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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紀以來，世界各國吹起政府革新再造運動，提昇政府效能，已是全球共同追求的目標及趨勢。在地方政府層級中，行

政與立法有效府會關係的建構與營造，正是地方政府效能能否提昇的重要關鍵之一。 目前地方政府府會聯絡機制已經是一

個發展成型的體系，再地方政府行政部門或地方立法部門的政策形成過程和運作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府會聯絡人在府

會互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關鍵角色；不僅在法案推動上有他們的遊說影響；在預算上審查上也有著他們的運作左右；質詢

時更有他們的折衝導引；甚至在檯面下的接觸也可看見他們的穿梭湊合。 本文定位係為個案研究，故本研究以台北市政府

府會聯絡人做為研究對象。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及參與觀察法，以期周延；並從理論法規與實務上進行研究

，兼顧法制與實際面的探討。本研究將嘗試從台北市政府與市議會的聯絡機制切入探討，試圖瞭解下列幾個問題： 一、台

北市政府聯絡機制之組織架構為何？ 二、府會聯絡人的角色與功能為何？ 三、府會聯絡人的定位與工作展望為何？ 四、

府會聯絡人的運作策略為何？ 五、府會聯絡人各類型之遴用與考核方法為何？ 為了深入揭開府會聯絡機制神秘面紗，本

研究希望藉由理性及公開的探討，讓社會大眾初步了解地方政府府會聯絡人的角色及功能；另一方面也期使本研究能讓議

員們瞭解每天與他們互動的聯絡人角色及功能，使其對他們有正常的期待和要求，進而促進兩者良性的互動；同時也讓地

方行政機關首長認清聯絡機制應有之定位和可行的策略，並更清楚的瞭解互動的本質和聯絡機制可能的功能和副作用，進

而作為改進制度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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