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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我國行政與立法兩部門的互動過程中，行政部門的國會聯絡人在採取溝通策略時，所面臨的情境以及背後的

考慮因素。並以相對觀點探討立法委員與國會助理，對於國會聯絡人溝通策略的看法。此外，並探討二○○○年政黨輪替

後，國會聯絡溝通策略有何變化？ 研究方法是採用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與「參與觀察法」，訪問對象包含行政機

關、國營事業與財團法人的國會聯絡人共七位，另訪問分屬不同黨籍的三位立法委員與三位國會助理。 研究結果發現，國

會聯絡人的溝通策略主要產生於五種情境當中，分別為溝通立場、溝通對象、溝通標的、關係經營與政黨輪替。採用的溝

通策略包含互惠、替代、拖延、逃避、對抗⋯等十七種，大致可呈現出合作型、協商型、通案型和拒絕型等四種策略類型

。考慮因素包含意識型態、法令規範、立委關切程度、首長態度、交情、資源⋯等二十二種，大致可歸納為關係因素、結

構因素與個別因素。 立法部門的觀點認為國會聯絡人專業能力、服務熱忱與授權程度，會影響彼此關係與溝通效果。也認

為行政部門多採用被動、守勢、第三者、策略性公眾等策略來進行溝通。 至於政黨論替後，在朝小野大情形下，行政部門

呈現「固本」與「恩惠」的兩種矛盾策略思維，國會聯絡人的工作困難度較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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