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3月全國性民意調查 
摘要報告 

 

2024台灣新政局的展望 

 

 

游盈隆 
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 

 
 
 
 

2024年 3月 19日 
 



i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2024年 3月新聞稿 
 
2024/3/19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3/19）早上發表三月民調報告，主題是「2024台灣
新政局的展望」，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第九十一次每月例行重大議題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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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清理與統計分析。 
 

訪問期間是 2024年 3月 11-13日三天；對象以全國為範圍的二十歲以上成年人；
抽樣方法採市話與手機並用的雙底冊隨機抽樣（dual-frame random sampling），市話佔
70%，手機佔 30%。有效樣本 1090人，市話 762人，手機 328人；抽樣誤差在 95%
信心水準下約正負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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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發現： 

一、關於政府最近調整交通違規相關措施的民意反應，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

人中，七成三贊成政府調整交通違規措施，「未來十項 1200元以下輕微違規不受理
民眾檢舉」，只有一成九反對。 
 

二、關於蘇丹紅辣椒粉食安事件的民意反應，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高

達七成六擔心自己或家人吃到蘇丹紅辣椒粉，二成三不擔心。 
 

三、關於蔡政府處理「中國三無漁船金門海域翻覆事件」的民意反應，最新民意顯示，

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三成二基本上滿意政府相關部門對這一具高度政治敏感性事

件的處理，四成六不滿意。 
 

四、關於國防部長邱國正有關「中共瀕臨對台動武」說法的民意反應，最新民意顯示，

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三成七和邱國正部長有同感，五成沒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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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國人對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有關俄烏戰爭談話的反應，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

上台灣人中，約三成七基本上贊成教宗方濟各的主張，四成九不贊成。 
 

六、關於民進黨與民眾黨合組聯合政府的可欲性，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

三成四基本上同意民進黨與民眾黨合組聯合政府，五成二不同意。 
 

七、關於民進黨與國民黨合組聯合政府的可欲性，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

約四成基本上同意由民進黨與國民黨合組聯合政府，五成反對。 
 

八、關於民進黨、國民黨與民眾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的可欲性，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

以上台灣人中，五成四基本上同意由民進黨、國民黨及民眾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

三成六反對。 
 

九、關於民進黨未獲國會過半席次，一黨單獨組閣的可欲性，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

上台灣人中，三成九基本上同意，但有五成二反對。 
 

十、關於國人對新總統賴清德打造一個強有力新政府的信心，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

上台灣人中，四成九基本上有信心，但也有四成五沒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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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四成六基本上

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四成七不贊同。 
 

十二、 關於陳建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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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四成九滿意過去一年多陳內閣整體施政表現，四成不滿意。 
 

十三、 關於國人對新國會表現的反應，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四成四

基本上滿意新國會整體表現，四成一不滿意。 
 

十四、 關於國人對立法院長韓國瑜表現的反應，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

五成二基本上滿意，三成四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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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一支

持民進黨，二成二支持國民黨，一成九支持民眾黨，2.3%支持時代力量，二成四中

性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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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 景 

 2024年 1月 13日，號稱「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台灣，在舉世關注下順利完成
四年一次的總統與立委選舉。這場選舉選出了新總統與新國會，但民進黨八年完全執政

也劃下休止符。未來四年，民進黨籍新總統賴清德將如何應對一個有強烈敵意的國會，

順利推動各項施政，妥善處理複雜的國際及兩岸事務，贏得民心，是非常艱鉅的任務。 
 

 兩岸關係或台灣與中國關係（簡稱台中關係），是新政府最棘手的課題。2月 14日，
一艘中國三無漁船越界金門水域捕魚，在海巡署人員查緝過程中翻覆，造成兩死兩生還，

引起軒然大波，迄今仍未平息。無獨有偶，3月 14日凌晨，另一艘中國漁船在金門東碇
島附近海域捕魚翻覆，兩岸相關部門共同搜救。3 月 15 日，中方多艘海警船艦強行進
入金門海域，引起國際關切，美國國務院官員表示「北京試圖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兩

岸原本並不和睦的關係，此時此刻再度升溫，未來發展如何？值得觀察。 
 

 台海兩岸任何風吹草動，總會引起台灣政界和媒體高度關注。去年十一月，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在 APEC高峰會公開澄清「未來幾年並無攻打台灣計畫」。甫結束的中國
兩會，重彈「和平統一」的老調。但在台灣島內反而有股肅殺之氣。3月 7日，國防部
長邱國正立院備詢時表示「此刻已瀕臨（中共武力犯台）的狀態」，話一說出，舉國震動。

邱部長何出此言？是配合立院藍營立委演出嗎？還是肺腑之言？有多少國人和他有同

感、起共鳴呢？它說的是真的嗎？令人好奇。 
 

 另一方面，俄烏戰爭自 2022年 2月 24日開打，迄今已超過兩年，雙方死傷慘重，
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對此，天主教教宗方濟各 3月上旬接受瑞士媒體訪談時表示，
「我認為最堅強的人是懂得審度時勢、為民著想，並有勇氣舉起白旗進行談判的人」。被

認為在勸無辜受害者烏克蘭舉白旗投降，其宗教道德立場立刻引起全球強烈撻伐。台灣

人同樣面臨中國武力威脅，對教宗方濟各此番言論有何反應？值得一探究竟。 
 

 2024台灣總統大選結果首次打破八年魔咒，同一個政黨執政至少將達 12年。這個
政黨是民主進步黨，這是新的歷史時刻。但因為在國會未獲過半席次，失去完全執政的

地位，且淪為第二大黨，未來政局能否穩定，政府能否展現效能與效率，新總統賴清德

將如何有效因應？備受關注。社會不僅關注未來內閣成員人選，更關注的是新政府如何

組成。民進黨將重回公元 2000年至 2008年「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老
路嗎？政局將因此而動蕩不安嗎？眾所關切。 
  



2 

 隨著 1月 13日選出新總統，蔡政府提早進入看守狀態，這個看守期長達四個多月，
對憲政體制正常運作無疑是一大傷害。這是因為自 2012年開始，藍綠兩黨同意總統與
立委一起選所造成。箇中理由不一而足，其中最荒唐的說是為了選務行政的方便，並宣

稱可以省下幾億元公帑。基於便宜行事的荒唐理由，硬是將總統選舉提前到一月，配合

憲法規定的立委就職日期。其所導致的憲政體制嚴重扭曲，是得不償失的，對現任總統

不公平，也有害政局正常穩定的運作。 
 

 

貳、中心問題 

在上述時空背景下，三月全國性民調就聚焦在下列十二個重點： 

 

（一） 政府最近調整交通違規相關措施的民意反應 

（二） 關於蘇丹紅辣椒粉食安事件的民意反應 

（三） 政府處理「中國三無漁船金門海域翻覆事件」的民意反應 

（四） 國防部長邱國正有關「中共對台動武」的民意反應 

（五） 國人對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有關俄烏戰爭談話的反應 

（六） 當前國人對各種新政府模式的偏好與期待 

（七） 國人對新總統賴清德打造一個強有力新政府的信心 

（八） 蔡英文總統聲望 

（九） 陳建仁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十） 國人對新國會表現的反應 

（十一） 國人對立法院長韓國瑜表現的反應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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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清理與統計分析。 
 

 訪問期間是 2024年 3月 11-13日三天；對象以全國為範圍的二十歲以上成年人；
抽樣方法採市話與手機並用的雙底冊隨機抽樣（dual-frame random sampling），市話佔
70%，手機佔 30%。有效樣本 1090人，市話 762人，手機 328人；抽樣誤差在 95%
信心水準下約正負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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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最近調整交通違規相關措施的民意反應 

 我們問：「行政院最近（3/7）通過調整交通違規記點及檢舉措施，「未來十項 1200
元以下輕微違規不受理民眾檢舉」。請問您贊不贊成這項政策？」結果發現：34.4%非常
贊成，38.3%還算贊成，10.6%不太贊成，8.5%一點也不贊成，4.8%沒意見，3.4%不知
道。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七成三贊成政府調整交通違規措

施，「未來十項 1200元以下輕微違規不受理民眾檢舉」，只有一成九反對。這項發現傳
達了一個清楚的訊息，那就是，絕大多數台灣人認為「輕微違規不應窮追猛打」才是對

的政策。請參見圖 1、圖 2。 
 

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政府施政應回應人民的喜好」更是金科玉律。高達七成三國

人贊成，這無疑是一個大快人心的政策，在蔡政府八年執政過程中相當罕見。當然，選

前造成普遍民怨的這項嚴苛交通管制政策也是出自蔡政府手筆，陳建仁內閣臨去秋波，

解人民於倒懸，必將獲得人民善意的回應。 
 

深入的分析顯示，陳內閣這項政策已獲得跨性別、跨世代、跨階級、跨政黨、跨地

域、跨教育背景、跨省籍族群的高度支持。 
 

 

圖 1：政府最近調整交通違規相關措施的民意反應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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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政府最近調整交通違規相關措施的民意反應 （2024/3） 

 
 
 

二、關於蘇丹紅辣椒粉食安事件的民意反應 

 我們問：「最近國內食安事件頻傳，尤其蘇丹紅辣椒粉，相關食品牽連很廣。您會不

會擔心自己或家人吃到這些東西？」結果發現：43.2%非常擔心，32.5%還算擔心，17.3%
不太擔心，5.7%一點也不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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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七成六擔心自己或家人吃到蘇丹紅辣椒粉，二成三不擔心。值得

注意的是，高達四成三民眾非常擔心。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蘇丹

紅辣椒粉事件已引發民眾普遍的焦慮和恐慌。請參見圖 3、圖 4。 
 

 



5 

圖 3：蘇丹紅辣椒粉食安事件的民意反應 （2024/3）

 
 
 
圖 4：蘇丹紅辣椒粉食安事件的民意反應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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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處理「中國三無漁船金門海域翻覆事件」的民意反應 

上個月 14日，金門海域發生大陸（中國）漁民駕駛「三無漁船（無船名、無證

書、無登記）」越界捕魚翻覆事件，造成兩岸關係緊張，至今尚未平息，各國關

注。 

 我們問：「一般說來，您對政府相關部門處理這件爭議性事件的表現，滿不滿意？」

結果發現：7.1%非常滿意，25%還算滿意，25.6%不太滿意，20.8%一點也不滿意，11%
沒意見，10.5%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三成
二基本上滿意政府相關部門對這一具高度政治敏感性事件的處理，四成六不滿意。不滿

