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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每當總統大選期間，各家媒體紛紛針對總統候選人進行支持度民調，加上網路世

界的興起，民調往往左右了民眾的投票意向，增加了不確定性，為了準確地預測選舉

結果，學者們在選舉研究工作中，以不同的理論建構不同的選舉預測模型。因此，本

研究係在2020 總統大選期間，依據各媒體在大選期間所公佈民意調查資訊為主體，運

用層級的方法與權重的概念，建構系統化的模型逐層分析，並客觀的分析候選人的民

調支持度，探討預測的結果與實際投票結果誤差之因素。 

    本研究提出之預測模型的建構程序如下：（一）建立 2020 年總統選舉的系統模

型架構、（二）蒐集 2020 年大選期間的民調資訊以決定各政黨的民調集合、（三）

決定2020 年預測模型中各階層權重、（四） 整合 2020 年總統選舉預測模型資訊、（五）

分析 2020 年總統選舉預測模型結果與 2020 年總統真實得票率之差異。 

    依本研究模型預估結果與實際得票率做交叉分析，民進黨所推派總統候選人蔡英

文之選舉預測模型結果換算成得票率與實際得票率相差為61.88%-57.13%=4.75%；國民

黨所推派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之選舉預測模型結果換算成得票率與實際得票率相差為

31.25%-38.61%=-7.36%，親民黨所推派總統候選人宋楚瑜之選舉預測模型結果換算成得

票率與實際得票率相差為6.87%-4.26%=2.61%；其中國民黨所推派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之

預測的結果與實際投票結果誤差極大，其可能原因有下列兩項：（一）蒐集民調資訊

的時間點。（二）重大事件的衝擊及策略性投票行為。 

關鍵字：選舉預測、民調、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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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every presidential election period, various media conduct opinion polls on 

voters’ support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In addition, due to the rise of Internet, polls often 

influence the public’s voting intentions and increase uncertainty. In order to accurately 

predict election results, many scholars have successively engaged in election research work, 

constructing different election prediction models through various theoretical bases.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ed the opinion poll information released by the various media during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period as the main body and applied the hierarchical method and 

weighting concept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model for layer-by-layer analysis, thereby 

objectively analyzing the opinion poll of the candidates and exploring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errors in prediction results and actual voting results. 

  The procedures for constructing the prediction model proposed in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Establish a system model framework for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2) 

Collect opinion poll information during the 2020 election period to determine opinion polls 

collected by the political parties; (3) Determine the weights of the hierarchies in the 2020 

prediction model; (4) Integrate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prediction model information; 

(5) Analy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prediction model results 

and the 2020 actual presidential votes obtained.  

  Based on the model prediction results in the study and the actual votes obtained, a cross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he election prediction model results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sai 

Ing-wen appointed b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were converted in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rcentage of votes obtained and the percentage of actual voted obtained: 

61.88%-57.13%=4.75%; the election prediction model results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an 

Kuo-yu appointed by the Kuomingtang (KMT) were converted in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rcentage of votes obtained and the percentage of actual voted obtained: 

31.25%-38.61%=-7.36%; the election prediction model results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 

James Soong Chu-yu appointed by the People First Party were converted in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rcentage of votes obtained and the percentage of actual voted obtained: 

6.87%-4.26%=2.61%. In particular, the predicted results and the actual voting results of Han 

Kuo-yu appointed by the KMT showed a great disparity, possibly due to the following two 

reasons: (1) The time of opinion pol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2) The impacts of major events 

and strategic voting behaviors. 

Keyword：Election prediction, Public opinion survey, We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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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自1996年開始第一任民選總統，每當總統大選期間，各家媒體紛紛針對總統候

選人進行支持度民調，所做之民調往往左右了民眾的投票意向，加上網路世界的興

起，增加了不確定性，為了準確地預測選舉結果，學者們在選舉研究工作中，以不

同的理論建構不同的選舉預測模型。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民眾投票的意向受很多因素影響，故要準確的去預測選舉結果實屬不易；通常

使用電視、報章、網路等媒體民調資訊來預測選舉結果，此方法最能直接反映出民

眾的投票意願與動向。但，由於媒體所作總統候選人支持度民調資訊眾多且紛亂，

為探討選舉民調資訊與總統大選真實得票率之差異。 

    因此，本研究在2020 總統大選期間，依據各媒體在大選期間所公佈民意調查

資訊為主體，運用層級的方法與權重的概念，建構系統化的模型逐層分析，並客觀

的分析候選人的民調支持度，探討預測的結果與實際投票結果誤差之因素。藉由本

模式所整合的資訊，可提供民眾、政黨以及候選人參考。 

1.2  研究步驟 

    本研究以各家媒體針對各政黨推派之總統候選人所做之民調支持度為基礎，將

錯綜複雜的總統選舉問題，用客觀性、科學性、具體化、系統化之方式建構選舉預

測模型，再以分階層與加權重等方式逐層的將資訊整合，再利用整合結果與實際進

行分析與探討。 

     
 

