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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灣國策智庫 



調查方法 
• 調查對象 

– 戶籍在台灣20個縣市，年滿20歲的一般民眾。 

• 調查方法 
– 採用電話調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 

• 調查時間 
– 2016年10月13日至14日，於18:30~22:00執行。 

• 抽樣方法 
– 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方式進行。 

• 抽樣誤差 
– 完成1,079份有效樣本，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3.0個百分點。 

• 樣本代表性分析 
– 依內政部最新人口資料， 進行地區、 性別、 年齡和教育程度加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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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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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英文兩岸政策與九二共識 
 ★台灣民眾對蔡英文兩岸政策的支持度 

 ★台灣民眾認為發展兩岸關係與承認九二共識
的必要性 

 

4.台灣民眾對中國的看法趨勢性調查
★台灣民眾認為中國對台灣的友善程度 

★台灣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 

 

 

 
 

 

 

5.台灣民眾自我認同趨勢性調查 
★台灣民眾的自我認同 

★如果只能兩者擇一，台灣民眾覺得自己是
「台灣人」或是「中國人」？ 

 

 

3.台灣民眾對香港獨立看法 
 ★台灣民眾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看法 

 ★台灣民眾對「台灣香港化」的擔心程度 

 

 

 

2.兩岸關係趨勢性調查 
 ★台灣民眾對台灣主權現況的認知 

 ★台灣民眾對於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態度 

 ★如果兩岸不能維持現狀，台灣民眾對兩岸關
係的態度 



4 



49.4%台灣民眾支持蔡英文的兩岸政策 

5 
5 

17.9%

31.5%

13.7% 11.8%

25.1%

0.0%

50.0%

100.0%

非常

支持

還算

支持

不太

支持

非常

不支持

無明確

意見

題目：蔡英文總統在國慶日提到，對於兩岸關係「我們的承諾不會

改變」、「我們的善意不會改變」、「我們也不會在壓力下屈

服」、「更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請問您支不支持蔡英文的兩岸

政策作法？

支持49.4%

不支持25.5%

支持 不支持
無明確

意見

49.4% 25.5% 25.1%

北北基 46.0% 29.2% 24.8%

桃竹苗 48.3% 30.6% 21.1%

中彰投 51.0% 26.3% 22.6%

雲嘉南 50.5% 16.8% 32.6%

高屏澎 50.1% 20.6% 29.2%

宜花東 62.7% 27.1% 10.2%

男性 51.4% 26.2% 22.5%

女性 47.4% 25.0% 27.6%

20-29歲 46.1% 12.6% 41.2%

30-39歲 44.1% 29.1% 26.9%

40-49歲 45.8% 34.4% 19.8%

50-59歲 49.3% 24.6% 26.0%

60-69歲 66.0% 19.4% 14.6%

70歲以上 47.6% 29.8% 22.6%

未回答 32.0% 68.0% 0.0%

小學及以下 60.3% 10.2% 29.4%

國中、初中 58.0% 20.8% 21.3%

高中、高職 50.7% 21.1% 28.2%

專科 44.5% 29.9% 25.7%

大學及以上 46.2% 29.2% 24.5%

未回答 34.0% 0.0% 66.0%

民進黨 79.8% 5.9% 14.3%

中國國民黨 18.1% 60.7% 21.1%

親民黨 30.8% 46.3% 22.9%

時代力量 83.6% 8.5% 7.9%

不偏任何黨 31.3% 17.7% 51.0%

未表態 24.7% 27.6% 47.7%

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

總計

地區別

性別

年齡



39.6%台灣民眾覺得發展兩岸關係沒有必要先承認九二共識， 
31.3%台灣民眾覺得必須先承認九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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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31.3%