意者比滿意者多 12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清楚的訊息，那就是，多數國人對
政府相關部門處理這項事件的表現是不以為然的，是失望的。但這個事件的真相是什麼？

政府有責任在第一時間向社會大眾說清楚講明白。請參見圖 5、圖 6。 
 

 

圖 5：政府處理「中國三無漁船金門海域翻覆事件」的民意反應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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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政府處理「中國三無漁船金門海域翻覆事件」的民意反應 （2024/3） 

 
 
 

四、國防部長邱國正有關「中共對台動武」的民意反應 

 我們問：「國防部長邱國正日前（3/7）在立法院表示：「現在已經瀕臨（中共對台動
武）這個狀況」。請問您是否跟他有同感？」結果發現：10.5%非常有同感，26.6%還算
有同感，35.1%不太有同感，15.3%一點也沒同感，7.8%沒意見，4.8%不知道、拒答。
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三成七和邱國正部長有同感，五成沒

有同感。也就是說，過半數台灣人和邱國正沒有同感，不覺得此刻台海正面臨中共武力

犯台的危機。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微妙的訊息，那就是，台灣社會大眾對台海情勢的認

知和國防部長有很大的落差。請參見圖 7、圖 8。 
 

當社會大眾對台海情勢的認知和國防部長有很大落差的時候，說明了什麼？這有兩

種可能，一個是台灣社會大眾對台海情勢懵懵懂懂，另一個可能是國防部長邱國正誇大

其詞。究竟哪一個是真的？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進一步的分析，有一點值得注意。從政黨支持傾向來看，不同政黨支持者多數都和

邱國正沒有同感，不覺得中共即將對台動武，這是很奇特的現象。更具體地講，民進黨

支持者中，三成九和邱國正有同感，五成一沒有同感；國民黨支持者中，四成有同感，

五成沒同感；民眾黨支持者中，三成四有同感，五成九沒同感；中性選民中，三成六有

同感，四成沒同感。為什麼連多數國民黨支持者都和邱國正沒有同感？這是一個有趣的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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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國防部長邱國正有關「中共對台動武」的民意反應 （2024/3）

 
 
 
圖 8：國防部長邱國正有關「中共對台動武」的民意反應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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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人對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有關俄烏戰爭談話的反應 

 我們問：「俄烏戰爭開打至今已滿兩年。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最近
表示：「烏克蘭應拿出「舉白旗」（投降）的勇氣，透過談判終結與俄羅斯的戰爭。」請

問您贊不贊成他的主張？」結果發現：14.5%非常贊成，22%還算贊成，26.8%不太贊
成，22.6%一點也不贊成，9.7%沒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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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三成七基本上贊成教宗方濟各的主張，四成九不贊成。也就是

說，多數台灣人對教宗方濟各呼籲「烏克蘭主動舉白旗，透過談判結束與俄羅斯的戰爭」

是無法苟同的。這項發現透露了一個訊息，那就是，台灣社會大眾對俄烏戰爭的態度，

始終和西方民主國家站在同一陣線。請參見圖 9、圖 10。 
 
 

圖 9：國人對教宗方濟各有關俄烏戰爭談話的反應 （2024/3） 

 
 
  



10 

圖 10：國人對教宗方濟各有關俄烏戰爭談話的反應 （2024/3） 

 
 
 

六、當前國人對各種新政府模式的偏好與期待 

2024立委選舉結果，無任何政黨得到過半席次，未來政府應如何組成，有各種可

能性，大家都很關心。 

（一）關於民進黨與民眾黨合組聯合政府 

 我們問：「有人說：「為穩定政局，未來如果由民進黨與民眾黨合組聯合政府，是合

理的安排。」請問您同不同意？」結果發現：7.3%非常同意，26.5%還算同意，23.7%
不太同意，28.4%一點也不同意，11.3%沒意見，2.9%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
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三成四基本上同意民進黨與民眾黨合組聯合政府，五

成二不同意。不同意者比同意者多 18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清楚的訊息，那
就是，現階段能接受綠白兩黨合組聯合政府的人出奇的少。而理論上講，綠白兩黨共組

聯合政府，在國會擁有 59 席的過半席次，最符合「最小取勝同盟」（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原理。箇中原因為何？值得推敲。或許，2024總統與立委選舉後遺症還在，
是最明顯的因素。請參見圖 11、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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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國人對民進黨與民眾黨共組聯合政府的態度 （2024/3）  

 
 
 
 進一步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首先，在年齡層方面，大體上呈現年紀越長，越傾向不同意民進黨與民眾黨合組聯

合政府。更具體地講，20-24 歲，三成九同意，五成不同意；25-34 歲，五成一同意，
四成一不同意；35-44 歲，四成三同意，五成不同意；45-54 歲，三成一同意，五成九
不同意；55-64歲，二成六同意，五成九不同意；65歲及以上，二成三同意，五成不同
意。 
 

第二，在教育程度方面，每一種教育階層皆呈現，多數人傾向不同意民進黨與民眾

黨合組聯合政府，雖然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中同意比例稍高一些。更具體地講，大學

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三成六同意，五成五不同意；專科教育程度者中，三成一同意，五

成八不同意；高中/高職教育程度者中，三成五同意，五成三不同意；初中/國中教育程度
者中，三成四同意，五成一不同意；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中，二成八同意，三成五不

同意。 
 

第三，在政黨支持傾向方面，不同政黨支持者的態度有明顯不同，民眾黨支持者同

意比例最高，國民黨支持者不同意比例最高，而民進黨支持者介乎兩者之間。更具體地

講，民進黨支持者中，三成六同意，五成六不同意；民眾黨支持者中，四成八同意，四

成六不同意；國民黨支持者中，二成二同意，六成六不同意；中性選民中，三成同意，

三成九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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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國人對民進黨與民眾黨共組聯合政府的態度 （2024/3）  

 
 
 

（二）關於民進黨與國民黨合組聯合政府 

 我們問：「有人說：「為穩定政局，未來如果由民進黨與國民黨合組聯合政府，也是

合理的安排。」請問您同不同意？」結果發現：8.8%非常同意，31.5%還算同意，21.1%
不太同意，28.7%一點也不同意，8.5%沒意見，1.5%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
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約四成基本上同意由民進黨與國民黨合組聯合政府，五

成反對。也就是說，半數台灣成年人尚無法接受藍綠兩黨共組聯合政府，即使國民兩黨

立院席次相加有 103席，已遠遠超過大聯合政府標準（至少需國會席次總數三分之二）。
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可能是基於兩黨歷史恩怨及意識形態分歧過

大，仍有半數國人無法接受藍綠兩黨共組大聯合政府，即使理論上這可能為台灣帶來一

段時期的政局穩定。請參見圖 13、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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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國人對民進黨與國民黨合組聯合政府的態度（2024/3）  

 
 
 
 進一步分析，有以下三點值得一提： 

首先，在年齡層方面，大體上呈現年紀越輕，越傾向不同意民進黨與國民黨合組聯

合政府。更具體地講，20-24 歲，二成八同意，七成不同意；25-34 歲，三成八同意，
五成七不同意；35-44 歲，四成二同意，五成二不同意；45-54 歲，四成二同意，四成
九不同意；55-64歲，四成二同意，四成七不同意；65歲及以上，四成一同意，四成不
同意。 
 

第二，在教育程度方面，大體上，教育程度越高，不同意民進黨與國民黨合組聯合

政府的比例就越高。更具體地講，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三成五同意，五成八不同意；

專科教育程度者中，三成五同意，五成七不同意；高中/高職教育程度者中，四成六同意，
四成六不同意；初中/國中教育程度者中，四成同意，四成四不同意；小學及以下教育程
度者中，五成一同意，二成九不同意。 
 

第三，在政黨支持傾向方面，不同政黨支持者的態度有明顯不同，國民黨支持者同

意比例最高，民眾黨支持者不同意比例最高，而民進黨支持者介乎兩者之間。更具體地

講，國民黨支持者中，四成八同意，四成四不同意；民進黨支持者中，三成九同意，五

成四不同意；民眾黨支持者中，三成六同意，六成三不同意；中性選民中，三成九同意，

三成八不同意。有趣的是，為什麼民進黨多數支持者寧可與國民黨合組聯合政府，也不

願與民眾黨合組聯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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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國人對民進黨與國民黨合組聯合政府的態度（2024/3） 

 
 

 

（三）關於民進黨、國民黨與民眾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 

 我們問：「有人說：「為穩定政局，未來如果由民進黨、國民黨與民眾黨三黨合組「超

大聯合政府」，也是可接受的安排。」請問您同不同意？」結果發現：17.1%非常同意，
37.3%還算同意，14.9%不太同意，21.5%一點也不同意，7.1%沒意見，2.1%不知道、
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五成四基本上同意由民進黨、

國民黨及民眾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三成六反對。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清楚且重要的訊

息，那就是，台灣社會多數人已做好迎接「超大聯合政府」（Grand coalition）的心理
準備。也就是說，台灣邁向超大聯合政府的社會條件已經成熟。請參見圖 15、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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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國人對綠藍白三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的態度 （2024/3） 

 
 
 
 進一步分析，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首先，在年齡層方面，除了 20-24歲者同意與不同意各半之外，其他年齡層皆呈現

多數人同意由民進黨、國民黨及民眾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更具體地講，20-24歲，四

成九同意，四成九不同意；25-34 歲，六成二同意，四成三不同意；35-44 歲，五成八

同意，三成七不同意；45-54歲，五成六同意，三成七不同意；55-64歲，五成四同意，

三成八不同意；65歲及以上，四成八同意，三成三不同意。 
 

第二，在教育程度方面，每一種教育階層都呈現多數人同意由民進黨、國民黨及民

眾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更具體地講，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五成九同意，三成六不

同意；專科教育程度者中，五成同意，四成二不同意；高中/高職教育程度者中，五成五

同意，三成九不同意；初中/國中教育程度者中，五成四同意，三成三不同意；小學及以

下教育程度者中，四成六同意，二成八不同意。 
 

第三，從職業背景看，除了軍公教人員及農民外，其他八種職業背景皆呈現過半數

或多數同意由民進黨、國民黨及民眾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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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庭主婦、退休人員、無業/待業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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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從省籍族群角度看，不分河洛、客家、外省或原住民，皆呈現明顯過半數同

意由民進黨、國民黨及民眾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更具體地講，河洛人中，五成四同意，

