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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4/27）早上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 4月全國性民調發

表會，主題是「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五十六次每

月例行的重大議題民調。由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教授主持/主講，並邀請丁庭宇、林郁方、

蘇煥智和游偉絢等四位知名學者專家與談。 

 

四月全國性民調涵蓋十二大面向：1）蔡英文總統聲望；2）蘇貞昌院長施政表現的

民意反應；3）台灣人對前交通部長林佳龍的感覺；4）台灣人對接種 AZ 疫苗的意願；

5）台灣人對蔡政府疫苗採購資訊透明度的感覺；6）台灣人對八月四項公投的投票傾向；

7）台灣人對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的態度；8）台灣人對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態度；9）

台灣人對日本兩年後排放福島核廢水的態度；10）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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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成四的人

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三成不贊同，贊同的人比不贊同的人

多 24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第二任期已上任近一年的蔡英文總統，聲望依然

居高不下，國家領導方式續獲明顯過半數成年人的肯定和支持。 

 

二、 關於行政院長蘇貞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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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五成四基本上滿意蘇貞昌院長的整體施政表現，三成六不滿意。滿意的人

比不滿意的人多 18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表示，行政院長蘇貞昌個人施政表現目前

仍獲得明顯過半數台灣成年人的肯定和支持。 

 

三、 關於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三成三

支持民進黨，二成支持國民黨，8.6%%支持民眾黨，4.4%支持時代力量，2.6%支

持台灣基進，約二成九是中性選民。 

 

四、 關於國人接種 AZ疫苗的意願，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約二

成九基本上願意接種 AZ疫苗，但有高達六成六不願意，不願意接種者比願意接種

者多 37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有三成四台灣成年人強烈不願意接種 AZ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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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關於蔡政府疫苗採購資訊透明度問題，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

約三成八認為蔡政府在疫苗採購資訊上基本上透明，但有四成七不以為然，認為不

透明者比認為透明者多 9個百分點。 

 

六、 關於八月反萊豬公投選民的投票傾向，最新民意顯示，61.7%傾向投同意票，30.5%

傾向投不同意票，1.5%尚未決定，2.6%不投票，3.6%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如

果明天投票，同意票比不同意票多 31.2個百分點，反萊豬公投將獲壓倒性勝利。 

 

七、 關於八月藻礁公投選民的投票傾向，最新民意顯示，50.1%傾向投同意票，25.9%

傾向投不同意票，7.1%尚未決定，2.4%不投票，14.6%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如

果明天投票，同意票將比不同意票多 24個百分點，藻礁公投將獲壓倒性勝利。 

 

八、 關於八月「公投綁大選」公投選民的投票傾向，最新民意顯示，50.8%傾向投同意

票，37.7%傾向投不同意票，3.1%尚未決定，1.6%不投票，6.8%不知道、拒答。

換言之，如果明天投票，同意票將比不同意票多 13.1 個百分點，公投綁大選公投

將獲壓倒性勝利。 

 

九、 關於八月「重啟核四」公投選民的投票傾向，最新民意顯示，43.5%傾向投同意票，

44%傾向投不同意票，3.5%尚未決定，2.2%不投票，6.8%不知道、拒答。換言之，

如果明天投票，同意票將比不同意票多 0.5個百分點，「重啟核四」公投將在驚濤駭

浪中被否決。 

 

十、 關於台灣人對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的態度，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

中，五成八基本上欣賞美國新任總統拜登，二成二不欣賞，欣賞者比不欣賞者多 36

個百分點。 

 

十一、 關於台灣人對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態度，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

灣成年人中，將近一成六基本上欣賞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七成一不欣賞，不欣

賞者比欣賞者多 55 個百分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四成六台灣公民強烈不欣賞

習近平。 

 

十二、 關於台灣人對日本兩年後將福島核廢水排放入海的態度，最新民意顯示，在二

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高達八成七擔心兩年後日本將福島核廢水排入海中，不

擔心的只有 9.2%，擔心比不擔心多 78個百分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六成二

的台灣公民表示非常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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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2021 年台灣的春天並不平靜。天災人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3 月 22 日，台東志航基地兩架 F5E 戰機操練時在空中擦撞，雙雙墜毀，兩名飛官

羅尚樺、潘穎諄不幸殉職；這是繼去年 10 月 29 日 F5E 戰機出事，飛官朱夢甍殉職後

的另一起不幸事件。中華民國空軍的裝備、訓練與戰力，能有效防衛台灣嗎？這恐怕是

此時此刻不少人們心中的問號，尤其在中共戰機近年頻頻挑釁的當口。 

 

 4 月 2 日，台鐵太魯閣號在花蓮發生重大事故，列車在清水隧道口直接撞擊橫躺在

鐵軌上的工程車後，再強力撞擊隧道內壁，全車脫軌，造成 49 人死亡，兩百多人輕重

傷的慘劇，登上全球媒體版面，台灣人心剎那間被籠罩在極度哀傷的陰影下。社會對這

一個不可能發生的慘劇起因，以及政府善後處理， 頗有微詞。究竟誰應為這起慘劇的發

生負最大的責任？社會湧現罕見批判行政院長蘇貞昌的風潮。4 月 20 日，交通部長林

佳龍請辭獲准，新任交通部長由原任政務次長王國材繼任。但社會仍瀰漫著不平與不滿

的情緒。 

 

 4 月 14 日，下午三點多，一架來自美國華府的民航專機降落在台北松山機場。機

上乘客不多，但很特別，他們是銜美國新任總統拜登（Joe Biden）之命訪台的代表團成

員。這個代表團由拜登總統摯友、前聯邦資深參議員陶德（Christopher Todd）領銜，率

領共和與民主兩黨前後任兩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和史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前來，說是慶祝「台灣關係法 42 週年」。 

 

 這個高規格的美國非官方代表團，4 月 14 日下午來，4 月 16 日下午走，約 72 小

時旋風式訪台，見了該見的人，傳達了該傳達的訊息，圓滿達成任務。給台灣社會留下

的印象是「後川普時代的美台關係不但不會倒退，還可能更上層樓」，這無異是天上掉下

來的禮物。公開的歡迎會結束後，接著是秘密會談，由蔡總統主持，在戰情室晤談兩小

時，是此行的重頭戲，內容勢必敏感，但外界無從得知。 

 

 兩岸關係方面，中國軍機自去年一月頻頻侵入台灣西南空域，持續至今，有變本加

厲的趨勢；今年二月底，無預警宣佈台灣鳳梨三月一日起禁止銷中，引發台灣島內群情

激憤；4 月 3 日，遼寧號航空母艦由沖繩本島與宮古島間南下航向太平洋，出現在台灣

東方海面，海上威嚇意味濃烈。4 月 14 日，美國高階非官方代表團抵台訪問，中方隨即

宣佈自即日起一連六天在台海舉行實彈演習，表達強烈的抗議。整體而言，兩岸關係更

加緊繃，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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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台關係方面，4 月 13 日，日本政府宣佈兩年後將福島含氚核廢水稀釋後排入海

中，引起國際高度關注。4 月 17 日，日本首相菅義偉和美國總統拜登在峰會後發表「美

日聯合聲明」，除針對中國對外擴張相關問題表達立場外，特別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

要性，這也是 1969 年以來，美日兩國領袖發表聯合聲明首次提到台灣，意義重大。 

 

 國內政情方面，隨著時間的逼近，四項公投決戰八月的氣息越來越濃。朝野兩大黨

原本都決定在四月十、十一接連吹響戰鬥的號角，但因太魯閣號重大傷亡事故延後舉行。

四項公投議題的最新民意趨向為何？足以牽動台灣整體政局的發展，是重中之重，值得

深究。 

 

 最後，過去一個月，全球武漢肺炎疫情有明顯擴大與惡化的現象，一個月之內新增

二千萬人確診，令人咋舌。台灣疫情相對之下很輕微，但也傳出新的境內感染案例，AZ

疫苗接種速度緩慢，政府疫苗採購透明度已悄悄成為民眾關心的議題。 

 

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國內外背景下，四月全國性民調就聚焦在下列十大重點： 

（一） 蔡英文總統聲望 

（二） 蘇貞昌院長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三） 台灣人對前交通部長林佳龍的感覺 

（四） 台灣人對接種 AZ 疫苗的意願 

（五） 台灣人對蔡政府疫苗採購資訊透明度的反應 

（六） 台灣人對八月四項公投的投票傾向 

（七） 台灣人對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的態度 

（八） 台灣人對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態度 

（九） 台灣人對日本兩年後排放福島核廢水的態度 

（十） 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 

 

參、調查期間與方法 

 本次調查由台灣民意基金會游盈隆教授負責問卷設計、報告撰寫、研究發現的判讀、

及相關公共政策與政治意涵的解析；山水民意研究公司受基金會委託，主要負責抽樣設

計、電話訪談與統計分析。訪問期間是 2021 年 4 月 19-21 三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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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 人；抽樣誤差在 95%信心水準下約正負 3.07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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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來源是財團法人台灣民意教育基金會，簡稱台灣民意基金會(TP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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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要研究發現 

一、蔡英文總統聲望：五成四，顯示吃美國仙丹有效 

 我們問：「蔡英文總統第二個任期上任已將近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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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16.7%非常贊同，37.7%

還算贊同，16.3%不太贊同，13.6%一點也不贊同，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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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當中，有五成四的人基本上贊同蔡英

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三成不贊同，贊同的人比不贊同的人多 24 個百分點。這

項發現顯示，第二任期已上任近一年的蔡英文總統，聲望依然居高不下，國家領導方式

續獲明顯過半數成年人的肯定和支持。請參見圖 1。 

 

 

圖 1：蔡英文總統聲望 （2021/4） 

 

 

 

