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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幾年間大部分的專科學校都改制為技術學院，技術學院改名為科技大學，技專院校數越來越多，目前全國技專院校已高

達一五八所，其中以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增加速度最快。因此學校的生存競爭越來越激烈；而全國人口數不斷在下降，未

來大專校院之就學比率到九十五學年度將高達85%；而現階段有關大專院校公共關係論文並不多，如何更有效的傳達，讓

大眾快速接收訊息，使學校更快達到公關目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另外企業組織的公共關係發展已受到重視，未來發展

是一個趨勢，因此與組織利害關係人溝通以建立組織形象，來發展商業，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基於上述本研究的目的為1.

了解技專院校之公關目標與其工作重點。2.了解不同學校間公共關係作為上的差異。3.根據文獻與訪談結果分析，整理技

專院校理想或應有的公關觀念和作為。4.從理想與現況的差距中，提出技專院校公關，做為改進之建議。研究方法上，本

研究主要以質的研究為主，以文獻資料及透過深入訪談為收集資料方式，採用內容分析法分析資料。 研究結果發現一、目

前技專院校公關部門的工作，大多以對外溝通為主，主要對象為媒體。二、公關單位多數聽從上級（校長）指示，公關部

門並非公關工作決策單位，為執行單位。三、學校公關人員多認為學生、教職員的關係維繫和溝通工作，並非學校公關部

門的職責和任務。四、受訪學校對於公共關係，有越來越重視的傾向與趨勢。五、具有傳播背景或經驗的公關負責人對公

關的認知較具全面性，專職的公關人員會比兼任人員來得適當。六、公關位階在一級單位決策快速，縱向溝通沒問題，但

橫向溝通須花費較長時間。七、受訪學校皆未有完整的公關目標與計畫，且對於公關策略的概念或認識有限且模糊。八、

受訪者雖然無法準確回答學校的公關策略為何，但可從訪談資料中，整理出受訪學校的若干公關方向或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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