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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6/21）發表六月民調報告，主題是「瘟疫與戰爭威

脅下的台灣民主」，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七十次每月例行重大議題民調。因 Omicron

疫情持續大流行，六月例行民調發表會，改成一早在基金會專屬 LINE新聞群組和官網

對外發佈。  

 

本次調查訪問期間是 2022年 6月 12-14三天；以全國為範圍的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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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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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波 Omicron疫情對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影響，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

灣人中，有高達八成四感受到這波疫情對其日常生活的影響，其中有近五成感受

特別強烈，只有一成四完全不受影響。 

 

二、關於這波疫情對台灣人工作與收入的衝擊，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

中，有五成八感覺到工作與收入受到這波疫情的衝擊，其中有三成三感覺特別強

烈，三成九則是完全不受影響。 

 

三、關於台灣人對陳時中的欣賞與不欣賞，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五

成二基本上欣賞衛福部長陳時中這個人，三成四不欣賞。 

 

四、國人是否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五成一基

本上會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三成八不會。 

 

五、關於國人對陳時中領軍的疫情指揮中心表現的評價，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

台灣人中，對衛福部長陳時中領軍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整體表現，約四

成九給 61分以上成績，二成二打剛好 60分，兩成六打不及格。整體來看，近七

成一國人給予 60分及格以上成績，平均成績 65.8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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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於六都市長的防疫表現，35.2%認為新北市長侯友宜防疫表現較好，以下依序

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27.7%，高雄市長陳其邁 24.6%，台中市長盧秀燕 15.1%，桃

園市長鄭文燦 11.8%，台南市長黃偉哲 8.7%，5.2%都不好，10%都很好，12.5%

不知道。 

 

七、關於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台灣可以跟烏克蘭一樣撐一百天嗎? 最新民意顯示，二

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五成一基本上不相信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台灣可以跟烏克蘭

一樣撐一百天以上，三成八相信；不相信者比相信者多 13個百分點。 

 

八、關於中共（中國）禁止台灣石斑魚進口，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

一成七覺得基本上合理，六成五覺得不合理。 

 

九、關於美國總統拜登 523東京談話，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三成一

基本上贊成「因怕中共（中國）打台灣，放棄追求台灣獨立」的作法，但有高達

四成八不贊成。 

 

十、關於蔡政府「為避戰，不尋求正式獨立」的政策立場，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

上台灣人中，三成一基本上贊成「因怕中共（中國）打台灣，放棄追求台灣獨

立」的作法，但有高達四成八不贊成。不贊成者比贊成者多十七個百分點。 

 

十一、 關於蔡英文總統聲望，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四成七基本上

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四成二不贊同；贊同者比不贊同者多 5.4

個百分點。 

 

十二、 關於蘇內閣施政表現滿意度，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四成六

基本上滿意蘇貞昌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四成六不滿意。 

 

十三、 關於中國國民黨的政黨形象，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六成五

認為中國國民黨比較親中，一成四認為比較親美。 

 

十四、 關於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近三成

三支持民進黨，一成八支持國民黨，一成二支持民眾黨，2.2%支持時代力量，

3.3%支持台灣基進，三成一中性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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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台灣這波 Omicron 疫情有多嚴重？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最新世界各國確診與死亡人數統計可以提供一個快速掃描。根據這項以

28天為期，每日滾動式更新的統計，6月20日美國確診人數2,954,707，死亡人數9,173，

暫居世界第一；台灣確診人數 2,003,556，死亡人數 3,706，暫居世界第二；德國確診人

數 1,160,672，死亡人數 1,851，暫居世界第三。 

 

曾經是世界防疫楷模的台灣，為何只花約兩個月時間，疫情嚴重程度就變世界第二？

更具體地說，這次 Omicron 大流行從 4 月 1 日開始起算，當日確診人數 236，累計確診

人數 23,629，累計死亡人數 853。5 月 31 日，當日確診人數 80,705，累計確診人數

2,032,983，累計死亡人數 2,255。6 月 15 日，當日確診人數 68,965，累計確診人數

3,072,432，累計死亡人數 4,546。總計，確診人數兩個半月暴增 3,048,803 人，死亡人

數遽增 3,693 人。這都是史無前例的恐怖數字，意味著台灣社會受到 Omicron 病毒肆

虐，人民的健康、自由與生命受到空前巨大的摧殘。這次新冠肺炎大流行何時會結束？

官方仍未有明確的答案。 

 

另一方面，俄烏戰爭 2 月 24 日爆發，到 6 月 3 日已經滿一百天，到昨天（6/20）

是 117 天。這場慘烈的戰爭會打到何時？戰爭可能的結果為何？目前看來撲塑迷離，各

種可能性都有，各方揣測很多，但整體看來，會走向持久戰與消耗戰，尚難輕易斷言誰

勝誰敗。 

 

甫自俄烏戰爭初起時，國際社會瞬間就湧現「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聯想，後

續相關討論與關切更蜂擁而出。台灣蔡政府第一時間出面嚴正駁斥，將其定性為假消息，

是某種認知作戰；繼之，提出「台灣不會是今日烏克蘭」的各種立論，包括今日台灣「國

際重要性有別於烏克蘭」等等。 

 

台灣政府一開始為什麼急於撇清「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說法？最可能的原因

是，二月中旬俄烏開戰前夕，國際社會瀰漫悲觀的論調，「俄烏一旦開戰，俄軍兩天就可

攻下基輔」類似說法廣泛流傳，並廣受接納。但事實並非如此，烏克蘭不但獨撐超過一

百天，還在西方援助下繼續奮戰，有希望贏得戰爭的勝利。「今日烏克蘭，會是明日台灣

嗎？」已成為一個新的問題。當中共武力犯台時，台灣會像烏克蘭一樣撐過一百天嗎？

台灣人怎麼看這個問題？ 

 

美國總統拜登 5 月 23 日在東京記者會上明確表示「一旦中國對台動武，美國將會

軍事介入以防衛台灣，這是美國的承諾」，震驚全世界。這是 2 月 24 日俄烏戰爭爆發以

後，拜登總統首次斬釘截鐵的表達美國的立場。台灣人對美軍協防台灣的信心會因此而

增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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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播出對我外交部長吳釗燮的專訪，

吳表示「（台灣）為避免戰爭，將維持現狀，不尋求正式獨立」。國內媒體同日也做出報

導，引起台灣社會關注與極度錯愕。 

  

中共（中國）有關當局 6 月 10 日發佈通知「6 月 13 日起將暫停台灣石斑魚進口」，

理由是「從去年（2021）開始，多次在台灣輸入的石斑魚中驗出禁藥，因此決定暫停進

口」。消息傳來，台灣輿情大譁，政府高層官員從總統、行政院長到農委會主委皆出面抗

議或譴責。6 月 15 日，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聲稱，「從台灣輸入大陸的冰鮮及冷凍

水產品的外包裝樣本中，檢出新冠病毒核酸陽性，按當地規定，自 10 日起暫停接受相

關企業的產品進口申報一週。」此話一出，兩岸關係再度繃緊。 

 

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時空背景下，六月全國性民調就聚焦在下列十四個重點： 

（一） Omicron 病毒大流行對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影響 

（二） Omicron 病毒大流行對台灣人工作與所得的衝擊 

（三） 台灣人對陳時中部長的欣賞程度 

（四） 台灣人是否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 

（五） 國人對陳時中領軍的疫情指揮中心表現的評價 

（六） 國人對六都市長防疫表現的評價 

（七） 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台灣會跟烏克蘭一樣撐一百天以上嗎？ 

（八） 國人對中共（中國）禁止台灣石斑魚進口的態度 

（九） 台灣人是否相信拜登總統「中國打台灣，美軍會介入」的承諾？ 

（十） 台灣人是否贊成「因怕中共（中國）打台灣，政府放棄追求台灣獨立」？ 

（十一） 蔡英文總統聲望 

（十二） 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十三） 中國國民黨的政黨形象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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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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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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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波 Omicron疫情對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影響 

 我們問：「一般說來，您的日常生活受這波疫情的影響有多大？」結果發現：22.1%

非常大，27%相當大，35.2%不太大，14.4%一點也沒影響，1.2%沒意見、不知道。換

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有高達八成四感受到這波疫情對其日常

生活的影響，其中有近五成感受特別強烈，只有一成四完全不受影響。這項發現傳達了

一個清楚的訊息，那就是，這波 Omicron 疫情對台灣社會帶來的是全面性的衝擊，只有

極少數人不受波及。初步估計有近千萬人日常生活受到明顯的影響。請參見圖 1。 

 

圖 1：這波 Omicron 疫情對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影響 

 

 

有趣的是，和去年六月相比，今年這次疫情對台灣人日常生活的衝擊竟然還不算是

最大。去年此時，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有九成四的人感受到疫情對其日常生活的衝擊，

其中有近七成感受特別強烈，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完全不受影響。 

 

然而，從確診與死亡數字比較，兩者其實有極大的差別。去年 5 月 11 日起到 7 月

21 日，兩個多月內，疫情造成確診者暴增 1 萬 4 千多例，奪走 774 條寶貴的生命；但

今年從 4 月 1 日起到 6 月 20 日，確診者超過 330 萬，死亡人數超過 4500 人，雙雙創

下台灣歷史新紀錄。請參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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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疫情對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影響：兩次比較 (2021/6、2022/6) 

 

 

 為什麼人們感受的衝擊去年比今年大？可能原因有三： 

第一，去年（2021）疫情風暴，政府隨即宣佈全國進入三級警戒，徹底落實各項

管制，如臨大敵；今年政府沒宣佈三級警戒，維持二級警戒，餐飲業、八

大照常營業； 

 

第二，去年有疫苗之亂，今年有快篩之亂，但快篩試劑不等同疫苗，不打疫苗，

生命立即受到威脅，沒有快篩，並無明顯而立即的危險； 

 

第三，去年可算是第一次爆發大流行，今年是第二次，一回生，二回熟，政府與

人民都比較有經驗應對。尤其這次政府不斷強調 Omicron 99.75%是無症狀和

輕症，人民不需恐懼的所謂「大內宣」某個程度發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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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對台灣人工作與收入的衝擊 

 我們問：「一般說來，您個人工作與收入受這波疫情的衝擊有多大？」結果發現：

14.6%非常大，17.9%還算大，25.3%不太大，39.2%一點也沒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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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成八感覺到工作與

收入受到這波疫情的衝擊，其中有三成三感覺特別強烈，三成九則是完全不受影響。如

果換算成實際人口數，大約有六百三十五萬人受到疫情強烈地影響，影響不可謂不大。

請參看圖 3、圖 4。 

 

圖 3：這波疫情對台灣人工作與收入的衝擊 （2022/6） 

 
 

圖 4：這波疫情對台灣人工作與收入的衝擊: 二次比較 （2021/6 vs.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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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去年六月相比，這次疫情對人們工作與所得的衝擊也不是最大。去年此時，二十

歲以上台灣人，七成五感受到疫情對其工作與所得的衝擊，五成感受特別強烈，今年五

成八感受到疫情對其工作與所得的衝擊，三成三感受特別強烈。此外，去年約二成覺得

疫情對他/她完全沒有影響，今年則有近四成，相差近一倍。整體來講，兩次疫情風暴對

個人經濟生活的衝擊，不論就規模或強度，都有明顯的不同。當然，這波 Omicron 大流

行還在高原期，未來還會出現什麼狀況，值得繼續觀察。 

 

 

