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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7/19）早上在台大校友會館發表七月民調報

告，主題是「影響 2022台灣地方大選的若干內外因素：安倍遇刺、新論文門與
政府防疫表現」，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七十一次每月例行重大議題民調。由

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教授主持/主講，並邀請林濁水、蘇煥智、徐永明等三位專家
學者與談。 

 
 本次調查訪問期間是 2022年 7月 11-13三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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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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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人對安倍遇刺的心情感受，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

七成二感到不同程度的難過，一成九基本上不感覺難過。 
 

二、關於國人對蔡政府決定全國降半旗哀悼安倍的態度，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

以上台灣人中，六成六基本上贊成蔡政府這項作為，一成八不贊成。 
 

三、關於台灣人對安倍遇刺可能衝擊台日關係的態度，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

上的台灣人中，二成六會擔心因安倍遇刺而導致台日關係倒退，六成七不擔

心。 
 

四、關於俄烏戰爭後，國人對兩岸軍事危機的認知，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

台灣人中，六成二感覺中共（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增加了，一成五覺得

不增不減，8.5%的人覺得減少了。 
 

五、關於台灣人對「台灣海峽是中國內海」的態度，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

台灣人中，81%基本上不同意中共（中國）有關「臺灣海峽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內海」的主張，7.3%同意。值得注意的是，有高達 51.2%成年人強烈不
同意中共當局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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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於國人對這次「奧秘克戎」（Omicron）大流行的歸因，最新民意顯示，二
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有明顯過半的人認為是天災，是躲避不了的，兩成一

認為純粹是人禍，根本是因蔡政府能力與準備都不足所造成，還有二成認為

既是天災也是人禍。 
 

七、關於國人對陳時中所領導「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表現的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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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四成八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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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國人給予 60 分及格以上成績，平均成績 65.17 分。 
 

八、關於國人對陳時中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台北市長的反應，最新民意顯示，二

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三成八基本上支持陳時中的參選決定，四成不支持；不

支持比支持者多 2個百分點。 
 

九、關於六都市長的防疫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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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高雄市長陳其邁；第三

是，台北市長柯文哲；第四是台中市長盧秀燕；第五是桃園市長鄭文燦；第

六是台南市長黃偉哲。 
 

十、關於台灣選民欣賞的民進黨六都市長候選人，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

灣人中，最受選民欣賞的民進黨提名六都市長候選人，高雄市陳其邁二成一，

一馬當先；台南市黃偉哲一成三，穩居第二；台北市陳時中一成二，屈居第

三；桃園市林智堅與新北市林佳龍都是一成，並列第四；台中市蔡其昌 2.1%，
敬陪末座。 
 

十一、 關於台灣選民欣賞的國民黨六都市長候選人，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
上台灣人中，最受選民欣賞的國民黨提名六都市長候選人，新北市侯友宜三

成八，勇奪第一；台中市盧秀燕一成四，穩居第二；台北市蔣萬安一成三，

搶居第三；台南市謝龍介 5.7%，位居第四；桃園市張善政 3.7%，屈居第五；
高雄市柯志恩 2.8%，敬陪末座。 
 

十二、 關於前新竹市長林智堅「新論文門」風波，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
台灣人中，三成六基本上認為事態嚴重，四成八認為並不嚴重。 
 

十三、 關於蔡英文總統聲望，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五成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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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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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關於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
人中，四成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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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不滿意多 8個百分點。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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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四支持民進黨，一成五支持國民黨，一成五支持民眾黨，3.2%支持時代力
量，2.1%支持台灣基進，二成八中性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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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過去一個月，台灣內外都不平靜。 
 

7月 5日，前新竹市長林智堅被控在中華大學管科所及台大國發所在職專班的碩士
論文涉嫌抄襲，消息傳來，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林智堅本人第一時間出面開記者會反駁，

認為指控他的都是選舉抹黑，隨後並採取司法行動，希望以訟止謗。 
 

同一天，林智堅的台大國發所指導教授，現任國安局長陳明通出面說明，否認林智

堅論文涉抄襲。接下來兩天，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蘇貞昌、桃園市長鄭文燦都公開為

林智堅喊冤，並將所有指控定位為「選舉抹黑」。在野黨則是火力全開，要求林智堅退選

桃園市長，中華大學與台大需儘快查明真相，秉公處理，給社會一個交代。事情就這樣，

從一樁疑似學術界醜聞，因涉及六都選舉，一下子轉變成政治與司法風暴。 
 

7月 8日，一早就傳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的不幸消息。聽到這位被譽為
史上最愛台灣、關懷台灣的日本重量級政治家遇刺，台灣社會立刻瀰漫哀傷與不捨的心

情。安倍晉三身前斬釘截鐵地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知風靡了多少台灣人。

蔡政府在 7月 9日對外宣佈，全國公務機關將在 7月 11日降半旗以示哀悼，社會普遍
贊同此一作法，但引起部分深藍人士反對。安倍前首相意外遇刺身亡，未來台日關係是

否會受到影響呢？ 
 

7 月 14 日，陳時中因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台北市長，請辭衛福部長和「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由於時機敏感，引起社會議論，畢竟台灣疫情未解，每日確診數

與死亡數都不低。具體地說，從 6月 15日，確診人數 68,965，累計確診人數 3,072,432，
累計死亡人數 4,546；到 7 月 15 日，確診人數 25,310，累計確診人數 4,215,200，累
計死亡人數 8,031；總計一個月內，確診人數暴增 1,142,768 人，死亡人數遽增 3,485
人。這都是史無前例的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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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瘟疫何時會結束？官方沒有說，沒有人知道。 
 

7月 17日，民進黨舉行全代會，重頭戲是黨內部權力核心改組，同時舉行 6都 16
縣市提名人選集體亮相的造勢大會。因為這次提名是破天荒第一次，除了屏東縣舉行黨

內初選外，其他 5都 16縣市都由蔡英文總統兼黨主席徵召產生。基於多種因素使然，
這屆提名人選陣容參差不齊，沒有給外界一種十分清新的感覺，也沒有給外界一種這個

黨有強烈企圖心要贏得大選的感覺。候選人本身才是選戰成敗的王牌，11月 26日答案
會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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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時空背景下，七月全國性民調就聚焦在下列十四個重點： 
 

（一） 台灣人對安倍遇刺的心情感受為何? 
（二） 國人對蔡政府決定全國降半旗哀悼安倍的態度 
（三） 台灣人對安倍遇刺可能衝擊台日關係的態度 
（四） 俄烏戰爭後，國人對兩岸軍事危機的認知 
（五） 台灣人對「台灣海峽是中國內海」的態度 
（六） 國人對這次「奧秘克戎」（Omicron）大流行的認知 
（七） 國人對陳時中領軍的疫情指揮中心表現的評價 
（八） 國人對陳時中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台北市長的反應 
（九） 國人對六都市長防疫表現的評價 
（十） 台灣選民欣賞的兩大黨六都市長候選人 
（十一） 關於前新竹市長林智堅「新論文門」風波 
（十二） 蔡英文總統聲望 
（十三） 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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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1-13三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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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安倍遇刺的心情感受 

 我們問：「當聽到日本安倍晉三前首相遇刺（被暗殺）身亡時，您是否感到難過？」

結果發現：23.7%非常難過，48.2%有點難過，11.6%不太難過，7.5%一點也不難過，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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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二
感到不同程度的難過，一成九基本上不感覺難過。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清楚的訊息，那

就是，台灣人對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一事有相當強烈情緒波動，整個社會普遍

瀰漫哀傷與婉惜。一個遭遇不幸的外國政治領袖，在台灣社會引起如此強烈情感上的反

應恐怕是空前絕後，箇中原因為何？值得推敲。請參看圖 1、圖 2。 
 

圖 1：台灣人對前日相安倍遇刺的心情感受（2022/7）  

 
 
 進一步分析，有幾個發現值得一提： 
第一，從年齡層看，不分老少，每一個年齡群組都有六成五以上的人為安倍遇刺感

到難過；而年齡越大，感到難過的比例越高，例如 45 歲以上的人有七成五
以上會感到難過； 

 
第二，從省籍族群來看，河洛人與客家人中都有超過七成五感到難過，不感到難過

的都明顯低於兩成；外省族群中會感到難過的有三成八，不會感到難過的有

四成四，形成鮮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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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性別來看，台灣女性對此會感到難過的比例明顯高於男性；具體地說，女

性有七成八會感到難過，而男性只有六成六感到難過； 
 
第四，也是最後，從政黨支持的角度看，對安倍遇刺，台灣各主要政黨支持者絕大

多數感到難過；具體地講，民進黨支持者中八成九感到難過，國民黨支持者

中六成六感到難過，民眾黨支持者中六成三感到難過，而中性選民六成五感

到難過。對日本這位親台政治領袖遽然辭世，台灣出現這種跨黨派一致的哀

傷，展現難得的政黨共識，相當罕見。 
 
圖 2：台灣人對前日相安倍遇刺的心情感受（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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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人對蔡政府決定全國降半旗哀悼安倍的態度 
 我們問：「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被暗殺）身亡，蔡英文政府決定全國降半旗一

天以示哀悼，請問，您贊不贊成這項作為？」結果發現：31.9%非常贊成，34.3%有點
贊成，10.1%不太贊成，7.9%一點也不贊成，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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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六基本上贊成蔡政府這項作為，一成八不贊

成。這項發現透露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蔡政府採取全國降半旗的行動悼念安倍

是有強大民意支持的。請參見圖 3、圖 4。 
 
圖 3：國人對蔡政府決定全國降半旗哀悼安倍的態度（2022/7） 

 
 
