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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new government team took over the reins of the government, the team continuously pushed forward

various new policies. However, not every one policy could be pushed forward smoothly. Based on the conflict incidents of both

parties, this research will conduct in-depth understanding on the reason and types of conflict hoping that the related factors can be

discovered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is research verifies that the reasons for occurrence of conflicts are too many and most of them

conform to academic theory. However, factors like interference by other groups before the conflict etc. will allow the condition of

conflict of both parties to become fiercer and even they will try to allow the momentum to surpass the other party. The site in the

course of the conflict will also affect both parties. When pushing for new poli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udy and formulate

considerable matching measures so that the public can cooperate. The attitud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and the public should base on a good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shall be the base line of interaction. In the future, government authority should emphasize on utilizing public relationship

to push forward public policy and to build up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public. By combining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 locality and

the civil resources, it can bring the entire strength into full play so that the policy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the local

public and that is the most ideal policy.

Keywords : interaction ; conflict ; policy

Table of Contents

目錄 封面內頁 簽名頁 授權書　　　　　　　　　　　　　　　　　　　　　　iii 中文摘要　　　　　　　　　　　　　

　　　　　　　　iv 英文摘要　　　　　　　　　　　　　　　　　　　　　v 誌謝　　　　　　　　　　　　　　　　

　　　　　　　vii 目錄　　　　　　　　　　　　　　　　　　　　　　　viii 圖目錄　　　　　　　　　　　　　　　

　　　　　　　x 表目錄　　　　　　　　　　　　　　　　　　　　　　xi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02 第二節 研究目的 ⋯⋯⋯⋯⋯⋯⋯⋯⋯⋯⋯⋯⋯04 第三節 研究方法⋯⋯⋯⋯⋯⋯⋯⋯⋯⋯⋯⋯⋯06 

第四節 研究流程⋯⋯⋯⋯⋯⋯⋯⋯⋯⋯⋯⋯⋯0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海岸巡防署組織簡介 ⋯⋯⋯⋯⋯⋯⋯⋯08 第

二節 海岸巡防署業務政策及法令 ⋯⋯⋯⋯⋯11 第三節 政府與人民之互動⋯⋯⋯⋯⋯⋯⋯⋯⋯16 第四節 衝突⋯⋯⋯⋯⋯

⋯⋯⋯⋯⋯⋯⋯⋯⋯⋯21 第五節 小結⋯⋯⋯⋯⋯⋯⋯⋯⋯⋯⋯⋯⋯⋯⋯25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

⋯⋯⋯⋯⋯⋯⋯⋯27 第二節 研究方法 ⋯⋯⋯⋯⋯⋯⋯⋯⋯⋯⋯⋯⋯29 第三節 資料蒐及分析 ⋯⋯⋯⋯⋯⋯⋯⋯⋯⋯⋯33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VCD衝突事件分析⋯⋯⋯⋯⋯⋯⋯⋯⋯⋯36 第二節 深入訪談個案分析 ⋯⋯⋯⋯⋯⋯⋯⋯⋯45 第

三節 資料交叉分析⋯⋯⋯⋯⋯⋯⋯⋯⋯⋯⋯52 第四節 研究後架構⋯⋯⋯⋯⋯⋯⋯⋯⋯⋯⋯⋯5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

節 結果研討⋯⋯⋯⋯⋯⋯⋯⋯⋯⋯⋯⋯⋯56 第二節 建議 ⋯⋯⋯⋯⋯⋯⋯⋯⋯⋯⋯⋯⋯⋯⋯59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62 第四節 未來研究方向⋯⋯⋯⋯⋯⋯⋯⋯⋯⋯⋯63 參考文獻 ⋯⋯⋯⋯⋯⋯⋯⋯⋯⋯⋯⋯⋯⋯⋯⋯