三、台灣人對陳時中的欣賞與不欣賞 

 我們問：「衛福部長陳時中擔任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差不多兩年半，一般說來，您

欣不欣賞他這個人？」結果發現：17.6%非常欣賞，34.1%還算欣賞，19.5%不太欣賞，

14.5%一點也不欣賞，14.3%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

歲以上台灣人中，五成二基本上欣賞衛福部長陳時中這個人，三成四不欣賞。這項發現

清楚傳遞了一個訊息，那就是，目前台灣成年人有略微過半欣賞陳時中，但不欣賞的也

大有人在。這項發現對衛福部長陳時中很可能不是好消息，因為台灣一般政治人物都有

可能獲得這樣的民意反應。請參見圖 5。 

 

圖 5：台灣人對陳時中的欣賞與不欣賞 （2022/6） 

 

  



7 

與去年八月相比，可發現陳時中部長的人氣出現大幅下滑的現象。根據台灣民意基

金會去年八月使用「感情溫度計」的調查，五成九對陳時中的感情溫度是 51 度以上，

也就是有熱度、有好感、欣賞的意思；一成六沒有感覺，二成二對他的感覺是 49 度以

下，也就是，有反感、不欣賞或失溫的狀態。2022 年 6 月，我們用較一般的問法，直

接問受訪者「欣不欣賞」，兩者意思相近是可以做比較的。結果發現，時隔十個月，欣賞

陳時中的人減少 6.7 個百分點，不欣賞陳時中的人增加 11.6 個百分點，沒感覺的減少

2.7 個百分點。如果和 2020 年五月相比，就簡直是天壤之別了。請參見圖 6。 

 

圖 6：台灣人對衛福部長陳時中的感覺：最近兩次比較 (2020/5、2021/8) 

 

 

整體來看，衛福部長兼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人氣顯著下滑，已是不爭的事實，

箇中原因為何？值得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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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人是否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 

 我們問：「新冠肺炎（又稱武漢肺炎）爆發兩年多，一般說來，您會不會以台灣政府

防疫表現為榮？」結果發現：51.2%會，38%不會，10.8%很難說、不知道。換言之，

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五成一基本上會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三成八不

會。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很微妙的訊息，那就是，多數台灣人此刻仍然以政府防疫表現

為榮，但規模與強度已明顯大不如前，而三成八成年人不會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也說

明蔡政府兩年半實際防疫政策與作為已累積社會可觀的不滿與爭議。請參見圖 7。 

 

圖 7：國人是否以政府的防疫表現為榮？（2022/6）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有趣的發現： 

 

第一，從年齡層看，年紀越輕，似乎越傾向會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具體地講，20-

44 歲有過半數人會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但 45 歲以上者就沒有這種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55-64 歲，有四成七不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以政府防疫表

現為榮者只有四成六； 

 

第二，從教育背景來看，教育程度越高似乎較不會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具體地講，

高中/高職及以下教育程度者有過半數會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但專科、大學

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對是否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就顯得較為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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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政黨背景來看，民進黨和台灣基進支持者，八、九成都會說以政府防疫表

現為榮，但國民黨與民眾黨支持者正好相反，七成左右說不會；時代力量支

持者則是一半一半。中性選民也是看法分歧，但不會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者

略多一些。 

 

第四，也是最後，從傳統地理區域劃分來看，雖然每一個區域都呈現出多數會以政

府防疫表現為榮，但只有三個區域超過半數，那就是，中彰投、高屏澎、基

宜花東金馬；另有四個區域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者沒超過半數，包括台北市、

新北市、桃竹苗和雲嘉南。 

 

整體來講，自 2020 年初到 2021 年 4 月，台灣因傑出的防疫表現曾經被國際社會

讚揚，公認是世界防疫楷模，台灣人民與政府也以此為榮為傲。2021 年 5 月，英國 Alpha

病毒大舉入侵，造成短時間內一萬四千人染疫，774 人死亡，過程中暴露政府疫苗準備

嚴重不足，沒有深思熟慮的錯誤疫苗政策引起學界和社會嚴重質疑，最後終賴美日等國

和民間企業及宗教團體出面合力解決疫苗短缺危機，凡事超前部署的蔡政府防疫神話於

焉毀於一旦。 

 

這次 2022 年四月爆發的疫情大流行，政府雖看似有備而來，提出「新台灣模式」，

期盼「重症清零、管控輕症、回歸正常生活」，但過程中的快篩之亂、兒童疫苗之亂、口

服藥之亂、火化之亂等等，讓不少百姓對政府防疫效能大失所望，如今只剩勉強過半數

國人還對政府防疫表現為榮。 

 

 

五、國人對陳時中領軍的疫情指揮中心表現的評價 

 我們問：「面對這次疫情危機，衛福部長陳時中領軍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整

體表現，您會給幾分？」（說明：請用 0 到 100 來表示，0 分表示成績最差，100 分表

示成績最好，60 分表示及格）」 

 

結果發現：36.2%認為非常好，打 80 分以上；12.3%認為還算好，打 61-79 分；

22%認為表現普通，只給 60 分；13.8%認為不太好，打 50-59 分；12.1%認為非常不

好，打 0-49 分；3.6%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

對衛福部長陳時中領軍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整體表現，約四成九給 61 分以上

成績，二成二打剛好 60 分，兩成六打不及格。整體來看，近七成一國人給予 60 分及格

以上成績，平均成績 65.86 分。請參看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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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個月相比，請參見圖 9，可以清楚看到四個不同： 

 第一，上個月，只有六成公民給出 60 分以上及格成績，這個月有七成一的人給出

同樣的成績，也就是說，一個月內搶回一成一國人的肯定與支持；一成一如果換算成公

民人數，大約是 210 萬人左右； 

 

 第二，上個月，國人打出平均成績是 59.53 分，這個月回升到 65.86 分，從不及格

進步到及格； 

 

 第三，上個月，只有 27.7%國人給出非常好，也就是 80 分以上，這個月有 36.2%

給出同樣成績；換言之，陳時中所領導疫情指揮中心「鐵粉」，一個月回流 8.5 個百分

點，約等於實際人口數 165 萬人左右； 

 

 第四，上個月，只有 35.3%國人打不及格以下分數，這個月只有 25.9%打不及格分

數。 

 

圖 8：國人對陳時中領軍的疫情指揮中心表現的評價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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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國人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整體表現的評價：最近兩次比較 

(2022/5、2022/6) 

 

 

總的來說，這些數據代表過去一個月國人對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表現評價出現轉圜，

這是一種整體社會心情的轉變，簡直就是「奇蹟式的扭轉」。不過，從一個較長期的眼光

看，國人本月打出 65.86 分，和過去八次相比是第六，也是成績較差的一次。也意味當

前政府的防疫表現並未獲得台灣民眾高度的肯定。請參見圖 10。 

 

圖 10：國人對陳時中所領導「疫情指揮中心」整體表現評價趨勢 （2020/2~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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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於六都市長的防疫表現 

 我們問：「當這波疫情爆發時，全國 6 都 16 縣市首長都扮演重要角色。到目前為

止，在六都市長當中，包括柯文哲、侯友宜、鄭文燦、盧秀燕、黃偉哲、陳其邁，您覺

得誰防疫表現較好？（可複選，最多三位）」 

 

結果發現：35.2%認為新北市長侯友宜防疫表現較好，以下依序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27.7%，高雄市長陳其邁 24.6%，台中市長盧秀燕 15.1%，桃園市長鄭文燦 11.8%，台

南市長黃偉哲 8.7%，5.2%都不好，10%都很好，12.5%不知道。換句話說，最新民意

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眼中，六都市長防疫表現最受肯定的是新北市長侯友宜；第

二是台北市長柯文哲，落後侯友宜 7.5 個百分點；第三是高雄市長陳其邁，落後柯文哲

3.1 個百分點；第四是台中市長盧秀燕，落後陳其邁 9.5 個百分點；第五是桃園市長鄭

文燦，落後盧秀燕 3.3 個百分點；第六是台南市長黃偉哲，落後鄭文燦 3.1 個百分點。

請參見圖 11。 

 

與上個月相比，六都市長防疫表現整體排序沒有改變，雖然個別受肯定度有小幅改

變：首先，新北市長侯友宜仍居第一，但受肯定度下降 1.1 個百分點；第二，台北市長

柯文哲近期在防疫工作上高調槓上中央，受肯定度基本不變，略增 0.2 個百分點；第三，

高雄市長陳其邁防疫表現主動積極，展現旺盛企圖心，受肯定度降低 2.3 個百分點；第

四，台中市長盧秀燕受肯定度下降 1 個百分點，穩坐第四；第五，桃園市長鄭文燦防疫

受肯定度上升 2.2 個百分點，續坐第五；第六，台南市長黃偉哲受肯定度略升 1.6 個百

分點，仍敬陪末座。請參見圖 12。 

 

圖 11：國人眼中六都市長的防疫表現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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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國人眼中六都市長的防疫表現:最近兩個月比較 (2022/5、2022/6)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四點值得一提： 

 

 首先，從年齡層的角度看，在 20-34 歲公民眼中，柯文哲的防疫表現最好，第二是     

侯友宜，陳其邁第三；在 35-54 歲公民眼中，侯友宜第一，柯文哲第二，陳其邁第   三；

在 55-64 歲公民眼中，侯友宜第一，陳其邁第二，柯文哲第三；65 歲以上公民眼中，侯

友宜第一，陳其邁第二，鄭文燦第三。黃偉哲在各年齡層中所獲得的推崇都不     顯

眼。  

 

 第二，從教育背景的角度看，在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眼中，侯友宜與柯文哲防疫

表現並列第一，都獲 38.8%的肯定；在專科及高中/高職教育程度者眼中，侯友宜第一，

柯文哲第二，陳其邁第三；在初/國中教育程度者眼中，侯友宜第一，陳其邁第二，黃偉

哲第三；在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眼中，陳其邁第一，侯友宜第二，鄭文燦第三。 

 

         第三，從不同政黨支持者眼中看，會看到不同的結果。民進黨支持者眼中，五

      成認為陳其邁防疫表現較好，二成六認為鄭文燦較好，兩成一認為侯友宜較好；國民

      黨支持者眼中，六成二認為侯友宜較好，四成認為柯文哲較好，三成二認為盧秀燕較

      好；在民眾黨支持者眼中，六成一認為柯文哲較好，五成認為侯友宜較好，三成一認

      為盧秀燕較好；在中性選民眼中，三成一認為侯友宜較好，二成五認為柯文哲較好，

      一成二認為陳其邁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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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也是最後，從 6 都 16 縣市角度看，有一個有趣現象值得一提。理論上，六

      都市長防疫表現評比時，六都市長在各自選區選民眼中理應具有主場優勢，除非六都 

      市長中有人表現特別好，而生例外情形。在六月民調中，有五都市長在各自地盤上皆

      獲選民推崇為防疫表現較好，只有台北市柯文哲市長例外，他在台北市排名第三，落

      後於侯友宜和陳其邁，這可能和近月台北市長選戰氣氛升高有關。但他同時在新北

      市、台中市名列第二，在高雄與桃園名列第三，在台南市名列第四。 

 

綜合來講，自 2021 年 5 月開始到 2022 年 6 月，一連六次的全國性調查，台灣人

眼中六都市長防疫表現優劣已經有了定見，這個定見基本上是將六都市長分為前段班與

後段班，前段班包括侯友宜、柯文哲和陳其邁；後段班包括盧秀燕、鄭文燦和黃偉哲。

值得注意的是，新北市長侯友宜在六次調查中，都拔頭籌，名列第一，但肯定他的人卻

一路下滑，包括六月這一次。從某個角度看，侯友宜似乎很耐打，最近因「恩恩事件」，

恩爸鍥而不捨地追究真相，侯友宜和市府消防局深陷爭議，民進黨與媒體名嘴質問聲音

不斷，風雨中卻只掉一個百分點，迄今沒傷到筋骨。 

 

圖 13：國人眼中六都市長的防疫表現趨勢 （2021/5~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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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台灣可以跟烏克蘭一樣撐一百天嗎? 

