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長施政與議會問政

暨韓國瑜罷免案評估

最新民調記者會

2020.05.26

本報告之交叉分析表，因取到小數點後一位因此總計可能不等於100



調查對象

–戶籍在高雄市38個行政區，年滿20歲的一般民眾

 調查方法

–採用市話調查方式，以分層比例隨機抽樣進行

 調查時間

–109年5月19日，晚上18:30~22:00

 抽樣方法

–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法

 抽樣誤差

–共完成830份有效樣本，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3.40個百分點

 樣本代表性分析

–依最新人口資料，進行戶籍地、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加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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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高雄市民對於市長韓國瑜上任以來的表現評分

• 高雄哪個政黨議員的問政表現最能夠有效監督

高雄市政府

• 高雄市政府處理此次罷免相關行政業務的中立

程度

高雄市長與議員表現滿意度

貳 罷免提案投票意向

參 罷免案投票意願

肆

• 高雄市民對「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這項提議

的投票意向

• 韓市長在議會中，為了去年請假3個月參選總

統之事道歉後，高雄市民對「罷免高雄市長韓

國瑜」這項提議的投票意向

• 高雄市民對「6月6日罷免投票日」的投票意願

• 若疫情狀況變得嚴重，高雄市民對「6月6日罷

免投票日」的投票意願

• 在韓市長呼籲罷免投票日不要投票後，高雄市

民對對「6月6日罷免投票日」的投票意願

罷免通過看好度及市民對於投
票位置知曉度

• 高雄市民「6月6日罷免投票」是否會通過的看法

• 高雄市民對「罷免投票所」和「市長選舉投票所」

位置是否在同一處的認知

伍 高雄市民支不支持韓國瑜選黨
主席

• 高雄市民支不支持高雄市長韓國瑜競選國民黨的

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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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長與
議員表現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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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三成的高雄市民，為韓國瑜市長上任以來的分數打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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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若0分表示非常不滿意，10分表示非常滿意。請問

您給高雄市長韓國瑜上任以來的表現打幾分？

平均4.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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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平均數

830 4.1                         

第1選區(桃/那/甲/六/杉/內/

旗/美/茂/阿/田/燕/樹/社)
84                                 4.2

第2選區(茄/湖/路/永/岡/彌/

梓/橋)
95                                 3.4

第3選區(楠/左) 112                                 4.7
第4選區(仁/鳥/大/林) 96                                 4.0
第5選區(三民) 102                                 4.3
第6選區(鼓/鹽/金/新/苓) 124                                 4.3
第7選區(鳳山) 106                                 3.6
第8選區(津/鎮/港) 112                                 4.0
男性 406                                 3.7
女性 424                                 4.4
20-29歲 129                                 3.0
30-39歲 148                                 3.7
40-49歲 164                                 4.2
50-59歲 156                                 4.3
60-69歲 124                                 4.6
70歲以上 106                                 4.7
未回答 3                               10.0
20-39歲 277                                 3.4
40歲以上 550                                 4.4
未回答 3                               10.0
小學及以下 112                                 4.4
初中、國中 107                                 4.4
高中、高職 268                                 3.8
專科 89                                 3.9
大學及以上 244                                 4.1
未回答 9                                 4.5
民進黨 231                                 1.6
國民黨 142                                 8.2
台灣民眾黨 46                                 5.4
時代力量 97                                 2.8
台灣基進 68                                 1.5
不偏任何黨 155                                 5.1
其他政黨 7                                 6.9
未表態 83                                 4.5

年齡

別

教育

程度

政黨

傾向

總計

立委

選區

性別

年齡



整體高雄市民給予對於韓國瑜市長的表現4.1分，
其中以20-29歲給的分數最低，僅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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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個政黨的議員最能有效監督高雄市政府：
民進黨35.7%、時代力量26.8%、國民黨17.2%

35.7%

26.8%

17.2%

3.7%

2.1%

1.8%

4.5%

31.5%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民進黨

時代力量

國民黨

無黨團結聯盟

親民黨

台灣團結聯盟

都不能

無明確意見

題目：2018年高雄市長以及議員選舉結束，高雄市議會

的議員分別來自國民黨、民進黨、時代力量、親民黨、台

灣團結聯盟以及無黨團結聯盟，請問您認為哪些政黨議員

的問政表現能夠有效監督高雄市政府？(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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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民進黨
 時代

