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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倫敦大轟炸」（The Blitz）歷史會在台灣上演嗎？1940年 9月 7日至 1941年 5

月 10日，德國空軍大量軍機飛越英吉利海峽對英國進行全面性轟炸，倫敦死傷最慘重，

房屋十萬棟被炸毀。但英國沒有屈服，最終德國還是無法征服英國，以戰敗收場。 

 

 台灣正面臨類似二戰「倫敦大轟炸」前的情境嗎？這樣的聯想顯然是來自十月初一

連四天，中國（共）各式軍機大舉入侵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單日 56 架次，總計 150

架次，破了歷史紀錄。根據國防部 10月 28日立法院報告，中共軍機今年入侵台灣西南

空域總計超過 680架次，兩岸軍事對峙短期難以緩解。 

 

 國防部長邱國正 10月 6日在立法院應詢時說：「現在兩岸情勢是他從軍 40年以來

最嚴峻的時刻，中共目前已有犯台能力，2025年將具備全面犯台能力。」陸委會主委邱

太三 10月 14日以「準戰爭佈局狀態」形容兩岸情勢，引起外界關注。 

 

 當十月大批中國（共）軍機長驅直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立刻引起世界各國嚴重關切。

10 月 3 日美國國務院發佈聲明「抨擊中國對台灣的挑釁軍事行動，破壞穩定，敦促北

京停止施壓，重申堅定支持台灣」。10月 5日日本新任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強調「希

望兩岸問題透過各方對話和平解決」。10 月 21 日，英國國防大臣華勒斯罕見呼籲「中

國應尋找和平解決與台灣的紛爭，入侵台灣防空識別區是危險行為」。 

 

 除了各國政府的嚴重關切，國際媒體與學界也興起一股討論的風潮，針對中國軍事

行動的動機、目的，台灣的處境與反應、美國可不可能介入、日本、澳洲、英國、歐盟

的可能作為等等，相關報導和論文蜂湧而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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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地講，台灣民意基金會十月民調有兩個中心主題，一個是兩岸軍事危機下的台

灣民意，另一個是年底四項公投的民意新動向。關於兩岸軍事危機下的台灣民意，這次

調查涉及六個重點、六個面向，包括： 

 

一、台灣人對「兩岸早晚會發生戰爭，中共遲早會出兵攻打台灣」的態度； 

二、台灣人對國軍有效防衛台灣能力是否有信心； 

三、面對中共武力犯台時，蔡政府是否已經做好充分準備； 

四、台灣人對美國出兵協防台灣可能性的評估； 

五、台灣人對日本出兵協防台灣可能性的評估； 

六、兩岸若開戰，親中勢力是否將構成島內團結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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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中共是否遲早會出兵攻打台灣？」的態度 

 我們問：「有人說：「台灣海峽兩岸，因種種因素，戰爭早晚會發生，中共遲早會出

兵攻打台灣。」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結果發現：7%非常同意，21.1%還算同

意，40.6%不太同意，23.7%一點也不同意，7.6%沒意見、不知道。換言之，最新民意

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二成八基本上同意台海兩岸早晚會發生戰爭，中共遲早

會打過來，但有六成四不以為然；也就是說，儘管近期兩岸關係空前緊張，中共軍機大

舉入侵台灣空域，但對六成四台灣成年人而言，基本上沒有感覺，甚至覺得「中共遲早

會打過來」的說法是杞人憂天，不可能發生的事。請參見圖 1、圖 2。 

 

 和最近一次類似調查做比較，也就是 2019年 11月，可以發現台灣人對於兩岸爆發

軍事衝突或戰爭的看法有了相當明顯的轉變。和近兩年前相比，同意「中共遲早會打過

來」的人增加 12.1個百分點，不同意者減少 13.1個百分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11月有 42.4%表示強烈不同意「中共遲早會打過來」，如今只剩下 23.7%，兩者相差

達 18.7個百分點，這是台灣民意一個極大的轉變。請參見圖 3。 

 

 然而，即使過去兩年來，整體台灣民意對「兩岸早晚會發生戰爭」一事已有明顯的

轉變，同意「中共遲早會打過來」的人大幅增加，但不變的是絕大多數人還是不相信有

朝一日兩岸會發生戰爭。這是一個國際社會普遍感到訝異的現象。箇中原因為何？非常

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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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台灣人對「中共遲早會出兵攻打台灣」的態度 （2021/10） 

 

 

 

圖 2：台灣人對「中共遲早會出兵攻打台灣」」的態度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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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台灣人對「中共遲早會出兵攻打台灣」的態度：最近兩次比較  

(2019/11、2021/10)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第一，從年齡層看，不論哪一個年齡層，多數或絕大多數的人都傾向不同意兩岸遲

早會發生戰爭。但仔細看可以看出一個差異，台灣年輕人相對比較傾向認為

「中共遲早會打過來」。更精確地說，20-24歲，三成九同意「中共遲早會打

過來」，四成九不同意，12.5%不知道；25-34歲，三成四同意「中共遲早會

打過來」，六成三不同意，3%不知道；35-64歲，同意「中共遲早會打過來」

的人都在三成以下，而不同意者都在六成七以上。 

 

第二，從教育程度看，不分教育程度高低，不同意「中共遲早會打過來」的人都佔

絕大多數，但仍可看出一個區別，專科及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比較可能同意

「兩岸早晚會有戰爭」，而教育程度愈低者愈傾向不同意。 

 

