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公關學者對公關策略及其考慮因素看法之研究

王怡雯、姚惠忠

E-mail: 9510672@mail.dyu.edu.tw

摘 要

近年來，組織（營利或非營利）對公關部門的賦予重任、公共 關係課程在大專院校深耕，以及各式各樣的公關公司成立，

在在都 顯示了公共關係儼然成為當前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市面上充 斥著探討策略的書籍，學術界對於策略的研究

更是廣泛，顯示了「策 略」的重要性。但何謂「公關策略」？以碩博士論文及期刊論文為 例，談及公關策略相關理論者

，幾乎無法確切定義出何謂公關策 略，涉及策略的討論，也多呈現各本身探討之面向著墨。從文獻的 彙整發現缺乏全面

性、系統性的公關策略探討。因此，本研究試圖 探究公關策略的明確內涵，歸納、整理出台灣公關學者對公關策略 及制

定公關策略時的考慮因素，希冀能為公關策略下一明確定義。 本研究從公關策略文獻的整理，以及十位台灣公關學者的深

度 訪談，界定出公關策略的定義和內涵。本研究認為：「所謂公關策 略，是整個公關方案的最高指導原則，根據公關目

標所擬定出一套 有效運用資源、順利達成目標的方法或行動。」而本研究也認為， 在制定公關策略時至少要從2PM 的策

略構面思考，包括與誰溝通 （publics）、溝通目標（position/ positioning）、溝通內容（message） 和溝通媒介（media）

的選擇。

關鍵詞 : 公共關係、公關策略、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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