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台灣正式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探討國內大學生民主意識的經驗調查，您的寶貴意見有助於我們建立自己的社

會科學理論，這份資料並不作個別分析，僅針對受訪者集體的意見整理一般的趨勢，請您安

心並誠實作答，非常感謝您的合作。                                     
   國立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張裕華 

第一部份 

 
作答方式： 
         請閱讀下列問題，並依據個人的判斷，在題後的量尺級距內，勾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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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選項（請不要思考太久；也不要考慮有無標準答案）。 
 
 非常 同 無意見 不同 非常 
 同意 意  意 不同意 
1.執政黨黨員對政治參與應享有優先的權利 □ □ □ □ □ 
2.政治的運作很複雜，年長的人比年輕人考慮較周延 □  □ □ □ □ 
3.不可否認有些人比一般人較有超常的智慧與領導能 
力，國家大事應該交給他們作主 □  □ □ □ □ 

4.女人仍以不參加政治活動為佳 □  □ □ □ □ 
5.希望別人如何對待自己，自己應該先同樣對待別人 □  □ □ □ □ 
………………………………………………………………………………………………………… 
6.如果夫妻所信的宗教不同，應該彼此尊重對方的信仰 □  □ □ □ □  
7.管教子女與分擔家務是夫妻共同的事，應相互協調及 
支援 □  □ □ □ □ 

8.發現自己做錯了事，無論對方是長輩或晚輩，我都會 
坦承錯誤 □  □ □ □ □ 

9.為了避免選舉的麻煩，地方首長不如由中央指派 □  □ □ □ □ 
10.如果人人強調自己有權過問政治，國家一定會亂 □  □ □ □ □ 
………………………………………………………………………………………………………… 
11.政府權力的大小，應由人民決定 □  □ □ □ □ 
12.政治是眾人之事，人民自然有作主的權力 □  □ □ □ □ 
13.只問政府做得好不好，不必過問是否有權這樣做 □  □ □ □ □ 
14.對國家而言，領袖的領導較法律的規範更為重要 □  □ □ □ □ 
15.對於選舉投票，雖至親好友也不能輕易左右自己 
的決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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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同 無意見 不同 非常 
  同意  意  意 不同意 
16.在會議中即使自己的意見是少數，也要勇敢的表 
達出來 □  □ □ □ □ 

17.政府不應該對媒體報導的內容太過干涉 □  □ □ □ □ 
18.人民應該可以自由的出版自己所寫的書籍 □  □ □ □ □ 
19.社會秩序變壞，就是因為政府對媒體的監督管理 

不夠 □  □ □ □ □ 
20.你是否贊成「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 
你說話的權利」這句話 □  □ □ □ □ 

………………………………………………………………………………………………………… 
21.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信仰，不論是什麼宗教 □  □ □ □ □ 
22.政府應該有接受批評的雅量 □  □ □ □ □ 
23.任何人應有自由加入或退出政黨的權利 □  □ □ □ □ 
24.集會遊行容易釀成暴力事件，造成社會不安，應該 
盡量禁止 □  □ □ □ □ 

25.政府為了執政順利，可以解散任何結社或政黨 □  □ □ □ □ 
………………………………………………………………………………………………………… 
26.反對黨成立多了，政府的施政就易被掣肘而缺乏 
效能 □  □ □ □ □ 

27.大多數人相信現在的司法部門能夠不受行政權幹預 
獨立行使職權 □  □ □ □ □ 

28.任何人在法律之前都應該受到相同的保障或限制 □  □ □ □ □ 
29.只要能破案，警察可以用盡一切手段 □  □ □ □ □ 
30.為了維持治安，擴大郵電通訊的檢查是必要的 □  □ □ □ □ 
………………………………………………………………………………………………………… 
31.在民主政治中，法律典章比領袖更爲重要 □  □ □ □ □ 
32.個人的私生活，政府不應該干預 □  □ □ □ □ 
33.在不危害他人的情況下，政府不應該公佈任何人的 
犯罪資料 □  □ □ □ □ 