當俄烏戰爭初起時，國際社會瞬間湧現「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聯想，後續相

關討論與關切更蜂擁而出，迄今仍是國際政學與媒體界熱門話題。比較突兀的是，台灣

蔡政府第一時間出面嚴正駁斥，將其定性為假消息，宣稱是認知作戰；繼之，提出「台

灣不會是今日烏克蘭」的各種立論，包括今日台灣「國際重要性有別於烏克蘭」等等。 

 

蔡政府一開始為什麼急於撇清「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說法？可能的原因不外

是當局擔心台灣社會民心動盪不安。特別是二月中旬俄烏開戰前夕，國際社會瀰漫一片

悲觀論調，「俄烏一旦開戰，俄軍兩天就可攻下基輔」類似說法廣泛流傳，也廣受接納。

但事後證明並非如此，烏克蘭不但獨撐超過一百天，還在西方全面援助下繼續奮戰，甚

至有希望贏得戰爭的勝利。如今「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意涵已經大不相同。「當中

共武力犯台時，台灣會像烏克蘭一樣撐過一百天嗎？」這是一個新的問題，台灣人怎麼

看這個問題？台灣會是明日烏克蘭嗎？ 

 

 我們問：「俄烏戰爭爆發到現在已經超過一百天，烏克蘭還在辛苦作戰中。如果中

共（中國）武力犯台，您相信台灣會跟烏克蘭一樣撐一百天以上嗎？」結果發現：17.2%

非常相信，20.6%還算相信，28.6%不太相信，22.4%一點也不相信，11.2%沒意見、不

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五成一基本上不相信如

果中共武力犯台，台灣可以跟烏克蘭一樣撐一百天以上，三成八相信；不相信者比相信

者多 13 個百分點。請參見圖 14、圖 15。 

 

圖 14：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台灣可以跟烏克蘭一樣撐一百天嗎? （2022/6） 

 



16 

圖 15：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台灣可以跟烏克蘭一樣撐一百天嗎? （2022/6） 

 

 

這項發現透露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過半數台灣成年人不相信台灣可以跟烏

克蘭一樣浴血苦戰一百天，還繼續奮戰，三成八的人相信，但只有一成七非常相信。簡

單地說，過半數台灣人傾向認為台灣不如烏克蘭，沒辦法支撐那麼久，只有較少數的台

灣人相信台灣可以和烏克蘭一樣撐那麼久。這個發現意義重大。 

 

 深入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從性別看，二十歲以上台灣男性中，四成七相信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台灣

       可以跟烏克蘭一樣撐一百天以上，四成六不相信；此外，在女性方面，二

       成九相信，五成六不相信。 

 

第二，從年齡層看，每一個年齡群組都出現多數人不相信「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台

灣可以跟烏克蘭一樣撐一百天以上」。具體地講，20-24 歲，六成二不相信，

三成三相信；25-34 歲，五成不相信，四成七相信；35-44 歲，五成七不相

信，三成八相信；45-54 歲，五成不相信，四成二相信；55-64 歲，五成五

相信，三成五不相信；65 歲以上，四成一不相信，三成二相信。 

 

第三，從省籍族群看，河洛人方面，四成七不相信，四成一相信；客家人方面，五

成不相信，四成相信；外省族群方面，七成九不相信，一成八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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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從教育程度看，教育程度越高，似乎越傾向不相信「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台灣可以跟烏克蘭一樣撐一百天以上」。以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為例，五

       成九不相信，三成八相信，3.4%不知道；在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中，三

       成二不相信，二成五相信，四成二不知道。 

 

 第五，從政黨支持傾向看，民進黨支持者中，六成二相信，二成九不相信；國民

       黨支持者中，二成二相信，七成二不相信；民眾黨支持者中，三成一相

       信，六成九不相信；中性選民中，二成一相信，五成九不相信。 

 

 第六，從 6 都 16 縣市角度看，都呈現多數人不相信「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台灣可

       以跟烏克蘭一樣撐一百天以上」，包括台南市與高雄市，或整個南台灣民進

       黨大本營，雲嘉南與高屏地區。 

 

這樣的民意反應，值得各方重視。台灣民意基金會五月民調顯示「面對中共可能武

力犯台，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約五成台灣人不認為蔡政府已經做好充分準備，三成

三持相反看法」，兩者前後呼應，有脈絡可循。因此，根本問題還是「政府是否已經準備

好應對中共武力犯台」，人民的信心主要來自政府有沒有能力回應中共武力犯台。但到

今天為止，台灣人民還沒看到政府已經準備好，這才是問題的根源。 

 

 

八、中共（中國）禁止台灣石斑魚進口的民意反應 

中共（中國）有關當局 6 月 10 日發佈通知「6 月 13 日起將暫停台灣石斑魚進口」，

理由是「從去年（2021）開始，多次在台灣輸入的石斑魚中驗出禁藥，因此決定暫停進

口」。消息傳來，台灣輿情大譁，政府高層官員從總統、行政院長到農委會主委皆出面抗

議或譴責。6 月 15 日，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聲稱，「從台灣輸入大陸的冰鮮及冷凍

水產品的外包裝樣本中，檢出新冠病毒核酸陽性，按當地規定，自 10 日起暫停接受相

關企業的產品進口申報一週。」此話一出，兩岸關係再度繃緊。 

 

 我們問：「中共（中國）當局兩天前宣佈將從 6月 13日起禁止台灣石斑魚進口，您

覺得中共當局這項作為合不合理？」結果發現：3.2%非常合理，13.4%還算合理，31.5%

不太合理，33.3 一點也不合理，18.5%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

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一成七覺得基本上合理，六成五覺得不合理。這項發現傳達

了一項清楚的訊息，那就是，絕大多數台灣成年人對中共（中國）突然宣佈禁止台灣石

斑魚出口一事覺得無理，只有很少數的人覺得合理。這意味中共當局此一政策措施已在

台灣社會內部引起相當普遍的、直覺的不滿。請參見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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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中共（中國）禁止台灣石斑魚進口的台灣民意反應 （2022/6） 

 

 

 進一步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第一，從年齡層看，不分老少，每一個年齡群組都呈現一面倒地認為中共（中國）

當局禁止台灣石斑魚進口不合理；其中尤其以 20-24 歲有高達七成三，55-

64 歲有七成一，最凸顯。 

第二，從省籍族群角度看，不分河洛人、客家人或外省人，都一面倒地認為中共（中

國）當局此舉不合理，連一向對中共當局相對友善的外省族群也有五成六認

為此舉不合理。 

 

第三，從教育背景看，不分教育程度高低，每一種教育程度者都一面倒地認為中共

（中國）當局此舉不合理；例如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有六成三認為中共當

局此舉不合理，其中更有三成一強烈不以為然。 

 

第四，從政黨背景看，不分哪一黨支持者，都呈現一面倒地認為中共（中國）當局

禁止台灣石斑魚進口不合理；即便是中性選民也有五成四持同樣的看法。 

 

第五，也是最後，從 6 都 16 縣市角度看，每一個地區都呈現一面倒地認為中共（中

國）當局禁止台灣石斑魚進口不合理；南部人的反應更是強烈，例如台南市

和高雄市都有近七成的人對中共當局此舉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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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講，中共（中國）當局這次禁止台灣石斑魚進口，已引起廣大台灣民 眾

不平的感覺，就像近幾年中共當局禁止台灣水果如鳳梨、釋迦、蓮霧等水果進 口

一樣，都給人一種「找碴」的感覺，往往引起可觀的政治效應而有利台灣執政 當

局。這次中共當局再禁台灣石斑魚進口，很明顯地已激發「石斑魚效應」，未來 此

種效應會不會繼續擴大？值得觀察。 

 

 

九、美國總統拜登 523東京談話的台灣民意反應 

美國總統拜登 5 月 23 日在東京記者會上明確表示「一旦中國對台動武，美國將會

軍事介入以防衛台灣，這是美國的承諾」，震驚全世界。這是 2 月 24 日俄烏戰爭爆發以

後，拜登總統首次斬釘截鐵的表達美國的立場。 

 

 我們問：「美國總統拜登 5月 23日在東京明確表示「中國如果武力犯台，美軍會介

入保衛台灣」，請問您相不相信他這項承諾？」結果發現：10.5%非常相信，29.9%還算

相信，28.8%不太相信，22.1%一點也不相信，8.7%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

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四成基本上相信美國拜登總統的承諾，五成一不

相信。這項發現傳遞了一個清楚的訊息，那就是，儘管拜登總統非常正式且堅定地表示

「中國武力犯台，美國一定會軍事介入」，但相信他的台灣成年人仍相對是少數，多數人

傾向不相信。請參見圖 17、圖 18。 

 

圖 17：美國總統拜登 523 東京談話的台灣民意反應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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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美國總統拜登 523 東京談話的台灣民意反應 (2022/6) 

 

 

圖 19 是近兩年台灣民意基金會所做的五次全國性調查結果，焦點都放在「如果中

共武力犯台，美軍會不會協防台灣？」，雖然歷次遣詞用字有些微不同，但意思都一樣，

因此可以做有意義的比較。從整體趨勢看，可以清楚看出，2022 年 3 月台灣人對「中

共（中國）如果武力犯台，美軍是否會協防台灣？」態度出現一百八十度大翻轉，從原

本高達六成到六成五的信心，突然掉落只剩不到三成五，而原本就存疑的人從三成上下

一舉飆升到五成五上下，單一最重要原因就是俄烏戰爭爆發。 

 

2022 年 5 月 23 日，拜登總統的東京談話是有重大宣示意義的，他斬釘截鐵地表示

「中國如果出兵攻打台灣，美軍一定會介入，因為我們對台灣有承諾，中國也無權那麼

做。」拜登談話後，最新民調確實顯示，台灣人對美軍重要時刻會協防台灣的信心提昇

了，具體地說是增加 4.1 個百分點，而原本存疑的人則降低 2.9 個百分點，在當前詭譎

多變的兩岸軍事情勢下，台灣人對美軍信心增強不但是好事，更是一件重要的事，雖然

和 2022 年三月以前有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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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台灣人對美國是否會派兵協防台灣的態度：五次比較 

[2020/9~2022/6] 

 

 

 

十、關於蔡政府「為避戰，不尋求正式獨立」的民意反應 

5 月 24 日，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播出對我外交部長吳釗燮的專訪，

吳表示「（台灣）為避免戰爭，將維持現狀，不尋求正式獨立」。國內媒體同日也做出報

導，引起社會高度關注與錯愕。 

 

 我們問：「外交部長吳釗燮最近公開對美國社會表示「為避免戰爭，蔡政府不會追

求正式台灣獨立」。請問，您贊不贊成「因怕中共（中國）打台灣，放棄追求台灣獨立」？」

結果發現：8.1%非常贊成，23.3%還算贊成，29.7%不太贊成，18%一點也不贊成，14.9%

沒意見，6%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三成一基

本上贊成「因怕中共（中國）打台灣，放棄追求台灣獨立」的作法，但有高達四成八不

贊成。不贊成者比贊成者多十七個百分點。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

大多數台灣人並不贊成「為避戰，不尋求正式獨立」的蔡政府立場。顯然，蔡政府在這

個重大議題上已站在社會主流民意的對立面。請參見圖 20、圖 21。 

 

 進一步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從年齡層看，每一個年齡群組都呈現相當程度一面倒不贊成「因避戰，不尋