三成七不同意；客家人中，五成四同意，三成六不同意；外省族群中，五成八同意，三

成七不同意；原住民中，六成三同意，一成七不同意。 
 

第五，在政黨支持傾向方面，民進黨支持者同意與不同意幾乎各佔一半，國民黨與

民眾黨支持者則明顯多數同意。更具體地講，民進黨支持者中，四成六同意，四成七不

同意；國民黨支持者中，五成七同意，三成五不同意；民眾黨支持者中，七成四同意，

二成六不同意；中性選民中，四成八同意，三成一不同意。 
 

第六，也是最後，從地緣政治角度看，除台北市外，其他五都 16 縣市都呈現過半
數同意由民進黨、國民黨及民眾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包括民進黨大本營的南台灣。 
 

 

圖 16：國人對綠藍白三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的態度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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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人對民進黨未獲國會過半席次仍單獨組閣的態度 

 我們問：「有人說：「就算民進黨未獲國會過半席次，但這次是賴清德當選總統，由

民進黨一黨組閣也可以。」請問您同不同意？」結果發現：13.2%非常同意，25.8%還
算同意，25.4%不太同意，26.7%一點也不同意，7.3%沒意見，1.6%不知道、拒答。換
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三成九基本上同意由民進黨單獨組閣，

儘管未獲國會過半數席次，但有五成二反對。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清楚的訊息，那就是，

未來民進黨若堅持一黨單獨執政，將面對社會大多數人的反彈。請參見圖 17、圖 18。 
 
 
圖 17：國人對民進黨未獲國會過半席次仍單獨組閣的態度 （2024/3） 

 
 
 
 進一步分析，有以下七點值得一提： 

首先，在性別方面，不同性別公民對民進黨在未獲國會過半席次下一黨單獨組閣的

態度明顯不同，女性一面倒反對，男性則是同意與不同意各佔一半。更具體地講，在男

性公民中，四成七同意，四成六不同意；女性公民中，三成一同意，五成八不同意。女

性公民五成八反對，這是很罕見的政治現象，後續相關效應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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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年齡層方面，大體上呈現 54 歲以下越年輕公民，越傾向不同意民進黨在
未獲國會過半席次下一黨單獨組閣。更具體地講，20-24歲，一成五同意，八成不同意；
25-34歲，二成七同意，六成八不同意；35-44歲，三成八同意，五成八不同意；45-54
歲，三成九同意，五成三不同意；55-64歲，五成同意，四成五不同意；65歲及以上，
四成七同意，三成三不同意。 
 

第三，在教育程度方面，除初/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多數同意民進黨在未獲國會
過半席次下一黨單獨組閣外，其他教育階層皆呈現多數不同意的狀況。更具體地講，大

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三成三同意，六成三不同意；專科教育程度者中，三成一同意，

六成一不同意；高中/高職教育程度者中，三成九同意，五成五不同意；初中/國中教育程
度者中，五成七同意，三成二不同意；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中，五成一同意，二成不

同意。 
 

第四，在職業背景方面，除退休人員、軍公教和農民外，其他七種職業背景公民皆

多數或過半數不同意民進黨在未獲國會過半席次下一黨單獨組閣，包括自營商/企業主、
高階白領人員、基層白領人員、勞工、學生、家庭主婦、無業/待業者等。 
 

第五，從省籍族群角度看，不分河洛、客家、外省或原住民，皆呈現明顯過半數或

多數不同意民進黨在未獲國會過半席次下一黨單獨組閣。更具體地講，河洛人中，四成

二同意，四成八不同意；客家人中，四成二同意，五成二不同意；外省族群中，一成八

同意，七成八不同意；原住民中，一成五同意，六成八不同意。 
 

第六、在政黨支持傾向方面，除民進黨支持者外，兩大在野黨和中性選民都呈現多

數不同意的狀態。更具體地講，民進黨支持者中，七成一同意，二成四不同意；國民黨

支持者中，二成一同意，七成二不同意；民眾黨支持者中，一成五同意，八成五不同意；

中性選民中，三成同意，四成六不同意。 
 

第七，也是最後，從地緣政治角度看，除新北市外，其他五都 16 縣市都呈現過半
數不同意民進黨在未獲國會過半席次下一黨單獨組閣，其中包括民進黨大本營的南台灣。

更具體地講，台北市，二成九同意，六成四不同意；新北市，四成八同意，四成三不同

意；桃園市，三成七同意，五成六不同意；台中市，三成八同意，五成二不同意；台南

市，三成九同意，五成四不同意；高雄市，三成九同意，五成三不同意；其他 16 縣市
平均，三成八同意，五成一不同意。 
 
  



19 

圖 18：國人對民進黨未獲國會過半席次仍單獨組閣的態度 （2024/3） 

 
 
 

（五）綜合討論 

2024 台灣總統與立委選舉順利產生了新總統與新國會，但也同時結束了民進黨自
2016 年以來的八年完全執政。面對國會三黨不過半的新形勢，新總統賴清德會如何及
應如何妥善因應，以建立強有力民主新政府，是眾所關切的事情。 
 

台灣民主建立已超過三十年，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執政，民主已經鞏固並漸趨成熟，

社會大眾對公共事務相當關注，並且有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與自由。當下一任總統就職

日期只剩兩個月，就算執政的民進黨對新政府應如何組成不置可否，諱莫如深，但台灣

社會大眾對此已經有了相當明確的偏好與期待。 

 

根據三月全國性民意調查結果，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重點：請參見圖 19、圖 20。 

第一，「超大聯合政府」，由民進黨、國民黨與民眾黨共同組成，是目前國人的第一

選擇（54.4%），其次是藍綠聯合政府(40.3%)，第三是民進黨單獨組閣(39%)，最後是綠
白聯合政府(33.8%)； 

 

第二，當國會三黨不過半情況下，民進黨一黨單獨組閣或與民眾黨合組聯合政府，

並列國人最不樂見的新政府模式，反對者高達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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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民進黨與國民黨合組聯合政府是另一種型態的大聯合政府，類似德國戰後多

次社民黨與基民黨的結盟，但現階段並不受多數人民支持(40.3%)。 
 

第四，從民進黨支持者的角度看，第一選擇是民進黨一黨單獨組閣（70.9%），就算
沒獲得國會過半席次；第二選擇是三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45.7%)；第三選擇是民進黨
與國民黨合組聯合政府（38.8%）；最後是民進黨與民眾黨合組聯合政府（35.8%）； 
 

第五，從國民黨支持者的角度看，第一選擇是三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56.9%）；第
二選擇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合組聯合政府（48%）；第三選擇是民進黨與民眾黨共組聯合
政府（21.9%）；最後是民進黨一黨單獨執政（21.1%）； 
 

第六，從民眾黨支持者的角度看，第一選擇是三黨共組超大聯合政府（74.2%）；第
二選擇是民進黨與民眾黨共組聯合政府（48.3%）；第三選擇是民進黨與國民黨合組聯合
政府（36%）；最後是民進黨一黨單獨執政（15.3%）； 

 

第七，以上這些調查發現可以視為一種初始的民意狀態，人民的偏好和期待仍可能

經大規模的、嚴肅的社會溝通和討論而有所改變。很明顯地，台灣社會當前最能接受的

是「超大聯合政府」，最不能接受但也最可能成真的是「民進黨一黨單獨組閣」。秉持「協

商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精神，建立超大聯合政府，是當前絕大多數
國人認可並歡迎的新政府模式。如果民進黨未來堅持一黨單獨組閣，排除其他政黨參與，

可以預見不但將面臨在野兩大黨持續強烈杯葛，也將站上社會主流民意的對立面，一場

新而可觀的政治風暴將成形。這樣的新政府一旦組成，未來恐怕將一路撩溪過嶺，不會

有唱歌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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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國人對未來可能新政府模式的偏好 （2024/3） 

 
 
 
圖 20：國人較不期待的各種新政府模式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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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人對新總統賴清德打造一個強有力新政府的信心 

 我們問：「整體來說，您對新總統賴清德「為穩定政局將打造一個強有力新政府」，

有沒有信心？」結果發現：18.2%非常有信心，30.5%還算有信心，21.2%不太有信心，
24.1%一點也沒信心，4%沒意見，1.9%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
歲以上台灣人中，四成九基本上對新總統賴清德會打造一個強有力新政府有信心，但有

四成五沒信心。有信心者只比沒信心者多 3.4個百分點。箇中原因為何？值得推敲。請
參見圖 21、圖 22。 
 

值得注意的是，本會 1月全國性民調顯示「台灣選民中，五成二對總統當選人賴清
德領導國家的能力有信心，三成八沒信心」，如今有信心者下滑 3.2個百分點，沒信心者
增加 7.1個百分點。人民信心的流失，對即將登基的新總統賴清德而言，是一個不可忽
視的警訊。 
 

 進一步分析，有以下三點值得一提： 

首先，在年齡層方面，大體上呈現 44 歲以下公民，對新總統賴清德會打造一個強
有力新政府較缺乏信心，而 45歲以上公民多數對他有信心。更具體地講，20-24歲，四
成七有信心，五成沒信心；25-34 歲，三成七有信心，五成九沒信心；35-44 歲，四成
六有信心，五成沒信心；45-54 歲，五成一有信心，四成四沒信心；55-64 歲，四成九
有信心，四成五沒信心；65歲及以上，五成八有信心，四成二沒信心。 
 

第二，在教育程度方面，不同教育程度者，對新總統賴清德是否將打造一個強有力

新政府看法分歧。更具體地講，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四成三有信心，五成四不沒信

心；專科教育程度者中，四成一有信心，五成五沒信心；高中/高職教育程度者中，四成
四有信心，四成九沒信心；初中/國中教育程度者中，六成九有信心，二成二沒信心；小
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中，七成一有信心，二成沒信心。 
 

第三，在政黨支持傾向方面，除民進黨支持者對新總統賴清德是否將打造一個強有

力新政府有高度信心外，兩大在野黨都呈現多數沒信心的狀態。更具體地講，民進黨支

持者中，九成二有信心，7.2%沒信心；國民黨支持者中，二成有信心，七成五沒信心；
民眾黨支持者中，一成八有信心，八成一沒信心；中性選民中，四成四有信心，三成九

沒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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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國人對新總統賴清德打造強有力新政府的信心 （2024/3）  

 
 
