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20220916即時民調新聞稿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9/16）早上發表 2016 創會以來第二次即時民調，

「台灣人的政黨認同與支持」。這項調查是本會九月民調的一環，本擬於下週二發表，

但因有重大突破性發現，在 2022 地方大選正式起跑之際，有其意義，乃提前做部分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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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調查訪問期間是 2022 年 9 月 12-13 二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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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 人；抽樣誤差在 95%信心水準下約正負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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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台灣人的政黨認同 

 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是當代選民投票行為研究的中心概念，指的是一種較

長期的、穩定的心理傾向，它對個人如何理解外在政治世界，以及政治行動的選擇，

影響甚巨。更明白地說，它不僅影響個人對各種公共議題的立場，也左右個人對候選

人的認知、喜好和評價。當然，政黨認同並非一旦形成就不會改變，政黨認同可視為

一種連續不斷的回顧性評價的結果。政黨的日常作為或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的問政表

現當然也會對政黨認同有所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基本上是以兩大黨為主軸及數小黨構成的政黨體系，所以政

黨認同的測量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較精確地反映藍綠勢力的大小與分布。 

 

 我們問：「目前國內有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請問哪一個政黨的理念和

主張跟您較接近？」結果發現：11%非常接近民進黨，30.2%還算接近民進黨，16.4%

還算接近國民黨，2.6%非常接近國民黨，34.7%中性選民(或獨立選民)，5.2%不知道、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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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有四成一是綠營認同者，其中

深綠一成一，淺綠約三成；同時，有一成九是藍營認同者，其中 2.6%深藍，一成六淺

藍；此外，有三成五中性選民。綠支持者比藍支持者多 22.2 個百分點。從另一個角度

看，目前台灣藍綠勢力比率是 1:2.17，也就是說，綠支持者約藍支持者的 2.17 倍，這

是 2022 選前兩個月的藍綠基本盤。請參見圖 1。 

 

圖 1：台灣人的政黨認同：五分類 （2022/9）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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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民主進步黨，15.4%中國國民黨，20.9%台灣民眾黨，6.4%時代力量，

5.9%台灣基進，1.5%其他政黨合計，25.5%沒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2%不知道、拒答。

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二成二成支持民進黨，二成一支持民

眾黨，一成五支持國民黨，6.4%支持時代力量，5.9%支持台灣基進，二成六中性選

民。請參見圖 2。 

 

 與上個月相比，可以輕易發現，台灣人政黨支持傾向已發生巨大的變化。執政的

民進黨支持度重挫 7.8 個百分點，只剩 22.4%，仍居國內第一大黨；民眾黨扶搖直上，

支持度激增 7.5 個百分點，上升到二成一，再度彎道超車國民黨，成為國內第二大黨，

而且只落後民進黨 1.5 個百分點；國民黨支持度略減 1.1 個百分點，淪為第三大黨；時

代力量支持度上升 4.3 個百分點，台灣基進支持度上升 4.6 個百分點，兩小黨支持度呈

現多倍數增長，彷彿吃了大力丸。中性選民下滑 8.4 個百分點，縮小到二成六左右。請

參見圖 3。 



3 
 

圖 2：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2022/9） 

 
 

圖 3：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最近兩次比較 (2022/8、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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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請參見圖 4、圖 5、圖 6。 

  

 首先，在民進黨方面，自今年七月到現在短短兩個月，民意支持度重挫 11.8 個百

分點，幾近崩盤，顯然事出有因。尤其九月的現在，支持度只剩 22.4%，比 2018 年 9

月同期支持度（24.7%）還低，並創下自 2016 年 7 月以來最低紀錄。這對即將到來的

2022 九合一地方選舉必然造成重大衝擊。箇中原因與意涵為何？甚值推敲。 

 

 第二，在國民黨方面，過去兩個月民意支持度沒有明顯變化，都維持在 15%上

下。2022 年一到八月政黨平均支持度 15.31%，不動如山。對一個擁有 38 席立委，兩

都 12 縣市長，及數百位地方民意代表的台灣最大反對黨，這樣的民意支持度無疑是一

個嚴重警訊，尤其在地方大選年。國民黨籍候選人為求勝選很可能將積極轉向尋求中

性選民的支持。 

 

 第三，在民眾黨方面，過去兩個月民意支持度平均 14.15%，2022 年一到八月政

黨平均支持度 13.55%，如今九月一飛沖天到 20.9%，創下歷史新高，頗有鯉魚躍龍門

的氣勢。這會讓人對該黨 2022 台北市、桃園市和新竹市等三地選情出現新的想像。不

過，以民眾黨支持度來去如風的一貫風格，這種難得一見的支持度會不會只是曇花一

現？值得觀察。 

 

 第四，在時代力量方面，過去兩個月民意支持度平均 2.65%，2022 年一到八月政

黨平均支持度 3.19%，長期低迷。如今九月支持度躍升到 6.4%，對即將到來的選舉肯

定有激勵作用。 

  

 第五，在台灣基進方面，過去兩個月民意支持度平均 1.7%，非常低迷；如今九月

支持度躍升到 5.9%，像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對該黨選情當然是有幫助的。 

 

 總的來講，2022 九合一地方選舉已經正式起跑，全國性民調顯示藍綠基本盤目前

是 1: 2.17，也就是說，綠大於藍約 2.17 倍。值得注意的是，綠雖大於藍 2.17 倍，但民

進黨支持度陷入空前最低迷狀態，只有 22.4%，原有支持者紛紛轉向支持時代力量和台

灣基進，甚至投向台灣民眾黨。一言以蔽之，綠仍明顯大於藍，但民進黨已經處在

2016 年蔡英文上台以來政黨支持度最低的時刻。有證據顯示，20-54 歲選民中，民眾

黨已經全面碾壓民進黨，相對而言，民進黨只有在 60 歲以上選民中擁有絕對優勢，因

為許多原先支持民進黨的大量年輕選民集體出走，轉支持時代力量和台灣基進，甚至

連民眾黨都受益。 

 

 整體來說，這是大量選民不滿兩大黨，民進黨與國民黨，開始追尋「有意義第三

選擇」（Meaningful Third Choice）的一種新政治現象。更深入的分析，就留給下星期二

九月民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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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台灣三個主要政黨支持趨勢 [2019/8~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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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台灣兩大政黨長期支持趨勢 [2016/7~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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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時代力量長期支持趨勢 [2016/7~20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