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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本研究希望藉由「說服傳播理論」，以瞭解影響地方記者報導公關訊息影響因素的構面。因此本研究的目的

有三：1.透過文獻探討，以瞭解影響地方記者報導公關訊息的因素，做為研究的初始架構。2.藉由焦點團體座談，瞭解地

方記者對地方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媒體公關的認知。3.從地方記者深度訪談中，瞭解影響地方記者報導公關訊息的因

素。4.綜合目的2、3的結果，修正研究架構，以提供更完整的研究構面和構念。 研究結論： 1.由說服傳播理論發現：地方

記者因工作環境特殊，影響報導公關訊息的因素有更多情境變項，除傳播者、訊息、媒體組織三項外，還包括個人壓力、

媒體生態等因素。 2.地方記者因媒體類別、身分類別不同，對影響因素有不同的認知，並決定其報導取向。 3.地方政府機

構、企業、非營利組織媒體公關與地方記者有很大的認知差距，極待改善。 4.地方記者工作環境複雜，媒體組織應該另立

一套人力管理制度。 關鍵字：地方記者，公共關係，公關訊息，說服傳播，報導、媒體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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