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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媒體傳播效果有正面的與負面的功能，然而警察機關在媒體 上所出現的報導，負面的報導卻遠較正面的為多。媒體有報導

事 實的權利及職責，但被報導者同樣有權利免於被胡亂報導而受到 傷害的自由保障。 當警察晝夜地為維護全民生命財產

安全而盡心賣力之時，媒 體渲染炒作個案之警察風紀案件，極易形成民眾對警察的負面觀 感，傷害了人民對警察的信任

、抹殺大部分員警日累的汗馬功勞 ，更甚者影響警察整體之工作士氣。因新聞媒體對於涉及警察事 件之報導，向來深入

且鉅細靡遺，是故，警察機關如何預先掌握 媒體報導內容，機先處理、即時採取適切處置措施，是個值得關 注和探討的

課題。 本研究將透過文獻探討、深入訪談及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究 警察機關的領導階層如何在議題產生的同時，對於可

能產生危機 的誘發事件原因，運用策略讓問題疏緩下來，順利的處理危機。 並且以危機管理的觀點，針對警察機關的「

傳播媒體危機」危機 管理提供適當的建議。 經本研究發現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在傳播媒體危機管理機制上 較為薄弱之處有

以下機點： 一、未建立危機管理知識庫 二、相關單位未曾舉辦危機管理訓練 三、危機處理小組未曾模擬危機發生進行沙

盤演練 四、新聞監看未能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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