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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10/26）早上發表十月全國性民調報告，「四大公投、

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六十二次每月例行的重大議題民調。因

疫情因素，仍比照往例，不舉行記者會，只發佈新聞稿和十月民調摘要報告全文，照例

放在官網，以利各界查詢。 
 

 本次調查訪問期間是 2021 年 10 月 18-20 日三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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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 人；抽樣誤差在 95%信心水準下約正負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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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關於政府當前防疫管制措施，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7.5%說太嚴，
5.7%說太鬆，81.2%覺得剛好，5.6%沒意見、不知道。換言之，高達八成一認為政
府當前的防疫管制措施恰到好處，不會太嚴，也不會太鬆，這表示絕大多數台灣公

民肯定政府的相關防疫管制措施，這也是對政府防疫表現的讚揚。 
 

二、關於蔡英文總統聲望，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五成四基本上贊同

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三成五不贊同，贊同者比不贊同者多 19.9 個百
分點。這項發現顯示，十月蔡總統聲望重新躍上 5字頭，她的執政表現重新獲得明
顯過半數公民的認可，儘管仍有三成五的公民不認可。這意味著她已經完全脫離五

月疫情風暴所帶來的執政困境。 
 

三、關於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五

成一基本上滿意蘇貞昌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四成一不滿意。滿意的人比不滿意的

人多十個百分點。這項發現表示，蘇貞昌內閣整體施政表現重新獲得過半數台灣公

民的肯定與支持，已徹底脫離五月疫情風暴的衝擊、晦氣與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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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二成七支持

民進黨，一成六支持國民黨，一成八支持民眾黨，百分之五支持時代力量、百分之

四支持台灣基進，二成七中性選民。十月台灣政黨競爭最大的驚奇是，台灣民眾黨

彎道超車，支持度一舉超越老大哥中國國民黨 1.4個百分點，暫時躍居台灣第二大
黨，是史上第一次；同時，台灣基進支持度也創下該黨歷史新紀錄 4.3%，尤其在該
黨唯一一席立委陳柏惟遭罷免前夕。 
 

五、關於十二月反萊豬公投，最新民意顯示，如果明天投票，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

68.1%傾向投同意票，25.7%傾向投不同意票，1.5%尚未決定，1.1%不投票，3.7%
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同意票將比不同意票多 42.4個百分點，反萊豬公投將獲壓
倒性勝利。 
 

六、關於十二月藻礁公投，最新民意顯示，如果明天投票，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

47.7%傾向投同意票，29.6%傾向投不同意票，6.1%尚未決定，2.2%不投票，14.5%
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同意票將比不同意票多 18.1個百分點，發起藻礁公投的團
體將獲壓倒性勝利。 
 

七、關於十二月「公投綁大選」公投，最新民意顯示，如果明天投票，在二十歲以上台

灣人中，57.4%傾向投同意票，34.2%傾向投不同意票，1.7%尚未決定，1.1%不投
票，5.6%不知道、拒答。換言之，同意票將比不同意票多 23.2個百分點，推動「公
投綁大選」的一方將獲得壓倒性勝利。 
 

八、關於十二月重啟核四公投，最新民意顯示，如果明天投票，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

46.7%投同意票，41.7%投不同意票，3.7%尚未決定，1.3%不投票，6.6%不知道、
拒答。換言之，同意票將比不同意票多 5 個百分點，「重啟核四」公投推動者將贏
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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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過去一個月，全球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有減緩趨勢，但根據美國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統計，最近 28天全球仍有 1185萬人染疫，單美國就有 2,526,561人染疫，
47,388死亡；英國也有 1,108,599人確診，3,413人死亡。可見世界瘟疫大流行仍然是
一個可怕的現在進行式。 
 
 相形之下，過去 28天台灣災情不重，確診人數 183人，5人死亡，且確診者中多
數屬境外移入。隨著疫苗覆蓋率提高，各項管制次第鬆綁，二級警戒調降似乎指日可待，

人們對政府的信賴在焦慮中慢慢趨向穩定。 
 
 10月 8日，政府宣佈「振興五倍券」開放供全國民眾領取。10月 18日晚間，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表示，自 8日五倍券上路以來，已有近 1800萬人登記領取，這還不包括
動輒上千萬人爭先恐後搶各部會加碼券，如國旅券、農遊券、藝 fun券等等。由此可見，
台灣民眾半年來遭受五月疫情風暴經濟打擊有多大。振興五倍券的推出，民眾反應熱烈，

形成對政府有利的社會氛圍，對提昇總統蔡英文與行政院長蘇貞昌的民氣有多大的幫助？

值得觀察。 
  
 10月 23日，是台中市立委第二選區陳柏惟罷免案投票日。結果在投票人數 15萬
2567人中，同意票 7萬 7899票，不同意票 7萬 3433票，通過罷免。這場全國矚目的
罷免案，過程中有藍綠對決的火藥味，國民黨新任黨主席朱立倫將其列為上任後第一個

任務，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公開聲援陳柏惟，雙方頻頻叫陣，罷免結果也被賦予濃濃的

政治味。陳柏惟是台灣基進的唯一一席立委，上任才一年九個月，就這樣失去好不容易

贏來的立委職務。人們不禁開始問，這樣的罷免制度是否必要或合理？ 
 
 罷免過後，鬥志高昂的藍綠陣營立刻開始準備公投大戰。這四項公投將在 12月 18
日舉行，距今不到兩個月。因為這四項公投牽涉到國家當前重大政策和制度，公投一旦

過關，不但將改變現行政策和制度，也對蔡英文總統領導的民進黨政府威信有災難性的

衝擊。這四項公投原本應在本年 8月 28日投票，受五月疫情風暴影響，延後到十二月
舉行。由於先前多家民調顯示，多數人民傾向支持反萊豬公投、藻礁公投和公投綁大選，

甚至在「重啟核四」議題上贊成與反對雙方也旗鼓相當，執政的民進黨如臨大敵。 
 
 在兩岸關係方面，中共軍機擾台已成常態，最近一個月變本加厲。根據路透社報導，

10月 1日至 18日，中國共派出 159架次軍機飛越台灣防空識別區，世界主要國家美、
日、英、澳、歐盟都高度關切，國際媒體也高度關注，咸認事態嚴重，兩岸戰火一觸即

發。但台灣社會似乎不當一回事，台灣人還是過著正常生活，不擔心兩岸會有事情。這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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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時空背景下，十月全國性民調就聚焦在下列十大重點： 

（一） 台灣人對政府防疫管制措施的態度 
（二） 國人對「萊豬公投」的投票傾向 
（三） 國人對「藻礁公投」的投票傾向 
（四） 國人對「公投綁大選公投」的投票傾向 
（五） 國人對「核四商轉公投」的投票傾向 
（六） 兩岸軍事危機下的台灣民意 
（七） 蔡英文總統聲望 
（八） 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九） 台灣人的政黨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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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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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人；抽樣誤差在 95%信心水準下約正負 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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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前防疫管制措施的民意反應 

 我們問：「關於疫情管制，指揮中心 10月 17日宣佈，全國將持續維持二級警戒至
少到 11月 1日。一般說來，您覺得當前政府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限制集會活動人
數、續關閉八大行業、維持邊境管制等，是太嚴、太鬆或剛好？」結果發現：7.5%說太
嚴，5.7%說太鬆，81.2%覺得剛好，5.6%沒意見、不知道。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
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高達八成一認為政府當前的防疫管制措施恰到好處，不會太嚴，

也不會太鬆，只有 7.5%說太嚴，5.7%說太鬆。這項發現很清楚的表示，超過五分之四
的台灣公民肯定政府的相關防疫管制措施，這也是對政府防疫表現的讚揚。請參見圖 1。 
 