 
圖 22：國人對新總統賴清德打造強有力新政府的信心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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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蔡英文總統聲望 45.7%,在脫困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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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非常贊同，30%還算贊同，24.9%不太贊同，22%
一點也不贊同，6.3%沒意見，1.1%不知道。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
人中，約四成六基本上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四成七不贊同。也就是說，

國人對蔡總統領導國家的方式看法分歧，贊同與不贊同比例相當接近，但不贊同者仍多

一些。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蔡英文總統目前仍未脫離執政困境。

(按：「執政困境」的操作性定義是「總統職務表現不贊同率」大於「總統職務表現贊同
率」；差距越大表示民怨越深)。請參見圖 23、圖 24。 
 

與三個月前相比，蔡英文總統聲望出現一些變化，「總統職務表現贊同率」

（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ing）上升 4.2個百分點；而「總統職務表現不贊同率」
（Presidential Job Disapproval Rating）略降 1.3個百分點。這一來一往，使得原本不
贊同者比贊同者多 6.7個百分點，如今縮小到 1.2個百分點。總的來說，蔡英文總統執
政表現仍未獲台灣多數人民的肯定和歡迎。請參見圖 25。 
 

從長期趨勢看，蔡英文總統目前是處在個人聲望的中低檔狀態，在八年任期接近尾

聲的時候，這當然不是她想要的。造成目前聲望欲振乏力的主因是 2022年九合一地方
選舉的歷史性挫敗，她須負最大的責任。2024年總統與立委選舉，民進黨雖贏得總統，
但輸掉國會，蔡英文在選舉過程中聲望一路低迷，選後有復甦的跡象。下個月她的聲望

走向，是值得關注的重點，也將為她八年執政劃下句點。請參見圖 26、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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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蔡英文總統聲望 （2024/3） 

 
 
 
圖 24：蔡英文總統聲望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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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蔡英文總統聲望：最近兩次比較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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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蔡英文總統聲望趨勢 [2020/1~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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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蔡英文總統聲望長期趨勢 [2016/5~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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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陳建仁內閣施政表現的民意反應 

 我們問：「行政院長陳建仁上任已經一年多。一般說來，您滿意或不滿意他所領導

內閣的整體施政表現？」結果發現：11.5%非常滿意，37.1%還算滿意，21.4%不太滿意，
18.5%非常不滿意，7.8%沒意見，3.8%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
歲以上台灣人中，約四成九滿意過去一年多陳內閣整體施政表現，四成不滿意。滿意者

比不滿意者多 8.7個百分點。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重要訊息，那就是，進入看守政府時
期的陳建仁內閣，目前施政表現獲得多數人民肯定。請參見圖 28、圖 29。 
 
 

圖 28：國人對陳建仁內閣施政表現的反應 （2024/3） 

 
 
 

和最近一次相比，也就是去年 11 月，國人對陳內閣施政表現的反應有相當明顯的
變化，滿意者明顯增加 7.9個百分點，不滿意者明顯減少 4.6個百分點。這一來一往，
使得陳內閣上次不滿意度高於滿意度 3.8個百分點，如今翻轉成滿意度高於不滿意度 8.7
個百分點。箇中原因為何？值得推敲。一個最可能的原因是，陳內閣最近通過大快人心

的交通違規改革措施，高達七成三的民眾叫好，「未來十項 1200元以下輕微違規不受理
民眾檢舉」，這種讓人民有感的施政，自然會直接反映在陳內閣支持度。否則，陳內閣最

近出包情況也不少，如數位部、海委會、陸委會，多少都有負面影響。請參見圖 30。 
 
 從較長期的觀點看，三月陳內閣已經明顯脫離長達半年的執政困境。請參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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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國人對陳建仁內閣施政表現的反應 （2024/3） 

 
 
 
圖 30：國人對陳建仁內閣施政表現的反應—最近兩次比較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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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國人對陳建仁內閣施政表現的反應趨勢 （2024/3） 

 
 
 

十、國人對新國會表現的反應 

我們問：「改選後的立法院二月一日開議，至今一個多月。一般說來，您滿不滿意新

國會的整體表現？」結果發現：4.4%非常滿意，39.3%還算滿意，25.6%不太滿意，15%
一點也不滿意，9.6%沒意見，6.1%不知道。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
人中，四成四基本上滿意新國會整體表現，四成一不滿意。也就是說，台灣社會多數人

肯定新國會的表現。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微妙的訊息，那就是，甫結束兩個月的總統與

立委大選的對抗激情還在延續中。這是一個令人意外的發展。請參見圖 32、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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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國人對新國會表現的反應 （2024/3） 

 
 
 
圖 33：國人對新國會表現的反應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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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國人對立法院長韓國瑜表現的反應 

 我們問：「新立法院由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當院長。一般說來，您滿不滿意他擔任立

法院長的表現？」結果發現：10.9%非常滿意，41.2%還算滿意，18.3%不太滿意，15.9%
一點也不滿意，9.7%沒意見，3.9%不知道。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
人中，五成二基本上滿意韓國瑜出任立法院院長的表現，三成四不滿意。這項發現傳達

了一個訊息，那就是，韓國瑜的社會形象變好了。這是一種奇特的轉變。箇中原因為何？

值得推敲。 
 

 

圖 34：國人對立法院長韓國瑜表現的反應 （2024/3）

 
 
 
 進一步分析，至少有三點值得一提： 

第一，從年齡層看，除了 25-34歲呈現滿意與不滿意各半外，其他每一個年齡層都
呈現半數或遠超過半數滿意立法院長韓國瑜的表現。尤其，20-24歲，五成八滿意，三
成四不滿意。年輕人對韓國瑜印象變好，這是令人嘖嘖稱奇的轉變。 

 

第二，從教育程度看，每一種教育程度者都呈現多數或過半數滿意立法院長韓國瑜

的表現。例如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五成一滿意，三成八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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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政黨支持角度看，除民進黨支持者外，國民黨或民眾黨支持者都有過半數

滿意立法院長韓國瑜的表現。更具體地講，民進黨支持者中，三成五滿意，五成五不滿

意；國民黨支持者中，八成一滿意，一成二不滿意；民眾黨支持者中，五成七滿意，三

成四不滿意。中性選民中，四成七滿意，二成四不滿意。 
 

整體來說，韓國瑜的社會與政治形象在好轉中，顯然不是空穴來風。 
 

 

圖 35：國人對立法院長韓國瑜表現的反應 （2024/3） 

 
 
 

十二、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 

 我們問：「台灣目前有多個政黨，民進黨、國民黨、民眾黨、時代力量...等等。在所
有政黨中，您個人最支持的是哪一個政黨？」結果發現：31.4%民主進步黨，21.9%中
國國民黨，19.2%台灣民眾黨，2.3%時代力量，1.2%其他政黨合計，23.6%沒特別支持
哪一個政黨，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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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持民進黨，二成二支持國民黨，一成九支持民眾黨，2.3%支持時代力量，二成四中
性選民。民進黨領先國民黨 9.5個百分點，國民黨又領先民眾黨 2.7個百分點。請參見
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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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個月相比，台灣人政黨支持傾向沒有出現大的變化，民進黨略升 0.9個百分點，
國民黨與民眾黨分別下滑 3.3個百分點，時代力量維持 2.3個百分點，中性選民上升 7
個百分點。整體而言，仍維持三分天下的政黨競爭結構，但民進黨暫時擁有舒適的領先。 

 
圖 36：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 （2024/3） 

 
 
圖 37：台灣人的政黨支持傾向：近兩個月的比較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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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台灣主要政黨的社會支持趨勢 [2019/8--2024/3] 

 

 
 



 2024台灣新政局的展望

宜蘭縣 21 2.0%
新竹縣 26 2.4%
苗栗縣 25 2.3%
彰化縣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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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10.7%
高雄市 129 11.8%
新北市 190 17.4%
台中市 130 11.9%
台南市 87 8.0%
桃園市 105 9.6%
連江縣 1 0.1%
金門縣 7 0.6%

1,090 100.0%
非常贊成 375 34.4%
還算贊成 418 38.3%
不太贊成 115 10.6%
一點也不贊成 92 8.5%
沒意見 53 4.8%
不知道 37 3.4%

1,090 100.0%
非常擔心 471 43.2%
還算擔心 354 32.5%
不太擔心 189 17.3%
一點也不擔心 62 5.7%
沒意見 13 1.2%
不知道 1 0.0%

1,090 100.0%

樣本數 ％題目 選項

Q1．請問您目前的戶籍在哪一個縣市？

合計

Q2．行政院最近（3/7）通過調整交通違規

記點及檢舉措施，「未來十項1200元以下輕

微違規不受理民眾檢舉」。請問您贊不贊成

這項政策？

合計

Q3．最近國內食安事件頻傳，尤其蘇丹紅

辣椒粉，相關食品牽連很廣。您會不會擔心

自己或家人吃到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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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話：自全國住宅部份的電話用戶，以系統抽樣加尾 2 碼隨機方式抽出電話 

手機：參照 NCC 公布各行動電信業者核配之手機字首，加尾 5 碼亂數隨機撥號 
訪問日期：113 年 3 月 11 日 至 113 年 3 月 13 日 
有效樣本：1,090 人（市話完成 762 份、手機完成 328 份) 
抽樣誤差：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約 ±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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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2024台灣新政局的展望

樣本數 ％題目 選項

非常滿意 77 7.1%
還算滿意 273 25.0%
不太滿意 279 25.6%
一點也不滿意 226 20.8%
沒意見 120 11.0%
不知道 111 10.2%
拒答 3 0.3%

1,090 100.0%
非常有同感 114 10.5%
還算有同感 290 26.6%
不太有同感 382 35.1%
一點也沒同感 167 15.3%
沒意見 85 7.8%
不知道 51 4.7%
拒答 1 0.1%

1,090 100.0%
非常贊成 158 14.5%
還算贊成 239 22.0%
不太贊成 292 26.8%
一點也不贊成 247 22.6%
沒意見 105 9.7%
不知道 47 4.3%
拒答 2 0.2%

1,090 100.0%

非常同意 80 7.3%
還算同意 289 26.5%
不太同意 258 23.7%
一點也不同意 309 28.4%
沒意見 123 11.3%
不知道 29 2.7%
拒答 2 0.2%

1,090 100.0%
非常同意 96 8.8%
還算同意 343 31.5%
不太同意 230 21.1%
一點也不同意 313 28.7%
沒意見 93 8.5%
不知道 16 1.5%