圖 4：國人對蔡政府決定全國降半旗哀悼安倍的態度（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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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從政黨支持傾向來看，不分大小政黨，都呈現一面倒地贊成蔡政府全國降半

旗以示哀悼安倍之意，不贊成的是少數。具體地講，民進黨支持者中，九成

二贊成，3.4%不贊成；國民黨支持者中，五成二贊成，三成四不贊成；民眾
黨支持者中，五成五贊成，二成六不贊成；中性選民五成一贊成，二成不贊

成。 
 

第二，從年齡層來看，不分老少，所有年齡群組都呈面一面倒地贊成，即使贊成比

例最低的 20-24歲群體也有五成六贊成，而贊成比例最高的是 25-34歲年輕
族群，七成四表示贊成。 

 
第三，從省籍族群看，河洛人中有七成一贊成，一成五反對；客家人中，六成六贊

成，二成二反對；外省族群中，三成九贊成，三成七反對；形成鮮明對比。 
 
第四，從 6都 16縣市角度看，每一個地區都呈現一面倒地贊成，反對者不超過三

成；不過，台北市和桃園市反對比例相對較高，但都不到三成。由此可見，

蔡政府發動全國降半旗一天，社會雖有一些雜音，但與贊成的強大聲浪相比

都顯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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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人對安倍遇刺可能衝擊台日關係的態度 
 我們問：「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一般說來，您會不會擔心未來台日關係

倒退？」結果發現：6.9%非常擔心，18.6%有點擔心，42.4%不太擔心，24.8%一點也
不擔心，7.4%沒意見、不知道。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二
成六會擔心因安倍遇刺而導致台日關係倒退，六成七不擔心。這項發現暗示，就算戰後

最關心台灣安危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不幸遇刺，絕大多數台灣人還是老神在在，不擔

心台日關係會因此倒退。請參見圖 5、圖 6。 
 

圖 5：台灣人對安倍遇刺可能衝擊台日關係的態度 （2022/7） 

 
 
圖 6：台灣人對安倍遇刺可能衝擊台日關係的態度（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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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俄烏戰爭後，國人對兩岸軍事危機的認知 

 我們問：「俄烏戰爭爆發後，整體來講，您覺得中共（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是增

加，還是減少？」結果發現：61.8%覺得是增加了，8.5%覺得是減少了，15.4%覺得不
增不減，14.3%很難說、不知道。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六
成二感覺中共（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增加了，一成五覺得不增不減，8.5%的人覺得
減少了。這項發現傳遞了一個清楚的訊息，那就是，俄烏戰爭爆發後，台灣人對中共軍

事威脅的警覺性提高了，似乎不再是溫水燉煮中的青蛙。請參看圖 7。 
 

圖 7：近來，中共（中國）對台軍事威脅是增加，還是減少了？（2022/7） 

 
 
 

五、台灣人對「台灣海峽是中國內海」的態度 

 我們問：「中共有關當局最近多次表示「台灣海峽是中國（PRC）內海，不是公海」，
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結果發現：3.3%非常同意，4%還算同意，29.8%不太同
意，51.2%一點也不同意，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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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基本上不同意中共（中國）有關「臺灣海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內海」的主張，7.3%同意。值得注意的是，有高達 51.2%成年人強烈不同意中共當局
的主張。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清楚的訊息，那就是，台灣社會存在一個強大的共識，不

接受中共當局「臺灣海峽是中國內海」的主張。請參看圖 8、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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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台灣人對中共當局「台灣海峽是中國內海」的態度 

 
 
圖 9：台灣人對中共當局「台灣海峽是中國內海」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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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人對這次「奧秘克戎」（Omicron）大流行的認知 

 我們問：「有人認為，這次疫情是世界性的問題，無法避免，是天災；也有人認為，

這是蔡政府能力和準備不足所造成，是人禍。您的看法是什麼？是天災，還是人禍？」

結果發現：55.3%認為是天災，21.4%認為是人禍，20.3%認為既是天災也是人禍，3%
很難說、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對這次嚴重的「奧秘克戎」大流行，最新民意顯示，

二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中，有明顯過半的人認為是天災，是躲避不了的，兩成一認為純粹

是人禍，根本是因蔡政府能力與準備都不足所造成，還有二成認為既是天災也是人禍。

這項發現透露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面對空前慘重的 Omicron疫情，過半數台灣
人將它當成天災，四成二的人傾向歸咎政府防疫不力。請參看圖 10、圖 11。 
 
整體來看，這意味著，台灣人一方面傾向不苛責政府防疫不力，另一方面也有頗多

怨言。這對 2022地方大選的意涵似乎是，政府兩年半的防疫表現將沒有多少加分效果，
民進黨政府若想強打「防疫牌」恐怕吃力不討好。 
 
圖 10：國人對這次「奧秘克戎」（Omicron）大流行的認知（2022/7） 

 
 
 
與去年 5 月相比，可以清楚地看出箇中差異，去年有五成三的人相信武漢肺炎

（Alpha）大流形是「人禍」，今年卻只有兩成一這麼認為；同時，去年只有二成三的人
認為那次疫情爆發是天災，今年卻有五成五認為是天災。人民的認知和判斷大大降低了

對政府威信的殺傷力，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兩年半辛苦的防疫工作未能累積出強大正面

的選舉動能，又何嘗不是一件足以阨腕嘆息的事。請參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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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國人對兩次「武漢肺炎」大流行的認知（2021/5、2022/7） 

 
 
 

七、國人對陳時中所領導「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表現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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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認為非常好，打 80分以上；13.1%認
為還算好，打 61-79分；22.1%認為表現普通，只給 60分；13.4%認為不太好，打 50-
59分；12.4%認為非常不好，打 0-49分；4.5%不知道/拒答。 
 
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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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四成八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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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國人給予 60分及格以上成績，平均成績 65.17分。請參
看圖 12。 
 
與上個月相比，可清楚看到本月國人對陳時中領軍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整

體表現的評價，沒有明顯變好，也沒有明顯變壞，似乎正處在一種靜止狀態中。請參看

圖 13。 
  

7 月 14 日，陳時中因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台北市長，請辭衛福部長和「中央流形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兩項要職，台灣民意基金會這次（七月）有關國人對其所領導「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表現評價的研究，成為此系列十次調查的壓軸之作，紀錄了

陳時中兩年半防疫表現最後階段的民意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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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國人對陳時中領軍的疫情指揮中心表現的評價（2022/7） 

 

 
 
圖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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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6、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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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兩年半，總計十次的調查研究，民眾針對陳時中所領導「疫情指揮中心」防

疫表現的評價，無可諱言地，呈現一路下滑的態勢。從 2020年 2月平均分數 84.16開
始，到 2022年 7月平均分數 65.17，兩者相差 19分，開高走低，反映不同階段社會人
心的感受；過程中，人民評價小有起伏，基本上一路往下，具體反映了兩年半政府防疫

過程中的陽光與風雨，榮耀與災難。無論如何，陳時中所領導「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表

現的社會評價以 65.17分收場，是十次中的倒數第四，成績並不理想，意味當前政府的
防疫表現並未獲得民眾高度肯定。對陳時中而言，這肯定是一個無言的結局。請參見圖

14。 
 
圖 14：國人對陳時中所領導「疫情指揮中心」整體表現評價趨勢 （2020/2~2022/7）

 

 

 進一步分析，有幾點有趣的發現： 

 首先，從年齡層看，不同年齡層民眾對陳時中所領導「疫情指揮中心」表現

的評價似乎有一個模式（pattern）：年齡愈長，評價愈高；反之，亦然。也就是
說，相對於年長者，年紀較輕的人較可能給出較差的評價。具體地說，25-34歲給
平均 60.61分數，而 65歲以上給平均 67.79分數； 

 
第二，從教育背景看，教育程度越低，給的評價越高，反之，教育程度越高，給的

評價越低。具體地說，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給平均 70.96分；而大學及
以上教育程度者，給平均 60.97分； 

 
第三，從政黨支持傾向看，不同政黨支持者對陳時中所領導「疫情指揮中心」防疫

表現的評價，南轅北轍。具體地講，民進黨支持者給 81.14分，國民黨支持
者給 51.91分，民眾黨支持者給 50.26分，時代力量支持者給 57分，三個
在野黨都打不及格分數；中性選民則給 62.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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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也是最後，從傳統地緣政治七大塊來分，台北市、新北市、桃竹苗、中彰投、

雲嘉南、高屏澎、及基宜花東金馬，台北市民給的評價最低，只有 62.58分，
而高雄市民給的評價最高，68.01分。 

 
 

八、國人對陳時中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台北市長的反應 

 我們問：「陳時中擔任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兩年半，現在決定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

台北市長，您是否支持他這個參選決定？」結果發現：15.5%非常支持，22.1%還算支
持，16.2%不太支持，24%一點也不支持，19.6%沒意見，2.6%不知道、拒答。換句話
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三成八基本上支持陳時中的參選決定，四成

不支持；不支持比支持者多 2個百分點。這項發現透露了一個微妙且重要的訊息，那就
是，多數選民並不支持陳時中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台北市長。也就是說，陳時中的參選

並沒有獲得全國多數選民的祝福。簡言之，這是多數選民不樂見的參選決定。為什麼多

數選民不樂見？值得探討。請參見圖 15。 
 
圖 15：國人對陳時中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台北市長的反應（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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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國人對陳時中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台北市長的反應（2022/7） 

 
 
進一步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從年齡層看，似乎出現明顯的世代分歧與對立。54歲以下選民，多數不支持
陳時中的參選決定，而 55歲以上則是多數支持他的參選決定。其中較凸顯的是，25-34
歲選民，五成五不支持，三成三支持； 
 
