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問主題：馬習會後相關議題與總統大選民調 

訪問時間：104 年 11 月 8 日下午 13：30 至晚間 21：30 

調查方法：電話後四碼電腦隨機抽樣，人員電話訪問 

有效樣本：1,026 位 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 

抽樣誤差：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3.1 個百分點 

經費來源：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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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習會對兩岸未來發展影響 

55%民眾認為馬習會有助兩岸和平發展，較會前提高 8個百分點，29%認為沒有幫助 

馬英九總統於 11 月 7 日在新加坡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這是兩岸領導人 66 年來首度會面，受到各國關注。馬習會

在閉門會議前，習近平主席及馬英九總統接續發表談話，習近平除了發表訴諸溫情的內容，也強調九二共識的重要性。馬

總統則提出五點主張，包括提出鞏固九二共識，設置陸委會、國台辦首長熱線等。根據 TVBS 民調中心最新調查結果顯示，

馬習會後，55%民眾認為馬習會將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有幫助，認為沒有幫助的則有 29%，另外有 16%沒有表示意見。

相較於馬習會前的調查結果，認為馬習會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幫助的比例提高了 8 個百分點（47%：55%）。交叉分析發

現，民進黨認同者 56%認為沒有幫助，但也有 28%認為有幫助；國民黨認同者則有高達 93%認為有幫助；中立民眾有 50%

認為有幫助，明顯高於認為沒有幫助的 24%。 

47%民眾支持馬習會，28%表示不支持，25%未表示意見 

對於剛落幕的馬習會，47%民眾表示支持，不支持的比例則為 28%，25%未表示意見，支持的比例較馬習會前（41%）提高

6 個百分點。交叉分析顯示，民進黨認同者有 58%不支持，21%支持；國民黨認同者則高達九成（91%）表示支持，僅 3%

不支持；中立民眾則有 37%支持，21%不支持。年齡方面，20-29 歲年輕族群不支持的比例略高於支持（37%：34%），其餘

年齡層則均是支持的比例明顯較高。 

37%民眾滿意馬總統馬習會表現，36%表示不滿意，民眾看法分歧，27%無意見 

馬英九總統在馬習會後表示，他在馬習會的閉門會談中，提到「中華民國」、「憲法」及「一中各表」，是此次馬習會的

最重要成果。對於馬英九總統在馬習會中的表現，有 37%民眾表示滿意，而不滿意的比例為 36%，另外 27%沒有表示意見，

民眾看法分歧。與政黨傾向交叉分析顯示，民進黨認同者七成（71%）表示不滿意，國民黨認同者則有八成（79%）表示滿

意；中立選民中表示不滿意的比例為 32%，高於滿意的 27%。年齡方面，20-29 歲年輕族群不滿意馬總統馬習會表現的比例

（39%），高於滿意的比例（27%），而 50-59 歲及 60 歲以上民眾則是滿意的比例較高，尤其是 50-59 歲，有近半數（47%）

表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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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民眾認為認為馬習會利多於弊，28%認為弊多於利，27%表示未表示意見 

馬習會落幕，對台灣整體而言，利弊得失如何？調查顯示，有 45%民眾認為馬習會對台灣是利多於弊，但也有近三成（28%）

民眾認為是弊多於利，同時也有 27%認為尚難判斷，未表示意見。交叉分析顯示，國民黨認同者高達 88%認為馬習會是利

多於弊；中立民眾認為利多於弊的比例（37%），高於認為弊多於利（23%）；民進黨認同者則有近六成（58%）認為弊多

於利，17%認為利多於弊。 

54%民眾支持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基礎上，發展兩岸關係，21%不支持，25%未表示意見 

此次馬習會，馬英九總統及習近平主席均強調九二共識的重要性，馬總統於會前公開談話時未提及「各表」，但會後記者

會則表示閉門會議中有提到「一中各表」。對於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做為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調查結果顯示，有 54%

