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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代行政組織所面對的是變動劇烈難以預測的社會政經環境，政府危機已不再侷限災難事件，公共政策的挫敗也可能引發

民眾對政府之不信任而造成執政危機，如何轉移失敗焦點爭取公眾支持及維護組織良好形象，已成了行政組織應面對的重

要課題。 本研究以台中市政府為研究主體，探討台中市政府自2002年初提出爭取古根漢美術館設立台中分館，至2004年12

月台中市議會正式決議擱置古根漢案期間，台中市政府面對台中市議會、文化界、中央政府、媒體及台中市民等不同目標

公眾時所遭遇的施政危機，以危機語藝的研究取向探討台中市政府面臨的危機情境、在面對不同危機議題時是否會順應調

整危機反應策略、及危機反應策略成效；亦即探討市府在古根漢施政危機中「危機情境－反應策略－媒體效果」三者間的

關係。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及「深入訪談法」並行；在危機情境上，以Bradford與Garrett(1995)的情境與策略對應理

論為分析架構，在危機反應策略上，以Benoit(1997)的五大形象修護策略為分析架構。研究結果發現公共政策危機與災難事

件危機特性具有差異，公共政策危機情境集中在標準情境及控制情境；採用之危機傳播策略以降低危機衝擊性為主；且媒

體效果與議題性質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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