第二，從教育背景看，不同教育程度者之間也出現差異與分歧。具體地說，高中/高

職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多數支持陳時中的參選決定，但專科、大學及以上教

育程度者，則是多數不支持他的參選決定；舉一個例，在大學及以上教育程

度者中，二成八支持，四成八不支持；但在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中，四成

九支持，一成八不支持。 
 
第三，從職業背景看，也出現一些有趣的現象。陳時中的參選決定顯然在自營商/企

業主、農民、家庭主婦、及退休人員中引起較多共鳴，多數人支持他的參選

決定；但在高階白領人員、低階白領人員、軍公教人員、勞工、學生及無業

/待業者中，則多數不支持他的參選決定； 
 

第四，從政黨背景看，民進黨和台灣基進支持者呈現高比例支持他的參選決定，而

國民黨、民眾黨和時代力量等則是高比例不支持；例如，民進黨支持者有七

成支持，一成七不支持；國民黨一成四支持，六成九不支持；比較特別的是，

中性選民二成四支持，三成四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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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也是最後，從 6都 16縣市角度看，6都中有 4都呈現多數選民不支持陳時
中的參選決定，包括台北市、桃園市、台南市和高雄市；至於 6都以外的 16
縣市，合起來看，則是多數支持的狀態。具體地講，台北市選民中四成九不

支持，三成二支持；這樣的情境，對辭官參選台北市長的陳時中顯得尷尬，

也隱約浮現出未來將面臨不少挑戰和障礙。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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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誰表現較好？」（複選：最多三位） 
 
結果發現：28.4%認為新北市長侯友宜防疫表現較好，以下依序是高雄市長陳其邁

24.5%，台北市長柯文哲 22.3%，台中市長盧秀燕 15.6%，桃園市長鄭文燦 11.3%，台
南市長黃偉哲 6.7%，3.8%都不好，12.3%都很好，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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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高雄市長陳其邁，落後侯友宜 3.9個百分點；第三是，台北市長柯文哲落後陳其邁
2.2 個百分點；第四是台中市長盧秀燕，落後柯文哲 6.7 個百分點；第五是桃園市長鄭
文燦，落後盧秀燕 4.3個百分點；第六是台南市長黃偉哲，落後鄭文燦 5.6個百分點。
請參見圖 17 
 
圖 17：國人眼中六都市長的防疫表現 （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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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個月相比，六都市長防疫表現的受肯定度和整體排序都出現明顯的改變，請參

見圖 18：  
  
 首先，新北市長侯友宜仍獨占鰲頭，但受肯定度下滑 6.8個百分點，幅度之大前所
未見；顯然，「恩恩案」對侯友宜及新北市政府威信的殺傷力已經浮現。 
 
第二，高雄市長陳其邁防疫表現所受的肯定和上個月一樣，但競爭對手柯文哲自己

跌倒，順勢超越柯文哲，也創下兩次超越柯文哲的紀錄； 
 

第三，台北市長柯文哲防疫表現本月下滑 5.4個百分點，淪為第三，箇中原因為何？
值得推敲； 

 
第四，台中市長盧秀燕防疫表現的受肯定度基本不變，略增 0.5個百分點，穩坐第

四； 
 
第五，桃園市長鄭文燦防疫受肯定度略減 0.5個百分點，續坐第五； 
 
第六，台南市長黃偉哲防疫受肯定度下滑 2個百分點，仍敬陪末座。 

 
圖 18：國人眼中六都市長的防疫表現:最近兩個月比較 (2022/6、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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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國人眼中六都市長的防疫表現趨勢  [2021/5~2022/7] 

 
  
更深入分析後，有一點特別值得關注，那就是，新北市長侯友宜防疫表現的民意支

持度顯然已亮起紅燈。自去年 5月迄今，我們一共完成七次「國人眼中六都市長的防疫
表現」全國性調查。結果都是侯友宜獨占鰲頭，高居第一，而且都遙遙領先其他對手，

包括長期位居第二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但自去年七月攀上 50.3%高峰之後，就一路下滑，
直到現在的 28.4%。一年之間流失 19.9 個百分點，而過去一個月流失 6.8 個百分點，
一個百分點相當於 19.5萬人，等於全年流失約 388萬粉絲，這是一個無法視而不見的
巨大現象。是什麼因素造成侯友宜人氣大不如前？需做有系統的檢視。「恩恩案發酵」肯

定是近期最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未來侯友宜民意支持度持續下滑，對即將到來的新北市長選戰的意涵為何？會

帶來什麼樣的衝擊？侯友宜已經力氣用盡，成為強弩之末了嗎？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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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台灣選民欣賞的兩大黨六都市長候選人 

（一）台灣選民欣賞的民進黨六都市長候選人 

 我們問：「在民進黨六都市長提名人選中，有台北市長陳時中、新北市長林佳龍、桃

園市長林智堅、台中市長蔡其昌、台南市長黃偉哲、及高雄市長陳其邁。在這六個人中，

您最欣賞的是哪一位？」（可複選，最多三位） 
 
結果發現：12%陳時中，9.8%林佳龍，10.1%林智堅，2.1%蔡其昌，13.4%黃偉哲，

21.1%陳其邁，7%都欣賞，17.9%都不欣賞，13.5%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
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最受選民欣賞的民進黨提名六都市長候選人，高雄市陳

其邁二成一，一馬當先；台南市黃偉哲一成三，穩居第二；台北市陳時中一成二，屈居

第三；桃園市林智堅與新北市林佳龍都是一成，並列第四；台中市蔡其昌 2.1%，敬陪
末座。請參見圖 20。 
 

圖 20：台灣選民欣賞的民進黨六都市長候選人 （2022/7） 

 

 
 這項發現傳達了許多重要但錯綜複雜的訊息，略作分析如下： 
第一，尋求連任的現任高雄市長陳其邁，全國選民欣賞度二成一，暫居同黨六都候

選人之首，高雄選民欣賞度三成七，相當程度展現了個人魅力和現任優勢； 
 

第二，同樣尋求連任的台南市長黃偉哲，全國選民欣賞度一成三，台南選民欣賞度

三成二，都優於同黨多數六都候選人以及主要競爭對手，現任優勢將有利於

他選戰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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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前衛福部長陳時中獲民進黨徵召參選台北市長，全國選民欣賞度一成二，台

北選民欣賞度一成一；對一位曾在防疫過程中發光發熱、備受肯定的指揮官，

下凡後卻只獲得如此低落的欣賞度，政治意涵詭異。未來如何贏得選民好感、

贏得選舉，是極大的挑戰； 
 
第四，前交通部長林佳龍此番被黨強制披掛上場，轉戰新北市，迎戰沒有人想迎戰

的最強競爭對手侯友宜。此刻他全國選民欣賞度一成，新北選民欣賞度一成

五，對這位享有盛名的民進黨中生代菁英，這樣的選民欣賞度是偏低的。未

來他面對的是一場史上最艱辛的選戰，如果打贏了，將締造台灣選舉史上另

一個新的傳奇； 
 
第五，前新竹市長林智堅意外獲民進黨徵召參選桃園市長，近期捲入「新論文門」

風波，目前全國選民欣賞度一成，桃園選民欣賞度二成四，人氣不算太差；

未來兩個月，「新論文門」事件的發展及其結果將決定性地影響林智堅個人

的禍福與民進黨整體選情； 
 
第六，蔡其昌頂著立法院副院長光環參選台中市長，徵召已有一段時日，迄今未獲

選民太多關注，全國選民欣賞度 2.1%，台中選民欣賞度一成二，嚴重偏低，
未來如何克服困境，迎頭趕上，是刻不容緩的事。 
 

（二）台灣選民欣賞的國民黨六都市長候選人 

 我們問：「在國民黨六都市長提名人選中，有台北市長蔣萬安、新北市長侯友宜、桃

園市長張善政、台中市長盧秀燕、台南市長謝龍介、及高雄市長柯志恩。在這六個人中，

您最欣賞的是哪一位？」（可複選，最多三位） 
  
結果發現：12.7%蔣萬安，37.5%侯友宜，3.7%張善政，13.8%盧秀燕，5.7%謝龍

介，2.8%柯志恩，4.5%都欣賞，13%都不欣賞，13.4%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
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最受選民欣賞的國民黨提名六都市長候選人，新北市

侯友宜三成八，勇奪第一；台中市盧秀燕一成四，穩居第二；台北市蔣萬安一成三，搶

居第三；台南市謝龍介 5.7%，位居第四；桃園市張善政 3.7%，屈居第五；高雄市柯志
恩 2.8%，敬陪末座。請參見圖 21。 
 

這項發現同樣傳達了許多重要但錯綜複雜的訊息，略作分析如下： 
第一，尋求連任的現任市長侯友宜，全國選民欣賞度三成八，新北選民欣賞度四成

五，傲視群倫，光芒四射，讓同黨其他五都參選人相形見絀，甚至讓民進黨

提名六都參選人黯淡無光。而這還是聲勢已經明顯走弱的侯友宜。 
 

第二，同樣尋求連任的台中市長盧秀燕，全國選民欣賞度一成四，台中選民欣賞度

三成五，整體人氣不差，黨內僅次於侯友宜；未來選戰，在現任優勢下，以

逸待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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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蔣萬安被國民黨寄予厚望收復台北市，目前全國選民欣賞度一成三，台北市

