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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憲法訴訟類型）提出專家諮詢意見事：

應揭露事項2

一 、 相 關 專 業 意 見 或 資 料 之 準 備 或 提 出 ，是 否 與 當 事 人 、關係人 

或 其 代 理 人 有 分 工 或 合 作 關 係 。

二 、 相 關 專 業 意 見 或 資 料 之 準 備 或 提 出 ，是 否 受 當 事 人 、關係人 

或 其 代 理 人 之 金 錢 報 酬 或 資 助 及 其 金 額 或 價 值 。

三 、 其 他 提 供 金 錢 報 酬 或 資 助 者 之 身 分 及 其 金 額 或 價 值 。

專業意見或資料

一 、關 於 選 前 民 調 對 選 舉 結 果 之 影 響 ，觀 諸 現 有 國 外 研 究 發 現 ， 

正 反 面 意 見 兼 具 。選前民調的正面影響為有助於政治練達的  

選 民 正 確 預 測 選 舉 結 果 ，且民調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效果有  

限 (Daoust et al.，2020; Durand &  Goyder，2023; Meffert &  

Gschwend，2011)。然上述結果僅限於選民觀看民調數字後的  

影 響 ，現 實 中 ，多數民調公布會伴隨民調數字變動報導與解  

讀 ，而這些圍繞於民調數字的報導對於投票抉擇具有相當影  

響 力 。究 其 實 ，民調變動的相關報導易引發從眾效應  

(bandwagon effect) ，也就是選民的投票抉擇會因報導而傾向  

民調領先者 (Gasperoni &  Mantovani，2015; Morwitz &  Pluzinski， 

1996; van der Meer et al.，2 0 1 5 )。根 據 實 驗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只 

是 單 純 的 呈 現 民 調 數 字 並 不 會 影 響 投 票 抉 擇 ，人們還是會依 

照 原 本 的 期 望 或 喜 好 投 票 ，但是當閱讀有關民調報導某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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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候 選 人 的 支 持 度 上 升 時 ，會引發閱讀者改變投票意向給民

調 領 先 者 ，雖 然 人 數 可 能 不 多 ，但在競爭激烈的選舉時足以  

影 響 最 終 的 選 舉 結 果 。

以 結 論 而 言 ，民 調 數 字 本 身 影 響 選 舉 結 果 的 效 果 有 限 ， 

但是有關民調數字的相關報導所造成的媒體效應才是影響選  

舉 結 果 的 關 鍵 。在媒體與政治行為研究中已經確認媒體報導  

對 投 票 抉 擇 的 影 響 （Gelman &  King，1993; Soroka et al.，2 0 0 9 )， 

媒 體 透 過 框 架 與 激 發 效 應 影 響 選 民 對 民 調 數 字 的 解 讀 ，若執 

行 民 調 單 位 與 媒 體 本 身 僅 單 純 傳 達 訊 息 ，其造成的影響如上 

述 研 究 結 果 來 說 ，效 果 有 限 。但若民調與媒體成為競選工  

具 ，在 民 調 數 字 可 被 操 縱 ，媒體正面或負面解讀民調數字變  

化 時 ，這 時 兩 者 結 合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不 可 小 覷 ，最終部分選民 

選 擇 的 不 是 最 反 映 自 己 偏 好 的 候 選 人 ，而是媒體塑造的最強 

候 選 人 。

以此次 2024年 總 統 選 舉 為 例 ，各候選人的民調與民調 

相 關 新 聞 的 走 向 大 致 呈 現 兩 種 趨 勢 。對 候 選 人 A 而 言 ，其民 

調 走 勢 與 民 調 相 關 新 聞 呈 負 向 關 係 ，也就是越到選舉日民調  

相 關 新 聞 越 少 但 其 民 調 數 字 卻 逐 步 上 揚 ，表示有其他因素驅 

動 民 調 。候選人 B 則 是 民 調 與 民 調 新 聞 呈 正 向 關 係 ，恰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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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候 選人 C 成 對 比 ；候 選人 C 的民調與民調新聞呈現負向關

2 係 ，越 多 的 民 調 新 聞 報 導 反 而 導 致 其 民 調 數 字 每 況 愈 下 。這

3 些 分 析 圖 表 可 以 顯 示 從 眾 效 應 的 存 在 ，尤其對候選人 B 和 C

4 而 言 ，越 多 的 媒 體 曝 光 度 只 對 其 中 一 人 有 正 向 效 果 ，代表越

5 多民調新聞有關 B 民調逐步上升的報導可能導致越多人支持

6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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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 調 對 選 舉 結 果 的 影 響 是 否 會 因 距 離 選 舉 日 之 遠 近 ，而有不