34.犯罪的嫌疑人，應該享有隱私權的保障 □  □ □ □ □ 
35.我們應該限制外籍新娘的工作權與參政權以保障本 
國人的權益 □  □ □ □ □ 

………………………………………………………………………………………………………… 
36.面對社會治安的惡化，應該採取「亂世用重典」 
的手段 □  □ □ □ □ 

37.只要人民認為有需要，各式各樣的團體都有權成立 □  □ □ □ □ 

＜謝謝您，請繼續翻面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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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同 無意見 不同 非常 
 同意  意  意 不同意  
38.各種不同的觀念或利益的存在與競爭，對社會的進 
步是必須的 □  □ □ □ □ 

39.我認為政黨的競爭，對國家社會是利多於害 □  □ □ □ □ 
40.只要執政的團體做得不好，就應該由別人來替換 □  □ □ □ □ 
………………………………………………………………………………………………………… 
41.政府若時時受到民意代表的牽制，就不能有大作為了 □  □ □ □ □ 
42.各級民意代表皆應該接受行政首長的指示 □  □ □ □ □ 
43.唯有將權力集中至行政首長，不受其他牽制，政府才 
能有效能 □  □ □ □ □  

44.政府與人民爭訟，人民通常會贏得勝訴 □  □ □ □ □  
45.有人說：「絕對的權力導致絕對的腐化」，因此政治 
結構應強調分權與制衡 □  □ □ □ □  

………………………………………………………………………………………………………… 
46.批評與監督力量的存在，並不是維持民主政治有效運作 
所必須的 □  □ □ □ □  

47.政治總是充滿了虛偽與爭權奪利的活動 □  □ □ □ □  
48.政治競爭能增進人民的福祉 □  □ □ □ □  
49.一般人對政治上的事還是少介入為好 □  □ □ □ □  
50.不要隨便議論政治問題，小心有人整你 □  □ □ □ □ 
…………………………………………………………………………………………………………. 
51.政府不會關心像我這樣的人所想的事 □  □ □ □ □ 
52.與人相處要處處小心，否則別人會利用你 □  □ □ □ □  
53.政府的公共政策總是優先照顧財團企業的利益 □  □ □ □ □  
54.選舉時操弄族群議題的候選人，總會犧牲一般民眾 
的利益 □  □ □ □ □  

55.我認為社會上多數人是可以信任的 □  □ □ □ □  
………………………………………………………………………………………………………….. 
56.投票是用來影響政府的有效方法 □  □ □ □ □  
57.像我一樣的人，一點也無法改變政府所做的事 □  □ □ □ □  
58.每次選舉時，都會有很多人去投票，所以自己去 
投不投，並無太大的關係 □  □ □ □ □  

59.假使自己所支援的候選人，已經沒有當選的希望， 
就大可不必去投票了 □  □ □ □ □  

60. 如果不瞭解候選人，就不應該去投票 □  □ □ □ □  
…………………………………………………………………………………………………………… 
61.如果國家使你失望，你就有理由不愛她 □  □ □ □ □  
62.我對我國的政治體制（民主政治）感到驕傲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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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同 無意見 不同 非常 
 同意  意  意 不同意 
63.我國政府官員，守法的程度很高 □  □ □ □ □  
64.我們的政府是為全國人民謀福利的 □  □ □ □ □  
65.我們的政府十分關心人民的意見 □  □ □ □ □  
……………………………………………………………………………………………………………
66.去政府機關辦事，最好先拜託熟人關照 □  □ □ □ □  
67.假如我們能夠設法除去那些不道德的、為非作歹的人 
，那麼我們大部分的社會問題就可以解決了 □ □ □ □ □  

68.凡事先聽長輩的意見再做決定 □  □ □ □ □  
69.如果大家都能少說話多做事，那麼人人的境況都會 
變好一點 □  □ □ □ □  

70.在團體中意見不一致時，應該少數服從多數 □  □ □ □ □  
……………………………………………………………………………………………………………. 
71.一個好的領導者應該是全權掌握大小決策 □  □ □ □ □ 
72.大家凡事應當相信和服從政府，因為政府總 
是為我們好 □  □ □ □ □  