第三，從省籍族群的角度看，不分河洛、客家或外省，都有明顯過半數的人不同意

「兩岸早晚會開戰」，但細看之下仍可分辨，外省人的危機意識相對比較強，

其次是河洛人，最後是客家人。具體地說，河洛人中，二成八同意「兩岸早

晚會發生戰爭」，六成四不同意；客家人中，兩成四同意，七成不同意；外省

族群中，三成九同意，五成四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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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從政黨傾向看，個人政黨傾向很明顯地和認知或判斷「中共是否遲早會打過

來」有關聯性。民進黨支持者中，一成八同意「中共遲早會打過來」，七成七

不同意；國民黨支持者中，三成八同意，五成九不同意；民眾黨支持者中，

四成一同意，五成六不同意；時代力量支持者中，二成同意，七成不同意；

台灣基進，三成五同意，六成一不同意；中性選民，二成三同意，六成不同

意。 

 

第五，也是最後，從 6都 16縣市的角度看，可以明顯看出南北有別，桃園市、新

北市及台北市，同意「兩岸早晚會發生戰爭」的人比例較高，都在三成以上，

而中南部不同意比例明顯較高，例如台南市有七成五的人不同意。 

 

 

二、台灣人對國軍有效防衛台灣能力的信心 

 我們問：「如果中共明天武力犯台，您對國軍有效防衛台灣的能力，有沒有信心？」

結果發現：19.6%非常有信心，28.8%還算有信心，23.7%不太有信心，23.1%一點也沒

信心，7.6%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如果明天中共武力犯台，

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四成八基本上對國軍有效防衛台灣的能力有信心，約四成七沒

信心。有信心的人比沒信心的人多 1.6個百分點。請參見圖 4、圖 5。 

 

 整體而言，這項發現透露，當中共武力犯台時，台灣社會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年人對

國軍有效防衛台灣的能力有信心，而且沒有信心者和有信心者只差 1.6個百分點，如果

說這是一種「中度信心危機」，可能還是一個較保守地說法。更進一步說，如果明天中共

武力犯台，卻只有不到半數的台灣成年人對國軍防衛能力有信心，甚至只有兩成的人有

強烈信心，一旦開戰，這很可能構成一個嚴重且難以收拾的問題。 

 

 比較最近兩次類似的調查，相隔約 13 個月，可以輕易地發現，台灣人對國軍有效

防衛台灣能力的信心模式基本上一樣，幾乎沒有改變，除了對國軍強烈沒信心的人略增

2.4 個百分點外。的確，兩次調查都發現，當中共發動對台戰爭，台灣人對國軍防衛台

灣的能力，看法嚴重分歧，儘管有信心者略多於沒信心者，但有信心者並未達全國成年

人的一半。簡單地說，相隔 13 個月的兩次全國性調查都一致發現，兩岸一旦開戰，台

灣人對中華民國國軍有效防衛台灣的能力並沒有足夠的信心，這不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而且是一個重複出現的問題。請參見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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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台灣人對國軍防衛台灣能力的信心 （2021/10） 

 

 

 

圖 5：台灣人對國軍防衛台灣能力的信心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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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台灣人對國軍防衛台灣能力的信心：最近兩次比較 (2020/9、2021/10)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個有趣的發現： 

 

第一，從年齡層看，20—34歲年輕公民中，當中共明天武力犯台時，對國軍沒有信

心的人明顯比有信心的人多，同時，65歲以上年長公民中則是相反，五成五

有信心，三成六沒信心，兩者形成鮮明對比。具體數字如下：20-24歲，四

成一有信心，五成四沒信心；25-34歲，四成七有信心，四成八沒信心；35-

44歲，四成九有信心，四成六沒信心；45-54歲，四成五有信心，五成四沒

信心；55-64歲，四成九有信心，四成九沒信心；65歲及以上，五成五有信

心，三成六沒信心。這是一項有趣的發現，畢竟，當兩岸開戰時，是年輕人

上戰場，而不是老人上戰場。 

 

第二，從教育程度看，在初/國中、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中，有超過六成以上的人

對國軍有信心，同時，在高中、高職、專科及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中，過半

數的人對國軍沒信心。具體數字如下：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六成三對對

國軍有信心，二成四沒信心；初/國中教育程度者中，六成三有信心；三成四

沒信心；高中/高職教育程度者，四成七有信心，五成三沒信心；專科教育程

度者，四成五有信心，五成沒信心；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四成二有信心，

五成五沒信心。教育程度的高低和對國軍的信心成反比，這也是值得重視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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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職業背景看，不同職業背景者對國軍的信心的確存在明顯的差異。自營商

/企業主、高階白領人員、基層白領人員、軍公教人員及學生，對國軍沒信心

者都明顯多於有信心者；同時，勞工、農民、家庭主婦、退休人員及無業/待

業者則是一面倒地對國軍有信心。 

 

第四，從政黨傾向看，個人政黨支持傾向和對國軍信心高低明顯有關聯性。民進黨

支持者中，七成六對國軍有信心，二成三沒信心；國民黨支持者中，二成八

有信心，七成一沒信心；民眾黨支持者中，二成四有信心，七成四沒信心；

時代力量支持者中，六成四有信心，三成六沒信心；台灣基進支持者中，九

成二有信心，只有 5.4%沒信心；中性選民，四成有信心，四成八沒信心。這

似乎已經是一個鐵律，不分藍綠誰執政，執政者及其追隨者總是對國軍比較

有信心。 

 

第五，也是最後，從行政區域的角度看，6 都 16 縣市居民和對國軍信心高低呈現

顯著的關聯性。六都中有五都居民，當中共武力犯台時，多數對國軍沒有信

心，台北市是例外；同時，6都以外的 16縣市居民，一旦兩岸開戰，對國軍

有信心者高達五成七，沒信心的只有三成九。為什麼六都和 16 縣市居民之

間會存在這樣的差異？令人好奇，不排除和居民消息靈不靈通有關。 

 

