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託單位： 財團法人草根影響力文教基金會調查研究中心

執行單位： 波仕特線上市調網



簡介

2018/9/18(二)-2018/9/24(一)

臺灣地區18歲以上之民眾

以波仕特線上市調網(Pollster Online Survey)線上會員

為基礎，透過發送email及站內訊息，邀請會員填寫本專

案之問卷，進一步進行市場調查及相關訊息蒐集

1,100份

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於±2.95%內。

2

調查期間
調查對象

調查方法

有效樣本
抽樣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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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男

48.9%

女

51.1%

1.性別：

9.4%

15.7%

37.3%

22.6%

10.3%

4.7%

0.0% 10.0% 20.0% 30.0% 40.0%

18~24歲

25~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2.您的年齡是：

42.5%

12.9%

14.6%

12.2%

15.6%

2.0%

0.2%

0.0% 10.0% 20.0% 30.0% 40.0% 50.0%

北北基

桃竹苗

中彰投

雲嘉南

高屏

宜花東

澎湖金馬

3.您居住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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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0.7%

1.5%

12.6%

13.5%

56.7%

13.9%

0.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國小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4.您的最高學歷：

16.8%

11.6%

71.5%

0.0% 20.0% 40.0% 60.0% 80.0%

偏藍

偏綠

無特定政黨傾向

5.您的政治傾向：

6.0%

3.6%

8.5%

27.7%

12.1%

25.2%

0.9%

8.4%

1.9%

5.6%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學生

家管

自由業

服務業

商業

製造業

農業

軍公教

退休

其他，請說明

6.您的職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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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1.2%

2.9%

4.4%

20.5%

25.6%

17.2%

48.4%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配偶

父母親

兄弟姊妹

其他親戚

朋友

同學

無

7.您有哪些親友長期在大陸？(可複選) 

51.9%

4.2%

2.7%

9.6%

1.6%

40.9%

0.0% 20.0% 40.0% 60.0%

旅遊

實習

就學

就業

創業

無

8.您曾赴大陸從事哪些活動？(可複選)

40.9%
42.6%

7.5%
2.8%

1.0%
2.2%

1.1%
1.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無

1~3個月

7~12個月

2~3年

9.您曾經在大陸停留的總月數是？



1.9%

13.0%

31.1%

33.5%

20.5%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非常了解

了解

普通

不了解

非常不了解

您是否了解大陸推出的「惠台31條政策」內容？

6

是否了解大陸推出的「惠台31條政策」內容
五成以上(33.5%+20.5%)的受訪者不了解;
僅14.9%(1.9%+13%)的受訪者表示了解。

14.9%

54%



2.9%

18.5%

38.5%

27.1%

13.0%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非常相信

相信

普通

不相信

非常不相信

您是否相信大陸政府會具體落實其推出的「惠台31條政策」?

7

21.4%

40.1%

對於大陸政府會具體落實其推出的「惠台31條政策」:
其中21.4% (2.9%+18.5%)的受訪者表示相信;

而有40.1% (27.1%+13%)的受訪者表示不相信。



10.3%

44.4%

32.1%

9.6%

3.6%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絕對有

有

無意見

沒有

絕對沒有

您認為大陸推出的「惠台31條政策」，對台灣民眾及產業西
進是否具有「磁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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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台31條政策」，對台灣民眾及產業西進是否具有「磁吸效益」:

五成以上(10.3%+44.4%)的受訪者表示具有「磁吸效益」；
僅13.2%(9.6%+3.6%)的受訪者表示不具有「磁吸效益」。

54.7%

13.2%



3.4%

26.6%

42.3%

19.6%

8.1%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您是否認為大陸官方所提出的惠台條例，將有助於您未來的
就學、就業與創業發展？

9

認為大陸的惠台條例，將有助於未來的就學、就業與創業發展:
30% (3.4%+26.6%)的受訪者表示認同；
27.7% (19.6%+8.1%)的受訪者表示不認同。