73.丈夫死後，妻子有權自行決定是否再婚 □  □ □ □ □ 
74.移情別戀者是最沒有良心的人 □  □ □ □ □  
75.祭祖、婚嫁、喪事等應該按照固定的形式與典禮進 

行，不應任意更改 □  □ □ □ □  
…………………………………………………………………………………………………………… 
76.在校學生應該專心讀書求學，不要為社會上的事情 
去分心 □  □ □ □ □ 

77.對「性」的問題，我們應該比現在更為公開一點 □  □ □ □ □ 
78.不孝有三，無後為大 □  □ □ □ □ 
 

第二部分 

 
1. 民主政治是最理想的政治型態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 無論社會如何動盪，政府還是應該以民主的手段 
來解決問題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 民主政治在台灣推行有年，您對實行現況：     □非常滿意 □滿意  □無意見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累了嗎？休息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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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您認為臺灣的民主政治最大的隱憂為： 
□政黨對立嚴重 
□民主價值未能深入民心 
□政治人物缺乏誠信 
□媒體立場偏頗  

□媒體資訊紊亂 
□財團幹預政治 
□政府總是順從國際政商壓力 

□其他：                     （請說明） 

5. 請問您對下列公民權利的行使是否滿意 非常  滿 不滿 非常 

 滿意  意 意 不滿意 
A.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 □ □ □  
B. 言論、出版自由 □   □ □ □  
C. 集會遊行、結社自由 □   □ □ □  
D. 宗教信仰自由 □   □ □ □  
E. 人身自由（含隱私、通訊自由） □   □ □ □  
F. 財産不受侵犯 □   □ □ □  
G. 控告、申訴、檢舉權 □   □ □ □  
H. 勞動、就業權 □   □ □ □  
I. 遷徙自由 □   □ □ □  

6. 上述各項公民權中，您最關心的是哪一項：  （單選） 

7. 承上題，上述各項公民權中，您認爲哪一項最容易受到侵犯：   （單選） 

8. 請按優先順序選出三項您最期待政府改善的問題：

A. 犯罪率上升 
B. 官員操守不良 
C. 法治未能貫徹 
D. 不良社會風氣 

E. 就業困難 
F. 倫理觀念薄弱 
G. 統獨爭議 
H. 其他：              （請扼要說明）

（1） （2）    （3）              

9. 如果 2004 年總統大選再度發生政黨輪替，您是否同意這樣對臺灣的民主的發展是正向的？ 

□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請問您有無參加 2001 年立委選舉或 2002 年北高市長選舉 

□ 有（請續答下題）□無（請續答第 13題）□還無投票權（請續答第 14題） 

11. 請問您去投票的原因為： 
□希望選出代表自己意見的人 
□盡公民的責任 
□選舉是個人的權利 
□參與選舉有利於我國的民主發展 

□想要影響國家政策 
□朋友或親人的請託 
□所屬團體的壓力 
□其他：              （請扼要說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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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請問您投票給特定候選人的原因為： 
□候選人的能力強 
□候選人幫過自己的忙 
□覺得候選人的形象不錯 
□與候選人有同宗、同族、同姓關係 
□贊同候選人的立場或見解 

□為支援某一政黨  
□家人或親戚的建議 
□同學或師長的建議 
□鄰裏長、鄰居或是有名望人士的請託 
□隨便投 

13. 請問您不去投票的原因為： 
□當時有事不在 
□太忙沒空 
□沒有理想的候選人 

□不瞭解候選人 
□自己的一票不影響結果 
□對選舉結果沒興趣，誰當選沒差別

14.在 2004 年總統大選，您會參與投票嗎？       □會 □不會 
15.承上題，您會投給                          □國親聯盟 □民進黨 □台聯 □其他 
……………………………………………………………………………………………………………
16.您是否有參與過候選人的造勢晚會或政見發表會                □有 □沒有 
17.您是否有擔任助選員或工作人員的經驗                        □有 □沒有 
18.您是否有捐錢給政黨或候選人                                □有 □沒有 
19.您是否有會前往開票所觀看開票情形                          □會 □不會 
20.您是否會向政府官員表達意見（寫信、打電話）                □會 □不會 
……………………………………………………………………………………………………………
21.您是否會向民意代表表達意見（寫信、打電話）                □會 □不會 
22.您是否會向報社投書或是參與 CALL-IN節目                   □會 □不會 
23.您是否會參與群眾示威遊行                                  □會 □不會 
 