力量
 國民黨

 無黨團

結聯盟
 親民黨

 台灣團

結聯盟

1024 35.7% 26.8% 17.2% 3.7% 2.1% 1.8%

第1選區(桃/那/甲/六/杉/內/

旗/美/茂/阿/田/燕/樹/社)
96 37.4% 20.1% 15.2% 6.2% - -

第2選區(茄/湖/路/永/岡/彌/

梓/橋)
121 34.2% 30.8% 21.4% 4.2% 6.8% 2.0%

第3選區(楠/左) 126 29.2% 19.8% 22.2% 1.2% - -
第4選區(仁/鳥/大/林) 113 32.2% 25.1% 11.6% 3.7% 0.7% 0.7%
第5選區(三民) 128 37.9% 34.1% 15.8% 1.6% - 0.6%
第6選區(鼓/鹽/金/新/苓) 157 31.6% 21.8% 16.7% 2.7% 3.4% 3.9%
第7選區(鳳山) 145 47.0% 32.4% 16.8% 4.9% 4.4% 3.8%
第8選區(津/鎮/港) 137 36.9% 30.7% 16.8% 5.6% 1.4% 2.7%
男性 515 39.6% 32.3% 15.6% 5.2% 2.6% 2.1%
女性 509 31.9% 21.6% 18.7% 2.2% 1.7% 1.6%
20-29歲 148 22.2% 35.0% 14.7% 4.1% 4.8% -
30-39歲 184 26.5% 35.2% 16.1% 4.7% 1.4% 1.4%
40-49歲 219 41.2% 26.0% 21.1% 7.3% 2.7% 3.6%
50-59歲 201 46.9% 25.0% 17.6% 2.3% 2.2% 3.2%
60-69歲 146 37.4% 20.0% 18.4% 1.2% 0.7% 1.3%
70歲以上 122 38.8% 17.7% 13.9% 1.1% 0.7% 0.7%
未回答 3 - - - - - -
20-39歲 333 24.5% 35.1% 15.4% 4.4% 3.0% 0.7%
40歲以上 688 41.5% 22.8% 18.1% 3.3% 1.7% 2.4%
未回答 3 - - - - - -
小學及以下 123 34.5% 9.7% 15.3% 1.1% 0.6% 0.6%
初中、國中 125 38.8% 18.8% 12.6% 2.5% - 2.3%
高中、高職 333 36.9% 25.0% 19.0% 3.2% 4.3% 1.4%
專科 125 43.2% 34.0% 22.6% 5.7% 2.2% 4.0%
大學及以上 308 31.3% 38.1% 15.5% 5.4% 1.4% 1.9%
未回答 3 23.1% 12.1% 30.5% - - -
民進黨 311 75.6% 35.2% 1.5% 1.7% 0.9% 1.3%
國民黨 159 14.9% 3.3% 66.8% 3.9% 0.7% -
台灣民眾黨 55 26.6% 29.2% 14.8% 3.1% 1.4% 4.7%
時代力量 123 26.2% 72.8% 2.3% 3.9% 4.5% 0.8%
台灣基進 106 50.2% 63.3% 3.3% 6.6% 4.0% 8.5%
不偏任何黨 179 13.6% 4.3% 16.5% 7.0% 2.2% 2.2%
其他政黨 7 - 14.9% 19.4% - 53.2% -
未表態 84 8.4% 1.4% 6.9% 0.6% - -

年齡

別

教育

程度

政黨

傾向

總計

立委

選區

性別

年齡



46.0%高雄市民認為高市府處理此次罷免案的相關行政
業務不中立，36.2%則認為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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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中立

完全

不中立

無明確

意見

題目：整體來說，請問您認為高雄市政府處理此次罷免

的相關行政業務上，有沒有維持行政中立？

7

樣本數 中立 不中立 無明確 意見

830 36.2% 46.0% 17.8%

第1選區(桃/那/甲/六/杉/內/

旗/美/茂/阿/田/燕/樹/社)
84 26.4% 45.8% 27.8%

第2選區(茄/湖/路/永/岡/彌/

梓/橋)
95 45.4% 40.1% 14.5%

第3選區(楠/左) 112 34.6% 44.2% 21.2%
第4選區(仁/鳥/大/林) 96 38.0% 44.1% 17.8%
第5選區(三民) 102 46.0% 39.0% 15.0%
第6選區(鼓/鹽/金/新/苓) 124 35.5% 47.4% 17.1%
第7選區(鳳山) 106 31.4% 53.7% 14.8%
第8選區(津/鎮/港) 112 32.1% 51.9% 16.0%
男性 406 35.4% 52.0% 12.6%
女性 424 37.0% 40.2% 22.8%
20-29歲 129 54.2% 38.1% 7.8%
30-39歲 148 38.1% 49.2% 12.8%
40-49歲 164 42.2% 46.1% 11.8%
50-59歲 156 31.7% 53.5% 14.9%
60-69歲 124 28.3% 45.9% 25.8%
70歲以上 106 19.5% 41.5% 39.0%
未回答 3 - - 100.0%
20-39歲 277 45.5% 44.0% 10.4%
40歲以上 550 31.6% 47.2% 21.1%
未回答 3 - - 100.0%
小學及以下 112 22.6% 27.6% 49.8%
初中、國中 107 29.1% 51.3% 19.6%
高中、高職 268 45.9% 43.0% 11.2%
專科 89 31.1% 53.8% 15.0%
大學及以上 244 38.0% 52.1% 9.9%
未回答 9 3.8% 58.8% 37.5%
民進黨 231 27.7% 61.7% 10.6%
國民黨 142 66.6% 21.3% 12.0%
台灣民眾黨 46 54.6% 29.9% 15.6%
時代力量 97 36.3% 56.4% 7.1%
台灣基進 68 4.1% 90.1% 5.8%
不偏任何黨 155 33.0% 29.9% 37.1%
其他政黨 7 45.2% 39.9% 14.9%
未表態 83 28.6% 35.7% 35.7%

總計

立委

選區

性別

年齡

年齡

別

教育

程度

政黨

傾向



罷免提案投票
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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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同意  不同意 還沒決定
 無明確

意見

830 56.4% 28.9% 11.3% 3.4%

第1選區(桃/那/甲/六/杉/內/

旗/美/茂/阿/田/燕/樹/社)
84 54.5% 30.8% 8.3% 6.4%

第2選區(茄/湖/路/永/岡/彌/

梓/橋)
95 61.7% 23.9% 9.5% 4.9%

第3選區(楠/左) 112 54.2% 39.0% 5.3% 1.5%
第4選區(仁/鳥/大/林) 96 60.0% 24.2% 10.5% 5.3%
第5選區(三民) 102 59.5% 23.6% 13.9% 2.9%
第6選區(鼓/鹽/金/新/苓) 124 46.2% 35.9% 16.0% 1.9%
第7選區(鳳山) 106 56.4% 24.6% 15.8% 3.2%
第8選區(津/鎮/港) 112 60.5% 27.1% 10.1% 2.4%
男性 406 64.0% 21.9% 10.9% 3.2%
女性 424 49.0% 35.7% 11.7% 3.6%
20-29歲 129 71.4% 17.6% 10.3% 0.8%
30-39歲 148 59.9% 20.1% 18.8% 1.2%
40-49歲 164 50.5% 39.1% 8.7% 1.7%
50-59歲 156 55.0% 29.9% 10.8% 4.3%
60-69歲 124 55.3% 30.6% 5.9% 8.2%
70歲以上 106 46.9% 35.9% 13.1% 4.1%
未回答 3 - 28.6% 21.6% 49.8%
20-39歲 277 65.2% 18.9% 14.8% 1.0%
40歲以上 550 52.2% 34.0% 9.5% 4.4%
未回答 3 - 28.6% 21.6% 49.8%
小學及以下 112 50.2% 35.1% 8.6% 6.1%
初中、國中 107 58.8% 25.1% 10.1% 6.0%
高中、高職 268 58.4% 27.7% 11.2% 2.6%
專科 89 53.1% 31.8% 13.0% 2.1%
大學及以上 244 58.0% 27.2% 12.6% 2.2%
未回答 9 58.0% 27.2% 12.6% 2.2%
宋楚瑜余湘 29 37.5% 33.9% 24.7% 4.0%
韓國瑜張善政 187 16.1% 75.8% 5.2% 2.9%
蔡英文賴清德 401 89.8% 5.3% 3.4% 1.5%
沒去投票 99 26.1% 33.0% 36.3% 4.6%
投廢票 3 37.7% - 48.2% 14.1%
無明確意見 110 35.4% 31.3% 23.8% 9.4%