 
圖 1：台灣人對當前政府防疫管制措施的態度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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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蔡英文總統聲望：五成四，重獲過半民意支持 

 我們問：「一般說來，您贊同或不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

人事安排與政策？」結果發現：15.5%非常贊同，38.9%還算贊同，21.4%不太贊同，
13.1%一點也不贊同，11.1%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
歲以上台灣人中，五成四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三成五不贊同，

贊同者比不贊同者多 19.9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顯示，十月蔡總統聲望重新躍上 5字頭，
她的執政表現重新獲得明顯過半數公民的認可，儘管仍有三成五的公民不認可。這意味

著她已經完全脫離五月疫情風暴所帶來的執政困境。請參見圖 2。 
 
 
圖 2：蔡英文總統聲望（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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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蔡英文總統聲望：最近兩次比較 (2021/9、2021/10) 

 

 和上個月相比，蔡英文「總統職務表現贊同率」（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ing）
54.4%，比上個月 48.6%上升 5.8個百分點，而「總統職務表現不贊同率」（Presidential 
Job Disapproval Rating）34.5%，比上個月下降 8個百分點；這一來一往，使得贊同者
與不贊同者相差 19.9 個百分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驚奇的轉變。整體來看，這意
味著蔡英文總統不但已經脫離五月疫情風暴所帶來的負面衝擊與影響，而且已重新贏回

絕大多數民意的支持。為什麼？值得進一步探究。請參見圖 3。 
  
 造成蔡英文總統聲望峰迴路轉，迅速脫離五個月的低潮，歸納起來有四大因素： 
  
第一，優異的防疫表現。五月疫情風暴前後半年，已宣告結束，確診與死亡人數近期已

雙雙降低到個位數或歸零。疫情指揮中心即將宣佈調降為一級警戒，大幅鬆綁各

項管制措施；政府防疫表現，相對於世界主要國家，受到人民高度肯定，自然也

有助於蔡總統聲望的提高。本次調查發現中，八成一公民願服從政府各項管制措

施，可資佐證。 
 

第二，及時修正原本問題叢生的疫苗政策。肇因於蔡政府起始的疫苗政策所導致的五月

「疫苗之亂」，當蔡總統在巨大壓力下決定改弦更張，大量接納日、美等外國捐贈

疫苗，以及更重要地，在六月中決定接納民間企業與宗教團體主動協助政府購買

德國 BNT/輝瑞疫苗 1500萬劑，而在根本上解決疫苗嚴重短缺的問題，因而安定
了廣大社會人心。如果六月中蔡總統仍堅持錯誤的政策，執意等待國產疫苗量產，

讓全國人民希望落空，歷史將會改寫，而此刻她的總統聲望恐怕早已一落千丈，

不知伊於胡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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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府花大錢，每人五千元的五倍券起大作用。總數花費將近 1300億元新台幣的
蘇內閣五倍券，10 月 8 日起陸續開放民眾領取，每人五千元，這一政策措施儘
管外界仍有批評聲音，但根據官方統計，截至 10月 18日有超過一千八百萬人領
取五倍券，各部會加碼券有多項皆超過一千萬人登記，形成另類「全民遊戲」，顯

示社會大眾給予正面肯定。由此形成的整體社會氛圍對蔡蘇民望自然大有助益。 
 

第四，「辣台妹」重出江湖。今年雙十國慶蔡總統的演說看來是有備而來的，先撇開其

他內容不談，她非常罕見地直稱對岸「中國」，並提「四個堅持」，首次強調「中

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讓許多民進黨支持者，尤其是年輕人，感覺

「辣台妹」又回來了。蔡英文雙十國慶演說後，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第一時

間出面宣稱「台灣前途由全體中國人決定」，無異在「回教徒面前吃豬肉」，瞬間

引起廣大台灣人民反感，轉而強化對蔡總統的支持。 
 
整體而言，這次蔡總統能迅速脫離可能到來的「第三次執政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政

治學習能力還在，沒有重蹈過去覆轍。她的「第一次執政困境」長達 9 個月，從 2016
年 11 月到 2017年 8月；「第二次執政困境」長達 18 個月，從 2017 年 11 月到 2019
年 7月；第三次執政困境開始是 2021年 6月，但只維持一個月，就慢慢脫離執政困境
了。不為外人知的主要原因就是，她經歷過前兩次漫長且痛苦的的執政困境後已領悟到

如何迅速走出執政困境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毒蛇蟄手，壯士斷腕」，斷然修正可

能禍國殃民的錯誤疫苗政策。請參見圖 4、圖 5。（執政困境概念的操作性定義是：不贊
同總統執政表現者多於贊同者） 

 
 總之，蔡總統現在已脫離五月疫情風暴，在驚濤駭浪中重新獲得明顯過半數人民的

讚賞，但這樣的好景能維持多久？距離年底四項公投不到兩個月，她和她的執政團隊能

不能通過年底這四項公投嚴酷的考驗？是接下來觀察的重點。而兩岸關係空前緊繃，爆

發軍事衝突可能性升高，已引起世界主要國家高度關注，是近期另一個觀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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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蔡英文總統聲望趨勢 [2020/1~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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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蔡英文總統聲望長期趨勢 （2016/5~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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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我們問：「一般說來，您滿意或不滿意行政院長蘇貞昌所領導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

結果發現：13.9%非常滿意，37%還算滿意，20.1%不太滿意，20.7%一點也不滿意，
8.3%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五成
一基本上滿意蘇貞昌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四成一不滿意。滿意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十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表示，蘇貞昌內閣整體施政表現重新獲得過半數台灣公民的肯定與

支持，已徹底脫離五月疫情風暴的衝擊、晦氣與低潮。請參見圖 6。 
 
 
圖 6：蘇貞昌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2021/10） 

 

 
 
 和兩個月前相比，滿意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人增加 5.7個百分點，不滿意的人減
少 6.9個百分點，這一來一往，使得滿意的人比不滿意的人多十個百分點，這不能不說
是一個亮麗的民意翻轉，宛如毛毛蟲蛻變成蝴蝶一般。請參見圖 7。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蘇內閣過去一個月並不平靜，肇因於「國籍航空機組員

檢疫 3＋11事件」疑似五月疫情風暴破口，在野黨在立法院強力杯葛蘇貞昌施政報告；
國民黨籍立委鄭麗文與蘇院長爆發嚴重口角；高雄城中城大火死傷慘重；高鐵宜蘭站選

址迭生爭議等等。但這些問題似乎都沒顯著影響蘇內閣民氣的回升，主要因素仍然和整

體疫情趨緩、疫苗與疫苗施打順序爭議日漸平息、防疫管制陸續解除、以及十月五倍券

上場帶動一波「紓困金錢遊戲的全民運動」有最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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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九月全國性民調已有跡象顯示，對行政院長蘇貞昌個人的施政表現，滿意的

人比不滿意的人多 3.3個百分點，顯示政府整體紓困與振興經濟的作為逐漸發生安撫民
心的作用。 
 
 
圖 7：蘇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最近兩次比較(2021/8、2021/10) 

 

 
 
 檢視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趨勢，可以清楚看見過去半年蘇內閣經歷了相

當激烈的民意震盪。請參見圖 8、圖 9。 
 
 從 5月開始，全國性民意顯示，滿意與不滿意蘇內閣施政表現的人各佔四成五，之
後經歷 6、7、8三個月多數國人不滿意蘇內閣施政表現，於是社會輿論責難、非議、與
倒閣的聲浪四起，蘇內閣因此渡過了一段艱難時光。如今又重新獲得超過半數國人的接

