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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分別從公關活動、施政表現、個人文學著作、處理重大議題以及危機處理過程等面向，探討台中市長胡志強在新增

選民心目中的認知與評價。研究發現新增選民對胡志強市長的形象認知，除了外型、學經歷和健康問題之外，以胡志強的

施政表現給新增選民的印象最為深刻，其次是重大議題以及危機事件的處理，至於台中市政府舉辦的公關活動與胡志強個

人文學著作，給新增選民的印象比較模糊。而且大多數的新增選民對胡志強的施政表現評價，並非完全來自新聞媒體，而

是經由親身體驗得出較多。另外新增選民得自大眾傳播媒介而來的印象，又可分為純粹的新聞報導與互動性的媒體應對，

其中以胡志強與媒體的互動更能夠在新增選民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 新增選民的概念在選舉實務上並不新鮮，但在學術文

獻上的著墨並不多，本研究以新增選民作為研究對象，並以「性別」及「現在長期居住地」作為劃分類型的區隔，期望能

發現不同區隔的新增選民是否會有不同的首長形象認知或評價，但是研究結果並無太大差異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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