30%

27.7%



2.7%

15.2%

22.0%

43.0%

17.1%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非常充足

充足

無意見

不充足

非常不充足

與大陸相較，您認為台灣所提供的就業發展機會為何？

10

認為台灣所提供的就業發展機會，與大陸相較:
僅17.9% (2.7%+15.2%)認為是足夠的；
則60.1% (43%+17.1%)認為是不足的。

17.9%

60.1%



3.2%

16.2%

17.6%

44.3%

18.7%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非常充足

充足

無意見

不充足

非常不充足

與大陸相較，您認為政府提供台灣青年在台創業發展的機會與環境為何？

11

近六成以上 (44.3%+18.7%)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提供台灣青年在台創業
發展的機會與環境不足；
僅19.4% (3.2%+16.2%)認為是足夠的。

19.4%

63%



8.1%

41.8%

18.2%

20.1%

11.8%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非常有意願

有意願

無意見

沒意願

非常沒意願

未來如有機會，您是否有意願前往大陸就業或創業？

12

接近百分之五十(8.1%+41.8%)的民眾認為如有機會，有意願前往大陸
就業或創業。

31.9%

49.9%



6.6%

33.5%

26.5%

21.6%

11.8%

0.0% 10.0% 20.0% 30.0% 40.0%

非常願意

願意

無意見

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如果您是家長，是否願意送孩子到大陸讀大學或研究所？

13

40.1% (33.5%+6.6%)的受訪者表示，願意送子女到大陸讀大學或研究所；

33.4% (21.6%+11.8%)的受訪者則表示，不願意送子女到大陸讀大學或研究所。

40.1%

33.4%



9.2%

41.0%

24.1%

14.6%

11.1%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非常願意

願意

無意見

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如果您長期在大陸就業或就學，您是否願意向大陸政府申請「居住證」？

14

50.2%(9.2%+41%)民眾表示，若長期在大陸就業、求學，願意向大陸政
府申請「居住證」；

另有25.7% (14.6%+11.1%)的民眾表示不願意。

25.7%

50.2%



4.1%

22.1%

38.1%

24.0%

11.7%

1.8%

14.9%

39.0%

30.1%

14.2%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非常相信 相信 普通 不相信 非常不相信

男 女

交叉分析：
「性別」與「您是否相信大陸政府會具體落實其推出的惠台31條

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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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相信大陸會具體落實惠台31條政策佔44.3% (14.2%+30.1%)，高於男

性不相信的35.7% (11.7%+24%)。

而26.2% 男性表示相信大陸會具體落實惠台31條政策(4.1%+22.1%)，高於女

性相信的16.7% (14.2%+30.1%)



4.6%

32.2%
37.4%

17.7%

8.2%

2.1%

21.4%

47.0%

21.5%

8.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男 女

交叉分析：
「性別」與「您是否認為大陸官方所提出的惠台條例，將有助於您未來

的就學、就業與創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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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惠台條例，將有助於未來的就學、就業與創業發展，36.8% (4.6%+32.2%)

的男性表示同意並高於 23.5% (2.1%+21.4%)的女性

相較25.9% (8.2%+17.7%)的男性與29.5% (8.0%+21.5%)的女性不認為惠台條例，將有助於未

來的就學、就業與創業發展。

*男性同意「惠台條例」將對未來發展有幫助的程度高於女性。



交叉分析：
「年齡」與「您是否了解大陸推出的「惠台31條政策」內容？」

17

1.4%

10.5%

24.6%

34.4%

29.0%

2.4%

11.7%

32.2%
31.7%

22.0%

1.2%

15.3%

33.3% 33.7%

16.5%

2.4%

17.0%

35.8% 35.8%

9.1%

0.0%

10.0%

20.0%

30.0%

40.0%

非常了解 了解 普通 不了解 非常不了解

18~29歲 30~39歲 40~49歲 50歲以上

交叉分析顯示，年紀越輕的族群對於大陸推出的「惠台31條政策」內容越不了解的現

象。分別為:

18-29歲的63.4% (29.0%+34.4%)＞30-39歲的53.7% (22.0%+31.7%)＞40-49歲的50.2%

(16.5%+33.7%)＞ 50歲以上的44.9% (9.1%+35.8%)



1.8%

16.7%
22.5%

42.8%

16.3%

3.7%

16.1%

24.9%

41.0%

14.4%

1.2%

13.7%

16.1%

44.6%

24.5%

4.2%

12.7%

23.0%

46.1%

13.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非常充足 充足 無意見 不充足 非常不充足

18~29歲 30~39歲 40~49歲 50歲以上

交叉分析：
「年齡」與「與大陸相較，您認為台灣所提供的就業發展機會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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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陸相較，五成以上受訪者認為台灣所提供的就業發展機會不足