本研究提出之預測模式的建構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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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考相關文獻。 

（二）建立預測選舉之系統模型。 

（三）蒐集選舉期間民調資料。 

（三）決定預測模型中各階層權重。 

（四）整合選舉預測模型資訊。 

（五）分析選舉預測模型結果與真實得票率之差異。 

1.3 研究大綱 

本研究全文共分為五章，各章內容如下：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步驟及研究大綱。 

二：相關文獻之探討。 

三：研究方法，選舉預測模型的建構。 

四：模式的應用，以本研究所建構之選舉預測模型，運用2020年總統大選期間的民

調資料加以分析預測。 

五：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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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媒體的定義 

    依據MBA智庫百科，媒體是指承載信息或傳輸和控制信息的材料和工具，是各種

傳播方式中最現代化的一種。它具有以下特點：(1)傳播的即時性(2)傳播的廣泛性(3)受

眾參與感強，影響力大(4)經濟效益高。 

    依據媒體的規模區分：(1)大眾媒體：以主流為主，就像：報紙、廣播、網路、電

視等等；目前在臺灣的主流媒體，若是依據它的發行量、收視率及流量來看，基本上

是以報紙跟電視為主流。而如果單是以學生族群來看，則是以網路為主流。(2)分眾媒

體：針對特定年齡層、對象或地區，就像：雲林漁業電台(針對漁民)等。(3)小眾媒體：

就像校園電視台、電台等等(蒯 亮，2012)。  

    大眾媒體是現今主流傳播，媒體上各種有關選舉的訊息，不管對媒體本身、各黨

派候選人或是全國的選民而言，均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它是重要的選舉訊息來源(孫

式文，1997)。 

2.2 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Public Opinion Poll)，是為了瞭解大眾對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政策的

意見和態度，經由民調公司、媒體或政府單位進行的調查方法，其目的在於通過網路、

電話、或是書面等媒介對大量樣本的問卷調查，並在統計學上進行客觀、精準地推論

社會輿論或民意(嚴行方，2012)。 

常見的信心水準有95%、99.7%兩種，誤差值有2%、3%或5%三種。如何從所有群

眾中選取足夠多抽樣、具代表性的群眾，成為了影響民意調查精確性的重要原因(阮私

語，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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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民意調查是民意的具體化匯集及呈現，具科學性、系統性、公正性；台灣

的選舉研究是通常以民意調查資料作為分析主體，用受訪者所表態要投票的對象，作

為選舉結果的推估，如此運用民意調查資料來預估選情是最直接也最符合民眾投票的

意向(謝邦昌，1999)。 

2.3 選舉預測模型 

    預測模型(predictive model)，是利用模型和模擬進行預測的方法，也是最有發展前

途的預測方法之一。是以簡單的圖形、實體或符號來代表一個需要的真實系統，以化

繁為簡，易於控制，方便進行預測。是根據預測目標要求，用若干參數或因素來體現

預測目標的本質方面的描述。建立預測模型，可以幫助認識系統中的構成因素、功能

及其相應的地位，有助於瞭解各因素間的相互關係，對外界環境的交互關係，進一步

運用數學方法，求出預測目標的因果關係(Lawrence Robert Klein，1982)。 

    謝邦昌（1999）的統計推估模式是以「多重差補」，貝氏事前機率（Bayesian Prior 

Information）以及多階段比例（Multi-Stage Ratio Estimation）推估模式之精神來預測民

意調查中游離選民之投票傾向，進而預測選舉的得票率。 

    因此，根據謝邦昌（1999）的統計推估模式，本研究將預測模型分為三個階層：

第一階層為媒體類別層、第二階層為資訊來源層、第三階層為民調資訊層 

2.4 權重與最佳化 

    最佳化(Optimization)，是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主要研究在特定情況下最大化或最

小化某一特定函數或變數。 

    權重（Weight），一個相對的概念，是針對某一指標而言。某一指標的權重是指該

指標在整體評價中的相對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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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級分析法是美國匹茲堡大學Saaty教授在l971年提出，主要在講述階層結構系統

化原理，透過量化過程，將複雜無組織的問題簡化為有層次之架構，使得決策者可以

知道問題處理之優先順序，進而擬出決策方案(Tomas L. Saaty，1980)。  

    層級分析法求取評估準則之權重時，其步驟可分為：(一)層級建立與問卷設計調查；

(二)建立配對比較矩陣；(三)計算優先順位向量及最大特徵值；(四)進行一致性檢定(五)

各評估準則或層次之權重計算。 

    因此，根據上述，本研究將預測模型三個階層分別給予三個階層不同之權重，並

加以計算，以期望能將預測模型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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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民眾投票的意向受很多因素影響，故要準確的去預測選舉結果實屬不易，通常使