1,090 100.0%

Q6．俄烏戰爭開打至今已滿兩年。天主教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最近表示：

「烏克蘭應拿出「舉白旗」（投降）的勇氣

，透過談判終結與俄羅斯的戰爭。」請問您

贊不贊成他的主張？

上個月14日，金門海域發生大陸（中國）漁民駕駛「三無漁船（無船名、無證書、無登記）」

越界捕魚翻覆事件，造成兩岸關係緊張，至今尚未平息，各國關注。

Q4．一般說來，您對政府相關部門處理這

件爭議性事件的表現，滿不滿意？

合計

Q5．國防部長邱國正日前（3/7）在立法院

表示：「現在已經瀕臨（中共對台動武）這

個狀況」。請問您是否跟他有同感（同樣的

感覺）？

合計

合計

2024立委選舉結果，無任何政黨得到過半席次，未來政府應如何組成，有各種可能性，大家都

很關心。

Q7．有人說：「為穩定政局，未來如果由

民進黨與民眾黨合組聯合政府，是合理的安

排。」請問您同不同意？

合計

Q8．有人說：「為穩定政局，未來如果由

民進黨與國民黨合組聯合政府，也是合理的

安排。」請問您同不同意？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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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題目 選項

非常同意 187 17.1%
還算同意 407 37.3%
不太同意 162 14.9%
一點也不同意 235 21.5%
沒意見 77 7.1%
不知道 22 2.1%

1,090 100.0%
非常同意 144 13.2%
還算同意 281 25.8%
不太同意 277 25.4%
一點也不同意 291 26.7%
沒意見 80 7.3%
不知道 17 1.5%
拒答 1 0.1%

1,090 100.0%
非常有信心 199 18.2%
還算有信心 333 30.5%
不太有信心 231 21.2%
一點也沒信心 263 24.1%
沒意見 44 4.0%
不知道 20 1.8%
拒答 1 0.1%

1,090 100.0%
非常贊同 172 15.7%
還算贊同 327 30.0%
不太贊同 272 24.9%
一點也不贊同 240 22.0%
沒意見 69 6.3%
不知道 9 0.9%
拒答 2 0.2%

1,090 100.0%
非常滿意 125 11.5%
還算滿意 404 37.1%
不太滿意 233 21.4%
非常不滿意 201 18.5%
沒意見 85 7.8%
不知道 40 3.7%
拒答 1 0.1%

1090 100.0%
非常滿意 48 4.4%
還算滿意 428 39.3%
不太滿意 279 25.6%
一點也不滿意 163 15.0%
沒意見 104 9.6%
不知道 67 6.1%

1,090 100.0%

合計

Q9．有人說：「為穩定政局，未來如果由

民進黨、國民黨與民眾黨三黨合組「超大聯

合政府」，也是可接受的安排。」請問您同

不同意？

合計

Q10．有人說：「就算民進黨未獲國會過半

席次，但這次是賴清德當選總統，由民進黨

一黨組閣也可以。」請問您同不同意？

合計

Q11．整體來說，您對新總統賴清德「為穩

定政局將打造一個強有力新政府」，有沒有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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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Q13．行政院長陳建仁上任已經一年多。一

般說來，您滿意或不滿意他所領導內閣的整

體施政表現？

合計

Q14．改選後的立法院二月一日開議，至今

一個多月。一般說來，您滿不滿意新國會的

整體表現？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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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題目 選項

非常滿意 119 10.9%
還算滿意 449 41.2%
不太滿意 200 18.3%
一點也不滿意 173 15.9%
沒意見 106 9.7%
不知道 42 3.9%
拒答 0 0.0%

1,090 100.0%
民主進步黨 343 31.4%
中國國民黨 239 21.9%
台灣民眾黨 209 19.2%
時代力量 25 2.3%
其他政黨 13 1.2%
沒特別支持哪一個政黨 258 23.6%
不知道 4 0.4%

1,090 100.0%
自營商/雇主 126 11.6%
公務人員 27 2.5%
軍人 6 0.6%
警察 2 0.1%
中小學老師 13 1.2%
民營公司或機構普通職員 242 22.2%
民營公司或機構主管人員 79 7.3%
勞工 139 12.8%
專業人員 52 4.7%
在學學生 26 2.4%
農民 30 2.8%
退休 149 13.7%
無業/待業 51 4.7%
家庭主婦 143 13.1%
拒答 5 0.5%

1,090 100.0%
河洛人 803 73.7%
客家人 135 12.4%
外省人 119 10.9%
原住民 20 1.8%
新移民 7 0.6%
拒答 7 0.6%

1,090 100.0%
小學及以下 119 10.9%
初中、國中 124 11.4%
高中、高職 298 27.4%
專科 125 11.4%
大學 325 29.8%
研究所及以上 94 8.6%
拒答 5 0.4%

1,090 100.0%

合計

Q17．請問您目前的職業身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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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9．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合計

Q15．新立法院由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當院

長。一般說來，您滿不滿意他擔任立法院長

的表現？

合計

Q16．台灣目前有多個政黨，民進黨、國民黨、

民眾黨、時代力量...等等。在所有政黨中，您個

人最支持的是哪一個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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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題目 選項

20～24歲 72 6.6%
25～29歲 85 7.8%
30～34歲 88 8.1%
35～39歲 90 8.3%
40～44歲 110 10.1%
45～49歲 105 9.7%
50～54歲 98 8.9%
55～59歲 99 9.0%
60～64歲 98 9.0%
65～69歲 87 7.9%
70歲及以上 156 14.4%
拒答 3 0.2%

1,090 100.0%
男性 532 48.8%
女性 558 51.2%

1,090 100.0%

Q20．請問您今年幾歲？

合計

Q21．性別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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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有同感

還算

有同感

不太

有同感

一點也

沒同感
沒意見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2.5% 25.5% 34.2% 19.2% 5.6% 3.1% 532 48.8%
女性 8.6% 27.7% 35.9% 11.7% 9.8% 6.3% 558 51.2%

10.5% 26.6% 35.1% 15.3% 7.8% 4.7% 1,090 100.0%
20~24歲 4.6% 34.5% 27.8% 28.8% 4.3% 0.0% 72 6.6%
25~34歲 6.0% 32.6% 40.0% 14.6% 4.5% 2.2% 173 15.9%
35~44歲 11.1% 24.2% 38.1% 20.2% 2.7% 3.7% 201 18.5%
45~54歲 10.1% 24.4% 40.5% 16.2% 5.1% 3.6% 203 18.6%
55~64歲 13.7% 28.7% 33.8% 14.7% 5.9% 3.2% 196 18.0%
65歲及以上 12.7% 22.1% 27.6% 7.8% 18.8% 11.0% 243 22.4%

10.5% 26.6% 35.1% 15.4% 7.7% 4.7% 1,087 100.0%
河洛人 9.2% 27.1% 34.5% 15.6% 9.0% 4.6% 803 74.6%
客家人 13.7% 28.2% 34.0% 15.1% 4.0% 5.0% 135 12.5%
外省人 16.3% 20.5% 38.3% 15.8% 2.4% 6.8% 119 11.0%
原住民 6.5% 29.0% 49.1% 8.1% 7.3% 0.0% 20 1.9%

10.5% 26.6% 35.2% 15.4% 7.6% 4.8% 1,077 100.0%
小學及以下 8.8% 17.6% 28.5% 5.0% 28.6% 11.6% 119 11.0%
初中、國中 6.3% 28.6% 36.9% 10.6% 12.2% 5.3% 124 11.4%
高中、高職 11.7% 32.5% 25.6% 19.8% 4.7% 5.8% 298 27.5%
專科 13.0% 27.9% 38.5% 14.6% 2.5% 3.5% 125 11.5%
大學及以上 10.7% 24.1% 42.0% 16.9% 4.1% 2.2% 419 38.6%

10.5% 26.7% 35.0% 15.4% 7.7% 4.7% 1,085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4.3% 28.4% 33.3% 20.8% 1.8% 1.3% 126 11.7%
高階白領人員 7.9% 31.0% 41.8% 14.9% 1.2% 3.2% 131 12.1%
基層白領人員 6.8% 26.8% 37.7% 17.1% 7.6% 4.0% 242 22.3%
軍公教人員 10.7% 19.1% 46.8% 18.0% 2.3% 3.0% 48 4.4%
勞工 9.1% 32.3% 30.4% 20.5% 4.4% 3.2% 139 12.8%
農民 10.2% 16.7% 24.0% 19.3% 20.9% 8.9% 30 2.8%
學生 5.7% 17.2% 38.7% 26.4% 12.1% 0.0% 26 2.4%
家庭主婦 10.6% 23.9% 32.4% 11.2% 12.8% 9.0% 143 13.2%
退休人員 14.3% 24.4% 32.1% 7.7% 13.3% 8.3% 149 13.7%
無業/待業者 18.3% 28.2% 30.4% 5.3% 13.5% 4.3% 51 4.7%

10.4% 26.7% 35.0% 15.4% 7.7% 4.7% 1,085 100.0%
民主進步黨 8.8% 30.5% 36.9% 13.6% 6.9% 3.2% 343 31.4%
中國國民黨 16.8% 23.3% 35.5% 14.5% 5.8% 4.1% 239 21.9%
台灣民眾黨 9.9% 24.1% 34.6% 24.5% 4.7% 2.1% 209 19.2%
時代力量 2.9% 17.9% 71.7% 5.9% 1.6% 0.0% 25 2.3%
其他政黨 10.8% 34.3% 54.9% 0.0% 0.0% 0.0% 13 1.2%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8.2% 27.3% 27.1% 12.9% 14.4% 10.1% 258 23.6%
不知道 0.0% 0.0% 100.0% 0.0% 0.0% 0.0% 4 0.4%

10.5% 26.6% 35.1% 15.3% 7.8% 4.7% 1,090 100.0%
台北市 11.4% 29.8% 31.7% 12.5% 7.8% 6.7% 116 10.7%
新北市 8.9% 28.1% 38.6% 13.2% 6.9% 4.3% 190 17.4%
桃園市 10.7% 22.5% 35.3% 19.6% 6.0% 5.8% 105 9.6%
台中市 9.4% 25.8% 38.0% 12.7% 9.5% 4.6% 130 11.9%
台南市 11.3% 31.2% 31.5% 20.2% 4.1% 1.8% 87 8.0%
高雄市 12.9% 26.1% 37.0% 12.8% 5.0% 6.1% 129 11.8%
其他縣市 10.3% 25.2% 33.2% 16.9% 10.2% 4.2% 333 30.5%

