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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 

（民國 113年 4月 3～8日） 

結果摘要 

9成左右民眾不認同中共軍機艦繼續在我周邊活動，甚至故意超過海峽中線（92.6%）、

打壓我國際空間的作法（90.1%），以及不贊成中共所提「一國兩制」主張（89.6%）；

8成左右不認同中共說「臺灣的總統選舉結果改變不了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基本事實」

之說法（84.7%），及不認同中共堅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下，兩岸才

能恢復對話（78.8%）。 

9成以上民眾支持我國海巡署依法處理或驅離中國大陸船隻違法闖入金門海域，捍衛國

家安全及漁民權益（90.9%）；近 7成同意蔡總統任內完成太平島港口及碼頭的擴建等

工程，已足向國際表明太平島是屬於中華民國領土之說法（69.2%）；8 成以上支持政

府主張兩岸團體旅遊應該依「對等原則」相互開放（80.4%）。 

主張「廣義維持現狀」的民眾仍占絕大多數（88.8％）；9 成以上支持政府繼續做好自

我防衛，捍衛國家主權及臺灣民主（93.3%），及主張臺灣的未來要由臺灣 2,300 萬人

決定（91.1%）。 

 

壹、調查背景與方法 

為了解民眾對兩岸關係相關問題的看法，本會委託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公司，於

113 年 4 月 3 日至 8 日以電話訪問臺灣 20 歲以上成年民眾，共完成 1,080 個有效樣本，

信賴度為 95%，抽樣誤差在±2.98%。 

 

貳、主要結果 

（一） 對中共「兩會」涉臺談話及近期對臺作為的看法 

9 成左右民眾不認同中共軍機和軍艦繼續在我國周邊活動，甚至故意超過海峽中線

（92.6%）、最近用利益來引誘我邦交國諾魯與我斷交，以及阻礙我主辦亞洲 U20男排錦

標賽，打壓我國際空間的作法（90.1%），及不贊成中共提出「一國兩制」，將臺灣看作

地方政府及特別行政區，接受中共統治，中華民國將不再存在（89.6%）。8 成左右不認同

中共說「臺灣的總統選舉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選舉，選舉結果改變不了臺灣是中國一部分

的基本事實」之說法（84.7%），及不認同中共堅持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下，兩岸才能恢復對話的主張（78.8%）。 

（二） 對政府兩岸政策作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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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國大陸船隻違法闖入金門海域，9 成以上民眾支持我國海巡署依法處理或驅

離，捍衛國家安全及漁民權益（90.9%）；支持政府繼續做好自我防衛，捍衛國家主權及

臺灣民主，也不會在兩岸關係方面挑釁，以維護臺海和平現狀的作法（93.3%），支持政

府主張臺灣的未來及兩岸關係發展要由臺灣 2,300 萬人決定（91.1%）。8 成以上支持政

府主張兩岸團體旅遊應該依「對等原則」相互開放，也就是我方開放臺灣觀光客組團去大

陸同時，中共也要開放大陸觀光客來臺（80.4%）；近 7 成同意「蔡總統任內完成南沙太

平島港口及碼頭的擴建及整修等工程，強化安全防護能力，這些行動已經足夠向國際表明

太平島是屬於中華民國領土」之說法（69.2%）。  

（三） 對兩岸交流互動的看法 

針對最近中共修改「反間諜法」，放大間諜行為的解釋，使得臺灣民眾去中國大陸時，

經常受到長時間的扣留盤查的作為，近 7 成民眾認為會影響其去大陸的意願（69.9%）。

對於目前兩岸交流速度，39.2%的民眾認為「太慢」，高於認為「剛剛好」（37.8%）及「太

快」（7.3%）的比例。 

（四） 對民眾統獨立場的看法 

主張廣義維持現狀（包括「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維持現狀，

以後走向獨立」、「永遠維持現狀」）的民眾仍占絕大多數（88.8%）。其中主張「永遠維持現狀」的

比例最高（37.9%），其次是「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26.3%）、「維持

現狀，以後走向獨立」（19.5%）。而主張「永遠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儘快統一」、

「儘快宣布獨立」均不到 1成（分別為 5.1%、2.2%、5.4%）。 

（五） 中國大陸政府對我態度 

民眾認知中國大陸政府對我們政府的態度，「不友善」比例（72.4%）高於「友善」

（17.5%）；在對臺灣人民態度，「不友善」比例（56.6%）高於「友善」比例（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