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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 

關於兩岸關係最新的三個關鍵性發展 

修正版 

2024/10/15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10/15）早上發表「關於兩岸關係最新的三

個關鍵性發展」專題報告修正版。這是本會 2024 年 8 月全國性民調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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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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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2-14 日，共三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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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dual-frame random 

sampling），市話 70%，手機 30%。有效樣本 1075 人，市話 755 人，手機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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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發現 

一、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情溫度 

 使用「感情溫度計」（Feeling Thermometer）的方法來測量台灣人對中國共

產黨的感覺，是一項創新，理論上、方法上與經驗上皆沒問題，因為台灣與中

國的特殊關係，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並不陌生。 

 

 我們問：「如果用 0 到 100 度來表示對政黨的好感與反感，0 度表示最冷，

最強烈的反感；而 100 度表示最熱，最強烈的好感；50 度表示沒什麼感覺，既

無好感也無反感。」請您用 0 到 100 之間的數字來表達您對中國共產黨的感

覺。（這裡的度數意義跟華氏溫度比較接近，華氏 32度等於攝氏 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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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發現，4.1%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情溫度高於 50 度，71.1%低於 50 度， 

16.2%剛好 50 度，8.6%不知道、拒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在二十歲以

上台灣人中，只有 4.1%對中國共產黨有好感，高達七成一有反感，一成七無

感。從平均溫度看，整體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情溫度是 17.31 度，那是一

種極端冰冷的狀態。請參見圖 1。 

 

 如果扣除 8.6%對政治完全冷漠的人不算，那麼，在今日整體台灣人中，高

達近九成六對中國共產黨不是反感就是無感，只有 4.5%對中國共產黨有好感。 

 

 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清楚且強烈的訊息，那就是，此刻絕大多數台灣人對

中國共產黨極為反感、厭惡，接近心死。臺灣海峽兩岸最近距離只有 126 公

里，台灣人與中國共產黨的心理距離卻彷彿有十萬八千里。這是一個非常嚴肅

的問題，箇中原因為何?值得深究。 

 

圖 1：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感覺溫度：三分類 （2024/8） 

 

 

 

 更深入去看，可輕易地發現，62.2%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情溫度介於 0

到 24 度，那是一種極強烈的反感與厭惡；8.9%介於 25-49 度，那是相當反感和

厭惡的感覺；16.2%剛好 50 度，既無好感也無反感；2.3%介於 51-75 度，頗有好

感和喜歡；1.9%介於 76-100 度，有強烈好感和喜歡。請參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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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一個百分點等於 19.5 萬成人，當八成七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不是

反感就是無感時，表示台灣目前有超過 1700 萬人對中國共產黨不是反感就是無

感，其中對中國共產黨反感的人約 1386 萬，而強烈反感的人超過 1200 萬；同

時，對中國共產黨有好感的人約 80 萬，有強烈好感的約 37 萬人。 

 

 與最近一次調查結果相比，也就是 2022 年 10 月，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反

感上升 2.8 個百分點，無感略減 0.8 個百分點，好感減少 1.4 個百分點。此外，

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的平均感情溫度下降 3 度，到 17.31 度。整體而言，台灣人

對中共的感覺越來越差，有往下探底的態勢。請參見圖 3。 

 

 從長期趨勢看，有三點特別值得注意：請參見圖 4、圖 5。 

 

第一，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感覺從來沒好過，最好的時候是 2021 年 6 月

的 32.21 度，那是冷到結冰的狀態； 

 

第二，2024 年 8 月此時此刻，17.31 度，創下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感情溫度

的歷史新低記錄； 

 

第三，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感情溫度最激烈變化，出現在 2022 年 10 月

20.25 度，和 2021 年 6 月比，非常不尋常地下降 12 度，其中最重要

原因無疑是中共 2022 年 8 月發動空前最大規模的環台軍演。 

 

 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的反感或無感是一個非常普遍的

現象。這種現象跨越了政黨、世代、性別、教育、省籍族群、社會階級與地理

區域的界限，無所不在。以外省族群和國民黨支持者這兩個指標性群體為例。

外省族群對中國共產黨的平均感情溫度 21.57 度，國民黨支持者 25.33 度，都遠

低於冰點。為什麼連外省族群及國民黨支持者，這兩個較可能親中的群體，對

中國共產黨都出現這麼冰冷的態度？中共應深入自我反省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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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感覺溫度：五分類 （2024/8） 

 

 

 

圖 3：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感覺溫度：最近兩次比較 （2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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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情溫度趨勢 （2024/8） 

 

 

 

圖 5：台灣人對中國共產黨整體感覺的變遷 （2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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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問題 