求正式獨立」的立場，其中尤其以 20-34 歲年輕人最多。具體地講，20-24 歲，五成九

不贊成，三成六贊成；25-34 歲，五成一不贊成，三成四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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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從省籍族群看，不論是河洛人、客家人或外省人，不贊成「因避戰，不尋求

正式獨立」者都佔明顯多數。其中尤其以外省族群最顯眼，五成二不贊成，二成五贊成。 

 

 第三，從教育程度看，不論哪一種教育背景，不贊成「因避戰，不尋求正式獨立」

都是明顯多數。例如，在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四成八不贊成，三成七贊成。高中/高

職教育程度者，五成二不贊成，二成七贊成。 

  

 第四，從政黨支持傾向看，民進黨、國民黨、時代力量、台灣基進、和中性選民都

呈現多數人不贊成「為避戰，不尋求正式獨立」的作法，只有民眾黨支持者贊成的居多

數。具體地講，民進黨支持者，五成七不贊成，二成七贊成；國民黨支持者，五成一不

贊成，三成二贊成；民眾黨支持者，四成二不贊成，五成贊成；中性選民，三成七不贊

成，二成九贊成。 

 

 第五，也是最後，從 6 都 16 縣市角度看，除了桃園市贊成多於不贊成外，其他 5

都 16 縣市都呈現多數不贊成的現象。 

 

圖 20：蔡政府「為避戰，不尋求正式獨立」的民意反應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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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蔡政府「為避戰，不尋求正式獨立」的民意反應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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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蔡英文總統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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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非常贊同，33.5%還算贊同，24.5%不太贊同，

17.4%一點也不贊同，10.8%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

歲以上台灣人中，四成七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四成二不贊同；

贊同者比不贊同者多 5.4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儘管蔡

總統治國方式仍獲多數人認可，但國人對她的國家領導方式，包括用人及重要政策作為，

看法明顯出現分歧，贊同與不贊同只有五個百分點的差距。請參見圖 22。 

 

圖 22：蔡英文總統聲望 （2022/6）

 

 

與上個月相比，蔡英文總統聲望沒有明顯起伏，「總統職務表現贊同率」（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ing）47.3%，略增 1.1 個百分點，而「總統職務表現不贊同率」

（Presidential Job Disapproval Rating）41.9%，上升 2.4 個百分點。這一來一往，使

得贊同她處理國家大事方式的人比不贊成者多 5.4 個百分點，與比上個月少 1.3 個百分

點。值得注意的是，本月因 Omicron 疫情大爆發，確診者與死亡數空前激增，蔡總統民

意支持度本預期顯著下跌，但因中共（中國）禁止台灣石斑魚進口效應適時發酵，反而

逆向上升一個百分點。請參見圖 22。 

 

從中短期蔡英文總統聲望的變化看，她已經連續三個月民意支持度低於百分之五十，

且不贊同她總統職務表現的人自三月以來已經增加 8.5 個百分點，整體情勢頗類似 2021

年 5 月的狀況。後續發展，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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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蔡英文總統聲望：最近兩次比較 (2022/5、2022/6) 

 

 

整體來看，蔡總統聲望持續走低，最主要是 Omicron 疫情嚴重爆發，政府防疫效能

備受質疑所致。這從只有略為過半數國人會以政府防疫表現為榮、人民只給疫情指揮中

心防疫表現 65.86 分、只剩 51.7%公民表示欣賞指揮官陳時中等等，即可見一斑。一言

以蔽之，蔡政府一向引以為榮的防疫表現如今已成過眼雲煙，不再受人民津津樂道。直

接的衝擊就是，民進黨將不再能高舉傑出防疫表現的大旗衝鋒陷陣，執政黨在 2022 九

合一地方選舉中少了強大的防護罩，卻多了不少可引起社會強烈共鳴的防疫缺失和罩門。 

 

其實，蔡總統聲望持續走低，本身就是影響選舉過程與結果的重要變數。總統聲望

高，一呼百應，近悅遠來，會產生強大風行草偃效應，成為選戰過程的王牌；總統聲望

低，選民退避三舍，同黨候選人避之唯恐不及，最遭的是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當然，

以蔡英文總統目前四成七的民意支持度，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壞，和 2020 年一整年不

能比，但比起 2018 年 6 月悲慘歲月就好太多了。請參見圖 24、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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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蔡英文總統聲望趨勢 [2020/1~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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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蔡英文總統聲望長期趨勢 [2016/5~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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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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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非常滿意，35.5%還算滿意，22.1%不太滿意，23.6%一點也不滿意，

7.9%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四成六

基本上滿意蘇貞昌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四成六不滿意。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強烈的訊

息，那就是，台灣人對行政院長蘇貞昌所領導內閣的施政表現，一半滿意，一半不滿意，

雙方看法嚴重分歧；此外，非常不滿意者有二成四，非常滿意者只有一成一。這對蘇內

閣而言絕非好消息。請參看圖 26。 

 

圖 26：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2022/6） 

 

 

和上個月相比，社會大眾對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反應，沒有大的不同。滿意者略

增 0.7 個百分點，不滿意者增加 1.5 個百分點。這一來一往，使得原本滿意者比不滿意

者多 1.5 個百分點，如今已被壓縮為 0.7 個百分點。從另一個角度看，蘇內閣也可能是

中共「石斑魚效應」受益者，因這項因素使蘇內閣滿意度不減反增。請參見圖 27。 

 

從長期觀點看，蘇內閣目前又走到一個新的關口，滿意度比不滿意度只多 0.7 個百

分點。蘇內閣能夠安然渡過 Omicron 疫情難關嗎？關關難過關關過，曾被用來形容蘇內

閣三年多來的經歷，但這次過得去嗎？此外，內閣施政滿意度是中央執政表現好壞的指

標，對地方選情往往影響重大，2018 年就是民進黨最難忘的例子。目前看來，蘇內閣狀

況不可能比 2018 年差，但能多好？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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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最近兩次比較 (2022/5、2022/6) 

 
  

 進一步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從年齡層看，20-34 歲及 65 歲以上公民多數滿意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但

35-64 歲公民有過半數的人對蘇內閣施政表現不滿意；這無疑是一個警訊。 

 

第二，從教育背景看，初中/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中，多數滿意蘇內閣施政表現，

但高中/高職、專科、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卻多數不滿意蘇內閣施政表現； 

 

第三，從政黨背景看，民進黨、時代力量、台灣基進一面倒滿意蘇內閣施政表現，

但國民黨、民眾黨則正好相反；中性選民感受或許更有指標意義，三成四滿

意，四成八不滿意。 

 

第四，從傳統七大地理區域看，台北市、新北市、桃竹苗和基宜花東金馬多數不滿

意蘇內閣施政表現，中彰投、雲嘉南和高屏澎則多數表示滿意。一言以蔽之，

北台灣和中南部民眾的感受的確有不同。 

 

總的來說，對於蘇貞昌內閣整體施政表現，滿意者和不滿意者旗鼓相當，但為什麼

多數青、中、壯年及中高教育者開始對蘇內閣的施政表現不滿意？值得蘇內閣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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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趨勢 [2019/2~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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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關於中國國民黨的政黨形象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六月初訪美，過程中發表不少引發外界關注的言論。中國國民黨

究竟是是親中的政黨，還是親美的政黨？就是其中之一。根據媒體報導，6 月 6 日朱立

倫對外表示：「國民黨從來不是一個「Pro-China」的政黨，國民黨是「Pro-USA」、「Pro-

America」，這是非常清楚的，親美路線從國民黨創黨開始，歷任執政，即便在野都是親

美立場」。政黨形象對任何政黨的生存發展來說都至關重要；客觀上，政黨形象涉及政黨

的傳統、信念、價值、重大政策立場與平日的表現；主觀上，政黨形象存在於一般社會

大眾心裡，牽涉的是一般選民的認知與判斷。因此，當朱立倫強調國民黨是親美的政黨，

而不是親中的政黨，那是一個「經驗性問題」（Empirical question），是可以測試的。 

 

 我們問：「一般說來，在您印象中，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比較親中（親近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政黨，或比較親美（親近美國）的政黨？」結果發現：64.9%比較親中，13.9%

比較親美，12.7%沒意見，8.5%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

台灣人中，六成五認為中國國民黨比較親中，一成四認為比較親美。這項發現傳遞了一

個清楚的訊息，那就是，在絕大多數台灣人眼中國民黨是一個親中政黨，只有一成四認

為國民黨是一個親美的政黨。從另一個角度看，當有六成五國人認為國民黨是一個親中

政黨時，顯示這已經是台灣社會的基本共識。請參見圖 29。 

 

圖 29：中國國民黨的政黨形象：親中 vs.親美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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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個發現值得注意： 

 首先，從政黨背景來看，國民黨支持者中，四成九認為國民黨比較親中，二成六認

為比較親美，二成四不知道；民進黨支持者中，八成七認為國民黨比較親中，6.6%認為

比較親美；民眾黨支持者中，七成二認為國民黨比較親中，一成八認為比較親美；時代

力量支持者中，九成七認為國民黨比較親中，而台灣基進支持者中百分之一百認為國民

黨比較親中；中性選民中，四成四認為國民黨比較親中，一成五認為比較親美。 

 

第二， 第二，從年齡層來看，不分老少，都一面倒認為國民黨比較親中，較少認

為國民黨比較親美；例如，25-44 歲，七成五以上認為國民黨比較親中，一

成二左右認為比較親美。 

 

第三，從教育背景來看，不分教育程度高低，都一面倒認為國民黨是親中政黨，較

少人認為國民黨比較親美。例如，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七成認為國民黨

比較親中，一成八認為比較親美。 

 

第四，從職業背景看，在十類不同職業背景選民中，包括自營商/企業主、高階白領

人員、基層白領人員、軍公教人員、勞工、農民、學生、家庭主婦、退休人

員、及無業/待業者，每一類都呈現一面倒認為國民黨比較親中，較少數人認

為比較親美。例如，自營商/企業主七成四認為國民比較親中，一成四認為比

較親美；軍公教人員中，六成九認為國民黨比較親中，一成六比較親美；家

庭主婦中，五成六認為比較親中，8%認為比較親美，三成六不知道。 

 

第五，也是最後，從 6 都 16 縣市角度看，每一個地區都呈現一面倒地認為國民黨

比較親中，只有少數人認為比較親美。例如，新北市選民中，七成七認為國

民黨親中，7.7%認為比較親美；高雄市選民中，七成認為國民黨比較親中，

一成認為比較親美。 

 

總的來講，政黨形象乃選民心中的圖像，並非一天造成的，要改變，需要相當時日

才做得到。以今天台灣選民的集體政治取向或態度來說，親美遠比親中 受歡迎，這是

很難改變的事實。政黨形象不受歡迎，改形象是對的，但那意味著 黨需要大改造，而

這無疑是一項巨大的政治工程，也絕非一蹴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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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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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民主進步黨，17.9%中國國民黨，11.6%台灣民眾黨，2.2%時代力量，3.3%

台灣基進，1.1%其他政黨合計，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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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近三成三支持民進黨，一成八支持國民黨，

一成二支持民眾黨，2.2%支持時代力量，3.3%支持台灣基進，三成一中性選民。請參見

圖 30。 

 

圖 30：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 （2022/6） 

 
 

 與上個月相比，請參見圖 31、圖 32，台灣人六月政黨支持傾向出現戲劇性轉變： 

第一、自三月政黨支持度連兩個月重挫共 10.5 個百分點後，民進黨本月可能受惠

於「石斑魚效應」，谷底反彈，飆升七個百分點，穩做第一大黨位置； 

 

第二、中國國民黨上揚 3.8 個百分點，很可能是因朱立倫美國行，公開拋棄長期親

中立場，主張改走親美路線，不但意外搶回第二大黨位置，也一舉脫離長達

五個月支持度躺平的困境； 

 