第三部分：基本資料 

 
1. 性別：□ 男 □ 女 

2. 學院：      學院 

3. 年級：□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其他                （請說明） 

4. 請問您是：    □本省閩南人 □本省客家人 □外省人 □原住民 □非本國籍 
5. 政黨偏好：    □國民黨    □親民黨  □新黨  □民進黨 

□臺灣團結聯盟  □建國黨  □無黨  □其他 
6. 父親教育程度：□小學及以下 □初中 □高中/高職 □大學/專科 □研究生以上 
7. 母親教育程度：□小學及以下 □初中 □高中/高職 □大學/專科 □研究生以上 
8. 區住最長的地區：□北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9. 成長居住地的型態是：□都市  □鄉村 

＜快做完了，請再堅持一下嘍！＞ 



 179 
 

10.父母親職業：     父   母          父   母
金融業         □   □ 
服務業         □   □ 
資訊業         □   □ 
製造業         □   □ 
自由業         □   □ 

公教人員   □   □ 
軍警       □   □ 
醫療保健   □   □ 
農漁業     □   □ 
其他       □   □ 

……………………………………………………………………………………………………………. 
11.與您自己有關的事務（例如：升學、就業、交友），您的父母親通常會接受您的意見或決定嗎？

□時常接受  □有時  □很少  □從不接受 
12.當您對家中的事務不滿時，您能毫無困難的向父母親說嗎？ 
   □毫無問題  □有點困難，但仍然會說出來  □很少說出來  □都是一言不發 
13.您是否時常與父母親談論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例如：選舉、我們的政府） 
□時常談 □有時  □很少  □從不談 

14.如果有談過，您的父母親會接受您的意見嗎？ 
□時常接受 □有時  □很少  □從不接受 

15.您的父母親有經常參與有關公眾的活動嗎？（例如：參加社團、投票等） 
□時常參與 □有時  □很少  □從不參與 

…………………………………………………………………………………………………………. 
16.您是否時常與您的同學或朋友談論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例如：選舉、我們的政府） 
□時常談 □有時  □很少  □從不談 

17.平常同學或朋友之間有不同意見時，你們如何處理這種爭論 
□請師長仲裁  □大家討論，投票表決  □不討論，由某一人決定  □沒有一定的處理方式 

18.您當過班級幹部或社團幹部的次數有多少？（按學期計算，包括高中時代） 
□一次也沒有  □1～3次  □4～6次  □七次以上 

19.學校的社團活動裡，哪一類您最常參與？ 
□康樂性  □服務性  □學藝性  □學會或代聯會  □校友會  □同鄉會  □黨團活動 

20.您認為自己在學校的課外活動參與度是？ 
□很活躍  □還算活躍  □不太活躍  □很不活躍 

………………………………………………………………………………………………………….. 
21.在校中，如果與老師有不同意見時，您能毫無困難的向老師說嗎？ 
□毫無問題  □有點困難，但仍然會說出來  □很少說出來  □都是一言不發 

22.在課堂上或課堂下，您們常與老師談論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例如：選舉、我們的政府） 
□時常談 □有時  □很少  □從不談 

23.您是否時常加入此種討論？            □時常 □有時  □很少  □從不 
24.這種討論，學生的意見會受到重視嗎？  □時常 □有時  □很少  □從不 
25.您看電視新聞報導嗎？                □每天看  □每隔兩、三天 □每週看  □從來不看 
………………………………………………………………………………………………………….. 
26.您最喜歡的電視節目類型是？          □電影  □綜藝節目  □卡通  □新聞報導或評論 
 □中國連續劇  □外國影集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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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您看報嗎？          □每天看  □每隔兩、三天  □每週看  □從來不看 
28.看報最喜歡哪一版？  □體育版  □社會版  □國內政治  □財經消息  □社論  □副刊  