18-29歲 59.1% (42.8%+16.3%)

30-39歲 55.4% (41.0%+14.4%)

40-49歲 69.1% (44.6%+24.5%)

50歲以上60% (13.9%+46.1%)



6.2%

49.6%

17.4%
14.9% 12.0%

8.5%

43.4%

17.8%
20.0%

10.2%

10.4%

37.3%

19.3% 20.9%

12.0%

6.7%

31.5%

18.8%

27.9%

15.2%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非常有意願 有意願 無意見 沒意願 非常沒意願

18~29歲 30~39歲 40~49歲 50歲以上

交叉分析：
「年齡」與「未來如有機會，您是否有意願前往大陸就業或創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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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如有機會，有意願前往大陸就業或創業: 愈年輕愈想去大陸

18-29歲佔55.8% 有意願未來前往大陸(49.6%+6.2%)

30-39歲佔51.9% 有意願未來前往大陸(43.4%+8.5%)

40-49歲佔47.7% 有意願未來前往大陸(37.3%+10.4%)

50歲以上佔38.2% 有意願未來前往大陸(31.5%+6.7%)



5.9%

34.1%

43.2%

10.3%

6.5%

1.6%

7.8%

22.7%

39.1%

28.9%

2.4%

16.5%

40.0%

29.1%

11.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非常相信 相信 普通 不相信 非常不相信

偏藍 偏綠 無特定政黨傾向

交叉分析：
「政治傾向」與「是否相信大陸政府會具體落實其推出的「惠台31條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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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偏藍受訪者越信任大陸政府會具體落實「惠台31條政策」佔40%，高於無特定政治傾向受訪者

的18.9%與偏綠受訪者的9.4%。

*偏藍40% (5.9%+34.1%) >無特定政治傾向18.9% (2.4%+16.5%) >偏綠9.4% (1.6%+7.8%)

越偏綠的受訪者越不信任大陸政府會具體落實「惠台31條政策」佔68%，高於41的無特定政治傾

向受訪者及偏藍受訪者的16.8% 。

*偏綠68% (39.1%+28.9%) >無特定政治傾向41% (29.1%+11.9%) >偏藍16.8% (10.3%+6.5%)



22.7%

48.1%

22.2%

4.9%
2.2%2.3%

39.8%

32.0%

18.0%

7.8%
8.6%

44.2%

34.4%

9.4%

3.3%

0.0%

20.0%

40.0%

60.0%

絕對有 有 無意見 沒有 絕對沒有

偏藍 偏綠 無特定政黨傾向

交叉分析：
「政治傾向」與「您認為大陸推出的「惠台31條政策」，對台灣民眾及

產業西進是否具有「磁吸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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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偏藍的受訪者認為大陸「惠台31條政策」，對台灣民眾及產業具有「磁吸效益」。

*偏藍70.8% (22.7%+48.1%) >無特定政治傾向52.8% (8.6%+44.2%) >偏綠42.1% (2.3%+39.8%)

越偏綠的受訪者則越不認為。

*偏綠25% (18.0%+7.8%) >無特定政治傾向12.7% (9.4%+3.3%) >偏藍7.1% (4.9%+2.2%) 

資料顯示，不論政黨傾向。五成以上受訪者皆認為大陸對台具有「磁吸效益」



6.5%

45.9%

34.1%

9.7%

3.8%
.8%

18.0%

30.5%
32.0%

18.8%

3.0%

23.5%

46.1%

19.9%

7.4%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偏藍 偏綠 無特定政黨傾向

交叉分析：
「政治傾向」與「您是否認為大陸官方所提出的惠台條例，將有助於您未

來的就學、就業與創業發展？ 」

22

52.4%(6.5%+45.9%)的偏藍的受訪者認為惠台條例，將有助未來發展，高於無特定政治傾向

之受訪者26.5% (3.0%+23.5%) 與偏綠受訪者的18.8% (0.8%+18.0%)。

偏綠的受訪者較不同意惠台條例，將有助未來發展，佔50.8%(32.0%+18.8%)，高於無特定

政治傾向的受訪者的27.3% (19.9%+7.4%)與偏藍的13.5% (9.7%+3.8%)。



3.2%

15.1%

17.8%

42.7%

21.1%

6.3%

27.3%

16.4%

39.1%

10.9%

2.0%

13.2%

23.9%

43.7%

17.2%

0.0%

10.0%

20.0%

30.0%

40.0%

50.0%

非常充足 充足 無意見 不充足 非常不充足

偏藍 偏綠 無特定政黨傾向

交叉分析：
「政治傾向」與「與大陸相較，您認為台灣所提供的就業發展機會為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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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陸相較，五成以上受訪者認為台灣所提供的就業發展機會不足:

