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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probe the publ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zuhu-Dashi Mausoleum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In this study, I made an inquiry about what people think or what people suggest to the administration in an effort to

promote its service. There were 20 interviewees, including staff of the unit, legislators, visitors, local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some

charity groups in the community. After analyzing the above material offered from the interviewees, I found some facts. The facts

were as follows. 1. All the staff of the administration are will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public relationship. 2. All interviewees

showed their positive attitude to the administration and also hope Taiwanese government can liberate some “restricted areas”, like

“Back Tzuhu”-a natural lake. 3. Most services for visitors are prior to groups not for individuals. 4. The staff think they could offer

more information and do better when they follow the government’s policy. 5. Poeople who never visited here feel the place majesty

and mysterious. 6.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legalized, and is subordinated to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 not National Defence.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onclusions, I suggested: 1. The public relationship should be aggressively pushed. 2.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zuhu-Dashi Mausoleum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disseminated by pluralistic way. 3.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liberate

some “restricted areas”, in order to offer local residents to enjoy more spacious environment. 4. Avoiding any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tell the residents what it can do or what it can not do

for them. 5. Have a good 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residents. 6.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with central government in order to obtain plentiful resources. Key Words: Tzuhu-Dashi Mausoleum Administration,

public relationship, local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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