用電視、報章、網路等媒體民調資訊來預測選舉結果，此方法最能直接反映出民眾的

投票意願與動向。所以，本研究以各媒體民調資訊為基礎，將錯綜複雜的選舉用有架

構系統的方式來呈現。本研究提出之預測模式的架構如下：（一）建立預測選舉之系

統模型、（二）蒐集選舉期間民調資料、（三）決定預測模型中各階層權重、（四） 

整合選舉預測模型資訊、（五）分析選舉預測模型結果與真實得票率之差異。 

（一）建立預測選舉之系統模型 

本研究以民調資訊為基礎，蒐集、整理、彙合各家媒體所公佈的民調進行分析，

本研究分為三個階層來。階層如下：第一階層為媒體類別層；第二階層為資訊來源層；

第三階層為民調資訊層。系統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 1 選舉預測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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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變數與符號定義 
    本研究所建構的選舉預測模式其變數與符號定義如下： 

  α：可信度。 

  z：表示政黨。 

  O：候選人人數。 

  h：表示某政黨候選人。 

  m：表示媒體類別的個數。 

  s：表示民調階段數。 

  k：表示距離民調截止日期前的天數（本文中所指的天數） 。 

  iW ：表示第i 個媒體類別的權重。 

  i jW ：表示第i 個媒體類別下，第j 個資訊來源中媒體的權重。 

  ijsW ：表示第i 個媒體類別下，第j 個資訊來源中媒體第s 階段的權重。 

   Z

ijkX ：表示z 政黨在第i 個媒體類別下，第j 個資訊來源中媒體所公佈距離民調截止

日前，第k 天的民調百分比資訊。 

  ijkv ：表示第i 個媒體類別下，第j 個資訊來源中媒體在第k 天有進行民調，且 ijkv ∈ {0,1}，

當 ijkv  =1 時表示第k 天該媒體有進行民調；當 ijkv  =0 時表示第k 天該媒體沒有進

行民調。 

  ( )zP ：整合選舉預測模型資訊結果 ( )zX 換算得票率 

  ( )zR ：候選人真實得票率 

  in ：表示屬於第i 個媒體類別下，資訊來源中媒體的個數。 

  iy ：表示第i 個媒體類別中，平面媒體報紙的閱讀人數與電視媒體頻道的收視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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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y ：表示屬於第i 個媒體類別下，第j 個資訊來源中媒體的閱報率或收視率。 

  sT ：表示整體民調階段。 

  kd ：表示距離民調截止日期前，第k 天的民調日期。 

  sdd ：表示第s 階段的起始點。 

  D：表示所有民調日期的集合。 

  
sDn ：表示第s 階段中，民調資訊的個數。 

  sD ：表示第s 階段的民調日期集合 

          
s

s
s T

D D


   

          's s
D D   ，

's s ∧1 s ，
'

ss T ，  1 ,s 1s k s k s sD d dd d dd T      

 
圖 3. 2 選舉期間民調資訊之階段 

       選舉期間民調資訊其階段 sD  的定義如圖3.2 所示。  



 
 
 
 
 
 
 
 
 
 
 
 

 

9 

 

（二）蒐集選舉期間民調資料 

    蒐集、整理目前報章、電視、網路等媒體對民眾所調查政黨總統候選人支持度的

民調，以構成各政黨總統候選人民調支持度的資訊；彙集2016、2020年中華民國總統

選舉結果。 

媒體類別 資訊來源 

電視媒體 

TVBS 

ETtoday 新聞 

中天電視 

報章媒體 

聯合報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網路媒體 

美麗島電子報 

品觀點 

台灣民意基金會 

表3. 1 資訊媒體來源 

 

201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投票率 66.27% 

獲提名人 朱立倫 蔡英文 宋楚瑜 

得票率 31.04% 56.12% 12.83% 

2020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投票率 74.90% 

獲提名人 宋楚瑜 韓國瑜 蔡英文 

得票率 4.26% 38.61% 57.13% 

表3. 2 中華民國總統選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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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定預測模型中各階層權重 

    通常而言，若只考慮各階段民調，或各家媒體民調，或各媒體類別民調，往往受

各因素(如時間、媒體機構、收視、閱讀、點擊率…)之影響有所落差，故權重代表的意

義對預測模型而言相對的重要，權重的加減若由研究者本身自行所賦予，則過於主觀，

導致無法反映出資訊真實的現況。本研究將預測模型分為三個階層： 

第三階層為民調資訊層：相對權重（ ijsW  ）是以民調日期距離民調截止日前的天

數（ k ）來計算。 

第二階層為資訊來源層：相對權重（ i jW  ）是以各報紙的閱報率、電視的收視率、

網路點擊率（ ijy  ）來計算。 

第一階層為媒體類別層：相對權重（ iW  ）是以媒體接觸率（ iy  ）來計算。 

各階層權重計算如下： 

（1）民調資訊層權重 

    選舉期間媒體均會對各政黨總統候選人民調支持度做相關報導，因此將選舉期間

內所有民調日期的集合D分割s 個階段。假設各階段Ds中民調距離截止民調公佈日天數

為 k ，由於民調日期在距離投票日越近的其影響力越大，距離投票日越遠的其影響力

越小，因此各階段民調Ds  的相對權重會以距離截止民調公佈日前的天數 1k  來表示。

而媒體在公佈民調時有其週期性，或當有重大事件發生時，才進行民調而不是每天進

行，故加入 ijkv 計算。其中，當 ijkv  = 0 時則沒有進行民調；而當 ijkv  = 1，表示第i 個媒

體類別第j 個資訊來源中各媒體在第k 天有進行民調。因此，各民調階段的相對權重 ijsw

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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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

s

ijk

k D

ij

ijk

D

s

k

k v

w
k v














，1 i m  ；1 ij n                     ( 3.1 ) 