 和上個月相比，蔡英文「總統職務表現贊同率」（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ing）

下降 4 個百分點，「總統職務表現不贊同率」（Presidential Job Disapproval Rating）增

加 2.8 個百分點；整體來講，這使得贊同她國家領導方式的人比不贊同的人，明顯下降

6.8 個百分點。換句話說，經歷過去約一個月國內外大小事件的出現與衝擊，蔡英文總

統整體民意支持度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原因為何？值得探尋。請參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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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蔡英文總統聲望：最近兩月比較 （2021/3 與 2021/4） 

 

 

 

 綜觀過去一個月，台灣內外皆有重大事件發生，好的壞的都有，但不幸事件總是較

引起注意。舉其犖犖大者：空軍 F5E 戰機接連出事、4 月 2 日台鐵太魯閣號在花蓮發生

史上最嚴重事故，造成重大傷亡，慘劇的起因與蘇內閣善後處理，社會議論紛紛，不滿

與不平之情四處瀰漫；意外事件頻傳之外，近期蔡政府重大施政逐漸激起社會各界反彈，

八月四項公投來勢洶洶，包括反萊豬、藻礁、公投綁大選及重啟核四等，皆針對蔡政府

重大政策而來；中南部出現百年難得一見的旱災，多數水庫瀕臨見底危機，農業與民生

用水吃緊；武漢肺炎疫情控制基本良好，但最近又出現境內染疫案例，疫情指揮中心仍

不敢掉以輕心。 

 

 一言以蔽之，近期台灣社會人心日漸浮動，對蔡政府的領導已構成看得見的威脅，

這是去年初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首見的現象。人間四月天的台灣政壇，隱隱約約已有

秋天蕭瑟肅殺的味道。4 月 11 日，蔡總統召集執政黨內高層會商，達成「行政院及立法

院黨團皆不提對案」的共識，並將全力對社會說明，化解疑慮。這顯示蔡政府領導核心，

一定程度上，已意識到社會人心的轉變。 

 

 4 月 14 日，下午三點多，一架來自美國華府的民航專機降落在台北松山機場。機

上乘客不多，但很特別，他們是銜美國新任總統拜登（Joe Biden）之命訪台的代表團成

員。這個代表團由拜登總統摯友、前聯邦資深參議員陶德（Christopher Todd）領銜，率

領共和與民主兩黨前後任兩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和史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前來，意義非凡，官方說詞則是慶祝「台灣關係法 42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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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陶德在蔡英文總統主持的歡迎會上表示「此行是應老朋友拜登總統請託，前

來重申美國對美台關係的承諾，以及美國對於美台共享的眾多利益上深化雙邊合作的支

持」，「相信拜登政府會協助台灣拓展國際空間，並支持台灣積極投入自我防衛」，他並形

容說「現在是美台關係有史以來最強健牢固的時刻」。 

 

 這個高規格的美國非官方代表團，4 月 14 日下午來，4 月 16 日下午走，約 72 小

時旋風式訪台，見了該見的人，傳達了該傳達的訊息，圓滿達成任務。給台灣社會留下

的印象是「後川普時代的美台關係不但不會倒退，還可能更上層樓」。 

 

 整體來說，長期居高不下的蔡英文總統聲望，四個月前就已呈強弩之末，請參見圖

3；民意支持度下行趨勢明顯，若非遇重大偶發因素，如三月鳳梨事件、四月拜登化身的

美國高規格非官方代表團來訪，才可能不尋常向上暴衝，或強力穩住大幅下滑力道。這

就是說，蔡英文總統聲望若非三月吃鳳梨，四月吃「美國仙丹」，在國內整體民意質變的

趨勢下，不可能還維持五成四的高聲望。 

 

 的確，從某個角度看，這次「山姆大叔」（Uncle Sam）到訪時機太巧，正好是在台

灣社會大眾很鬱悶的時刻，而且還帶著禮物來。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這在相當程度上緩

和了社會大眾集體的哀傷，減少社會對蔡政府的怒火和責難。 

 

 理論上，總統聲望本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包括總統的作為與不作為，以及

國內外環境的重要因素。總統聲望本身就是一個變數，總統聲望高低反映的正是一個多

重因素動態平衡的結果。 

 

 當然，這次不僅蔡英文總統吃「美國仙丹」；邏輯上，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吃了「美國

仙丹」，甚至連執政的民進黨也吃了「美國仙丹」，而雙雙受益，儘管「美國仙丹」的藥

效只是一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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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蔡英文總統聲望趨勢 （2020/1~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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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蘇貞昌院長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我們問：「行政院長蘇貞昌 2019 年 1 月上任以來，已經兩年多。一般說來，您滿

意或不滿意蘇貞昌的整體施政表現？」結果發現：15.7%非常滿意，37.9%還算滿意，

20.1%不太滿意，15.6%一點也不滿意，10.7%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

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約五成四基本上滿意蘇貞昌院長的整體施政表

現，三成六不滿意。滿意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18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表示，行政院長

蘇貞昌個人施政表現目前仍獲得明顯過半數台灣成年人的肯定和支持。請參見圖 4。 

 

 

圖 4：行政院長蘇貞昌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2021/4） 

 

 

 

 和三個月前比，滿意蘇貞昌院長整體施政表現的人增加 1.3 個百分點，不滿意的人

減少 6 個百分點，這一來一往，使得滿意蘇貞昌施政表現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18 個百

分點。由此可見，經歷過去不平靜的一個月，蘇貞昌院長個人整體民意支持度卻比三個

月前略有好轉，與三月蘇內閣施政滿意度相比，差異也不大。換言之，經歷太魯閣號重

大傷亡事故之後的蘇院長民意支持度並沒有大的變化，箇中原因為何？值得探究。請參

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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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行政院長蘇貞昌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最近兩次比較 （2021/1、2021/4） 

 

 

 

 就像總統聲望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閣揆施政滿意度也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

的結果。而且，總統聲望和閣揆施政滿意度之間也必然存在密切的關係。從過去兩年經

驗看，總統聲望高的時候，閣揆施政滿意度也會較高；同理，閣揆施政滿意度高的時候，

總統聲望也會比較高。針對這兩變數之間的關係，我進行了皮爾遜（Pearson r）相關分

析檢定，發現「蔡英文總統聲望」與「蘇貞昌院長施政滿意度」之間呈現高度正相關，

相關係數達 0.788 (p = 0.000) ，統計上關係極顯著。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並非因果關係，而是相關關係，或說是互為

因果關係。如果說四月蔡英文總統聲望維持在五成四，沒出現大幅下滑現象，主要原因

之一是「吃美國仙丹」，也就是說高規格美國非官方代表團來訪和台美關係的鞏固和提

昇，那麼，四月蘇貞昌院長施政滿意度沒有明顯下滑，應該也和「吃美國仙丹」有密切

的關係。 

 

 進一步分析，有幾個發現值得一提： 

首先，從政黨傾向看，民進黨支持者中，高達八成九滿意蘇貞昌上任兩年多的整體

施政表現，7%不滿意；國民黨支持者中，一成七滿意，七成五不滿意；民眾

黨支持者中，二成八滿意，六成八不滿意；時代力量支持者中，五成七滿意，

三成八不滿意；中性選民中，四成三滿意，三成二不滿意。 

 

第二，在年齡層方面，蘇貞昌除了在 45-54 歲公民中僅獲四成五肯定外，其他各年

齡層都獲得明顯過半數以上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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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省籍族群方面，河洛人中，約五成九滿意蘇貞昌整體施政表現，三成一不

滿意；客家人中，五成三滿意，三成四不滿意；外省人中，二成六滿意，六

成六不滿意。 

 

第四，在教育程度方面，蘇貞昌除了在專科教育程度者中僅獲三成七肯定外，在其

他各教育程度公民中皆獲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肯定，尤其在初中以下教育程

度選民間滿意的比例達六成以上。 

 

第五，在職業背景方面，蘇貞昌在十種職業分類中皆獲過半數的肯定，但在自營商

/企業主、白領人員、軍公教人員及學生都出現可觀的不滿聲音。 

 

第六，也是最後，在地緣政治方面，蘇貞昌在中南部地區滿意者明顯多於不滿意者，

這包括雲嘉南、高屏澎和中彰投，但在台北市與桃竹苗則是不滿意蘇貞昌的

人多於滿意的人，新北市雖然仍有五成左右滿意蘇貞昌的表現，但不滿意的

人也已達四成。 

 

 

圖 6：蘇貞昌院長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趨勢 [2019/9~2021/4] 

 

 

 

 

 

 

  



10 

三、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 

我們問：「台灣目前有兩個大黨，民進黨和國民黨，還有幾個小黨如台灣民眾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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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33.3%民主進步黨，20%中國國民黨，8.6%台灣民眾黨，4.4%時代力量，2.6%

台灣基進，1.6%其他政黨合計，28.7%沒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0.8%不知道、拒答。換

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三成三支持民進黨，二成支持國民

黨，8.6%%支持民眾黨，4.4%支持時代力量，2.6%支持台灣基進，約二成九是中性選

民。請參看圖 7。 

 

 和上個月相比，民進黨支持者增加 3.2 個百分點，國民黨支持者增加 1.6 個百分點，

台灣民眾黨支持者驟減 4.2 個百分點，時代力量減少 1.4 個百分點，台灣基進減少 2.1

個百分點。中性選民則增加 2.2 個百分點。整體而言，兩大黨民意支持度各有若干斬獲，

眾小黨支持度緊縮，民眾黨特別明顯、離奇，中性選民則略有增長。請參見圖 8 和圖 9。 

 

 

圖 7：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2021/4） 

 
 

 

 

 

  



11 

圖 8：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最近兩月比較 （2021/3 與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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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台灣兩大黨民意支持的長期趨勢 （2016/7~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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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人眼中的林佳龍 