三、面對中共武力犯台時，蔡政府是否已經做好充分準備？ 

 我們問：「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一般說來，您覺得蔡英文政府是否已經做好充

分準備（包括軍事的與非軍事的）？」結果發現：11.3%非常充分，32.4%還算充分，

27.2%不太充分，20.4%一點也不充分，8.7%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

民意顯示，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多數人不認為蔡政府已經

做好充分準備。更精確地說，四成八不認為蔡政府已經做好充分準備。四成四持相反看

法。這項發現透露出一個重要的問題，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多數台灣人認為蔡政府

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認為蔡政府準備已經非常充分的只有一成一。請參看圖 7、圖 8。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個重要發現： 

 

第一、從年齡層看，25—64 歲公民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認為，面對中共可

能武力犯台，蔡政府基本上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但 20-24歲及 65歲以上

公民則多數認為蔡政府有做好充分準備。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5-34歲

這一中共武力犯台時最可能上戰場的年輕族群，竟無人認為蔡政府已經做好

非常充分的準備，而這一群體有很高比例是蔡英文和民進黨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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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從教育程度看，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時，教育程度高低和蔡政府是否有做

好充分準備的認知有明顯的關聯性。在初/國中、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中，

有明顯過半數的人認為蔡政府基本上有做好充分準備，然而，在高中、高職、

專科及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中，則有明顯過半數的人不以為然。顯然，教育

程度越高者，越傾向認為蔡政府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反之，亦然。 

 

第三、從職業背景看，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不同職業背景者對蔡政府是否已經

做好充分準備一事存在明顯的差異。高階白領人員、基層白領人員、軍公教

人員及學生，幾乎一面倒地認為蔡政府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在另一方面，

自營商/企業主、勞工、農民、家庭主婦、退休人員及無業/待業者則多數認為

蔡政府有做好充分準備。 

 

 

圖 7：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蔡政府是否已經做好充分準備？（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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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蔡政府是否已經做好充分準備？（2021/10） 

 

 

 

第四、從政黨傾向看，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個人政黨支持傾向顯然和判斷蔡政

府是否有做好充分準備一事有強烈關聯性。民進黨支持者中，七成五認為蔡

政府有做好充分準備，二成不以為然；國民黨支持者中，一成九認為蔡政府

有做好充分準備，七成六不以為然；民眾黨支持者中，一成九認為蔡政府有

做好充分準備，七成五不以為然；時代力量支持者中，六成七認為蔡政府有

做好充分準備，二成九不以為然；台灣基進支持者中，八成二認為蔡政府有

做好充分準備，一成七不以為然；中性選民，三成六認為蔡政府有做好充分

準備，四成八不以為然。再次證實，不分藍綠誰執政，執政者及其大批追隨

者總是對政府比較有信心。 

 

第五、也是最後，從行政區域角度看，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6 都 16 縣市居民

對蔡政府是否做好充分準備，有相當顯著的關聯性。六都除高雄市雙方旗鼓

相當外，其他五都居民明顯多數認為蔡政府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同時，6

都以外的 16縣市居民看法與 6都市民顯然有相當大差異，五成認為蔡政府

有做好充分準備，四成一不以為然。為什麼六都和 16 縣市居民之間會存在

這樣的差異？不排除和居民經社背景因素如年齡和教育程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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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人對美國出兵協防台灣可能性的反應 

 我們問：「中國（共）如果武力犯台，您覺得美國有沒有可能出兵協助（防）台灣？」

結果發現：26.7%非常可能，38.3%還算可能，17.1%不太可能，11.4%一點也不可能，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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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六成五認為當中國（共）武力犯台時，美國是可能出兵協防台灣的，二成九不以為然。

這項發現顯示，如果中國武力犯台，「相信美軍可能協防台灣」已經是另一項台灣共識。

請參見圖 9、圖 10。 

 

 

圖 9：台灣人對美國出兵協防台灣可能性的反應 （2021/10） 

 

 

 和最近一次，也就是 2020年 9月，同樣調查結果相比，可以清楚發現，假定中國

武力犯台，台灣人認為美軍可能介入的比例上升 5個百分點；同時，台灣人認為美軍不

可能介入的比例下降 4.9個百分點。整體來看，台灣有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如果武力

犯台，美軍可能介入一事越來越樂觀。 

 

 如果比較 2018年 4月和 2021年 10月的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台灣民意在這方面確

實有了巨大的轉變。兩次調查時間相距兩年半，如果中國武力犯台，台灣人認為美軍可

能介入的比例上升 18個百分點，認為美軍不可能介入的比例下降 12.5個百分點。請參

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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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台灣人對美國出兵協防台灣可能性的反應 （2021/10） 

 

 

 

圖 11：台灣人對美軍協防台灣可能性的反應：最近兩次比較 (2020/9、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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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台灣人對美軍協防台灣可能性的反應：最近三次比較 

 (2018/04、2020/9、2021/10) 

 

 

 絕大多數台灣人這樣的認知和判斷並非一廂情願，因為近兩年來，美中急遽交惡，

美國政府不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相關官員都堅定表示「美台關係堅若磐石」，拜登總統

近日更公開明確表示「若台灣遭到中國攻擊，美軍將防衛台灣」。 

 

五、台灣人對日本出兵協防台灣可能性的反應 

 我們問：「同樣地，中國（共）如果武力犯台，您覺得日本有沒有可能出兵協助（防）

台灣？」結果發現：22.3%非常可能，35.7%還算可能，21.5%不太可能，13.7%一點也

不可能，6.8%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中國（共）如果武力

犯台，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五成八認為日本會出兵協防台灣，三成五認為不可能。

認為可能的人比認為不可能的人多 22.8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透露，當中國（共）武力犯