□國際新聞  □地方新聞 
29.您經常注意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例如：選舉、我們的政府） 
□時常 □有時  □很少  □從不 

30.您時常注意報章雜誌及電視中，有關政治問題的報導嗎？ 
□時常 □有時  □很少  □從不 

………………………………………………………………………………………………………….. 
31.您每天上網的時間：□30分鐘以下  □30分鐘到 2小時  □2～6小時  □6小時以上 
32.您會在網路上注意有關政治問題的報導嗎？    □時常 □有時  □很少  □從不 
33.您會在網路上討論政治議題嗎？              □時常 □有時  □很少  □從不 
34.有關政治或政府的知識，您最主要的訊息來源是？（單選） 

□國內新聞媒介 
□國外新聞媒介 
□父母 

□學校老師 
□同學或朋友 
□教科書 

□網路

35.有關政治或政府的知識，您最信任何種訊息來源？（單選） 
□國內新聞媒介 
□國外新聞媒介 
□父母 

□學校老師 
□同學或朋友 
□教科書 

□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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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大陸大學生民主意識之研究調查問卷（正式） 

亲爱的同学，您好： 
    这是一份探讨国内大学生民主意识的经验调查，您的宝贵意见有助于我们建
立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这份资料并不作个别分析，仅针对受访者集体的意见整理

一般的趋势，请您安心并诚实作答，非常感谢您的合作。                       

第一部份 

作答方式： 
         请阅读下列问题，并依据个人的判断，在题后的量尺级距内，勾选合 
         适选项（请不要思考太久；也不要考虑有无标准答案）。 
 
 非常 同 无意见 不同 非常 
 同意 意  意 不同意 
1.执政党党员对政治参与应享有优先的权利 □ □ □ □ □ 
2.政治的运作很复杂，年长的人比年轻人考虑较周延 □  □ □ □ □ 
3.不可否认有些人比一般人较有超常的智能与领导能 
力，国家大事应该交给他们作主 □  □ □ □ □ 

4.女人仍以不参加政治活动为佳 □  □ □ □ □ 
5.希望别人如何对待自己，自己应该先同样对待别人 □  □ □ □ □ 
………………………………………………………………………………………………………… 
6.如果夫妻所信的宗教不同，应该彼此尊重对方的信仰 □  □ □ □ □  
7.管教子女与分担家务是夫妻共同的事，应相互协调及 
支持 □  □ □ □ □ 

8.发现自己做错了事，无论对方是长辈或晚辈，我都会 
坦承错误 □  □ □ □ □ 

9.为了避免选举的麻烦，地方首长不如由中央指派 □  □ □ □ □ 
10.如果人人强调自己有权过问政治，国家一定会乱 □  □ □ □ □ 
………………………………………………………………………………………………………… 
11.政府权力的大小，应由人民决定 □  □ □ □ □ 
12.政治是众人之事，人民自然有作主的权力 □  □ □ □ □ 
13.只问政府做得好不好，不必过问是否有权这样做 □  □ □ □ □ 
14.對國家而言，领袖的领导较法律的规范更為重要 □  □ □ □ □ 
15.对于选举投票，虽至亲好友也不能轻易左右自己 
的决定 □  □ □ □ □ 

………………………………………………………………………………………………………… 
16.在会议中即使自己的意见是少数，也要勇敢的表 
达出来 □  □ □ □ □ 

17.政府不应该对媒体报导的内容太过干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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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同 无意见 不同 非常 
  同意  意  意 不同意 
18.人民应该可以自由的出版自己所写的书籍 □  □ □ □ □ 
19.社会秩序变坏，就是因为政府对媒体的监督管理 
不够 □  □ □ □ □ 

20.你是否赞成「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 
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 □  □ □ □ □ 