選民欣賞度也是一成三，以這樣的條件要迎戰來勢洶洶的競爭對手，可以預

見，選戰將輕鬆不起來。 
 
第四，前行政院長張善政此次代表國民黨參選桃園市，獲黨徵召迄今將近兩個月，

全國選民欣賞度只有 3.7%，桃園市選民欣賞度也只有 4%，嚴重偏低，未來
發展如何？有待觀察。 

 
第五，台南市議員謝龍介此番獲黨徵召，挑戰現任市長黃偉哲，全國選民欣賞度

5.7%，台南選民欣賞度 8.2%，也是嚴重偏低，未來發展如何？有待觀察。 
 
第六，國民黨立委柯志恩這次獲黨徵召，挑戰現任高雄市長陳其邁，全國選民欣賞

度 2.8%，高雄選民欣賞度 6.4%，更是嚴重偏低，不足以挑戰對手，後續發
展如何？有待觀察。 

 
第七，整體而言，目前台灣選民對國民兩大黨多數六都候選人的欣賞度都偏低，除

了少數現任者外。是候選人素質有問題？候選人被擺錯位置？選民期望太高？

或選戰尚未開打，選民冷漠以對？箇中原因，值得探討。 
 

圖 21：台灣選民欣賞的國民黨六都市長候選人 （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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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討論：比較兩大黨六都市長候選人的選民欣賞度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進一步就六都目前主要競爭者的選民欣賞度進行比較，而這將

提供一個面向來觀測當前六都市長的選情。必須說明的是，當針對兩大黨六都市長候選

人進行選民欣賞度調查時，都有包含「都欣賞」的選項。受訪者對民進黨六都市長候選

人表示「都欣賞」者有 7%，而對國民黨六都市長候選人表示「都欣賞」者有 4.5%。將
這兩數字併入兩黨六都候選人欣賞度時，各候選人就會出現一個新的數字，然後進行有

意義的比較。請參見圖 22。 
 

圖 22：比較兩大黨六都市長候選人的選民欣賞度（2022/7） 

 
 
 首先，在台北市方面，陳時中全國選民欣賞度一成九，蔣萬安一成七；同時，陳時

中台北選民欣賞度一成九，蔣萬安一成七。由此可見，目前雙方人氣是旗鼓相當，平分

秋色，陳時中暫領先兩個百分點； 
 
第二，在新北市方面，侯友宜全國選民欣賞度四成二，林佳龍一成七；同時，侯

友宜新北選民欣賞度五成，林佳龍二成二。由此可見，目前雙方實力懸

殊，侯友宜遙遙領先，後續發展端看林佳龍有沒有驚人爆發力來扭轉戰

局； 

 
第三，在桃園市方面，林智堅全國選民欣賞度一成八，張善政 8.4%；同時，林智堅

桃園選民欣賞度三成二，張善政 5.8%。林智堅明顯具有優勢，端看後續「新
論文門」事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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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台中市方面，盧秀燕全國選民欣賞度一成八，蔡其昌 9.1%；同時，盧秀燕
台中選民欣賞度三成八，蔡其昌一成九。相較之下，尋求連任的盧秀芳目前

穩居上風； 
 
第五，在台南市方面，黃偉哲全國選民欣賞度二成，謝龍介一成；同時，黃偉哲台

南選民欣賞度四成一，謝龍介一成五。由此可見，尋求連任的黃偉哲目前舒

適地居領先的位置； 
 
第六，在高雄市方面，陳其邁全國選民欣賞度二成八，柯志恩 7.3%；同時，陳其邁

高雄選民欣賞度四成二，柯志恩 8.6%。相較之下，尋求連任的陳其邁目前
正享有非常舒適的領先； 
 
 

十一、關於前新竹市長林智堅「新論文門」風波 
 我們問：「新竹市長林智堅最近陷入論文風波。一般說來，您認為這件事發展至今，

會嚴重影響他桃園市長選情嗎？」結果發現：10.3%非常嚴重，26.1%還算嚴重，34%
不太嚴重，14.2%一點也不嚴重，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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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六基本上認為事態嚴重，四成八認為並不嚴重。這項

發現傳達了一個清楚的訊息，那就是，林智堅「新論文門」事件發展至今兩星期，台灣

社會對這件事會不會嚴重影響年底桃園市長選情，看法分歧，但多數傾向認為不至於有

嚴重的影響。但因為「新論文門」事件還在發展中，未來會如何影響選情，非常值得觀

察。請參看圖 23、圖 24。 
 
圖 23：國人對林智堅「新論文門」是否影響桃園選情的看法（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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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有趣的發現： 

 

首先，從年齡層看，除了 20-24歲外，其他個年齡層都呈現多數不認為林智堅論文
風波會嚴重影響桃園選情。具體地講，20-24歲年輕選民中，有 58.6%認為林智堅碩士
論文疑雲會嚴重影響桃園市長選情。這意味年輕族群對「新論文門」事件有遠較強烈的

負面反應。這會不會蔓延到其他五都 16縣市，值得觀察。 
 
第二，在教育背景方面，每一種教育程度選民，都呈現多數不認為林智堅「新論文

門」事件會嚴重影響桃園選情，但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看法嚴重分歧對立，四成三認

為會影響，四成五認為不會。這是否暗示高教育程度選民對「新論文門」事件較關注，

較可能出現負面反應？值得注意。 
 
第三，從政黨背景看，民進黨支持者中有三成一認為林智堅「新論文門」事件會嚴

重影響桃園選情，五成九不認為；國民黨支持者中則是四成九認為嚴重，三成七認為不

嚴重。以過去的經驗看，民進黨候選人若涉及醜聞，民進黨人的立即反應會是緩頰、否

認、反擊等等，但這次有三成一支持者擔心此事件會嚴重影響桃園選情，並不尋常。 
 
第四，也是最後，從桃園本地選民的反應看，三成三認為嚴重，五成三認為不嚴重，

暗示桃園人對此事件關切的程度不如全國民眾。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則是此事件還沒有

在桃園市全面擴散所致，後續會有什麼樣的發展？有待觀察。 
 

圖 24： 國人對林智堅「新論文門」是否影響桃園選情的看法（2022/7） 

 
  



25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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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非常贊同，37.1%還算贊同，17.6%不太贊同，
17.5%一點也不贊同，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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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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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蔡總統
領導國家的方式重新獲得明顯過半數國人的贊同。請參見圖 25。 
 
與上個月相比，蔡英文總統聲望出現明顯起伏，「總統職務表現贊同率」（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ing）53%，上升 5.7個百分點，而「總統職務表現不贊同率」（Presidential 
Job Disapproval Rating）35.1%，遽減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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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12.5 個百分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請參
見圖 26。 
 
為什麼蔡英文總統聲望會出現一個預期之外的轉變？一個最可能的因素就是日本

前首相安倍遇刺事件。根據我們七月最新全國性民調，七成二台灣人為安倍遇刺而感到

難過，六成六台灣人贊成蔡政府全國降半旗以示哀悼；換言之，當舉國籠罩在安倍遇刺

身亡的哀傷氛圍時，蔡政府適時宣佈 7 月 11日全國降半旗，契合絕大多數台灣人的心
境，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因這件事而獲得民眾明顯的加分。這種現象可以形

容是「安倍遇刺效應」。 
 
圖 25：蔡英文總統聲望（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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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蔡英文總統聲望：最近兩次比較 (2022/6、2022/7) 

 

 
台灣總統聲望易受外在因素影響，以今年上半年來說，俄烏戰爭爆發、美國政府高

層頻頻訪台、兩岸軍事危機升高、釋迦蓮霧鳳梨效應、石斑魚效應、安倍遇刺效應接連

在不同時間點發生，都以不同方式和程度影響台灣人的政治認知和判斷，最終影響總統

聲望，提昇總統民意支持度。這樣的事情在台灣屢見不鮮，不是蔡英文總統神通廣大到

會操弄這些外在因素，而是國際形勢使然。 
 
堆高總統聲望的外部因素很多時候都掩蓋了嚴重的國內問題，消除了可能爆發的民

怨。無論如何，當時序進入選舉季節，總統聲望高低就是執政黨選戰成敗的重要指標。

當七月蔡英文總統聲望重新站上 5字頭，就算那只是「安倍遇刺效應」的短期刺激，但
仍有其意義。2018年 7月，蔡英文總統聲望是 33.4%，四年後的今天，她的聲望是 53%，
兩者相差 20個百分點；同一個時間，不贊同她執政表現的人有 49%，如今只有 35.1%，
兩者相差 14個百分點。 
 
一言以蔽之，2018年的蔡英文總統是一個怨聲載道、非常不受國人歡迎的總統，四

年後的今天，已經判若兩人。這對今年民進黨選情提供了一個有利因素，或至少不是一

個不利因素。執政的民進黨面對年底選戰，就算國際形勢有利，還有許多棘手的、已發

生的國內問題要克服，例如防疫過程留下的諸多問題、林智堅「新論文門」事件、用人

不當等等。2022九合一地方選舉，無論如何，對民進黨不會是一場輕鬆的選舉。請參見
圖 27、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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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蔡英文總統聲望趨勢 [2020/1~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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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蔡英文總統聲望長期趨勢 [2016/5~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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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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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非常滿意，36.8%還算滿意，21.4%不太滿意，19.9%一點也不滿意，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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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九
基本上滿意蘇貞昌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四成一不滿意。滿意比不滿意多 8個百分點。
這項發現清楚傳達了一個訊息，那就是，多數人此刻肯定蘇內閣的施政表現，雖然也有

四成一的人不滿意。請參看圖 29。 
 
圖 29：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2022/72022/7） 

 
 
和上個月相比，社會大眾對蘇內閣整體施政表現的反應，有了明顯的不同。滿意者

增加 2.6個百分點，不滿意者減少 4.4個百分點。這一來一往，使得原本滿意者比不滿
意者只多 0.7個百分點，如今已擴大到 7個百分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明顯正向的轉變。
顯然，這次蘇內閣民意支持度也受到「安倍遇刺效應」相當程度的激勵而顯著提昇。請