台時，絕大多數台灣人相信日本將出兵協防台灣。請參看圖 13。 

  

 值得注意的是，當台灣人被問到「中國（共）如果武力犯台，美國和日本是否會協

防台灣時」，有 65%台灣人相信美國會協防台灣，但只有 58%的人相信日本會這麼做，

兩者相差 7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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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若中共武力犯台，台灣人對日本出兵協防台灣可能性的反應 （2021/10）

 

 

 

圖 14: 若中共武力犯台，台灣人對日本出兵協防台灣可能性的反應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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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兩岸若開戰，親中勢力是否將構成島內團結的障礙？  

 我們問：「有人說：「兩岸戰爭恐無法避免，一旦開戰，台灣內部親中勢力會作怪，

不團結對外，是一大問題。」請問您同不同意這一項說法？」結果發現：29.7%非常同

意，24.8%還算同意，23%不太同意，13.5%一點也不同意，9%沒意見、不知道、拒答。

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關於兩岸一旦開戰，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五成五基本上

同意台灣內部親中勢力可能是一大問題，三成七不同意。值得注意的是，有高達三成的

人非常同意。請參看圖 15、圖 16。 

 

 這項發現透露出台灣社會內部可能存在一個既深且廣的憂慮，明顯超過半數的台灣

成年人擔心兩岸一旦開戰，島內親中勢力的動向，雖然也有三成七不擔心。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第一、從年齡層看，如果兩岸開戰，親中勢力是否將成為島內團結障礙？20-54歲

中有超過五成的人會擔心這個問題的出現，其中尤其以 25-44歲這個青壯族

群最明顯，有遠超過六成五的人會有這樣的疑慮。但 50 歲以上的人，會擔

心這問題的人的比例就降低。這是一個很顯著的世代差異。 

 

第二、從教育程度看，初/國中以上教育程度者，包括高中、高職、專科及大學以上，

都有明顯過半數的人同意「如果兩岸開戰，親中勢力將成為島內團結障礙」，

只有國小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出現多數人不擔心那個問題。 

 

第三、從職業背景看，不同職業背景者對「如果兩岸開戰，親中勢力是否將成為島

內團結障礙」的確存在著明顯差異。學生（八成六）、勞工（六成六）、軍

公教人員（六成二）、高階白領人員（六成二）、基層白領人員（五成六）、

自營商/企業主（五成五）同意確實會有這樣的隱憂。另一方面，農民、家庭

主婦、退休人員及無業/待業者擔心這問題的比例明顯較少。 

 

第四、從省籍族群角度看，每一個主要族群團體，包括外省族群在內，都呈現多數

人同意「如果兩岸開戰，親中勢力將成為島內團結障礙」，少數人不同意的

現象。具體數字如下：河洛人中，五成六同意，三成五不同意；客家人中，

五成三同意，三成九不同意；外省族群中，四成九同意，四成三不同意。 

 

第五、從政黨傾向看，個人政黨支持傾向和對「如果兩岸開戰，親中勢力是否將成

為島內團結障礙」的認知與判斷明顯有關聯性。民進黨支持者中，六成五同

意會有這種隱憂，二成九不同意；國民黨支持者中，三成九同意，五成七不

同意；民眾黨支持者中，五成五同意，四成三不同意；時代力量支持者中，

六成一同意，三成六不同意；台灣基進支持者中，九成同意，只有一成不同

意；中性選民，四成六同意，三成三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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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也是最後，從行政區域角度看，6都 16縣市居民和對「如果兩岸開戰，親中

勢力是否將成為島內團結障礙」的看法相當一致，每一都或每一縣市都呈現

多數人同意的狀況。 

 

 

圖 15：兩岸一旦開戰，親中勢力是否將構成島內團結的障礙？（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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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兩岸一旦開戰，親中勢力是否將構成島內團結的障礙？（2021/10） 

 

 

 

七、綜合討論 

 整體而言，當舉世高度關注中國解放軍的動向，擔心台海成為全球的新戰場時，絕

大多數台灣人還是老神在在，不當一回事，不分性別、年齡、教育、省籍族群、職業背

景和居住地。即便十月有高達 680架次中共各式軍機蠻橫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台灣人

依然正常過日子，絕大多數人不擔心兩岸有開戰的一天。台灣人這麼清清楚楚的民意反

應，是否合理？台灣人為何如此麻木不仁？台灣人神經為何這麼大條？台灣人已經變成

「被煮熟的青蛙」了嗎？ 

 

 根據上述最新全國性民意調查結果，我們的初步結論是：絕大多數台灣人對台海近

期急遽升高的軍事情勢冷靜以對，很可能是基於傳統的智慧，基於過去數十年的經驗，

以及近年中國與美國為首的世界主要國家交惡，國際社會空前關注台海情勢，大多數人

相信美國與日本必要時會協防台灣，有恃無恐，再加上絕大多數人感覺歷年中國解放軍

不論動作有多大，對台軍事恫嚇有多強硬，都是虛晃一招，不會玩真的。一言以蔽之，

台灣人不是被嚇大的。 



19 

 

 但是從三方面看，台灣人對兩岸一旦開戰還是有很深沈的隱憂。 

 

第一、當中共武力犯台時，台灣社會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年人對國軍有效防衛台灣的

能力有信心，而且沒有信心者只比有信心者差 1.6個百分點，這無疑是一個

嚴重信心危機。試問，一國只有不到半數成年人對國軍防衛能力有信心，兩

岸一旦開戰，戰爭要怎麼打下去？ 

 

