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與小組長關係品質之研究

蔡麗玲、姚惠忠

E-mail: 9601271@mail.dyu.edu.tw

摘 要

「情境—策略－效果」是公關策略研究的主軸，綜觀以往之相關文獻資料得知，所涉及的討論多集中在情境與策略的關聯

性上，或從顧客角度探討公關策略與效果之關聯性。本研究將先採用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企圖針對農田水利會工作

站長的深度訪談，探索工作站長如何與小組長進行溝通與互動，並希冀從中發現在哪些情境下，工作站長傾向使用關係策

略與小組長建立或發展關係。其次再以訪談的資料做為問卷設計的依據，針對水利會小組長作調查研究，以期發現哪些公

關策略能產生較佳的溝通效果。從而探究出情境、策略、效果三者之間在水利會工作站經營與小組長關係上的因果關連性

。研究結果發現： 一、工作站長關係策略之使用與以下五種情境因素有關:(1)危機情境(2)先前關係(3)專業溝通面臨瓶頸(4)

關係中組織的權利小於公眾(5) 法令規範不十分完善或健全時。 二、工作站長與小組長互動關係中傾向採用「組織層次」

的公關策略。 三、組織層次的溝通策略對組織關係品質之影響力呈正相關。 四、組織關係品質與人員關係品質之間具有

相互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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