 我們問：「4 月 2 日台鐵太魯閣號在花蓮發生重大事故，造成兩百多人傷亡。交通

部長林佳龍因此請辭，負起政治責任。一般說來，您欣不欣賞林佳龍這個人？」結果發

現：16.7%非常欣賞，41.7%還算欣賞，16.4%不太欣賞，9%一點也不欣賞，16.1%沒

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五成八

基本上欣賞前交通部長林佳龍，二成五不欣賞，一成六沒意見、不知道、拒答。請參見

圖 10。 

 

 這項發現初步顯示，因太魯閣號事故請辭的前交通部長林佳龍獲可觀的台灣民眾的

欣賞，高比例民眾的正面評價對一位離職的政務官而言，是難能可貴的政治資本。經歷

太魯閣號重大事件的磨難與淬練，林佳龍才真正轉大人，成為高知名度的全國性政治人

物，印證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經典格言。政務官職位本有其高度不確定性，有

人說「政務官沒有明天」，或許略嫌誇張，但仍不無道理。 

 

 

圖 10：台灣人眼中的前交通部長林佳龍（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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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人怎麼看新交通部長的人事安排？ 

 我們問：「林佳龍因太魯閣號事故請辭獲准，行政院宣布部長職務由原交通部政務

次長王國材接任。一般說來，您認為這是一項適當的人事安排嗎？」結果發現：8.1%非

常適當，34.7%還算適當，10.9%不太適當，5.3%一點也不適當，32.1%沒意見，8.9%

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四成三基本上

肯定王國材出任交通部長是一個適當的人事安排，一成六不以為然，還有高達四成一表

示沒意見、不知道、拒答。請參見圖 11 及圖 11-1。 

 

 這項發現顯示，當太魯閣號重大事故發生以後，林佳龍請辭獲准，王國材被府院看

中出任交通部長一職，民意反應尚佳，但有高達四成一民眾表示沒意見或不知道，具體

說明了台灣社會對王國材這位新科交通部長有一定程度的陌生，而這也是所有「技術官

僚」（Technocrat）的特質。 

 

 蔡英文和蘇貞昌用人都偏愛文官，王國材很可能被期待只能當一匹「工作的馬」

（working horse），而不是「炫耀的馬」(show horse)。對社會大眾而言，王國材仍是一

匹「陌生的馬」。是好？是壞？仍待觀察。 

 

 

圖 11： 台灣人怎麼看新交通部長的人事安排？（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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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台灣人怎麼看新交通部長的人事安排？（2021/4） 

 

 

 

六、台灣人接種 AZ 疫苗的意願 

 我們問：「最近「阿斯特捷利康疫苗」（簡稱 AZ 疫苗）安全性引起國際關切，歐盟

多國相繼宣佈暫停接種，但衛福部疫情指揮中心仍繼續推動 AZ 疫苗接種。 如果您有

機會接種 AZ 疫苗，您願不願意接種？」結果發現：9.9%非常願意，19.5%還算願意，

31.8%不太願意，34.2%一點也不願意，4.5%沒意見、不知道。 

 

 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約二成九基本上願意接種

AZ 疫苗，但有高達六成六不願意，不願意接種者比願意接種者多 37 個百分點。值得注

意的是，有三成四台灣成年人強烈不願意接種 AZ 疫苗。請參見圖 12 及圖 12-1。 

 

 這項發現表示，絕大多數的台灣公民對施打「阿斯特捷利康疫苗」有疑慮，未來疫

情指揮中心推動 AZ 疫苗接種，如何說服社會大眾願意接種，將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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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台灣人接種 AZ 疫苗的意願（2021/4） 

 

 

 

圖 12-1： 台灣人接種 AZ 疫苗的意願（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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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灣人對蔡政府疫苗採購資訊透明化的感覺 

 我們問：「全球武漢肺炎（或稱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還在進行中，世界各國都很重

視疫苗研發和採購。一般說來，您覺得蔡政府在疫苗採購資訊透明化程度如何，是透明

還是不透明？」結果發現：8.6%非常透明，29%還算透明，24.5%不太透明，22.1%一

點也不透明，15.9%沒意見、不知道。 

 

 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約三成八認為蔡政府在疫

苗採購資訊上基本上透明，但有四成七不以為然，認為不透明者比認為透明者多 9 個百

分點。請參見圖 13 及圖 13-1。 

 

 這項發現表示，四成七台灣公民質疑蔡政府疫苗採購資訊不透明。這種現象的出現

並不尋常，尤其當人民曾高度信任、甚至無條件服從陳時中及其所領導疫情指揮中心的

時候。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男性、25-64 歲、高教育程度者有較高比例質疑政府疫苗採購

資訊的透明度。由於全球疫情仍持續擴大，甚至惡化中，國人對政府疫苗採購的規劃與

行動將益加關切。當越來越多人擔心政府可能有黑箱作業時，將嚴重不利政府有效防疫

的作為。 

 

 

圖 13：台灣人對蔡政府疫苗採購資訊透明化的感覺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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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台灣人對蔡政府疫苗採購資訊透明化的感覺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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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台灣人反萊豬公投的投票傾向 

 我們問：「國民黨反對開放美國萊豬進口，提出公投案：「你是否同意政府應全面禁

止進口含有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等乙型受體素）豬隻之肉品、內臟及其相關產製品？」

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行，您會投同意票？或，不同意票？」結果發現：61.7%傾向投同

意票，30.5%傾向投不同意票，1.5%尚未決定，2.6%不投票，3.6%不知道、拒答。換

言之，如果明天投票，同意票比不同意票多 31.2 個百分點，反萊豬公投將獲壓倒性勝

利。請參見圖 14。 

 

圖 14：台灣人反萊豬公投的投票傾向（2021/4） 

 

 

但，究竟誰傾向投同意票？誰傾向投不同意票呢？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重要

的發現： 

 

首先，在政黨傾向看，民進黨支持者中，41.1%傾向投同意票，49.5%傾向投不同

意票；國民黨支持者中，80.6%%傾向投同意票，14.7%傾向投不同意票；民

眾黨支持者中，86.4%%傾向投同意票，9.8%傾向投不同意票；時代力量支

持者中，54.4%%傾向投同意票，38.3%傾向投不同意票；中性選民中，

68.6%%傾向投同意票，21.9%傾向投不同意票。 

 

第二，在性別方面，不分男性女性，傾向投同意票者皆遠遠超過百分之五十；具體

數字如下：男性選民中，58.4%傾向投同意票，34%傾向投不同意票；女性

選民中，64.9%傾向投同意票，27.2%傾向投不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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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年齡層方面，不分老幼，傾向投同意票者皆遠遠超過百分之五十；其中尤

其以 35-54 歲者，傾向投同意票者高達六成八以上。 

 

第四，在教育程度方面，每一種教育程度選民中，傾向投同意票者皆在五成以上，

其中尤其以專科及大學以上選民最突出，傾向投同意票者高達六成七以上。 

 

第五，在職業背景方面，除了農民外，每一種職業背景選民都呈現過半數以上傾向

投同意票，其中尤其以學生、軍公教人員和白領階級傾向投同意票比例在六

成六以上。 

 

第六，也是最後，從 6 都 16 縣市角度看，每一個行政區域都呈現遠遠超過半數的

選民傾向投同意票，即便是台南市與高雄市這兩個指標性民進黨執政縣市，

傾向投同意票的選民也趨近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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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台灣人藻礁公投的投票傾向 

 我們問：「桃園市地方環保團體發起「珍愛藻礁公投」，提出公投案「您是否同意中

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遷離桃園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行，您會

投同意票？或，不同意票？」結果發現：50.1%傾向投同意票，25.9%傾向投不同意票，

7.1%尚未決定，2.4%不投票，14.6%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如果明天投票，同意票將

比不同意票多 24 個百分點，藻礁公投將獲壓倒性勝利。請參見圖 15。 

 

 

圖 15：台灣人藻礁公投的投票傾向 （2021/4） 

 

 

 

 但，究竟誰傾向投同意票？誰傾向投不同意票呢？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重要

的發現： 

 

首先，在政黨傾向看，民進黨支持者中，46.4%傾向投同意票，28.7%傾向投不同

意票；國民黨支持者中，57.6%%傾向投同意票，20.2%傾向投不同意票；民

眾黨支持者中，71.6%%傾向投同意票，17.6%傾向投不同意票；時代力量

支持者中，49.3%%傾向投同意票，40.5%傾向投不同意票；中性選民中，

44.3%%傾向投同意票，24.2%傾向投不同意票。 

 

第二，在性別方面，不分男性女性，傾向投同意票者皆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具體數

字如下：男性選民中，49.4%傾向投同意票，28.3%傾向投不同意票；女性

選民中，50.7%傾向投同意票，23.5%傾向投不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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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年齡層方面，不分老幼，傾向投同意票者皆是相對多數；其中尤其以 20-

24歲選民有七成傾向投同意票，35-44歲選民六成傾向投同意票者，較凸顯。 

 

第四，在教育程度方面，每一種教育程度選民中，傾向投同意票者皆是相對多數；

其中尤其以大學及以上選民最突出，傾向投同意票者高達六成二。 

 

第五，在職業背景方面，除了農民外，每一種職業背景選民都呈現多數傾向投同意

票，其中尤其以學生、軍公教人員和白領階級傾向投同意票比例較高。 

 

第六，也是最後，從 6 都 16 縣市角度看，每一個行政區域都呈現多數選民傾向投

同意票，比例明顯較高的是台北市與桃園市，比例明顯較低的則是台中市與

台南市。 

 

 