1.2% 0.9%

27.0%

0.0%

50.0%

100.0%

沒必要

先承認

必須

先承認

都不支持 都支持 無明確

意見

題目：中國主張發展兩岸關係必須先承認九二共識，也有人認為處

理兩岸關係沒必要先承認九二共識，請問您支持哪種主張？

沒必要

先承認

必須

先承認
都不支持 都支持

無明確

意見

39.6% 31.3% 1.2% 0.9% 27.0%

北北基 35.0% 33.4% 2.1% 0.4% 29.0%

桃竹苗 36.0% 35.0% 0.0% 0.0% 29.0%

中彰投 40.7% 31.6% 0.5% 2.8% 24.5%

雲嘉南 48.5% 28.1% 0.1% 0.7% 22.7%

高屏澎 39.8% 26.5% 1.0% 0.8% 31.9%

宜花東 49.2% 32.1% 6.1% 0.0% 12.6%

男性 42.8% 33.8% 1.5% 0.3% 21.6%

女性 36.5% 28.9% 0.8% 1.5% 32.2%

20-29歲 33.0% 27.0% 0.0% 1.6% 38.4%

30-39歲 46.2% 32.3% 0.2% 0.7% 20.6%

40-49歲 38.7% 33.8% 2.0% 1.3% 24.2%

50-59歲 32.5% 35.2% 1.4% 1.0% 29.9%

60-69歲 52.1% 24.6% 1.4% 0.3% 21.6%

70歲以上 31.8% 35.0% 2.8% 0.0% 30.4%

未回答 32.0% 0.0% 0.0% 0.0% 68.0%

小學及以下 40.0% 18.6% 2.0% 0.8% 38.5%

國中、初中 41.3% 26.9% 0.0% 0.9% 30.9%

高中、高職 43.2% 27.4% 1.3% 0.9% 27.2%

專科 36.8% 33.9% 1.4% 0.7% 27.2%

大學及以上 40.1% 35.9% 1.4% 1.0% 21.6%

未回答 34.0% 0.0% 11.6% 0.0% 54.5%

民進黨 60.0% 12.2% 0.2% 0.6% 27.1%

中國國民黨 11.8% 73.7% 0.0% 2.4% 12.1%

親民黨 28.2% 57.1% 2.5% 0.0% 12.3%

時代力量 77.8% 10.8% 1.5% 1.5% 8.3%

不偏任何黨 22.8% 19.5% 1.7% 0.0% 55.9%

未表態 23.3% 24.7% 2.7% 1.0% 48.2%

總計

地區別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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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民眾認為台灣現況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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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23.9%

13.5%

5.4% 5.3%

0.0%

50.0%

100.0%

一定是 可能是 可能不是 一定不是 無明確

意見

題目：請問您認為台灣的現況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是75.8%

不是18.9%

是 不是
無明確

意見

75.8% 18.9% 5.3%

北北基 72.8% 33.5% 4.2%

桃竹苗 70.9% 40.8% 6.5%

中彰投 80.7% 34.3% 5.6%

雲嘉南 78.6% 47.2% 4.0%

高屏澎 73.8% 37.1% 8.4%

宜花東 88.5% 35.0% 1.6%

男性 80.1% 30.1% 5.7%

女性 71.4% 44.5% 5.0%

20-29歲 76.6% 57.0% 2.3%

30-39歲 75.1% 41.7% 2.7%

40-49歲 74.8% 32.2% 4.5%

50-59歲 79.1% 32.2% 4.8%

60-69歲 79.5% 26.6% 9.1%

70歲以上 65.1% 34.4% 13.9%

未回答 32.0% 100.0% 0.0%

小學及以下 68.7% 29.9% 24.6%

國中、初中 69.7% 37.5% 9.1%

高中、高職 76.6% 36.9% 5.0%

專科 77.4% 44.9% 2.6%

大學及以上 79.6% 31.2% 1.5%

未回答 34.0% 33.5% 54.5%

民進黨 85.0% 33.0% 2.4%

中國國民黨 77.6% 36.1% 3.4%

親民黨 71.5% 36.7% 0.4%

時代力量 81.2% 32.5% 1.4%

不偏任何黨 69.0% 40.6% 11.9%

未表態 60.5% 55.1% 10.4%

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

總計

地區別

性別

年齡



台灣現況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_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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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57.6%61.0%
63.9%