………………………………………………………………………………………………………… 
21.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不论是什幺宗教 □  □ □ □ □ 
22.政府应该有接受批评的雅量 □  □ □ □ □ 
23.任何人应有自由加入或退出政党的权利 □  □ □ □ □ 
24.集会游行容易酿成暴力事件，造成社会不安，应该 
尽量禁止 □  □ □ □ □ 

25.政府为了执政顺利，可以解散任何结社或政党 □  □ □ □ □ 
………………………………………………………………………………………………………… 
26.反对党成立多了，政府的施政就易被掣肘而缺乏 
效能 □  □ □ □ □ 

27.大多数人相信现在的司法部门能够不受行政权干预 
独立行使职权 □  □ □ □ □ 

28.任何人在法律之前都应该受到相同的保障或限制 □  □ □ □ □ 
29.只要能破案，警察可以用尽一切手段 □  □ □ □ □ 
30.为了维持治安，扩大邮电通讯的检查是必要的 □  □ □ □ □ 
………………………………………………………………………………………………………… 
31.在民主政治中，法律典章比领袖更为重要 □  □ □ □ □ 
32.个人的私生活，政府不应该干预 □  □ □ □ □ 
33.在不危害他人的情况下，政府不应该公布任何人的 
犯罪资料 □  □ □ □ □ 

34.犯罪的嫌疑人，应该享有隐私权的保障 □  □ □ □ □ 
35.我认为政府对外国人权益的重视，胜过照顾本国人 □  □ □ □ □ 
………………………………………………………………………………………………………… 
36.面对社会治安的恶化，应该采取「乱世用重法」 
的手段 □  □ □ □ □ 

37.只要人民认为有需要，各式各样的团体都有权成立 □  □ □ □ □ 
38.各种不同的观念或利益的存在与竞争，对社会的进 
步是必须的 □  □ □ □ □ 

39.我认为政党的竞争，对国家社会是利多于害 □  □ □ □ □ 
40.只要执政的团体做得不好，就应该由别人来替换 □  □ □ □ □ 

＜谢谢您，请继续翻面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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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同 无意见 不同 非常 
 同意  意  意 不同意 
41.政府若时时受到民意代表的牵制，就不能有大作为了 □  □ □ □ □ 
42.各级民意代表皆应该接受行政首长的指示 □  □ □ □ □ 
43.唯有将权力集中至行政首长，不受其它牵制，政府才 
能有效能 □  □ □ □ □  

44.政府与人民争讼，人民通常会赢得胜诉 □  □ □ □ □  
45.有人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因此政治 
结构应强调分权与制衡 □  □ □ □ □  

………………………………………………………………………………………………………… 
46.批评与监督力量的存在，并不是维持民主政治有效运作 
所必须的 □  □ □ □ □  

47.政治总是充满了虚伪与争权夺利的活动 □  □ □ □ □  
48.政治竞争能增进人民的福祉 □  □ □ □ □  
49.一般人对政治上的事还是少介入为好 □  □ □ □ □  
50.不要随便议论政治问题，小心有人整你 □  □ □ □ □ 
…………………………………………………………………………………………………………. 
51.政府不会关心像我这样的人所想的事 □  □ □ □ □ 
52.与人相处要处处小心，否则别人会利用你 □  □ □ □ □  
53.尽管党是有错误，但党还是伟大的，我们应不允 
许有人批评它 □  □ □ □ □  

54.下岗工人屡屡以游行来表达争取个人权益，政府不 
应轻易让步 □  □ □ □ □  

55.我认为社会上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 □  □ □ □ □  
………………………………………………………………………………………………………….. 
56.投票是用来影响政府的有效方法 □  □ □ □ □  
57.像我一样的人，一点也无法改变政府所做的事 □  □ □ □ □  
58.每次选举时，都会有很多人去投票，所以自己去 
投不投，并无太大的关系 □  □ □ □ □  

59.假使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已经没有当选的希望， 
就大可不必去投票了 □  □ □ □ □  