納與肯定。這充分顯示，民意並非流水毫無規律，而是緊緊地隨政府作為好壞而有高低

起伏，人民的理性與感覺最後決定了執政者民氣高低與禍福。 
 
 從整體民意角度看，顯然蘇內閣下台已經不再是急切的問題，蔡蘇體制將會繼續維

持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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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趨勢 [2020/2~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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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趨勢 [2019/2~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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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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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民主進步黨，16.2%中國國民黨，17.6%台灣民眾黨，4.8%時代力量，
4.3%台灣基進，2%其他政黨合計，26.6%沒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1.4%不知道、拒答。
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二成七支持民進黨，一成六支持國民

黨，一成八支持民眾黨，百分之五支持時代力量、百分之四支持台灣基進，二成七中性

選民。請參看圖 10。 
 
 十月台灣政黨競爭最大的驚奇是，台灣民眾黨彎道超車，支持度一舉超越老大哥中

國國民黨 1.4個百分點，暫時躍居台灣第二大黨，是史上第一次；同時，台灣基進支持
度也創下該黨歷史新紀錄 4.3%，尤其在該黨唯一一席立委陳柏惟遭罷免前夕。為什麼？
值得深入探究。 
 
 
圖 10：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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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上個月相比，各大小政黨支持度的確出現戲劇性轉變，兩個主要政黨支持度都下

挫，三個小黨支持度齊上揚。具體地說，民進黨下挫 3個百分點，國民黨下挫 3.1個百
分點，民眾黨上揚 4.3個百分點，時代力量增加 1.8個百分點，台灣基進增加 1.9個百
分點。中性選民則減少 3.1個百分點。台灣政黨勢力版圖重劃，是一時性的，還是永久
性的？合理的解讀是暫時性的、浮動性的，未來演變為何？仍需密切觀察。請參見圖 11。 
 
 
圖 11：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最近兩次比較 (2021/9、2021/10) 

 
 
 
進一步分析，有以下幾點有趣的發現： 
 
 首先，從年齡層看，除了 25-34歲公民略落後於民眾黨外，每一個年齡層都呈現民
進黨支持者較多的現象，且年齡層越高，這種現象越明顯；值得注意的是，65歲及以上
公民支持民進黨比例最高，達到 36.7%；相形之下，國民黨在每一個年齡層支持者都和
民進黨有明顯差距，且越年輕差距越大，尤其在 25-54歲這青壯群體；此外，民眾黨和
國民黨比，在 20-54歲這群體已出現空前的領先差距，但在 55歲及以上公民群體中，
國民黨還保持大幅領先；還有，在 65歲以上公民中，民眾黨支持者比民進黨少將近 30
個百分點，再度證實一個重複出現的規律，民眾黨在年長公民方面尚難以和兩大黨一爭

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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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從教育背景看，在初中、國中、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中，民進黨支持者佔

有極高的比例，以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來說，民進黨支持者比例高達 49.5%，具有壓
倒性的優勢；在高中及高職教育程度者中，國民黨支持者比例（27.7%）明顯高於民進
黨和民眾黨；在專科教育程度者中，國民黨與民眾黨各佔二成，平分秋色，民進黨支持

者則明顯較少；在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中，民眾黨支持者 25.2%略高於民進黨 24.7%，
明顯高於國民黨 8.1%。 
 
 第三，從省籍族群角度看，民進黨在河洛人的支持方面擁有絕對優勢，在客家人支

持方面，民眾黨已經與民進黨旗鼓相當，國民黨則續擄獲外省族群的心。具體數字如下：

在河洛人支持方面，31%民進黨，16%民眾黨，12.2%國民黨；在客家人支持方面，23.7%
民眾黨，22.9%民進黨，17.1%國民黨；在外省人支持方面，41.2%國民黨，21.3%民眾
黨，10%民進黨； 
 
第四，也是最後，從 6都 16縣市的角度看，民進黨支持者遍佈各地，除了桃園市

與台中市支持者少於民眾黨外，其他地區都有很大幅度領先國民黨與民眾黨；國民黨不

但 6都 16縣市的支持度全面落後民進黨，如今連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都
落後於民眾黨。 

 
 

綜合討論 

根據圖 12台灣人政黨支持長期趨勢，時間涵蓋 2019年 8月到 2021年 10月，
可以清楚看見三黨在民意的大海中高低起伏的現象。 

 
首先，民進黨支持度比上個月減少三個百分點，仍在低檔徘徊；五月疫情風暴與

疫苗之亂的後遺症還在，加上近期黨內引爆 2022提名制度爭議以及線民疑雲，都不
利黨的形象，或許因此部分支持者改去支持台灣基進與時代力量。 

 
第二，國民黨自 2020年 1月總統與立委大選迄今，支持度陷入長期低迷，最高

是 2021年 1月的二成二，最低是 2020年 2月的 12.5%。現在是 16.2%乃近兩年來
的第三低，也是朱立倫再當選黨主席且上任的第一個月，比前主席江啟臣任內還低三

個百分點，箇中原因為何？上面有關政黨社會基礎的分析中應可找到許多線索。 
 
第三，在台灣民眾黨方面，創黨時支持度只有 8.1%，一路起起伏伏，現在 17.6%，

政黨支持度增加 2.17倍，是創黨以來最高的時候，原因為何？能不能維持下去？或，
繼續往上攀登？已經不再是可以被輕忽的問題，尤其黨主席台北市長柯文哲野心勃勃

早已宣佈要競逐 2024總統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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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甫落幕的台中立委第二選區陳柏惟罷免案，台灣基進唯一一席立委被罷免

成功，但罷免前夕台灣基進政黨支持度卻意外飆升到 4.3%，成該黨史上最高，已經
和時代力量平起平坐，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是一個預期之外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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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台灣人的政黨支持趨勢 （2019/8~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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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人反萊豬公投的投票傾向：六成八同意 VS. 二成六不同意 

 我們問：「國民黨反對開放美國萊豬進口，提出以下公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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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傾
向投同意票，25.7%傾向投不同意票，1.5%尚未決定，1.1%不投票，3.7%不知道、拒
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如果明天投票，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同意票將比不同

意票多 42.4個百分點，反萊豬公投將獲壓倒性勝利。請參見圖 13。 
 
 
圖 13：台灣人在反萊豬公投的投票傾向 （2021/10） 

 
 
 
 和最近一次調查，也就是五個月前相比，可以輕易地發現，傾向投同意票者增加 4.1
個百分點，而傾向投不同意票者增加 4.7個百分點，這使得贊成與反對雙方的差距仍維
持一個巨大的差距，意味著民進黨政府在這項公投議題上續居於絕對的劣勢，沒有因五

月疫情風暴凍結公投選情而獲利。另一方面，根據我們過去所做過三次調查，比較三次

同意或不同意的比例變化，可以發現傾向投同意票者節節上升，而傾向投不同意票者則

出現不穩定的上下起伏。請參見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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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台灣人反萊豬公投的投票傾向：最近三次比較 (2021/4、2021/5、2021/10) 

 
 
 
 究竟誰傾向投同意票？誰傾向投不同意票呢？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發現值得

一提： 
 
 首先，從政黨傾向看，主要政黨支持者，包括執政的民進黨在內，都有過半數或一

面倒地傾向投同意票，除了台灣基進支持者有明顯多數傾向投不同意票外。更精確地講，

民進黨支持者中，50.3%投同意票，43.8%投不同意票；國民黨支持者中，90.7%投同意
票，9.3%投不同意票；民眾黨支持者中，79.2%投同意票，19.3%投不同意票；時代力
量支持者中，70.5%投同意票，22.8%投不同意票；台灣基進支持者中，38.4%投同意票，
56%投不同意票；中性選民中，68.9%%投同意票，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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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女性

態度尤其強烈；具體數字如下：男性公民中，61.8%投同意票，33.6%投不同意票；女
性公民中，74.1%投同意票，18%投不同意票； 
 
 第三，在年齡層方面，不分老少，傾向投同意票者皆遠遠超過百分之六十，除了 20-
24 歲只有五成二外；其中尤其以 35-64 歲者，屬於社會中堅力量，傾向投同意票者高
達七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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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以上，