第二、如果兩岸開戰，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五成五基本上同意台灣內部親中勢

力可能是一大問題，同時，有高達三成的人非常同意。這透露了台灣社會內

部存在一個既廣且深的憂慮，擔心兩岸一旦開戰，島內親中勢力的動向會造

成島內難以解決的問題與困擾。這既是一個歷史殘留的問題，也是一個活生

生的現實政治問題。 

 

第三、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多數台灣成年人不認為蔡政府已經做好充分準備，

尤其是年輕、高教育程度公民之間，這樣的認知很普遍。蔡英文總統，做為

國家最高領導人，本應誠實地向全體國民清楚說明台灣所面臨的真實威脅，

政府正如何面對及因應這項威脅，以及處理這項威脅可能需付出的犧牲與代

價。但很持平地說，蔡總統及其執政團隊幾乎沒做這件事，以致於大多數國

人滋生「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蔡政府並沒做好充分準備」的不幸結論。 

 



兩岸軍事危機下的台灣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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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同意 75 7.0%

還算同意 226 21.1%

不太同意 436 40.6%

一點也不同意 255 23.7%

沒意見 42 3.9%

不知道 37 3.5%

拒答 3 0.2%

1,075 100.0%合計

題目 選項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市？

合計

樣本數 ％

自去年初，中共軍機就常常進出台灣周邊空域，擾亂台灣。今年十月迄今，不到一個月，中

共軍機共154架次侵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AIDZ），引起國際社會嚴重關切。對此，我

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

Q2．有人說：「台灣海峽兩岸，因種種因

素，戰爭早晚會發生，中共遲早會出兵攻打

台灣。」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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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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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軍事危機下的台灣民意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有信心 210 19.6%

還算有信心 309 28.8%

不太有信心 255 23.7%

一點也沒信心 248 23.1%

沒意見 10 0.9%

不知道 36 3.4%

拒答 6 0.6%

1,075 100.0%

非常充分 122 11.3%

還算充分 349 32.4%

不太充分 292 27.2%

一點也不充分 219 20.4%

沒意見 18 1.7%

不知道 71 6.6%

拒答 4 0.4%

1,075 100.0%

非常可能 287 26.7%

還算可能 411 38.3%

不太可能 184 17.1%

一點也不可能 123 11.4%

很難說 18 1.7%

不知道 48 4.5%

拒答 4 0.3%

1,075 100.0%

非常可能 240 22.3%

還算可能 384 35.7%

不太可能 231 21.5%

一點也不可能 148 13.7%

很難說 15 1.4%

不知道 55 5.1%

拒答 3 0.3%

1,075 100.0%

非常同意 319 29.7%

還算同意 266 24.8%

不太同意 247 23.0%

一點也不同意 145 13.5%

沒意見 33 3.0%

不知道 60 5.6%

拒答 5 0.4%

1,075 100.0%

Q3．	如果中共明天武力犯台，您對國軍有

效防衛台灣的能力，有沒有信心？

合計

Q4．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一般說來，

您覺得蔡英文政府是否已經做好充分準備（

包括軍事的與非軍事的）？

Q5．中國（共）如果武力犯台，您覺得美

國有沒有可能出兵協助（防）台灣？

合計

Q6．	同樣地，中國（共）如果武力犯台，

您覺得日本有沒有可能出兵協助（防）台

灣？

合計

Q7．有人說：「兩岸戰爭恐無法避免，一

旦開戰，台灣內部親中勢力會作怪，不團結

對外，是一大問題。」請問您同不同意這一

項說法？

合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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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軍事危機下的台灣民意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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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請問您目前的職業身份是？

合計

Q10．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合計

Q11．請問您是河洛人、客家人或是外省人

，還是原住民？

合計

合計

Q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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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兩岸軍事危機下的台灣民意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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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2．請問您今年幾歲？

合計

Q13．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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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軍事危機下的台灣民意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7.2% 23.8% 38.4% 24.4% 6.2% 527 49.0%

女性 6.8% 18.4% 42.6% 23.1% 9.0% 548 51.0%

7.0% 21.1% 40.6% 23.7% 7.6% 1,075 100.0%

20~24歲 5.3% 33.8% 48.5% 0.0% 12.5% 79 7.4%

25~34歲 5.7% 28.2% 44.1% 19.1% 3.0% 173 16.3%

35~44歲 8.5% 18.3% 37.3% 31.0% 4.9% 209 19.6%

45~54歲 9.4% 21.0% 43.6% 23.2% 2.7% 196 18.4%

55~64歲 8.7% 17.6% 37.1% 30.0% 6.6% 192 18.0%

65歲及以上 3.8% 17.4% 39.9% 24.1% 14.8% 217 20.4%

7.1% 21.2% 40.9% 23.8% 7.1% 1,066 100.0%

河洛人 6.4% 21.5% 40.9% 23.2% 8.1% 791 74.5%

客家人 4.5% 19.2% 47.6% 22.8% 6.0% 130 12.2%

外省人 15.9% 23.4% 32.0% 22.0% 6.8% 120 11.3%

原住民 0.0% 16.5% 35.9% 47.6% 0.0% 21 2.0%

7.1% 21.3% 40.6% 23.5% 7.5% 1,062 100.0%

小學及以下 1.3% 9.9% 38.9% 30.5% 19.4% 128 12.0%

初中、國中 8.0% 13.3% 41.8% 23.9% 13.0% 126 11.8%

高中、高職 6.7% 22.0% 43.6% 22.8% 4.8% 296 27.6%

專科 7.6% 27.1% 38.8% 21.3% 5.1% 125 11.7%

大學及以上 8.6% 24.5% 39.0% 23.1% 4.9% 397 37.0%

7.0% 21.1% 40.6% 23.8% 7.6%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6.9% 19.3% 30.9% 39.1% 3.9% 105 9.8%

