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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政黨就是民主過程的核心要素；沒有政黨，現代民

主政治是無法運作的，由此可見政黨的重要性。傑出的美國政治學者奧斯丁˙蘭

尼說「政黨的存在與運作需要社會的認可」，一語中的，充滿智慧。除了社會認

可之外，社會對政黨的觀感和評價自然也是決定政黨命運的關鍵變數。 

 

從字義去看，「政黨」英文是 Political Party，Party源自於 Part，意思是部分，

也就是說，本質上，政黨是社會的一部份，不是全部。從結構功能論的角度看，

政黨的功能是「利益匯聚」（Interest aggregation），它也只能匯聚或代表一部份社

會利益。既然政黨本質上是代表一部份社會利益，它在追求或實現其黨的利益時，

就可能抵觸全社會的利益。這是現代政黨存在的難題。 

 

所幸，西方政治學之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2350年前就提出一個睿智的

解法，在他著名的政治體制六分類中，最好最理想的政治體制就是「多數人執政

但為的是全體的利益和幸福」，他說這就是最理想的「民主憲政體制」（Polity）。

現代政黨領導人若能在亞里斯多德睿智的哲學思維引導下，所作所為當能令絕大

多數人民有感，進而心悅臣服。 

 

台灣民主與政黨的運作、表現和品質是我們長期關注的。除其他重要主題外，

七月我們發表過「疫情肆虐下的台灣人政黨認同」，以及每個月都發表的「台灣

人政黨支持傾向」，加上今天發表的「台灣人對三個主要政黨的感覺」，環環相扣，

從不同面向切入，進行有系統的分析，合起來應更能瞭解當今台灣政黨與民主運

作的實況與弊病。當然，這些重要的經驗研究發現對理解 2022與 2024大選也將

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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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8年，『美國全國性選舉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urvey）開

始採用『感情溫度計』（Feeling Thermometer）來測量一般選民對總統候選人感情

的冷熱以來，就成為歷次美國總統大選全國性民意測驗不可或缺的工具。這項工

具也常用於「政黨感情」（party affect）的測量，通常都能很精確的測出特定時間

點上人們對一國主要政黨的感情溫度，例如，美國選民對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感情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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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我在國內廣泛運用「感情溫度計」的方法，來測量台灣人對主要

政黨與政治人物的感情溫度。我發現這是一項非常實用且穩定度及精準度都很高

的測量工具。2012、2016及 2020三次總統大選，我都精確掌握選舉過程與結果，

其中感情溫度計的妥善運用是重要原因。 

 

台灣民意基金會九月全國性民調特別針對「政黨感情」這部分作了深入調查，

且首次納入今日台灣最大小黨，台灣民眾黨，做比較分析。加上過去三年半累積

的相關調查研究，今天正式發佈最新的「台灣人對三個主要政黨的感覺」專題報

告 

 

暫不談理論。這項測量的標準問法如下：「如果用 0度到 100度來表示對政

黨的好感與反感，0度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感；而 100度表示最熱，最強烈的

好感；50 度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請您用 0 到 100 之間的數

字來表達您對 xx政黨的感覺。」 

 

要再次說明的是，感情溫度計的測量方法源自美國，因為美國習慣使用華氏

（Fahrenheit）測溫，從 0度到 100度，換算成攝氏(Centigrade)，也很足以反應

台灣日常生活中冷熱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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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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2-23 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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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金會，

簡稱台灣民意基金會(TP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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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問：「如果用 0度到 100度來表示對政黨的好感與反感，0度表示最冷，

最強烈的反感；而 100 度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 度表示沒什麼感覺，既

無好感也無反感。」請您用 0 到 100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民進黨的感覺。 

 

結果發現：44.4%對民進黨的感情溫度是 51度以上，24.8%沒有感覺，26.8%

的感覺是 49度以下。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有四成

四對民進黨有好感，二成七有反感，二成五既無好感，也無反感，也就是無感。

從平均溫度看，二十歲以上台灣人對民進黨的感情溫度是 53.19度。從另一個角

度看，有過半數（51.6%）公民對執政的民進黨不是無感就是反感。整體而言，

台灣人對民進黨這樣的感覺，代表的是一種含蓄的接納與怨懟；也就是說，一種

仍帶著些許溫暖的友善，意味著人民基本上雖接納，但覺得仍有極大的反省、進

步與改善空間。請參見圖 1。 

 