其中尤其以初中至專科教育程度者最突出，傾向投同意票者高達七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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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在職業背景方面，除了農民外，每一種職業背景公民，都呈現近六成以上傾

向投同意票；其中尤其以家庭主婦七成六投同意票最高，其次是基層白領人員和高階白

領人員投同意票者都在七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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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六成四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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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民都在六成八以上。 
 
 

六、台灣人藻礁公投的投票傾向：四成八同意 VS. 三成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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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傾向投同意票，29.6%傾向投不同意票，
6.1%尚未決定，2.2%不投票，14.5%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如果明天
投票，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同意票將比不同意票多 18.1 個百分點，發起藻礁公投
的團體將獲壓倒性勝利。請參見圖 15。 
 
 
圖 15：台灣人對藻礁公投的投票傾向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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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最近一次調查相比，也就是五個月前，可輕易地發現，傾向投同意票者增加 6.6
個百分點，而傾向投不同意票者也增加 2.1個百分點，這使得贊成與反對雙方的差距擴
大到 18.1 個百分點，又是一項極具戲劇性的發展。此外，根據我們過去所做過三次調
查，比較三次同意或不同意的比例變化，可以發現傾向投同意票者有相當大的起伏，而

傾向投不同意票者則出現穩定緩步上升的態勢。這是否隱含藻礁公投最後結果仍有變數？

有待觀察。 
 
 整體而言，藻礁公投運動推動者目前不但續居上風，而且擴大領先差距到十八個百

分點，不但不受五月疫情風暴的影響，甚至還顯著擴大領先差距，對蔡英文總統領導的

民進黨政府而言無異是一場巨大的惡夢。請參見圖 16。 
 
 
圖 16：台灣人對藻礁公投的投票傾向：最近三次比較 (2021/4、2021/5、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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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黨傾向看，主要政黨支持者，包括執政的民進黨在內，都呈現多數或一

面倒地傾向投同意票，除了台灣基進支持者有明顯多數傾向投不同意票外。更精確地講，

民進黨支持者中，43.5%投同意票，34.6%投不同意票；國民黨支持者中，49.5%投同意
票，35%投不同意票；民眾黨支持者中，64.6%投同意票，24.7%投不同意票；時代力
量支持者中，67.6%投同意票，21.2%投不同意票；台灣基進支持者中，31.8%投同意票，
47.7%投不同意票；中性選民中，39.3%%投同意票，23.6%投不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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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性別方面，不分男性女性，傾向投同意票者皆佔多數；具體數字如下：男

性公民中，47.4%投同意票，35.8%投不同意票；女性公民中，47.9%投同意票，23.6%
投不同意票； 
 
 第三，在年齡層方面，不分老幼，傾向投同意票者皆居多數；其中尤其以 20-54歲
公民有五成以上傾向投同意票，55-64歲公民，47.1%投同意票，28%投不同意票；65
歲及以上公民，33.8%投同意票，25.7%投不同意票。 
 
 第四，在教育程度方面，每一種教育程度選民中，傾向投同意票者皆居多數，其中

尤其以大學及以上公民最突出，傾向投同意票者高達五成九。 
 
 第五，在職業背景方面，除了勞工與農民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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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白領人員、和基層白領人員傾向投同意票比例較高，

都在五成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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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選民傾向投
同意票，比例明顯較高的是桃園市有六成五，台南市有五成三。 
   
 
七、台灣人在「公投綁大選」公投的投票傾向： 
  五成七同意 VS. 三成四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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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傾向投同意票，34.2%傾向投不同意票，1.7%尚未決定，
1.1%不投票，5.6%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如果明天投票，在二十歲以
上台灣人中，同意票將比不同意票多 23.2個百分點，推動「公投綁大選」的一方將獲得
壓倒性勝利。請參見圖 17。 
 
 和最近一次調查相比，也就是六個月前，可輕易地發現，傾向投同意票者增加 6.6
個百分點，而傾向投不同意票者減少 3.5個百分點，這使得贊成與反對雙方的差距擴大
到 23.2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比六個月前的差距擴大 10.1個百分點，這又是另一項極顯
著的轉變。整體而言，「公投綁大選」公投推動者目前不但續居上風，而且擴大原先領先

差距到二十三個百分點，完全不受五月疫情風暴凍結公投選情的影響，對民進黨執政當

局而言恐怕是很難吞得下去的苦果。請參見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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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台灣人在「公投綁大選」公投的投票傾向 （2021/10） 

 
  
 
圖 18：台灣人在「公投綁大選」公投的投票傾向：最近兩次比較 (2021/4、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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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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黨傾向看，民進黨支持者同意與不同意各半之外，其他主要政黨支持者，

都呈現絕大多數傾向投同意票，惟台灣基進支持者有明顯多數傾向投不同意票。更精確

地講，民進黨支持者中，46.8%投同意票，46.2%投不同意票；國民黨支持者中，58.1%
投同意票，36.6%投不同意票；民眾黨支持者中，72.4%投同意票，25.8%投不同意票；
時代力量支持者中，59.2%投同意票，37.3%投不同意票；台灣基進支持者中，44.7%投
同意票，51.2%投不同意票；中性選民中，59.5%投同意票，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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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具體數字

如下：男性公民中，56.6%傾向投同意票，36.5%傾向投不同意票；女性選民中，58.1%
投同意票，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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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 歲者比例較高，明顯高於六成；65 歲及以上
選民，則是 39.2%投同意票，40.3%投不同意票者。就整體趨勢看，年紀越輕，投同意
票的比例也越高，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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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傾
向投同意票，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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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中，68.8%投同意票，26.1%投
不同意票。 
 
 第五，在職業背景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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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高階白領人員、自營商/企業主和基層白領人員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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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數公民傾向
投同意票，包括台南市與高雄市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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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台灣人在「重啟核四」公投的投票傾向： 
    四成七同意 VS. 四成二不同意 

 我們問：「關於重新啟用核四廠公投案，主要內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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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投
同意票，41.7%投不同意票，3.7%尚未決定，1.3%不投票，6.6%不知道、拒答。換言
之，最新民意顯示，如果明天投票，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同意票將比不同意票多 5
個百分點，「重啟核四」公投推動者將贏得勝利。請參見圖 19。 
 
 
圖 19：台灣人在「重啟核四公投」的投票傾向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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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台灣人在「重啟核四公投」的投票傾向：最近兩次比較 (2021/4、2021/10) 

 
 
 
 和最近一次調查相比，也就是六個月前，可輕易地發現，傾向投同意票者增加 3.2
個百分點，而傾向投不同意票者減少 2.3個百分點，這使得贊成與反對雙方出現逆轉的
現象，且差距大到 5個百分點；換言之，六個月前，不同意票尚比同意票多 0.5個百分
點，現在是同意票比不同意票多 5個百分點，這是一項重大的轉變。 
 
 整體而言，「重啟核四」公投推動者目前已經反敗為勝，而且領先 5 個百分點，不
但不受五月疫情風暴停止公投相關活動的影響，竟然還演出大逆轉，對極為重視能源政

策的蔡政府而言無疑是一個天大的壞消息。而這是否和今年 5月兩次全台大停電引發民
怨有關，值得深究。請參見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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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幾點發現

值得一提： 
 
 首先，從政黨傾向看，民進黨、時代力量及台灣基進這三個政黨的支持者都有明顯

過半數的人投不同意票，而國民黨和民眾黨支持者則絕大多數傾向投同意票；中性選民

則是，41.4%投同意票，34.1%投不同意票。 
 
 第二，在性別方面，不分男性女性，傾向投同意票者皆略佔上風；具體數字如下：

男性公民中，46.7%傾向投同意票，45.2%傾向投不同意票；女性選民中，46.8%投同意
票，38.4%投不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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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在年齡層方面，除 35-44歲選民投不同意者佔多數外，其他每一個年齡層公
民傾向投同意票的均佔多數，其中尤其以 20-34歲公民投同意票的比例最高，明顯高於
五成；  
 
