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文摘要 

 
本研究以「杜邦鐵氟龍事件」為個案，海峽兩岸的媒體報導為研究對

象，描述與比較媒體報導所呈現的杜邦公眾風險認知、杜邦的危機溝通策

略與媒體形象報導，並以杜邦的媒體形象報導作為應變項，進行變項間的

關聯性研究，藉跨地區的比較，討論背後可能的文化意涵。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結果分成三部分： 

（一）風險認知：研究結果顯示，「個人暴露於風險之中」「後果嚴

重」「對風險有控制權」三項風險特質，最能解釋和預測公眾感到危險的

程度。在杜邦與其公眾的比較上，杜邦較常採用量化或然率來詮釋風險，

作為其否認風險危害的輔助工具。在海峽兩岸的比較方面，呈現在台灣媒

體報導中的公眾，比較認為風險的「後果嚴重」，中國大陸的媒體報導裡，

公眾則較感到該風險「可佈」、對於該風險的相關知識較低。 

 

   （二）危機溝通：研究結果發現，杜邦最常使用「否認」、「提供資

訊」、「討好」策略，貫徹了「相信，而不是原諒杜邦」的訴求。此外，

杜邦在二地所採取的危機溝通策略並無顯著差異，杜邦並未因應地區不同

而改變溝通策略。在組織形象報導方面，分析結果顯示，杜邦在「道德」、

「信譽」方面遭受到質疑，與中國大陸媒體報導相比較，杜邦在台灣媒體

報導所呈現的形象，信譽較低、較不能信任。 

 

    （三）風險認知與危機溝通間的關聯：研究結果顯示，危機溝通策略

和媒體對杜邦的形象報導間，並無顯著關聯，不過風險認知對於杜邦形象

報導的影響達到顯著水準，當公眾的風險認知愈高，組織形象報導愈差，

而風險認知影響組織形象報導的程度，台灣大於中國大陸。此外，本研究

分別檢驗地區差異、風險認知作為危機溝通策略和形象報導間中介變項的

可能性，結果發現，危機溝通策略和風險認知會交互影響組織形象報導，

風險認知作為危機溝通策略與組織形象報導中介變項的關聯效果模式，獲

得支持。 

 

    本研究根據上述發現，對「風險認知」和「危機溝通」作出理論與

實務上的回應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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