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草根影響力文教基金會調查研究中心



簡介
109年8月13日至18日晚間18:30至22:00。

18歲以上台灣民眾。

以電話訪問方式，利用電腦輔助電話調查系統(CATI)，由電腦
取樣、撥號。問卷於電腦螢幕中顯示，訪員親自訪問並以滑鼠
勾選答案，CATI自動將訪問結果即時寫入資料庫，不須再由人
工編碼、鍵入資料，避免人為錯誤。

1,076份

於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 ±3.0個百分點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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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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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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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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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人說限制外籍學生及大陸學生來台灣就學，將減少台灣許多大學的
收入，嚴重影響台灣高等教育的生存發展，請問您同不同意這個說法？

6

1、多數（46%）民眾不同意「限制外籍生及陸生來台將影響台灣高等教
育發展」，32%同意，23%沒意見
2、18-49歲民眾五成以上不同意，50-59歲也有46%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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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教育部宣布開放之前已經在台灣念書的外籍學生返回台灣就學，
但目前還沒有開放之前已經在台灣念書的大陸學生回台灣就學（陸生僅限
應屆畢業生）。請問您贊不贊成「開放大陸學生回台灣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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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民眾贊成「陸生返台就學」，也有43%不贊成，看法分歧
2、50-59歲民眾有49%表示贊成，較其他年齡層高，40%不贊成
3、中立民眾41%贊成陸生返台就學，也有40%不贊成，19%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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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政府開放在台灣念書的外籍學生回台灣念書，但還沒有開放大陸
學生回台灣念書（陸生僅限應屆畢業生）。有人認為政府的決定是因為
「政治考量」，請問您同不同意這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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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民眾同意限制陸生返台是「政治考量」說法，高於不同意的38%
2、高中職及大專以上民眾同意是「政治考量」的比例較高，在五成以上
3、中立民眾47%同意是「政治考量」 ，高於不同意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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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眾對境外學生主要來源國家/地區，新冠肺炎疫情看法比較表

9

76%民眾認為中國大陸的疫情嚴重，高於其他國家或地區



5、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台灣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台灣應該比較注重
「跟中國對抗競爭」？還是應該比較注重「跟中國維持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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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三分之二（64%）民眾認為台灣應較注重「跟中國維持友善」，
僅15%認為應較注重「跟中國對抗競爭」

2、18-29歲年輕民眾認為應較注重「對抗競爭」的比例（28%）高於
其他年齡層，但仍明顯低於認為應較注重「維持友善」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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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
「年齡」與「同不同意限制陸生來台就學，

會影響台灣高等教育生存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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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100%） 8 24 32 32 14 46 23

年齡 18‐29歲 （17） 2 31 33 46 7 53 14

30‐39歲 （17） 4 27 31 40 14 54 14

40‐49歲 （18） 10 24 34 32 18 50 15

50‐59歲 （18） 12 27 39 28 18 46 16

60歲以上 （28） 10 15 25 22 13 35 39



交叉分析：
「教育程度」與「同不同意限制陸生來台就學，

會影響台灣高等教育生存發展」 ，教育程度愈高同意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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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100%） 8 24 32 32 14 46 23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24） 5 17 22 22 9 31 46

高中高職 （28） 8 24 32 30 15 45 23

大專以上 （48） 9 27 36 38 16 54 10



交叉分析：
「年齡」與「贊不贊成開放大陸學生回台灣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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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100%） 13 30 43 24 19 43 14

年齡 18‐29歲 （17） 7 37 44 32 17 49 7

30‐39歲 （17） 8 33 41 22 23 45 13

40‐49歲 （18） 14 29 43 26 24 50 7

50‐59歲 （18） 20 29 49 25 15 40 11

60歲以上 （28） 16 24 40 19 17 36 24



交叉分析：
「教育程度」與「贊不贊成開放大陸學生回台灣念書」

教育程度愈高贊成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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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
「年齡」愈年輕支持「跟中國對抗競爭」的比例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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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100%） 15 6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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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9歲 （18） 15 71 14

50‐59歲 （18） 13 72 15

60歲以上 （28） 9 58 33



交叉分析：
「教育程度」愈高，支持跟「中國維持友善」的比例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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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比例 對抗競爭 維持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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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100%） 15 64 20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24） 6 54 40

高中高職 （28） 16 67 17

大專以上 （48） 19 6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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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摘述

一、【限制外籍生及陸生來台就學，會影響台灣高等教育的
生存發展?】不同意比率46% 高於 同意比率32%。

二、【贊不贊成開放陸生來台?】贊成與不贊成比率各佔
43%。

三、【限制陸生來台就學，是否為政治考量?】 同意比率
48% 高於 不同意比率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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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摘述

四、【認為中國大陸的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比率達76% 
遠高於其他國家或地區(香港、印尼、越南、馬來西亞)。

五、【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希望維持友善關係比率
64%，遠高於對抗競爭關係比率15%，年齡愈年長、教
育程度愈高，對於維持友善關係的比率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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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一、在做好入境台灣的防疫管制前提下，盡速開放外籍生及
陸生來台就學，特別是讓舊生可以盡快返台復學、學習不致
中斷。

二、兩岸維持友善關係，彼此對等尊重，創造互惠雙贏，是
民眾普遍的期待。 對抗競爭、劍拔弩張、互不相讓，對雙
方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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