 

圖 1：台灣人對民進黨的感覺:三分類 （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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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得更仔細一點，我們有以下發現：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20%對民

進黨的感情溫度介於 76-100度以間，表示很熱，強烈的喜歡和好感；24.4%介於

51-75度，表示相當熱，相當有好感和喜歡；24.8%正好 50度，基本上無感，說

不上喜歡或討厭；12.5%介於 25-49度，表示相當冷，相當反感和厭惡；14.3%介

於 0-24度，表示非常冷，強烈反感和厭惡。請參見圖 2。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首先，從年齡層看，有一個明顯趨勢，越年長的台灣人，對民進黨感覺越好，

平均感情溫度越高，但年紀越輕的人對民進黨的感覺相對比較淡。具體地說，20-

24 歲年輕人對民進黨的平均感情溫度只有 50.78度，25-29 歲只有 50.17度，都

是瀕臨 50 度的無感狀態；反觀 65 歲以上長者，對民進黨的平均感情溫度則是

58.87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第二，從省籍族群來看，河洛人對民進黨的平均感情溫度是 55.95度，客家

人是 54.44度，顯示閩客族群對民進黨基本上有好感，但仍有程度差別；外省族

群對民進黨則是 33.99度，接近冰點（32度）的感覺，相當寒冷，相當反感，值

得注意。 

 

 

圖 2：台灣人對民進黨的感覺：五分類 （2021/9） 

 

 



5 

 

第三，從教育背景來看，不同教育程度的台灣人對民進黨的感覺冷熱大不同。

整體來看，教育程度愈低者愈喜歡民進黨，教育程度愈高者愈不喜歡；例如小學

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對民進黨的平均感情溫度是 66.59度，但專科及大學以上教

育程度者卻只有 47度，低於無感的 50度。 

 

第四， 從職業背景看，對民進黨的感情溫度，除了學生及高階白領人員低

於 50度之外，其他都高於 50度，依序是農民（64.64度）、家庭主婦（56.44度）、

退休人員（53.95度）、基層白領人員（53.85度）、無業及待業者（53.19度）、軍

公教人員（51.74度）、勞工（51.72度）、自營商/企業主（50.84度）。 

 

第五，從 6都 16縣市的角度看，台南人對民進黨的平均感情溫度最熱，62.86

度，居第一；高雄人 57.66度，居次；台中人 52.11度，居第三；新北人 50.8度，

第四；桃園人 49.35，居第五；台北人 47.71，第六。此外，16縣市 53.87度。整

體來看，對執政的民進黨感情溫度，南部熱，北部冷，中部較溫和，基宜花東金

馬則是 49.9度，完全符合台灣地緣政治氣候特徵。 

�

第六，也是最後，從政黨支持傾向看，民進黨支持者對民進黨的平均感情溫

度 74.5 度，相當熱，顯示內部凝聚力強；國民黨支持者對民進黨的平均感情溫

度 32.27 度，已經到了快結冰的感覺；民眾黨支持者對民進黨的平均感情溫度

36.45度，在一種相當寒冷的狀態。中性選民 50.44度，接近無感的狀態。 

 

圖 3：台灣人對民進黨的感覺：最近兩次比較 (2020/9、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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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台灣人對民進黨的感覺：四次比較 (2018/3--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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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去年（2020）9月相比，過去一年台灣人對民進黨感情溫度已經明顯降溫，

雖然幅度不算太大。請參見圖 3、圖 4。這可分五點來談： 

 

首先，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對民進黨感情溫度 51 度以上者減少 5.2 個

百分點，一個百分點以約 19.42萬人計，意味著在過去這段時間內，對民進黨有

好感的台灣成年人至少減少了 100萬人； 

 

第二，對民進黨無感的人，增加 0.9個百分點；換言之，台灣人對民進黨既

無好感也無反感的人，依然維持在四分之一左右。 

 

第三，台灣人對民進黨感情溫度 49 度以下者，增加 4.5 個百分點，這表示

在過去這一年，台灣人對民進黨反感的人顯著增加，一個百分點以約 19.42萬人

計，意味著新增 90萬人對民進黨反感。 

 

第四，從平均感情溫度的角度看，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對民進黨的平均感情

溫度降低 3.19度，降幅不算太大，但仍屬看得見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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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也是最後，從一個中短期的角度看，過去三年半台灣人對民進黨的感