十、台灣人在「公投綁大選」公投的投票傾向 

 我們問：「國民黨還提出另外一項公投案，一般稱為「公投綁大選」。「你是否同意公

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半年內，若該期間內遇有全國性選舉時，在符合公投法規定之情形

下，公民投票應與該選舉同日舉行？」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行，您會投同意票？或，不

同意票？」結果發現：50.8%傾向投同意票，37.7%傾向投不同意票，3.1%尚未決定，

1.6%不投票，6.8%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如果明天投票，同意票將比不同意票多 13.1

個百分點，公投綁大選公投將獲壓倒性勝利。請參見圖 16。 

 

圖 16： 台灣人在「公投綁大選」公投的投票傾向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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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究竟誰傾向投同意票？誰傾向投不同意票呢？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重要

的發現： 

 

首先，在政黨傾向看，民進黨支持者中，41.3%傾向投同意票，48.7%傾向投不同

意票；國民黨支持者中，60.6%%傾向投同意票，28.5%傾向投不同意票；民

眾黨支持者中，64.4%%傾向投同意票，30.3%傾向投不同意票；時代力量

支持者中，57.9%傾向投同意票，41%傾向投不同意票；中性選民中，50.6%%

傾向投同意票，31.8%傾向投不同意票。 

 

第二，在性別方面，不分男性女性，傾向投同意票者皆是明顯的多數；具體數字如

下：男性選民中，53.4%傾向投同意票，36.5%傾向投不同意票；女性選民

中，48.4%傾向投同意票，38.8%傾向投不同意票； 

 

第三，在年齡層方面，除 65 歲以上選民外，其他每一個年齡層都有超過百分之五

十選民傾向投同意票，其中尤其以 25-44 歲者比例較高，接近六成；65 歲

及以上選民，則是傾向投不同意票者多於投同意票者 7.7 個百分點。  

 

第四，在教育程度方面，高中/高職以上（含專科、大學及研究所以上者）傾向投同

意票者皆明顯超過百分之五十，而初中/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則多數傾向

投不同意票。 

 

第五，在職業背景方面，除了農民與退休人員外，其他每一種職業背景選民都呈現

多數傾向投同意票，其中尤其以學生、軍公教人員和白領階級傾向投同意票

比例較高。 

 

第六，也是最後，從 6 都 16 縣市角度看，除台北市外，每一個行政區域都呈現多

數選民傾向投同意票，連台南市與高雄市都有近五成的人傾向投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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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台灣人在「重啟核四」公投的投票傾向 

 我們問：「關於重新啟用核四廠公投案，「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電？」這項公

投如果明天舉行，您會投同意票？或，不同意票？」結果發現：43.5%傾向投同意票，

44%傾向投不同意票，3.5%尚未決定，2.2%不投票，6.8%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如

果明天投票，同意票將比不同意票多 0.5 個百分點，「重啟核四」公投將在驚濤駭浪中被

否決。請參見圖 17。 

 

 

圖 17：台灣人在「重啟核四」公投的投票傾向 （2021/4）  

 

 

 

 但，究竟誰傾向投同意票？誰傾向投不同意票呢？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重要

的發現： 

 

首先，在政黨傾向看，民進黨支持者中，21.6%傾向投同意票，68.6%傾向投不同

意票；國民黨支持者中，66.7%%傾向投同意票，23.8%傾向投不同意票；民

眾黨支持者中，65.4%%傾向投同意票，22.8%傾向投不同意票；時代力量

支持者中，54.2%傾向投同意票，44.8%傾向投不同意票；中性選民中，

46.5%%傾向投同意票，33.1%傾向投不同意票。 

  

第二，在性別方面，男性選民中，47.3%傾向投同意票，42.9%傾向投不同意票；

女性選民中，39.9%傾向投同意票，45.1%傾向投不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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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年齡層方面，34 歲以下選民多數傾向投同意票，35 歲以上選民多數傾向

投不同意票，惟 45-54 歲選民同意與不同意比例接近。20-24 歲選民七成傾

向投同意票，顯得較為突出。 

 

第四，在教育程度方面，專科及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多數傾向投同意票；初中/國

中及小學以下教育程度者，則多數傾向投不同意票；高中/高職教育程度者則

呈現同意與不同意比例相差不到二個百分點。 

 

第五，在職業背景方面，除學生高達八成傾向投同意票，以及農民明顯多數傾向投

不同意票外，其他每一種職業背景選民都呈現意見紛歧的狀態，同意與不同

意差距都在十個百分點以內。 

 

第六，也是最後，從 6 都 16 縣市角度看，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傾向

投同意票者明顯較多，而新北市、台南市及 16 縣市傾向投不同意票比例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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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八月四項公投選民投票傾向的比較 

 圖 18 將八月四項公投，包括重啟核四、公投綁大選、反萊豬及藻礁，選民的投票

傾向彙整並列，可以清楚的看出：如果明天投票，反萊豬、藻礁及公投綁大選等三項公

投將壓倒性勝出，而「重啟核四」公投基本上陷入拉鋸狀態，不同意者略佔上風。整體

而言，目前比數是 3:1，執政的民進黨正陷入一個「穩輸」的局面（no-win situation），

除非未來整體民意出現戲劇性變化。 

 

 四個月後，當四項公投結果出爐，結局 3 比 1，勢必重創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政府，

終結蔡蘇體制，蔡蘇共治也將隨之走入歷史。未來是否還能出現長期獲高民意支持度的

政府，是一個很大的問號。然而，是誰終結蔡蘇體制？是誰讓蔡蘇共治走入歷史？表面

上看是台灣主流民意，是台灣人民。但更深入去看，其實主要是蔡蘇兩人，是蔡蘇共同

決定廢除公投綁大選、停建深澳電廠改設三接於桃園大潭、開放美國萊豬進口，最後引

起主流民意反撲的結果。 

 

 的確，從目前看來，八月公投 3 比 1 的可能性最大，其中超過四成的民進黨支持者

力挺藻礁、反萊豬、公投綁大選，是一個耀眼且重要的因素。蔡英文執政團隊要如何扭

轉已成形的絕對劣勢？看來，除非請出樊梨花用移山倒海的神力，否則，前景堪憂。 

 

圖 18：八月四項公投選民投票傾向的比較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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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台灣人對美國新任總統拜登（Joe Biden）的態度 

 我們問：「美國新任總統拜登（Joe Biden）上任已將近三個月，最近請他的好友陶

德（Christopher Dodd）前聯邦參議員率團專程來台致意。一般說來，您欣不欣賞這位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結果發現：8%非常欣賞，49.8%還算欣賞，16.1%不太欣賞，5.7%

一點也不欣賞，14.3%沒意見，6.2%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

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五成八基本上欣賞美國新任總統拜登，二成二不欣賞，欣賞者比

不欣賞者多 36 個百分點。請參見圖 19 及圖 19-1。 

 

 五成八台灣公民欣賞美國新任總統拜登，表示拜登總統一月上任以來的對台與對中

政策受到台灣社會熱烈的歡迎和肯定。如果稍微回顧去年十一月美國總統大選過程，可

以輕易發現，多數台灣公民選前較期待川普總統連任，因為川普任內台美關係顯著提昇，

高潮迭起，前所未見，讓台灣人開了眼界。為數可觀的台灣人曾憂慮拜登上台之後美台

關係倒退。但拜登上任三個月，美台關係不但沒有倒退，甚至有鞏固強化的跡象。峰迴

路轉，美國民主黨政府外交路線重整，和歐巴馬時代不同，台灣人也感受到了。 

 對比 2016年 12月台灣民意基金會的全國性調查，「30.9%的台灣人欣賞川普總統，

但有 50.4%的台灣人不欣賞」，今天的台灣人卻有五成八欣賞拜登總統，二成二不欣賞。

兩者間，實有天壤之別，這無疑是一個有意義的歷史紀錄。 

 

 

圖 19：台灣人對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的態度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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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1：台灣人對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的態度 (2021/4) 

 

 

 

十四、台灣人對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態度 

 我們問：「中共中央總書記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上任已經八年多。一般

說來，您欣不欣賞習近平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結果發現：3.4%非常欣賞，12.1%還

算欣賞，25.8%不太欣賞，45.6%一點也不欣賞，8.9%沒意見，4.3%不知道、拒答。換

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將近一成六基本上欣賞中國最高

領導人習近平，七成一不欣賞，不欣賞者比欣賞者多 55 個百分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有四成六台灣公民強烈不欣賞習近平。請參見圖 20 及圖 20-1。 

 

 相較台灣公民有五成八欣賞美國新任總統拜登，而欣賞習近平的台灣公民卻不到一

成六；同時，不欣賞拜登的台灣公民只有二成二，但不欣賞習近平的台灣公民卻高達七

成一，這具體顯示了台灣人和美中兩國領袖心理距離的遠近，以及台灣社會強烈「親美

反共」的傳統特質。習近平喜歡講「兩岸一家親」，但對照上述客觀的統計數字，格外顯

得諷刺。台灣人曾經對習近平懷有好感。根據 2017 年 12 月台灣民意基金會的全國性

民調結果，台灣人對習近平的感情溫度是 51.52 度，代表的是一種正面微溫的感覺；但

時至今日，台灣人對習近平的感情溫度恐怕只能用冰冷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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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台灣人對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態度 （2021/4） 

 

 

 

圖 20-1：台灣人對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態度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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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台灣人看日本福島核廢水排放 

 我們問：「日本政府日前（4/13）宣佈將在兩年後將福島核廢水稀釋後排入海中，引

起國際關注。一般說來，您會不會擔心日本這項舉動造成全球及台灣海洋的污染？」結

果發現：62.3%非常擔心，24.5%還算擔心，6.0%不太擔心，3.2%一點也不擔心，3.9%

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成年人中，有高

達八成七擔心兩年後日本將福島核廢水排入海中，不擔心的只有 9.2%，擔心比不擔心

多 78 個百分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六成二的台灣公民表示非常擔心。請參見圖

21 及圖 21-1。 

 