 第四，在教育程度方面，高中/高職以下（含小學、初中/國中者）多數傾向投不同意
票，但專科、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則多數傾向投同意票，而且都在五成以上。特別值

得注意的是，教育程度越高，投同意票的比例有越高的趨勢。 
 
 第五，在職業背景方面，除了勞工、農民、家庭主婦及無業/待業者外，其他每一種
職業背景公民都呈現多數傾向投同意票，其中尤其以學生、高階白領人員、軍公教人員、

基層白領人員和自營商/企業主比例較高。 
 
 第六，也是最後，從 6都 16縣市角度看，除台北市和台南市多數投不同意票外，
其他每一個行政區域都呈現多數公民投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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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底四項公投民意趨向的綜合討論 

 年底四項公投，事實上距今已不到兩個月，我們最新的全國性民意調查卻發現，五

或六個月前同意或不同意的整體民意狀態，有三項基本上沒有改變，一項出現驚人的逆

轉。具體地說，反萊豬公投、藻礁公投和「公投綁大選」公投，都呈現一面倒地 
現象，如果未來民意沒有改變，這三項公投都將順利過關。 
 
 另外一項公投是「重啟核四」，同意和不同意雙方原本旗鼓相當，但不同意方略佔上

風的狀態。如今，情勢逆轉，同意「重啟核四」公投的一方後來居上，暫時領先不同意

方 5個百分點。如果未來民意趨勢不變，「重啟核四」公投將由同意的一方取得勝利。 
 
 總的來講，未來不到兩個月，如果蔡政府沒有任何有效作為，足以改變當前民意的

話，四項公投將篤定全數過關，結果將是 4:0，蔡英文政府屆時將面臨重大災難性的政
治衝擊，宛如「彗星撞地球」一樣。請參見圖 21。 

 令人比較困惑的是，蔡政府面對原本就很艱鉅的四項公投，當五月疫情風暴延後舉

行公投，等於是憑空多出約四個月寶貴時間，可用來進行政策說服，改變社會大眾態度。

但從事後看，蔡政府顯然沒有好好運用過去這段時間，來說服或扭轉社會大眾的意向。

美國有一句損人的話：「張三不會一邊走路，一邊嚼口香糖」，難道蔡政府也是這樣，不

會一邊防疫，一邊進行公投的大眾說服？ 
 
 
圖 21：台灣人在年底四項公投的投票傾向 （2021/10） 

 



四大公投、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

宜蘭縣 21 1.9%
新竹縣 25 2.3%
苗栗縣 25 2.3%
彰化縣 57 5.3%
南投縣 23 2.1%
雲林縣 31 2.9%
嘉義縣 24 2.2%
屏東縣 3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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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8%
嘉義市 12 1.1%
台北市 117 10.8%
高雄市 128 11.9%
新北市 186 17.3%
台中市 126 11.8%
台南市 87 8.0%
桃園市 101 9.4%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7 0.6%

1,075 100.0%
太嚴 80 7.5%
太鬆 62 5.7%
剛好 872 81.2%
沒意見 45 4.1%
不知道 16 1.4%
拒答 1 0.1%

1,075 100.0%
非常贊同 167 15.5%
還算贊同 418 38.9%
不太贊同 230 21.4%
一點也不贊同 141 13.1%
沒意見 77 7.1%
不知道 37 3.4%
拒答 6 0.6%

1,075 100.0%

樣本數 ％題目 選項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市？

合計

Q2．關於疫情管制，指揮中心10月17日宣佈，
全國將持續維持二級警戒至少到11月1日。一般
說來，您覺得當前政府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

限制集會活動人數、續關閉八大行業、維持邊境

管制等，是太嚴、太鬆或剛好？

合計

Q3．一般說來，您贊同或不贊同蔡英文總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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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0月 18日 至 110年 10月 20日 
有效樣本：1,075人 
抽樣誤差：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約 ± 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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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四大公投、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

樣本數 ％題目 選項

非常滿意 150 13.9%
還算滿意 398 37.0%
不太滿意 216 20.1%
一點也不滿意 222 20.7%
沒意見 54 5.1%
不知道 30 2.8%
拒答 5 0.4%

1,075 100.0%

投同意票 732 68.1%
投不同意票 276 25.7%
尚未決定 16 1.5%
不會去投票 11 1.1%
不知道 37 3.5%
拒答 3 0.3%

1,075 100.0%
投同意票 512 47.7%
投不同意票 318 29.6%
尚未決定 65 6.1%
不會去投票 23 2.2%
不知道 151 14.0%
拒答 5 0.5%

1,075 100.0%
投同意票 617 57.4%

投不同意票 368 34.2%

尚未決定 18 1.7%

不會去投票 12 1.1%

不知道 57 5.3%

拒答 4 0.3%
1,075 100.0%

投同意票 502 46.7%
投不同意票 449 41.7%
尚未決定 40 3.7%
不會去投票 14 1.3%
不知道 66 6.2%
拒答 4 0.4%

1,075 100.0%

合計

Q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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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關於重新啟用核四廠公投案，主要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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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桃園市地方環保團體發起「珍愛藻礁公
投」，提出以下公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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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一般說來，您滿意或不滿意行政院長蘇貞
昌所領導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

合計

再過二個月，台灣將舉行四項公投，我們想請教您的意見。

Q5．國民黨反對開放美國萊豬進口，提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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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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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投、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

樣本數 ％題目 選項

民主進步黨 291 27.1%
中國國民黨 174 16.2%
台灣民眾黨 189 17.6%
時代力量 52 4.8%
台灣基進 46 4.3%
其他政黨 21 2.0%
沒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 286 26.6%
不知道 15 1.4%

1,075 100.0%
自營商/雇主 105 9.8%
公務人員 37 3.4%
軍人 2 0.2%
警察 1 0.1%
中小學老師 8 0.7%
民營公司或機構普通職員 246 22.9%
民營公司或機構主管人員 102 9.5%
勞工 116 10.8%
專業人員 28 2.6%
在學學生 31 2.8%
農民 23 2.1%
退休 155 14.5%
無業/待業 72 6.7%
家庭主婦 148 13.8%
拒答 2 0.2%

1,075 100.0%
小學及以下 128 12.0%
初中、國中 126 11.8%
高中、高職 296 27.6%
專科 125 11.6%
大學 309 28.7%
研究所及以上 88 8.2%
拒答 2 0.2%

1,075 100.0%
河洛人 791 73.6%
客家人 130 12.1%
外省人 120 11.2%
原住民 21 1.9%
新移民 3 0.3%
拒答 10 0.9%

1,075 100.0%

Q10．請問您目前的職業身份是？

合計

Q11．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合計

Q12．請問您是河洛人、客家人或是外省人，還
是原住民？

合計

合計

Q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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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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投、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

樣本數 ％題目 選項

20～24歲 79 7.3%
25～29歲 87 8.1%
30～34歲 86 8.0%
35～39歲 99 9.2%
40～44歲 110 10.2%
45～49歲 98 9.1%
50～54歲 98 9.1%
55～59歲 100 9.3%
60～64歲 92 8.6%
65～69歲 82 7.6%
70歲及以上 136 12.6%
拒答 9 0.8%

1,075 100.0%
男性 527 49.0%
女性 548 51.0%

1,075 100.0%合計

Q13．請問您今年幾歲？

合計

Q14．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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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投、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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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33.6% 1.0% 1.4% 2.2% 527 49.0%
女性 74.1% 18.0% 2.0% 0.7% 5.2% 548 51.0%