覺有相當明顯的轉變，從 2018 年 11 月九合一地方選舉大挫敗時的平均感情溫

度 43.22度，到去年（2020）9月的 56.38度，感情熱度飆升 13度。但到了今年

（2021）9月的現在又再下降 3.19度，幅度不算大，但如果這象徵台灣人對民進

黨的感覺開始冷卻或降溫，那麼，未來的演變就十分值得關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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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問：「如果用 0度到 100度來表示對政黨的好感與反感，0度表示最冷，

最強烈的反感；而 100 度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 度表示沒什麼感覺，既

無好感也無反感。」請您用 0 到 100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國民黨的感覺。 

 

結果發現：25.2%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是 51度以上，37.6%沒有感覺，32%的

感覺是 49度以下。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有二成五

對國民黨有好感，三成二有反感，三成八既無好感也無反感，也就是無感。從平

均溫度看，二十歲以上台灣人對國民黨的平均感情溫度是 45.1度，遠低於 50度，

這是任何想競爭國家統治權的政黨都極欲避免的。從另一個角度看，有近七成公

民對國民黨不是無感就是反感，這對國民黨而言當然是一個嚴重的警訊。整體而

言，台灣人對國民黨這樣的感覺，代表的是絕大多數人對中國國民黨的冷漠、冷

淡和不以為然；做為最大在野黨，當只獲社會四分之一公民的肯定和接納時，東

山再起之路將充滿險阻和挑戰，自不待言。請參見圖 5。 

�

� 如果看得更仔細一點，我們有以下發現：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4.6%

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介於 76-100度以間，表示很熱，強烈的喜歡和好感；20.6%

介於 51-75度，表示相當熱，相當有好感和喜歡；37.6%正好 50度，基本上無感，

說不上喜歡或討厭；16.8%介於 25-49度，表示相當冷，相當反感和厭惡；15.2%

介於 0-24度，表示非常冷，強烈反感和厭惡。請參見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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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覺：三分類 （2021/9） 

 

 

 

 

圖 6：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覺：五分類 （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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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首先，從年齡層看，每一個年齡層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都低於 50度，，且

不同年齡層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差距有限，最高是 65 歲以上的公民 47.52 度，

最低是 35-44 歲的 42.62度，高低差距不到 5度。 

 

第二，從省籍族群來看，河洛人對國民黨的平均感情溫度 44.27度，客家人

45.49度，外省族群 48.51度，三個族群對國民黨感情溫度都在 50度以下，甚至

包括外省族群在內，令人訝異。 

 

第三，從教育背景來看，每一種教育程度的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覺都差不多，

都低於 50度。而且，不同教育程度者間對國民黨感情溫度的差距都不大，唯獨

很明顯的是，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對國民黨的感覺最冷，只有 42.22度。證據

顯示，近八成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對國民黨不是無感就是反感。 

 

第四，從職業背景看，每一種職業背景者對國民黨的平均感情溫度，都低於

50度。其中尤其以三類職業背景者最冷，依序是學生（37.23度）、農民（40.59

度）、高階白領人員（40.55度）。 

 

第五，從 6都 16縣市的角度看，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每一地區都呈現低

於 50度的狀態，且各區之間的溫度差距大約在 8度之內，最高是桃園市（48.21

度），最低是台南市（40.39度）。16縣市對國民黨的平均感情溫度則是 45.59度。 

 

第六，也是最後，從政黨支持傾向看，國民黨支持者對國民黨的平均感情溫

度 58.88度，還算熱，顯示內部凝聚力還在；民進黨支持者對國民黨的平均感情

溫度 36.06度，非常寒冷；民眾黨支持者對國民黨的平均感情溫度 43.79度，相

當寒冷。中性選民 48.21度，有點寒冷。 

 

總的來說，台灣人對中國國民黨感情溫度之冷是全面性的，我根據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省籍族群、職業類別、居住地及政黨支持等一共七個變數，超過

40個以上類別，發現竟然只有一個類別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超過 50度，那就是，

國民黨支持者自己。對一個曾經叱吒風雲的百年政黨而言，這樣的遭遇不僅淒涼，

也是極為尷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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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覺：最近兩次比較 (2020/9、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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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當前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冷颼颼。但與去年（2020）9月

相比，卻略有回升的跡象。請參見圖 7。這可分四點來談： 

 

