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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民主社會中，軍方有義務藉由手邊最有效的工具─媒體關係與民眾溝通，透過軍事發言人的窗口將消息來源傳播給民眾

，讓民眾了解到軍方的政策並加以信任，本文是採用「文獻分析」、「深度訪談」等質化取向之研究方法，蒐集相關文獻

資料並輔之以「深入訪談」軍方發言人與記者、閱聽人所得資料進行分析，探究閱聽人、媒體與發言人之互動，目的在瞭

解軍方發言人的制度與作法屬於公共關係哪種模式，軍方如何制訂媒體策略，以達到宣傳及告知的效果，研究發現如下：

(一)軍事發言人應具條件，包括新聞專業背景、英文能力、表達能力、溝通能力、公關能力、軍事素養、參與決策等。 (二)

軍事發言人按古魯尼的公共關係發展的四個模式，可歸類為「雙向不對稱模式」，傳遞訊息給媒體，並接受媒體回饋，發

佈新聞以說服為目的，能發揮新聞查證和新聞服務功能。 (三)軍事發言人的角色包括窗口、行銷者、消息來源、告知者、

橋樑、訊息整合者，符合公共關係中「溝通協調者」、「訊息傳佈者」、「行銷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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