參見圖 30。 
 
「蔡蘇體制」，意指 2019年 1月蘇貞昌出任行政院長，與蔡英文總統搭檔形成憲政

體制上的最高雙首長，蔡蘇共治的意思。這個體制在台灣政治史上的出現是偶然，那是

在一種奇特的歷史情境下誕生的，要詳細描述這一個奇特的歷史情境非三言兩語可竟其

工。蔡蘇體制自建立以來已經三年七個月，這個體制還會延續多久？從現在看來，很可

能與蔡總統同進退，未來除非有重大變故，否則內閣改組機會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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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最近兩次比較 (2022/6、2022/7) 

 
 
這從一組經驗數據就可一目暸然，這組數據解釋了「為什麼蔡英文總統不能沒有蘇

貞昌院長」，說明了蔡蘇之間有接近完美的角色互補性。這組數據就是蔡政府歷任內閣

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請參見圖 31、圖 32。 
 
 圖 32呈現了林全內閣、賴清德內閣與蘇貞昌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實況。這可
以分三點來講； 
  
第一，林全內閣一年三個月，民眾對林全內閣施政表現的反應，從頭到尾都是不

滿意遠高於滿意，滿意度最高只有 34%，不滿意度最高到 61.1%，「滿江
紅」是適當的形容詞； 
 

第二，賴清德內閣一年四個月，民眾對賴內閣施政表現的反應，先盛後衰，如做

雲霄飛車，滿意度最高飆到 59.7%，不滿意度最高到 49.3%； 
 

第三，蘇貞昌內閣已三年七個月，民眾對蘇內閣施政表現的反應，絕大多數時間

滿意多於不滿意，滿意度最高飆到 69.4%，不滿意度最高到 49.7%； 
 

簡單地說，蘇內閣是因 2018年九合一地方選舉民進黨慘敗而生的，在蔡蘇體制三
年半來運作下，蘇內閣整體表現優於林內閣與賴內閣，避免了民怨高漲與社會嚴重不滿，

關關難過關關過，發揮了穩定政局，安定社會人心的作用。而這終究來講，也讓即將開

打的 2022九合一地方選戰，在去除沈重的中央執政包袱之後，而有利於執政的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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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蘇內閣施政表現趨勢 [2019/2~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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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蔡政府歷任內閣施政表現趨勢 [2016/12~2022/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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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民主進步黨，14.9%中國國民黨，14.9%台灣民眾黨，3.2%時代力量，2.1%
台灣基進，1.7%其他政黨合計，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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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四支持民進黨，一成五支持國民黨，

一成五支持民眾黨，3.2%支持時代力量，2.1%支持台灣基進，二成八中性選民。請參見
圖 33。 
 
圖 33：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2022/7） 

 
 
與上個月相比，三個主要政黨支持度得失互見，民進黨略有提昇，國民黨下挫三個

百分點，而民眾黨上揚 3.3個百分點。具體地講，民進黨略增 1.6個百分點，以三成四
穩坐第一；國民黨下滑 3個百分點，民眾黨上揚 3.3個百分點，兩黨支持度同為一成五，
並列第二大黨；時代力量略增 1個百分點，台灣基進下滑 1.2個百分點；中性選民減少
2.5個百分點，維持在二成八的水平。請參見圖 34。 
 
各政黨社會支持的消長有其內在邏輯，反應各政黨在不同階段或時間點的表現是否

得到選民的認可與支持。現再作幾點簡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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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民進黨支持度這次上揚 1.6個百分點，而且是連兩個月上揚，最可能的影響
因素無疑是「安倍遇刺效應」。民進黨以全國降半旗具體回應「安倍遇刺身亡事件」，契

合國內外大勢走向，更契合台灣人心感受。由於「安倍遇刺效應」強大，相當程度抵銷

府院黨不分青紅皂白第一時間力挺「林智堅碩士論文疑似抄襲醜聞」的負面效應，使得

民進黨支持度不降反升。 
 
第二，國民黨這次下挫三個百分點，也是「安倍遇刺效應」衍生的結果。當民進黨

用降半旗具體行動回應台灣人民不捨安倍遇刺身亡時，國民黨內卻雜音四起，其中反對

政府及中央黨部降半旗的聲音聽在台灣社會大眾耳中，感到特別刺耳。黨主席朱立倫近

兩個月極力企圖挽救國民黨形象，主張親美、反共、友日，積極呼應台灣主流民意，但

遭遇黨內強大保守反動勢力的杯葛，以至整個黨給外界的觀感不佳，導致政黨支持度下

挫三個百分點。究竟是誰在扯國民黨後腿？值得探討。 
 
第三，2018年 7月，民進黨與國民黨支持度在伯仲之間，都在 23%左右，2022年

的 7月，民進黨支持度 34.2%，國民黨支持度 14.9%，兩者相差 19.3個百分點，這樣
的差距是可觀的、巨大的、恐怖的，對 2022九合一地方選舉誰勝誰敗有很好的啟發性。
以目前的狀況，一個民進黨支持度可以抵得過國民黨加民眾黨還有剩，這是兩個在野黨

必須戒慎恐懼，並思有以為之；否則下場堪虞。請參見圖 35、圖 36。 
 
當然，「安倍遇刺效應」本質上是一個短期效應，會隨著時間過去而減弱，未來影響

2022選舉結果變數仍多，端看各黨領導者的修為與能耐。 
 
圖 34：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最近兩次比較 (2022/6、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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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台灣主要政黨支持趨勢圖 [2019/8~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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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台灣主要政黨長期支持趨勢 [2016/7~2022/7] 
 

 
 



影響2022地方大選的若干內外因素：安倍遇刺、新論文門與政府防疫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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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11.9%
新北市 186 17.3%
台中市 127 11.8%
台南市 86 8.0%
桃園市 102 9.5%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7 0.6%

1,075 100.0%

非常難過 254 23.7%
有點難過 518 48.2%
不太難過 125 11.6%
一點也不難過 80 7.5%
沒意見 76 7.1%
不知道 20 1.9%
拒答 1 0.1%

1,075 100.0%

題目 選項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市？

合計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7月8日在奈良遇刺（被暗殺），驚動全世界，我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

Q2．當聽到日本安倍晉三前首相遇刺（被
暗殺）身亡時，您是否感到難過？

合計

樣本數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執行單位：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訪問地區：全國 
訪問對象：二十歲以上成年人 
抽樣方法：以全國住宅電話用戶為抽樣架構；以系統抽樣加尾兩碼隨機方式抽樣 
訪問日期：111年 7月 11日 至 111年 7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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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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2022地方大選的若干內外因素：安倍遇刺、新論文門與政府防疫表現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贊成 343 31.9%
有點贊成 369 34.3%
不太贊成 109 10.1%
一點也不贊成 85 7.9%
沒意見 147 13.6%
不知道 21 1.9%
拒答 2 0.2%

1,075 100.0%
非常擔心 74 6.9%
有點擔心 200 18.6%
不太擔心 456 42.4%
一點也不擔心 266 24.8%
沒意見 49 4.6%
不知道 30 2.8%

1,075 100.0%
增加 664 61.8%
減少 92 8.5%
不增不減 166 15.4%
很難說 61 5.7%
不知道 92 8.5%

1,075 100.0%
非常同意 35 3.3%
還算同意 43 4.0%
不太同意 320 29.8%
一點也不同意 550 51.2%
沒意見 74 6.9%
不知道 50 4.6%
拒答 3 0.3%

1,075 100.0%

天災 594 55.3%
人禍 230 21.4%
既是天災，也是人禍 218 20.3%
很難說 16 1.4%
不知道 14 1.3%
拒答 3 0.3%

1,075 100.0%
平均值

0~49分 133 12.4%
50~59分 144 13.4%
60分 238 22.1%
61~79分 141 13.1%
80分以上 372 34.6%
不知道 48 4.5%

1,075 100.0%

Q6．中共有關當局最近多次表示「台灣海
峽是中國（PRC）內海，不是公海」，請問
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

Q3．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被暗殺）
身亡，蔡英文政府決定全國降半旗一天以示

哀悼，請問，您贊不贊成這項作為？

合計

Q4．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一般
說來，您會不會擔心未來台日關係倒退？

合計

Q5．俄烏戰爭爆發後，整體來講，您覺得
中共（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是增加，還

是減少？

合計

合計

過去三個月，台灣奧秘克戎（Omicron）疫情大流行，確診者超過400萬人，死亡人數超過6千5
百人，我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

Q7．有人認為，這次疫情是世界性的問題
，無法避免，是天災；也有人認為，這是蔡

政府能力和準備不足所造成，是人禍。您的

看法是什麼？是天災，還是人禍？

合計
65.17

Q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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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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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2022地方大選的若干內外因素：安倍遇刺、新論文門與政府防疫表現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支持 166 15.5%
還算支持 237 22.1%
不太支持 175 16.2%
一點也不支持 258 24.0%
沒意見 211 19.6%
不知道 20 1.9%
拒答 7 0.7%

1,075 100.0%
柯文哲 240 22.3%
侯友宜 306 28.4%
鄭文燦 122 11.3%
盧秀燕 168 15.6%
黃偉哲 72 6.7%
陳其邁 263 24.5%
都不好 41 3.8%
都很好 132 12.3%
不知道 154 14.3%