立委

選區

性別

年齡

年齡

別

教育

程度

總統

大選

投票

對象

總計

高雄市民對於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投票意向：
56.4%同意、28.9%不同意

同意

56.4%

不同意

28.9%

還沒決定

11.3%

拒答

3.4%

題目：請問您會對「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這項提議

投下同意票還是不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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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總計

宋楚瑜余湘(n=29)

韓國瑜張善政(n=187)

蔡英文賴清德(n=401)

沒去投票(n=99)

投廢票(n=3)

無明確意見(n=110)

56.4%

37.5%

16.1%

89.8%

26.1%

37.7%

35.4%

28.9%

33.9%

75.8%

5.3%

33.0%

31.3%

11.3%

24.7%

5.2%

3.4%

36.3%

48.2%

23.8%

3.4%

4.0%

2.9%

1.5%

4.6%

14.1%

9.4%

同意 不同意 還沒決定 無明確意見

在2020總統大選投給蔡英文的市民有89.8%「同意」
罷免韓國瑜，在2020總統大選投給韓國瑜的市民有75.8%「不同意」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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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同意  不同意 還沒決定
 無明確

意見

830 57.4% 31.8% 8.2% 2.6%

第1選區(桃/那/甲/六/杉/內/

旗/美/茂/阿/田/燕/樹/社)
84 47.0% 41.7% 4.2% 7.1%

第2選區(茄/湖/路/永/岡/彌/

梓/橋)
95 58.2% 25.9% 13.4% 2.6%

第3選區(楠/左) 112 55.3% 39.9% 3.9% 0.9%
第4選區(仁/鳥/大/林) 96 63.9% 23.3% 6.3% 6.6%
第5選區(三民) 102 65.1% 25.3% 8.3% 1.3%
第6選區(鼓/鹽/金/新/苓) 124 48.0% 37.9% 13.0% 1.0%
第7選區(鳳山) 106 56.6% 28.9% 12.2% 2.3%
第8選區(津/鎮/港) 112 65.1% 30.4% 3.4% 1.2%
男性 406 63.7% 24.1% 8.9% 3.3%
女性 424 51.4% 39.1% 7.4% 2.1%
20-29歲 129 79.6% 16.8% 2.9% 0.8%
30-39歲 148 59.3% 27.8% 12.4% 0.5%
40-49歲 164 50.6% 40.8% 7.2% 1.3%
50-59歲 156 54.9% 32.2% 8.8% 4.1%
60-69歲 124 53.8% 35.5% 5.1% 5.5%
70歲以上 106 47.5% 36.8% 12.5% 3.2%
未回答 3 - 28.6% 21.6% 49.8%
20-39歲 277 68.8% 22.7% 7.9% 0.6%
40歲以上 550 52.0% 36.4% 8.2% 3.4%
未回答 3 - 28.6% 21.6% 49.8%
小學及以下 112 49.3% 36.6% 10.9% 3.2%
初中、國中 107 51.2% 32.2% 8.0% 8.6%
高中、高職 268 64.3% 29.8% 4.9% 1.0%
專科 89 53.6% 34.2% 10.3% 2.0%
大學及以上 244 58.7% 30.0% 9.6% 1.7%
未回答 9 58.7% 30.0% 9.6% 1.7%
宋楚瑜余湘 29 38.5% 35.1% 26.4% -
韓國瑜張善政 187 15.6% 77.1% 6.0% 1.4%
蔡英文賴清德 401 88.9% 8.1% 1.8% 1.2%
沒去投票 99 38.4% 35.3% 21.0% 5.2%
投廢票 3 37.7% 26.5% 21.8% 14.1%
無明確意見 110 36.3% 37.0% 18.5% 8.2%

總計

立委

選區

性別

年齡

年齡

別

教育

程度

總統

大選

投票

對象

市長韓國瑜在議會正式請假參選總統道歉後，高雄市民對
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投票意向：57.4%同意、31.8%不同意

同意

57.4%

不同意

31.8%

還沒決定

8.2%

拒答

2.6%

題目：高雄市長韓國瑜在5月18日接受議會質詢時候，正

式為去年請假3個月參選總統向高雄市民道歉，請問在韓

市長道歉後，您會對「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這項提議

投下同意票還是不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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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總計

宋楚瑜余湘(n=29)

韓國瑜張善政(n=187)

蔡英文賴清德(n=401)

沒去投票(n=99)

投廢票(n=3)

無明確意見(n=110)

