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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針對媒體組織的研究，多傾向於研究媒體亂象與道德的問題，較少探討媒體組織發生危機後所發表的言說，本研究以

危機傳播中研究企業危機的方式，來研究媒體組織發生危機後的「情境-策略-效果」三者之間的關連。危機情境的判定以

用Bradford and Garrett(1995)所提出的四大情境分類；修護策略的分類則採用Huang et al.(2005)針對台灣企業危機所提出的

形象修護策略為分類依據；效果的判定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求得受眾對組織危機事件的感知。 除了「情境-策略-效果」三

者之間的關連之外，本研究針對Coombs and Holladay(2002)所提出的SCCT研究中表示，危機情境會透過危機責任去影響組

織的修護效果，也就是說危機情境會影響組織所應負的責任大小後再去影響組織的修護效果。故危機責任在危機情境與修

護效果之間扮演中介的角色。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根據Huang et al.(2005)發展出來的危機溝通策略雙向度連續帶模

型檢視 TVBS 與三立電視台所使用的策略變化後發現，「證據的揭露程度」也是組織選取形象修護策略的考量因素之一。

二、危機事件的嚴重程度也會影響組織的形象修護效果。 三、利用Bradford and Garrett(1995)所提出的情境分類方式將受

眾分群後，在檢視「情境-策略-效果」三者的關係中發現，「組織的過去表現」對組織的修護效果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四

、危機責任在危機情境與修護效果之間確實具有中介效果。 五、受眾平時的收看習慣會影響受眾對危機事件情境與效果的

判定，與電視台立場和受眾立場有關。 六、不同的危機事件，受眾所重視的危機情境不同，是受到不同「指控點」的影響

。

關鍵詞 : 危機情境、危機責任、形象修護策略、形象修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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