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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鑑於國內外有關媒體關係之探討，仍以消息來源(公關人員)─記者互動為重點，對於媒體關係策略之完整建構仍有不足，

因此，本研究有關媒體關係策略之探討，採用質化研究深度訪談法，以彰化縣政府為研究對象，希望達成下述研究目的

：(1)以實證資料建構媒體關係運用層次；(2)以消息來源觀點，分析媒體關係各構面之運用策略；(3)歸納建構完整的媒體關

係策略，供實務界參考。 本研究引用Bourdieu的新聞場域概念，在新聞場域的動態概念下，參考Shoemaker & Reese(1991)

針對媒體訊息產製過程的可能影響因素所提出的五個影響階層，作為本研究發展及建構媒體關係策略的構面，探討如下問

題：(1)彰化縣政府媒體公關人員─記者互動關係策略；(2)媒體公關人員迎合媒體常規之策略；(3)媒體公關人員運用媒體組

織關係之策略；(4)媒體公關人員運用媒體組織外部關係之策略；(5)媒體公關人員突破媒體意識形態框架之策略。 研究發現

，媒體公關人員與記者的互動策略為建立能見度、建立私人關係、訊息管理；其中，非正式溝通的方式大舉運用，非正式

溝通方式包括透露、非正式說明、非正式抗議，具有以曲勝直的溝通效果。同時更對影響力不同的媒體記者實施差別待遇

。 迎合媒體常規策略為「發揮發言人功能」、「配合媒體演出」。並從立場偵測、立場應對、發展媒體組織高層關係等層

面，建立並運用媒體組織關係策略。媒體組織外部關係策略包括媒體生態策略、運用政治力及經濟利益策略。突破媒體意

識形態策略為「增加競爭性採訪機會」、「藉由其它媒體報導，尋求『平衡』」、「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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