民眾表示支持，高於不支持的 21%。另外，有 25%民眾未表示意見。交叉分析顯示，國民黨認同者高達 90%表示支持，中

立民眾有 45%支持，僅 17%不支持。而民進黨認同者，雖然有 44%表示不支持，但表示支持的也有 29%。年齡方面，20-29

歲及 60 歲以上民眾支持的比例較低，但也都有近五成。50-59 歲民眾支持比例最高，達 65%。 

馬習會後，民眾投票意願提升至八成以上（81%），預估投票率 73%，與上屆大選（74%）相當 

馬習會是否影響總統選情，也引發各界關注。調查發現，馬習會後，民眾投票意願首度提高至八成以上（81%），預估投

票率為 73%，與上屆總統大選實際投票率（74%）相當。 

蔡英文支持度下降 3個百分點，為 43%，朱立倫支持度亦減少至 27%，雙方差距 16個百分點 

支持度方面，蔡英文支持度為 43%，較 10 月中調查下滑 3 個百分點，而朱立倫為 27%，減少 2 個百分點，宋楚瑜支持度為

9%。同時，未決定的比例由 15%增加為 21%。交叉分析顯示，中立選民支持朱立倫的比例略降 2 個百分點，至 13%，而支

持蔡英文的比例則由 39%降為 35%，未決定的比例則由 35%增至 41%。顯示，雖然民眾投票意願提升，但部分中立民眾態

度也轉趨觀望，未來選情變化值得持續觀察。 

本次調查是 TVBS 民意調查中心於 104 年 11 月 8 日下午 13：30 至晚間 21：30 進行的調查，共接觸 1,174 位 20 歲以上台灣

地區民眾，其中拒訪為 148 位，拒訪率為 12.6%，最後成功訪問有效樣本 1,026 位，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3.1

個百分點。抽樣方法採用電話號碼後四碼隨機抽樣，人員電話訪問，所有資料並依母體性別、年齡、地區等變項進行統計

加權處理。調查經費來源為 TVBS。原始問卷及詳細交叉表請上網：www.tvbs.com.tw 

http://www.tvb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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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明年一月的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請問您會不會去投票？ 

  104/10/7  104/10/19  104/11/8 

  N=1,083  N=1,072  N=1,026 

一定會  48  51  57 

可能會  26  23  24  

不一定  7  7  5  

不會  19  19  14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 

 

 

表 2、明年的總統大選，在【國民黨的朱立倫】、【民進黨的蔡英文】，以及【親民黨的宋楚瑜】這三位人選中，假如明天就

是投票日，請問您比較可能投票給哪一位？（人名隨機輪替） 

  104/10/7  104/10/19  104/11/8  +/- 

  N=1,083  N=1,072  N=1,026   

國民黨朱立倫  29  29  27   -2% 

民進黨蔡英文  48  46  43   -3% 

親民黨宋楚瑜  10  10  9   -1% 

未決定  13  15  21   +6% 

朱蔡差距  ±19  ±17  ±16   

Base：20 歲以上會去投票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 

 

 

預估 2016 總統大選 
投票率 

73% 

74% 7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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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總統大選支持度與政黨傾向交叉表 

  全體  政黨傾向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中立  其他 

  104/10/19 104/11/8  104/10/19 104/11/8  104/10/19 104/11/8  104/10/19 104/11/8  104/10/19 104/11/8  104/10/19 104/11/8 

  N=1,072 N=1,026  （31%） （26%）  （31%） （28%）  （5%） （4%）  （27%） （33%）  （6%） （9%） 

國民黨朱立倫  29 27  1 1  73 75  22 5  15 13  15 13 

民進黨蔡英文  46 43  90 91  10 6  18 18  39 35  45 54 

親民黨宋楚瑜  10 9  4 3  10 6  52 70  12 11  4 8 

未決定  15 21  5 5  6 13  8 7  35 41  35 24 

Base：20 歲以上會去投票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其他政黨包括台聯、新黨、無黨聯盟、綠黨等及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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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昨天馬英九總統在新加坡，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請問您支不支持馬英九總統與習近平主席會面？ 

  馬習會前  馬習會後 

  104/11/5  104/11/8 

  N=1,006  N=1,026 

支持  41  47  

不支持  28  28  

沒意見  31  25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 

 

 
 

