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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地政機關從昔日的土地改革到今日的行政便民措施，是否得到一般民眾的認同？要如何透過公共關係讓民眾認同

政府施政？鑑於國內尚未有對地政機關公共關係進行較完整之研究，本研究乃從地政機關應如何執行公共關係面向來作探

討。本文研究內容為： 一、探討目前地政機關管理者對公關的認知及作為。 二、探討彰化縣地政士對地政機關公關作為

的認知。 三、探討彰化縣一般民眾對地政機關公關作為的評價。 本文研究之範圍為公共事務提供者與公共事務需求者兩

部分： 一、公共事務提供者－中央及地方地政機關 二、公共事務需求者－彰化縣地政士與一般民眾 因本研究所涉範圍及

對象較廣，研究方法以質性研究法，採用「文獻分析法」及調查研究法中之「個別訪談法」、「電話調查法」為之。 本研

究得到結論有： 一、溝通模式方面：過去地政機關之溝通方式以業務宣導為 主，以人際傳播較多。近年來已逐漸採用創

新、靈活的宣傳手法，以主導新聞議題、全員公關、危機預防等目標。 二、媒介運用方面：目前地政機關已有運用電子看

板、工程 車、跑馬燈、展覽場等方式提供訊息，而利用電視宣傳，需要龐大經費，因受限於預算問題因此較少運用。地政

機關與地政士之訊息溝通媒介包括：(1)口語媒介(2)文字媒介(3)網路媒介；而與民眾之溝通管道則以傳統方法為主，如公布

欄、文宣和公聽會、說明會、村里民大會、口語傳播等人際傳播。 三、在便民措施與工作權的衝突方面：地政機關推展便

民措 施前，應考慮到內部與外部公關對象的感受與滿意度，要考慮到另一群中介受眾（地政士）的生存空間，不要影響到

他們的工作權。 四、地政機關公共關係作為仍有待加強：雖彰化縣地政機關 服務品質的提昇受到多數民眾肯定；惟依據

對民眾電話調查之結果，表示滿意與非常滿意的正面認知僅有幾個項目超過六成。 五、地政機關樹立良好的形象：彰化縣

地政機關近年來在組 織最高管理階層的重視之下，改變以往的溝通方式並辦理多項公關作為，增進地政機關與地政士、民

眾間之關係。 本研究之建議： 一、對有地政業務需求者以「地政問題的解決者」為定位。 二、對地政士以「法令輔導者

，事業的夥伴」為定位。 三、對一般民眾以「優質的公務機關」為定位。 四、對民意代表以「地政專業的服務者」為定

位。 五、對媒體以「地政專業資訊的提供者」為定位。 六、對地政相關人民團體以「夥伴關係，資源提供者」為定位。

關鍵詞 : 地政機關 ; 公共關係 ; 公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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