第三、民眾黨本月重挫 5.5 個百分點，跌回第三大黨的老位置，這很可能是因為藍

白支持者有越來越高的重疊性和共變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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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台灣基進支持度流失三分之一，1.7 個百分點；時代力量支持度腰斬，減少

2.8 個百分點，已落後台灣基進；這再一次顯示，民進黨與兩個小黨之間也

有支持者重疊性與共變性的問題。 

 

第五、中性選民規模基本上沒有改變，只略增 0.7 個百分點，繼續維持在高檔狀態。 

 

圖 31：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最近兩次比較 (2022/5、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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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台灣三個主要政黨支持趨勢 [2019/8~2022/6] 

 



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宜蘭縣 21 2.0%

新竹縣 25 2.4%

苗栗縣 25 2.3%

彰化縣 58 5.4%

南投縣 23 2.1%

雲林縣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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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10.6%

高雄市 129 11.9%

新北市 186 17.3%

台中市 127 11.8%

台南市 87 8.1%

桃園市 102 9.5%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7 0.6%

1,079 100.0%

非常大 238 22.1%

相當大 292 27.0%

不太大 380 35.2%

一點也沒有影響 156 14.4%

沒意見 11 1.0%

不知道 3 0.2%

1,079 100.0%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市？

合計

過去兩個月，台灣奧秘克戎（Omicron）疫情全面爆發，確診者逼近300萬人，死亡人數也超過

3千人，我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

Q2．一般說來，您的日常生活受這波疫情

的影響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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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6月 12日 至 111年 6月 14日 

有效樣本：1,079人 

抽樣誤差：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約 ± 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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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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大 158 14.6%

相當大 193 17.9%

不太大 273 25.3%

一點也沒有影響 423 39.2%

沒意見 21 1.9%

不知道 11 1.1%

1,079 100.0%

非常欣賞 190 17.6%

還算欣賞 368 34.1%

不太欣賞 210 19.5%

一點也不欣賞 157 14.5%

沒意見 142 13.1%

不知道 11 1.1%

拒答 1 0.1%

1,079 100.0%

會 552 51.2%

不會 411 38.0%

很難說 76 7.1%

不知道 40 3.7%

1,079 100.0%

平均值
0~49分 130 12.1%

50~59分 149 13.8%

60分 238 22.0%

61~79分 133 12.3%

80分以上 391 36.2%

不知道 38 3.6%

1,079 100.0%

柯文哲 299 27.7%

侯友宜 379 35.2%

鄭文燦 128 11.8%

盧秀燕 163 15.1%

黃偉哲 94 8.7%

陳其邁 265 24.6%

都不好 57 5.2%

都很好 108 10.0%

不知道 135 12.5%

1,079 100.0%

非常相信 185 17.2%

還算相信 223 20.6%

不太相信 309 28.6%

一點也不相信 242 22.4%

沒意見 57 5.3%

不知道 62 5.8%

拒答 1 0.1%

1,079 100.0%

65.86
Q6．面對這次疫情危機，衛福部長陳時中

領軍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整體表現

，您會給幾分？

（說明：請用0到100來表示，0分表示成績

最差，100分表示成績最好，60分表示及

格）

合計

Q7．當這波疫情爆發時，全國6都16縣市首

長都扮演重要角色。到目前為止，在六都市

長當中，包括柯文哲、侯友宜、鄭文燦、盧

秀燕、黃偉哲、陳其邁，您覺得誰表現較

好？（複選：最多三位）

合計

Q8．俄烏戰爭爆發到現在已經超過一百天

，烏克蘭還在辛苦作戰中。如果中共（中

國）武力犯台，您相信台灣會跟烏克蘭一樣

撐一百天以上嗎？

合計

合計

Q4．衛福部長陳時中擔任疫情指揮中心指

揮官差不多兩年半，一般說來，您欣不欣賞

他這個人？

合計

Q5．新冠肺炎（又稱武漢肺炎）爆發兩年

多，一般說來，您會不會以台灣政府防疫表

現為榮？

合計

Q3．一般說來，您個人工作與收入受這波

疫情的衝擊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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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合理 35 3.2%

還算合理 145 13.4%

不太合理 340 31.5%

一點也不合理 360 33.3%

沒意見 122 11.3%

不知道 75 6.9%

拒答 3 0.3%

1,079 100.0%

非常相信 113 10.5%

還算相信 323 29.9%

不太相信 311 28.8%

一點也不相信 239 22.1%

沒意見 54 5.0%

不知道 39 3.6%

拒答 1 0.1%

1,079 100.0%

非常贊成 87 8.1%

還算贊成 251 23.3%

不太贊成 321 29.7%

一點也不贊成 194 18.0%

沒意見 160 14.9%

不知道 54 5.0%

拒答 11 1.0%

1,079 100.0%

非常贊同 148 13.8%

還算贊同 362 33.5%

不太贊同 264 24.5%

一點也不贊同 188 17.4%

沒意見 82 7.6%

不知道 30 2.8%

拒答 4 0.4%

1,079 100.0%

非常滿意 118 10.9%

還算滿意 383 35.5%

不太滿意 238 22.1%

非常不滿意 255 23.6%

沒意見 46 4.3%

不知道 37 3.5%

拒答 1 0.1%

1,079 100.0%

比較親中 701 64.9%

比較親美 150 13.9%

沒意見 137 12.7%

不知道 88 8.2%

拒答 3 0.3%

1079 100.0%

合計

Q13．一般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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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4．一般說來，在您印象中，中國國民黨

是一個比較親中（親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政黨，或比較親美（親近美國）的政黨？

合計

合計

Q10．美國總統拜登5月23日在東京明確表

示「中國如果武力犯台，美軍會介入保衛台

灣」，請問您相不相信他這項承諾？

合計

Q11．外交部長吳釗燮最近公開對美國社會

表示「為避免戰爭，蔡政府不會追求正式台

灣獨立」。請問，您贊不贊成「因怕中共（

中國）打台灣，放棄追求台灣獨立」？

合計

Q12．一般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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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中共（中國）當局兩天前宣佈將從6月

13日起禁止台灣石斑魚進口，您覺得中共當

局這項作為合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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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民主進步黨 352 32.6%

中國國民黨 193 17.9%

台灣民眾黨 125 11.6%

時代力量 23 2.2%

台灣基進 35 3.3%

其他政黨 12 1.1%

沒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 330 30.6%

不知道 9 0.8%

1,079 100.0%

自營商/雇主 118 10.9%

公務人員 24 2.3%

軍人 6 0.6%

中小學老師 8 0.8%

民營公司或機構普通職員 248 23.0%

民營公司或機構主管人員 82 7.6%

勞工 129 11.9%

專業人員 35 3.3%

在學學生 36 3.3%

農民 27 2.5%

退休 160 14.8%

無業/待業 54 5.0%

家庭主婦 148 13.7%

拒答 5 0.4%

1,079 100.0%

小學及以下 124 11.5%

初中、國中 125 11.6%

高中、高職 297 27.5%

專科 125 11.6%

大學 316 29.3%

研究所及以上 91 8.4%

拒答 1 0.1%

1,079 100.0%

河洛人 789 73.1%

客家人 134 12.4%

外省人 123 11.4%

原住民 21 2.0%

新移民 4 0.4%

拒答 7 0.7%

1,07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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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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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Q16．請問您目前的職業身份是？

合計

Q17．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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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20～24歲 76 7.1%

25～29歲 87 8.1%

30～34歲 87 8.1%

35～39歲 95 8.8%

40～44歲 110 10.2%

45～49歲 100 9.3%

50～54歲 98 9.1%

55～59歲 100 9.2%

60～64歲 95 8.8%

65～69歲 82 7.6%

70歲及以上 143 13.2%

拒答 5 0.5%

1,079 100.0%

男性 528 48.9%

女性 551 51.1%

1,079 100.0%合計

Q19．請問您今年幾歲？

合計

Q20．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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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會 不會 不知道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51.2% 39.2% 9.6% 528 48.9%

女性 51.2% 36.9% 11.9% 551 51.1%

51.2% 38.0% 10.8% 1,079 100.0%

20~24歲 63.3% 33.4% 3.3% 76 7.1%

25~34歲 59.1% 32.8% 8.1% 174 16.2%

35~44歲 51.0% 40.2% 8.9% 205 19.1%

45~54歲 47.8% 41.1% 11.1% 198 18.4%

55~64歲 46.0% 47.2% 6.8% 195 18.1%

65歲及以上 49.6% 30.5% 19.9% 225 21.0%

51.4% 37.9% 10.7% 1,074 100.0%

河洛人 55.4% 33.4% 11.2% 789 73.9%

客家人 54.2% 37.9% 7.9% 134 12.6%

外省人 25.0% 66.4% 8.5% 123 11.5%

原住民 36.8% 63.2% 0.0% 21 2.0%

51.4% 38.4% 10.2% 1,068 100.0%

小學及以下 51.0% 19.4% 29.6% 124 11.5%

初中、國中 53.8% 34.3% 11.9% 125 11.6%

高中、高職 55.8% 37.3% 6.9% 297 27.6%

專科 47.4% 42.6% 10.0% 125 11.6%

大學及以上 48.2% 44.0% 7.8% 407 37.7%

51.2% 38.0% 10.8% 1,078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54.6% 40.6% 4.7% 118 11.0%

高階白領人員 56.7% 34.9% 8.4% 117 10.9%

基層白領人員 50.5% 41.1% 8.4% 248 23.1%

軍公教人員 32.5% 55.6% 11.9% 39 3.6%

勞工 54.7% 34.8% 10.4% 129 12.0%

農民 56.3% 30.3% 13.5% 27 2.5%

學生 57.9% 42.1% 0.0% 36 3.3%

家庭主婦 47.8% 35.2% 17.0% 148 13.8%

退休人員 52.3% 34.0% 13.7% 160 14.9%

無業/待業者 38.7% 41.0% 20.3% 54 5.0%

51.2% 38.0% 10.8% 1,074 100.0%

民主進步黨 84.5% 8.3% 7.2% 352 32.6%

中國國民黨 24.3% 71.3% 4.4% 193 17.9%

台灣民眾黨 22.5% 68.8% 8.6% 125 11.6%

時代力量 45.6% 46.6% 7.8% 23 2.2%

台灣基進 90.9% 3.9% 5.2% 35 3.3%

其他政黨 42.5% 57.5% 0.0% 12 1.1%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39.2% 41.7% 19.2% 330 30.6%

不知道 32.5% 13.1% 54.4% 9 0.8%

51.2% 38.0% 10.8% 1,079 100.0%

台北市 47.4% 38.9% 13.8% 114 10.6%

新北市 47.3% 43.3% 9.4% 186 17.3%

桃園市 53.9% 36.3% 9.7% 102 9.5%

台中市 59.8% 36.2% 4.0% 127 11.8%

台南市 46.5% 40.8% 12.8% 87 8.1%

高雄市 50.0% 37.0% 13.0% 129 11.9%

其他縣市 52.1% 35.8% 12.1% 333 30.9%

51.2% 38.0% 10.8% 1,079 100.0%

教育程度

Q5．新冠肺炎（又稱武漢肺炎）爆發兩年多，一般說來，您會不會以台灣政府防疫表現

為榮？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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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0~49

分

50~59

分

60

分

61~79

分

80分

以上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3.0% 14.3% 23.2% 11.8% 35.0% 2.7% 528 48.9% 65.56

