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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向課題 突破過去單一課題調查的框架限制，

蒐羅全面向社會課題

動機與目的
超越傳統調查，全面探測民意

系統化調查 建立系統化的調查架構與方法

科學性證據 提供科學的證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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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研究流程與方法

資料蒐集 資訊規格化 課題樹建立 專家座談

334項

課題
自智庫研析、業界建

言、媒體報導、專家
問卷、公共政策平台，

廣泛蒐集課題

將萃取內容規格化，

並撰寫成統一格式的
課題及說明

將篩選出之課題建構

成為「14大類-79小
類-334課題」的系統

化課題樹

共邀請80位學者專

家擔任諮詢專家群，
其中約有1/5來自媒

體及社群。

3次 2次

Phase 1：課題蒐集與初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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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研究流程與方法
Phase 1：課題樹建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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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 2.災害 3.資源 4.能源 5.糧食 6.政治 

1-1 生態環境    
 棲地保育 
 野生動植物保育 
 生物多樣性 
 氣候變遷 
 臭氧層破壞 

1-2 大氣        
 溫室氣體 
 熱島效應 
 光化學煙霧 
 微粒狀汙染物 
 沙塵暴 
 酸雨 
 河川揚塵 
 建物內部空汙 
 港區燃油空汙 
 噪音汙染 
 輻射線汙染 
 光害 