70.1%
65.6%

62.3% 62.1%
68.0% 70.7%

76.0% 74.5% 75.8%

29.4% 31.5% 26.8% 29.1%

18.9% 21.9%
28.8% 31.4%

24.2% 23.1%
18.5%

14.2%
18.9%

10.5% 10.9% 12.2%
7.0%

11.0% 12.5% 8.9% 6.5% 7.8% 6.2% 5.5% 11.4%
5.3%

0.0%

100.0%

01 03 06 08 10 12 01 03 04 06 07 04 10

2014 2015 2016

是 不是 無明確意見



關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79.8%台灣民眾偏向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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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

12.5%

3.4% 4.3%

0.0%

50.0%

100.0%

維持現狀 儘快獨立 儘快統一 無明確意見

題目：關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請問您比較偏向以下哪一種說法？

維持現狀 儘快獨立 儘快統一
無明確

意見

79.8% 12.5% 3.4% 4.3%

北北基 82.0% 11.4% 3.9% 2.7%

桃竹苗 79.8% 7.5% 4.1% 8.6%

中彰投 79.9% 12.8% 2.5% 4.7%

雲嘉南 78.5% 15.1% 3.1% 3.2%

高屏澎 73.7% 17.9% 3.3% 5.1%

宜花東 90.5% 6.6% 2.2% 0.7%

男性 78.1% 12.0% 4.4% 5.6%

女性 81.5% 12.9% 2.4% 3.2%

20-29歲 77.5% 15.5% 3.3% 3.7%

30-39歲 83.6% 13.0% 2.7% 0.7%

40-49歲 81.3% 10.6% 4.3% 3.7%

50-59歲 83.7% 11.1% 2.7% 2.4%

60-69歲 77.9% 12.9% 2.7% 6.5%

70歲以上 66.9% 13.2% 5.8% 14.1%

未回答 32.0% 0.0% 0.0% 68.0%

小學及以下 55.0% 21.8% 5.1% 18.2%

國中、初中 82.3% 12.5% 0.9% 4.4%

高中、高職 76.4% 14.7% 5.1% 3.9%

專科 83.4% 9.8% 3.5% 3.3%

大學及以上 80.5% 12.7% 4.0% 2.9%

未回答 49.3% 16.6% 11.6% 22.5%

民進黨 74.7% 21.2% 1.3% 2.7%

中國國民黨 85.9% 1.8% 9.8% 2.5%

親民黨 85.6% 12.6% 1.0% 0.8%

時代力量 71.4% 23.0% 1.6% 4.1%

不偏任何黨 82.7% 8.6% 0.9% 7.7%

未表態 79.4% 7.6% 0.6% 12.3%

年齡

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

總計

地區別

性別



在選擇維持現狀的台灣民眾中，47.4%偏向看情形再決定統一或獨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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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30.8%

14.8%

7.0%

0.0%

50.0%

100.0%

看情形再決定

統一或獨立

永遠

維持現狀

以後

走向獨立

以後

走向統一

題目：關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請問您比較偏向以下哪一種說法？

(詢問在上一題回答維持現狀的受訪者)