 這項發現暗示，擔心日本兩年後福島核廢水排放將造成全球及台灣海洋的污染，已

幾乎是台灣全民的共識。惟，不像中國與南韓政府措辭強烈的反對，台灣政府迄今僅由

相關政府部門發出零星、軟弱無力的回應，駐日代表謝長廷一席「台灣核電廠也排放含

氚核廢水入海」發言，更引起軒然大波，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圖 21：台灣人對日本兩年後排放福島核廢水入海的態度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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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台灣人對日本兩年後排放福島核廢水入海的態度 （2021/4） 

 

 



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宜蘭縣 20 1.9%

新竹縣 23 2.3%

苗栗縣 24 2.3%

彰化縣 55 5.3%

南投縣 22 2.1%

雲林縣 30 2.9%

嘉義縣 23 2.2%

屏東縣 36 3.5%

台東縣 9 0.9%

花蓮縣 14 1.4%

澎湖縣 5 0.5%

基隆市 16 1.6%

新竹市 18 1.8%

嘉義市 11 1.1%

台北市 112 11.0%

高雄市 121 11.9%

新北市 177 17.3%

台中市 120 11.7%

台南市 83 8.1%

桃園市 96 9.4%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6 0.6%

1,021 100.0%

非常贊同 170 16.7%

還算贊同 384 37.7%

不太贊同 167 16.3%

一點也不贊同 139 13.6%

沒意見 119 11.7%

不知道 40 4.0%

拒答 1 0.1%

1,021 100.0%

題目 選項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市？

合計

Q2．蔡英文總統第二個任期上任已將近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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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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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4月 19日 至 110年 4月 21日 

有效樣本：1,021人 

抽樣誤差：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約 ± 3.07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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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滿意 161 15.7%

還算滿意 386 37.9%

不太滿意 206 20.1%

一點也不滿意 160 15.6%

沒意見 77 7.6%

不知道 29 2.9%

拒答 2 0.2%

1,021 100.0%

非常欣賞 170 16.7%

還算欣賞 426 41.7%

不太欣賞 168 16.4%

一點也不欣賞 92 9.0%

沒意見 116 11.4%

不知道 47 4.6%

拒答 1 0.1%

1,021 100.0%

非常適當 83 8.1%

還算適當 354 34.7%

不太適當 111 10.9%

一點也不適當 54 5.3%

沒意見 327 32.1%

不知道 90 8.8%

拒答 1 0.1%

1,021 100.0%

非常願意 101 9.9%

還算願意 199 19.5%

不太願意 325 31.8%

一點也不願意 350 34.2%

沒意見 37 3.6%

不知道 9 0.9%

1,021 100.0%

非常透明 88 8.6%

還算透明 296 29.0%

不太透明 250 24.5%

一點也不透明 225 22.1%

沒意見 82 8.0%

不知道 80 7.8%

拒答 1 0.1%

1,021 100.0%

合計

Q3．行政院長蘇貞昌 2019年1月上任以來，已經兩年

多。一般說來，您滿意或不滿意蘇貞昌的整體施政表

現？

合計

Q4．4月2日台鐵太魯閣號在花蓮發生重大事故，造成

兩百多人傷亡。交通部長林佳龍因此請辭，負起政治

責任。一般說來，您欣不欣賞林佳龍這個人？

合計

Q5．林佳龍因太魯閣號事故請辭獲准，行政院宣布部

長職務由原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材接任。一般說來，

您認為這是一項適當的人事安排嗎？

合計

Q6．最近「阿斯特捷利康疫苗」（簡稱AZ疫苗）安全

性引起國際關切，歐盟多國相繼宣佈暫停接種，但衛

福部疫情指揮中心仍繼續推動AZ疫苗接種。 如果您有

機會接種AZ疫苗，您願不願意接種？

Q7．全球武漢肺炎（或稱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還在

進行中，世界各國都很重視疫苗研發和採購。一般說

來，您覺得蔡政府在疫苗採購資訊透明化程度如何，

是透明還是不透明？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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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投同意票 630 61.7%

投不同意票 312 30.5%

尚未決定 15 1.5%

不會去投票 27 2.6%

不知道 36 3.5%

拒答 1 0.1%

1,021 100.0%

投同意票 511 50.1%

投不同意票 264 25.9%

尚未決定 72 7.1%

不會去投票 24 2.4%

不知道 145 14.2%

拒答 4 0.4%

1,021 100.0%

投同意票 519 50.8%

投不同意票 385 37.7%

尚未決定 31 3.1%

不會去投票 17 1.6%

不知道 68 6.7%

拒答 1 0.1%

1,021 100.0%

投同意票 444 43.5%

投不同意票 449 44.0%

尚未決定 36 3.5%

不會去投票 23 2.2%

不知道 65 6.4%

拒答 4 0.4%

1,021 100.0%

非常欣賞 82 8.0%

還算欣賞 509 49.8%

不太欣賞 164 16.1%

一點也不欣賞 58 5.7%

沒意見 146 14.3%

不知道 62 6.1%

拒答 1 0.1%

1,021 100.0%

Q12．美國新任總統拜登（Joe Biden）上任已將近三

個月，最近請他的好友陶德（Christopher Dodd）前

聯邦參議員率團專程來台致意。一般說來，您欣不欣

賞這位美國新任總統拜登？

今年八月將有四項公投要舉行，我們想請教您的意見。

Q8．國民黨反對開放美國萊豬進口，提出公投案：

「你是否同意政府應全面禁止進口含有瘦肉精（萊克

多巴胺等乙型受體素）豬隻之肉品、內臟及其相關產

製品？」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行，您會投同意票？或

，不同意票？

合計

Q9．桃園市地方環保團體發起「珍愛藻礁公投」，提

出公投案「您是否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遷離桃

園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行

，您會投同意票？或，不同意票？

合計

Q10．國民黨還提出另外一項公投案，一般稱為「公

投綁大選」。「你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半

年內，若該期間內遇有全國性選舉時，在符合公投法

規定之情形下，公民投票應與該選舉同日舉行？」這

項公投如果明天舉行，您會投同意票？或，不同意

票？

合計

Q11．關於重新啟用核四廠公投案，「您是否同意核

四啟封商轉發電？」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行，您會投

同意票？或，不同意票？

合計

合計

3/17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欣賞 34 3.4%

還算欣賞 124 12.1%

不太欣賞 264 25.8%

一點也不欣賞 465 45.6%

沒意見 90 8.9%

不知道 40 3.9%

拒答 4 0.4%

1,021 100.0%

非常擔心 636 62.3%

有點擔心 251 24.5%

不太擔心 62 6.0%

一點也不擔心 33 3.2%

很難講 11 1.1%

不知道 29 2.8%

1,021 100.0%

民主進步黨 340 33.3%

中國國民黨 204 20.0%

台灣民眾黨 88 8.6%

時代力量 45 4.4%

台灣基進 27 2.6%

其他政黨 16 1.6%

沒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 293 28.7%

不知道 8 0.8%

1,021 100.0%

自營商/雇主 119 11.7%

公務人員 39 3.8%

中小學老師 7 0.7%

民營公司或機構普通職員 235 23.0%

民營公司或機構主管人員 73 7.2%

勞工 112 11.0%

專業人員 19 1.9%

在學學生 35 3.4%

農民 27 2.6%

退休 129 12.6%

無業/待業 48 4.7%

家庭主婦 174 17.0%

拒答 4 0.4%

1,021 100.0%

小學及以下 122 11.9%

初中、國中 120 11.7%

高中、高職 281 27.5%

專科 119 11.6%

大學 293 28.7%

研究所及以上 84 8.2%

拒答 4 0.4%

1,021 100.0%

合計

Q16．請問您目前的職業身份是？

合計

合計

Q17．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Q13．中共中央總書記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

，上任已經八年多。一般說來，您欣不欣賞習近平這

位中國最高領導人？

合計

Q14．日本政府日前（4/13）宣佈將在兩年後將福島

核廢水稀釋後排入海中，引起國際關注。一般說來，

您會不會擔心日本這項舉動造成全球及台灣海洋的污

染？

合計

Q15．台灣目前有兩個大黨，民進黨和國民黨，還有

幾個小黨如台灣民眾黨、時代力量、親民黨、台灣基

進等。在所有政黨中，您個人最支持的是哪一個政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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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河洛人 751 73.6%

客家人 127 12.4%

外省人 114 11.2%

原住民 20 2.0%

新移民 1 0.1%

拒答 7 0.7%

1,021 100.0%

20～24歲 77 7.5%

25～29歲 83 8.1%

30～34歲 82 8.0%

35～39歲 97 9.5%

40～44歲 105 10.3%

45～49歲 92 9.0%

50～54歲 94 9.2%

55～59歲 96 9.4%

60～64歲 89 8.7%

65～69歲 77 7.5%

70歲及以上 127 12.4%

拒答 4 0.4%

1,021 100.0%

男性 500 49.0%

女性 521 51.0%

1,021 100.0%合計

Q18．請問您是河洛人、客家人或是外省人，還是原

住民？

合計

Q19．請問您今年幾歲？

合計

Q20．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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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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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34.8% 20.7% 17.0% 9.3% 500 49.0%