1-3 水域        
 地表水系汙染 
 地下水汙染 
 水質優養化 
 河川整治水泥化 
 海洋汙染 
 海水酸化 
 海洋暖化 
 紅潮 
 

1-4 土地及土壤  
 國土規劃 
 土壤重金屬汙染 
 土壤鹽鹼化 
 沙漠化 

1-5 資源回收、廢
棄物及有害物質   
 一次性用品減量 
 資源回收利用 
 廢棄物處理及管理 
 危害物質越境移動 
 毒物與化學物質管
理 

2-1 風災 
 暴風 
 颱風 

2-2 水災 
 強降雨 
 城市水患 
 海水倒灌 
 海嘯 

2-3 地質災害 
 地震 
 地滑 
 崩塌 
 土石流 
 落石 
 地層下陷 

2-4 氣候災害 
 氣溫異常 
 乾旱 
 森林野火 
 雷電 
 濃霧  

2-5 災害因應 
 平時減災 
 災前整備及預
警 

 救災應變 
 災後復原 

3-1 水資源 
 穩定供水 
 新興水源 
 水庫清淤 
 減少浪費 
 循環利用 
 水價調整 

3-2 農業資源 
 農地休耕 
 農地零碎化 
 農地非法佔用 
 土壤劣化 
 重金屬汙染 
 外來種生物 
 災損賠償 

3-3 森林資源 
 稀有林木盜伐 
 森林面積減少 
 原保地開發 
 稀有動植物保育 

3-4 漁業資源 
 漁場枯竭 
 近海養殖汙染 
 漁權競爭 

3-5 海底資源 
 石油、可燃冰、
天然氣開發 

3-6 礦物資源 
 工業原料供給 
 礦物廢料回收 
 水泥礦物超採 

4-1 能源供給 
 能源安全 
 供應多元化 
 能源進口價格 
 決策與治理 

4-2 核能 
 放射性核廢料處
理 

 廢爐與除役 
 核能安全 

4-3 替代與再生
能源 
 基礎建設之成本 
 環境與場域條件 
 電網併聯整合 
 設備申設誘因 

4-4 電力與電網 
 電業結構與價格 
 發電廠建置與選
址 

 電力供應穩定性 
 電力調度與調節 
 儲電設施之成本 
 環評與民意 

4-5 節省用電 
 工業用電效率 
 都市能源效率 
 時間電價 
 需量反應 

5-1 糧食生產 
 務農人口質量 
 糧食自給率 
 飼料自給率 

5-2 市場供需 
 生產過剩或歉
收 

 價格機制失靈 
 農業經營與銷
售 

5-3 食品安全 
 汙染或農藥殘
留 

 造假與標示不
實 

 疑慮食品之進
口 

 標章認證制度 
 食品廣告管理 

5-4 食品管理 
 消費者溝通與
認知 

 源頭自主管理 
 主管機關整合 
 食安稽核落實 

5-5 食物浪費 
 食材浪費 
 廚餘去化 

6-1 政府效能政
策溝通 
 政府組改 
 年金改革 
 法規調適 
 公私夥伴關係 
 政策協調 

6-2 政黨與選舉 
 政黨補助 
 選舉制度 
 選舉權的取得 
 選舉法規 

6-3 民主深化 
 黨產問題 
 直接民主 
 代議民主 
 數位民主 
 責任政治 

6-4 司法制度 
 死刑存廢 
 司法官監督與淘
汰 

 維護社會安全的
司法 

 人民參與 

6-5 國防外交 
 領土爭議 
 軍備採購 
 外交突圍 
 兵源與兵役制度 

6-6 兩岸關係 
 國家認同 
 人流與金流管制 
 政治交流 
 非政治交流 
 台商權益 

 

7.國際政治與經貿 8.經濟與產業 9.勞動權益與薪資 10.教育 11.社會 

7-1 國際政治 
 政黨補助 
 選舉制度 
 選舉權的取得 
 超國家組織與國際合作 
 國家主義興起 
 恐怖主義與組織 
 民粹挑戰民主制度 
 戰略性能資源 

7-2 軍事衝突 
 區域性衝突 
 軍事武力擴張 
 毀滅性武器使用 
 戰爭型態改變 

7-3 人口移動 
 自願性人口移動 
 難民與非法移民 
 人口販賣 

7-4 世界經濟 
 全球經濟治理 
 區域經濟整合 
 新國際分工 
 全球金融秩序 
 貿易衝突 
 避稅與洗錢 

7-5 跨國企業 
 財閥主宰的經濟 
 金融資本的膨脹 
 企業對企業的戰爭 
 文化環境與管理 

8-1 生產力成長與發展 
 土地與區位條件 
 基礎建設投資 
 水電供應 
 大數據管理規範 
 勞動力之質量 
 勞動力運用彈性 
 外資之吸引 
 內需市場開拓 
 出口市場創造 

8-2 賦稅金融環境 
 研發與生產之誘因 
 賦稅制度之競爭力 
 資金籌募與活化 
 貨幣與匯率政策 
 地方財稅之彈性 

8-3 產業結構調整 
 供應鏈在地化 
 中小企業科技化 
 新創之培育與存活 
 地方經濟活化 

8-4 企業經營管理 
 企業盈餘分配 
 公司治理法令接軌 
 家族性企業世代繼承 
 環境與社會責任 

8-5 知識與品牌保護 
 專利權 
 著作與商標權 
 營業秘密 

9-1 勞動條件 
 工作時數與彈性 
 休假落實與保障 
 勞基法適用範圍 
 勞動檢查落實化 
 薪資成長停滯 
 勞工年金與退休權益 
 非典型勞工之保障 

9-2 勞動力質量 
 青年就業與職涯發展 
 外籍勞工之引入與管理 
 長照人力之缺口 

9-3 就業機會 
 中高齡者就業 
 婦女就業 
 身心障礙者就業 
 就業保險與失業救助 
 培訓與促進就業機制 

9-4 勞資關係 
 勞資會議與工會組織 
 團體協商機制 
 勞資爭議處理 
 勞資溝通管道 
 大量裁員之輔導與保護 

9-5 職場環境 
 職場安全衛生 
 職災救濟制度 
 友善職場 

10-1 家庭教育 
 弱勢家庭教養失能 
 教養焦慮 

10-2 國民教育 
 學習與入學制度改革 
 多元化語言教育 
 身心理、行為與習慣
偏差 

 性別平等教育 
 校園與網路霸凌 
 黑道與毒品入侵 
 偏鄉兒童受教權 

10-3 高等教育 
 大學之質與量 
 技職教育之再定位 
 大學整併或倒閉 
 大學法人化與自主化 
 師資來源與素質 
 博士生之質與量 
 經濟弱勢者受教權 
 學術倫理與誠信 

