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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關於危機溝通策略之研究，大多採取個案探討及內容分 析之研究途徑，對於策略運用效果的評價方式過於簡單。本研

究 以2005 年彰化縣長選舉為研究背景，探討選舉期間數個同類型危 機事件，以「危機情境-策略-效果」之連續觀點來理

解候選人對 於危機情境之認定，在不同情境下所運用之溝通策略，以及引發 之輿論效果。其中「危機情境」採Bradford

and Garrett（1995）之 四大危機情境，「策略」採Benoit（1997）之形象修護策略理論， 「效果」則採國內學者吳宜蓁

（2002）之「媒體成效」與「社會 效能」觀點，以求能完整評價危機溝通策略。 本研究跳脫過去個案探討及內容分析之

單一資料蒐集策略， 兼採「內容分析法」、「深度訪談法」及「問卷調查法」等三種資 料蒐集策略，期能建構更具全方

位的危機溝通策略評價，並深入 理解危機情境、策略及效果三者之間的關聯性。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包括： 1. 「降低危機

衝擊性」與「否認」為候選人最常使用的策略。 2. 候選人採用之反應策略與理論建議相符者，所獲得的策略成 效評價較

佳 3. 危機反應策略的使用需考量到對手的後續反應 4. 選民對候選人的過往印象與對手所指控之證據真實性、策略 效果有

顯著相關 5. 競選期間民眾對於候選人所屬之政黨形象觀感，亦屬於不能 輕忽的危機 6. 競選期間候選人的危機情境絕少出

現Bradford and Garrett 所 提出的同意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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