女性 11.1% 13.3% 20.9% 12.9% 37.4% 4.4% 551 51.1% 66.15

12.1% 13.8% 22.0% 12.3% 36.2% 3.6% 1,079 100.0% 65.86

20~24歲 7.3% 3.1% 33.6% 36.8% 19.2% 0.0% 76 7.1% 64.80

25~34歲 11.5% 14.1% 23.1% 12.4% 38.8% 0.0% 174 16.2% 67.18

35~44歲 9.6% 17.2% 26.0% 13.0% 33.2% 0.9% 205 19.1% 64.13

45~54歲 10.2% 15.6% 23.6% 12.5% 35.6% 2.5% 198 18.4% 66.14

55~64歲 19.3% 16.2% 18.2% 7.2% 37.4% 1.6% 195 18.1% 63.35

65歲及以上 10.6% 10.4% 16.1% 7.8% 42.4% 12.7% 225 21.0% 69.79

11.8% 13.8% 22.1% 12.4% 36.2% 3.6% 1,074 100.0% 66.00

河洛人 10.4% 10.7% 23.1% 14.6% 37.6% 3.7% 789 73.9% 67.81

客家人 12.2% 18.1% 12.9% 8.6% 44.0% 4.2% 134 12.6% 67.22

外省人 20.9% 30.7% 24.9% 4.5% 17.9% 1.1% 123 11.5% 53.59

原住民 29.2% 12.1% 26.9% 3.0% 25.3% 3.5% 21 2.0% 48.95

12.2% 13.9% 22.1% 12.5% 35.9% 3.4% 1,068 100.0% 65.68

小學及以下 9.7% 4.9% 15.6% 5.9% 43.5% 20.4% 124 11.5% 70.57

初中、國中 11.2% 14.7% 16.7% 5.5% 49.0% 3.0% 125 11.6% 68.63

高中、高職 11.3% 11.9% 25.5% 11.2% 37.4% 2.7% 297 27.6% 67.25

專科 13.0% 19.7% 19.1% 13.7% 34.1% 0.3% 125 11.6% 63.61

大學及以上 13.4% 15.8% 23.9% 16.9% 29.8% 0.2% 407 37.7% 63.55

12.1% 13.8% 22.0% 12.3% 36.2% 3.6% 1,078 100.0% 65.85

自營商/企業主 19.8% 5.5% 22.7% 8.6% 41.5% 2.0% 118 11.0% 64.97

高階白領人員 12.4% 12.8% 21.7% 14.9% 38.1% 0.0% 117 10.9% 68.27

基層白領人員 6.9% 17.3% 25.8% 15.5% 34.0% 0.4% 248 23.1% 66.94

軍公教人員 16.4% 42.5% 4.4% 13.3% 23.4% 0.0% 39 3.6% 58.67

勞工 9.8% 15.9% 30.3% 9.1% 32.4% 2.4% 129 12.0% 64.82

農民 13.8% 20.8% 15.4% 6.4% 33.4% 10.2% 27 2.5% 62.41

學生 0.0% 0.0% 42.6% 36.7% 20.6% 0.0% 36 3.3% 67.79

家庭主婦 15.1% 10.0% 20.0% 10.8% 37.2% 6.8% 148 13.8% 64.93

退休人員 11.1% 12.4% 14.1% 7.8% 46.5% 8.0% 160 14.9% 69.21

無業/待業者 19.0% 13.1% 16.4% 13.1% 26.4% 11.9% 54 5.0% 58.76

11.9% 13.9% 22.1% 12.4% 36.2% 3.6% 1,074 100.0% 65.91

民主進步黨 0.6% 2.2% 15.0% 15.0% 66.5% 0.8% 352 32.6% 80.37

中國國民黨 25.0% 23.6% 29.2% 4.0% 17.1% 1.2% 193 17.9% 54.04

台灣民眾黨 27.2% 23.2% 28.7% 14.7% 5.4% 0.9% 125 11.6% 50.20

時代力量 6.1% 17.6% 35.3% 21.9% 19.1% 0.0% 23 2.2% 64.03

台灣基進 0.0% 3.9% 16.7% 9.1% 70.3% 0.0% 35 3.3% 83.08

其他政黨 16.5% 24.6% 4.3% 35.1% 19.6% 0.0% 12 1.1% 55.78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12.6% 17.7% 23.4% 12.5% 25.2% 8.6% 330 30.6% 61.48

不知道 8.7% 0.0% 9.5% 8.3% 31.0% 42.6% 9 0.8% 67.29

12.1% 13.8% 22.0% 12.3% 36.2% 3.6% 1,079 100.0% 65.86

台北市 14.2% 12.5% 26.5% 8.8% 35.5% 2.5% 114 10.6% 65.37

新北市 12.4% 14.5% 28.6% 15.9% 25.2% 3.4% 186 17.3% 63.33

桃園市 18.4% 15.9% 12.7% 13.7% 38.2% 1.2% 102 9.5% 63.28

台中市 13.0% 7.4% 22.6% 12.9% 42.2% 1.9% 127 11.8% 68.13

台南市 10.4% 10.2% 20.4% 10.2% 44.5% 4.3% 87 8.1% 68.77

高雄市 12.9% 17.7% 13.3% 12.1% 41.3% 2.7% 129 11.9% 65.08

其他縣市 8.9% 15.1% 23.3% 11.5% 35.6% 5.5% 333 30.9% 66.94

12.1% 13.8% 22.0% 12.3% 36.2% 3.6% 1,079 100.0% 65.86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職業

合計

合計

Q6．面對這次疫情危機，衛福部長陳時中領軍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整體表現，您會給幾分？

（說明：請用0到100來表示，0分表示成績最差，100分表示成績最好，60分表示及格）

合計
平均值

性別

教育程度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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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柯文哲 侯友宜 鄭文燦 盧秀燕 黃偉哲 陳其邁 都不好 都很好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24.2% 36.9% 13.7% 12.9% 9.9% 26.8% 6.0% 11.3% 11.1% 528 48.9%

女性 31.0% 33.5% 10.1% 17.2% 7.6% 22.5% 4.5% 8.8% 13.8% 551 51.1%

27.7% 35.2% 11.8% 15.1% 8.7% 24.6% 5.2% 10.0% 12.5% 1,079 100.0%

20~24歲 38.1% 28.7% 14.6% 7.6% 10.4% 9.7% 3.2% 12.7% 10.3% 76 7.1%

25~34歲 37.0% 20.6% 7.9% 10.2% 3.1% 17.3% 10.1% 12.8% 12.1% 174 16.2%

35~44歲 42.8% 38.8% 10.1% 16.9% 6.1% 24.6% 4.5% 9.1% 7.2% 205 19.1%

45~54歲 27.8% 40.0% 11.1% 17.7% 7.8% 25.8% 5.0% 6.5% 13.3% 198 18.4%

55~64歲 17.3% 43.3% 12.7% 20.8% 11.8% 30.9% 3.7% 9.1% 10.0% 195 18.1%

65歲及以上 11.8% 34.1% 15.7% 12.8% 13.3% 29.3% 4.5% 11.8% 18.6% 225 21.0%

27.6% 35.2% 11.9% 15.2% 8.8% 24.7% 5.3% 10.1% 12.2% 1,074 100.0%

河洛人 23.4% 31.5% 11.0% 12.3% 9.7% 27.5% 6.3% 10.7% 13.4% 789 73.9%

客家人 29.9% 39.3% 26.2% 18.4% 4.8% 25.0% 2.4% 10.9% 8.8% 134 12.6%

外省人 50.2% 55.0% 2.6% 31.4% 8.4% 7.7% 1.8% 5.0% 9.6% 123 11.5%

原住民 48.6% 44.9% 0.0% 3.2% 3.4% 6.9% 5.6% 10.4% 8.7% 21 2.0%

27.8% 35.5% 11.7% 15.1% 8.8% 24.5% 5.3% 10.0% 12.3% 1,068 100.0%

小學及以下 8.5% 20.6% 15.7% 8.0% 11.2% 27.3% 5.0% 13.9% 27.7% 124 11.5%

初中、國中 7.1% 39.9% 11.7% 10.5% 12.9% 27.1% 8.1% 11.0% 13.4% 125 11.6%

高中、高職 26.3% 33.0% 12.9% 17.9% 8.1% 24.0% 4.7% 12.4% 12.3% 297 27.6%

專科 34.7% 38.4% 14.9% 16.3% 7.8% 28.6% 5.4% 6.3% 5.1% 125 11.6%

大學及以上 38.8% 38.8% 9.0% 16.3% 7.4% 22.3% 4.7% 7.9% 10.0% 407 37.7%

27.7% 35.2% 11.8% 15.1% 8.7% 24.6% 5.2% 10.0% 12.5% 1,078 100.0%

Q7．當這波疫情爆發時，全國6都16縣市首長都扮演重要角色。到目前為止，在六都市長當中，包括柯文哲、侯友宜、鄭文

燦、盧秀燕、黃偉哲、陳其邁，您覺得誰表現較好？（複選：最多三位）

合計

性別

合計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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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柯文哲 侯友宜 鄭文燦 盧秀燕 黃偉哲 陳其邁 都不好 都很好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Q7．當這波疫情爆發時，全國6都16縣市首長都扮演重要角色。到目前為止，在六都市長當中，包括柯文哲、侯友宜、鄭文

燦、盧秀燕、黃偉哲、陳其邁，您覺得誰表現較好？（複選：最多三位）

合計

自營商/企業主 32.9% 36.2% 14.0% 13.8% 6.8% 25.8% 2.7% 8.6% 15.8% 118 11.0%

高階白領人員 29.3% 33.6% 14.7% 14.9% 7.0% 29.4% 5.6% 16.1% 7.5% 117 10.9%

基層白領人員 39.4% 36.0% 4.3% 12.6% 8.2% 23.9% 3.4% 9.4% 9.2% 248 23.1%

軍公教人員 35.6% 35.9% 15.9% 21.9% 4.4% 13.9% 15.4% 0.0% 2.5% 39 3.6%

勞工 27.3% 36.5% 15.0% 19.5% 5.9% 21.6% 6.8% 7.1% 9.0% 129 12.0%

農民 22.2% 42.9% 5.4% 7.0% 19.1% 38.1% 0.0% 7.2% 22.1% 27 2.5%

學生 29.0% 41.3% 9.7% 9.7% 15.5% 6.9% 6.8% 18.1% 4.8% 36 3.3%

家庭主婦 20.7% 31.2% 7.9% 17.7% 7.0% 22.0% 5.6% 12.2% 19.5% 148 13.8%

退休人員 12.6% 36.3% 19.8% 16.4% 14.6% 33.5% 3.4% 9.7% 14.1% 160 14.9%

無業/待業者 22.6% 27.5% 14.1% 12.0% 7.3% 13.4% 11.4% 9.3% 23.1% 54 5.0%

27.8% 35.1% 11.7% 15.1% 8.8% 24.5% 5.1% 10.1% 12.5% 1,074 100.0%

民主進步黨 12.0% 21.2% 25.6% 7.6% 15.9% 49.8% 4.0% 9.1% 9.4% 352 32.6%

中國國民黨 39.9% 61.9% 2.9% 31.6% 5.2% 6.3% 4.1% 6.0% 8.8% 193 17.9%

台灣民眾黨 61.0% 50.1% 4.1% 30.5% 2.8% 8.4% 1.0% 10.1% 2.4% 125 11.6%

時代力量 46.2% 38.2% 3.2% 6.8% 19.7% 23.5% 5.4% 2.2% 10.0% 23 2.2%

台灣基進 19.9% 15.0% 21.3% 3.5% 23.9% 54.1% 3.5% 16.5% 2.0% 35 3.3%

其他政黨 6.1% 35.3% 6.1% 45.2% 5.3% 28.1% 10.4% 14.5% 0.0% 12 1.1%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25.3% 31.0% 5.4% 8.4% 3.4% 12.0% 9.0% 12.4% 22.6% 330 30.6%