看情形再

決定統一

或獨立

永遠維持

現狀

以後走向

獨立

以後走向

統一

47.4% 30.8% 14.8% 7.0%

北北基 48.3% 34.9% 10.3% 6.5%

桃竹苗 54.3% 19.4% 15.3% 11.0%

中彰投 32.4% 43.4% 20.6% 3.6%

雲嘉南 46.2% 25.2% 16.0% 12.6%

高屏澎 57.6% 19.3% 18.1% 5.1%

宜花東 52.3% 41.0% 6.7% 0.0%

男性 42.3% 29.9% 17.5% 10.3%

女性 52.2% 31.7% 12.3% 3.9%

20-29歲 60.0% 16.3% 10.9% 12.7%

30-39歲 46.4% 38.8% 13.0% 1.8%

40-49歲 45.6% 28.4% 15.1% 10.9%

50-59歲 51.8% 28.6% 16.2% 3.4%

60-69歲 40.3% 32.5% 20.3% 6.9%

70歲以上 32.8% 44.6% 12.4% 10.2%

未回答 0.0% 100.0% 0.0% 0.0%

小學及以下 33.6% 37.8% 20.2% 8.3%

國中、初中 42.8% 34.5% 16.7% 6.0%

高中、高職 46.3% 32.0% 17.5% 4.2%

專科 51.0% 29.0% 8.7% 11.3%

大學及以上 49.1% 28.8% 18.3% 3.9%

未回答 31.0% 44.4% 24.6% 0.0%

民進黨 48.2% 24.6% 23.6% 3.6%

中國國民黨 48.3% 37.8% 3.6% 10.3%

親民黨 49.2% 23.7% 12.9% 14.2%

時代力量 42.9% 27.4% 29.6% 0.1%

不偏任何黨 52.6% 32.6% 10.3% 4.5%

未表態 40.5% 36.8% 8.6% 14.1%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

總計

地區別



台灣和中國的關係_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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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偏獨立為儘快獨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偏統一為盡快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偏維持現狀為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統一或獨立 

26.3% 26.4%
28.3%

25.4% 28.4%
29.6% 31.2%

30.6% 30.2% 31.0%

24.3%
9.2% 10.4% 7.8% 6.8% 6.6% 10.1%

7.8% 8.5% 10.1% 7.7%
9.0%

57.8% 56.8% 55.8% 58.8% 55.4%

50.9%

56.3% 55.8% 53.7%
57.7%

62.4%

0.0%

100.0%

01 03 06 08 10 12 01 03 04 06 10

2014 2015 2016

偏獨立 偏統一 偏維持現狀



如果兩岸不能維持現狀，60.5%台灣民眾支持獨立成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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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22.4%

17.1%

0.0%

50.0%

100.0%

獨立成一個國家 與中國統一 無明確意見

題目：如果兩岸關係不能維持現狀，請問您對「與中國統一」或

「獨立成一個國家」兩者之中比較支持哪一個？

獨立成

一個國家

與中國

統一

無明確

意見

60.5% 22.4% 17.1%

北北基 60.3% 25.9% 13.8%

桃竹苗 57.4% 26.9% 15.8%

中彰投 60.6% 19.7% 19.7%

雲嘉南 58.3% 20.6% 21.1%

高屏澎 66.9% 19.4% 13.7%

宜花東 57.3% 10.1% 32.5%

男性 59.9% 23.4% 16.7%

女性 61.2% 21.3% 17.5%

20-29歲 67.9% 24.2% 8.0%

30-39歲 65.5% 18.5% 16.0%

40-49歲 58.2% 24.0% 17.8%

50-59歲 57.4% 23.4% 19.2%

60-69歲 66.2% 18.4% 15.5%

70歲以上 40.9% 27.7% 31.4%

未回答 0.0% 68.0% 32.0%

小學及以下 59.8% 15.5% 24.7%

國中、初中 58.6% 20.3% 21.0%

高中、高職 62.7% 18.7% 18.6%

專科 54.2% 30.1% 15.6%

大學及以上 68.1% 18.6% 13.3%

未回答 27.4% 11.6% 61.0%

民進黨 83.1% 10.5% 6.4%

中國國民黨 35.3% 47.6% 17.1%

親民黨 50.3% 34.3% 15.4%

時代力量 87.4% 6.5% 6.1%

不偏任何黨 49.2% 20.3% 30.5%

未表態 43.3% 24.2% 32.5%

地區別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

總計



台灣和中國的關係_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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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20.4% 18.6% 20.5%
14.2% 16.2% 17.1% 17.7% 16.7% 18.1%