高階白領人員 10.9% 24.2% 37.9% 23.7% 3.4% 130 12.1%

基層白領人員 8.8% 24.4% 43.8% 16.4% 6.6% 246 22.9%

軍公教人員 5.6% 30.1% 36.9% 20.6% 6.8% 47 4.4%

勞工 9.6% 16.2% 45.5% 23.6% 5.1% 116 10.8%

農民 3.1% 5.8% 55.2% 29.9% 6.1% 23 2.1%

學生 0.0% 19.7% 58.4% 7.9% 14.0% 31 2.9%

家庭主婦 2.8% 14.0% 44.7% 28.8% 9.7% 148 13.8%

退休人員 7.6% 19.4% 35.7% 24.8% 12.5% 155 14.5%

無業/待業者 2.5% 33.0% 32.0% 21.9% 10.6% 72 6.7%

7.0% 21.1% 40.5% 23.8% 7.5% 1,073 100.0%

民主進步黨 5.4% 12.3% 49.1% 27.7% 5.5% 291 27.1%

中國國民黨 12.9% 25.6% 40.8% 18.3% 2.3% 174 16.2%

台灣民眾黨 6.2% 34.4% 34.2% 21.5% 3.7% 189 17.6%

時代力量 10.5% 9.5% 36.7% 43.3% 0.0% 52 4.8%

台灣基進 9.1% 25.5% 18.6% 42.1% 4.7% 46 4.3%

其他政黨 0.0% 52.1% 29.1% 14.3% 4.5% 21 2.0%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4.4% 18.5% 42.2% 17.9% 17.1% 286 26.6%

不知道 21.6% 2.1% 18.7% 39.1% 18.5% 15 1.4%

7.0% 21.1% 40.6% 23.7% 7.6% 1,075 100.0%

台北市 4.1% 26.5% 33.1% 28.1% 8.2% 117 10.8%

新北市 8.1% 22.6% 42.8% 16.6% 9.8% 186 17.3%

桃園市 9.5% 33.3% 26.2% 27.2% 3.8% 101 9.4%

台中市 6.6% 17.8% 43.3% 22.9% 9.4% 126 11.8%

台南市 6.6% 9.4% 48.4% 26.8% 8.9% 87 8.0%

高雄市 10.2% 15.3% 35.3% 28.8% 10.2% 128 11.9%

其他縣市 5.7% 21.1% 45.2% 22.7% 5.3% 331 30.8%

7.0% 21.1% 40.6% 23.7% 7.6% 1,075 100.0%

合計

職業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Q2．有人說：「台灣海峽兩岸，因種種因素，戰爭早晚會發生，中共遲早會出兵攻打台

灣。」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

合計

性別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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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軍事危機下的台灣民意

非常有

信心

還算有

信心

不太有

信心

一點也

沒信心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22.4% 28.8% 21.7% 23.9% 3.3% 527 49.0%

女性 16.9% 28.8% 25.6% 22.4% 6.4% 548 51.0%

19.6% 28.8% 23.7% 23.1% 4.9% 1,075 100.0%

20~24歲 6.5% 35.6% 31.0% 22.9% 4.0% 79 7.4%

25~34歲 8.5% 38.3% 25.9% 22.5% 4.8% 173 16.3%

35~44歲 19.8% 29.5% 25.1% 20.9% 4.7% 209 19.6%

45~54歲 22.0% 23.4% 26.4% 27.4% 0.8% 196 18.4%

55~64歲 22.3% 26.4% 21.2% 27.4% 2.7% 192 18.0%

65歲及以上 29.1% 26.0% 18.0% 18.3% 8.6% 217 20.4%

19.7% 29.0% 23.8% 23.1% 4.4% 1,066 100.0%

河洛人 21.8% 30.0% 22.5% 20.3% 5.4% 791 74.5%

客家人 17.4% 32.6% 23.1% 25.0% 1.8% 130 12.2%

外省人 6.9% 22.2% 33.3% 34.1% 3.6% 120 11.3%

原住民 20.9% 0.0% 32.6% 46.5% 0.0% 21 2.0%

19.5% 28.8% 24.0% 23.0% 4.7% 1,062 100.0%

小學及以下 32.1% 30.5% 13.4% 10.8% 13.2% 128 12.0%

初中、國中 34.6% 28.1% 14.1% 19.5% 3.7% 126 11.8%

高中、高職 19.0% 27.8% 25.6% 24.8% 2.8% 296 27.6%

專科 19.1% 24.4% 20.0% 29.5% 6.9% 125 11.7%

大學及以上 11.4% 30.5% 29.8% 25.1% 3.3% 397 37.0%

19.6% 28.8% 23.7% 23.2% 4.8%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24.7% 22.7% 20.4% 29.1% 3.0% 105 9.8%