不知道 12.4% 20.7% 2.8% 8.7% 0.0% 2.8% 0.0% 30.9% 45.6% 9 0.8%

27.7% 35.2% 11.8% 15.1% 8.7% 24.6% 5.2% 10.0% 12.5% 1,079 100.0%

台北市 29.6% 36.1% 10.7% 14.9% 7.7% 31.6% 1.1% 15.0% 8.9% 114 10.6%

新北市 34.7% 49.9% 10.3% 13.8% 6.0% 19.3% 4.6% 3.9% 10.1% 186 17.3%

桃園市 16.3% 25.2% 43.3% 11.2% 3.3% 11.5% 8.7% 13.5% 10.7% 102 9.5%

台中市 31.8% 26.7% 9.3% 34.6% 8.3% 22.5% 3.5% 13.2% 8.7% 127 11.8%

台南市 15.6% 24.0% 4.5% 9.8% 34.0% 30.8% 9.6% 10.7% 14.9% 87 8.1%

高雄市 20.4% 31.3% 6.3% 16.4% 9.6% 44.0% 7.2% 9.8% 10.8% 129 11.9%

其他縣市 31.0% 37.2% 8.4% 10.5% 5.5% 20.9% 4.7% 9.3% 17.1% 333 30.9%

27.7% 35.2% 11.8% 15.1% 8.7% 24.6% 5.2% 10.0% 12.5% 1,079 100.0%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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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非常

相信

還算

相信

不太

相信

一點也

不相信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24.8% 22.2% 25.0% 20.9% 7.1% 528 48.9%

女性 9.9% 19.1% 32.1% 23.9% 15.1% 551 51.1%

17.2% 20.6% 28.6% 22.4% 11.2% 1,079 100.0%

20~24歲 7.5% 25.2% 40.3% 21.6% 5.5% 76 7.1%

25~34歲 21.9% 25.1% 39.5% 10.5% 3.0% 174 16.2%

35~44歲 17.1% 21.2% 22.0% 34.6% 5.0% 205 19.1%

45~54歲 20.1% 21.6% 27.6% 22.1% 8.5% 198 18.4%

55~64歲 18.2% 17.1% 26.9% 27.8% 10.1% 195 18.1%

65歲及以上 13.9% 17.7% 24.6% 16.0% 27.8% 225 21.0%

17.3% 20.7% 28.6% 22.3% 11.1% 1,074 100.0%

河洛人 19.0% 21.6% 28.3% 18.8% 12.3% 789 73.9%

客家人 18.9% 20.8% 25.9% 23.7% 10.6% 134 12.6%

外省人 6.0% 11.7% 34.8% 44.0% 3.4% 123 11.5%

原住民 8.4% 18.9% 39.2% 30.1% 3.5% 21 2.0%

17.3% 20.3% 28.9% 22.6% 10.9% 1,068 100.0%

小學及以下 13.5% 11.7% 18.6% 13.7% 42.4% 124 11.5%

初中、國中 16.7% 24.5% 25.1% 16.8% 16.9% 125 11.6%

高中、高職 20.4% 23.4% 32.3% 15.5% 8.4% 297 27.6%

專科 17.3% 15.2% 28.4% 32.8% 6.3% 125 11.6%

大學及以上 16.1% 21.8% 30.1% 28.7% 3.4% 407 37.7%

17.2% 20.6% 28.6% 22.4% 11.2% 1,078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28.4% 14.8% 17.1% 33.3% 6.5% 118 11.0%

高階白領人員 19.0% 24.8% 28.3% 25.3% 2.6% 117 10.9%

基層白領人員 20.0% 21.4% 32.9% 22.2% 3.6% 248 23.1%

軍公教人員 28.7% 19.5% 37.2% 13.4% 1.2% 39 3.6%

勞工 12.7% 24.5% 35.9% 18.9% 8.0% 129 12.0%

農民 13.4% 19.7% 31.5% 16.1% 19.3% 27 2.5%

學生 6.8% 24.8% 34.3% 22.3% 11.7% 36 3.3%

家庭主婦 9.1% 15.6% 27.6% 20.2% 27.6% 148 13.8%

退休人員 15.7% 21.7% 26.4% 18.9% 17.3% 160 14.9%

無業/待業者 11.4% 22.6% 15.6% 30.1% 20.3% 54 5.0%

17.1% 20.7% 28.6% 22.5% 11.1% 1,074 100.0%

民主進步黨 32.7% 29.7% 22.3% 6.3% 9.0% 352 32.6%

中國國民黨 8.9% 13.1% 33.5% 38.9% 5.6% 193 17.9%

台灣民眾黨 5.7% 24.8% 31.6% 37.5% 0.4% 125 11.6%

時代力量 21.0% 13.5% 12.5% 45.6% 7.4% 23 2.2%

台灣基進 46.5% 30.6% 8.7% 6.4% 7.8% 35 3.3%

其他政黨 5.3% 19.6% 48.2% 22.6% 4.3% 12 1.1%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7.2% 13.3% 34.5% 24.8% 20.2% 330 30.6%

不知道 2.8% 18.2% 12.6% 0.0% 66.4% 9 0.8%

17.2% 20.6% 28.6% 22.4% 11.2% 1,079 100.0%

台北市 15.4% 28.9% 17.6% 30.6% 7.4% 114 10.6%

新北市 12.3% 21.6% 38.7% 20.7% 6.8% 186 17.3%

桃園市 20.3% 15.7% 22.5% 30.9% 10.5% 102 9.5%

台中市 17.7% 17.9% 31.8% 18.9% 13.7% 127 11.8%

台南市 16.6% 23.4% 25.2% 19.8% 15.0% 87 8.1%

高雄市 19.5% 16.8% 28.9% 22.3% 12.4% 129 11.9%

其他縣市 18.6% 20.5% 28.2% 20.0% 12.7% 333 30.9%

17.2% 20.6% 28.6% 22.4% 11.2% 1,079 100.0%

教育程度

Q8．俄烏戰爭爆發到現在已經超過一百天，烏克蘭還在辛苦作戰中。如果中共（中國）武力犯

台，您相信台灣會跟烏克蘭一樣撐一百天以上嗎？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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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非常

合理

還算

合理

不太

合理

一點也

不合理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3.2% 14.0% 30.4% 37.0% 15.4% 528 48.9%

女性 3.2% 12.9% 32.5% 29.8% 21.5% 551 51.1%

3.2% 13.4% 31.5% 33.3% 18.6% 1,079 100.0%

20~24歲 3.9% 19.9% 46.9% 26.3% 3.0% 76 7.1%

25~34歲 2.4% 20.7% 30.6% 28.2% 18.1% 174 16.2%

35~44歲 3.8% 18.7% 30.1% 33.2% 14.2% 205 19.1%

45~54歲 1.9% 12.8% 28.5% 34.7% 22.2% 198 18.4%

55~64歲 4.6% 10.2% 31.0% 40.0% 14.2% 195 18.1%

65歲及以上 3.1% 4.6% 31.7% 32.9% 27.8% 225 21.0%

3.2% 13.5% 31.6% 33.3% 18.4% 1,074 100.0%

河洛人 2.9% 12.6% 31.7% 35.1% 17.6% 789 73.9%

客家人 4.0% 10.9% 29.9% 32.7% 22.4% 134 12.6%

外省人 4.8% 20.4% 29.0% 27.4% 18.5% 123 11.5%

原住民 0.0% 29.4% 36.5% 22.1% 11.9% 21 2.0%

3.2% 13.6% 31.3% 33.7% 18.2% 1,068 100.0%

小學及以下 1.7% 4.0% 36.2% 29.3% 28.8% 124 11.5%

初中、國中 2.6% 5.2% 26.3% 43.0% 23.0% 125 11.6%

高中、高職 2.1% 12.5% 30.3% 35.0% 20.1% 297 27.6%

專科 3.6% 13.7% 31.3% 31.7% 19.8% 125 11.6%

大學及以上 4.5% 19.6% 32.5% 30.8% 12.6% 407 37.7%

3.2% 13.5% 31.5% 33.3% 18.6% 1,078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3.9% 23.5% 28.6% 34.4% 9.6% 118 11.0%

高階白領人員 2.3% 16.9% 30.8% 39.1% 10.9% 117 10.9%

基層白領人員 4.2% 16.2% 31.9% 31.6% 16.1% 248 23.1%

軍公教人員 4.9% 19.2% 33.2% 21.7% 21.1% 39 3.6%

勞工 0.0% 5.4% 33.5% 42.8% 18.3% 129 12.0%

農民 0.0% 13.7% 34.5% 30.0% 21.8% 27 2.5%

學生 0.0% 16.5% 45.6% 31.4% 6.5% 36 3.3%

家庭主婦 4.4% 10.2% 27.4% 29.0% 29.0% 148 13.8%

退休人員 4.1% 7.9% 33.7% 32.8% 21.5% 160 14.9%

無業/待業者 3.8% 10.7% 22.5% 30.1% 33.0% 54 5.0%

3.2% 13.5% 31.4% 33.4% 18.5% 1,074 100.0%

民主進步黨 1.3% 8.6% 31.0% 50.2% 8.9% 352 32.6%

中國國民黨 4.7% 18.2% 32.2% 28.3% 16.6% 193 17.9%

台灣民眾黨 5.0% 31.7% 34.3% 13.6% 15.5% 125 11.6%

時代力量 1.8% 6.0% 52.6% 37.1% 2.6% 23 2.2%

台灣基進 0.0% 3.5% 16.7% 65.4% 14.3% 35 3.3%

其他政黨 0.0% 46.4% 31.6% 22.0% 0.0% 12 1.1%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4.3% 9.4% 31.3% 23.2% 31.8% 330 30.6%

不知道 0.0% 8.7% 3.7% 6.8% 80.7% 9 0.8%

3.2% 13.4% 31.5% 33.3% 18.6% 1,079 100.0%

台北市 6.5% 15.6% 32.2% 29.7% 16.0% 114 10.6%

新北市 2.9% 18.1% 32.0% 31.5% 15.6% 186 17.3%

桃園市 4.0% 8.4% 27.0% 33.8% 26.8% 102 9.5%

台中市 2.6% 14.0% 35.2% 30.6% 17.6% 127 11.8%

台南市 0.5% 14.0% 24.1% 44.0% 17.4% 87 8.1%

高雄市 0.7% 12.4% 34.2% 35.2% 17.6% 129 11.9%

其他縣市 3.9% 11.7% 31.8% 33.0% 19.6% 333 30.9%

3.2% 13.4% 31.5% 33.3% 18.6% 1,079 100.0%

教育程度

Q9．中共（中國）當局兩天前宣佈將從6月13日起禁止台灣石斑魚進口，您覺得中共當局這項作

為合不合理？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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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非常

贊成

還算

贊成

不太

贊成

一點也

不贊成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9.3% 23.4% 30.2% 17.7% 19.5% 528 48.9%

