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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內企業最近十年在公共關係的運用及公關部門的成立上，有蔚為風潮之勢。然而，台灣公共關係在多年的實地操作後，

仍然不免發生一些問題，諸如公關人員的專業度不足、公關人員在企業內的層級太低、高層授權不足等。企業往往只有在

發生危機處理或重大事件，才會想到公關的重要。由於平常與媒體互動不足，導致最後往往都是由負責人親自出面說明的

特殊現象。 本研究便是針對企業主、公關人員與媒體從業人員之間互動關係進行探討，尤其著重在企業主與媒體從業人員

之間的直接互動，以及華人社會中最常運用的人際關係公關運作模式，是否會影響企業公共關係的順暢運作上。 冀望能從

華人社會的文化特色、人情關係的運用，去探討企業負責人、公關人員與媒體從業人員的互動模式，試圖建構一個符合華

人社會企業，日後可資採用的公關運作模型，俾供企業界今後推展公共關係工作時之參考，並期望提供學術界作為有關公

共關係課程輔佐教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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