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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從語藝觀點出發，以Bradford and Garrett（1995）所提出的「回應溝通模型」與Benoit（1997）發表的「形象修護策

略」為分析架構，探討2005年台北縣周錫瑋與台中市胡志強競選期間，危機情境、策略及效果三者之間的關連性。 研究方

法採用「內容分析法」及「深入訪談法」兩者並行，以瞭解周錫瑋與胡志強在競選期間，面對危機事件時所採用的反應策

略。首先從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及蘋果日報的新聞資料中，整理出兩人較為重大的危機事件，包括周錫瑋的永洲

＆偉士案、瑋哥部落格、股條案，以及胡志強的健康問題、黨職併公職及自來水石綿管線等總計六個危機事件。同時透過

報紙的報導歸納出兩人的危機反應策略之後，再與候選人競選期間的文宣幕僚訪談結果交互印證，以增加信度。本研究也

藉著報紙的評論、讀者投書及與媒體記者的訪談資料，探討候選人反應策略的媒體評價。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包括：1.候選

人支持度差距大小影響危機反應策略之使用；2.「反擊對手」是選舉危機最主要的反應策略；3.發現新增反應類目；4.競選

期間鮮少出現「同意情境」的危機；5. Bradford and Garrett提出的情境與策略對應之關係並非適用所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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