60.如果不了解候选人，就不应该去投票 □  □ □ □ □  
…………………………………………………………………………………………………………… 
61.如果国家使你失望，你就有理由不爱她 □  □ □ □ □  
62.我对我国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感到骄傲 □  □ □ □ □  
63.我国政府官员，守法的程度很高 □  □ □ □ □  
64.我们的政府是为全国人民谋福利的 □  □ □ □ □  
65.我们的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意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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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同 无意见 不同 非常 
 同意  意  意 不同意 
66.去政府机关办事，最好先拜托熟人关照 □  □ □ □ □  
67.假如我们能够设法除去那些不道德的、为非作歹的人 
，那幺我们大部分的社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  □ □ □ □  

68.凡事先听长辈的意见再做决定 □  □ □ □ □  
69.如果大家都能少说话多做事，那幺人人的境况都会 
变好一点 □  □ □ □ □  

70.在团体中意见不一致时，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  □ □ □ □  
……………………………………………………………………………………………………………. 
71.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是全权掌握大小决策 □  □ □ □ □ 
72.大家凡事应当相信和服从政府，因为政府总 
是为我们好 □  □ □ □ □  

73.丈夫死后，妻子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再婚 □  □ □ □ □ 
74.移情别恋者是最没有良心的人 □  □ □ □ □  
75.祭祖、婚嫁、丧事等应该按照固定的形式与典礼进 
行，不应任意更改 □  □ □ □ □  

…………………………………………………………………………………………………………… 
76.在校学生应该专心读书求学，不要为社会上的事情 
去分心 □  □ □ □ □ 

77.对「性」的问题，我们应该比现在更为公开一点 □  □ □ □ □ 
78.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  □ □ □ □ 
 

第二部分 

 
1. 关于民主的内涵，你最同意何种说法？（单选） 
 □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广泛听取、征求人民意见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多数统治、尊重少数 
 □人民能选举政治领导人 □限权分权  

□责任政治   □不知道 
2. 无论社会如何动荡，政府还是应该以民主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意见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 民主政治是最理想的政治型态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意见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 您认为现阶段中国是否需要实行民主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意见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累了吗？休息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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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问您对下列公民权利的行使是否满意 非常  满 不满 非常 
 满意  意 意 不满意 

J.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 □ □ □  
K. 言论、出版自由 □   □ □ □  
L. 集会游行、结社自由 □   □ □ □  
M. 宗教信仰自由 □   □ □ □  
N. 人身自由（含隐私、通讯自由） □   □ □ □  
O. 财产不受侵犯 □   □ □ □  
P. 控告、申诉、检举权 □   □ □ □  
Q. 劳动、就业权 □   □ □ □  
R. 迁徙自由（户口制） □   □ □ □  

6. 上述各项公民权中，您最关心的是哪一项：  （单选） 

7. 承上题，上述各项公民权中，您认为哪一项最容易受到侵犯：   （单选） 

8. 请按优先级选出三项您最期待政府改善的问题： 

I. 犯罪率上升 
J. 官员操守不良 
K. 法治未能贯彻 
L. 不良社会风气 

M. 就业困难 
N. 伦理观念薄弱 
O. 台湾问题 
P. 其它： （请扼要说明） 

 
（1） （2）    （3）     
9. 您是否同意中国未来可以接受多元竞争的政党政治？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意见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 未来您会参与人民代表选举投票吗？        □会（请续答下题）□不会（请答第 13题） 
11. 您会去投票的主要原因是：     □希望选出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 

□希望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  
□行使公民权利 □履行公民义务  

 □随大流或被迫 
 

12. 您最重视候选人的何种条件？    □个人的能力与素质  □与自己的关系亲疏 
□个人的身份背景 □政党的推荐 
 

13. 您不会去投票的主要原因是什幺？   □无法选出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 
□无法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 
□根本不在乎人民代表的功能 

14.您是否会向政府官员表达意见（写信、打电话）     □会 □不会 
15.您是否会向民意代表表达意见（写信、打电话）     □会 □不会 
16.您是否会向报社投书或是参与节目电话投诉节目  □会 □不会 
17.您是否会参与群众示威游行           □会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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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基本资料 

 

