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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了解媒體報導框架有助於面對類似情境的公關人員擬訂傳播策略，本研究探討王永慶過世後新聞報導框架。研究顯示，王

永慶過世後的新聞報導偏向衝突框架、人類利益框架與道德框架。國內三大報紙對的後續報導都偏向於遺產分配議題，而

新聞框架則偏向責任歸因框架、人類利益框架。研究結果有助於大企業遇到此問題事件時，了解新聞媒體的報導取向，有

助於公關人員擬訂有效的危機傳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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