22.4%

63.9% 62.7% 65.1% 66.5% 67.0% 67.5% 68.9% 69.4% 68.2% 70.9%

60.5%

0.0%

100.0%

01 03 06 08 10 12 01 03 04 06 10

2014 2015 2016

與中國統一 獨立成一個國家



41.7%台灣民眾認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15 
15 

41.7%
38.7%

9.7%

0.4%
2.5%

7.0%

0.0%

50.0%

100.0%

特殊的

國與國關係

兩個獨立國家

的關係

一個中國

的關係

都支持 都不支持 無明確

意見

題目：對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有人說是「一個中國的關係」，有人說是

「兩個獨立國家的關係」，但也有人表示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就

是類似過去東德和西德的關係，請問這三種說法中您比較支持哪一種？

特殊的

國與國

關係

兩個

獨立國家

的關係

一個中國

的關係
都支持 都不支持

無明確

意見

41.7% 38.7% 9.7% 0.4% 2.5% 7.0%

北北基 44.1% 33.5% 11.9% 0.1% 2.7% 7.7%

桃竹苗 43.5% 30.8% 9.8% 0.2% 6.3% 9.5%

中彰投 40.2% 44.7% 6.3% 0.2% 1.5% 7.2%

雲嘉南 41.5% 45.1% 7.2% 0.4% 0.0% 5.9%

高屏澎 40.5% 37.6% 13.7% 1.6% 1.4% 5.2%

宜花東 29.5% 59.7% 3.6% 0.0% 5.2% 2.1%

男性 46.8% 35.4% 8.3% 0.6% 3.3% 5.6%

女性 36.7% 42.0% 11.1% 0.2% 1.7% 8.3%

20-29歲 37.6% 43.9% 8.2% 0.0% 4.8% 5.6%

30-39歲 50.3% 38.1% 8.2% 0.2% 0.2% 3.0%

40-49歲 48.0% 36.6% 10.3% 0.2% 3.4% 1.4%

50-59歲 41.2% 40.7% 8.2% 0.1% 3.1% 6.7%

60-69歲 37.1% 40.8% 10.6% 0.1% 1.1% 10.1%

70歲以上 22.2% 29.3% 14.4% 3.3% 3.0% 27.7%

未回答 32.0% 0.0% 68.0% 0.0% 0.0% 0.0%

小學及以下 16.3% 37.3% 8.0% 0.8% 1.9% 11.5%

國中、初中 33.0% 44.5% 8.7% 0.0% 1.0% 35.8%

高中、高職 36.9% 44.3% 11.8% 0.7% 0.8% 12.8%

專科 48.6% 33.1% 11.6% 0.7% 4.7% 5.5%

大學及以上 46.6% 39.4% 8.0% 0.2% 2.0% 1.3%

未回答 49.3% 0.0% 11.6% 0.0% 0.0% 3.7%

民進黨 34.3% 50.3% 9.3% 0.2% 0.1% 39.2%

中國國民黨 44.4% 25.0% 20.6% 1.6% 2.1% 5.7%

親民黨 50.3% 29.0% 11.2% 0.4% 5.5% 3.7%

時代力量 36.0% 60.6% 3.0% 0.0% 0.1% 0.3%

不偏任何黨 48.6% 30.0% 7.0% 0.2% 3.3% 10.9%

未表態 39.9% 28.3% 1.8% 0.0% 9.6% 20.3%

地區別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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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台灣民眾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的結果為失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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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3.9%
27.4% 27.6%