女性 13.5% 40.7% 19.6% 14.3% 11.9% 521 51.0%

15.7% 37.9% 20.1% 15.6% 10.6% 1,021 100.0%

20~24歲 13.9% 40.6% 23.2% 8.8% 13.5% 77 7.5%

25~34歲 12.7% 40.9% 24.6% 8.3% 13.6% 164 16.2%

35~44歲 11.4% 47.3% 21.0% 13.7% 6.6% 202 19.8%

45~54歲 13.4% 31.8% 25.5% 20.5% 8.8% 186 18.3%

55~64歲 20.7% 33.4% 17.4% 21.7% 6.9% 184 18.1%

65歲及以上 20.7% 35.0% 11.9% 16.1% 16.4% 204 20.1%

15.7% 37.9% 20.1% 15.6% 10.7% 1,017 100.0%

河洛人 17.5% 41.0% 18.9% 12.0% 10.6% 751 74.2%

客家人 15.9% 36.8% 16.2% 17.7% 13.4% 127 12.5%

外省人 6.2% 19.7% 29.8% 36.4% 8.0% 114 11.3%

原住民 0.0% 31.9% 43.2% 14.8% 10.0% 20 2.0%

15.7% 37.9% 20.3% 15.5% 10.6% 1,013 100.0%

小學及以下 20.8% 40.0% 11.4% 10.6% 17.2% 122 12.0%

初中、國中 21.0% 47.5% 8.1% 8.4% 14.9% 120 11.8%

高中、高職 16.7% 33.6% 20.3% 20.2% 9.1% 281 27.6%

專科 13.9% 22.7% 28.2% 20.8% 14.5% 119 11.7%

大學及以上 12.1% 41.9% 24.3% 14.5% 7.2% 376 37.0%

15.7% 37.8% 20.2% 15.6% 10.7% 1,017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6.3% 36.2% 20.7% 19.1% 7.6% 119 11.7%

高階白領人員 8.8% 42.1% 26.7% 21.0% 1.4% 92 9.1%

基層白領人員 12.8% 37.8% 25.7% 13.2% 10.5% 235 23.1%

軍公教人員 14.8% 40.2% 23.3% 16.2% 5.5% 46 4.5%

勞工 20.3% 36.5% 9.9% 12.7% 20.6% 112 11.1%

農民 22.4% 41.0% 8.8% 13.6% 14.2% 27 2.6%

學生 0.0% 51.9% 41.4% 6.7% 0.0% 35 3.4%

家庭主婦 16.9% 37.9% 15.6% 15.5% 14.1% 174 17.1%

退休人員 19.9% 33.1% 14.9% 20.9% 11.2% 129 12.6%

無業/待業者 19.9% 38.3% 22.7% 8.4% 10.6% 48 4.7%

15.5% 38.0% 20.2% 15.6% 10.7% 1,017 100.0%

民主進步黨 35.1% 53.9% 5.9% 1.1% 4.0% 340 33.3%

中國國民黨 1.6% 15.7% 36.2% 39.3% 7.2% 204 20.0%

台灣民眾黨 3.9% 23.9% 53.2% 15.2% 3.8% 88 8.6%

時代力量 15.4% 41.8% 19.1% 19.3% 4.5% 45 4.4%

台灣基進 39.6% 53.1% 7.3% 0.0% 0.0% 27 2.6%

其他政黨 3.7% 27.0% 34.0% 25.0% 10.3% 16 1.6%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5.4% 37.8% 16.1% 16.3% 24.3% 293 28.7%

不知道 9.7% 23.5% 19.9% 23.0% 23.9% 8 0.8%

15.7% 37.9% 20.1% 15.6% 10.6% 1,021 100.0%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Q3．行政院長蘇貞昌 2019年1月上任以來，已經兩年多。一般說來，您滿意或不滿意蘇貞昌的

整體施政表現？

合計

性別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6/17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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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行政院長蘇貞昌 2019年1月上任以來，已經兩年多。一般說來，您滿意或不滿意蘇貞昌的

整體施政表現？

合計

台北市 9.9% 34.1% 18.8% 27.0% 10.1% 112 11.0%

新北市 17.0% 33.7% 20.9% 18.7% 9.7% 177 17.3%

桃園市 11.1% 32.3% 22.1% 22.6% 11.9% 96 9.4%

台中市 13.8% 35.8% 24.5% 13.7% 12.2% 120 11.7%

台南市 16.4% 46.0% 18.2% 9.8% 9.6% 83 8.1%

高雄市 21.1% 39.3% 23.7% 6.7% 9.3% 121 11.9%

其他縣市 17.0% 41.3% 17.1% 13.5% 11.1% 313 30.7%

15.7% 37.9% 20.1% 15.6% 10.6% 1,021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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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非常

透明

還算

透明

不太

透明

一點也

不透明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9.6% 27.3% 26.0% 25.2% 11.9% 500 49.0%

女性 7.7% 30.6% 23.1% 19.0% 19.7% 521 51.0%

8.6% 29.0% 24.5% 22.1% 15.8% 1,021 100.0%

20~24歲 8.5% 44.7% 14.7% 14.0% 18.1% 77 7.5%

25~34歲 8.4% 33.5% 35.0% 19.5% 3.5% 164 16.2%

35~44歲 8.3% 36.9% 26.9% 20.1% 7.7% 202 19.8%

45~54歲 8.1% 18.7% 29.4% 29.4% 14.4% 186 18.3%

55~64歲 8.8% 27.2% 17.4% 30.4% 16.2% 184 18.1%

65歲及以上 8.8% 23.0% 19.5% 14.5% 34.2% 204 20.1%

8.5% 29.1% 24.5% 22.0% 15.9% 1,017 100.0%

河洛人 9.4% 33.1% 24.6% 16.9% 16.0% 751 74.2%

客家人 5.6% 24.0% 23.0% 28.2% 19.2% 127 12.5%

外省人 7.3% 11.5% 18.6% 50.5% 12.1% 114 11.3%

原住民 0.0% 10.0% 68.0% 14.8% 7.1% 20 2.0%

8.5% 29.1% 24.6% 22.1% 15.8% 1,013 100.0%

小學及以下 6.6% 26.7% 13.9% 7.6% 45.2% 122 12.0%

初中、國中 18.3% 32.9% 21.6% 7.8% 19.4% 120 11.8%

高中、高職 6.9% 27.8% 25.8% 25.7% 13.8% 281 27.6%

專科 6.8% 21.1% 19.3% 35.9% 17.0% 119 11.7%

大學及以上 7.7% 32.0% 29.8% 24.1% 6.4% 376 37.0%

8.5% 29.0% 24.6% 22.0% 15.9% 1,017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8.7% 26.6% 21.7% 32.2% 10.8% 119 11.7%

高階白領人員 4.2% 26.9% 34.1% 32.1% 2.6% 92 9.1%

基層白領人員 6.8% 34.5% 26.8% 20.0% 11.9% 235 23.1%

軍公教人員 9.9% 26.0% 25.6% 31.5% 7.1% 46 4.5%

勞工 8.9% 35.3% 25.5% 15.6% 14.6% 112 11.1%

農民 8.6% 23.5% 20.8% 13.9% 33.2% 27 2.6%

學生 12.3% 26.9% 32.5% 28.3% 0.0% 35 3.4%

家庭主婦 11.3% 27.8% 19.7% 17.1% 24.1% 174 17.1%

退休人員 8.4% 19.2% 22.6% 21.4% 28.5% 129 12.6%

無業/待業者 11.3% 33.3% 19.0% 12.9% 23.6% 48 4.7%

8.6% 28.9% 24.6% 22.0% 15.9% 1,017 100.0%

民主進步黨 17.7% 44.1% 17.7% 6.1% 14.4% 340 33.3%

中國國民黨 1.9% 8.4% 26.1% 48.1% 15.5% 204 20.0%

台灣民眾黨 5.4% 15.3% 43.8% 33.3% 2.1% 88 8.6%

時代力量 3.2% 52.8% 38.9% 5.1% 0.0% 45 4.4%

台灣基進 23.1% 56.4% 13.2% 0.0% 7.3% 27 2.6%

其他政黨 0.0% 11.3% 36.9% 48.0% 3.7% 16 1.6%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3.9% 25.3% 23.7% 22.3% 24.9% 293 28.7%

不知道 6.0% 3.6% 19.9% 17.7% 52.8% 8 0.8%

8.6% 29.0% 24.5% 22.1% 15.8% 1,021 100.0%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Q7．全球武漢肺炎（或稱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還在進行中，世界各國都很重視疫苗研發和採

購。一般說來，您覺得蔡政府在疫苗採購資訊透明化程度如何，是透明還是不透明？

合計

性別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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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非常

透明

還算

透明

不太

透明

一點也

不透明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7．全球武漢肺炎（或稱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還在進行中，世界各國都很重視疫苗研發和採

購。一般說來，您覺得蔡政府在疫苗採購資訊透明化程度如何，是透明還是不透明？

合計

台北市 11.2% 23.9% 26.9% 25.5% 12.6% 112 11.0%

新北市 5.7% 35.9% 21.9% 21.4% 15.1% 177 17.3%

桃園市 6.7% 30.6% 23.5% 25.8% 13.4% 96 9.4%

台中市 6.8% 21.5% 26.1% 29.1% 16.4% 120 11.7%

台南市 9.7% 22.6% 22.9% 28.9% 16.0% 83 8.1%

高雄市 13.6% 28.3% 24.7% 15.7% 17.8% 121 11.9%

其他縣市 8.5% 31.1% 25.2% 18.0% 17.2% 313 30.7%

8.6% 29.0% 24.5% 22.1% 15.8% 1,021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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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投同

意票

投不同

意票

尚未

決定

不會去

投票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58.4% 34.0% 1.2% 3.2% 3.2% 500 49.0%