1,075 100.0%

台北市長陳時中 129 12.0%
新北市長林佳龍 105 9.8%
桃園市長林智堅 108 10.1%
台中市長蔡其昌 22 2.1%
台南市長黃偉哲 144 13.4%
高雄市長陳其邁 227 21.1%
都欣賞 75 7.0%
都不欣賞 192 17.9%
不知道 134 12.5%
拒答 11 1.0%

1,075 100.0%
台北市長蔣萬安 136 12.7%
新北市長侯友宜 403 37.5%
桃園市長張善政 40 3.7%
台中市長盧秀燕 148 13.8%
台南市長謝龍介 61 5.7%
高雄市長柯志恩 30 2.8%
都欣賞 49 4.5%
都不欣賞 140 13.0%
不知道 131 12.2%
拒答 13 1.2%

1,075 100.0%合計

Q9．陳時中擔任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兩年
半，現在決定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台北市長

，您是否支持他這個參選決定？

合計

Q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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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九合一地方選舉，兩大黨6都16縣市長提名已接近完成，我們也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

Q11．在民進黨六都市長提名人選中，有台
北市長陳時中、新北市長林佳龍、桃園市長

林智堅、台中市長蔡其昌、台南市長黃偉

哲、及高雄市長陳其邁。在這六個人中，您

最欣賞的是哪一位？（可複選，最多三位）

合計

Q12．在國民黨六都市長提名人選中，有台
北市長蔣萬安、新北市長侯友宜、桃園市長

張善政、台中市長盧秀燕、台南市長謝龍

介、及高雄市長柯志恩。在這六個人中，您

最欣賞的是哪一位？（可複選，最多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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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2022地方大選的若干內外因素：安倍遇刺、新論文門與政府防疫表現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非常嚴重 111 10.3%
還算嚴重 280 26.1%
不太嚴重 366 34.0%
一點也不嚴重 153 14.2%
沒意見 77 7.2%
不知道 85 7.9%
拒答 4 0.4%

1,075 100.0%
非常贊同 171 15.9%
還算贊同 399 37.1%
不太贊同 189 17.6%
一點也不贊同 188 17.5%
沒意見 94 8.7%
不知道 29 2.7%
拒答 5 0.4%

1,075 100.0%
非常滿意 131 12.2%
還算滿意 395 36.8%
不太滿意 230 21.4%
非常不滿意 214 19.9%
沒意見 66 6.2%
不知道 30 2.8%
拒答 8 0.7%

1,075 100.0%
民主進步黨 368 34.2%
中國國民黨 161 14.9%
台灣民眾黨 160 14.9%
時代力量 35 3.2%
台灣基進 23 2.1%
其他政黨 18 1.7%
沒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 302 28.1%
不知道 8 0.8%

1,075 100.0%
自營商/雇主 128 11.9%
公務人員 31 2.9%
軍人 4 0.3%
中小學老師 14 1.3%
民營公司或機構普通職員 249 23.2%
民營公司或機構主管人員 94 8.7%
勞工 106 9.9%
專業人員 14 1.3%
在學學生 46 4.3%
農民 32 3.0%
退休 153 14.3%
無業/待業 31 2.9%
家庭主婦 171 15.9%
拒答 1 0.1%

1,075 100.0%

Q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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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7．請問您目前的職業身份是？

合計

Q13．新竹市長林智堅最近陷入論文風波。
一般說來，您認為這件事發展至今，會嚴重

影響他桃園市長選情嗎？

合計

Q14．一般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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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5．一般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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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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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2022地方大選的若干內外因素：安倍遇刺、新論文門與政府防疫表現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小學及以下 124 11.5%
初中、國中 125 11.6%
高中、高職 296 27.5%
專科 124 11.5%
大學 314 29.3%
研究所及以上 90 8.4%
拒答 2 0.2%

1,075 100.0%
河洛人 780 72.5%
客家人 133 12.3%
外省人 122 11.3%
原住民 21 2.0%
新移民 7 0.7%
拒答 13 1.2%

1,075 100.0%
20～24歲 76 7.1%
25～29歲 87 8.1%
30～34歲 86 8.0%
35～39歲 95 8.9%
40～44歲 110 10.3%
45～49歲 100 9.3%
50～54歲 98 9.2%
55～59歲 100 9.3%
60～64歲 95 8.8%
65～69歲 83 7.7%
70歲及以上 143 13.3%

1,075 100.0%
男性 526 48.9%
女性 549 51.1%

1,075 100.0%

Q18．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合計

Q19．請問您是河洛人、客家人或是外省人
，還是原住民？

合計

Q21．性別

合計

Q20．請問您今年幾歲？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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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2022地方大選的若干內外因素：安倍遇刺、新論文門與政府防疫表現

非常

難過

有點

難過

不太

難過

一點也

不難過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21.7% 43.9% 15.0% 10.0% 9.3% 526 48.9%
女性 25.5% 52.3% 8.3% 5.0% 8.9% 549 51.1%

23.7% 48.2% 11.6% 7.5% 9.1% 1,075 100.0%
20~24歲 0.0% 68.4% 19.4% 2.9% 9.3% 76 7.1%
25~34歲 14.6% 50.0% 15.7% 4.8% 14.9% 173 16.1%
35~44歲 22.6% 42.9% 11.7% 14.4% 8.4% 206 19.1%
45~54歲 27.3% 49.3% 12.0% 7.6% 3.8% 199 18.5%
55~64歲 28.5% 49.3% 10.3% 7.6% 4.3% 195 18.1%
65歲及以上 32.1% 42.9% 6.5% 4.5% 14.1% 226 21.0%

23.7% 48.2% 11.6% 7.5% 9.1% 1,075 100.0%
河洛人 27.4% 49.3% 10.5% 5.0% 7.7% 780 73.9%
客家人 21.7% 54.3% 12.0% 5.7% 6.2% 133 12.6%
外省人 6.2% 32.2% 18.7% 25.5% 17.4% 122 11.5%
原住民 18.8% 40.8% 5.9% 11.8% 22.7% 21 2.0%

24.1% 47.8% 11.5% 7.6% 9.0% 1,055 100.0%
小學及以下 27.6% 44.6% 5.7% 5.3% 16.8% 124 11.5%
初中、國中 25.6% 55.4% 7.7% 4.5% 6.8% 125 11.6%
高中、高職 26.6% 47.0% 12.9% 8.5% 5.0% 296 27.6%
專科 29.2% 47.9% 4.3% 11.1% 7.5% 124 11.6%
大學及以上 18.1% 48.1% 15.5% 7.2% 11.0% 405 37.7%

23.7% 48.2% 11.5% 7.5% 9.1%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32.6% 47.1% 11.4% 4.6% 4.2% 128 11.9%
高階白領人員 20.8% 51.8% 10.1% 8.1% 9.1% 108 10.1%
基層白領人員 21.9% 50.9% 15.3% 5.5% 6.4% 249 23.2%
軍公教人員 12.4% 35.1% 20.9% 13.7% 17.9% 48 4.5%
勞工 18.5% 48.5% 6.4% 18.0% 8.6% 106 9.9%
農民 24.1% 52.8% 7.2% 8.2% 7.8% 32 3.0%
學生 7.3% 53.3% 23.0% 4.8% 11.7% 46 4.3%
家庭主婦 27.9% 46.2% 9.6% 7.4% 8.9% 171 15.9%
退休人員 31.2% 46.4% 7.1% 4.6% 10.8% 153 14.3%
無業/待業者 10.3% 47.1% 12.4% 0.0% 30.1% 31 2.9%

23.7% 48.3% 11.6% 7.3% 9.1% 1,074 100.0%
民主進步黨 41.0% 47.9% 6.1% 1.5% 3.5% 368 34.2%
中國國民黨 14.3% 51.7% 12.3% 8.5% 13.2% 161 14.9%
台灣民眾黨 12.7% 50.6% 17.5% 12.5% 6.6% 160 14.9%
時代力量 11.4% 40.2% 21.4% 27.0% 0.0% 35 3.2%
台灣基進 46.2% 27.1% 0.0% 4.6% 22.1% 23 2.1%
其他政黨 0.0% 19.0% 36.5% 38.0% 6.5% 18 1.7%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14.3% 50.4% 13.3% 7.2% 14.8% 302 28.1%
不知道 30.9% 18.9% 0.0% 23.2% 27.1% 8 0.8%

23.7% 48.2% 11.6% 7.5% 9.1% 1,075 100.0%
台北市 22.2% 52.9% 8.9% 14.7% 1.3% 114 10.6%
新北市 24.9% 41.9% 16.8% 8.2% 8.1% 186 17.3%
桃園市 18.4% 46.9% 14.1% 7.7% 12.9% 102 9.5%
台中市 29.2% 44.9% 13.1% 4.3% 8.6% 127 11.8%
台南市 23.7% 39.3% 7.3% 13.0% 16.7% 86 8.0%
高雄市 30.8% 43.5% 15.3% 3.6% 6.8% 128 11.9%
其他縣市 20.1% 55.9% 8.0% 5.7% 10.3% 333 30.9%

23.7% 48.2% 11.6% 7.5% 9.1% 1,075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政黨支持

職業

合計

合計

教育程度

Q2．當聽到日本安倍晉三前首相遇刺（被暗殺）身亡時，您是否感到難過？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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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2022地方大選的若干內外因素：安倍遇刺、新論文門與政府防疫表現

非常

贊成

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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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32.5% 11.8% 9.8% 14.1% 526 48.9%
女性 32.1% 36.1% 8.5% 6.0% 17.4% 549 51.1%

