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軍部隊與駐地社區公共關係之探討－以聯勤土城彈藥分庫（營級部隊）為例

黃大龍、徐東海 ; 汪睿祥

E-mail: 9315915@mail.dyu.edu.tw

摘 要

在後現代社會承平時期，軍隊除了軍事訓練外，且肩負社會安定與繁榮發展的責任。在國內政治社會潮流改變影響下，形

成民間對軍隊的種種要求。如何在因應此要求下，維繫民眾對軍隊的支持，將是國軍未來最重要的課題。近年來台灣人口

密度逐漸提高，軍事營區與其所在位置的社區，產生比以往更密切的互動關係。自我們政府解除戒嚴以來，隨著民主發展

的潮流，使得人權意識高漲。國軍部隊有重新思考與駐地社區公共關係中所扮演角色的必要性。 　　本研究採取質的研究

，以文獻探討、初步訪談及深度訪談法，來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研究對象為部隊幹部、民運工作專家、地方民意領袖

、地方媒體記者及社區居民（含居住營區內居民）。以期了解實施公共關係的認知與滿意度。並探討推展的得失與影響的

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在「建立公共關係並協助社區發展」方面，在開放溝通互動及社區參與主動性上，部隊人員與社區

居民認知差異最明顯。在「精實部隊管理」方面，均一致認同部隊人員管教、軍紀維護，在現今社會風氣及役男人格特質

上顯的重要。此外，經過九二一地震、SARS疫情後，軍民均深刻認知部隊是社區居民安全福祉的保障。本研究亦發現國

軍部隊在駐地社區公共關係的功能上有（1）增進溝通互動、主動參與發展；（2）精進管理本務、強化部隊戰力；（3）

塑造開放形象、重視媒體功能等三項。由本研究期望對部隊與駐地社區公共關係上，探討出雙方認知上的差異，以期尋求

並進而縮短彼此之差異，建立軍民間良好關係，提高民眾對國防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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