（2）資訊來源層權重 

    早期政黨總統大選是以平面報章雜誌及電視媒體報導為主，但因網路及智慧手機

的興起，數位網路媒體則是目前民眾接觸最頻繁、最即時的媒體。在報章雜誌、電視、

數位網路媒體…百花齊放的時代，民眾能選擇自己喜愛的媒體作為接收民調資訊的來

源。所以，以各家電視頻道的收視率及報紙的閱報率及數位網路媒體的點擊率來作為

計算權重的基礎。將第i 類中所有電視頻道的收視率、報紙的閱報率、數位網路媒體的

點擊率當作分母；將第i 類中第j 個電視的收視率 ijy 或報紙的閱報率 ijy 或數位網路媒體

的點擊率 ijy 當作分子來計算相對應權重 ijw 。故各家電視頻道及報紙及數位網路媒體的

相對應權重 ijw  計算如下： 

1

i

ij

n

i

ij

j

j

y
w

y





，1 i m                                   ( 3.2 ) 

（3）媒體類別層權重 

    通常而言，民眾的新聞資訊來源有三類，分別從平面媒體與電視媒體與數位媒體

來獲取資訊。因此，以這三種不同媒體的接觸率來作為權重的計算基礎。假設各報紙

與電視頻道與數位媒體的接觸率以 iy 表示，則報紙媒體與電視媒體與數位媒體的相對權

重 iw 計算如下： 

1

i

m

i

i

i

y
w

y





，1 i m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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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合選舉預測模型資訊 

    將上述三階層民調資訊及其相對應之權重予以整合，以整合出各候選人的民調支

持度 ( )zX  ，各階層整合計算如下： 

（1） 第三層民調資訊層 ( )z

ijsX  ，各階段 sD  的相對應權重為 ijsW  ，則整合至第二層資

訊來源層的 ( )z

ijX   計算如下： 

( )z

ijX = ( )

1

W
sT

z

ijs ijs

s

X


                                     ( 3.4 ) 

（2） 第二層資訊來源層 ( )z

ijX  ，而資訊來源中各媒體 ijy  的相對應權重為 ijW ，則第一

層媒體類別層 ( )z

iX   計算如下： 

( )z

iX = ( )

1

W
in

z

ij ij

j

X


                                     ( 3.5 ) 

（3） 第一層媒體類別層 ( )zX  ，而各媒體類別 iy 的相對應權重為 iW  ，則各候選人的

民調支持度 ( )zX   計算如下： 

( )zX = ( )

1

W
m

z

i i

i

X


                                    ( 3.6 ) 

    綜合上述（3.8）、（3.9）、（3.10）式，本研究整合出預估各候選人的民調支持

度 ( )zX  之模式，其模式表示如下： 

( )zX = ( )

1 1 1

W X
sTm ni

z

i ij ijs ijs

i j s

W W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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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選舉預測模型結果與真實得票率之差異 

（1） 將上述整合選舉預測模型資訊結果 ( )zX 換算得票率 ( )zP ，計算如下： 

( )zP =
( )

( )

1

h

z

o
z

h

X

X



，1 h O                              ( 3.8 ) 

（2） 將上述得票率 ( )zP 與真實得票率 ( )zR 做比較，分析如下： 

I. 若 ( ) ( )0 Z ZR P    ，則代表預測模型結果相當準確。 

II. 若 ( ) ( )Z ZR P   ，則代表預測模型結果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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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分析 

    有關選舉的預測方法及操作步驟，將依照本研究所建置之預測模型來予以探討說

明。本研究以 2020 年總統大選為例，來預測各候選人民調支持度結果與真實得票率

之差異，以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預測模型可信度。 

     以選委會公佈總統選舉日（2020/1/11）前一百二十日開始至投票的前十日

（2020/1/1）為止，各家媒體所公佈的民調為基礎，運用本研究所建構之模型來預測2020 

年的總統大選結果及預測模型之可信度。因此，2020 年總統大選的預測模型建構程序

如下：（一）建立 2020 年總統選舉的系統模型架構、（二）蒐集 2020 年大選期間

的民調資訊以決定各政黨的民調集合、（三）決定2020 年預測模型中各階層權重、（四） 

整合 2020 年總統選舉預測模型資訊、（五）分析 2020 年總統選舉預測模型結果與 

2020 年總統真實得票率之差異。 

（一）建立 2020 年總統選舉的系統模型架構 

本研究以民調資訊為基礎，蒐集、整理、彙合各家媒體所公佈的民調進行分析，

本研究分為三個階層來。階層如下：第三階層為民調資訊層-選舉期間各媒體所公佈的

各政黨總統候選人民調資訊彙整；第二階層為資訊來源層-TVBS、ETtoday 新聞、中

天電視、聯合報、蘋果日報、自由時報、美麗島電子報、品觀點、台灣民意基金會，

來評估政黨總統候選人民調；第一階層為媒體類別層-電視媒體、報章媒體、網路媒體，

來評估政黨總統候選人民調。系統架構如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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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2020年總統選舉預測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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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蒐集 2020 年大選期間的民調資訊以決定各政黨的民調集合 