10. 性别：□ 男 □ 女 

11. 学院：             学院 

12. 年级：□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其它                （请说明） 
13. 党籍：□共青团员 □共产党员 □无党 □其它：          （请说明） 
5.父亲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 □大学/专科 □研究生以上 
6.母亲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 □大学/专科 □研究生以上 
7.父母亲职业：      父   母            父   母

金融业          □   □ 
服务业          □   □ 
信息产业        □   □ 
制造业          □   □ 
自由业          □   □ 

行政事业单位   □   □ 
军警           □   □ 
医疗保健       □   □ 
农渔业         □   □ 
其它           □   □ 

8.居住最长的区域：□沿海  □内陆  □西部 
9.成长居住地的型态是：□都市  □乡村 
10.与您自己有关的事务（例如：升学、就业、交友），您的父母亲通常会接受您的意见或决定吗？
□时常接受  □有时  □很少  □从不接受 

…………………………………………………………………………………………………………. 
11.当您对家中的事务不满时，您能毫无困难的向父母亲说吗？ 
   □毫无问题  □有点困难，但仍然会说出来  □很少说出来  □都是一言不发 
12.您是否时常与父母亲谈论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例如：选举、我们的政府） 
□时常谈 □有时  □很少  □从不谈 

13.如果有谈过，您的父母亲会接受您的意见吗？ 
□时常接受 □有时  □很少  □从不接受 

14.您的父母亲有经常参与有关公众的活动吗？（例如：参加社团、投票等） 
□时常参与 □有时  □很少  □从不参与 

15.您是否时常与您的同学或朋友谈论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例如：选举、我们的政府） 
□时常谈 □有时  □很少  □从不谈 

…………………………………………………………………………………………………………. 
16.平常同学或朋友之间有不同意见时，你们如何处理这种争论 
□请师长仲裁  □大家讨论，投票表决  □不讨论，由某一人决定  □没有一定的处理方式 

17.您当过班级干部或社团干部的次数有多少？（按学期计算，包括高中时代） 
□一次也没有  □1～3次  □4～6次  □七次以上 

18.学校的社团活动里，哪一类您最常参与？ 
□康乐性  □服务性  □学艺性  □学会或代联会  □校友会  □同乡会  □党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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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您认为自己在学校的课外活动参与度是？ 
□很活跃  □还算活跃  □不太活跃  □很不活跃 

20.在校中，如果与老师有不同意见时，您能毫无困难的向老师说吗？ 
□毫无问题  □有点困难，但仍然会说出来  □很少说出来  □都是一言不发 

21.在课堂上或课堂下，您们常与老师谈论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例如：选举、我们的政府） 
□时常谈 □有时  □很少  □从不谈 

22.您是否时常加入此种讨论？            □时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23.这种讨论，学生的意见会受到重视吗？  □时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 
24.您看电视新闻报导吗？        □每天看  □每隔两、三天  □每周看  □从来不看 
25.您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类型是？  □电影  □综艺节目  □卡通  □新闻报导或评论   
 □中国连续剧  □外国影集  □其它 
26.您看报吗？          □每天看  □每隔两、三天  □每周看  □从来不看 
27.看报最喜欢哪一版？  □体育版  □社会版  □国内政治  □财经消息  □社论  □副刊  

□国际新闻  □地方新闻 
28.您经常注意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例如：选举、我们的政府） 
□时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29.您时常注意报章杂志及电视中，有关政治问题的报导吗？ 
□时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30.您每天上网的时间：□30分钟以下  □30分钟到 2小时  □2～6小时  □6小时以上 
…………………………………………………………………………………………………………… 
31.您会在网络上注意有关政治问题的报导吗？    □时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31.您会在网络上讨论政治议题吗？              □时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33.有关政治或政府的知识，您最主要的讯息来源是？ （单选） 
□国内新闻媒介 
□国外新闻媒介 
□父母 

□学校老师 
□同学或朋友 
□教科书 

□网络 

34.有关政治或政府的知识，您最信任何种讯息来源？（单选） 
□国内新闻媒介 
□国外新闻媒介 
□父母 

□学校老师 
□同学或朋友 
□教科书 

□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