女性 6.9% 23.3% 29.3% 18.4% 22.2% 551 51.1%

8.1% 23.3% 29.7% 18.0% 20.9% 1,079 100.0%

20~24歲 8.4% 27.5% 36.0% 22.9% 5.3% 76 7.1%

25~34歲 7.1% 26.6% 29.5% 21.2% 15.5% 174 16.2%

35~44歲 8.8% 31.3% 32.8% 15.0% 12.1% 205 19.1%

45~54歲 7.4% 24.2% 26.2% 20.2% 22.0% 198 18.4%

55~64歲 10.7% 18.7% 32.2% 17.8% 20.6% 195 18.1%

65歲及以上 6.5% 15.1% 25.9% 15.3% 37.2% 225 21.0%

8.1% 23.3% 29.7% 18.1% 20.8% 1,074 100.0%

河洛人 8.4% 24.0% 30.5% 16.9% 20.0% 789 73.9%

客家人 7.3% 26.1% 27.7% 20.9% 18.0% 134 12.6%

外省人 8.2% 17.2% 32.2% 19.8% 22.6% 123 11.5%

原住民 0.0% 22.3% 9.1% 38.7% 29.9% 21 2.0%

8.1% 23.5% 29.9% 18.2% 20.3% 1,068 100.0%

小學及以下 5.8% 15.5% 25.8% 11.6% 41.3% 124 11.5%

初中、國中 3.5% 24.2% 33.5% 14.6% 24.3% 125 11.6%

高中、高職 4.7% 22.5% 29.7% 22.3% 20.7% 297 27.6%

專科 12.6% 23.8% 29.7% 17.5% 16.4% 125 11.6%

大學及以上 11.3% 25.9% 29.7% 18.1% 15.1% 407 37.7%

8.1% 23.3% 29.7% 18.0% 20.9% 1,078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2.0% 24.7% 25.9% 20.4% 17.0% 118 11.0%

高階白領人員 9.0% 28.7% 28.2% 25.4% 8.9% 117 10.9%

基層白領人員 10.5% 22.0% 34.8% 16.4% 16.4% 248 23.1%

軍公教人員 15.8% 43.5% 25.2% 10.1% 5.4% 39 3.6%

勞工 7.1% 30.0% 30.6% 16.0% 16.4% 129 12.0%

農民 0.0% 18.9% 31.6% 26.1% 23.4% 27 2.5%

學生 9.7% 29.5% 35.7% 13.7% 11.4% 36 3.3%

家庭主婦 2.9% 17.7% 26.6% 17.0% 35.7% 148 13.8%

退休人員 6.8% 13.8% 29.7% 19.2% 30.5% 160 14.9%

無業/待業者 4.8% 25.3% 25.5% 11.9% 32.4% 54 5.0%

8.1% 23.3% 29.8% 17.9% 20.8% 1,074 100.0%

民主進步黨 7.0% 20.0% 34.8% 22.5% 15.6% 352 32.6%

中國國民黨 7.7% 24.0% 26.8% 24.0% 17.4% 193 17.9%

台灣民眾黨 12.3% 37.2% 28.6% 13.0% 8.8% 125 11.6%

時代力量 5.9% 29.2% 32.8% 22.1% 10.0% 23 2.2%

台灣基進 8.0% 22.9% 46.8% 8.9% 13.4% 35 3.3%

其他政黨 0.0% 28.8% 11.4% 49.3% 10.4% 12 1.1%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8.3% 21.1% 25.3% 11.4% 33.9% 330 30.6%

不知道 3.7% 0.0% 20.4% 11.5% 64.4% 9 0.8%

8.1% 23.3% 29.7% 18.0% 20.9% 1,079 100.0%

台北市 13.8% 20.2% 29.9% 10.7% 25.4% 114 10.6%

新北市 8.1% 26.5% 30.6% 16.0% 18.8% 186 17.3%

桃園市 12.0% 28.7% 19.5% 17.9% 21.8% 102 9.5%

台中市 6.8% 27.5% 23.5% 20.1% 22.0% 127 11.8%

台南市 7.6% 24.6% 33.6% 15.6% 18.5% 87 8.1%

高雄市 10.2% 19.8% 31.9% 24.5% 13.5% 129 11.9%

其他縣市 4.7% 20.3% 32.8% 19.0% 23.3% 333 30.9%

8.1% 23.3% 29.7% 18.0% 20.9% 1,079 100.0%

教育程度

Q11．外交部長吳釗燮最近公開對美國社會表示「為避免戰爭，蔡政府不會追求正式台灣獨

立」。請問，您贊不贊成「因怕中共（中國）打台灣，放棄追求台灣獨立」？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12/14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4.3% 34.0% 22.5% 23.6% 5.5% 528 48.9%

女性 7.6% 37.0% 21.7% 23.6% 10.2% 551 51.1%

10.9% 35.5% 22.1% 23.6% 7.9% 1,079 100.0%

20~24歲 9.0% 67.1% 15.6% 3.0% 5.3% 76 7.1%

25~34歲 8.8% 38.9% 23.0% 20.1% 9.2% 174 16.2%

35~44歲 6.6% 36.2% 27.7% 25.0% 4.4% 205 19.1%

45~54歲 8.4% 34.6% 27.6% 22.7% 6.6% 198 18.4%

55~64歲 13.2% 25.8% 19.2% 35.9% 5.9% 195 18.1%

65歲及以上 17.5% 30.7% 16.0% 21.9% 14.0% 225 21.0%

10.9% 35.5% 22.1% 23.5% 7.9% 1,074 100.0%

河洛人 11.5% 40.4% 21.7% 17.4% 9.1% 789 73.9%

客家人 14.7% 27.1% 25.1% 27.1% 6.1% 134 12.6%

外省人 2.5% 15.4% 22.5% 57.5% 2.1% 123 11.5%

原住民 1.9% 22.4% 27.6% 44.6% 3.5% 21 2.0%

10.7% 35.5% 22.3% 23.8% 7.8% 1,068 100.0%

小學及以下 16.1% 32.1% 18.8% 13.3% 19.7% 124 11.5%

初中、國中 16.4% 38.7% 13.2% 17.8% 13.8% 125 11.6%

高中、高職 14.0% 30.9% 23.7% 23.4% 7.9% 297 27.6%

專科 7.2% 31.9% 25.5% 34.1% 1.4% 125 11.6%

大學及以上 6.5% 39.9% 23.6% 25.5% 4.5% 407 37.7%

10.9% 35.4% 22.1% 23.6% 7.9% 1,078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5.1% 29.0% 21.0% 28.9% 6.1% 118 11.0%

高階白領人員 5.7% 37.3% 30.4% 22.0% 4.6% 117 10.9%

基層白領人員 8.2% 41.2% 23.5% 22.9% 4.3% 248 23.1%

軍公教人員 7.3% 24.2% 41.0% 27.6% 0.0% 39 3.6%

勞工 10.3% 38.0% 23.3% 24.7% 3.7% 129 12.0%

農民 22.1% 30.0% 16.6% 20.3% 10.9% 27 2.5%

學生 6.9% 63.1% 18.6% 0.0% 11.4% 36 3.3%

家庭主婦 9.1% 28.8% 21.6% 23.3% 17.2% 148 13.8%

退休人員 18.8% 35.2% 14.0% 23.8% 8.1% 160 14.9%

無業/待業者 7.4% 26.2% 16.0% 29.1% 21.4% 54 5.0%

10.9% 35.5% 22.2% 23.5% 7.9% 1,074 100.0%

民主進步黨 26.5% 58.2% 10.4% 2.1% 2.9% 352 32.6%

中國國民黨 0.9% 13.0% 28.9% 55.1% 2.1% 193 17.9%

台灣民眾黨 0.0% 12.1% 40.5% 45.3% 2.2% 125 11.6%

時代力量 2.6% 52.7% 28.5% 8.7% 7.4% 23 2.2%

台灣基進 23.9% 56.2% 10.5% 0.0% 9.4% 35 3.3%

其他政黨 0.0% 49.3% 29.9% 20.8% 0.0% 12 1.1%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4.0% 30.0% 24.3% 24.0% 17.8% 330 30.6%

不知道 8.1% 17.3% 12.1% 8.7% 53.8% 9 0.8%

10.9% 35.5% 22.1% 23.6% 7.9% 1,079 100.0%

台北市 9.2% 34.5% 15.7% 35.0% 5.6% 114 10.6%

新北市 8.8% 36.4% 26.5% 24.1% 4.3% 186 17.3%

桃園市 7.4% 40.2% 23.3% 21.5% 7.6% 102 9.5%

台中市 12.2% 37.4% 21.4% 21.3% 7.7% 127 11.8%

台南市 12.3% 33.6% 21.8% 17.5% 14.8% 87 8.1%

高雄市 10.9% 38.3% 22.3% 23.6% 4.9% 129 11.9%

其他縣市 12.9% 32.5% 21.7% 22.6% 10.3% 333 30.9%

10.9% 35.5% 22.1% 23.6% 7.9% 1,079 100.0%

教育程度

Q13．一般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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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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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戰爭威脅下的台灣民主

比較

親中

比較

親美
不知道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66.2% 14.1% 19.7% 528 48.9%

女性 63.7% 13.8% 22.5% 551 51.1%

64.9% 13.9% 21.1% 1,079 100.0%

20~24歲 64.3% 23.3% 12.3% 76 7.1%

25~34歲 74.7% 13.3% 12.1% 174 16.2%

35~44歲 77.3% 11.9% 10.8% 205 19.1%

45~54歲 62.2% 15.0% 22.8% 198 18.4%

55~64歲 63.6% 16.3% 20.1% 195 18.1%

65歲及以上 50.0% 10.5% 39.5% 225 21.0%

65.0% 14.0% 21.0% 1,074 100.0%

河洛人 68.5% 11.5% 20.0% 789 73.9%

客家人 59.8% 19.3% 20.8% 134 12.6%

外省人 56.0% 22.7% 21.3% 123 11.5%

原住民 39.5% 25.1% 35.3% 21 2.0%

65.4% 14.0% 20.6% 1,068 100.0%

小學及以下 50.1% 5.9% 43.9% 124 11.5%

初中、國中 60.9% 9.5% 29.6% 125 11.6%

高中、高職 65.9% 13.1% 21.0% 297 27.6%

專科 64.9% 16.8% 18.4% 125 11.6%

大學及以上 69.9% 17.6% 12.5% 407 37.7%

64.9% 14.0% 21.1% 1,078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73.8% 13.8% 12.3% 118 11.0%

高階白領人員 72.4% 18.2% 9.4% 117 10.9%

基層白領人員 71.2% 15.2% 13.5% 248 23.1%

軍公教人員 69.3% 16.3% 14.4% 39 3.6%

勞工 67.2% 13.0% 19.8% 129 12.0%

農民 52.1% 25.9% 22.0% 27 2.5%

學生 75.4% 7.1% 17.6% 36 3.3%

家庭主婦 56.4% 8.0% 35.7% 148 13.8%

退休人員 55.8% 14.7% 29.5% 160 14.9%

無業/待業者 42.2% 13.2% 44.6% 54 5.0%

64.9% 14.0% 21.1% 1,074 100.0%

民主進步黨 86.7% 6.6% 6.7% 352 32.6%

中國國民黨 49.4% 26.4% 24.2% 193 17.9%

台灣民眾黨 71.6% 18.0% 10.4% 125 11.6%

時代力量 96.7% 0.0% 3.3% 23 2.2%

台灣基進 100.0% 0.0% 0.0% 35 3.3%

其他政黨 40.8% 48.8% 10.4% 12 1.1%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44.4% 14.6% 41.1% 330 30.6%

不知道 16.8% 0.0% 83.2% 9 0.8%

64.9% 13.9% 21.1% 1,079 100.0%

台北市 60.2% 16.2% 23.6% 114 10.6%

新北市 76.6% 7.7% 15.7% 186 17.3%

桃園市 58.1% 16.1% 25.8% 102 9.5%

台中市 70.8% 11.8% 17.3% 127 11.8%

台南市 66.8% 11.5% 21.7% 87 8.1%

高雄市 69.6% 10.2% 20.2% 129 11.9%

其他縣市 57.6% 18.9% 23.6% 333 30.9%

64.9% 13.9% 21.1% 1,079 100.0%

教育程度

Q14．一般說來，在您印象中，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比較親中（親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政黨，或比較親美（親近美國）的政黨？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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