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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公元 2016 年 5 月 20 日是台灣政治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贏得 2016

年總統大選的民進黨籍新總統蔡英文正式宣誓就職，同時，執政八年的中國國民

黨籍馬英九總統卸任下台，正式開啟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執政。 

 

這一天，新總統蔡英文發表了就職演說，其中有關台海兩岸關係的部分更引

起海峽兩岸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蔡英文在約 600 字的有關兩岸關係的演說中，

完全沒提到中共當局十分在意的「兩岸同屬一中的九二共識」，這雖在台灣社會

內部引起共鳴，但卻引起中共當局不滿並公開表示，兩岸正式溝通聯繫機制可能

面臨中斷，兩岸交流和人員往返可能面臨大規模縮減。一時間，兩岸關係又是山

雨欲來風滿樓，兩岸關係倒退似乎成為短期內必然的態勢。 

 

相對於前總統馬英九言必稱「九二共識」，新總統蔡英文卻隻字不提「九二

共識」，意味著台灣政治發展已進入後馬英九時代，或「後九二共識」時期。而

「後九二共識」時期的兩岸關係的特質為何？將往何處去？無疑是當前兩岸當局

和人民，以及國際社會，最關切的課題。 

 

貳、中心問題 

 針對蔡英文新政府剛上任，我們規劃執行了這次「總統聲望、統獨傾向和新

兩岸關係：現階段台灣人民的基本政治態度」全國性民意調查。這次調查有六個

觀察重點：1)蔡英文新總統的聲望；2)馬英九前總統八年執政表現的評價；3)兩

岸關係；4)統獨傾向；5)民族認同；6)政黨認同。換言之，我們這次除聚焦在兩

岸關係外，更側重形塑兩岸關係的四個重要變數：總統聲望、統獨傾向、民族認

同、與政黨認同，希望透過這樣的調查研究，來了解台灣人民對兩岸關係的基本

態度，更精確的掌握台灣民意的動向。 

 

 具體地講，我們關切以下幾個問題：新總統蔡英文的民間聲望有多高？台灣

人民對執政八年的馬英九前總統最後的評價是什麼？當前台灣人民的統獨傾向

為何？當前台灣人民的民族認同狀態為何？當前台灣人民的政黨認同狀態為何？

台灣人民對蔡英文總統的兩岸政策支不支持？台灣人民對「兩岸同屬一中」的接

受程度如何？台灣人民對「九二共識」的看法是什麼？台灣人民樂不樂見兩岸關

係嚴重倒退？如果兩岸關係嚴重倒退，台灣人民如何歸因？是怪蔡英文，還是怪

中共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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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調查期間與方法 

 本次調查由台灣民意基金會負責問卷設計，並委託山水民意研究公司負責抽

樣設計、電話訪談與統計分析。訪問期間是 2016 年 5 月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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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 人；抽樣誤差在 95%信心水準下約

正負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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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主要研究發現 

 

一、關於蔡英文新總統的聲望 

 類似 1930 年代以來，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慣常用來測量總統聲望的問法，

我們是這麼問的：「到目前為止，您贊同或不贊同新總統蔡英文處理國家大事的

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與政策？」結果顯示：21%非常贊同，48.9%還算贊同，

7.1%不太贊同，1.7%一點也不贊同，21.3 不知道。換言之，有高達七成的台灣人

民對新總統的表現給予肯定，同時，不到一成（8.8%）的人對新總統的表現持著

不以為然的態度。 

 

 為更深入瞭解台灣人民對新總統的好惡，我們運用「感情溫度計」(Feeling 

Thermonmeter)的測量方法去測量台灣人民對蔡英文新總統的感覺。結果顯示，

66.4%對蔡總統表達了好感，但有 23.2%沒有感覺，6.1%表達了反感。如果以平均

數來看，台灣人民對新總統的感情是 69.08 度，這是一個相當舒適宜人的溫度。 

 

二、關於馬英九前總統的評價 

 馬英九兩任總統任期屆滿，台灣人民如何評價這一位前總統？我們是這樣問

的：「馬英九總統執政八年，從整體表現看，您覺得他有沒有做好總統份內該做

的事情（稱職適任）？結果顯示：35.4%的人說有，但有過半數的（52.5%）說沒

有，12%不知道。相較於過去民意支持度九趴時期，現在有三成五的台灣人民說

馬英九是一位稱職適任的總統，對一個卸任總統似乎帶來雪中送炭般的溫情，但

超過半數的國人認為馬英九並非一個適任稱職的總統，這樣的「蓋棺論定」對這

位仍保有台灣總統大選得票數與得票率最高的當事人又是何其沈重？從人民眼

中看，正是「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同樣的，我們也以「感情溫度計」的方法測試了台灣人民對這位聲望長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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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的前總統的感覺。結果顯示，41%表達了反感，31.2%對這位前總統沒感覺，