10-4 社會教育 
 數位素養 
 終身學習及教育 

10-5 教學創新 
 教學數位化與多元化 

10-6 就業競爭力 
 畢業生基礎學力 
 畢業生就業力 

11-1 文化保存 
 文化遺產與古蹟保護 
 職人文化保護傳承 
 眷村與原住民文化保存 
 多元文化共融 
 文化內容產業化 

11-2 治安維護 
 家庭暴力與虐童 
 中輟生幫派化 
 公共空間攻擊及暴力 
 跨國電信犯罪 
 跨國經濟犯罪 
 外籍人士賣淫 
 毒品流通與販賣 
 網路與資訊犯罪 
 警檢打擊犯罪之效率 
 網路及實體安全監控 
 國際刑事偵查與合作 

11-3 道德爭論 
 流浪動物管理 
 安樂死 
 代理孕母合法化 
 單身與同性者人工生殖 

11-4 人權保障      
 社會歧視 
 移工人權 
 無國籍兒童人權 
 性別認同與人權 
 遊民收容與照顧 
 死刑存廢 
  

11-5 宗教信仰 
 宗教團體管理 
 宗教活動幫派化 
 減香與信仰儀式之
衝突 

11-6 媒體素養 
 新聞品質與倫理 
 網路媒體內容管理 



100 研究流程與方法
Phase 1：課題樹建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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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口 13.健康 14.城鄉建設    

12-1 人口動態 
 生命延長與優質化 
 家庭人口少子化 
 城鄉人口失衡 
 外來移民社會需求 

12-2 社會關係 
 婚姻建立與維持 
 宗族關係式微 
 多元之家庭形式 
 社會隔絕 
 孤獨死 

12-3 原住民保護 
 領域與自治 
 語言與技能傳承 
 教育與醫療機會 

12-4 弱勢者保護 
 弱勢者社會補助 
 身心障礙者之支持 

13-1 傳染病防
治 
 人畜共通傳染病 
 蟲媒傳染病 
 水傳播疾病 
 新興傳染病 
 防檢疫機制 

13-2 心理健康 
 壓力過勞 
 自殺防治 
 精神綜合症 

13-3 醫療品質 
 醫療院所之質與
量 

 城鄉資源分配 
 醫療分級之落實 
 護病比之改善 
 居家安寧療護 
 血源與血液安全 
 器官捐贈管理 
 病患權利維護 
 醫療暴力防範 
 醫療行為創新 
 醫療糾紛處理 

 

13-4 整合照護 
 幼兒照護 
 高齡者及失能者
照護 

13-5 預防保健 
 生活習慣慢性病 
 早期篩檢普及化 

13-6 醫療保險 
 健保財務規劃 
 健保給付範圍 

14-1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之落實 
 公有保留地 

14-2 住宅供給 
 老舊建物更新 
 社會住宅 
 房價抑制機制 

14-3 交通運輸 
 城市交通壅塞 
 道路品質與設計 
 人行道系統 
 停車設施與規範 

14-4 公共休憩空間 
 公園綠地與河川 
 文教場所之提供 

14-5 水電設施 
 飲水與汙水處理 
 電纜線地下化 

14-6 網路通訊設施 
 網路通訊之覆蓋率 
 網路通訊之速度品
質 

 基地台設置 

14-7 無障礙環境 
 身心障礙者之友善
環境 
 

14-8 廢棄物清運處理 
 焚化廠設置維運 
 資源回收管理 

14-9 環境災害監測 
 空氣汙染監測 
 水質汙染監測 
 脆弱地表監測 

14-10 殯葬設施管理 
 殯葬模式多元化 
 殯葬設施之管理 

   

 

 

7.國際政治與經貿 8.經濟與產業 9.勞動權益與薪資 10.教育 11.社會 

7-1 國際政治 
 政黨補助 
 選舉制度 
 選舉權的取得 
 超國家組織與國際合作 
 國家主義興起 
 恐怖主義與組織 
 民粹挑戰民主制度 
 戰略性能資源 

7-2 軍事衝突 
 區域性衝突 
 軍事武力擴張 
 毀滅性武器使用 
 戰爭型態改變 

7-3 人口移動 
 自願性人口移動 
 難民與非法移民 
 人口販賣 

7-4 世界經濟 
 全球經濟治理 
 區域經濟整合 
 新國際分工 
 全球金融秩序 
 貿易衝突 
 避稅與洗錢 

7-5 跨國企業 
 財閥主宰的經濟 
 金融資本的膨脹 
 企業對企業的戰爭 
 文化環境與管理 

8-1 生產力成長與發展 
 土地與區位條件 
 基礎建設投資 
 水電供應 
 大數據管理規範 
 勞動力之質量 
 勞動力運用彈性 
 外資之吸引 
 內需市場開拓 
 出口市場創造 