高階白領人員 14.3% 30.7% 23.1% 31.5% 0.4% 130 12.1%

基層白領人員 10.9% 24.5% 34.8% 25.6% 4.2% 246 22.9%

軍公教人員 19.7% 22.0% 24.4% 33.1% 0.8% 47 4.4%

勞工 33.4% 34.2% 15.3% 14.4% 2.8% 116 10.8%

農民 26.1% 34.6% 10.4% 23.0% 6.0% 23 2.1%

學生 0.0% 40.5% 35.5% 13.7% 10.2% 31 2.9%

家庭主婦 21.9% 30.7% 24.2% 18.9% 4.4% 148 13.8%

退休人員 25.5% 25.1% 17.8% 23.6% 7.9% 155 14.5%

無業/待業者 17.6% 41.8% 16.2% 11.0% 13.3% 72 6.7%

19.6% 28.8% 23.7% 23.2% 4.7% 1,073 100.0%

民主進步黨 34.4% 41.3% 17.5% 5.1% 1.7% 291 27.1%

中國國民黨 9.0% 19.0% 34.0% 36.5% 1.6% 174 16.2%

台灣民眾黨 6.9% 17.5% 32.5% 41.0% 2.1% 189 17.6%

時代力量 23.2% 41.2% 25.7% 9.8% 0.0% 52 4.8%

台灣基進 61.1% 30.7% 5.4% 0.0% 2.8% 46 4.3%

其他政黨 12.4% 34.4% 14.5% 38.7% 0.0% 21 2.0%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13.3% 27.0% 21.7% 26.2% 11.8% 286 26.6%

不知道 2.7% 19.0% 14.4% 28.6% 35.4% 15 1.4%

19.6% 28.8% 23.7% 23.1% 4.9% 1,075 100.0%

台北市 18.0% 30.3% 20.8% 24.3% 6.6% 117 10.8%

新北市 15.0% 28.8% 23.0% 28.4% 4.7% 186 17.3%

桃園市 8.9% 36.2% 26.6% 27.2% 1.1% 101 9.4%

台中市 17.3% 24.2% 24.9% 26.2% 7.4% 126 11.8%

台南市 20.0% 24.0% 23.5% 22.3% 10.1% 87 8.0%

高雄市 20.2% 25.6% 29.1% 23.0% 2.2% 128 11.9%

其他縣市 26.5% 30.1% 21.7% 17.6% 4.1% 331 30.8%

19.6% 28.8% 23.7% 23.1% 4.9% 1,075 100.0%

合計

職業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Q3．如果中共明天武力犯台，您對國軍有效防衛台灣的能力，有沒有信心？

合計

性別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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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軍事危機下的台灣民意

非常

充分

還算

充分

不太

充分

一點也

不充分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3.5% 33.6% 26.8% 20.2% 5.9% 527 49.0%

女性 9.2% 31.3% 27.6% 20.6% 11.3% 548 51.0%

11.3% 32.4% 27.2% 20.4% 8.7% 1,075 100.0%

20~24歲 4.7% 47.1% 31.8% 5.3% 11.0% 79 7.4%

25~34歲 0.0% 40.2% 34.6% 22.2% 2.9% 173 16.3%

35~44歲 13.5% 32.4% 34.9% 15.7% 3.5% 209 19.6%

45~54歲 12.4% 28.4% 27.8% 28.4% 3.0% 196 18.4%

55~64歲 12.9% 28.1% 21.0% 28.9% 9.1% 192 18.0%

65歲及以上 18.8% 29.7% 16.6% 15.0% 19.9% 217 20.4%

11.4% 32.7% 27.1% 20.6% 8.2% 1,066 100.0%

河洛人 12.5% 34.3% 27.1% 16.9% 9.1% 791 74.5%

客家人 10.2% 34.6% 19.5% 25.6% 10.1% 130 12.2%

外省人 5.1% 23.7% 32.6% 34.1% 4.4% 120 11.3%

原住民 2.2% 3.6% 46.3% 47.8% 0.0% 21 2.0%

11.2% 32.5% 27.2% 20.5% 8.5% 1,062 100.0%

小學及以下 22.3% 33.6% 10.0% 7.3% 26.8% 128 12.0%

初中、國中 18.3% 36.0% 14.8% 17.8% 13.1% 126 11.8%

高中、高職 9.7% 28.9% 33.5% 22.0% 5.8% 296 27.6%

專科 14.3% 24.5% 31.1% 26.5% 3.7% 125 11.7%

大學及以上 5.9% 36.1% 30.9% 22.4% 4.8% 397 37.0%

11.3% 32.4% 27.2% 20.4% 8.6%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2.9% 38.6% 22.0% 25.5% 1.0% 105 9.8%

高階白領人員 9.1% 31.8% 27.6% 28.0% 3.5% 130 12.1%

基層白領人員 5.3% 26.8% 40.6% 21.1% 6.3% 246 22.9%

軍公教人員 12.8% 18.2% 38.3% 21.8% 8.9% 47 4.4%

勞工 10.2% 53.3% 16.0% 15.9% 4.7% 116 10.8%

農民 21.6% 23.0% 13.6% 21.9% 20.0% 23 2.1%

學生 0.0% 33.9% 42.2% 13.7% 10.2% 31 2.9%

家庭主婦 16.3% 30.0% 23.8% 18.9% 11.0% 148 13.8%

退休人員 16.6% 27.5% 18.0% 20.2% 17.7% 155 14.5%

無業/待業者 14.6% 38.3% 24.4% 9.7% 13.0% 72 6.7%

11.4% 32.5% 27.2% 20.4% 8.5% 1,073 100.0%

民主進步黨 24.2% 50.9% 17.0% 2.8% 5.1% 291 27.1%

中國國民黨 0.7% 18.3% 33.7% 42.7% 4.6% 174 16.2%

台灣民眾黨 2.6% 16.0% 38.4% 36.7% 6.2% 189 17.6%

時代力量 13.2% 53.9% 20.9% 8.2% 3.8% 52 4.8%

台灣基進 43.8% 37.9% 16.5% 0.0% 1.8% 46 4.3%

其他政黨 15.8% 25.3% 27.5% 31.4% 0.0% 21 2.0%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5.1% 30.6% 29.9% 18.1% 16.3% 286 26.6%