23.7%表達了好感。從平均數來看，台灣人民對這位前總統的感覺很冷，只有 41.64

度（類似華氏）。如果再對比剛上任的蔡英文所獲人民的擁戴，兩者差距之大，

令人油然而生「熟令致之？」的感嘆。 

 

三、關於今日台灣人民的統獨傾向 

 在台灣，統獨問題就像是美國的種族問題一樣，隱而不顯，但每天都隨著政

治、社會、經濟生活的脈動出現在各式各樣的場合。美國的種族問題伴隨著美國

獨立建國迄今依然頑強的存在，依然是美國政治過程的顯著議題，只是展現的方

式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有不同。台灣的統獨問題也有類似的狀況，會隨著政治、社

會、經濟發展而逐漸進化，從來沒有消失過，仍然是今天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最

具爆炸性的議題。時至今日，台灣人民的統獨傾向已經走到哪裡？非常值得關

切。 

 

我們是這麼問的：「國內對於台灣前途問題有很多爭論，有人認為「兩岸統

一」比較好，也有人認為「台灣獨立」比較好，請問您的意見是怎樣？是「台灣

獨立」或是「兩岸統一」？結果顯示：51.2%認為台灣獨立比較好，14.9%認為兩

岸統一比較好，24.6%認為維持現狀比較好，9.3%不知道。這就是今日台灣人民

的統獨傾向，過半數的人支持台灣獨立，一成五的人支持兩岸統一，四分之一的

人主張若干年後的未來仍然要繼續維持現狀。這個發現再一次打破了「台灣人民

絕大多數希望永遠維持現狀」的假象與神話。事實上，和過去二十年歷次研究結

果相比，2016 年五月的調查顯示，偏向未來台灣要獨立的比例首度跨越全體公

民數的一半，這是台灣獨立支持者的顯著擴增，對於未來台灣的政經發展，具有

非常深遠的意義。 

 

 

 四、關於民族認同 

 「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之爭，是當前台灣政治上最根本的問題。它未來如

何演變，將重大地決定台灣的命運。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之爭，一方面是理念

之爭，另一方面則時一場超級的政治角力。結果究竟何種認同將脫穎而出，壓倒

另一種認同？由於變數很多，目前尚難斷言。」這是我在二十年前出版的「民意

與台灣政治變遷」專書中的一段話，用來看今天台灣的認同政治，還是非常切題

的，只是今天台灣人民的民族認同和二十年前相比恐怕已經有了巨大的轉變吧！ 

 

 關於民族認同，我們是這麼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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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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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結果顯示，80.8%自認為是台灣人，8.1%自認為是中國人，7.6%既是台灣

人也是中國人，3.5%不知道。 

 

 

 五、關於政黨認同 

政黨認同是任何民主政治體系與過程的重要變數，一國之內，所有大小政黨

認同力量的分布與總和，其實才是真正的所謂「政黨基本盤」。台灣自從 1987 解

嚴以來，經歷了二十年左右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歷程，政黨政治逐漸成形，到

今天，基本上已經走向民進黨與國民黨兩黨輪替執政的兩黨政治時期。惟，今日

之台灣政黨認同力量的分布究竟為何？非常值得深入探究和瞭解。 

 

使用標準的政黨認同測量方式，我們是這樣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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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您比較接近？」結果顯

示：15.9%是強烈的民進黨人（深綠），33.4%是溫和的民進黨人（淺綠），31.5%

是中性選民，13.5%是溫和的國民黨人（淺藍），3.1%是強烈的國民黨人（深藍），

2.6%不知道。由此可知，過去台灣長期由國民黨一黨獨大，解嚴後台灣多數民眾

也一直是國民黨的認同者、追隨者，但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此時此刻，國民黨一黨

獨大已經成了過去式，取而代之的是民進黨，而且擁有近五成的認同者，這是前

所未見的，這可以說是台灣政黨認同的大革命、大轉變，具有強烈的歷史意義。

而這樣的政黨認同力量的巨大翻轉，對台灣政治過程、政治地表景觀的改變之大，

將遠超出人們的想像。簡單的說，這正是蔡英文新政府要厲行改革的強大民意後

盾。 

 

六、關於兩岸關係的根本問題：一中原則與九二共識 

  