68.1% 25.7% 1.5% 1.1% 3.7% 1,075 100.0%
20~24歲 52.0% 48.0% 0.0% 0.0% 0.0% 79 7.4%
25~34歲 66.4% 28.8% 0.0% 1.4% 3.4% 173 16.3%
35~44歲 74.1% 23.8% 0.7% 0.9% 0.5% 209 19.6%
45~54歲 70.0% 22.8% 2.7% 0.7% 3.8% 196 18.4%
55~64歲 73.1% 18.9% 1.5% 1.7% 4.8% 192 18.0%
65歲及以上 64.2% 25.6% 2.9% 0.7% 6.5% 217 20.4%

68.3% 25.7% 1.5% 1.0% 3.5% 1,066 100.0%
河洛人 64.3% 28.5% 1.5% 1.1% 4.6% 791 74.5%
客家人 66.0% 27.8% 3.1% 2.0% 1.2% 130 12.2%
外省人 87.3% 11.2% 0.0% 0.0% 1.5% 120 11.3%
原住民 97.8% 2.2% 0.0% 0.0% 0.0% 21 2.0%

67.8% 25.9% 1.5% 1.1% 3.8% 1,062 100.0%
小學及以下 60.0% 24.8% 2.6% 0.0% 12.6% 128 12.0%
初中、國中 70.0% 17.7% 4.7% 3.7% 3.9% 126 11.8%
高中、高職 74.5% 22.5% 0.8% 0.2% 2.1% 296 27.6%
專科 71.3% 25.5% 1.1% 0.5% 1.6% 125 11.7%
大學及以上 64.4% 31.0% 0.8% 1.2% 2.6% 397 37.0%

68.1% 25.7% 1.5% 1.0% 3.7%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67.8% 28.8% 1.3% 0.3% 1.7% 105 9.8%
高階白領人員 70.9% 26.5% 0.0% 1.1% 1.5% 130 12.1%
基層白領人員 74.5% 20.8% 0.5% 0.8% 3.5% 246 22.9%
軍公教人員 59.3% 37.4% 2.2% 0.0% 1.0% 47 4.4%
勞工 66.8% 26.3% 3.1% 2.1% 1.7% 116 10.8%
農民 41.6% 39.1% 6.5% 3.0% 9.8% 23 2.1%
學生 60.0% 40.0% 0.0% 0.0% 0.0% 31 2.9%
家庭主婦 76.4% 17.9% 0.6% 0.8% 4.3% 148 13.8%
退休人員 62.7% 25.4% 3.8% 1.2% 6.8% 155 14.5%
無業/待業者 57.9% 34.1% 0.0% 0.4% 7.5% 72 6.7%

68.2% 25.7% 1.5% 0.9% 3.7% 1,073 100.0%
民主進步黨 50.3% 43.8% 2.1% 0.3% 3.5% 291 27.1%
中國國民黨 90.7% 9.3% 0.0% 0.0% 0.0% 174 16.2%
台灣民眾黨 79.2% 19.3% 1.5% 0.0% 0.0% 189 17.6%
時代力量 70.5% 22.8% 2.0% 0.0% 4.6% 52 4.8%
台灣基進 38.4% 56.0% 0.0% 1.5% 4.1% 46 4.3%
其他政黨 84.8% 12.4% 0.0% 0.0% 2.8% 21 2.0%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68.9% 19.1% 1.9% 3.4% 6.7% 286 26.6%
不知道 54.6% 3.3% 5.1% 0.0% 37.0% 15 1.4%

68.1% 25.7% 1.5% 1.1% 3.7% 1,075 100.0%

Q5．國民黨反對開放美國萊豬進口，提出以下公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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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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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投、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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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國民黨反對開放美國萊豬進口，提出以下公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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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26.3% 1.3% 2.1% 6.1% 117 10.8%
新北市 67.1% 23.8% 2.5% 2.1% 4.5% 186 17.3%
桃園市 72.9% 25.6% 0.8% 0.5% 0.3% 101 9.4%
台中市 72.8% 20.3% 0.6% 0.0% 6.2% 126 11.8%
台南市 75.7% 18.9% 0.5% 0.0% 4.8% 87 8.0%
高雄市 68.0% 26.8% 1.7% 1.5% 2.0% 128 11.9%
其他縣市 64.8% 29.8% 1.7% 0.8% 2.9% 331 30.8%

68.1% 25.7% 1.5% 1.1% 3.7% 1,07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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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投、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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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35.8% 5.3% 2.2% 9.3% 527 49.0%
女性 47.9% 23.6% 6.8% 2.2% 19.5% 548 51.0%

47.7% 29.6% 6.1% 2.2% 14.5% 1,075 100.0%
20~24歲 55.4% 32.8% 4.7% 7.1% 0.0% 79 7.4%
25~34歲 56.0% 33.5% 4.1% 1.4% 4.9% 173 16.3%
35~44歲 51.6% 31.2% 6.2% 2.2% 8.7% 209 19.6%
45~54歲 50.9% 29.7% 7.8% 2.3% 9.4% 196 18.4%
55~64歲 47.1% 28.0% 5.3% 1.0% 18.7% 192 18.0%
65歲及以上 33.8% 25.7% 6.6% 1.9% 31.9% 217 20.4%

48.0% 29.7% 6.0% 2.2% 14.1% 1,066 100.0%
河洛人 47.1% 29.7% 5.4% 2.6% 15.2% 791 74.5%
客家人 42.7% 30.6% 7.9% 0.8% 18.1% 130 12.2%
外省人 58.2% 25.7% 8.8% 1.4% 5.9% 120 11.3%
原住民 49.0% 38.4% 0.0% 0.0% 12.6% 21 2.0%

47.8% 29.5% 6.0% 2.2% 14.4% 1,062 100.0%
小學及以下 27.4% 15.7% 8.0% 0.7% 48.2% 128 12.0%
初中、國中 30.2% 40.0% 7.5% 1.6% 20.7% 126 11.8%
高中、高職 48.5% 34.1% 4.2% 3.4% 9.8% 296 27.6%
專科 47.6% 32.9% 6.8% 2.5% 10.2% 125 11.7%
大學及以上 59.3% 26.4% 6.3% 1.8% 6.3% 397 37.0%

47.7% 29.6% 6.1% 2.2% 14.5%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41.1% 34.2% 11.2% 1.6% 11.9% 105 9.8%
高階白領人員 61.5% 32.5% 1.6% 0.8% 3.7% 130 12.1%
基層白領人員 57.1% 27.6% 3.0% 4.7% 7.6% 246 22.9%
軍公教人員 49.6% 34.2% 5.0% 0.0% 11.2% 47 4.4%
勞工 37.8% 40.9% 9.2% 2.1% 9.9% 116 10.8%
農民 26.1% 27.4% 9.1% 0.0% 37.3% 23 2.1%
學生 64.0% 23.9% 12.1% 0.0% 0.0% 31 2.9%
家庭主婦 43.7% 23.3% 5.0% 2.2% 25.7% 148 13.8%
退休人員 37.6% 27.3% 7.6% 1.3% 26.2% 155 14.5%
無業/待業者 45.4% 24.7% 8.7% 1.8% 19.5% 72 6.7%

47.7% 29.6% 6.1% 2.2% 14.4% 1,073 100.0%
民主進步黨 43.5% 34.6% 5.5% 1.5% 14.9% 291 27.1%
中國國民黨 49.5% 35.0% 2.3% 0.5% 12.7% 174 16.2%
台灣民眾黨 64.6% 24.7% 4.3% 1.1% 5.3% 189 17.6%
時代力量 67.6% 21.2% 6.0% 0.0% 5.3% 52 4.8%
台灣基進 31.8% 47.7% 6.2% 1.5% 12.9% 46 4.3%
其他政黨 66.9% 20.3% 0.0% 0.0% 12.7% 21 2.0%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39.3% 23.6% 10.9% 5.4% 20.7% 286 26.6%
不知道 4.8% 31.9% 0.0% 0.0% 63.3% 15 1.4%