     本研究的民調蒐集，是自選委會公告總統選舉罷免法中的規定投票日(2020/1/11)

前120天至民調資訊公告截止日(2020/1/1)為止，由報章、電視、網路等9家媒體(如圖3.3)

所公佈的民意調查。因此，以2019年9月3日(報章、電視、網路等9家媒體最早公布民調

日)至2020年1月1日(民調資訊公告截止日)為民調範圍，2019年11月13日(9家媒體開始針

對三組總統候選人做民調)及11月29日(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對支持民眾宣告唯一支持另

一候選人蔡英文)為切割時間點，將媒體在選舉期間所公佈的政黨民意調查支持度資訊

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19年9月3日至11月12日；第二階段為11月13日至2月28

日；第三階段為11月29日至2020年1月1日。各階段定義如下： 

 

 
圖 4. 2 選舉期間民調資訊之階段 

3

1
s

s
D D


  ， 1 2D D   ， 2 3D D   ， 1 3D D    

因此，  1 1 2k kD d dd d dd   ，  2 2 3k kD d dd d dd   ，  3 3 4k kD d dd d dd    

九家媒體如：TVBS、ETtoday新聞、中天電視等3家電視媒體、聯合報、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等3家報章雜誌媒體、美麗島電子報、品觀點、台灣民意基金會等3家網路媒

體，在大選期間（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1月1日）進行民調所公佈兩政黨的支持度資

料(資料來源https://ppt.cc/fDFT5x)，整理如表4.1、4.2、4.3、4.4、4.5、4.6、4.7、4.8、

4.9所示。 

  

2019/9/3 2019/11/12 2019/11/28 2020/1/1 

https://ppt.cc/fDFT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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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  TVBS 2020 年總統大選民調支持度（ ﹪）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09-25－09-27 50% 38% 11-27－11-29 46% 31% 8% 12-02－12-04 51% 29% 7% 
10-18－10-23 52% 39%     12-12－12-14 50% 31% 6% 
11-04－11-07 49% 40%     12-29－12-29 45% 29% 7% 
11-13－11-15 43% 35%         

 

表4. 2  ETtoday新聞 2020 年總統大選民調支持度（ ﹪）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2019年9月12日 43.4% 27.1% 11-21－11-25 44.4% 30.3% 9.5% 12-04－12-08 46.6% 24.5% 7.2% 

09-25－09-29 43.9% 33.2%     12-24－12-27 48.2% 27.9% 6.6% 

10-22－10-27 42.1% 33.1%         
11-01－11-07 45.7% 33.7%         

 

表4. 3  中天電視 2020 年總統大選民調支持度（ ﹪）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2019/9/13 38.10% 25.70% 11-13－11-14 34.90% 23.20% 5.80% 

無民調資訊公佈 
11-04－11-05 37.80% 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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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4  聯合報 2020 年總統大選民調支持度（ ﹪）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09-19－09-21 45% 33% 11-14－11-16 43% 27% 11% 12-05－12-07 48% 20% 9% 
10-24－10-26 42% 30%     12-12－12-14 48% 22% 9% 

 

表4. 5  蘋果日報 2020 年總統大選民調支持度（ ﹪）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2019年9月9日 45.1% 33.3% 11-22－11-24 42.2% 22.7% 6.7% 12-02－12-08 50.8% 15.2% 6.5% 

09-21－09-22 44.4% 32.9% 11-29－12-01 51.0% 19.0% 6.6% 12-09－12-15 47.2% 17.8% 6.6% 

09-28－09-29 41.2% 30.8%     12-20－12-22 46.8% 14.4% 7.6% 

10-04－10-06 41.1% 27.7%         
10-14－10-14 41.5% 25.1%         
10-18－10-20 40.5% 22.3%         
10-25－10-27 40.0% 27.8%         
11-01－11-03 42.7% 25.7%         
11-08－11-10 43.7% 26.9%         

 

表4. 6  自由時報 年總統大選民調支持度（ ﹪）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無民調資訊公佈 
11-25－11-27 49.95% 19.49% 5.62% 12-09－12-11 53.12% 15.47% 4.66% 