57.4%

38.5%

15.6%

88.9%

38.4%

37.7%

36.3%

31.8%

35.1%

77.1%

8.1%

35.3%

26.5%

37.0%

8.2%

26.4%

6.0%

1.8%

21.0%

21.8%

18.5%

2.6%

1.4%

1.2%

5.2%

14.1%

8.2%

同意 不同意 還沒決定 無明確意見

在韓市長道歉後，在總統選舉中投給蔡英文的市民中有88.9%「同意」
罷免韓國瑜，在總統選舉中投給韓國瑜的市民中有77.1%「不同意」罷免

12



罷免案投票
意願

13



59.5%的高雄市民表示罷免投票日那天會去投票

46.4%

13.1% 12.8%

22.0%

5.7%

會 59.5%

不會 34.9%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無明確

意見

題目：請問6月6日罷免投票日那天，您會不會去投票？

14

樣本數 會 不會 無明確 意見

830 59.5% 34.8% 5.7%

第1選區(桃/那/甲/六/杉/內/

旗/美/茂/阿/田/燕/樹/社)
84 57.2% 35.4% 7.4%

第2選區(茄/湖/路/永/岡/彌/

梓/橋)
95 70.0% 25.2% 4.8%

第3選區(楠/左) 112 58.5% 39.2% 2.3%
第4選區(仁/鳥/大/林) 96 62.1% 33.5% 4.4%
第5選區(三民) 102 54.3% 34.3% 11.4%
第6選區(鼓/鹽/金/新/苓) 124 52.4% 42.5% 5.2%
第7選區(鳳山) 106 63.4% 32.7% 3.9%
第8選區(津/鎮/港) 112 60.3% 33.4% 6.3%
男性 406 66.6% 29.3% 4.1%
女性 424 52.7% 40.2% 7.0%
20-29歲 129 70.1% 27.7% 2.3%
30-39歲 148 67.1% 30.6% 2.4%
40-49歲 164 51.1% 45.1% 3.8%
50-59歲 156 56.5% 36.7% 6.8%
60-69歲 124 59.7% 32.8% 7.4%
70歲以上 106 55.1% 33.6% 11.3%
未回答 3 - 28.6% 71.4%
20-39歲 277 68.5% 29.2% 2.4%
40歲以上 550 55.3% 37.8% 6.9%
未回答 3 - 28.6% 71.4%
小學及以下 112 57.0% 31.4% 11.5%
初中、國中 107 53.9% 40.7% 5.3%
高中、高職 268 62.7% 33.1% 4.3%
專科 89 54.0% 42.8% 3.1%
大學及以上 244 62.8% 32.4% 4.9%
未回答 9 28.2% 51.5% 20.2%
民進黨 231 85.0% 10.2% 4.8%
國民黨 142 20.2% 76.5% 3.3%
台灣民眾黨 46 42.0% 52.4% 5.6%
時代力量 97 80.3% 17.8% 2.0%
台灣基進 68 93.7% 3.3% 3.0%
不偏任何黨 155 42.8% 49.4% 7.8%
其他政黨 7 27.4% 56.7% 16.0%
未表態 83 47.0% 39.5% 13.4%

總計

立委

選區

性別

年齡

年齡

別

教育

程度

政黨

傾向



如果疫情狀況變得嚴重，仍有55.5%的高雄市民表示
罷免投票日那天會去投票

45.1%

10.4%
12.8%

26.7%

5.0%

會 55.5%

不會 39.6%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無明確

意見

題目：如果到時候疫情狀況變得嚴重，6月6日罷免投票

日那天，您會不會去投票？

15

樣本數 會 不會 無明確 意見

830 55.5% 39.5% 5.0%

第1選區(桃/那/甲/六/杉/內/

旗/美/茂/阿/田/燕/樹/社)
84 52.3% 42.5% 5.1%

第2選區(茄/湖/路/永/岡/彌/

梓/橋)
95 61.1% 33.2% 5.7%

第3選區(楠/左) 112 57.2% 40.5% 2.3%
第4選區(仁/鳥/大/林) 96 59.5% 34.0% 6.5%
第5選區(三民) 102 53.1% 40.6% 6.3%
第6選區(鼓/鹽/金/新/苓) 124 45.7% 49.5% 4.8%
第7選區(鳳山) 106 57.2% 40.3% 2.6%
第8選區(津/鎮/港) 112 59.6% 33.7% 6.8%
男性 406 61.0% 34.6% 4.4%
女性 424 50.2% 44.3% 5.5%
20-29歲 129 66.8% 32.0% 1.2%
30-39歲 148 60.7% 33.0% 6.3%
40-49歲 164 47.9% 48.9% 3.2%
50-59歲 156 53.7% 43.8% 2.5%
60-69歲 124 52.2% 41.9% 6.0%
70歲以上 106 54.0% 33.1% 12.9%
未回答 3 - 100.0% -
20-39歲 277 63.5% 32.5% 4.0%
40歲以上 550 51.7% 42.8% 5.5%
未回答 3 - 100.0% -
小學及以下 112 53.9% 35.1% 10.9%
初中、國中 107 46.4% 46.0% 7.6%
高中、高職 268 59.6% 38.0% 2.4%
專科 89 52.0% 43.7% 4.3%
大學及以上 244 57.9% 38.3% 3.8%
未回答 9 28.2% 58.7% 13.0%
民進黨 231 83.9% 12.7% 3.4%
國民黨 142 15.7% 79.0% 5.2%
台灣民眾黨 46 43.2% 56.7% -
時代力量 97 74.8% 23.2% 2.0%
台灣基進 68 89.2% 8.8% 2.0%
不偏任何黨 155 34.4% 54.9% 10.8%
其他政黨 7 27.3% 72.7% -
未表態 83 42.7% 50.5% 6.9%