 兩岸關係是本次調查研究的重中之重，我們用了六道題來測量。 

首先，關於蔡英文就職演說所宣示的兩岸事務處理原則，我們是這樣問的：

「兩岸關係方面，不像馬英九，蔡英文不再談「九二共識」，她只說：「新政府會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請問您贊

不贊成她這樣的作法？」結果顯示，24.6%非常贊成，42.7%還算贊成，13.9%不

太贊成，5.2%一點也不贊成，13.7%不知道。換言之，高達六成七的台灣人民贊

成新總統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只有不到兩成的人表示不贊成。這清楚看出，蔡英

文的兩岸政策，即使不提、不碰所謂的「九二共識」，仍獲得台灣民意強力的支

持。 

 

第二，關於「兩岸同屬一中」這個所謂「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台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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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麼看的？至關重要。我們是這樣問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台灣與大

陸同屬一個中國」，請問您贊不贊成這樣的主張？」結果顯示：3.4%非常贊成，

12.7%還算贊成，35.6%不太贊成，42.9%一點也不贊成，5.5%不知道。換言之，

有高達 78.5%的台灣人民不贊成「兩岸同屬一中」的主張，而且有高達四成三的

人強烈反對。同時，贊成的人只有一成六。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發現，根據這個

研究發現，中共當局的核心利益主張竟和今日的台灣民意完全背道而馳。未來將

如何面對這個難題？是兩岸政府，尤其是中共當局，必須勇於面對、冷靜理智去

處理的。 

 

第三，關於「九二共識」的問題，馬英九八年任期，兩岸唱和「九二共識」，

可說是喊的震天價響，但今日台灣人民是怎麼看待所謂的「九二共識」呢？我們

是這麼問的：「有人說：「沒有九二共識，台灣就完了」，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

說法？」結果顯示：3.4%非常同意，8.9%還算同意，39%不太同意，39.2%一點也

不同意，9.5%不知道。換言之，在今日的台灣，有將近八成的人不信邪，不認為

所謂的「九二共識」的存在與否有那麼重要；只有一成二的人認為沒有九二共識，

台灣就完了。這其實是台灣內部一項重要的共識，人們已普遍認為所謂的「九二

共識」其實無足輕重。這個重要的發現，值得所有關心兩岸關係的人士重視並深

入思考。 

 

第四，新總統蔡英文不講、不碰所謂的「九二共識」，中共當局大失所望，

但台灣人民怎麼看這件事？我們問了這樣的問題：「蔡英文在總統就職演說中，

不正面回應中共一再強調的「九二共識」，您覺得她是否做了一件對的事情？」

結果顯示：69.7%的台灣人民認為蔡英文做了一件對的事情，15.7%的人不以為然，

14.5%不知道。這個發現顯示，蔡總統在面對國共促銷「九二共識」極大壓力下

仍然展現令人激賞的抗壓性，凸顯了國家領導人應有的特質，贏得七成國人的高

度肯定。 

 

第五，台灣人民是否樂見兩岸關係倒退？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觀察點。我們是

這樣問的：「在蔡英文就職演說後，中共當局表達了不滿，並表示兩岸關係可能

嚴重倒退（包括中斷兩岸現有的溝通聯繫機制，以及相關交流與人員往返等等）。

請問，您樂不樂見這樣的情況發生？」結果顯示：2.3%非常樂見，6.8%還算樂見，

49.4%不太樂見，30.5%非常不樂見，11%不知道。由此可知，有八成的台灣人民

是不樂見兩岸關係嚴重倒退的，只有不到一成的人樂見這種情況出現。這代表兩

岸交流互動的現狀在台灣受到人們普遍的歡迎，同時，對於未來的兩岸關係，絕

大多數台灣人民期盼兩岸可以正常的交流互動。 

 

第六，如果蔡英文 520 就職演說後，兩岸協商大門因此關閉，兩岸關係受傷

害，誰該負責？針對這可能的狀況，我們是這麼問的：「如果中共當局因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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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就職演說沒有正面回應「九二共識」的主張，而關閉兩岸協商大門，傷害了

兩岸關係，您覺得這應該怪誰？是蔡英文還是中共當局？」結果顯示：15.5%認

為應該怪蔡英文，52.4%認為應該怪中共當局，10.6%認為雙方都有責任，21.5%

不知道。由此可見，後 520 的兩岸關係若單純因蔡英文不談「九二共識」而走向

倒退，走向僵局，走向衝突，過半數的台灣人民會將責任歸咎於中共當局，而只

有少部分的人會歸將此歸咎於蔡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