首先，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對國民黨感情溫度 51 度以上者增加 4.2 個

百分點，一個百分點以約 19.42萬人計，意味著在過去這一年內，對國民黨有好

感的台灣成年人至少增加超過 80萬人； 

 

第二，對國民黨無感的人，減少 2.2個百分點，但仍高達近三成八； 

 

第三，台灣人對國民黨感情溫度 49 度以下者，減少 2.8 個百分點，這表示

在過去這一年，台灣人對國民黨反感的人減少了，一個百分點以約 19.42萬人計，

意味著對國民黨反感的人減少至少 50萬人。 

 

第四，從平均感情溫度的角度看，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對國民黨平均感情溫

度提高 2.7度，降幅不算大，但仍屬向上提昇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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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也是最後，從一個中短期的角度看，過去三年半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

覺，其實一直處在低於 50度的狀態。從 2018年 3月到 2021年 9月共四次的全

國性調查，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始終都在 45度正負 3的範圍內變動。從

這個角度看，台灣社會對國民黨冷淡或保持距離已經很久了，根源可以直接追溯

到 2014與 2016 兩次民意海嘯。 

 

由此可見，民進黨在 2018年九合一選舉的歷史性挫敗主要原因絕非國民黨

當年如何受人民歡迎所致；更直截了當地說，就是蔡英文總統所領導的民進黨政

府施政不得民心，被人民嚴懲，被人民打敗，很典型的西方民主政治所說的「把

流氓趕出去」（Throw the rascal out）的感覺。當然，韓國瑜所驅動的韓流也正是

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產生的。蔡英文有沒有從中學習到寶貴的經驗教訓？從目前相

關跡象看，尚難有定論。 

�

�

�

圖 8: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覺：最近四次比較 [2018/3~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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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問：「如果用 0度到 100度來表示對政黨的好感與反感，0度表示最冷，

最強烈的反感；而 100 度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 度表示沒什麼感覺，既

無好感也無反感。」請您用 0 到 100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民眾黨的感覺。 

 

結果發現：28.9%對民眾黨的感情溫度是 51度以上，38.1%沒有感覺，26.1%

的感覺是 49度以下。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有二成

九對民眾黨有好感，二成六有反感，三成八無感，也就是既無好感也無反感。從

平均溫度看，二十歲以上台灣人對民眾黨的平均感情溫度是 47.28 度，低於 50

度，這是任何力爭上游政黨都想避免的狀況。 

 

從另一個角度看，有六成四公民對民眾黨不是無感就是反感，這對民眾黨而

言又是另一個壞消息。台灣人對民眾黨這樣的感覺，代表的是現階段絕大多數台

灣人對民眾黨尚未產生正面的欣賞、歡迎和肯定。做為台灣最大的小黨，創黨兩

年，目前能獲社會近三成公民的肯定和接納，誠屬不易，但未來之路必將顛簸不

平，充滿艱辛和坎坷，如果不迅速從根本問題上著眼的話。請參見圖 9。 

 

 

圖 9：台灣人對民眾黨的感覺：三分類 （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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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得更仔細一點，我們有以下發現：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5.8%對民

眾黨的感情溫度介於 76-100度以間，表示很熱，強烈的喜歡和好感；23.1%介於

51-75度，表示相當熱，相當有好感和喜歡；38.1%正好 50度，基本上無感，說

不上喜歡或討厭；12.8%介於 25-49度，表示相當冷，相當反感和厭惡；13.3%介

於 0-24度，表示非常冷，強烈反感和厭惡。請參見圖 10。 

 

 

 

圖 10：台灣人對民眾黨的感覺：五分類 （2021/9）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首先，從年齡層看，每一個年齡層對民眾黨的感情溫度都低於 50度，且不

同年齡層對民眾黨的感情溫度差距非常小，最高是 35-44 歲公民 48.8度，最低是

45-54 歲的 45.92度，高低差距不到 3度，顯示不分老少對民眾黨的感覺相當一

致。 

 

第二，從省籍族群來看，河洛人對民眾黨的平均感情溫度 46.5 度，客家人

48.92度，外省族群 49.85度，三個族群對民眾黨感情溫度都在 50度以下，其中

河洛人對民眾黨的感情溫度最低，箇中政治意涵值得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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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教育背景來看，每一種教育程度的台灣人對民眾黨的感覺都差不多，