總計

立委

選區

性別

年齡

年齡

別

教育

程度

政黨

傾向



高雄市長呼籲支持者6月6日罷免投票日那天不去投票，
仍有58.4%的市民表示罷免投票日那天會去投票

48.6%

9.8% 8.6%

26.6%

6.4%

會 58.4%

不會 35.2%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無明確

意見

題目：高雄市長韓國瑜5月15日在臉書呼籲支持者6月6

日罷免投票日那天不要去投票。請問6月6日罷免投票日

那天，您會不會去投票？

16

樣本數 會 不會 無明確 意見

830 58.4% 35.2% 6.4%

第1選區(桃/那/甲/六/杉/內/

旗/美/茂/阿/田/燕/樹/社)
84 50.3% 39.6% 10.1%

第2選區(茄/湖/路/永/岡/彌/

梓/橋)
95 68.4% 22.2% 9.4%

第3選區(楠/左) 112 58.8% 37.4% 3.8%
第4選區(仁/鳥/大/林) 96 59.8% 32.4% 7.9%
第5選區(三民) 102 59.8% 34.8% 5.3%
第6選區(鼓/鹽/金/新/苓) 124 49.0% 43.8% 7.2%
第7選區(鳳山) 106 59.2% 36.2% 4.7%
第8選區(津/鎮/港) 112 62.5% 33.1% 4.4%
男性 406 64.5% 30.1% 5.4%
女性 424 52.5% 40.1% 7.4%
20-29歲 129 71.0% 29.1% -
30-39歲 148 65.7% 26.9% 7.4%
40-49歲 164 51.1% 45.1% 3.8%
50-59歲 156 55.2% 39.2% 5.7%
60-69歲 124 57.3% 35.3% 7.3%
70歲以上 106 50.8% 33.5% 15.7%
未回答 3 21.6% 28.6% 49.8%
20-39歲 277 68.2% 27.9% 4.0%
40歲以上 550 53.6% 39.0% 7.4%
未回答 3 21.6% 28.6% 49.8%
小學及以下 112 53.1% 33.2% 13.8%
初中、國中 107 47.0% 40.2% 12.8%
高中、高職 268 61.6% 35.3% 3.0%
專科 89 56.1% 43.0% 0.9%
大學及以上 244 63.8% 30.4% 5.7%
未回答 9 35.4% 51.5% 13.0%
民進黨 231 87.6% 10.8% 1.6%
國民黨 142 14.5% 79.9% 5.7%
台灣民眾黨 46 47.8% 48.4% 3.8%
時代力量 97 82.6% 14.0% 3.4%
台灣基進 68 92.3% 3.9% 3.8%
不偏任何黨 155 38.9% 47.7% 13.4%
其他政黨 7 27.3% 72.7% -
未表態 83 40.4% 43.8% 15.8%

總計

立委

選區

性別

年齡

年齡

別

教育

程度

政黨

傾向



罷免通過看好度及
市民對於投票位置知曉度

17



58.4%的高雄市民認為此次罷免提案會通過

26.3%

32.1%

10.6%

4.4%

26.6%

會 58.4%

不會 15.0%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無明確

意見

題目：請問您認為6月6日的罷免投票會不會通過？

18

樣本數 會 不會 無明確 意見

830 58.4% 15.0% 26.6%

第1選區(桃/那/甲/六/杉/內/

旗/美/茂/阿/田/燕/樹/社)
84 52.4% 15.6% 32.0%

第2選區(茄/湖/路/永/岡/彌/

梓/橋)
95 58.9% 9.3% 31.8%

第3選區(楠/左) 112 55.6% 16.1% 28.3%
第4選區(仁/鳥/大/林) 96 57.6% 15.6% 26.9%
第5選區(三民) 102 59.7% 21.1% 19.2%
第6選區(鼓/鹽/金/新/苓) 124 50.7% 15.9% 33.3%
第7選區(鳳山) 106 64.2% 14.5% 21.4%
第8選區(津/鎮/港) 112 67.6% 12.1% 20.3%
男性 406 66.2% 13.7% 20.1%
女性 424 50.9% 16.3% 32.8%
20-29歲 129 79.6% 12.6% 7.8%
30-39歲 148 68.1% 11.4% 20.4%
40-49歲 164 54.0% 19.0% 27.1%
50-59歲 156 59.2% 17.8% 23.0%
60-69歲 124 47.9% 16.5% 35.6%
70歲以上 106 38.4% 11.6% 50.1%
未回答 3 - - 100.0%
20-39歲 277 73.5% 12.0% 14.5%
40歲以上 550 51.1% 16.6% 32.3%
未回答 3 - - 100.0%
小學及以下 112 41.0% 10.9% 48.1%
初中、國中 107 46.7% 15.3% 38.1%
高中、高職 268 64.1% 14.8% 21.1%
專科 89 60.8% 24.2% 15.0%
大學及以上 244 64.1% 14.1% 21.8%
未回答 9 66.0% 3.8% 30.2%
民進黨 231 82.4% 5.0% 12.6%
國民黨 142 23.2% 40.2% 36.6%
台灣民眾黨 46 52.6% 26.5% 20.9%
時代力量 97 75.3% 9.9% 14.7%
台灣基進 68 84.2% 2.2% 13.6%
不偏任何黨 155 44.5% 13.0% 42.6%
其他政黨 7 56.7% 27.3% 16.0%
未表態 83 39.8% 12.8% 47.3%