47.7% 29.6% 6.1% 2.2% 14.5% 1,075 100.0%

Q6．桃園市地方環保團體發起「珍愛藻礁公投」，提出以下公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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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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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投、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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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桃園市地方環保團體發起「珍愛藻礁公投」，提出以下公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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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32.6% 12.2% 4.0% 11.9% 117 10.8%
新北市 50.2% 28.9% 7.4% 1.5% 12.0% 186 17.3%
桃園市 65.3% 26.0% 6.6% 0.5% 1.6% 101 9.4%
台中市 43.0% 28.2% 9.7% 2.0% 17.2% 126 11.8%
台南市 52.6% 24.9% 6.5% 1.1% 15.0% 87 8.0%
高雄市 46.9% 26.8% 3.7% 6.3% 16.3% 128 11.9%
其他縣市 44.5% 32.9% 2.5% 1.2% 18.9% 331 30.8%

47.7% 29.6% 6.1% 2.2% 14.5% 1,07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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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投、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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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36.5% 1.8% 1.1% 3.9% 527 49.0%
女性 58.1% 32.1% 1.5% 1.0% 7.3% 548 51.0%

57.4% 34.2% 1.7% 1.1% 5.6% 1,075 100.0%
20~24歲 77.4% 22.6% 0.0% 0.0% 0.0% 79 7.4%
25~34歲 61.4% 34.3% 0.0% 2.8% 1.5% 173 16.3%
35~44歲 66.2% 29.3% 2.0% 0.0% 2.5% 209 19.6%
45~54歲 62.7% 33.7% 0.9% 0.0% 2.7% 196 18.4%
55~64歲 53.0% 39.6% 2.7% 1.0% 3.7% 192 18.0%
65歲及以上 39.2% 40.3% 2.3% 2.2% 16.0% 217 20.4%

57.7% 34.5% 1.5% 1.1% 5.2% 1,066 100.0%
河洛人 57.7% 34.3% 1.4% 1.1% 5.5% 791 74.5%
客家人 52.3% 37.2% 2.6% 1.2% 6.7% 130 12.2%
外省人 63.0% 29.5% 0.6% 0.7% 6.2% 120 11.3%
原住民 75.2% 24.8% 0.0% 0.0% 0.0% 21 2.0%

58.0% 33.9% 1.4% 1.1% 5.6% 1,062 100.0%
小學及以下 34.8% 38.4% 4.0% 1.7% 21.0% 128 12.0%
初中、國中 41.0% 46.4% 2.4% 1.6% 8.5% 126 11.8%
高中、高職 57.5% 37.8% 0.9% 0.4% 3.3% 296 27.6%
專科 61.2% 34.7% 1.3% 0.7% 2.0% 125 11.7%
大學及以上 68.8% 26.1% 1.3% 1.3% 2.5% 397 37.0%

57.5% 34.2% 1.7% 1.1% 5.6%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63.0% 33.6% 1.1% 0.0% 2.3% 105 9.8%
高階白領人員 63.9% 31.3% 0.0% 0.0% 4.9% 130 12.1%
基層白領人員 60.3% 36.6% 1.3% 0.0% 1.8% 246 22.9%
軍公教人員 57.3% 41.3% 0.0% 0.0% 1.4% 47 4.4%
勞工 65.3% 27.7% 0.0% 4.1% 2.9% 116 10.8%
農民 43.9% 34.7% 3.5% 9.3% 8.5% 23 2.1%
學生 100.0% 0.0% 0.0% 0.0% 0.0% 31 2.9%
家庭主婦 51.9% 36.8% 1.7% 0.8% 8.7% 148 13.8%
退休人員 41.5% 40.8% 4.3% 1.4% 12.0% 155 14.5%
無業/待業者 47.3% 34.5% 2.8% 1.7% 13.7% 72 6.7%

57.4% 34.3% 1.5% 1.1% 5.6% 1,073 100.0%
民主進步黨 46.8% 46.2% 1.1% 0.7% 5.2% 291 27.1%
中國國民黨 58.1% 36.6% 0.6% 0.5% 4.3% 174 16.2%
台灣民眾黨 72.4% 25.8% 1.0% 0.0% 0.8% 189 17.6%
時代力量 59.2% 37.3% 1.7% 0.0% 1.7% 52 4.8%
台灣基進 44.7% 51.2% 1.8% 0.0% 2.3% 46 4.3%
其他政黨 71.0% 17.6% 0.0% 0.0% 11.4% 21 2.0%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59.5% 25.8% 3.3% 3.0% 8.5% 286 26.6%
不知道 39.1% 4.8% 4.7% 0.0% 51.3% 15 1.4%

57.4% 34.2% 1.7% 1.1% 5.6% 1,075 100.0%

Q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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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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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投、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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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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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38.4% 2.5% 2.1% 5.0% 117 10.8%
新北市 56.2% 32.6% 1.7% 0.9% 8.6% 186 17.3%
桃園市 66.2% 29.0% 1.6% 0.0% 3.1% 101 9.4%
台中市 56.2% 36.4% 1.5% 0.0% 5.8% 126 11.8%
台南市 50.9% 42.1% 1.4% 0.0% 5.7% 87 8.0%
高雄市 59.7% 35.2% 3.2% 0.0% 1.9% 128 11.9%
其他縣市 58.6% 32.1% 0.9% 2.2% 6.3% 331 30.8%

57.4% 34.2% 1.7% 1.1% 5.6% 1,07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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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投、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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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45.2% 3.6% 1.0% 3.5% 527 49.0%
女性 46.8% 38.4% 3.8% 1.6% 9.5% 548 51.0%

46.7% 41.7% 3.7% 1.3% 6.5% 1,075 100.0%
20~24歲 52.8% 35.5% 11.8% 0.0% 0.0% 79 7.4%
25~34歲 51.7% 41.6% 2.5% 2.8% 1.5% 173 16.3%
35~44歲 41.2% 48.2% 3.5% 0.0% 7.1% 209 19.6%
45~54歲 49.8% 42.9% 2.1% 1.2% 3.9% 196 18.4%
55~64歲 46.9% 42.5% 4.0% 0.9% 5.8% 192 18.0%
65歲及以上 43.5% 37.5% 3.2% 2.3% 13.5% 217 20.4%

46.8% 42.0% 3.7% 1.3% 6.1% 1,066 100.0%
河洛人 41.8% 47.3% 3.5% 1.7% 5.8% 791 74.5%
客家人 59.3% 29.7% 4.7% 0.8% 5.5% 130 12.2%
外省人 67.3% 20.2% 4.5% 0.0% 8.0% 120 11.3%
原住民 18.1% 55.4% 0.0% 0.0% 26.5% 21 2.0%

46.3% 42.2% 3.7% 1.3% 6.4% 1,062 100.0%
小學及以下 32.0% 35.9% 5.3% 2.3% 24.4% 128 12.0%
初中、國中 38.7% 46.7% 1.5% 3.0% 10.1% 126 11.8%
高中、高職 42.7% 49.5% 4.4% 0.0% 3.5% 296 27.6%
專科 51.8% 39.3% 5.0% 0.6% 3.3% 125 11.7%
大學及以上 55.6% 36.9% 2.9% 1.7% 3.0% 397 37.0%