10.5% 26.6% 35.1% 15.3% 7.8% 4.7% 1,090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Q5．國防部長邱國正日前（3/7）在立法院表示：「現在已經瀕臨（中共對台動武）這個狀況」。請問您

是否跟他有同感（同樣的感覺）？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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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沒意見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7.3% 29.9% 21.1% 29.9% 10.1% 1.7% 532 48.8%
女性 7.4% 23.2% 26.1% 26.9% 12.5% 3.9% 558 51.2%

7.3% 26.5% 23.7% 28.4% 11.3% 2.9% 1,090 100.0%
20~24歲 11.0% 27.7% 18.5% 31.3% 11.5% 0.0% 72 6.6%
25~34歲 9.4% 41.3% 20.6% 20.4% 5.6% 2.7% 173 15.9%
35~44歲 8.0% 34.5% 22.3% 27.8% 6.8% 0.6% 201 18.5%
45~54歲 6.5% 24.2% 23.2% 36.0% 7.5% 2.6% 203 18.6%
55~64歲 9.0% 16.7% 28.0% 31.0% 12.4% 2.9% 196 18.0%
65歲及以上 3.7% 19.0% 25.5% 24.7% 21.1% 6.0% 243 22.4%

7.4% 26.5% 23.7% 28.3% 11.3% 2.9% 1,087 100.0%
河洛人 8.1% 26.6% 24.2% 26.2% 12.2% 2.7% 803 74.6%
客家人 6.3% 29.2% 25.5% 28.4% 7.5% 3.1% 135 12.5%
外省人 4.1% 19.4% 19.2% 44.5% 9.4% 3.5% 119 11.0%
原住民 8.0% 23.8% 22.4% 32.4% 13.5% 0.0% 20 1.9%

7.4% 26.1% 23.8% 28.6% 11.3% 2.8% 1,077 100.0%
小學及以下 7.5% 20.3% 19.5% 15.7% 29.4% 7.5% 119 11.0%
初中、國中 5.8% 28.5% 22.8% 28.0% 11.6% 3.4% 124 11.4%
高中、高職 5.2% 29.3% 23.0% 30.0% 9.3% 3.3% 298 27.5%
專科 7.6% 23.2% 22.9% 35.5% 7.8% 3.1% 125 11.5%
大學及以上 9.3% 26.6% 26.1% 28.5% 8.6% 1.0% 419 38.6%

7.4% 26.5% 23.8% 28.2% 11.3% 2.9% 1,085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6.9% 22.2% 26.9% 35.5% 6.7% 1.8% 126 11.7%
高階白領人員 12.2% 24.4% 21.9% 31.7% 7.9% 2.0% 131 12.1%
基層白領人員 9.1% 33.6% 22.0% 25.7% 9.3% 0.2% 242 22.3%
軍公教人員 5.5% 23.8% 32.7% 30.1% 5.3% 2.5% 48 4.4%
勞工 3.8% 35.6% 19.4% 29.3% 9.5% 2.5% 139 12.8%
農民 9.8% 9.9% 28.2% 26.6% 18.2% 7.4% 30 2.8%
學生 6.0% 29.9% 35.9% 11.0% 17.2% 0.0% 26 2.4%
家庭主婦 5.7% 18.9% 29.9% 25.0% 16.4% 4.2% 143 13.2%
退休人員 5.1% 23.7% 20.8% 28.4% 16.6% 5.4% 149 13.7%
無業/待業者 9.9% 25.5% 14.2% 31.0% 13.7% 5.8% 51 4.7%

7.4% 26.6% 23.7% 28.4% 11.2% 2.7% 1,085 100.0%
民主進步黨 8.8% 27.0% 24.0% 31.7% 6.3% 2.3% 343 31.4%
中國國民黨 2.2% 19.7% 26.0% 39.5% 10.5% 2.2% 239 21.9%
台灣民眾黨 14.3% 34.0% 21.4% 24.7% 4.4% 1.1% 209 19.2%
時代力量 14.9% 26.1% 52.6% 2.9% 3.5% 0.0% 25 2.3%
其他政黨 0.0% 46.6% 17.8% 35.7% 0.0% 0.0% 13 1.2%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4.4% 25.4% 20.3% 18.4% 25.8% 5.7% 258 23.6%
不知道 0.0% 0.0% 28.3% 40.2% 10.6% 20.8% 4 0.4%

7.3% 26.5% 23.7% 28.4% 11.3% 2.9% 1,090 100.0%
台北市 4.7% 28.1% 23.4% 32.3% 8.5% 3.0% 116 10.7%
新北市 5.9% 30.1% 21.0% 30.0% 11.5% 1.4% 190 17.4%
桃園市 10.6% 24.2% 22.5% 20.4% 16.7% 5.6% 105 9.6%
台中市 7.9% 23.1% 24.9% 32.0% 9.2% 3.0% 130 11.9%
台南市 9.0% 27.1% 27.2% 25.1% 10.3% 1.3% 87 8.0%
高雄市 5.7% 24.7% 27.2% 29.1% 9.2% 4.1% 129 11.8%
其他縣市 8.0% 26.4% 22.9% 27.7% 12.4% 2.6% 333 30.5%

7.3% 26.5% 23.7% 28.4% 11.3% 2.9% 1,090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Q7．有人說：「為穩定政局，未來如果由民進黨與民眾黨合組聯合政府，是合理的安排。」請問您同不

同意？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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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沒意見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0.1% 31.5% 18.8% 33.6% 5.1% 1.0% 532 48.8%
女性 7.6% 31.4% 23.3% 24.0% 11.8% 2.0% 558 51.2%

8.8% 31.5% 21.1% 28.7% 8.5% 1.5% 1,090 100.0%
20~24歲 0.0% 27.8% 25.9% 44.1% 2.2% 0.0% 72 6.6%
25~34歲 7.7% 30.4% 18.2% 38.6% 3.6% 1.6% 173 15.9%
35~44歲 11.3% 30.9% 21.9% 30.0% 5.8% 0.0% 201 18.5%
45~54歲 10.5% 31.3% 22.0% 27.0% 7.5% 1.7% 203 18.6%
55~64歲 10.7% 31.4% 19.2% 28.1% 9.7% 1.0% 196 18.0%
65歲及以上 7.2% 34.0% 22.1% 18.1% 15.2% 3.3% 243 22.4%

8.8% 31.5% 21.1% 28.7% 8.3% 1.5% 1,087 100.0%
河洛人 7.4% 32.6% 22.1% 27.4% 9.5% 1.0% 803 74.6%
客家人 15.4% 31.1% 15.4% 28.9% 7.1% 2.0% 135 12.5%
外省人 8.9% 25.6% 20.5% 39.3% 1.5% 4.3% 119 11.0%
原住民 13.1% 25.2% 26.1% 22.1% 13.5% 0.0% 20 1.9%

8.7% 31.5% 21.1% 28.8% 8.4% 1.5% 1,077 100.0%
小學及以下 12.1% 38.8% 18.4% 10.3% 16.8% 3.6% 119 11.0%
初中、國中 4.3% 35.8% 27.2% 17.2% 14.6% 0.9% 124 11.4%
高中、高職 11.7% 34.4% 18.5% 27.5% 5.9% 2.0% 298 27.5%
專科 8.6% 26.3% 18.5% 38.1% 7.5% 0.9% 125 11.5%
大學及以上 7.3% 27.4% 22.8% 35.6% 6.1% 0.8% 419 38.6%

8.8% 31.4% 21.1% 28.8% 8.4% 1.5% 1,085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0.4% 32.6% 17.2% 33.9% 4.6% 1.3% 126 11.7%
高階白領人員 8.6% 27.9% 25.8% 33.6% 2.9% 1.1% 131 12.1%
基層白領人員 6.4% 31.6% 21.4% 33.3% 6.6% 0.6% 242 22.3%
軍公教人員 4.5% 29.6% 16.2% 44.2% 3.0% 2.5% 48 4.4%
勞工 12.4% 31.6% 18.3% 29.1% 8.6% 0.0% 139 12.8%
農民 11.8% 29.7% 29.3% 10.4% 10.0% 8.9% 30 2.8%
學生 0.0% 22.4% 47.1% 24.4% 6.1% 0.0% 26 2.4%
家庭主婦 13.2% 31.6% 19.8% 17.4% 16.5% 1.5% 143 13.2%
退休人員 8.0% 35.9% 20.4% 20.9% 12.7% 2.1% 149 13.7%
無業/待業者 4.3% 32.2% 18.9% 31.4% 8.6% 4.5% 51 4.7%

8.8% 31.5% 21.2% 28.6% 8.3% 1.5% 1,085 100.0%
民主進步黨 5.9% 32.9% 22.4% 31.8% 6.6% 0.4% 343 31.4%
中國國民黨 13.0% 35.0% 18.0% 25.5% 6.2% 2.3% 239 21.9%
台灣民眾黨 10.7% 25.3% 22.1% 40.9% 1.0% 0.0% 209 19.2%
時代力量 0.0% 29.1% 25.4% 38.8% 6.7% 0.0% 25 2.3%
其他政黨 0.0% 70.2% 10.8% 19.0% 0.0% 0.0% 13 1.2%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8.6% 29.9% 21.1% 17.1% 19.6% 3.7% 258 23.6%
不知道 0.0% 17.5% 39.0% 22.7% 20.8% 0.0% 4 0.4%

8.8% 31.5% 21.1% 28.7% 8.5% 1.5% 1,090 100.0%
台北市 8.9% 26.1% 21.4% 32.2% 8.4% 3.0% 116 10.7%
新北市 6.0% 38.2% 20.9% 27.5% 7.0% 0.3% 190 17.4%
桃園市 9.4% 32.9% 21.9% 22.8% 9.0% 4.1% 105 9.6%
台中市 8.0% 30.4% 22.9% 29.8% 8.9% 0.0% 130 11.9%
台南市 9.9% 34.0% 22.1% 27.4% 6.6% 0.0% 87 8.0%
高雄市 11.8% 29.6% 16.5% 31.8% 8.7% 1.5% 129 11.8%
其他縣市 9.0% 29.5% 21.6% 28.6% 9.5% 1.8% 333 30.5%

8.8% 31.5% 21.1% 28.7% 8.5% 1.5% 1,090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Q8．有人說：「為穩定政局，未來如果由民進黨與國民黨合組聯合政府，也是合理的安排。」請問您同

