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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建設」係指由政府機關所推動的各項實質建設，為使政府在推動各項公共建設過程中，更有效率及維護大多數

公眾利益，加強「公共關係」以建立政府與人民間之良性互動，係目前各級政府機關努力的目標。面對於多元化的社會，

民眾紛紛要求「知」的權利下，政府機關推動各項公共建設時，相關計畫如何傳達給民眾、如何瞭解民眾意向及行為、相

關計畫如何修正回饋，是政府推展「公共關係」重要的課題。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 一、瞭解目前政府推動公共建設的

理念與實際作法。 二、瞭解民眾對政府推動公共建設之看法，並探討民眾對公共建設滿意 　　度與認同度。 三、以「公

共關係」觀點，瞭解政府公共建設計畫與民眾期待成果之間 　　的差距，並提出公共關係的運作機制，作為政府機關推動

公共建設 　　之參考。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並輔以深度訪談（菁英訪談）、設計問卷，對個案的區域進行調

查政府以公共關係推動公共建設的意見和看法。綜合各項討論，歸納主要研究結果：訊息公開部分，在民主時代民眾要求

有知的權力，因此政府各項設施在先期規劃時，應透過公聽會、說明會向民眾說明，讓民眾有參與的權力；訊息公開的管

道，以透過大眾媒體的效果最好；溝通協商機制部分，在與民眾溝通協調時，如佐以專家協助的說明會應最能讓民眾信服

；公共設施設置，要客觀、公正、配合現場因地制宜、在地需求、落實全民有益的理念規劃設計、兼顧環境正義與社會公

益；公權力的介入，若計畫遭遇抗爭必要時要動用公權力，但動用公權力也常讓政府機關卻步。因此，政府應正視公共關

係的重要性，必須不斷的融合新觀念與新思想，配合民眾的需要與訴求，引進參與機制，妥善運用公共關係來推展各項公

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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