⋯69 附錄 ⋯⋯⋯⋯⋯⋯⋯⋯⋯⋯⋯⋯⋯⋯⋯⋯⋯⋯⋯73 圖目錄 圖1-1 研究步驟 ⋯⋯⋯⋯⋯⋯⋯⋯⋯⋯⋯⋯⋯⋯07 圖2-1 

海岸巡防署組織架構示意圖 ⋯⋯⋯⋯⋯⋯10 圖3-1研究前架構⋯⋯⋯⋯⋯⋯⋯⋯⋯⋯⋯⋯⋯⋯28 圖4-1 研究後架構 ⋯⋯⋯

⋯⋯⋯⋯⋯⋯⋯⋯⋯⋯54

REFERENCES

中文書籍部分: 1王振寰、瞿原海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民國87年。 2朱柔若譯，W.Lawrence著，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

民國89年。 3朱志宏，公共政策，民國89年。 4李再長譯,Richard L.Daft,組織理論與管理，民國88年10月。 5李英明，社會衝突論，民

國91年。 6李康、李猛譯，Anthony Giddens著，社會的構成，民國91年1月。 7沉慧聲譯，Joseph A.devito著，人際傳撥，民國89年1月。

8汪明生，朱舒斌等著，衝突管理，民國88年。 9孫非譯，Peter M. Blau 著，社會生活中的變遷與權力，民國87年。 10舒詩偉、許甘霖

、蔡宜剛譯，亞蘭�杜漢著，行動者的歸來，民國91年。 11渠東譯，Emile Durkheim著，社會分工論，民國91年 12潘淑滿，質性研究:

理論與運用，民國92年。 13黃鈴媚，談判與協商，民國90年5月。 14陳恆鈞、王崇斌、李珊瑩譯，Charles E. Lindblom and Edward J.

Woodhouse著，政策制定的過程，民國87年。 15陳月娥，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民國88年。 16蔡幸佑、彭敏慧譯，說服傳播，民國85



年5月。 17羅世宏譯，Werner J.Severin&james W.Tankard,JR.著，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民國90年3月。 18薛祖仁譯，美國公共

行政管理，民國88年8月。 論文部分: 1林欣翰，「兩岸經貿往來對台灣經濟安全之影響」，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國90年7月。 2周育叡，「權力、政治行為與決策歷程之研究─企業動態發展之管理模式」，民國91年6月。 3吳傳安，「台灣省漁港走

私與偷渡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8年6月。 4袁榮茂，「經濟再結構與地方能動性的實踐:以大鵬

灣觀光開發計畫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民國90年6月。 5唐福春，「危機管理個案之研究─以興票案為例」，

大業大學工業關係系碩士論文，民國90年6月。 6許振華，「核四爭議與核電政策」，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0

年7月。 7許佳鈴，「龍山村村民對濱南工業區劃設的集體行動之社會基礎分析」，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8年6

月。 8張育榮，「洛克權利與義務觀念之研究」，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民國88年5月。 9費工信，「解嚴後利益團體活動方式及

其規範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論文，民國88年7月。 10鄭春勝，「從居民社區意識、觀光法展態度與衝擊探討高雄市旗津

區定位之策略」，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0年3月。 11陳素捷，「台中市國民中小學親師衝突原因及教師因

應方式之研究」，國立台中師範學院進修暨推廣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1年6月。 12黃健君，「臺灣農漁村社區發展問題與更

新計畫方案之效用評析─基層人員觀點」，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0年6月。 13盧正義，「地方政府回應利益團

體議題之運作機制以柴山自然公園為例」，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0年6月。 14鍾馨，「小三通後金馬與大陸漁

產品交易狀況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0年7月。 期刊及專刊部分: 1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知識經濟與服

務型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民國90年7月。 2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知識經新興產業與技術展望，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民國90年7月。

3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巡勤務，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民國90年7月。 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安檢相關法令，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民國91

年12月。 5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中央警察大學合作研究，「海巡工作與民眾互動情形之研究」，民國91年10月。 6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九十年重要工作年報」，民國91年9月。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邁向海洋新世紀─海上執法及災害救護學術研討會」，民國90年12月

。 7社區發展季刊第六十四期，「台灣地區老年生活支持、交換理論的適用性初探」，民國82年12月。 8管理科學學報第三期，「組織

公正、信任、組織公民行為之研究: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 英文書籍部分: 1 Lewicki &Saunders& Minton ,Essentials of N egotiation,1994 2

Richard L.Daft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Design,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