8-2 賦稅金融環境 
 研發與生產之誘因 
 賦稅制度之競爭力 
 資金籌募與活化 
 貨幣與匯率政策 
 地方財稅之彈性 

8-3 產業結構調整 
 供應鏈在地化 
 中小企業科技化 
 新創之培育與存活 
 地方經濟活化 

8-4 企業經營管理 
 企業盈餘分配 
 公司治理法令接軌 
 家族性企業世代繼承 
 環境與社會責任 

8-5 知識與品牌保護 
 專利權 
 著作與商標權 
 營業秘密 

9-1 勞動條件 
 工作時數與彈性 
 休假落實與保障 
 勞基法適用範圍 
 勞動檢查落實化 
 薪資成長停滯 
 勞工年金與退休權益 
 非典型勞工之保障 

9-2 勞動力質量 
 青年就業與職涯發展 
 外籍勞工之引入與管理 
 長照人力之缺口 

9-3 就業機會 
 中高齡者就業 
 婦女就業 
 身心障礙者就業 
 就業保險與失業救助 
 培訓與促進就業機制 

9-4 勞資關係 
 勞資會議與工會組織 
 團體協商機制 
 勞資爭議處理 
 勞資溝通管道 
 大量裁員之輔導與保護 

9-5 職場環境 
 職場安全衛生 
 職災救濟制度 
 友善職場 

10-1 家庭教育 
 弱勢家庭教養失能 
 教養焦慮 

10-2 國民教育 
 學習與入學制度改革 
 多元化語言教育 
 身心理、行為與習慣
偏差 

 性別平等教育 
 校園與網路霸凌 
 黑道與毒品入侵 
 偏鄉兒童受教權 

10-3 高等教育 
 大學之質與量 
 技職教育之再定位 
 大學整併或倒閉 
 大學法人化與自主化 
 師資來源與素質 
 博士生之質與量 
 經濟弱勢者受教權 
 學術倫理與誠信 

10-4 社會教育 
 數位素養 
 終身學習及教育 

10-5 教學創新 
 教學數位化與多元化 

10-6 就業競爭力 
 畢業生基礎學力 
 畢業生就業力 

11-1 文化保存 
 文化遺產與古蹟保護 
 職人文化保護傳承 
 眷村與原住民文化保存 
 多元文化共融 
 文化內容產業化 

11-2 治安維護 
 家庭暴力與虐童 
 中輟生幫派化 
 公共空間攻擊及暴力 
 跨國電信犯罪 
 跨國經濟犯罪 
 外籍人士賣淫 
 毒品流通與販賣 
 網路與資訊犯罪 
 警檢打擊犯罪之效率 
 網路及實體安全監控 
 國際刑事偵查與合作 

11-3 道德爭論 
 流浪動物管理 
 安樂死 
 代理孕母合法化 
 單身與同性者人工生殖 

11-4 人權保障      
 社會歧視 
 移工人權 
 無國籍兒童人權 
 性別認同與人權 
 遊民收容與照顧 
 死刑存廢 

11-5 宗教信仰 
 宗教團體管理 
 宗教活動幫派化 
 減香與信仰儀式之
衝突 

11-6 媒體素養 
 新聞品質與倫理 
 網路媒體內容管理 



統計與交叉

分析

線上問卷設計 發放與回收

百大
最受關注課題關注度指數

100 研究流程與方法
Phase 2：議題票選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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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5~11.19

有效問卷
分層配額抽樣
網路複選投票

(每位受訪者有15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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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關注度指數說明