都低於 50度。而且，不同教育程度者間對民眾黨感情溫度的差距都不大，最多

不超過 3.5度。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一般而言是柯文哲與民眾黨的重要社會

支持基礎，對民眾黨的感情溫度是 47.11度，明顯低於 50度，透露了什麼訊息？

有待琢磨。 

 

第四，從職業背景看，除了家庭主婦及農民外，每一種職業背景者對民眾黨

的平均感情溫度，都低於 50度。其中尤其以三類職業背景者最冷，依序是自營

商/企業主（42.44度）、高階白領人員（43.16度）、學生（43.86度）。 

 

第五，從 6都 16縣市的角度看，對民眾黨的感情溫度，每一地區都呈現低

於 50度的狀態，且各區之間的溫差大約在 5度左右，最高是新北市（49.21度），

最低是台南市（43.96度）。16縣市對民眾黨的平均感情溫度則是 46.47度。大本

營的台北市也只有 48.2度。 

 

第六，也是最後，從政黨支持傾向看，民眾黨支持者對民眾黨的平均感情溫

度 59.26度，還算熱，顯示內部還有一定的凝聚力；民進黨支持者對民眾黨有點

感冒，平均感情溫度只有 41.58度；國民黨支持者對民眾黨接近不溫不火，平均

感情溫度 49.34度。中性選民對民眾黨不見熱絡，平均感情溫度 48.22度。 

 

總的來講，台灣人對民眾黨和國民黨的感情溫度其實沒太大差別，兩者都在

50度以下，頂多相差二度而已，但一個黨是百年老黨，而且是中華民國的開國政

黨，一個則是剛滿兩歲的新生政黨。如何突破 50度大關，倒是兩黨今日共同的

難題與挑戰。 

 

���	*H+�":K�

綜合以上分析和討論，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個暫時性的結論：台灣人對三個主

要政黨的感覺雖明顯有別，對執政的民進黨的感情溫度卻只有 53.22度，嚴格來

講僅略高於無感的 50度，說是低空掠過，也不為過；此外，台灣人對兩個主要

在野黨的感覺偏冷，較少正面的欣賞、肯定和接納，尤其對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的

感情溫度只有 45.1度，甚至還不如台灣民眾黨 47.28度。整體而言，這些發現意

味著，台灣絕大多數人都對三個主要政黨的表現失望，這無疑是台灣政黨政治較

低潮、較乏善可陳的時刻，同時，這也暗示如果這三個政黨未來不對症下藥，力

圖振作，台灣人很可能未來將繼續在三個「不成器」的選項中做無奈的選擇與託

付。請參見圖 11、圖 12、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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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台灣人對三個主要政黨感情溫度排行 （2021/9） 

 

 

圖 12：台灣人對三個主要政黨的感覺：三分類 （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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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台灣人對兩個主要政黨的感覺趨勢 (2018/3~2021/9) 

 

 



台灣人對三個主要政黨的感覺

49以下
(反感)

50
(沒感覺)

51以上
(好感)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29.5% 24.0% 44.6% 1.9% 529 49.0% 52.45
女性 24.3% 25.6% 44.2% 5.9% 551 51.0% 53.94

26.8% 24.8% 44.4% 3.9% 1,080 100.0% 53.19
20~24歲 19.8% 41.1% 39.1% 0.0% 79 7.4% 50.78
25~34歲 27.3% 31.4% 40.3% 1.0% 174 16.2% 52.37
35~44歲 31.5% 24.4% 43.4% 0.7% 211 19.6% 50.66
45~54歲 27.2% 23.6% 48.5% 0.7% 197 18.3% 52.70
55~64歲 31.4% 20.6% 43.4% 4.7% 194 18.1% 52.90
65歲及以上 20.3% 18.6% 49.0% 12.1% 218 20.4% 58.87

26.9% 24.8% 44.7% 3.7% 1,072 100.0% 53.27
河洛人 23.4% 24.4% 47.9% 4.3% 789 74.5% 55.95
客家人 21.8% 24.7% 49.2% 4.3% 129 12.2% 54.44
外省人 56.5% 24.2% 17.7% 1.6% 120 11.3% 33.99
原住民 37.7% 18.1% 44.2% 0.0% 21 2.0% 50.25