總計

立委

選區

性別

年齡

年齡

別

教育

程度

政黨

傾向



高達66.0%的高雄市民不知道此次罷免投票所在哪裡

25.9%

5.1%

66.0%

0.1% 1.6% 1.3%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是 不是 不知道

這次的

投票所

在哪裡

2018

沒有

投票權

忘記

2018的

投票所

在哪裡

拒答

題目：請問您此次罷免的投票所和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

時候的投票所是不是在同一個地方？

19

樣本數 知道

 不知道

罷免投票

所

其他
 無明確

意見

830 31.0% 66.0% 1.7% 1.3%

第1選區(桃/那/甲/六/杉/內/

旗/美/茂/阿/田/燕/樹/社)
84 35.1% 62.4% - 2.5%

第2選區(茄/湖/路/永/岡/彌/

梓/橋)
95 37.2% 61.4% - 1.3%

第3選區(楠/左) 112 28.2% 68.0% 3.8% -
第4選區(仁/鳥/大/林) 96 31.2% 60.1% 5.8% 2.8%
第5選區(三民) 102 29.1% 70.4% 0.5% -
第6選區(鼓/鹽/金/新/苓) 124 26.4% 70.7% 0.9% 2.0%
第7選區(鳳山) 106 37.3% 61.6% 1.1% -
第8選區(津/鎮/港) 112 25.5% 70.9% 1.7% 1.9%
男性 406 33.2% 63.9% 1.5% 1.4%
女性 424 28.8% 68.1% 2.0% 1.2%
20-29歲 129 47.2% 47.7% 5.1% -
30-39歲 148 34.9% 61.5% 1.3% 2.4%
40-49歲 164 28.1% 70.1% 0.9% 0.9%
50-59歲 156 25.6% 71.9% 1.6% 0.9%
60-69歲 124 25.5% 73.9% 0.6% -
70歲以上 106 25.2% 71.2% 1.0% 2.5%
未回答 3 - 50.2% - 49.8%
20-39歲 277 40.6% 55.0% 3.1% 1.3%
40歲以上 550 26.2% 71.7% 1.1% 1.0%
未回答 3 - 50.2% - 49.8%
小學及以下 112 25.8% 69.8% 1.0% 3.4%
初中、國中 107 32.5% 65.1% 2.3% -
高中、高職 268 34.3% 62.2% 2.9% 0.6%
專科 89 24.0% 76.0% - -
大學及以上 244 31.1% 65.5% 1.2% 2.2%
未回答 9 41.5% 58.5% - -
民進黨 231 34.8% 63.3% 1.9% -
國民黨 142 29.3% 65.4% 2.5% 2.7%
台灣民眾黨 46 30.1% 65.8% 4.1% -
時代力量 97 31.1% 63.7% 3.0% 2.2%
台灣基進 68 26.5% 72.9% - 0.6%
不偏任何黨 155 29.3% 69.3% 1.0% 0.4%
其他政黨 7 55.9% 44.1% - -
未表態 83 28.1% 67.6% - 4.4%

總計

立委

選區

性別

年齡

年齡

別

教育

程度

政黨

傾向



49.7%的高雄市民不支持韓國瑜競選國民黨黨主席

10.0% 9.5%

23.6%
26.1%

30.8%

支持 19.5%

不支持 49.7%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非常

支持

還算

支持

不太

支持

非常

不支持

無明確

意見

題目：請問您支不支持韓國瑜競選國民黨的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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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支持 不支持 無明確 意見

830 19.5% 49.7% 30.8%

第1選區(桃/那/甲/六/杉/內/

旗/美/茂/阿/田/燕/樹/社)
84 25.4% 45.5% 29.1%

第2選區(茄/湖/路/永/岡/彌/

梓/橋)
95 18.5% 54.1% 27.4%

第3選區(楠/左) 112 21.5% 42.0% 36.5%
第4選區(仁/鳥/大/林) 96 21.0% 46.0% 32.9%
第5選區(三民) 102 16.1% 48.2% 35.7%
第6選區(鼓/鹽/金/新/苓) 124 20.6% 49.6% 29.8%
第7選區(鳳山) 106 18.9% 53.8% 27.3%
第8選區(津/鎮/港) 112 14.9% 57.6% 27.4%
男性 406 21.3% 49.2% 29.6%
女性 424 17.8% 50.2% 32.0%
20-29歲 129 15.0% 67.2% 17.8%
30-39歲 148 19.0% 52.4% 28.6%
40-49歲 164 27.9% 48.7% 23.4%
50-59歲 156 22.1% 45.1% 32.8%
60-69歲 124 15.2% 43.3% 41.5%
70歲以上 106 14.3% 42.0% 43.8%
未回答 3 - - 100.0%
20-39歲 277 17.1% 59.3% 23.6%
40歲以上 550 20.8% 45.1% 34.1%
未回答 3 - - 100.0%
小學及以下 112 15.1% 34.1% 50.8%
初中、國中 107 19.3% 40.1% 40.7%
高中、高職 268 19.0% 58.4% 22.6%
專科 89 22.3% 44.3% 33.4%
大學及以上 244 21.6% 53.6% 24.7%
未回答 9 3.8% 46.6% 49.6%
民進黨 231 10.4% 61.3% 28.3%
國民黨 142 32.2% 53.0% 14.8%
台灣民眾黨 46 15.5% 56.7% 27.8%
時代力量 97 19.5% 57.1% 23.3%
台灣基進 68 31.8% 34.3% 33.9%
不偏任何黨 155 15.3% 39.1% 45.6%
其他政黨 7 41.8% 58.1% -
未表態 83 20.9% 31.0% 48.1%

總計

立委

選區

性別

年齡

年齡

別

教育

程度

政黨

傾向



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規定，
罷免若需要通過則需要符合以下條件
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
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

根據2018年縣市長選舉，高雄市選舉人數約228萬1692人。
若罷免案要通過則至少57萬423人投下同意票。

21

六月六日罷免案
是否通過之評估



選罷法在2016年修法後
取消需要投票人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之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門檻(雙二分之一)
，將門檻設定為同意票>不同意票，且達到該選區選舉人總數的四分之一以上

22

罷免案投票人數不足為原選舉區

選舉人之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或同

意票數無法超過有效投票數二分

之一以上者，均為否決

《選罷法》修法前

《選罷法》修法後

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同意票數

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的四分之

一以上

公職人員選舉，除另有規定外，

按各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以候

選人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選；票

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選罷法》-公職人員選舉規定

選罷法第90條選罷法第67條

根據選罷法之規定，選舉時僅規定得票數相對
較多的候選人當選；換而言之，選罷法中，並未
以選舉時候的投票率作為候選人當選之門檻。

在2016年選罷法第90條關於罷免條文修法過
後，取消雙二分之一門檻，但仍然保留同意票需
達原選舉人總數的四分之一。



投票日 類型 選區 姓名 選舉人數
同意

票數

不同意

票數

同意票

比例

不同意票

比例
投票率

同意票數

占選舉人

數比例

同意票數

門檻

與門檻

差距票數

2017/12/16 立法委員 新北市第十二選舉區 黃國昌 255,551    48,693   21,748   69.1% 30.9% 27.75% 19.05% 63,888   15,195-      

2015/2/14 立法委員 臺北市第四選舉區 蔡正元 317,434    76,737   2,196     97.2% 2.8% 24.98% 24.17% 79,359   2,622-       

