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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謝長廷競選2008年總統期間面臨危機時的言說反應，及選民所認知的情境和歸因危機責任的考量。透過集群分

析觀察不同集群選民，對候選人危機情境判斷及危機責任歸因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不同群組的選民對情境的認定及衡量

危機責任的面向皆有差異。 泛綠選民多數認為謝長廷處在行為情境，而泛藍及中間選民多認為謝近廷處在同意情境。危機

責任之歸因，因不同危機事件及選民群組而有不同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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