同？

如 上 所 述 ，民 調 對 投 票 抉 擇 的 影 響 來 自 於 媒 體 報 導 ，而越到 

選 舉 日 ，選 戰 相 關 報 導 會 越 多 ，就算是不關心政治的選民在  

選 戰 最 後 很 難 不 接 觸 到 相 關 新 聞 。由於多數選民仍認為投票 

是 應 盡 義 務 ，因此選戰後期的民調在理論上會比前期的民調  

更 容 易 影 響 投 票 抉 擇 ，尤 其 對 於 舉 棋 不 定 的 選 民 而 言 ，其投 

票 意 向 越 會 受 到 後 期 選 舉 策 略 與 媒 體 報 導 的 影 響 。

下 圖 顯 示 ，越到選舉日於民調中表示還未決定投給哪  

位 候 選 人 的 比 例 逐 漸 降 低 ，而越到選舉日民調相關新聞的比  

例 則 逐 漸 提 高 ，雖 然 兩 者 之 間 未 必 有 因 果 關 係 ，因為越到選 

舉 日 會 有 越 多 人 做 出 投 票 抉 擇 ，且越到民調封關日會有越多 

民 調 新 聞 以 提 供 大 家 抉 擇 資 訊 ，因此兩者同時被大眾關注選  

舉 結 果 的 動 機 驅 動 。然 而 ，就因為選民越到投票日會越關注  

選 舉 新 聞 ，民 調 新 聞 提 供 直 接 的 結 果 預 測 ，比起選民要透過 

其 他 資 訊 判 斷 候 選 人 的 支 持 度 ，如造勢人數或是後援會數目 

等 ，更 具 直 觀 的 資 訊 ，若加上過度渲染營造支持度上升的印  

象 ，民 調 新 聞 會 更 具 有 影 響 選 舉 結 果 的 能 力 ，這也是部分國 

家 禁 止 民 調 於 選 前 發 佈 的 主 要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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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禁 止 選 前 公 布 民 調 ，是 否 有 助 於 選 舉 之 公 正 性 ？

選 舉 是 民 主 國 家 用 以 甄 補 國 家 領 導 人 的 唯 一 方 式 ，民主的運 

作 品 質 有 賴 於 選 舉 過 程 遵 循 自 由 且 公 平 （ free and fair)之 原 則 。 

所 謂 的 自 由 是 公 眾 享 有 言 論 與 結 社 自 由 ，可以發表其政治理 

念 並 支 持 特 定 候 選 人 ，公平則是不同的言論或看法都有發聲  

的 管 道 ，即 其 他 訊 息 管 道 （ alternative information)的 存 在 。理 

論 上 ，民 主 國 家 媒 體 自 由 ，各 種 言 論 皆 有 其 發 聲 管 道 ，形成

觀 念 的 自 由 市 場 (marketplace of ideas) ，透過競爭讓多數支持 

的 言 論 成 為 主 流 。然 而 ，現 實 上 ，觀念的自由市場可能因為

某 些 媒 體 傳 達 訊 息 較 有 效 率 而 成 為 主 流 ，且資訊混雜各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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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話 的 結 果 ，可能造成民眾對議題產生困惑甚或各持己見而形

2 成 衝 突 （V oltm er, 2 0 0 4 ) 。

3 以 目 前 台 灣 媒 體 與 政 黨 競 爭 相 合 的 程 度 ，非主流

4 政 黨 之 言 論 已 難 以 見 諸 媒 體 ，而媒體作為政黨競爭攻防的

5 —環 ，閱 聽 大 眾 也 很 難 從 單 一 管 道 媒 體 得 到 其 他 訊 息 ，因

6 此 雖 然 媒 體 報 導 内 容 與 方 向 已 不 再 受 限 制 ，但是媒體在不

7 同 資 源 下 競 爭 的 結 果 可 能 導 致 部 分 訊 息 被 忽 視 甚 或 扭 曲 ，

8 最 終 影 響 選 舉 公 平 性 。雖然這些負面效果來自於整體媒體

9 報 導 ，但 如 前 所 述 ，民 調 新 聞 具 有 影 響 選 民 態 度 的 效 果 ，

10 因此在選前減少一些資訊作為媒體報導的標的有助於維持

11 些 許 公 正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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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憲法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憲法法庭審理案件認有必要時，得依 

職權或依聲請，通知當事人或關係人到庭說明、陳述意見，並得指定專家學者、機關或團體 
就相關問題提供專業意見或資料。本法第6條第1項 、第2項以外之機關受憲法法庭通知依 

本條第1項規定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意見時，使用本意見書。
2 本法第19條第3項規定，當事人、關係人以外之人民或團體，依第一項指定提出專業意 

見或資料時，應揭露以下資訊：
一 、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是否與當事人、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

係 。
二 、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是否受當事人、關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 

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三 、 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
3 本法第14條第1項第7款規定，書狀應記載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