46.8% 41.7% 3.7% 1.3% 6.5%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49.8% 43.6% 5.2% 0.8% 0.7% 105 9.8%
高階白領人員 55.0% 39.7% 0.0% 0.8% 4.5% 130 12.1%
基層白領人員 51.7% 41.3% 3.6% 0.3% 3.1% 246 22.9%
軍公教人員 53.5% 41.4% 2.9% 0.0% 2.2% 47 4.4%
勞工 34.1% 47.5% 6.0% 4.1% 8.3% 116 10.8%
農民 31.5% 43.3% 6.6% 4.7% 13.9% 23 2.1%
學生 70.5% 17.3% 12.1% 0.0% 0.0% 31 2.9%
家庭主婦 40.7% 43.4% 1.2% 1.3% 13.4% 148 13.8%
退休人員 43.7% 40.3% 4.6% 1.2% 10.2% 155 14.5%
無業/待業者 41.1% 45.7% 2.5% 2.7% 8.1% 72 6.7%

46.8% 41.8% 3.6% 1.3% 6.5% 1,073 100.0%
民主進步黨 31.4% 58.9% 2.8% 0.7% 6.2% 291 27.1%
中國國民黨 68.2% 28.7% 1.3% 0.0% 1.9% 174 16.2%
台灣民眾黨 70.8% 26.3% 2.0% 0.4% 0.6% 189 17.6%
時代力量 42.3% 54.7% 2.9% 0.0% 0.0% 52 4.8%
台灣基進 3.1% 93.9% 0.0% 0.0% 3.0% 46 4.3%
其他政黨 65.1% 34.9% 0.0% 0.0% 0.0% 21 2.0%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41.4% 34.1% 8.4% 4.0% 12.2% 286 26.6%
不知道 17.6% 6.0% 0.0% 0.0% 76.4% 15 1.4%

46.7% 41.7% 3.7% 1.3% 6.5% 1,075 100.0%

Q8．關於重新啟用核四廠公投案，主要內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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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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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投、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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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重新啟用核四廠公投案，主要內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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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51.4% 2.7% 3.6% 4.7% 117 10.8%
新北市 52.4% 32.2% 5.2% 1.0% 9.3% 186 17.3%
桃園市 49.8% 34.0% 6.5% 0.7% 9.0% 101 9.4%
台中市 46.3% 42.2% 4.3% 0.0% 7.2% 126 11.8%
台南市 38.6% 50.4% 2.0% 1.1% 7.9% 87 8.0%
高雄市 46.3% 43.3% 7.3% 0.0% 3.1% 128 11.9%
其他縣市 48.3% 43.0% 1.1% 2.0% 5.6% 331 30.8%

46.7% 41.7% 3.7% 1.3% 6.5% 1,07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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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投、政黨支持與台灣政局

民主

進步黨

中國

國民黨

台灣

民眾黨

時代

力量

台灣

基進

其他

政黨

沒支持

哪一個

政黨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26.1% 13.7% 21.2% 4.3% 5.7% 2.1% 26.6% 0.3% 527 49.0%
女性 28.1% 18.6% 14.1% 5.3% 2.9% 1.9% 26.6% 2.5% 548 51.0%

27.1% 16.2% 17.6% 4.8% 4.3% 2.0% 26.6% 1.4% 1,075 100.0%
20~24歲 27.4% 20.2% 23.6% 17.4% 0.0% 4.3% 7.1% 0.0% 79 7.4%
25~34歲 21.5% 8.7% 22.4% 3.0% 3.3% 2.1% 37.4% 1.5% 173 16.3%
35~44歲 23.1% 10.6% 21.3% 5.8% 5.6% 0.8% 30.8% 2.1% 209 19.6%
45~54歲 26.5% 18.3% 22.7% 5.3% 5.4% 2.5% 18.8% 0.6% 196 18.4%
55~64歲 26.4% 21.0% 14.3% 4.1% 5.5% 3.1% 23.8% 1.8% 192 18.0%
65歲及以上 36.7% 20.5% 7.2% 1.1% 3.5% 0.9% 28.5% 1.7% 217 20.4%

27.2% 16.3% 17.7% 4.8% 4.3% 2.0% 26.2% 1.4% 1,066 100.0%
河洛人 31.0% 12.2% 16.0% 4.6% 4.9% 2.2% 28.0% 1.1% 791 74.5%
客家人 22.9% 17.1% 23.7% 9.8% 4.5% 0.5% 20.6% 0.9% 130 12.2%
外省人 10.0% 41.2% 21.3% 2.1% 0.8% 2.6% 21.5% 0.6% 120 11.3%
原住民 8.2% 27.0% 10.6% 0.0% 2.2% 0.0% 31.2% 20.8% 21 2.0%

27.1% 16.4% 17.4% 4.9% 4.3% 2.0% 26.4% 1.4% 1,062 100.0%
小學及以下 49.5% 11.8% 2.0% 0.0% 1.6% 0.0% 31.9% 3.2% 128 12.0%
初中、國中 39.1% 15.1% 7.6% 4.3% 5.1% 3.2% 21.6% 4.1% 126 11.8%
高中、高職 20.8% 27.7% 17.6% 3.1% 5.8% 1.5% 22.8% 0.5% 296 27.6%
專科 15.0% 20.2% 19.9% 4.9% 3.7% 2.0% 34.0% 0.3% 125 11.7%
大學及以上 24.7% 8.1% 25.2% 7.8% 3.9% 2.6% 26.7% 1.0% 397 37.0%

27.1% 16.2% 17.6% 4.8% 4.3% 2.0% 26.5% 1.4%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30.1% 12.0% 16.0% 3.2% 7.8% 2.0% 28.9% 0.0% 105 9.8%
高階白領人員 21.9% 13.5% 20.5% 4.9% 4.6% 1.9% 32.4% 0.3% 130 12.1%
基層白領人員 19.4% 16.5% 23.4% 6.0% 0.6% 4.6% 28.1% 1.5% 246 22.9%
軍公教人員 15.3% 11.9% 35.3% 3.2% 7.4% 0.0% 26.8% 0.0% 47 4.4%
勞工 33.8% 17.5% 13.2% 6.1% 2.8% 0.8% 22.0% 3.8% 116 10.8%
農民 39.9% 17.7% 0.0% 0.0% 3.5% 0.0% 36.6% 2.2% 23 2.1%
學生 35.5% 0.0% 42.7% 21.8% 0.0% 0.0% 0.0% 0.0% 31 2.9%
家庭主婦 33.3% 15.2% 12.7% 3.3% 2.9% 1.5% 29.7% 1.4% 148 13.8%
退休人員 32.5% 24.4% 8.7% 1.2% 4.9% 1.6% 25.1% 1.7% 155 14.5%
無業/待業者 24.2% 18.0% 15.5% 6.7% 15.4% 0.0% 18.0% 2.2% 72 6.7%

27.2% 16.2% 17.6% 4.8% 4.3% 2.0% 26.5% 1.4% 1,073 100.0%
台北市 23.2% 16.3% 15.6% 7.2% 6.6% 2.1% 29.0% 0.0% 117 10.8%
新北市 30.4% 11.6% 17.4% 1.8% 5.5% 2.6% 27.5% 3.1% 186 17.3%
桃園市 19.5% 17.2% 23.7% 9.5% 2.7% 1.8% 21.2% 4.3% 101 9.4%
台中市 18.1% 12.2% 22.5% 6.0% 4.3% 3.2% 31.8% 1.9% 126 11.8%
台南市 34.9% 13.3% 16.0% 3.4% 1.2% 1.2% 30.0% 0.0% 87 8.0%
高雄市 32.7% 18.0% 12.0% 4.9% 1.4% 0.8% 29.9% 0.3% 128 11.9%
其他縣市 28.2% 20.0% 17.3% 4.0% 5.2% 1.9% 22.7% 0.7% 331 30.8%

27.1% 16.2% 17.6% 4.8% 4.3% 2.0% 26.6% 1.4% 1,075 100.0%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Q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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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性別

合計

六都&
其他

地區

合計

教育

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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