不知道 0.0% 0.0% 10.8% 28.6% 60.6% 15 1.4%

11.3% 32.4% 27.2% 20.4% 8.7% 1,075 100.0%

台北市 10.9% 32.9% 27.4% 19.4% 9.3% 117 10.8%

新北市 12.4% 30.4% 28.0% 21.0% 8.2% 186 17.3%

桃園市 5.2% 36.3% 26.2% 29.4% 2.8% 101 9.4%

台中市 7.2% 26.2% 40.9% 18.9% 6.8% 126 11.8%

台南市 17.9% 22.7% 27.1% 21.0% 11.3% 87 8.0%

高雄市 12.2% 31.7% 23.7% 20.1% 12.2% 128 11.9%

其他縣市 12.3% 37.5% 23.1% 18.1% 9.1% 331 30.8%

11.3% 32.4% 27.2% 20.4% 8.7% 1,075 100.0%

合計

職業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Q4．	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一般說來，您覺得蔡英文政府是否已經做好充分準備（包括

軍事的與非軍事的）？

合計

性別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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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軍事危機下的台灣民意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35.8% 22.9% 21.9% 13.6% 5.8% 527 49.0%

女性 23.8% 26.6% 24.1% 13.4% 12.1% 548 51.0%

29.7% 24.8% 23.0% 13.5% 9.0% 1,075 100.0%

20~24歲 30.8% 22.9% 29.9% 9.3% 7.1% 79 7.4%

25~34歲 32.6% 32.0% 19.7% 11.9% 3.8% 173 16.3%

35~44歲 39.9% 32.3% 17.2% 6.8% 3.9% 209 19.6%

45~54歲 29.9% 21.0% 26.0% 22.2% 0.9% 196 18.4%

55~64歲 26.4% 20.7% 25.6% 18.3% 9.0% 192 18.0%

65歲及以上 21.1% 20.4% 24.0% 11.3% 23.2% 217 20.4%

29.9% 25.0% 23.1% 13.6% 8.4% 1,066 100.0%

河洛人 31.5% 24.1% 22.1% 13.3% 9.1% 791 74.5%

客家人 21.5% 31.6% 26.8% 12.5% 7.6% 130 12.2%

外省人 30.1% 19.0% 26.9% 16.5% 7.5% 120 11.3%

原住民 15.1% 37.3% 26.2% 13.9% 7.6% 21 2.0%

29.8% 24.7% 23.3% 13.5% 8.7% 1,062 100.0%

小學及以下 12.9% 16.1% 26.0% 10.3% 34.6% 128 12.0%

初中、國中 32.8% 20.9% 20.7% 14.9% 10.7% 126 11.8%

高中、高職 27.9% 25.4% 24.0% 16.3% 6.4% 296 27.6%

專科 31.2% 27.2% 23.0% 14.2% 4.4% 125 11.7%

大學及以上 35.1% 27.6% 22.1% 11.8% 3.4% 397 37.0%

29.8% 24.8% 23.0% 13.5% 8.9%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37.2% 17.4% 18.2% 20.4% 6.7% 105 9.8%

高階白領人員 37.4% 24.3% 23.5% 14.8% 0.0% 130 12.1%

基層白領人員 28.9% 27.4% 26.7% 10.4% 6.5% 246 22.9%

軍公教人員 37.3% 24.8% 9.1% 26.1% 2.7% 47 4.4%

勞工 36.7% 29.2% 14.5% 12.1% 7.5% 116 10.8%

農民 17.7% 16.2% 33.2% 13.5% 19.5% 23 2.1%

學生 40.8% 45.5% 13.7% 0.0% 0.0% 31 2.9%

家庭主婦 24.7% 22.8% 28.9% 8.7% 14.9% 148 13.8%

退休人員 23.9% 22.6% 23.0% 12.7% 17.8% 155 14.5%

無業/待業者 13.7% 23.7% 26.8% 22.8% 12.9% 72 6.7%

29.7% 24.8% 22.9% 13.5% 9.0% 1,073 100.0%

民主進步黨 40.4% 24.3% 20.2% 9.2% 5.9% 291 27.1%

中國國民黨 16.7% 21.8% 33.3% 23.6% 4.6% 174 16.2%

台灣民眾黨 21.8% 32.8% 26.2% 17.0% 2.3% 189 17.6%

時代力量 35.1% 26.1% 28.0% 7.9% 2.9% 52 4.8%

台灣基進 66.1% 23.9% 8.6% 1.4% 0.0% 46 4.3%

其他政黨 55.2% 15.1% 16.2% 13.4% 0.0% 21 2.0%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23.7% 21.9% 20.6% 12.4% 21.4% 286 26.6%

不知道 20.2% 34.0% 0.0% 14.1% 31.7% 15 1.4%

29.7% 24.8% 23.0% 13.5% 9.0% 1,075 100.0%

台北市 29.5% 18.9% 23.1% 17.4% 11.0% 117 10.8%

新北市 33.6% 24.4% 22.2% 13.7% 6.1% 186 17.3%

桃園市 28.3% 33.0% 18.0% 14.3% 6.4% 101 9.4%

台中市 26.3% 24.9% 27.7% 10.1% 11.0% 126 11.8%

台南市 33.9% 17.7% 20.2% 20.3% 7.9% 87 8.0%

高雄市 31.9% 28.2% 23.8% 8.8% 7.3% 128 11.9%

其他縣市 27.3% 25.0% 23.6% 13.2% 11.0% 331 30.8%

29.7% 24.8% 23.0% 13.5% 9.0% 1,075 100.0%

合計

職業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Q7．有人說：「兩岸戰爭恐無法避免，一旦開戰，台灣內部親中勢力會作怪，不團結對外

，是一大問題。」請問您同不同意這一項說法？

合計

性別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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