女性 64.9% 27.2% 1.8% 2.0% 4.0% 521 51.0%

61.7% 30.5% 1.5% 2.6% 3.6% 1,021 100.0%

20~24歲 52.6% 33.9% 0.0% 0.0% 13.5% 77 7.5%

25~34歲 63.6% 30.3% 2.0% 1.0% 3.2% 164 16.2%

35~44歲 69.3% 26.6% 0.3% 3.4% 0.4% 202 19.8%

45~54歲 68.3% 24.5% 1.1% 4.7% 1.4% 186 18.3%

55~64歲 62.0% 33.0% 1.6% 2.2% 1.1% 184 18.1%

65歲及以上 50.1% 36.2% 3.2% 2.6% 7.8% 204 20.1%

61.8% 30.5% 1.5% 2.6% 3.6% 1,017 100.0%

河洛人 58.9% 32.7% 1.9% 2.6% 4.0% 751 74.2%

客家人 64.2% 30.3% 0.5% 4.2% 0.7% 127 12.5%

外省人 72.6% 21.9% 0.4% 0.5% 4.6% 114 11.3%

原住民 100.0% 0.0% 0.0% 0.0% 0.0% 20 2.0%

61.9% 30.5% 1.5% 2.5% 3.6% 1,013 100.0%

小學及以下 49.5% 30.8% 3.9% 4.2% 11.5% 122 12.0%

初中、國中 54.1% 42.5% 0.0% 0.8% 2.5% 120 11.8%

高中、高職 61.6% 28.9% 2.5% 3.2% 3.8% 281 27.6%

專科 67.9% 22.8% 1.0% 2.9% 5.4% 119 11.7%

大學及以上 66.6% 30.0% 0.5% 2.2% 0.7% 376 37.0%

61.9% 30.4% 1.5% 2.6% 3.6% 1,017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58.7% 31.3% 0.0% 8.3% 1.7% 119 11.7%

高階白領人員 65.5% 28.9% 0.5% 3.0% 2.1% 92 9.1%

基層白領人員 67.8% 30.0% 0.5% 1.7% 0.0% 235 23.1%

軍公教人員 71.1% 22.6% 0.0% 4.7% 1.6% 46 4.5%

勞工 54.5% 35.6% 0.0% 0.8% 9.1% 112 11.1%

農民 42.2% 45.9% 5.4% 0.0% 6.5% 27 2.6%

學生 85.1% 14.9% 0.0% 0.0% 0.0% 35 3.4%

家庭主婦 59.9% 28.6% 3.6% 1.2% 6.7% 174 17.1%

退休人員 53.9% 34.1% 4.6% 3.8% 3.6% 129 12.6%

無業/待業者 64.4% 27.7% 0.0% 0.0% 8.0% 48 4.7%

61.8% 30.4% 1.5% 2.6% 3.6% 1,017 100.0%

民主進步黨 41.1% 49.5% 2.4% 3.1% 3.9% 340 33.3%

中國國民黨 80.6% 14.7% 0.8% 0.9% 3.0% 204 20.0%

台灣民眾黨 86.4% 9.8% 0.0% 1.6% 2.2% 88 8.6%

時代力量 54.4% 38.3% 1.5% 4.8% 1.1% 45 4.4%

台灣基進 30.0% 67.8% 2.2% 0.0% 0.0% 27 2.6%

其他政黨 73.6% 22.4% 0.0% 4.0% 0.0% 16 1.6%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68.6% 21.9% 1.3% 3.5% 4.7% 293 28.7%

不知道 54.7% 23.5% 6.0% 0.0% 15.8% 8 0.8%

61.7% 30.5% 1.5% 2.6% 3.6% 1,021 100.0%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Q8．國民黨反對開放美國萊豬進口，提出公投案：「你是否同意政府應全面禁止進口含有瘦肉

精（萊克多巴胺等乙型受體素）豬隻之肉品、內臟及其相關產製品？」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行

，您會投同意票？或，不同意票？

合計

性別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10/17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投同

意票

投不同

意票

尚未

決定

不會去

投票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8．國民黨反對開放美國萊豬進口，提出公投案：「你是否同意政府應全面禁止進口含有瘦肉

精（萊克多巴胺等乙型受體素）豬隻之肉品、內臟及其相關產製品？」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行

，您會投同意票？或，不同意票？

合計

台北市 58.9% 31.6% 0.0% 5.1% 4.3% 112 11.0%

新北市 66.7% 24.0% 2.6% 3.0% 3.7% 177 17.3%

桃園市 64.5% 27.8% 0.6% 2.8% 4.2% 96 9.4%

台中市 65.2% 29.4% 1.4% 1.7% 2.4% 120 11.7%

台南市 57.0% 36.0% 0.8% 4.3% 1.9% 83 8.1%

高雄市 59.0% 30.9% 3.9% 4.0% 2.2% 121 11.9%

其他縣市 60.0% 33.6% 1.0% 0.8% 4.6% 313 30.7%

61.7% 30.5% 1.5% 2.6% 3.6% 1,021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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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投同

意票

投不同

意票

尚未

決定

不會去

投票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49.4% 28.3% 8.4% 2.7% 11.3% 500 49.0%

女性 50.7% 23.5% 5.9% 2.1% 17.8% 521 51.0%

50.1% 25.9% 7.1% 2.4% 14.6% 1,021 100.0%

20~24歲 69.6% 17.0% 0.0% 0.0% 13.5% 77 7.5%

25~34歲 47.9% 38.1% 3.9% 1.0% 9.1% 164 16.2%

35~44歲 60.4% 22.1% 7.3% 3.2% 7.1% 202 19.8%

45~54歲 52.7% 26.7% 7.3% 2.1% 11.1% 186 18.3%

55~64歲 49.8% 23.6% 10.3% 2.3% 14.0% 184 18.1%

65歲及以上 32.6% 23.8% 9.3% 4.0% 30.4% 204 20.1%

50.1% 25.8% 7.1% 2.4% 14.6% 1,017 100.0%

河洛人 47.1% 27.0% 8.2% 2.7% 15.0% 751 74.2%

客家人 53.1% 25.1% 6.0% 3.5% 12.3% 127 12.5%

外省人 64.3% 19.6% 2.7% 0.0% 13.4% 114 11.3%

原住民 74.4% 13.2% 0.0% 0.0% 12.4% 20 2.0%

50.3% 25.7% 7.2% 2.4% 14.5% 1,013 100.0%

小學及以下 25.3% 21.1% 13.8% 5.3% 34.5% 122 12.0%

初中、國中 36.0% 25.2% 9.8% 1.7% 27.3% 120 11.8%

高中、高職 47.9% 30.0% 5.0% 2.5% 14.7% 281 27.6%

專科 57.1% 16.9% 9.7% 1.3% 14.9% 119 11.7%

大學及以上 62.4% 27.0% 5.0% 1.9% 3.7% 376 37.0%

50.3% 25.7% 7.1% 2.4% 14.5% 1,017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46.0% 39.1% 4.9% 2.2% 7.8% 119 11.7%

高階白領人員 62.4% 27.6% 3.0% 1.5% 5.5% 92 9.1%

基層白領人員 56.1% 27.3% 7.9% 2.9% 5.8% 235 23.1%

軍公教人員 72.7% 18.4% 2.5% 1.2% 5.2% 46 4.5%

勞工 46.7% 22.3% 5.7% 1.0% 24.3% 112 11.1%

農民 28.9% 27.6% 23.9% 2.3% 17.4% 27 2.6%

學生 90.9% 9.1% 0.0% 0.0% 0.0% 35 3.4%

家庭主婦 42.3% 22.6% 8.9% 2.2% 24.0% 174 17.1%

退休人員 38.3% 20.4% 8.5% 5.8% 27.0% 129 12.6%

無業/待業者 38.2% 35.6% 10.4% 0.0% 15.8% 48 4.7%

50.2% 25.9% 7.1% 2.4% 14.4% 1,017 100.0%

民主進步黨 46.4% 28.7% 6.4% 1.8% 16.7% 340 33.3%

中國國民黨 57.6% 20.2% 6.2% 0.9% 15.1% 204 20.0%

台灣民眾黨 71.6% 17.6% 6.0% 1.6% 3.1% 88 8.6%

時代力量 49.3% 40.5% 6.5% 0.0% 3.8% 45 4.4%

台灣基進 38.8% 55.9% 3.7% 0.0% 1.6% 27 2.6%

其他政黨 58.7% 29.9% 3.7% 7.7% 0.0% 16 1.6%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44.3% 24.2% 9.3% 4.7% 17.7% 293 28.7%

不知道 10.3% 14.3% 12.8% 0.0% 62.6% 8 0.8%

50.1% 25.9% 7.1% 2.4% 14.6% 1,021 100.0%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Q9．桃園市地方環保團體發起「珍愛藻礁公投」，提出公投案「您是否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接

收站遷離桃園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行，您會投同意票？或，不同意

票？

合計

性別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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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投同

意票

投不同

意票

尚未

決定

不會去

投票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9．桃園市地方環保團體發起「珍愛藻礁公投」，提出公投案「您是否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接

收站遷離桃園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行，您會投同意票？或，不同意

票？

合計

台北市 60.2% 22.3% 3.5% 1.2% 12.7% 112 11.0%

新北市 52.9% 24.5% 9.2% 2.2% 11.2% 177 17.3%

桃園市 56.3% 24.3% 2.9% 2.2% 14.2% 96 9.4%

台中市 41.1% 29.0% 8.4% 1.7% 19.7% 120 11.7%

台南市 40.1% 29.2% 8.1% 4.7% 17.9% 83 8.1%

高雄市 51.6% 25.6% 9.0% 4.2% 9.7% 121 11.9%

其他縣市 48.4% 26.4% 7.0% 1.9% 16.3% 313 30.7%

50.1% 25.9% 7.1% 2.4% 14.6% 1,021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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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投同

意票

投不同

意票

尚未

決定

不會去

投票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53.4% 36.5% 3.5% 1.7% 5.0% 500 49.0%