我們問：『有人說：「台灣人與大陸人都是炎黃子孫，所以大陸十四億人的

苦難也是我們的苦難」請問您贊不贊成？』結果發現：4.7%非常贊成，17.3%還

算贊成，32%不太贊成，35.1%一點也不贊成，8.5%沒意見，2.4%不知道、拒

答。換句話說，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二成二大致上贊成「台灣

人與大陸人都是炎黃子孫，大陸十四億人的苦難也是我們的苦難」，但有六成七

不贊成。此外，強烈反對這種說法的人有三成五，而強烈贊成的不到 5 個百分

點。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清楚且重要的訊息，那就是，今日台灣人的「兩岸命

運共同體意識」相當稀薄。請參見圖 6、圖 7。 

 

 與六年前相比，台灣人的「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出現明顯的轉變。具體

地說，贊成「台灣人與大陸人都是炎黃子孫，大陸十四億人的苦難也是我們的

苦難」減少 6.7 個百分點，不贊成者增加 4.9 個百分點。一個百分點等於 19.5 萬

人，六年間，台灣有「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的人減少 130 萬人，意味「兩岸

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台灣持續消退中。如今，已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台灣人對

「大陸同胞」沒有血濃於水、同甘共苦、休戚與共的感覺。請參見圖 8。 

 

 

圖 6：今日台灣人的「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 （2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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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今日台灣人的「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 （2024/8） 

 

 

 

圖 8：今日台灣人的「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最近二次比較 （2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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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問題，我們最早在 1996 年總統大選那一年夏天，全國性家戶訪談施

測過，結果發現：7%非常贊成，38.6%還算贊成，33.2%不太贊成，6%一點也不

贊成，15.2%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1996 年，台灣成年人中有四成六

和「大陸同胞」有休戚與共的感覺，三成九沒那種感覺。也就是說，1996 年，

台灣人和「大陸同胞」有休戚與共感覺的人是多數，沒有那種感覺的人是少

數。 

 

 二十八年後，和「大陸同胞」有休戚與共感覺的人減少 23.6%，少了一半

以上；而沒那種感覺的人多了 27.9%，等於是提高七成以上。這一來一往，已

嚴重弱化臺灣海峽兩岸人民的感情連結，極大程度疏遠了兩岸人民的心理距

離。這現象是如何形成的？誰造成的？這是悲劇或喜劇？這是海峽兩岸之間必

然的歷史發展過程嗎？值得深究。 

 

 

圖 9：台灣人「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的發展趨勢 （2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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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所謂「祖國統一」的問題 

我們問：「有人說：「不管台灣與大陸的生活方式有多大差異，我們都要耐

心的加以克服，完成祖國統一的神聖任務」，請問您贊不贊成？」結果發現：

3.6%非常贊成，9.7%還算贊成，26.5%不太贊成，50%一點也不贊成，7.5%沒意

見，2.6%不知道、拒答。換言之，最新民意顯示，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七成七

不贊成「祖國終極統一」的主張，一成三贊成。值得注意的是，當有五成台灣

人強烈反對時，強烈贊成的只有 3.6 個百分點。這項發現傳達一個清楚且強烈

的訊息，那就是，今日台灣主流民意明確拒斥了所謂「完成祖國統一的神聖任

務」，只剩一成三呼應這樣的主張。請參見圖 10、圖 11。 

 

 

圖 10：台灣人對所謂「祖國統一」的態度（2024/8月） 

 
 

 

和最近一次同樣調查結果相比，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過去六年間，台灣人

對「祖國統一」或「兩岸終極統一」的態度出現巨大改變。具體地說，贊成

「祖國統一」的人下挫 12.3 個百分點，反對者上揚 12.5 個百分點。這是統派的

重大挫敗，也是台灣本土派的重大突破。請參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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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台灣人對所謂「祖國統一」的態度（2024/8月） 

 

 

 

圖 12：台灣人對所謂「祖國統一」的態度：最近二次比較（2024/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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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問題，我們也在 1996 年總統大選那一年夏天，全國性家戶訪談施測

過，結果如下：7.5%非常贊成，37.3%還算贊成，29.4%不太贊成，7.8%一點也

不贊成，17.9%沒意見、不知道、拒答。換言之，1996 年台灣成年人中有四成五

贊成追求「祖國統一」，三成七反對。在當時，統派是相對多數，反統一的人是

少數。但二十八年後的今天，贊成所謂「祖國統一」的人數只剩 13.3%，萎縮

31.5 個百分點，而反統一的人扶搖直上，增加了 39.3 個百分點。這是台灣總體

政治發展最富戲劇性的轉變之一。 

 

 很明顯地，根據可靠的、長期的政治科學經驗研究，近三十年來，台灣人

對所謂「祖國統一」整體意向已發生巨大變化。台灣人反統一，追求獨立自

主，已是大勢所趨，勿庸置疑。請參見圖 13。 

 

 

圖 13：台灣人對所謂「祖國統一」的整體意見趨向（2024/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