表 3-1、支不支持馬習會與政黨傾向交叉表 

  全體  政黨傾向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中立 其他 

  （100%）  （23%） （27%） （4%） （37%） （9%） 

支持  47  21 91 46 37 25 

不支持  28  58 3 37 21 49 

沒意見  25  21 6 17 41 26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其他政黨包括台聯、新黨、無黨聯盟、綠黨等及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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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支不支持馬習會與年齡交叉表 

  全體  年齡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100%）  （16%） （21%） （20%） （19%） （24%） 

支持  47  34 49 52 55 46 

不支持  28  37 32 28 23 22 

沒意見  25  29 19 20 22 31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 

 

 

表 4、昨天的馬習會，整體而言，請問您對馬英九總統的表現滿不滿意？ 

  全體 

  （100%） 

非常滿意  13 

還算滿意  24 

不太滿意  17 

很不滿意  19 

沒意見  27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 

 

 

 

37%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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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馬總統馬習會滿意度與政黨傾向交叉表 

  全體  政黨傾向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中立 其他 

  （100%）  （23%） （27%） （4%） （37%） （9%） 

滿意  37  10 79 38 27 25 

不滿意  36  71 5 42 32 53 

沒意見  27  19 16 20 42 22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其他政黨包括台聯、新黨、無黨聯盟、綠黨等及拒答。 

 

 

 

表 4-2、馬總統馬習會滿意度與年齡交叉表 

  全體  年齡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100%）  （16%） （21%） （20%） （19%） （24%） 

滿意  37  27 36 36 47 39 

不滿意  36  39 37 39 36 31 

沒意見  27  34 27 26 17 30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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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請問您認為馬習會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有沒有幫助？ 

  馬習會前  馬習會後 

  104/11/5  104/11/8 

  N=1,006  N=1,026 

有幫助  47  55 

沒有幫助  31  29 

沒意見  23  16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 

 

 

 

 

表 5-1、馬習會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有沒有幫助與政黨傾向交叉表 

  全體  政黨傾向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中立 其他 

  （100%）  （23%） （27%） （4%） （37%） （9%） 

有幫助  55  28 93 58 50 32 

沒有幫助  29  56 6 34 24 44 

沒意見  16  16 2 9 26 25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其他政黨包括台聯、新黨、無黨聯盟、綠黨等及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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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馬習會對台灣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 

  全體 

  （100%） 

利多於弊  45 

弊多於利  28 

沒意見  27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 

 

 

 

 

表 6-1、馬習會對台灣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與政黨傾向交叉表 

  全體  政黨傾向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中立 其他 

  （100%）  （23%） （27%） （4%） （37%） （9%） 

利多於弊  45  17 88 49 37 21 

弊多於利  28  58 4 28 23 40 

沒意見  27  25 8 23 40 39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其他政黨包括台聯、新黨、無黨聯盟、綠黨等及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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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整體而言，請問您支不支持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兩岸關係？ 

  全體 

  （100%） 

非常支持  19 

還算支持  35 

不太支持  11 

很不支持  10 

沒意見  25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 

 

 

 

表 7-1、支不支持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兩岸關係與政黨傾向交叉表 

  全體  政黨傾向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中立 其他 

  （100%）  （23%） （27%） （4%） （37%） （9%） 

支持  54  29 90 58 45 40 

不支持  21  44 3 25 17 31 

沒意見  25  27 6 16 38 30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其他政黨包括台聯、新黨、無黨聯盟、綠黨等及拒答。 

 

 

 

5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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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支不支持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兩岸關係與年齡交叉表 

  全體  年齡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100%）  （16%） （21%） （20%） （19%） （24%） 

支持  54  47 53 58 65 47 

不支持  21  28 26 23 16 15 

沒意見  25  25 21 19 20 39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 

 

 

表 7-3、支不支持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兩岸關係與地區交叉表 

  全體  地區 

    北北基 桃竹苗 中彰投 雲嘉南 高屏澎 

  （100%）  （30%） （15%） （19%） （14%） （16%） 

支持  54  58 60 50 49 47 

不支持  21  22 20 22 22 24 

沒意見  25  20 21 29 29 29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表中百分比因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等於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