 為受訪民眾對該項課題

的相對關心程度

 非等同於對政府政策的

滿意或不滿意程度

關注度指數 百大課題

平均關注度指數

6.06

第25名

6.46
第50名

5.85
第75名

5.45
第100名

5.17
第1名

10.0

註1. 標準化程序：以課題平均得票率為基準(平均分數為5分)進行標準化的轉換
標準化公式=5+{5*[(Xi-XMean)/(XMaximum-XMean)] }
其中，Xi表課題i的得票率；XMean表課題平均得票率(4.49%)；XMaximum表最高課題得票率
以334課題來看，最高課題得票率(20.5%)為10分，最低課題得票率(0.91％)為3.88分
以TOP100來看，最高課題得票率(20.5%)為10分，最低課題得票率(5.00％)為5.17分

註2. 經標準化轉換後的關注度指數，數值大小僅係呈現課題之間受到民眾關注的相對強度，數值本身並無實質意義



49.2% 50.8%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離島區域

22.1%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

16.6%

19.2%

19.3%

19%

15%

10.9%

銀髮世代中年世代青年世代

性 別

居住地

世 代

45.5%

東部區域

100 研究流程與方法
Phase 2：問卷受訪者結構

27.0% 4.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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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大課題與課題屬性分佈

9

研究發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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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百大課題(關鍵字)

名次 課題關鍵字 名次 課題關鍵字 名次 課題關鍵字 名次 課題關鍵字 名次 課題關鍵字

1 造假與標示不實 21 穩定供水 41 災後復原 61 都市能源效率 81 壓力過勞

2 資源回收利用 22 新聞品質與倫理 42 年金改革 62 土壤重金屬污染 82 家庭少子化

3 污染或農藥殘留 23 地震 43 網路媒體內容管理 63 公共運輸安全 83 死刑存廢

4 氣候變遷 24 政策溝通 44 強降雨 64 生產過剩或欠收 84 水電供應

5 氣溫異常 25 勞資爭議處理 45 勞資溝通管道 65 終身學習及教育 85 毒品流通與販賣

6 一次性用品減量 26 弱勢家庭教養失能 46 城市水患 66 國家認同 86 畢業生基礎學力

7 廢棄物處理及管理 27 家庭暴力與虐童 47 放射性核廢料處理 67 司法官監督與淘汰 87 農產經營與銷售

8 救災應變 28 野生動植物保育 48 薪資成長停滯 68 土石流 88 消費者溝通與認知

9 疑慮食品之進口 29 食品廣告管理 49 房價抑制機制 69 危害物質越境移動 89 婚姻建立與維持

10 畢業生就業力 30 減少浪費 50 勞資會議與工會組織 70 全球經濟治理 90 電網併聯整合

11 棲地保育 31 弱勢者社會補助 51 工作時數與彈性 71 休假落實與保障 91 國土規劃

12 核能安全 32 婦女就業 52 平時減災 72 貧富階級深化 92 空氣污染監測

13 食材浪費 33 培訓與促進就業機制 53 生物多樣性 73 區域經濟整合 93 安樂死

14 臭氧層破壞 34 水庫清淤 54 微粒狀污染物 74 身心障礙者之支持 94 健保財務規劃

15 災前整備及預警 35 能源安全 55 食安稽核落實 75 重金屬污染 95 健保給付範圍

16 中高齡者、高齡者就業 36 高齡者及失能者照護 56 溫室氣體 76 供應多元化 96 道路品質與設計

17 環境與場域條件 37 毒物與化學物質管理 57 政府組改 77 價格機制失靈 97 廢爐與除役

18 就業保險與失業救助 38 基礎設施之成本 58 社會住宅 78 資源回收管理 98 社會歧視

19 循環利用 39 颱風 59 友善職場 79 酒駕或違規肇禍 99 地下水污染

20 標章認證制度 40 教養焦慮 60 城市交通壅塞 80 時間電價 100 職場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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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運
處理

環境災害監
測

環境

糧食

災害

勞動權益
與薪資

能源

社會

城鄉建設

資源人口

政治

教育

健康 國際政治
與經濟

經濟與
產業

15%

12%

10% 7% 6%

5%

7%

5%10%

1%
11%

5%

4% 2%

註：上述%數值為該領域大類涵蓋之課題數目，如環境大類有15%，表示該類涵蓋15項百大課題。

共14大分類

100 百大課題大分類分佈



100 各大分類TOP3課題

1 課
題

2 課
題

3 課
題

關注度指數

關注度指數

關注度指數

9.04

8.43

8.01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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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各大分類TOP3課題