27.2% 24.3% 44.5% 3.9% 1,059 100.0% 53.11
小學及以下 9.1% 22.7% 47.7% 20.5% 128 12.0% 66.59
初中、國中 18.9% 20.7% 56.4% 3.9% 126 11.8% 60.90
高中、高職 21.6% 24.3% 51.9% 2.2% 296 27.6% 56.14
專科 35.7% 25.8% 38.1% 0.4% 125 11.7% 46.45
大學及以上 36.0% 27.0% 36.2% 0.9% 396 37.0% 47.56

26.7% 24.9% 44.5% 3.9% 1,072 100.0% 53.29
自營商/企業主 40.8% 12.0% 45.8% 1.4% 110 10.3% 50.84
高階白領人員 35.0% 22.4% 42.7% 0.0% 124 11.6% 49.04
基層白領人員 24.4% 27.1% 47.0% 1.5% 241 22.4% 53.85
軍公教人員 27.6% 33.2% 35.0% 4.2% 33 3.1% 51.74
勞工 26.8% 32.2% 38.1% 3.0% 130 12.1% 51.72
農民 18.4% 10.9% 66.0% 4.6% 46 4.3% 64.64
學生 33.9% 34.1% 32.0% 0.0% 37 3.4% 47.69
家庭主婦 20.6% 22.8% 47.1% 9.4% 162 15.1% 56.44
退休人員 25.3% 22.5% 45.5% 6.7% 144 13.4% 53.95
無業/待業者 14.3% 40.4% 35.7% 9.5% 47 4.4% 53.19

26.9% 24.7% 44.6% 3.9% 1,074 100.0% 53.22
民主進步黨 2.6% 10.4% 86.2% 0.8% 325 30.1% 74.50
中國國民黨 59.6% 25.8% 13.2% 1.4% 209 19.3% 32.27
台灣民眾黨 50.7% 26.4% 22.9% 0.0% 143 13.3% 36.45
時代力量 26.1% 7.8% 66.1% 0.0% 33 3.0% 63.53
其他政黨 22.8% 2.8% 74.4% 0.0% 40 3.7% 60.30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20.3% 43.4% 26.7% 9.7% 320 29.7% 50.44
不知道 15.5% 0.0% 25.9% 58.6% 11 1.0% 56.33

26.8% 24.8% 44.4% 3.9% 1,080 100.0% 53.19

合計

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政黨的好感與反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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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進步黨的感覺。

合計
平均值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1/6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台灣人對三個主要政黨的感覺

49以下
(反感)

50
(沒感覺)

51以上
(好感)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政黨的好感與反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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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進步黨的感覺。

合計
平均值

台北市 35.4% 23.4% 39.3% 1.9% 117 10.9% 47.71
新北市 33.2% 23.3% 40.7% 2.7% 187 17.3% 50.80
桃園市 31.9% 26.8% 37.8% 3.6% 102 9.4% 49.35
台中市 26.5% 28.7% 42.1% 2.8% 127 11.7% 52.11
台南市 16.0% 15.4% 65.1% 3.5% 87 8.0% 62.86
高雄市 24.9% 22.2% 49.9% 3.0% 128 11.9% 57.66
其他縣市 22.4% 27.6% 43.7% 6.3% 332 30.7% 53.87

26.8% 24.8% 44.4% 3.9% 1,080 100.0% 53.19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2/6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台灣人對三個主要政黨的感覺

49以下
(反感)

50
(沒感覺)

51以上
(好感)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37.8% 35.9% 23.4% 2.9% 529 49.0% 42.54
女性 26.4% 39.2% 26.9% 7.5% 551 51.0% 47.69

32.0% 37.6% 25.2% 5.2% 1,080 100.0% 45.10
20~24歲 35.4% 49.5% 15.1% 0.0% 79 7.4% 42.86
25~34歲 32.6% 42.1% 22.9% 2.4% 174 16.2% 47.31
35~44歲 33.9% 39.6% 25.8% 0.7% 211 19.6% 42.62
45~54歲 32.2% 40.1% 26.1% 1.6% 197 18.3% 44.15
55~64歲 32.8% 34.5% 28.6% 4.1% 194 18.1% 45.70
65歲及以上 27.3% 29.6% 25.9% 17.1% 218 20.4% 47.52