    12-23－12-25 54.25% 15.59%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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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7  美麗島電子報 2020 年總統大選民調支持度（ ﹪）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09-16－09-17 47.7% 31.6% 11-25－11-26 51.2% 23.7% 5.2% 12-05－12-06 51.8% 16.1% 7.5% 
09-25－09-26 50.7% 30.0%     12-16—12-17 46.5% 21.0% 6.1% 
10-14－10-15 51.6% 32.5%     12-25－12-26 48.2% 20.3% 10.3% 

10-24－10-25 47.8% 30.9%         
11-11－11-12 49.0% 31.4%         

 

表4. 8  品觀點 2020 年總統大選民調支持度（ ﹪）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2019年9月5日 39.8% 28.3% 11-18－11-19 41.6% 25.0% 6.9% 11-25－11-26 40.9% 23.6% 6.5% 

2019年9月12日 37.4% 30.5%         
09-17－09-18 37.6% 27.1%         
09-23－09-24 40.3% 25.9%         
10-01－10-02 40.6% 26.9%         
10-14－10-15 40.5% 27.9%         
10-21－10-22 40.1% 28.2%         
10-28－10-29 40.3% 25.1%         
11-04－11-05 39.6% 27.7%         
11-11－11-12 41.2% 25.1%         

 

表4. 9  台灣民意基金會 2020 年總統大選民調支持度（ ﹪）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調查日期 蔡英文  韓國瑜 宋楚瑜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09-18－09-19 53.60% 30.90% 11-18－11-19 55.20% 26.30% 7.60% 12-23－12-24 52.50% 21.90% 9.50% 
10-21－10-22 51.30% 33.90%     12-23－12-24 52.50% 21.90%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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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定2020 年預測模型中各階層權重 

大選預測模型分為三階層，各階層權重計算如下： 

（1）民調資訊階層權重 

將各媒體公佈的所有民調日期集合D，區分為 1D  、 2D  、 3D  來計算，而各階段其

民調距離公佈截止日(2020/1/1)的天數 k ，基於民調日期在距離投票日越近的其影響力

越大，越遠的其影響力越小，故各階段民調相對權重計算方式如（3.5）所示。以TVBS

為例，在三階段中各階段的民調日期距離1月1日的天數為 1D  =0.06、 2D  =0.03、 3D  =0.42，

則TVBS第一階段的權重為： 

111

0.06
0.12

0.06 0.03 0.42
W  

 
 

同理可得九家媒體第三階段的相對應權重整理如表4.10 所示。 

表4. 10 大選預測模式第三層民調資訊層相對應權重 

第三層民調資訊層權重 

媒體類別 資訊來源 
各階段權重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電視媒體 

TVBS 0.12 0.06 0.82 

ETtoday 新聞 0.21 0.11 0.68 

中天電視 0.56 0.44 0.00 

報章媒體 

聯合報 0.18 0.16 0.66 

蘋果日報 0.35 0.17 0.48 

自由時報 0.00 0.15 0.85 

網路媒體 

美麗島電子報 0.20 0.08 0.72 

品觀點 0.72 0.13 0.15 

台灣民意基金會 0.15 0.14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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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訊來源層權重 

電視媒體：依據台灣新聞收視率排行榜在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止，所調查的資

料如【表4.11】各電視媒體中各新聞台的收視率(資料來源

https://ppt.cc/f8LKMx)。 

表4. 11 各電視媒體中各新聞台的收視率 
電視媒體 2019 年 9 月 2019 年 10 月 2019 年 11 月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 月 幾何平均收視率 

TVBS 1.47 1.55 1.61 1.49 1.45 1.51  

ETtoday 新聞 1.59 1.57 1.48 1.53 1.52 1.54  

中天電視 1.46 1.62 1.66 1.6 1.5 1.57  

報章雜誌媒體：依據潤利艾克曼公司媒體大調查報告在2019年各季所調查的資料如

表4.12各報章雜誌媒體閱報率(資料來源https://ppt.cc/fSrHLx)。 

表4. 12 各報章雜誌媒體閱報率 

報章雜誌媒體 2019 年第一季 2019 年第二季 2019 年第三季 2019 年第四季 幾何平均收視率 
聯合報 8.19% 7.84% 9.64% 8.97% 8.63% 
蘋果日報 6.17% 7.56% 6.85% 5.34% 6.43% 
自由時報 10.83% 13.73% 10.41% 9.16% 10.91% 

網路媒體：依據@Alexa網站在2019年網路媒體點擊率調查 

如表4.13(資料來源https://www.alexa.com/)。 

表4. 13 各網路媒體點擊率 
網路媒體 台灣民意基金會 美麗島電子報 品觀點 
點擊率 62.93% 30.98% 33.55% 

以電視媒體TVBS為例，TVBS的收視率 11y  =1.51；ETtoday新聞的收視率 12y  =1.54；

中天電視的收視率 13y  =1.57，則TVBS的相對權重計算如下。 

11

1.51
0.33

1.51 1.54 1.57
W  

 
。 

以報章雜誌媒體聯合報為例，聯合報的閱報率 21y =8.63%；蘋果日報的閱報率 22y  

=6.43%；自由時報的閱報率 23y =10.91%；，則聯合報的相對權重計算如下。 

21

8.63%
0.33

8.63% 6.43% 10.91%
W  

 
 

https://ppt.cc/f8LKMx
https://ppt.cc/fSrHLx
https://www.alex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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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網路媒體台灣民意基金會為例，台灣民意基金會的點擊率 31y  =62.93%；美麗島