18.5%

0.0%

50.0%

100.0%

非常

成功

還算

成功

有點

失敗

非常

失敗

無明確

意見

題目：香港自從1997年回歸中國後，實施一國兩制。在一國兩制

方針中，也就是香港保留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政治制度，而中華人

民共和國其他地區則繼續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整體來說，

請問您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是成功還是失敗？

成功26.5%

失敗55.0%

成功 失敗
無明確

意見

26.5% 55.0% 18.5%

北北基 22.3% 58.4% 19.2%

桃竹苗 31.9% 50.1% 17.9%

中彰投 32.4% 54.2% 13.4%

雲嘉南 27.7% 52.0% 20.3%

高屏澎 20.0% 61.4% 18.6%

宜花東 29.7% 37.7% 32.6%

男性 19.9% 65.3% 14.9%

女性 32.9% 45.0% 22.2%

20-29歲 33.8% 51.5% 14.8%

30-39歲 23.9% 60.9% 15.2%

40-49歲 34.4% 48.7% 16.9%

50-59歲 24.6% 54.4% 20.9%

60-69歲 14.7% 66.0% 19.3%

70歲以上 27.4% 43.0% 29.6%

未回答 0.0% 68.0% 32.0%

小學及以下 10.4% 45.8% 43.9%

國中、初中 29.5% 47.4% 23.1%

高中、高職 30.7% 51.0% 18.4%

專科 23.7% 58.1% 18.3%

大學及以上 28.7% 60.7% 10.6%

未回答 15.3% 23.7% 61.0%

民進黨 21.8% 60.3% 17.9%

中國國民黨 39.7% 43.7% 16.7%

親民黨 45.4% 44.4% 10.3%

時代力量 19.3% 77.9% 2.8%

不偏任何黨 13.4% 54.3% 32.3%

未表態 32.9% 43.0% 24.1%

總計

地區別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



47.1%台灣民眾擔心台灣香港化，僅16.6%台灣民眾完全不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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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29.9%
26.7%

20.4%

6.4%

0.0%

50.0%

100.0%

完全

不擔心

不太

擔心

還算

擔心

非常

擔心

無明確

意見

題目：請問您擔不擔心兩岸關係繼續發展下去後，台灣會香港化？

不擔心46.5%

擔心47.1%

不擔心 擔心
無明確

意見

46.5% 47.1% 6.4%

北北基 49.6% 45.5% 4.8%

桃竹苗 47.1% 42.4% 10.5%

中彰投 49.8% 45.0% 5.2%

雲嘉南 38.7% 54.3% 7.0%

高屏澎 42.8% 50.5% 6.6%

宜花東 46.6% 46.6% 6.8%

男性 51.8% 43.5% 4.8%

女性 41.3% 50.6% 8.1%

20-29歲 39.7% 57.4% 2.9%

30-39歲 46.8% 50.1% 3.0%

40-49歲 53.5% 40.3% 6.1%

50-59歲 49.8% 42.5% 7.7%

60-69歲 38.6% 54.6% 6.7%

70歲以上 48.0% 37.3% 14.8%

未回答 0.0% 0.0% 100.0%

小學及以下 37.0% 43.2% 19.8%

國中、初中 39.3% 49.3% 11.4%

高中、高職 43.7% 50.6% 5.6%

專科 52.8% 44.4% 2.8%

大學及以上 48.2% 48.1% 3.8%

未回答 11.6% 27.4% 61.0%

民進黨 37.0% 60.2% 2.8%

中國國民黨 54.3% 42.8% 3.0%

親民黨 52.0% 45.6% 2.4%

時代力量 30.5% 67.9% 1.6%

不偏任何黨 55.7% 30.6% 13.8%

未表態 49.2% 28.8% 22.0%

政黨傾向

總計

地區別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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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台灣民眾認為中國對台灣具有敵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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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4.6%