2005/9/20 鄉鎮市長 雲林縣林內鄉 陳河山 15,174       5,266    338       94.0% 6.0% 36.93% 34.70% 3,794     1,472       

1994/11/27 立法委員 臺北縣選舉區 詹裕仁 2,074,387 377,642 55,254   87.2% 12.8% 21.36% 18.20% 518,597  140,955-    

1994/11/27 立法委員 臺北縣選舉區 林志嘉 2,074,387 367,496 65,301   84.9% 15.1% 21.36% 17.72% 518,597  151,101-      

1994/11/27 立法委員 臺北縣選舉區 洪秀柱 2,074,387 367,363 65,545   84.9% 15.1% 21.36% 17.71% 518,597  151,234-    

1994/11/27 立法委員 臺北縣選舉區 韓國瑜 2,074,387 377,822 55,541   87.2% 12.8% 21.36% 18.21% 518,597  140,775-    

1995/1/22 立法委員 臺北市第二選舉區 魏鏞 914,623    68,239   10,009   87.2% 12.8% 8.63% 7.46% 228,656 160,417-    

回顧台灣歷次罷免案，皆有以下特色：
投票率皆低於四成，且同意票皆遠高於不同意票。
原因乃是在2016年修法以前，罷免的雙二分之一門檻，
投票率需高於選舉人數的二分之一門檻，使得被罷免人皆採取冷處理的方式，降低投
票率，使得投票率的門檻低於二分之一。

將歷次罷免的投票結果依照修法後的門檻進行模擬，則可以發現若按照新法的罷免
門檻：僅有2005年提出的林內鄉長罷免案會通過，其餘皆不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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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修法後之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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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4月18-19日的調查結果進行比對，
同意罷免的比例相較於上一次的調查增加了4.3個百分點
而韓市長在議會道歉的舉動，僅能使「還沒決定」的高雄市民轉而偏向不同
意，並不能夠使「同意」罷免者轉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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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不同意 還沒決定 無明確意見25

韓市長在議會正式為請假三個月去選總統道歉的行為，
成功打動部分「還沒決定」要為罷免票投下同意或是不同意的高雄市民，
其中以30-39歲由「還沒決定」轉向「不同意」的比例較高，
相對的20-29歲的高雄市民對韓市長的道歉並不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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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4月18-19日的調查結果進行比對，
整體來說，此兩次的調查中，高雄市民的罷免投票意願有明顯下降的現象，
如果近期疫情有突發狀況，則會使得整體市民的投票意願下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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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不會 無明確意見27

罷免投票與一般選舉投票最大的不同點在於：
一般選舉投票，所有候選人的支持者在去掉棄保效應的情況下，雙方陣營的支持者投
票意願趨於類似。但在罷免案的投票意願上，同意罷免的民眾與不同意罷免的民眾的
投票意願會有很大的不同。

此題的「同意」與「不同意」罷免指的是
在韓市長道歉後的投票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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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更關心的是「同意」罷免者，其投票意願的改變，
相對於整體高雄市民投票意願明顯降低，
但在「同意」罷免韓市長的高雄市民在這兩次調查中，
投票意願並沒有在韓市長道歉後，使得投票意願有明顯的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調查中：在提示韓市長呼籲支持者不要投票的情況下同意罷免者表示會去投
票的比例稍稍增加，但增加幅度也不算太大

此題的「同意」與罷免指的是
在韓市長道歉後的投票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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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模組從上次調查與此次調查結果，都可以發現
 同意罷免的比例明顯高於不同意罷免的比例
 「同意」罷免與「不同意」罷免的投票意願有顯著的差異
→因此分析模組僅就「同意票」能否超過總選舉人口的25%作為分析

而此次調查中：
投票意向施測題目包含：(1)原始 (2)韓市長議會道歉後
投票意願施測題目包含：(1)原始 (2)疫情嚴重 (3)韓市長呼籲支持者不要投票

若是都進行模組估算，則會使分析結果非常紊亂，在「韓市長議會道歉」、
「呼籲支持者不要投票」行為都已經發生，因此分析模組僅就

「韓市長議會道歉後」X「呼籲支持者不要投票」作為原始分析模組，
並且比對若是不幸疫情嚴重的情況下，罷免案是否通過。

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規定，
罷免若需要通過則需要符合以下條件
 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
 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

根據2018年縣市長選舉，高雄市選舉人數約228萬1692人。
若罷免案要通過則至少57萬423人投下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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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市長呼籲支持者
不要去投票的投票率估算

若疫情嚴重
的投票率估算

 本次調查中，投票意願分為三種情境來進行詢問，因韓市長呼籲支持者不要出來投票這件
事情已經成為事實，因此採用「韓市長呼籲支持者不要去投票」以及「若疫情嚴重」這兩
組情境下的投票意願做為估算

 將兩題民調題目中，投票意願回答「一定會」的權數設為1，「應該會」的權數設為0.5，
重新計算投票率M

 再將投票率M依照過去補選或罷免中表示會去投票的比例與實際投票率的落差以K值0.6進
行調整，推算出投票率(J)

 因此投票率的計算公式為：J=(一定會*1+應該會*0.5)*0.6

投票率

30.2%
一定會

45.1%

應該會

10.4%

應該不會

12.8%

一定不會

26.7%

無明確

意見

5.0%

 投票率(J1)=(48.6%*1+9.8%*0.5)*0.6=32.1%

 加上抽樣誤差則預估投票率落在28.7%-35.5%

之間
 高雄市選舉人口：228萬1692人，乘上投票率

則預估約有65萬5千人至81萬人間出來投票

 投票率(J2)=(45.1%*1+10.4%*0.5)*0.6=30.2%

 加上抽樣誤差則預估投票率落在26.8%-33.6%

之間
 高雄市選舉人口：228萬1692人，乘上投票率

則預估約有61萬1千人至76萬6千人間出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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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採用在「韓市長呼籲支持者不要去投票」的情況下，所估算出來的投票率32.1%作為此
次罷免的投票率