電子報的點擊率 32y  =30.98%；品觀點的點擊率 33y  =33.55%，則台灣民意基金會的相對

權重計算如下。 

31

62.93%
0.49

62.93% 30.98% 33.55%
W  

 
。 

同理可得九家媒體第二階段的相對應權重整理如表4.14 所示。 

表4. 14 大選預測模式第二層資訊來源層相對應權重 
第二層資訊來源權重 

媒體類別 資訊來源 收視/閱讀/點擊率 加權比重 

電視媒體 

TVBS 1.514 0.33 

ETtoday 新聞 1.538 0.33 

中天電視 1.568 0.34 

報章媒體 

聯合報 7.84% 0.27 

蘋果日報 7.56% 0.26 

自由時報 13.73% 0.47 

網路媒體 

美麗島電子報 30.98% 0.24  

品觀點 30.98% 0.24  

台灣民意基金會 62.93% 0.49 

（3）媒體類別層權重 

    依據尼爾森媒體研究新知(資料來源https://ppt.cc/fZRPjx)在2019年所調查的

資料表4.15。 

表4. 15 爾森媒體研究-媒體接觸率整理表 

年齡 看報紙 看電視 網路點閱 
12-65 21% 59% 92% 
18-24 12% 80% 98% 
平均 17% 70% 95% 

  

https://ppt.cc/fZRP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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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電視媒體為例，電視媒體接觸率 1y =70%；報章雜誌媒體接觸率 2y =17%；網

路媒體接觸率 3y =95%；，則電視媒體的相對權重計算如下。 

1

70%
=0.38

70% 17%+95%
W 


  

    同理可得各媒體類別的權重如表4.16。 

表4. 16 大選預測模式第一層媒體類別層相對應權重 
第一層媒體類別層權重 

媒體類別 媒體接觸率 加權比重 

電視媒體 70% 0.38  

報章媒體 17% 0.09  

網路媒體 95% 0.52  

 

（四）整合 2020 年總統選舉預測模型資訊 

大選預測模型分為三階層，依據各階層權重，民調各階層計算如下： 

（1） 第三層民調資訊 

依據(3.8)、(表4.1、4.2、4.3、4.4、4.5、4.6、4.7、4.8、4.9、4.10)計算，以

TVBS民進黨所推出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民調為例，計算如下： 

( )

11X =48.50% x 0.12 +46% x 0.06+48.67% x 0.82 = 48.50%民  

同理可得九家媒體第三階段的預測模型資訊整理如表4.17 所示。 

表4. 17 大選預測模型第三層民調資訊層整理表 
總  統 
候選人 TVBS ETtoday 

新  聞 中天電視 聯合報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美麗島 
電子報 品觀點 台灣民意 

基 金 會 
蔡英文 48.50% 46.32% 36.62% 46.39% 46.13% 53.13% 49.13% 40.16% 52.88% 

韓國瑜 30.75% 27.81% 12.90% 23.87% 22.02% 16.12% 21.90% 26.41% 24.10% 

宋楚瑜 5.94% 5.71% 0.97% 7.67% 4.44% 4.95% 6.17% 1.89% 7.81% 

（2） 第二層資訊來源 

    依據(3.9)、(表4.14、4.17)計算，以電視媒體民進黨所推出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民調

為例，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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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X =48.5% x 0.33+46.32% x 0.33+36.62% x 0.34=43.74%民  

同理可得第二階段的預測模型資訊來源整理如表4.18 所示。 

表4. 18 大選預測模型第二層資訊來源整理表 

總  統 
候選人 

電視媒體 報章雜誌媒體 網路媒體 

TVBS 
ETtoday 
新聞 

中天電視 聯合報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美麗島電

子報 
品觀點 

台灣民意

基金會 

蔡英文 43.74% 49.16% 48.62% 
韓國瑜 23.71% 20.15% 24.17% 
宋楚瑜 4.18% 5.73% 5.85% 

（3） 第一層媒體類別 

    依據(3.10)、(表4.15、4.18)計算，以民進黨所推出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民調為例，計

算如下：       ( )X =43.74% x 0.38+49.16% x 0.09+48.62% x 0.52=46.80%民  

同理可得第一階段的預測模型媒體類別整理如表4.19 所示。 

表4. 19 大選預測模型第一層媒體類別整理表 
總  統 
候選人 電視媒體 報章雜誌媒體 網路媒體 

蔡英文 46.80% 
韓國瑜 23.63% 
宋楚瑜 5.20% 

（五）分析 2020 年總統選舉預測模型結果與 2020 年總統真實得票率之差異 

依據(3.12) (表4.19)將選舉預測模型資訊結果換算成得票率，以民進黨所推出總統候選

人蔡英文為例，計算如下：     ( ) 46.80%
P = 61.88%

46.80% 23.63% 5.20%


 