32.8%

24.4%

13.5%

0.0%

50.0%

100.0%

非常

友善

還算

友善

有點

敵對

非常

敵對

無明確

意見

題目：整體來說，請問您覺得中國對台灣是友善的還是敵對的？

友善29.3%

敵對57.2%

友善 敵對
無明確

意見

29.3% 57.2% 13.5%

北北基 30.8% 60.8% 8.3%

桃竹苗 35.5% 46.5% 18.1%

中彰投 32.6% 59.1% 8.4%

雲嘉南 23.0% 57.8% 19.3%

高屏澎 22.2% 62.4% 15.3%

宜花東 30.3% 39.6% 30.2%

男性 27.7% 60.9% 11.3%

女性 30.8% 53.5% 15.6%

20-29歲 37.7% 50.4% 11.9%

30-39歲 28.4% 60.3% 11.3%

40-49歲 34.6% 54.9% 10.5%

50-59歲 28.5% 56.8% 14.6%

60-69歲 19.2% 69.0% 11.8%

70歲以上 25.0% 46.8% 28.1%

未回答 0.0% 68.0% 32.0%

小學及以下 18.7% 48.6% 32.8%

國中、初中 20.7% 60.0% 19.2%

高中、高職 32.9% 57.1% 10.0%

專科 35.9% 56.7% 7.3%

大學及以上 29.4% 57.6% 13.0%

未回答 11.6% 44.0% 44.4%

民進黨 18.7% 74.1% 7.2%

中國國民黨 56.2% 39.1% 4.7%

親民黨 34.5% 55.2% 10.3%

時代力量 14.1% 76.4% 9.6%

不偏任何黨 29.2% 47.2% 23.6%

未表態 21.7% 48.2% 30.1%

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

總計

地區別

性別

年齡



台灣民眾認為中國對台灣的友善程度_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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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台灣民眾對中國無感，34.8%沒有好感，19.9%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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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34.8%

19.9%

6.2%

0.0%

50.0%

100.0%

無感的 沒有好感 有好感 無明確意見

題目：整體來說，請問您覺得您對中國的感覺是有好感，沒有好

感，還是無感的？

無感的 沒有好感 有好感
無明確

意見

39.1% 34.8% 19.9% 6.2%

北北基 40.2% 36.8% 18.9% 4.2%

桃竹苗 47.9% 21.4% 24.9% 5.8%

中彰投 34.8% 37.5% 20.7% 7.0%

雲嘉南 32.2% 45.9% 17.7% 4.2%

高屏澎 38.6% 30.9% 21.4% 9.0%

宜花東 45.4% 30.8% 9.4% 14.3%

男性 37.9% 37.2% 19.2% 5.7%

女性 40.3% 32.4% 20.7% 6.6%

20-29歲 51.8% 27.3% 20.2% 0.8%

30-39歲 45.0% 34.1% 19.9% 1.0%

40-49歲 40.2% 32.7% 20.6% 6.5%

50-59歲 35.2% 34.9% 22.5% 7.4%

60-69歲 26.9% 48.7% 15.2% 9.2%

70歲以上 28.7% 30.6% 21.4% 19.2%

未回答 100.0% 0.0% 0.0% 0.0%

小學及以下 23.8% 35.7% 22.4% 18.1%

國中、初中 35.5% 42.4% 16.6% 5.5%

高中、高職 45.6% 30.4% 19.4% 4.6%

專科 38.2% 33.7% 22.4% 5.7%

大學及以上 43.2% 32.3% 19.6% 4.9%

未回答 21.9% 15.3% 11.6% 51.3%

民進黨 33.7% 54.6% 8.6% 3.0%

中國國民黨 34.5% 21.9% 39.7% 3.9%

親民黨 48.9% 16.1% 35.0% 0.0%

時代力量 35.5% 52.2% 9.6% 2.7%

不偏任何黨 48.3% 19.9% 19.6% 12.2%

未表態 50.2% 21.8% 12.4% 15.6%

地區別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總計

政黨傾向



台灣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_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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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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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4.1%

