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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從危機傳播的語藝學派觀點，探討不同政黨傾向的選民在危機情境、策略與修護效果三者之間的關聯，以及其對於

危機責任的歸因方式；另一方面，透過對馬營幕僚的深入訪談，了解其對危機情境的歸類與實際上所使用的形象修護策略

，藉以對照選民認知上的危機情境和新聞報導內容分析的策略使用之異同。危機情境的認定採用Bradford and Garrett(1995)

的四種危機情境分類；策略則使用Huang et al.(2005)的五大形象修護策略為依據；從社會大眾的角度分析政治人物的危機

傳播效果。 研究結果發現，第一，新聞報導的內容分析結果可以代表馬營實際上所運用的策略。第二，不同政黨傾向的選

民在情境歸類與形象修護效果方面，均顯示出差異性。第三，在同意情境下使用讓步策略，確實會讓形象修護效果轉為正

面或者更好。第四，選民會因為危機事件本身性質的不同，而對於候選人的危機責任歸因有所差異。最後，競選勝敗的關

鍵在於獲得中間選民的支持，應當找尋其對危機責任的歸因是什麼，進而提升形象修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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