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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蒐集國內公關學術與非學術性期刊文章，以文章屬性、文章主題及理論學派形成的三構面，用內容分析將資料整理

歸納，經過統計分析後，描繪出公關學術性文章與非學術性文章在這三構面上的分佈狀況，針對兩者所呈現的版圖比較差

異性，並且進一步探討兩者的發展是否有關聯性存在，期望能對國內公關領域的發展軌跡，有更深一層的瞭解。綜合學者

們對公共關係學門的研究成果，形成本研究二個主要假設，公關學術文章的發展與非學術文章的發展有差異性；同時，有

關公共關係的學術與非學術文章發展的關聯性方面，本研究亦認為公關實務的發展與公關學術的發展，彼此是有某種關聯

性存在。 蒐集國內有關公共關係之期刊文章，共得278篇文章，年代 橫跨民國80年1月至90年11月，其中學術性文章123篇

，非學術性文章155篇。本研究得到的研究結果為：一、在公共關係領域中，不同文章別（學術與非學術性文章），對於

屬性、主題與理論學派分佈上之差異性，結果顯示的確是有差異性存在，即學術與非學術文章在屬性與理論學派的分佈上

有差異。二、而在關聯性方面，根據研究結果，只有在文章目的為解決實務上的問題，及文章主題為與管理相關的主題這

二類目上，學術與非學術文章的發展有關聯。 探究原因，本研究認為，台灣公關產業近十年來的發展，非常的迅速，然而

相較於實務界而言，台灣公關學術起步較晚，所以多數在學術期刊上刊登的文章還是偏向探討應用性，以解決實務上的問

題為主，另外，研究主題多半緊扣著實務界的發展現況，因此應用性與公關管理主題，才會在學術與非學術文章主題發展

上，有顯著相關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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