33.5%

2.0%

0.0%

50.0%

100.0%

台灣人 中國人 兩者都是 無明確意見

題目：在我們的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說自己

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

人」、「中國人」，或者「兩者都是」？

台灣人 中國人 兩者都是
無明確

意見

60.4% 4.1% 33.5% 2.0%

北北基 55.7% 5.7% 37.3% 1.2%

桃竹苗 45.6% 5.2% 45.5% 3.7%

中彰投 69.2% 2.6% 26.7% 1.5%

雲嘉南 63.6% 1.2% 33.9% 1.3%

高屏澎 71.1% 4.3% 23.0% 1.7%

宜花東 55.7% 4.0% 33.0% 7.3%

男性 59.1% 4.6% 33.8% 2.5%

女性 61.7% 3.5% 33.2% 1.5%

20-29歲 69.6% 5.5% 24.8% 0.0%

30-39歲 67.5% 0.4% 31.6% 0.5%

40-49歲 48.6% 6.4% 44.3% 0.7%

50-59歲 55.6% 5.3% 34.4% 4.6%

60-69歲 69.1% 2.8% 25.9% 2.3%

70歲以上 53.4% 4.4% 40.2% 2.1%

未回答 0.0% 0.0% 0.0% 100.0%

小學及以下 71.3% 1.2% 21.6% 5.9%

國中、初中 75.5% 0.0% 22.9% 1.5%

高中、高職 61.5% 4.5% 33.2% 0.8%

專科 47.8% 9.2% 41.1% 1.9%

大學及以上 61.0% 1.9% 35.8% 1.2%

未回答 27.4% 11.6% 0.0% 61.0%

民進黨 81.1% 0.2% 17.3% 1.4%

中國國民黨 33.1% 5.6% 59.7% 1.6%

親民黨 47.9% 12.2% 37.5% 2.4%

時代力量 90.4% 0.1% 9.3% 0.3%

不偏任何黨 52.0% 9.6% 33.7% 4.7%

未表態 50.6% 2.2% 43.3% 3.9%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

總計

地區別



台灣民眾的自我認同_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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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能兩者擇一，83.3%台灣民眾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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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9.9%

2.3%
4.5%

0.0%

50.0%

100.0%

台灣人 中國人 兩者都是 無明確意見

題目：如果只能在「台灣人」或「中國人」兩者選一，那您會認為

自己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

台灣人 中國人 兩者都是
無明確

意見

83.3% 9.9% 2.3% 4.5%

北北基 82.1% 11.8% 4.1% 2.0%

桃竹苗 71.8% 14.4% 2.0% 11.8%

中彰投 90.3% 4.6% 0.6% 4.5%

雲嘉南 87.9% 7.1% 2.3% 2.6%

高屏澎 87.4% 10.1% 0.2% 2.3%

宜花東 70.2% 12.3% 4.7% 12.8%

男性 82.1% 11.5% 2.0% 4.4%

女性 84.5% 8.3% 2.5% 4.7%

20-29歲 86.9% 8.3% 0.0% 4.8%

30-39歲 92.1% 4.6% 1.3% 2.1%

40-49歲 80.9% 10.5% 2.9% 5.7%

50-59歲 81.3% 9.9% 4.2% 4.6%

60-69歲 83.6% 11.5% 1.2% 3.7%

70歲以上 68.7% 19.1% 4.5% 7.7%

未回答 0.0% 68.0% 0.0% 32.0%

小學及以下 84.4% 4.9% 4.2% 6.6%

國中、初中 90.0% 3.8% 2.0% 4.3%

高中、高職 87.9% 7.5% 1.9% 2.6%

專科 76.1% 16.8% 2.3% 4.8%

大學及以上 85.1% 8.8% 2.2% 3.9%

未回答 27.4% 11.6% 0.0% 61.0%

民進黨 95.4% 3.1% 0.1% 1.5%

中國國民黨 74.2% 21.1% 2.4% 2.4%

親民黨 77.8% 19.6% 0.0% 2.6%

時代力量 98.7% 0.4% 0.6% 0.3%

不偏任何黨 75.4% 12.0% 4.4% 8.2%

未表態 70.9% 3.8% 6.0% 19.3%

地區別

性別

年齡

總計

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



台灣民眾的自我認同_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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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民意調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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