63.8% 的偏藍的受訪者認為不足(42.7%+21.1%)

50%的偏綠的受訪者認為不足(39.1%+10.9%)

60.9%的無特定政治傾向的受訪者認為不足(43.7%+17.2%)



15.1%

51.9%

13.0%

14.6%

5.4%
.8%

28.9%

12.5%

30.5%
27.3%

7.6%

41.6%

20.3% 19.7%

10.8%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非常有意願 有意願 無意見 沒意願 非常沒意願

偏藍 偏綠 無特定政黨傾向

交叉分析：
「政治傾向」與「未來如有機會，您是否有意願前往大陸就業或創業？」

24

67% (15.1%+51.9%)的偏藍受訪者表示有意願前往大陸；高於49.2%(7.6%+41.6%)之無特定政

治傾向的受訪者及29.7% (0.8+28.9%)偏綠的受訪者。

不願前往大陸就業或創業以57.8%(30.5%+27.3%)的偏綠的受訪者最高；其次為無特定政治

傾向受訪者的30.5%(19.7%+10.8%)與偏藍受訪者的20% (14.6%+5.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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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1.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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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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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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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50.0%

60.0%

非常願意 願意 無意見 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偏藍 偏綠 無特定政黨傾向

交叉分析：
「政治傾向」與「如果您是家長，是否願意送孩子到大陸讀大學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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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偏藍的受訪者越傾向將子女送至大陸求學，以68.1%(12.4%+55.7%)的偏藍受訪者最高；

其次為無特定政治傾向受訪者的36.7%(6.2%+30.5%)；及偏綠支持者的20.3%(0.8%+19.5%)。

而65.6% (36.7%+28.9%)的偏綠的受訪者表示不願意將子女送至大陸求學；其次為無特定政

治傾向受訪者的 32.2% (21.5%+10.7%)；與偏藍受訪者的16.8% (1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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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願意 願意 無意見 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偏藍 偏綠 無特定政黨傾向

交叉分析：
「政治傾向」與「如果您長期在大陸就業或就學，是否願意向大陸政府申請「居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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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將長居大陸，越偏藍的受訪者越傾向申請大陸居住證，以偏藍的受訪者佔

68.1%(18.9%+49.2%)為最高；其次為無特定政治傾向的受訪者佔49.1%(8.1%+41.0%)；與偏綠

的受訪者的30.5% (1.6%+28.9%)。

越偏綠的受訪者越傾向不願意，以52.3% (25.0%+27.3%)偏綠受訪者最高；其次為無特定政

治傾向受訪者的24.4% (14.0%+10.4%)；最低的為偏藍受訪者的13% (10.3+2.7%)。



同意大陸所提出之惠台條例，將有助於未來求學就業發展的，最高為50.8%(6.6%+44.2%)

停留過1個月以上的受訪者；其次為33.7% (3.2%+30.5%)停留過1個月以下的受訪者；以及

不曾停留大陸之受訪者的17.8%(2.2%+15.6%)。

而不同意對未來求學就業有幫助的，為34%(23.6%+10.4%)之不曾停留過大陸的受訪者；其

次為停留過1個月以下的受訪者，佔23.9%(17.5%+6.4%)；與停留過1個月以上的受訪者，

佔22.1%(15.5%+6.6%)。

2.2%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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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無 1個月以下 1個月以上

交叉分析：
「大陸停留月數」與「是否認為大陸官方所提出的惠台條例，

將有助於未來的就學、就業與創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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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一、台灣政府應重視人才流失問題，積極改善就業環境

二、民眾西進大陸就業或求學前，應徹底了解優惠條件及

評估適合與否

三、民眾赴大陸應具有足夠的實力與努力，並建立正確的心

態才有機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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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