女性 48.4% 38.8% 2.7% 1.6% 8.5% 521 51.0%

50.8% 37.7% 3.1% 1.6% 6.8% 1,021 100.0%

20~24歲 53.8% 39.3% 0.0% 0.0% 6.8% 77 7.5%

25~34歲 57.3% 38.6% 2.0% 0.0% 2.2% 164 16.2%

35~44歲 62.0% 34.7% 1.3% 1.7% 0.4% 202 19.8%

45~54歲 53.7% 37.9% 1.7% 3.0% 3.7% 186 18.3%

55~64歲 50.1% 39.1% 3.4% 1.7% 5.6% 184 18.1%

65歲及以上 30.9% 38.6% 7.8% 2.2% 20.5% 204 20.1%

50.7% 37.8% 3.1% 1.6% 6.7% 1,017 100.0%

河洛人 52.2% 36.4% 2.9% 1.9% 6.6% 751 74.2%

客家人 45.5% 42.2% 4.1% 1.1% 7.2% 127 12.5%

外省人 50.8% 37.8% 4.0% 0.0% 7.5% 114 11.3%

原住民 39.6% 60.4% 0.0% 0.0% 0.0% 20 2.0%

51.0% 37.8% 3.1% 1.6% 6.6% 1,013 100.0%

小學及以下 20.8% 42.6% 9.1% 4.5% 22.9% 122 12.0%

初中、國中 36.2% 44.1% 5.1% 0.9% 13.6% 120 11.8%

高中、高職 51.8% 37.5% 2.6% 2.3% 5.7% 281 27.6%

專科 58.6% 38.5% 1.0% 0.0% 1.9% 119 11.7%

大學及以上 62.0% 34.0% 1.5% 0.9% 1.6% 376 37.0%

50.8% 37.7% 3.1% 1.6% 6.7% 1,017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47.3% 43.4% 4.5% 0.4% 4.5% 119 11.7%

高階白領人員 65.5% 31.8% 0.7% 1.5% 0.5% 92 9.1%

基層白領人員 63.5% 32.0% 1.0% 1.5% 2.0% 235 23.1%

軍公教人員 56.8% 37.2% 0.0% 1.9% 4.0% 46 4.5%

勞工 47.5% 45.8% 0.0% 1.8% 4.9% 112 11.1%

農民 29.8% 43.3% 8.1% 0.0% 18.8% 27 2.6%

學生 63.4% 36.6% 0.0% 0.0% 0.0% 35 3.4%

家庭主婦 42.6% 39.0% 3.9% 1.8% 12.8% 174 17.1%

退休人員 33.1% 40.5% 7.0% 4.2% 15.2% 129 12.6%

無業/待業者 52.6% 32.3% 7.1% 0.0% 8.1% 48 4.7%

50.9% 37.8% 2.9% 1.6% 6.7% 1,017 100.0%

民主進步黨 41.3% 48.7% 2.9% 1.0% 6.0% 340 33.3%

中國國民黨 60.6% 28.5% 2.8% 1.1% 6.9% 204 20.0%

台灣民眾黨 64.4% 30.3% 1.0% 1.9% 2.3% 88 8.6%

時代力量 57.9% 41.0% 0.0% 0.0% 1.1% 45 4.4%

台灣基進 49.4% 49.0% 0.0% 0.0% 1.7% 27 2.6%

其他政黨 46.5% 45.8% 3.7% 4.0% 0.0% 16 1.6%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50.6% 31.8% 4.6% 2.9% 10.0% 293 28.7%

不知道 34.0% 25.2% 7.1% 0.0% 33.8% 8 0.8%

50.8% 37.7% 3.1% 1.6% 6.8% 1,021 100.0%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Q10．國民黨還提出另外一項公投案，一般稱為「公投綁大選」。「你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公

告成立後半年內，若該期間內遇有全國性選舉時，在符合公投法規定之情形下，公民投票應與

該選舉同日舉行？」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行，您會投同意票？或，不同意票？

合計

性別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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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投同

意票

投不同

意票

尚未

決定

不會去

投票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10．國民黨還提出另外一項公投案，一般稱為「公投綁大選」。「你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公

告成立後半年內，若該期間內遇有全國性選舉時，在符合公投法規定之情形下，公民投票應與

該選舉同日舉行？」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行，您會投同意票？或，不同意票？

合計

台北市 41.7% 49.9% 3.0% 0.0% 5.4% 112 11.0%

新北市 57.1% 35.1% 1.4% 1.2% 5.2% 177 17.3%

桃園市 60.0% 28.6% 5.0% 2.2% 4.1% 96 9.4%

台中市 46.3% 40.7% 4.3% 1.0% 7.6% 120 11.7%

台南市 49.6% 41.4% 1.9% 2.5% 4.6% 83 8.1%

高雄市 49.3% 36.1% 3.2% 4.3% 7.1% 121 11.9%

其他縣市 50.4% 35.9% 3.2% 1.3% 9.2% 313 30.7%

50.8% 37.7% 3.1% 1.6% 6.8% 1,021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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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投同

意票

投不同

意票

尚未

決定

不會去

投票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47.3% 42.9% 3.2% 1.9% 4.7% 500 49.0%

女性 39.9% 45.1% 3.8% 2.6% 8.7% 521 51.0%

43.5% 44.0% 3.5% 2.2% 6.7% 1,021 100.0%

20~24歲 70.6% 22.5% 0.0% 0.0% 6.8% 77 7.5%

25~34歲 50.8% 36.6% 2.0% 2.4% 8.2% 164 16.2%

35~44歲 38.6% 55.1% 2.3% 2.0% 2.1% 202 19.8%

45~54歲 45.5% 43.8% 5.1% 2.4% 3.2% 186 18.3%

55~64歲 37.6% 50.4% 4.1% 2.1% 5.8% 184 18.1%

65歲及以上 36.4% 41.6% 5.5% 3.3% 13.2% 204 20.1%

43.6% 44.0% 3.6% 2.3% 6.5% 1,017 100.0%

河洛人 40.6% 47.6% 3.8% 2.0% 6.0% 751 74.2%

客家人 47.3% 36.5% 2.2% 4.9% 9.0% 127 12.5%

外省人 53.6% 32.5% 4.3% 1.7% 7.9% 114 11.3%

原住民 76.8% 23.2% 0.0% 0.0% 0.0% 20 2.0%

43.6% 44.0% 3.6% 2.3% 6.5% 1,013 100.0%

小學及以下 28.0% 41.5% 8.0% 5.4% 17.1% 122 12.0%

初中、國中 31.1% 54.5% 4.2% 0.8% 9.4% 120 11.8%

高中、高職 43.7% 45.4% 2.8% 1.5% 6.5% 281 27.6%

專科 50.6% 43.7% 1.2% 1.6% 2.9% 119 11.7%

大學及以上 50.5% 40.4% 3.3% 2.5% 3.4% 376 37.0%

43.7% 44.0% 3.6% 2.3% 6.5% 1,017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46.3% 44.8% 1.3% 5.9% 1.7% 119 11.7%

高階白領人員 48.9% 43.9% 3.6% 1.5% 2.1% 92 9.1%

基層白領人員 47.3% 44.3% 1.8% 2.2% 4.4% 235 23.1%

軍公教人員 49.8% 38.4% 1.9% 0.7% 9.1% 46 4.5%

勞工 40.6% 49.4% 3.1% 0.0% 6.9% 112 11.1%

農民 29.7% 54.1% 6.6% 0.0% 9.6% 27 2.6%

學生 81.0% 19.0% 0.0% 0.0% 0.0% 35 3.4%

家庭主婦 34.4% 45.2% 4.5% 1.9% 14.0% 174 17.1%

退休人員 36.7% 44.9% 6.5% 3.9% 8.0% 129 12.6%

無業/待業者 43.1% 40.5% 6.7% 1.3% 8.4% 48 4.7%

43.7% 44.1% 3.4% 2.3% 6.6% 1,017 100.0%

民主進步黨 21.6% 68.6% 2.3% 2.6% 5.0% 340 33.3%

中國國民黨 66.7% 23.8% 1.0% 1.0% 7.5% 204 20.0%

台灣民眾黨 65.4% 22.8% 7.0% 1.9% 2.7% 88 8.6%

時代力量 54.2% 44.8% 0.0% 0.0% 1.0% 45 4.4%

台灣基進 8.7% 91.3% 0.0% 0.0% 0.0% 27 2.6%

其他政黨 68.8% 27.5% 3.7% 0.0% 0.0% 16 1.6%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46.5% 33.1% 6.3% 3.2% 10.9% 293 28.7%

不知道 35.5% 18.5% 12.8% 10.3% 22.9% 8 0.8%

43.5% 44.0% 3.5% 2.2% 6.7% 1,021 100.0%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Q11．關於重新啟用核四廠公投案，「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電？」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

行，您會投同意票？或，不同意票？

合計

性別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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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投同

意票

投不同

意票

尚未

決定

不會去

投票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11．關於重新啟用核四廠公投案，「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電？」這項公投如果明天舉

行，您會投同意票？或，不同意票？

合計

台北市 54.0% 38.5% 0.0% 2.6% 5.0% 112 11.0%

新北市 41.9% 48.0% 3.7% 4.2% 2.2% 177 17.3%

桃園市 45.6% 38.6% 4.4% 0.8% 10.6% 96 9.4%

台中市 45.1% 42.3% 3.2% 0.6% 8.7% 120 11.7%

台南市 38.9% 48.4% 5.1% 0.6% 6.9% 83 8.1%

高雄市 46.1% 42.1% 3.7% 4.5% 3.5% 121 11.9%

其他縣市 39.6% 45.6% 4.1% 1.6% 9.1% 313 30.7%

43.5% 44.0% 3.5% 2.2% 6.7% 1,021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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