民  

同理可得選舉預測模型資訊結果換算成得票率整理如表4.20 所示。 

表4. 20 換算成得票率整理表 
總  統 
候選人 選舉預測模型資訊結果 換算得票率 

蔡英文 46.80% 61.88% 
韓國瑜 23.63% 31.25% 
宋楚瑜 5.20%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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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以2020年總統大選為例，根據總統大選期間電視、報章雜誌、網路等九家

媒體所公佈的民調的資訊，將其資訊劃分成三階層，並給予各階層權重及加權計算等

概念來預測選局結果，並對其預期結果與真實結果作分析。依本研究模型預估結果，

民進黨所推派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之選舉預測模型結果換算成得票率為61.88%，國民黨

所推派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之選舉預測模型結果換算成得票率為31.25%，親民黨所推派

總統候選人宋楚瑜之選舉預測模型結果換算成得票率為6.87%(如表4.16換算成得票率

整理表)，應為最可能的總統當選人為蔡英文。在與實際得票率做交叉分析，民進黨所

推派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之實際得票率為57.13%(如圖3.4中華民國總統選舉資訊)，選舉

預測模型結果換算成得票率與實際得票率相差為61.88%-57.13%=4.75%，其誤差在可信

度 5% 之範圍內；國民黨所推派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之實際得票率為38.61%，選舉預測

模型結果換算成得票率與實際得票率相差為31.25%-38.61%=-7.36%，其誤差在可信度

5% 之範圍外；親民黨所推派總統候選人宋楚瑜之實際得票率為4.26%，選舉預測模型

結果換算成得票率與實際得票率相差為6.87%-4.26%=2.61%，其誤差在可信度 5% 之範

圍內；其中國民黨所推派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之預測的結果與實際投票結果誤差極大，

超過可信度 5% 。其可能原因有下列兩項： 

（一）蒐集民調資訊的時間點 

    本研究所蒐集到的民調時間，是以選委會公佈總統選舉日（2020/1/11）前一百二

十日開始至投票的前十日（2020/1/1）為止，各家媒體進行各政黨所推派之總統候選人

做支持度民調，並依據選罷法所規定在選前十天禁止發佈民調，因此，在最後十天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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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取得民調資訊，故在有限的民調資訊中進行選舉預測模型結果分析，往往會隨著事

件的發生而產生誤差；在此規定下，我們實在無法掌握其重大事件對選民意向之相關

影響。 

    總統選舉期間，任何重大事件的發生或是候選人對事件的表示或是媒體的風向等

皆可能影響選舉，加上選民瞬息萬變的心理變化，使得選舉結果更加不可預測。根據

過去的研究，顯示在整個投票決定過程中的任何時機，都有可能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

所以投票決定過程分為四個階段：（1）很早就決定了；（2）競選期間決定；（3）投

票前一天才決定；（4）投票當天決定。所以，在選舉最後一刻任何候選人或是政黨的

競選行為，確實會影響選舉結果，若沒有更接近投票日的民調資訊，則更難以預估選

民的意向。 

（二）重大事件的衝擊及策略性投票行為 

     選委會公佈總統選舉日（2020/1/11）前一百二十日開始至投票的前十日（2020/1/1）

為止，發生以下幾項重大事件：(1) 2019年2月13日，香港宣布修訂(逃犯條例)。從那一

天起至香港議會選舉止，香港社會度過了回歸後混亂的285天，史稱「反送中事件」、

(2)綠色網軍的興起、綠色媒體大幅具有攻擊性、針對性的報導、(3)幾次重大造勢。 

    在上述重大事件發生後，國民黨所推派總統候選人韓國瑜於2019年11月29日對支

持民眾宣告「唯一支持蔡英文」，使用另類選舉策略-民調提早蓋牌，導致於本研究對

於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之預測的結果與實際投票結果誤差極大，超過可信度。 

5.2 建議 

    選舉預測是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困難的，往往會因重大事件的發生及各總統候選人

選舉策略，導致於選民的意向瞬變萬化，加上研究對象主要包括「環境」、「社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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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與「個人」，其複雜性、不可預測性及不可控制性可想而知，在如此複雜研究條

件又必須面臨嚴酷的考驗下，研究方法程序需更加嚴謹、更加廣泛、更加充分的考量。

而本篇研究仍有不足之處，以下提出幾項建議供參考： 

（一）因地緣、人情、候選人特質、國際情勢、選舉氛圍等因素，適時調整及修正選

舉預測模型，建構出選舉預測的準則，以利於後續研究者探討與擬定。 

（二）重大事件的發生，往往影響選民的意向，故評估應將事件影響程度的大小納入

考量，予以加權。如此，才能正確的預估選舉結果。 

（三）因現今媒體大多有其政黨色彩與偏好，導致於預估選舉結果與選民的意向有所

落差；爾後，後續研究者應考量所引用之媒體之政黨色彩與偏好，力求民調之

客觀與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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