31.9% 37.9% 25.1% 5.0% 1,072 100.0% 45.14
河洛人 33.9% 36.2% 24.0% 5.9% 789 74.5% 44.27
客家人 32.2% 36.9% 24.4% 6.5% 129 12.2% 45.49
外省人 23.4% 42.4% 33.7% 0.5% 120 11.3% 48.51
原住民 21.5% 42.5% 36.0% 0.0% 21 2.0% 47.13

32.3% 37.1% 25.4% 5.2% 1,059 100.0% 44.98
小學及以下 24.2% 28.4% 20.1% 27.3% 128 12.0% 46.23
初中、國中 29.9% 35.2% 30.6% 4.2% 126 11.8% 48.99
高中、高職 26.7% 41.7% 28.7% 2.9% 296 27.6% 46.75
專科 26.2% 38.2% 32.8% 2.7% 125 11.7% 46.08
大學及以上 40.9% 38.2% 20.0% 0.9% 396 37.0% 42.22

32.0% 37.6% 25.2% 5.2% 1,072 100.0% 45.14
自營商/企業主 39.2% 35.1% 25.1% 0.6% 110 10.3% 42.82
高階白領人員 40.6% 36.4% 22.9% 0.0% 124 11.6% 40.55
基層白領人員 34.0% 37.1% 26.8% 2.1% 241 22.4% 46.05
軍公教人員 21.8% 49.5% 19.3% 9.4% 33 3.1% 46.38
勞工 26.3% 46.2% 24.9% 2.6% 130 12.1% 44.68
農民 31.2% 34.8% 21.2% 12.9% 46 4.3% 40.59
學生 58.7% 23.4% 17.9% 0.0% 37 3.4% 37.23
家庭主婦 22.4% 39.6% 26.3% 11.7% 162 15.1% 49.34
退休人員 29.9% 30.4% 30.4% 9.3% 144 13.4% 47.90
無業/待業者 27.7% 42.3% 19.0% 11.0% 47 4.4% 45.80

32.2% 37.4% 25.2% 5.2% 1,074 100.0% 45.02
民主進步黨 52.7% 29.5% 14.4% 3.4% 325 30.1% 36.06
中國國民黨 6.5% 35.3% 57.6% 0.6% 209 19.3% 58.88
台灣民眾黨 39.7% 39.0% 20.8% 0.5% 143 13.3% 43.79
時代力量 44.6% 33.5% 21.9% 0.0% 33 3.0% 37.69
其他政黨 61.0% 21.9% 14.2% 3.0% 40 3.7% 32.95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19.5% 50.2% 19.0% 11.2% 320 29.7% 48.21
不知道 21.2% 3.4% 15.4% 59.9% 11 1.0% 45.10

32.0% 37.6% 25.2% 5.2% 1,080 100.0% 45.10

合計

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政黨的好感與反感，0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感；而100表示最熱，最強
烈的好感；50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請您用0到100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中國

國民黨的感覺。

合計
平均值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3/6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台灣人對三個主要政黨的感覺

49以下
(反感)

50
(沒感覺)

51以上
(好感)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政黨的好感與反感，0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感；而100表示最熱，最強
烈的好感；50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請您用0到100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中國

國民黨的感覺。

合計
平均值

台北市 30.7% 38.4% 26.8% 4.2% 117 10.9% 45.49
新北市 33.4% 43.0% 20.6% 2.9% 187 17.3% 44.49
桃園市 25.5% 33.8% 36.1% 4.6% 102 9.4% 48.21
台中市 32.9% 38.4% 25.0% 3.7% 127 11.7% 44.75
台南市 47.4% 29.4% 19.7% 3.5% 87 8.0% 40.39
高雄市 32.8% 37.4% 26.0% 3.7% 128 11.9% 45.59
其他縣市 28.9% 37.3% 25.1% 8.7% 332 30.7% 45.59

32.0% 37.6% 25.2% 5.2% 1,080 100.0% 45.1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4/6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台灣人對三個主要政黨的感覺

49以下
(反感)

50
(沒感覺)

51以上
(好感)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30.1% 34.8% 31.5% 3.5% 529 49.0% 45.80
女性 22.2% 41.3% 26.4% 10.1% 551 51.0% 48.81

26.1% 38.1% 28.9% 6.9% 1,080 100.0% 47.28
20~24歲 17.6% 53.0% 29.4% 0.0% 79 7.4% 47.90
25~34歲 22.5% 47.2% 27.9% 2.4% 174 16.2% 47.96
35~44歲 26.2% 40.3% 31.7% 1.8% 211 19.6% 48.80
45~54歲 28.0% 39.1% 30.5% 2.3% 197 18.3% 45.92
55~64歲 29.4% 31.9% 29.8% 8.9% 194 18.1% 47.15
65歲及以上 26.5% 29.4% 25.1% 19.1% 218 20.4% 46.35