 在民調中的投票意向(韓市長在議會道歉後)與投票意願進行交叉分析後重新計算出同意票與
不同意票的比例，重新計算出會投下同意票以及不同意票的比例，分析結果如下：

1. 估算投票率為32.1%

2. 同意票與不同意票比例：88.9% v.s. 11.1%

3. 則預估約有28.5%的高雄市民會投下同意票
4. 再加上抽樣誤差後預計約有57萬4千人至72萬9千人會出來投下同意票

同意票

88.9%

不同意票

11.1%

樣本數 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

不會

一定

不會

無明確

意見

樣本數*(一定

會*1+應該會

*0.5)*0.6

換算同意

票與不同

意票比例

總計 830 48.6% 9.8% 8.6% 26.6% 6.4% 266 100.0%

同意 476 76.7% 12.3% 2.6% 5.3% 3.0% 237 88.9%

不同意 264 6.3% 5.2% 18.4% 66.7% 3.4% 14

還沒決定 68 28.7% 11.5% 13.7% 12.5% 33.6% 14

無明確意見 22 5.9% 5.4% 5.4% 49.8% 33.5% 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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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採用在「疫情嚴重」的情況下，所估算出來的投票率30.2%作為此次罷免的投票率
 在民調中的投票意向(韓市長在議會道歉後)與投票意願進行交叉分析後重新計算出同意票與

不同意票的比例，重新計算出會投下同意票以及不同意票的比例，分析結果如下：
1. 估算投票率為30.2%

2. 同意票與不同意票比例：89.1% v.s. 10.9%

3. 則預估約有26.9%的高雄市民會投下同意票
4. 再加上抽樣誤差後預計約有53萬6千人至69萬1千人會出來投下同意票

樣本數 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

不會

一定

不會

無明確

意見

樣本數*(一定

會*1+應該會

*0.5)*0.6

換算同意

票與不同

意票比例

總計 830 45.1% 10.4% 12.8% 26.7% 5.0% 250 100.0%

同意 476 71.6% 13.1% 5.5% 6.3% 3.5% 223 89.1%

不同意 264 7.0% 4.6% 21.3% 63.5% 3.6% 15

還沒決定 68 19.9% 12.1% 28.6% 21.1% 18.3% 11

無明確意見 22 8.0% 13.6% 21.5% 44.4% 12.4% 2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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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目前疫情的情況趨於穩定，因此我們採用模組三的方式來做估計，
並且與年齡進行交叉分析後，則可以發現全體市民約有28.5%會去投票所投下罷免
同意票
而其中以「20-29歲」會投下罷免同意票的比例較高，為39.3%，其次是「30-39歲
」(29.9%)
但這兩個年齡層在外地念書、工作的比例卻是甚高，因此在籍在人不在的情況下，
這兩個年齡層返鄉投票機會成本比起住在高雄市的高雄市民來的高，因此這兩個年
齡層是否返鄉投票的比例將成為此次罷免案能否通過的關鍵

總計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以上

28.5%

39.3%

29.9%

25.0%

27.3%

28.1%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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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立委選區預估開出多少比例的罷免票，以GIS系統呈現，
顏色較深代表該區估計罷免的比例越高，
八個立委選區中，將以第八選區(旗津區、前鎮區、小港區)的
比例較高。

註解：苓雅區在立委選區中被切分為第五
選區以及第六選區，因此調查並未詢問戶
籍於苓雅區的市民，戶籍所在里別，因此
將苓雅區歸類至第六選區

立委選區

會有多少比

例的市民出

門投下同意

票

第1選區(桃/那/甲/六/杉/內/旗/美/茂/阿/田/燕/樹/社) 24.1%

第2選區(茄/湖/路/永/岡/彌/梓/橋) 31.7%

第3選區(楠/左) 29.1%

第4選區(仁/鳥/大/林) 29.3%

第5選區(三民) 29.2%

第6選區(鼓/鹽/金/新/苓) 21.5%

第7選區(鳳山) 30.5%

第8選區(津/鎮/港)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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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歷次地方補選與罷免案在民調中投票意願對比實際的投票率之間的差異，發現民眾其
實會因為選情的冷熱而影響到K值的大小(差距的大小)，進而投票率會有所不同，如果未來
選情走冷則投票率就會落在3成以下，但未來選情走熱達到37.5%甚至更高。

 罷韓要通過，投票率預估在4成以上會較安全，而考慮到「同意」與「不同意」的投票行為，
因此如果投票率不到4成，只要不要相差太多，要通過仍是有機會的，但一旦投票率低於3成
罷免案就很有機會不通過

 從兩次的調查結果來看，韓市長在議會道歉後，同意罷免的比例並沒有降低，但有一定的比
例由「尚未決定」轉向「不同意」，因此議會針對「選總統」道歉，並未平息原本想要罷免
韓國瑜市長的市民的憤怒，其競選政見的達成率，或許才是高雄市民堅決罷免的原因

 兩次調查中，在韓市長呼籲支持者不要出來投票下，表示會去投票的高雄市民比例雖有明顯
下降，但觀察「同意」罷免的高雄市民的投票意願並未有明顯的改變

 綜合第2點及第3點所述：韓市長的道歉未打動原本會投下罷免的市民的心，且在投票意願未
有明顯的改變的情況下，罷免通過的機會仍然是比不通過要大的

 「20-29歲」以及「30-39歲」的市民，此兩個年齡層占高雄市20歲以上總人口數約33.6%，
根據調查有相較於其他年齡層會投下同意票的比例，但同時這群人也有高比例的「籍在人不
在」情況，返鄉投票機會成本比起住在高雄市的高雄市民來的高，因此這兩個年齡層是否返
鄉投票的比例將成為此次罷免案能否通過的關鍵。

 且此次中南部豪大雨頻仍，市長上任以來標榜「治水」、「清淤」是政績，在災後復原的速
度也將成為高雄市民要不要出門投下罷免同意票的一大考量因素。

結論

K值介於0-1之間，當K值越大代表民調中顯示的投票意願與實際投票意願差距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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