不同意？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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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台灣新政局的展望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沒意見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20.0% 36.7% 12.3% 25.2% 5.2% 0.5% 532 48.8%
女性 14.4% 38.0% 17.3% 18.0% 8.8% 3.5% 558 51.2%

17.1% 37.3% 14.9% 21.5% 7.1% 2.1% 1,090 100.0%
20~24歲 13.5% 35.2% 12.8% 36.4% 2.2% 0.0% 72 6.6%
25~34歲 17.0% 44.6% 13.3% 19.2% 5.3% 0.7% 173 15.9%
35~44歲 22.4% 35.3% 14.2% 23.0% 4.2% 0.8% 201 18.5%
45~54歲 19.9% 35.8% 14.7% 22.5% 5.5% 1.6% 203 18.6%
55~64歲 16.6% 37.6% 16.3% 21.9% 6.5% 1.1% 196 18.0%
65歲及以上 12.3% 35.7% 16.5% 16.2% 13.6% 5.8% 243 22.4%

17.2% 37.4% 14.9% 21.5% 7.0% 2.1% 1,087 100.0%
河洛人 16.0% 37.7% 15.9% 21.4% 7.1% 1.9% 803 74.6%
客家人 16.8% 37.4% 10.5% 25.3% 6.8% 3.1% 135 12.5%
外省人 22.2% 35.5% 16.0% 21.0% 4.0% 1.4% 119 11.0%
原住民 30.8% 31.7% 0.0% 17.3% 13.5% 6.7% 20 1.9%

17.1% 37.3% 14.9% 21.8% 6.9% 2.1% 1,077 100.0%
小學及以下 12.9% 33.2% 8.8% 18.9% 17.1% 9.1% 119 11.0%
初中、國中 7.3% 47.0% 18.5% 14.8% 10.6% 1.8% 124 11.4%
高中、高職 21.0% 33.8% 19.6% 19.2% 4.4% 2.0% 298 27.5%
專科 18.7% 31.0% 11.0% 31.1% 7.8% 0.4% 125 11.5%
大學及以上 18.2% 40.4% 13.1% 23.1% 4.7% 0.7% 419 38.6%

17.2% 37.5% 14.8% 21.5% 7.0% 2.1% 1,085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22.6% 37.4% 12.6% 22.6% 3.4% 1.3% 126 11.7%
高階白領人員 15.9% 43.8% 12.8% 25.5% 2.1% 0.0% 131 12.1%
基層白領人員 20.6% 39.1% 11.6% 21.2% 6.8% 0.7% 242 22.3%
軍公教人員 7.6% 37.5% 17.0% 32.5% 2.8% 2.5% 48 4.4%
勞工 22.4% 27.1% 16.9% 25.0% 7.2% 1.3% 139 12.8%
農民 13.8% 20.3% 19.6% 30.3% 7.2% 8.9% 30 2.8%
學生 0.0% 50.6% 29.6% 13.7% 6.1% 0.0% 26 2.4%
家庭主婦 12.7% 44.2% 16.6% 11.6% 11.6% 3.2% 143 13.2%
退休人員 16.7% 31.8% 18.3% 19.3% 10.8% 3.1% 149 13.7%
無業/待業者 11.2% 39.9% 7.5% 25.2% 7.8% 8.4% 51 4.7%

17.2% 37.3% 14.8% 21.6% 7.0% 2.1% 1,085 100.0%
民主進步黨 11.6% 34.1% 16.0% 31.4% 6.3% 0.7% 343 31.4%
中國國民黨 18.1% 38.8% 15.9% 18.8% 5.9% 2.6% 239 21.9%
台灣民眾黨 33.4% 40.8% 7.4% 18.4% 0.0% 0.0% 209 19.2%
時代力量 8.5% 51.6% 25.7% 14.3% 0.0% 0.0% 25 2.3%
其他政黨 4.9% 46.0% 13.4% 35.7% 0.0% 0.0% 13 1.2%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12.2% 35.7% 17.6% 13.5% 16.0% 5.0% 258 23.6%
不知道 0.0% 39.0% 17.5% 22.7% 0.0% 20.8% 4 0.4%

17.1% 37.3% 14.9% 21.5% 7.1% 2.1% 1,090 100.0%
台北市 9.6% 33.8% 19.6% 26.6% 7.0% 3.3% 116 10.7%
新北市 13.1% 40.8% 12.9% 25.9% 6.7% 0.6% 190 17.4%
桃園市 20.7% 38.0% 13.0% 13.7% 11.8% 2.7% 105 9.6%
台中市 19.2% 33.0% 16.7% 23.6% 7.0% 0.5% 130 11.9%
台南市 16.5% 38.2% 18.1% 22.7% 3.9% 0.5% 87 8.0%
高雄市 18.7% 40.8% 18.3% 16.2% 5.0% 1.0% 129 11.8%
其他縣市 19.7% 36.5% 12.1% 20.7% 7.4% 3.7% 333 30.5%

17.1% 37.3% 14.9% 21.5% 7.1% 2.1% 1,090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Q9．有人說：「為穩定政局，未來如果由民進黨、國民黨與民眾黨三黨合組「超大聯合政府」，也是可

接受的安排。」請問您同不同意？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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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台灣新政局的展望

非常

同意

還算

同意

不太

同意

一點也

不同意
沒意見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7.4% 29.7% 21.9% 24.5% 5.4% 1.2% 532 48.8%
女性 9.2% 22.1% 28.8% 28.7% 9.2% 2.0% 558 51.2%

13.2% 25.8% 25.4% 26.7% 7.3% 1.6% 1,090 100.0%
20~24歲 8.3% 6.6% 38.1% 41.6% 3.2% 2.2% 72 6.6%
25~34歲 4.8% 22.0% 31.8% 36.5% 2.9% 2.0% 173 15.9%
35~44歲 11.2% 26.7% 28.7% 29.0% 4.1% 0.4% 201 18.5%
45~54歲 13.5% 25.5% 22.3% 30.3% 7.1% 1.3% 203 18.6%
55~64歲 20.7% 29.2% 22.1% 23.3% 4.7% 0.0% 196 18.0%
65歲及以上 16.0% 30.9% 20.0% 12.9% 16.4% 3.8% 243 22.4%

13.2% 25.8% 25.5% 26.6% 7.3% 1.6% 1,087 100.0%
河洛人 14.6% 27.6% 24.5% 23.7% 7.8% 1.8% 803 74.6%
客家人 16.6% 24.9% 23.3% 28.3% 5.5% 1.5% 135 12.5%
外省人 1.3% 16.4% 36.6% 41.6% 2.8% 1.2% 119 11.0%
原住民 3.9% 10.7% 20.6% 47.5% 17.3% 0.0% 20 1.9%

13.2% 25.7% 25.6% 26.7% 7.1% 1.6% 1,077 100.0%
小學及以下 18.3% 32.6% 10.4% 9.5% 24.8% 4.4% 119 11.0%
初中、國中 14.9% 41.8% 17.6% 14.3% 9.0% 2.4% 124 11.4%
高中、高職 15.0% 24.4% 31.7% 23.1% 4.8% 1.0% 298 27.5%
專科 11.9% 18.6% 32.4% 28.4% 7.1% 1.6% 125 11.5%
大學及以上 10.4% 22.6% 25.4% 37.1% 3.6% 1.0% 419 38.6%

13.2% 25.9% 25.4% 26.6% 7.3% 1.6% 1,085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3.5% 23.3% 24.6% 33.6% 2.8% 2.1% 126 11.7%
高階白領人員 14.3% 21.1% 27.1% 34.2% 2.2% 1.1% 131 12.1%
基層白領人員 11.7% 22.1% 32.3% 28.4% 5.5% 0.0% 242 22.3%
軍公教人員 15.3% 37.5% 18.7% 24.5% 4.0% 0.0% 48 4.4%
勞工 15.7% 27.5% 25.3% 22.2% 7.5% 1.9% 139 12.8%
農民 11.5% 30.9% 18.6% 19.0% 20.0% 0.0% 30 2.8%
學生 0.0% 7.4% 57.3% 29.3% 0.0% 6.1% 26 2.4%
家庭主婦 11.3% 26.8% 22.2% 26.0% 13.0% 0.8% 143 13.2%
退休人員 19.7% 35.2% 16.9% 15.2% 11.1% 2.0% 149 13.7%
無業/待業者 1.7% 23.1% 21.2% 36.2% 11.3% 6.5% 51 4.7%

13.2% 25.8% 25.5% 26.7% 7.3% 1.4% 1,085 100.0%
民主進步黨 31.9% 39.0% 18.2% 6.0% 4.3% 0.6% 343 31.4%
中國國民黨 3.4% 17.7% 25.5% 46.0% 6.2% 1.3% 239 21.9%
台灣民眾黨 3.1% 12.2% 35.4% 49.4% 0.0% 0.0% 209 19.2%
時代力量 10.6% 44.4% 28.2% 13.2% 3.5% 0.0% 25 2.3%
其他政黨 5.6% 36.6% 40.2% 17.6% 0.0% 0.0% 13 1.2%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6.0% 24.3% 26.3% 19.6% 18.9% 4.8% 258 23.6%
不知道 22.7% 39.0% 0.0% 17.5% 20.8% 0.0% 4 0.4%

13.2% 25.8% 25.4% 26.7% 7.3% 1.6% 1,090 100.0%
台北市 9.5% 19.4% 34.8% 29.5% 6.1% 0.8% 116 10.7%
新北市 14.9% 33.2% 23.3% 20.0% 7.6% 1.1% 190 17.4%
桃園市 9.8% 26.7% 18.2% 37.5% 4.2% 3.6% 105 9.6%
台中市 17.3% 21.1% 23.8% 28.2% 8.9% 0.7% 130 11.9%
台南市 13.1% 26.0% 25.1% 29.3% 6.5% 0.0% 87 8.0%
高雄市 12.8% 26.3% 29.7% 23.2% 3.4% 4.7% 129 11.8%
其他縣市 13.1% 25.2% 24.7% 26.1% 9.8% 1.2% 333 30.5%

13.2% 25.8% 25.4% 26.7% 7.3% 1.6% 1,090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Q10．有人說：「就算民進黨未獲國會過半席次，但這次是賴清德當選總統，由民進黨一黨組閣也可

以。」請問您同不同意？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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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台灣新政局的展望