1 課
題

2 課
題

3 課
題

勞動權益
與薪資

關注度指數

關注度指數

關注度指數

6.76

6.62

6.46
13



100 各大分類TOP3課題

1 課
題

2 議
題

3 課
題

糧食
關注度指數

關注度指數

關注度指數

10.0

8.47

7.35

2 課
題

14



關注度指數

關注度指數

7.81

6.77

關注度指數 8.32

100 各大分類TOP3課題

1 課
題

2 課
題

3 課
題

災害

15



100 各大分類TOP3課題

1 課
題

2 課
題

3 課
題

能源

關注度指數

關注度指數

6.75

6.12

關注度指數 6.79

16



各群體關注課題
-全體、世代、區域、性別、婚育

17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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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整體前十大課題

降低造假與標示
不實的食品詐欺
事件

落實源頭減量與
物質循環再利用

1
降低生產過程不
當產生的食物中
毒事件

氣候變遷造成水
資源短缺與品質
下降

氣溫異常造成農
業損失與用電量
增加

2 3 4 5

減少一次性用品
的使用

落實廢棄物處理
與管理以免環境
二次污染

6
強化災害警報發
布機制並提供應
變協助

強化對於開放特
定進口食品的安
全管理

畢業生之訓練與
社會需求有落差

7 8 9 10

關注度指數：10.00 關注度指數：9.04 關注度指數：8.47 關注度指數：8.32

關注度指數：8.00 關注度指數：7.35

關注度指數：8.43

關注度指數：8.01 關注度指數：6.96關注度指數：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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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全體 青年
20-39歲

壯年
40-59歲

銀髮
60歲以上

1 A A C

2 B D B A

3 C B C B

關注度指數：10.00

關注度指數：9.04

關注度指數：8.47

降低造假與標示不實
的食品詐欺事件

落實源頭減量與物質
循環再利用

降低生產過程不當產
生的食物中毒事件

氣候變遷造成水資源
短缺與品質下降

降低造假與標示不實
的食品詐欺事件

降低造假與標示不實
的食品詐欺事件

降低造假與標示不實
的食品詐欺事件

落實源頭減量與物質
循環再利用

落實源頭減量與物質
循環再利用

落實源頭減量與物質
循環再利用

降低生產過程不當產
生的食物中毒事件

降低生產過程不當產
生的食物中毒事件

100 「世代」前三大關注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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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居住地」前三大關注課題

名次 全體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離島

1

2

3

降低造假與標
示不實的食品
詐欺事件

落實源頭減量
與物質循環再
利用

降低生產過程
不當產生的食
物中毒事件

落實源頭減量
與物質循環再
利用

降低造假與標
示不實的食品
詐欺事件

氣候變遷造成
水資源短缺與
品質下降

落實源頭減量
與物質循環再
利用

降低造假與標
示不實的食品
詐欺事件

降低生產過程
不當產生的食
物中毒事件

降低造假與標
示不實的食品
詐欺事件

落實源頭減量
與物質循環再
利用

落實源頭減量
與物質循環再
利用

降低造假與標
示不實的食品
詐欺事件

減少一次性用
品的使用

強化災害警報
發布機制並提
供應變協助

氣候變遷造成
水資源短缺與
品質下降

降低造假與標
示不實的食品
詐欺事件

落實源頭減量
與物質循環再
利用

關注度指數：10.00

關注度指數：9.04

關注度指數：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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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性別」前三大關注課題

名次 全體 男性 女性

1

2

3

關注度指數：10.00

關注度指數：9.04

關注度指數：8.47

降低造假與標示不實
的食品詐欺事件

落實源頭減量與物質
循環再利用

降低生產過程不當產
生的食物中毒事件

落實源頭減量與物質
循環再利用

降低造假與標示不實
的食品詐欺事件

降低生產過程不當產
生的食物中毒事件

落實源頭減量與物質
循環再利用

降低造假與標示不實
的食品詐欺事件

氣候變遷造成水資源
短缺與品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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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婚育」前三大關注課題