31.9% 34.3% 10.1% 7.9% 15.8% 1,075 100.0%
20~24歲 21.2% 35.1% 14.9% 0.0% 28.8% 76 7.1%
25~34歲 23.8% 50.3% 10.8% 1.8% 13.3% 173 16.1%
35~44歲 39.0% 31.0% 10.1% 8.8% 11.1% 206 19.1%
45~54歲 32.2% 34.0% 10.2% 9.4% 14.2% 199 18.5%
55~64歲 34.1% 31.0% 8.7% 14.2% 12.0% 195 18.1%
65歲及以上 33.2% 27.9% 9.2% 7.5% 22.1% 226 21.0%

31.9% 34.3% 10.1% 7.9% 15.8% 1,075 100.0%
河洛人 35.4% 35.5% 9.2% 5.7% 14.2% 780 73.9%
客家人 34.7% 31.6% 12.2% 9.3% 12.2% 133 12.6%
外省人 6.8% 32.0% 15.4% 21.8% 23.9% 122 11.5%
原住民 46.7% 14.0% 8.1% 6.8% 24.3% 21 2.0%

32.2% 34.2% 10.3% 8.0% 15.3% 1,055 100.0%
小學及以下 35.6% 25.8% 5.6% 3.7% 29.3% 124 11.5%
初中、國中 29.4% 37.5% 12.9% 8.6% 11.5% 125 11.6%
高中、高職 38.4% 35.5% 8.6% 5.5% 12.0% 296 27.6%
專科 40.1% 24.6% 9.1% 15.7% 10.5% 124 11.6%
大學及以上 24.5% 38.3% 11.6% 8.3% 17.4% 405 37.7%

32.0% 34.4% 10.0% 7.9% 15.8%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41.0% 34.4% 9.3% 8.4% 6.9% 128 11.9%
高階白領人員 30.8% 35.1% 12.3% 5.8% 16.0% 108 10.1%
基層白領人員 32.0% 40.6% 7.9% 5.7% 13.7% 249 23.2%
軍公教人員 17.6% 23.3% 12.5% 22.0% 24.6% 48 4.5%
勞工 32.9% 27.6% 18.2% 9.7% 11.7% 106 9.9%
農民 37.7% 36.7% 0.0% 8.0% 17.6% 32 3.0%
學生 30.6% 42.2% 4.6% 0.0% 22.7% 46 4.3%
家庭主婦 31.8% 34.1% 6.7% 8.7% 18.7% 171 15.9%
退休人員 33.0% 30.6% 12.0% 8.3% 16.1% 153 14.3%
無業/待業者 9.5% 28.0% 20.8% 2.5% 39.2% 31 2.9%

32.0% 34.4% 10.1% 7.7% 15.8% 1,074 100.0%
民主進步黨 56.0% 36.4% 2.6% 0.8% 4.1% 368 34.2%
中國國民黨 12.0% 40.4% 19.7% 13.8% 14.0% 161 14.9%
台灣民眾黨 19.2% 35.5% 11.3% 14.2% 19.8% 160 14.9%
時代力量 13.5% 40.0% 36.9% 5.8% 3.9% 35 3.2%
台灣基進 55.8% 20.3% 7.7% 0.0% 16.2% 23 2.1%
其他政黨 6.5% 33.8% 5.3% 38.0% 16.4% 18 1.7%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22.0% 29.1% 11.2% 8.9% 28.9% 302 28.1%
不知道 23.3% 7.4% 0.0% 8.3% 60.9% 8 0.8%

31.9% 34.3% 10.1% 7.9% 15.8% 1,075 100.0%
台北市 29.4% 34.3% 14.3% 12.4% 9.5% 114 10.6%
新北市 29.0% 35.4% 9.1% 9.6% 16.9% 186 17.3%
桃園市 28.8% 29.1% 20.5% 9.0% 12.6% 102 9.5%
台中市 31.4% 35.2% 7.5% 3.9% 22.0% 127 11.8%
台南市 27.5% 38.7% 13.9% 8.3% 11.7% 86 8.0%
高雄市 42.7% 35.2% 4.2% 6.3% 11.5% 128 11.9%
其他縣市 32.6% 33.5% 8.4% 6.9% 18.6% 333 30.9%

31.9% 34.3% 10.1% 7.9% 15.8% 1,075 100.0%

教育程度

Q3．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被暗殺）身亡，蔡英文政府決定全國降半旗一天以示哀悼，請
問，您贊不贊成這項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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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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2022地方大選的若干內外因素：安倍遇刺、新論文門與政府防疫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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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13.9% 21.4% 12.4% 31.4% 3.3% 526 48.9% 61.72
女性 7.3% 12.8% 22.8% 13.9% 37.6% 5.6% 549 51.1% 68.56

12.4% 13.4% 22.1% 13.1% 34.6% 4.5% 1,075 100.0% 65.17
20~24歲 5.6% 11.2% 29.8% 34.9% 18.5% 0.0% 76 7.1% 63.27
25~34歲 17.0% 11.2% 26.7% 17.7% 25.3% 2.1% 173 16.1% 60.61
35~44歲 10.5% 14.3% 20.9% 17.0% 35.4% 1.9% 206 19.1% 65.58
45~54歲 11.6% 18.0% 21.2% 13.1% 34.9% 1.2% 199 18.5% 65.86
55~64歲 14.3% 16.3% 16.8% 6.4% 43.0% 3.2% 195 18.1% 66.21
65歲及以上 11.8% 8.3% 22.5% 4.5% 38.8% 14.1% 226 21.0% 67.79

12.4% 13.4% 22.1% 13.1% 34.6% 4.5% 1,075 100.0% 65.17
河洛人 9.8% 12.9% 20.5% 12.1% 39.9% 4.8% 780 73.9% 68.07
客家人 9.7% 15.4% 25.6% 12.4% 35.1% 1.8% 133 12.6% 65.36
外省人 33.1% 16.4% 24.0% 16.9% 5.1% 4.5% 122 11.5% 45.88
原住民 3.1% 5.9% 40.6% 14.1% 25.3% 11.1% 21 2.0% 71.35

12.4% 13.4% 21.9% 12.7% 35.0% 4.5% 1,055 100.0% 65.22
小學及以下 7.1% 4.4% 24.1% 3.7% 39.0% 21.8% 124 11.5% 70.96
初中、國中 10.6% 6.7% 30.2% 5.5% 41.1% 5.9% 125 11.6% 68.11
高中、高職 12.1% 12.8% 17.5% 12.7% 43.8% 1.1% 296 27.6% 68.06
專科 12.5% 18.2% 19.5% 14.0% 32.6% 3.2% 124 11.6% 64.66
大學及以上 14.8% 17.2% 22.8% 18.4% 25.2% 1.5% 405 37.7% 60.97

12.4% 13.4% 22.0% 13.2% 34.6% 4.5% 1,073 100.0% 65.18
自營商/企業主 11.2% 14.4% 13.3% 18.7% 41.2% 1.3% 128 11.9% 69.82
高階白領人員 13.0% 18.3% 23.7% 14.5% 29.8% 0.6% 108 10.1% 63.21
基層白領人員 10.2% 14.4% 26.9% 11.7% 34.1% 2.8% 249 23.2% 64.46
軍公教人員 15.2% 16.4% 23.9% 12.1% 23.6% 8.9% 48 4.5% 57.78
勞工 19.4% 8.2% 17.7% 14.5% 37.4% 3.0% 106 9.9% 63.62
農民 14.2% 6.0% 29.3% 5.9% 40.2% 4.5% 32 3.0% 68.68
學生 9.3% 18.5% 13.8% 40.4% 18.0% 0.0% 46 4.3% 62.14
家庭主婦 10.2% 13.0% 23.8% 9.1% 37.3% 6.6% 171 15.9% 66.79
退休人員 13.2% 10.1% 22.9% 4.7% 39.7% 9.5% 153 14.3% 66.61
無業/待業者 10.2% 16.3% 19.3% 25.5% 16.3% 12.4% 31 2.9% 61.80

12.3% 13.4% 22.1% 13.1% 34.6% 4.5% 1,074 100.0% 65.22
民主進步黨 0.3% 2.2% 13.3% 16.1% 66.9% 1.2% 368 34.2% 81.14
中國國民黨 22.3% 24.3% 30.9% 11.4% 8.2% 2.9% 161 14.9% 51.91
台灣民眾黨 21.8% 32.7% 27.7% 9.0% 8.2% 0.5% 160 14.9% 50.26
時代力量 28.4% 9.2% 12.2% 16.7% 29.7% 3.8% 35 3.2% 57.00
台灣基進 0.0% 0.0% 0.0% 24.6% 59.2% 16.2% 23 2.1% 83.92
其他政黨 74.5% 13.1% 0.0% 6.5% 5.9% 0.0% 18 1.7% 21.19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12.2% 12.6% 29.6% 12.1% 24.0% 9.5% 302 28.1% 62.75
不知道 8.3% 7.4% 11.2% 0.0% 23.2% 49.8% 8 0.8% 73.33

12.4% 13.4% 22.1% 13.1% 34.6% 4.5% 1,075 100.0% 65.17
台北市 12.2% 19.0% 19.8% 20.0% 27.5% 1.5% 114 10.6% 62.58
新北市 15.9% 10.3% 22.1% 12.6% 33.8% 5.3% 186 17.3% 63.67
桃園市 10.4% 18.9% 24.5% 9.8% 33.8% 2.6% 102 9.5% 64.97
台中市 12.4% 12.0% 30.4% 7.8% 33.8% 3.6% 127 11.8% 65.83
台南市 18.4% 21.2% 11.0% 8.9% 39.1% 1.4% 86 8.0% 61.84
高雄市 13.4% 13.0% 16.1% 10.0% 43.1% 4.4% 128 11.9% 66.55
其他縣市 9.1% 10.1% 24.2% 16.5% 33.5% 6.7% 333 30.9% 67.14

