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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政府的組織背景與目標，依國家規範具有特殊性，其社區公關亦有別於一般企業組織。本研究根據「情境—策略

—效益」的研究架構，針對地方政府社區公關運作特性、使用資源中介種類、採行公關策略、影響組織使用經濟性中介公

關策略的因素，以及地方政府公關策略與社區參與的關係等進行釐清。 　　本研究針對2005年南投市公所以追加預算方式

增列工程或直接經費補助的社區進行深度訪談，對象包括以地理區域、管轄權、參與狀況等屬性為劃分基準的社區代表人

；地方政府決策者及主辦公關業務人員。計有效訪談15人。研究發現，地方政府會以增加公共預算支出方式，追求與社區

建立良好公共關係；對不同社區作公共資源的分配，既是政府的公益作為，亦是民選決策者個人關係的具體展現；社區公

關採行包括「人情/人脈」、「傳播/溝通」、「經濟性中介」暨「法定名義中介」等四種公關策略；影響地方政府社區公

關使用經濟性中介策略的情境因素，包括「先前關係」、「危機情境」、「資源缺乏」、「關係中組織的權力不對等性」

、「預期的共利/合作關係」、「信任/互動經驗」暨「社區參與」等。

關鍵詞 : 地方政府 ; 經濟性中介公關策略 ; 法定名義中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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