25.9% 38.4% 29.0% 6.7% 1,072 100.0% 47.31
河洛人 27.3% 37.0% 28.2% 7.5% 789 74.5% 46.50
客家人 22.6% 40.0% 28.9% 8.4% 129 12.2% 48.92
外省人 22.3% 42.0% 34.2% 1.5% 120 11.3% 49.85
原住民 23.9% 39.1% 34.0% 3.0% 21 2.0% 51.30

26.1% 38.0% 29.1% 6.8% 1,059 100.0% 47.29
小學及以下 22.2% 30.1% 17.0% 30.7% 128 12.0% 46.49
初中、國中 27.6% 29.7% 36.7% 6.0% 126 11.8% 49.64
高中、高職 29.5% 37.9% 28.4% 4.2% 296 27.6% 46.25
專科 23.9% 37.5% 34.8% 3.8% 125 11.7% 48.99
大學及以上 24.3% 44.3% 29.2% 2.2% 396 37.0% 47.11

25.8% 38.3% 29.0% 6.8% 1,072 100.0% 47.34
自營商/企業主 37.3% 33.3% 25.8% 3.7% 110 10.3% 42.44
高階白領人員 31.7% 43.1% 23.3% 1.9% 124 11.6% 43.16
基層白領人員 24.6% 39.6% 33.8% 1.9% 241 22.4% 49.01
軍公教人員 15.1% 58.9% 14.8% 11.3% 33 3.1% 48.11
勞工 31.7% 38.4% 27.7% 2.1% 130 12.1% 45.89
農民 20.3% 32.7% 31.9% 15.0% 46 4.3% 50.97
學生 29.3% 40.4% 30.2% 0.0% 37 3.4% 43.86
家庭主婦 17.6% 35.8% 30.3% 16.3% 162 15.1% 52.20
退休人員 29.0% 28.6% 30.8% 11.6% 144 13.4% 46.91
無業/待業者 12.0% 52.2% 23.7% 12.1% 47 4.4% 48.25

26.2% 38.1% 28.9% 6.8% 1,074 100.0% 47.20
民主進步黨 39.8% 31.8% 23.4% 5.0% 325 30.1% 41.58
中國國民黨 20.3% 46.3% 30.3% 3.1% 209 19.3% 49.34
台灣民眾黨 10.9% 18.5% 70.6% 0.0% 143 13.3% 59.26
時代力量 30.2% 33.1% 36.6% 0.0% 33 3.0% 46.23
其他政黨 60.9% 19.0% 20.0% 0.0% 40 3.7% 33.11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18.5% 51.6% 16.3% 13.6% 320 29.7% 48.22
不知道 12.1% 16.1% 0.0% 71.8% 11 1.0% 38.00

26.1% 38.1% 28.9% 6.9% 1,080 100.0% 47.28

合計

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政黨的好感與反感，0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感；而100表示最熱，最強
烈的好感；50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請您用0到100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台灣

民眾黨的感覺。

合計
平均值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教育程度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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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三個主要政黨的感覺

49以下
(反感)

50
(沒感覺)

51以上
(好感)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如果用0到100來表示對政黨的好感與反感，0表示最冷，最強烈的反感；而100表示最熱，最強
烈的好感；50表示沒什麼感覺，既無好感也無反感。請您用0到100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台灣

民眾黨的感覺。

合計
平均值

台北市 21.3% 38.4% 34.6% 5.8% 117 10.9% 48.20
新北市 26.6% 39.1% 29.1% 5.1% 187 17.3% 49.21
桃園市 27.1% 41.1% 26.3% 5.5% 102 9.4% 47.25
台中市 24.5% 49.7% 21.5% 4.3% 127 11.7% 46.65
台南市 35.7% 31.1% 26.5% 6.7% 87 8.0% 43.96
高雄市 28.2% 28.8% 38.6% 4.4% 128 11.9% 48.49
其他縣市 24.5% 37.5% 27.4% 10.6% 332 30.7% 46.47

26.1% 38.1% 28.9% 6.9% 1,080 100.0% 47.28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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