12.4% 13.4% 22.1% 13.1% 34.6% 4.5% 1,075 100.0% 65.17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職業

合計

合計

Q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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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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2022地方大選的若干內外因素：安倍遇刺、新論文門與政府防疫表現

非常

支持

還算

支持

不太

支持

一點也

不支持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5.5% 20.2% 13.3% 30.5% 20.6% 526 48.9%
女性 15.4% 23.9% 19.1% 17.8% 23.7% 549 51.1%

15.5% 22.1% 16.2% 24.0% 22.2% 1,075 100.0%
20~24歲 0.0% 25.6% 20.7% 17.0% 36.8% 76 7.1%
25~34歲 1.1% 32.2% 21.5% 33.1% 12.1% 173 16.1%
35~44歲 12.9% 19.1% 12.4% 28.8% 26.8% 206 19.1%
45~54歲 15.6% 19.5% 16.4% 26.1% 22.3% 199 18.5%
55~64歲 21.8% 23.7% 17.4% 22.1% 15.0% 195 18.1%
65歲及以上 28.5% 16.7% 13.1% 14.8% 26.9% 226 21.0%

15.5% 22.1% 16.2% 24.0% 22.2% 1,075 100.0%
河洛人 17.7% 23.2% 17.7% 19.8% 21.6% 780 73.9%
客家人 14.3% 21.1% 21.2% 22.8% 20.6% 133 12.6%
外省人 3.9% 12.3% 4.7% 56.3% 22.9% 122 11.5%
原住民 17.0% 45.8% 3.6% 24.6% 8.8% 21 2.0%

15.7% 22.1% 16.4% 24.5% 21.4% 1,055 100.0%
小學及以下 27.4% 21.3% 12.6% 5.2% 33.5% 124 11.5%
初中、國中 24.0% 22.1% 24.6% 15.4% 13.9% 125 11.6%
高中、高職 22.5% 20.5% 15.7% 22.9% 18.5% 296 27.6%
專科 11.6% 24.5% 9.9% 32.6% 21.4% 124 11.6%
大學及以上 5.4% 22.8% 17.1% 30.7% 24.0% 405 37.7%

15.5% 22.1% 16.2% 24.0% 22.1%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23.1% 28.4% 11.7% 22.4% 14.5% 128 11.9%
高階白領人員 4.0% 16.4% 16.4% 32.5% 30.6% 108 10.1%
基層白領人員 7.7% 25.5% 21.1% 25.5% 20.2% 249 23.2%
軍公教人員 6.5% 18.7% 15.4% 31.3% 28.1% 48 4.5%
勞工 15.2% 22.0% 15.2% 27.8% 19.8% 106 9.9%
農民 17.6% 35.5% 10.0% 16.2% 20.7% 32 3.0%
學生 0.0% 30.5% 10.4% 28.1% 31.0% 46 4.3%
家庭主婦 25.0% 17.1% 16.6% 19.0% 22.2% 171 15.9%
退休人員 29.3% 15.5% 14.6% 17.2% 23.5% 153 14.3%
無業/待業者 2.1% 28.1% 22.6% 24.7% 22.5% 31 2.9%

15.5% 22.1% 16.3% 23.9% 22.2% 1,074 100.0%
民主進步黨 36.8% 33.6% 13.2% 4.2% 12.3% 368 34.2%
中國國民黨 2.7% 11.4% 28.2% 40.7% 17.0% 161 14.9%
台灣民眾黨 0.9% 14.7% 14.6% 56.7% 13.1% 160 14.9%
時代力量 5.8% 20.4% 26.0% 41.5% 6.4% 35 3.2%
台灣基進 27.4% 38.8% 0.0% 4.6% 29.2% 23 2.1%
其他政黨 0.0% 5.9% 5.3% 83.6% 5.1% 18 1.7%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5.6% 17.8% 15.7% 18.1% 42.8% 302 28.1%
不知道 0.0% 18.0% 0.0% 8.3% 73.7% 8 0.8%

15.5% 22.1% 16.2% 24.0% 22.2% 1,075 100.0%
台北市 14.0% 17.5% 16.3% 32.5% 19.8% 114 10.6%
新北市 18.1% 23.5% 12.1% 24.7% 21.6% 186 17.3%
桃園市 14.2% 13.6% 28.2% 19.7% 24.3% 102 9.5%
台中市 16.5% 22.7% 11.8% 26.3% 22.7% 127 11.8%
台南市 14.5% 23.7% 21.0% 23.2% 17.6% 86 8.0%
高雄市 21.1% 16.7% 13.2% 29.7% 19.3% 128 11.9%
其他縣市 12.6% 26.9% 16.5% 19.2% 24.8% 333 30.9%

15.5% 22.1% 16.2% 24.0% 22.2% 1,075 100.0%

教育程度

Q9．陳時中擔任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兩年半，現在決定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台北市長，您是否
支持他這個參選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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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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2022地方大選的若干內外因素：安倍遇刺、新論文門與政府防疫表現

非常

嚴重

還算

嚴重

不太

嚴重

一點也

不嚴重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0.0% 25.0% 36.4% 16.2% 12.4% 526 48.9%
女性 10.6% 27.0% 31.7% 12.3% 18.4% 549 51.1%

10.3% 26.1% 34.0% 14.2% 15.5% 1,075 100.0%
20~24歲 16.9% 41.7% 24.6% 4.2% 12.6% 76 7.1%
25~34歲 5.0% 30.4% 42.2% 10.6% 11.7% 173 16.1%
35~44歲 9.5% 24.0% 38.6% 16.7% 11.2% 206 19.1%
45~54歲 13.1% 25.3% 35.4% 15.9% 10.4% 199 18.5%
55~64歲 11.3% 24.8% 33.4% 17.7% 12.8% 195 18.1%
65歲及以上 9.6% 21.0% 26.0% 13.5% 29.9% 226 21.0%

10.3% 26.1% 34.0% 14.2% 15.5% 1,075 100.0%
河洛人 10.3% 27.7% 33.2% 14.1% 14.8% 780 73.9%
客家人 10.5% 18.3% 41.1% 17.9% 12.2% 133 12.6%
外省人 12.3% 20.4% 31.7% 13.4% 22.1% 122 11.5%
原住民 9.5% 40.8% 19.5% 11.8% 18.5% 21 2.0%

10.5% 25.9% 33.8% 14.4% 15.4% 1,055 100.0%
小學及以下 5.8% 17.4% 25.1% 9.2% 42.5% 124 11.5%
初中、國中 11.3% 24.0% 34.9% 16.2% 13.6% 125 11.6%
高中、高職 9.9% 22.8% 35.4% 21.1% 10.8% 296 27.6%
專科 11.2% 25.5% 34.4% 15.0% 13.8% 124 11.6%
大學及以上 11.5% 31.9% 35.0% 9.9% 11.7% 405 37.7%

10.3% 26.1% 33.9% 14.2% 15.5% 1,073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2.2% 12.4% 47.9% 18.4% 9.0% 128 11.9%
高階白領人員 13.7% 29.1% 35.5% 10.9% 10.8% 108 10.1%
基層白領人員 9.0% 26.9% 35.9% 14.2% 14.0% 249 23.2%
軍公教人員 14.3% 36.1% 28.5% 9.2% 11.9% 48 4.5%
勞工 4.4% 22.1% 42.7% 16.6% 14.1% 106 9.9%
農民 6.6% 23.2% 28.5% 20.8% 20.8% 32 3.0%
學生 13.9% 35.3% 34.0% 0.0% 16.8% 46 4.3%
家庭主婦 10.9% 29.6% 24.4% 13.8% 21.2% 171 15.9%
退休人員 10.6% 23.2% 29.8% 16.7% 19.6% 153 14.3%
無業/待業者 8.7% 47.0% 16.5% 7.4% 20.5% 31 2.9%

10.3% 26.1% 34.0% 14.1% 15.5% 1,074 100.0%
民主進步黨 6.7% 24.3% 37.5% 21.7% 9.8% 368 34.2%
中國國民黨 14.8% 34.6% 29.7% 7.1% 13.7% 161 14.9%
台灣民眾黨 14.2% 28.3% 36.5% 13.4% 7.5% 160 14.9%
時代力量 13.7% 13.7% 55.1% 14.9% 2.6% 35 3.2%
台灣基進 1.9% 26.0% 52.5% 3.4% 16.2% 23 2.1%
其他政黨 21.0% 51.0% 22.8% 5.1% 0.0% 18 1.7%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9.7% 22.7% 28.4% 10.2% 28.9% 302 28.1%
不知道 15.8% 10.7% 0.0% 23.2% 50.4% 8 0.8%

10.3% 26.1% 34.0% 14.2% 15.5% 1,075 100.0%
台北市 10.6% 25.8% 27.3% 21.8% 14.4% 114 10.6%
新北市 12.1% 30.1% 32.9% 11.3% 13.6% 186 17.3%
桃園市 10.2% 23.1% 36.5% 16.8% 13.5% 102 9.5%
台中市 13.2% 24.3% 36.2% 13.2% 13.1% 127 11.8%
台南市 8.8% 24.5% 41.1% 16.5% 9.1% 86 8.0%
高雄市 9.0% 26.6% 27.3% 15.8% 21.3% 128 11.9%
其他縣市 9.0% 25.7% 36.0% 11.5% 17.8% 333 30.9%

10.3% 26.1% 34.0% 14.2% 15.5% 1,075 100.0%

教育程度

Q13．新竹市長林智堅最近陷入論文風波。一般說來，您認為這件事發展至今，會嚴重影響他桃
園市長選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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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