非常

有信心

還算

有信心

不太

有信心

一點也

沒信心
沒意見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9.1% 25.1% 22.5% 27.5% 3.9% 1.9% 532 48.8%
女性 17.4% 35.7% 19.9% 21.0% 4.1% 1.9% 558 51.2%

18.2% 30.5% 21.2% 24.1% 4.0% 1.9% 1,090 100.0%
20~24歲 8.3% 38.8% 15.9% 33.8% 3.2% 0.0% 72 6.6%
25~34歲 6.1% 31.0% 29.4% 30.0% 3.6% 0.0% 173 15.9%
35~44歲 15.4% 30.7% 21.3% 29.0% 2.5% 1.1% 201 18.5%
45~54歲 17.0% 33.8% 21.2% 22.5% 2.1% 3.4% 203 18.6%
55~64歲 20.7% 27.9% 22.2% 22.9% 5.6% 0.6% 196 18.0%
65歲及以上 31.4% 27.0% 16.4% 15.3% 5.8% 4.2% 243 22.4%

18.3% 30.5% 21.2% 24.1% 3.9% 1.9% 1,087 100.0%
河洛人 21.0% 33.3% 19.7% 20.5% 4.0% 1.5% 803 74.6%
客家人 14.7% 25.7% 30.1% 22.4% 3.2% 3.9% 135 12.5%
外省人 5.7% 19.0% 22.1% 50.2% 1.9% 1.1% 119 11.0%
原住民 3.9% 16.5% 23.5% 31.5% 17.8% 6.7% 20 1.9%

18.2% 30.5% 21.4% 24.2% 3.9% 1.9% 1,077 100.0%
小學及以下 35.7% 35.0% 12.1% 7.6% 5.4% 4.3% 119 11.0%
初中、國中 30.3% 38.7% 13.6% 8.7% 7.1% 1.6% 124 11.4%
高中、高職 20.4% 23.1% 19.8% 29.0% 5.1% 2.6% 298 27.5%
專科 12.4% 28.5% 31.1% 24.2% 1.7% 2.2% 125 11.5%
大學及以上 9.9% 32.9% 24.3% 29.8% 2.3% 0.7% 419 38.6%

18.2% 30.6% 21.3% 24.1% 3.9% 1.9% 1,085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5.4% 23.4% 17.8% 37.1% 3.0% 3.3% 126 11.7%
高階白領人員 12.6% 35.4% 22.1% 26.3% 2.3% 1.4% 131 12.1%
基層白領人員 13.1% 34.8% 23.0% 24.9% 3.8% 0.4% 242 22.3%
軍公教人員 16.3% 43.5% 23.0% 17.3% 0.0% 0.0% 48 4.4%
勞工 18.4% 23.2% 28.9% 23.0% 3.1% 3.4% 139 12.8%
農民 21.6% 22.2% 24.0% 20.5% 2.8% 8.9% 30 2.8%
學生 0.0% 54.1% 5.7% 40.2% 0.0% 0.0% 26 2.4%
家庭主婦 24.2% 31.1% 19.7% 16.6% 5.7% 2.6% 143 13.2%
退休人員 33.7% 22.4% 18.1% 17.8% 6.2% 1.6% 149 13.7%
無業/待業者 10.9% 37.6% 15.9% 28.4% 7.3% 0.0% 51 4.7%

18.3% 30.5% 21.2% 24.3% 3.9% 1.9% 1,085 100.0%
民主進步黨 48.0% 43.5% 5.3% 1.9% 1.0% 0.3% 343 31.4%
中國國民黨 1.3% 18.8% 32.2% 42.5% 3.5% 1.6% 239 21.9%
台灣民眾黨 1.7% 15.8% 34.3% 46.9% 0.4% 0.9% 209 19.2%
時代力量 16.3% 37.8% 33.2% 12.7% 0.0% 0.0% 25 2.3%
其他政黨 5.9% 41.4% 40.3% 12.4% 0.0% 0.0% 13 1.2%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8.6% 35.0% 19.3% 20.1% 12.1% 4.9% 258 23.6%
不知道 17.5% 22.7% 28.3% 0.0% 0.0% 31.5% 4 0.4%

18.2% 30.5% 21.2% 24.1% 4.0% 1.9% 1,090 100.0%
台北市 11.2% 33.3% 23.9% 29.0% 1.3% 1.3% 116 10.7%
新北市 17.5% 35.0% 21.3% 19.5% 6.0% 0.7% 190 17.4%
桃園市 12.8% 26.5% 25.7% 30.4% 2.4% 2.2% 105 9.6%
台中市 24.0% 24.3% 19.6% 25.0% 4.3% 2.8% 130 11.9%
台南市 24.3% 28.7% 23.7% 19.1% 3.8% 0.5% 87 8.0%
高雄市 12.4% 36.8% 17.7% 26.9% 4.8% 1.5% 129 11.8%
其他縣市 21.2% 28.8% 20.1% 23.1% 4.0% 2.8% 333 30.5%

18.2% 30.5% 21.2% 24.1% 4.0% 1.9% 1,090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Q11．整體來說，您對新總統賴清德「為穩定政局將打造一個強有力新政府」，有沒有信心？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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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台灣新政局的展望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不太

滿意

一點也

不滿意
沒意見 不知道

橫% 橫% 橫% 橫% 橫% 橫% 樣本數 直%
男性 11.5% 48.1% 14.1% 14.8% 7.9% 3.7% 532 48.8%
女性 10.4% 34.7% 22.4% 17.0% 11.5% 4.1% 558 51.2%

10.9% 41.2% 18.3% 15.9% 9.7% 3.9% 1,090 100.0%
20~24歲 14.3% 44.1% 12.9% 21.0% 5.5% 2.2% 72 6.6%
25~34歲 4.7% 38.4% 20.9% 22.5% 7.1% 6.5% 173 15.9%
35~44歲 6.3% 44.8% 23.8% 14.9% 8.6% 1.7% 201 18.5%
45~54歲 9.4% 43.5% 16.0% 18.9% 9.0% 3.2% 203 18.6%
55~64歲 15.3% 44.4% 15.6% 12.7% 8.0% 4.1% 196 18.0%
65歲及以上 15.6% 35.3% 18.0% 10.9% 15.4% 4.8% 243 22.4%

10.9% 41.3% 18.4% 16.0% 9.6% 3.9% 1,087 100.0%
河洛人 8.8% 38.7% 21.1% 18.4% 9.6% 3.4% 803 74.6%
客家人 10.7% 45.0% 11.9% 14.7% 14.0% 3.7% 135 12.5%
外省人 22.8% 50.2% 10.4% 3.0% 7.6% 6.0% 119 11.0%
原住民 24.7% 55.0% 11.0% 9.3% 0.0% 0.0% 20 1.9%

10.9% 41.0% 18.6% 16.1% 9.7% 3.7% 1,077 100.0%
小學及以下 14.2% 27.1% 22.5% 15.5% 15.1% 5.6% 119 11.0%
初中、國中 8.2% 39.6% 20.0% 12.2% 14.0% 6.0% 124 11.4%
高中、高職 13.6% 45.5% 15.0% 15.0% 7.9% 3.0% 298 27.5%
專科 13.3% 41.8% 10.3% 20.5% 6.7% 7.5% 125 11.5%
大學及以上 8.1% 42.9% 21.5% 16.4% 8.7% 2.3% 419 38.6%

10.9% 41.4% 18.4% 15.9% 9.6% 3.9% 1,085 100.0%
自營商/企業主 16.5% 43.9% 16.2% 10.7% 11.0% 1.7% 126 11.7%
高階白領人員 6.1% 45.3% 19.3% 23.2% 4.9% 1.3% 131 12.1%
基層白領人員 4.9% 45.4% 19.0% 17.4% 8.1% 5.1% 242 22.3%
軍公教人員 8.5% 35.2% 24.7% 26.0% 3.1% 2.5% 48 4.4%
勞工 10.0% 36.1% 21.5% 16.9% 11.8% 3.6% 139 12.8%
農民 17.8% 33.1% 15.2% 18.2% 11.9% 3.8% 30 2.8%
學生 5.9% 40.2% 24.5% 7.8% 15.4% 6.1% 26 2.4%
家庭主婦 14.0% 37.9% 16.8% 11.6% 16.3% 3.3% 143 13.2%
退休人員 16.9% 40.1% 14.7% 12.6% 9.2% 6.5% 149 13.7%
無業/待業者 16.4% 44.7% 18.5% 15.6% 3.5% 1.4% 51 4.7%

11.0% 41.3% 18.4% 15.9% 9.6% 3.7% 1,085 100.0%
民主進步黨 2.0% 32.8% 27.6% 27.6% 6.0% 4.0% 343 31.4%
中國國民黨 27.8% 53.5% 8.1% 3.4% 6.5% 0.7% 239 21.9%
台灣民眾黨 10.0% 47.1% 16.5% 17.4% 4.2% 4.8% 209 19.2%
時代力量 4.5% 33.6% 19.6% 37.7% 4.5% 0.0% 25 2.3%
其他政黨 0.0% 34.6% 34.8% 30.6% 0.0% 0.0% 13 1.2%
沒支持哪一個政黨 8.9% 37.9% 16.1% 8.0% 23.1% 6.1% 258 23.6%
不知道 28.3% 0.0% 22.7% 17.5% 0.0% 31.5% 4 0.4%

10.9% 41.2% 18.3% 15.9% 9.7% 3.9% 1,090 100.0%
台北市 12.8% 46.3% 16.4% 13.6% 9.7% 1.2% 116 10.7%
新北市 6.0% 41.5% 19.6% 18.5% 8.3% 6.0% 190 17.4%
桃園市 17.2% 47.8% 11.5% 11.0% 9.9% 2.5% 105 9.6%
台中市 12.6% 42.0% 18.6% 9.3% 13.8% 3.7% 130 11.9%
台南市 9.8% 37.8% 19.8% 22.9% 8.5% 1.1% 87 8.0%
高雄市 13.6% 37.6% 19.1% 14.0% 9.6% 6.0% 129 11.8%
其他縣市 9.7% 39.2% 19.7% 18.2% 9.2% 4.0% 333 30.5%

10.9% 41.2% 18.3% 15.9% 9.7% 3.9% 1,090 100.0%

六都&
其他地區

合計

合計

職業

合計

政黨支持

合計

教育程度

Q15．	新立法院由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當院長。一般說來，您滿不滿意他擔任立法院長的表現？

合計

性別

合計

年齡

合計

省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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