.8% 28.3% 35.0% 3.8% 217 20.3%

45~54歲 18.3% 14.4% 25.7% 33.8% 7.9% 199 18.6%

55~64歲 17.5% 16.2% 24.6% 34.3% 7.4% 193 18.0%

65歲及以上 12.5% 20.1% 30.0% 20.5% 16.8% 198 18.5%

17.7% 15.6% 28.3% 29.8% 8.6% 1069 100.0%

河洛人 18.5% 16.5% 30.3% 26.2% 8.5% 789 73.9%

客家人 17.5% 17.0% 24.3% 33.1% 8.1% 134 12.6%

外省人 14.8% 10.1% 20.0% 44.9% 10.2% 127 11.9%

原住民 2.6% 4.1% 45.6% 42.3% 5.4% 17 1.6%

17.7% 15.6% 28.5% 29.5% 8.6% 1068 100.0%

小學及以下 14.7% 17.4% 26.3% 11.9% 29.7% 140 13.1%

初中、國中 16.3% 21.2% 35.4% 19.7% 7.3% 131 12.2%

高中、高職 21.2% 12.8% 29.7% 31.6% 4.7% 299 27.9%

專科 18.4% 17.4% 22.5% 38.2% 3.6% 127 11.9%

大學及以上 16.0% 14.7% 27.8% 35.1% 6.4% 376 35.0%

17.6% 15.6% 28.4% 29.6% 8.7%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6.5% 15.1% 24.7% 35.1% 8.6% 138 12.8%

高階白領人員 23.6% 8.0% 26.1% 37.1% 5.3% 127 11.8%

基層白領人員 20.8% 16.6% 26.2% 28.5% 7.8% 234 21.8%

軍公教人員 11.6% 8.5% 27.6% 49.3% 3.1% 46 4.3%

勞工 17.4% 13.5% 30.0% 26.9% 12.1% 94 8.7%

農民 10.3% 28.5% 24.1% 21.6% 15.5% 34 3.2%

學生 17.4% 22.2% 36.6% 23.9% 0.0% 38 3.5%

家庭主婦 15.0% 15.1% 34.5% 25.7% 9.6% 180 16.7%

退休人員 13.3% 21.7% 27.9% 24.8% 12.3% 137 12.7%

無業/待業者 22.1% 13.2% 29.4% 22.2% 13.1% 47 4.4%

17.6% 15.6% 28.4% 29.5% 8.9% 1075 100.0%

民進黨認同者 28.3% 18.2% 29.1% 18.3% 6.1% 434 40.2%

中性選民 10.2% 13.8% 31.8% 26.5% 17.5% 263 24.3%

國民黨認同者 11.2% 13.9% 25.3% 45.1% 4.5% 364 33.7%

不知道 0.0% 16.9% 24.1% 25.0% 34.0% 19 1.7%

17.6% 15.7% 28.4% 29.5% 8.8% 1080 100.0%

台灣人 21.1% 18.6% 28.8% 22.6% 9.0% 778 72.1%

中國人 10.0% 7.4% 34.0% 46.2% 2.5% 118 10.9%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6.7% 9.3% 24.8% 53.9% 5.4% 148 13.7%

不知道 13.5% 5.8% 17.3% 22.8% 40.5% 36 3.4%

17.6% 15.7% 28.4% 29.5% 8.8% 1080 100.0%

Q12．有人說：「台灣是台灣，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兩者並不相同」，請問您同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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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認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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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門、中華民國情結和總統大選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12．有人說：「台灣是台灣，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兩者並不相同」，請問您同不同意？

合計

台北市 13.6% 26.1% 21.5% 32.4% 6.4% 121 11.2%

新北市 16.0% 17.1% 32.5% 24.3% 10.1% 185 17.2%

桃園市 25.5% 5.9% 24.8% 36.9% 6.9% 99 9.2%

台中市 19.6% 10.6% 31.6% 27.5% 10.7% 126 11.6%

台南市 22.1% 18.9% 31.3% 20.0% 7.7% 87 8.1%

高雄市 18.6% 15.5% 29.5% 29.5% 6.9% 129 11.9%

其他縣市 15.4% 15.1% 27.3% 32.3% 9.9% 333 30.8%

17.6% 15.7% 28.4% 29.5% 8.8% 1080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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