名次 全體 有子女 無子女 有子女 無子女

1

2

3

降低造假與標示
不實的食品詐欺
事件

落實源頭減量與
物質循環再利用

降低生產過程不
當產生的食物中
毒事件

降低生產過程不
當產生的食物中
毒事件

降低造假與標示
不實的食品詐欺
事件

落實源頭減量與
物質循環再利用

落實源頭減量與
物質循環再利用

降低造假與標示
不實的食品詐欺
事件

降低生產過程不
當產生的食物中
毒事件

降低生產過程不
當產生的食物中
毒事件

落實源頭減量與
物質循環再利用

氣溫異常造成農
業損失與增加用
電需求

降低造假與標示
不實的食品詐欺
事件

氣候變遷造成水
資源短缺與品質
下降

落實源頭減量與
物質循環再利用

關注度指數：10.00

關注度指數：9.04

關注度指數：8.47

已婚 單身



差異化課題
-世代、區域、性別、婚育

23

差異課題：依群間差異度(關注度指數差距)排序
相對突出的課題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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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世代」差異化課題

青年(20-39歲) 壯年(40-59歲) 銀髮(60歲以上)

• 加強農作資訊透明公開

以

• 降低生產過程不當產生

的

• 促進

低劣須強化
媒體自律與責任

充斥不實訊

息須落實

• 法定性別是否應考量

缺乏共識

關注度指數：8.29

關注度指數：7.28

關注度指數：5.96

須強化社會支持系統

• 協助婦女職涯規劃與促

進

關注度指數：6.85

關注度指數：6.69

• 落實

關注度指數：9.54 關注度指數：7.22

關注度指數：10.0

關注度指數：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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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居住地」差異化課題

北
部

東
部

中
部

離
島

南
部

低劣須強化

與責任

充斥不實訊息須落
實

•大眾對 與國名很在
乎卻難有共識

•家庭成員間的

•政府需與社會溝通並讓人民
瞭解政策

•因應 和多元化的
未來趨勢

•強化
並提供應變協助

•進行
以降低災害影響程度

•落實 讓民
眾獲得同等

•氣候變遷造成
與品質下降

•管制氟氯碳化物等物質使用
以降低臭氧層破壞

造成水質惡劣與淹水問題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以減少地球暖化

造成基礎設施損壞與生活機能癱瘓

等有毒害物質對人體
的危害

關注度指數：10.0

關注度指數：8.78

關注度指數：6.21

關注度指數：7.09

關注度指數：6.5

關注度指數：5.84

關注度指數：7.11

關注度指數：7.57

關注度指數：5.93

關注度指數：8.97

關注度指數：5.98

關注度指數：7.44

關注度指數：6.85

關注度指數：5.29

關注度指數：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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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性別」差異化課題

女性

• 協助婦女職涯規劃
與

• 家庭成員間的

需資源協助

男性

造成水質惡
劣與淹水問題

• 使用核能需要兼顧

• 提升

關注度指數：6.42

關注度指數：7.21

關注度指數：6.50

關注度指數：6.82

關注度指數：6.47

關注度指數：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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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婚育」差異化課題

已婚 單身
• 降低生產過程不當產
生的

• 加強農作資訊透明公
開以

• 強化對於開放特定

• 再生能源需有足夠饋線
容量以進行電力調度

• 修法加重刑責或引進
鞭刑制度仍有爭議

• 綠電設置場域需兼顧
能源發展與生態考量

• 新聞品質低劣須強化
媒體自律與責任

• 網路媒體充斥不實訊
息須落實內容管理

• 使用核能需要兼顧核
能安全

關注度指數：9.30

關注度指數：6.09

關注度指數：7.77

關注度指數：8.09

關注度指數：7.04

關注度指數：7.50

關注度指數：5.95

關注度指數：5.74

關注度指數：7.29

須
強化社會支持系統
關注度指數：7.24

過度追
繳溢領危及所得安全
關注度指數：7.64

• 落實

關注度指數：10.00



整體關注構面

個別群體需求

結論100

環 境 糧 食
勞動權益
與 薪 資 災 害 能 源

性 別居 住 地 區世 代

青年 價值型課題

壯年 務實型課題

銀髮 農作與糧食課題

北部 價值與理念型課題

中南部 環境與災害課題

東部 家庭與教育課題

離島 災害與健康課題

男性 公共課題

女性 家庭課題

婚 育 狀 況

婚育 生活安全課題

單親 社會安全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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