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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911 事件催化了美國國家安全的新思維與認知，恐怖主義繼冷戰結束後成了與美國意識形態

對立的角色。同時，數位科技的進步，大眾傳媒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使得阿拉伯世界的媒體也具

備高度國際政治影響力，如 1996 年開播的半島電視台，在阿富汗戰爭中的獨領風騷，便對美國

國家利益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直到 2003 年美、英兩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國際輿論反對美國的聲

浪猛烈，阿拉伯世界對美國的敵意更深，美國政府驚覺國際輿論影響了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利益。 

因此，美國國防部國防科學委員會 Defense Science Board 於 2004 年提出了「戰略傳播」報

告，強調以「公共外交」、「公共事務」、「國際廣播」及「資訊作戰」為四項工具，並著重於

整合運用，藉以維護美國國家利益。 

反觀國軍一向重視戰略決策，國軍的「戰略傳播」能量便成了本研究探討的主題。本研究從

傳播的研究途徑出發，檢視「戰略傳播」的概念，運用文獻資料進行分析，探討現階段國軍新聞

發佈機制具備多少「戰略傳播」能量？反思在「戰略傳播」概念下，國軍新聞發佈如何提升傳播

效能？研究發現國軍新聞發佈管理機制、傳播管道已經具有「戰略傳播」的基本能量，而傳播策

略人員編組與新聞資料庫的建立是國軍新聞發佈亟該建立的「戰略傳播」能量。 

 

關鍵詞：戰略傳播、新聞發佈、公共外交、公共事務、數位科技、國際廣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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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911 attacks set off a whole new concept and understanding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act of public communications was augmented alo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making the 

media in the Arab World most influential to the global political affairs. For example, the TV network Al Jazeera 

began its broadcast in 1996 and gained worldwide attention when it was the only channel to cover the war in 

Afghanistan, causing an obvious conflict with the U.S. benefits. Wh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United 

Kingdom together started the Iraq War in 2003,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opposing the USA was dreadfully 

fierce, and the Arab World became extremely hostile; until the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had enormous effects on its nation’s security and benefits. 

Therefore, the U.S. Defense Science Board submitted a report about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2004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the nation’s benefits by using and integrating the following four tools: 

public diplomacy, public affairs,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operations.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med Forces has always put focus on strategic decisions, which initiated the topic for 

this thesis. Cutting from the angl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this report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based on various documents and records. The content includes what kind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our military currently adopts for news publicity; and under such concept can news publicity be 

improved and be more effective?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present know-how and channels for our military news 

publicity have already taken in some basic ideas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The next steps should be concentrated 

on training and organizing the professional staff as well as building-up a comprehensive news database. 

 

Key words：Strategic Communication, News Publicity, Public Diplomacy, Public Affairs, 

Digital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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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現代傳播科技發達，帶動了網際網路、有線電視、數位衛星電視、廣播

等大眾傳播媒體蓬勃發展，甚至於連手機都成了最佳的傳播媒介，新聞訊息充斥

世界各角落，世界變得更加透明，影響所及遍佈人類生活所有領域。尤其是國家

政策研擬、執行，甚至於戰爭行為，都受到資訊時代媒體傳播效果的影響。如

2009 年伊朗大選動亂事件，反對派群眾展開抗爭，伊朗當局施展鐵腕鎮壓，6 月

20 日，一位名叫娜達的女大學生上街示威，卻遭到開槍射擊，這一槍直接命中

娜達的心臟，中槍後的娜達臉上充滿惶恐的神情，紅色鮮血迅速從口鼻湧出，短

短數十秒，娜達嚥下最後ㄧ口氣。在娜達中槍期間有一位旁觀者迅速的用手機紀

錄娜達最後斷氣的畫面，這段畫面被上傳到 Facebook，隨後便散佈到各大影音

網站，讓娜達斷氣的影像傳佈全球。這個畫面引爆全球網友的怒火，有人寫下：

「娜達的最後一口氣，全世界也跟著哭泣」1。 

由以上事件得知，資訊時代的傳播科技多面向發展，大幅提升了傳播訊息的

影響力，人類心智已經難以置外於媒體訊息。任何人透過網站和 e-mail 可立即連

絡百萬人，傳遞震撼人心的重要訊息，而花費微不足道（延英陸，2007）。這正

顯示資訊時代媒體訊息傳佈的快速與便利，公眾隨時暴露在具有傳播意義的媒體

訊息裡。 

大眾傳播媒介不僅是公眾獲知外部資訊的管道，也通過對事實的選擇表達主

觀的意見，在字裡行間滲透著資訊傳播者的思想和觀點，體現一定的立場和政治

傾向。受眾在接受事實訊息的同時，不知不覺的接受了傳播者的思想和觀點，因

而大眾傳播具有非同一般的潛移默化的作用（于朝暉，2008）。最早提出「議題

設定」這個概念的學者 Cohen（1963）在一項有關新聞與外交政策關係的研究中

指出：「新聞媒介或許不能有效地告訴人們想什麼（what to think），但可以影響

人們想哪些問題（what to think about）」這個理論的主要假設大眾媒介強調之議

題與閱聽人所重視之議題間成正相關關係。同樣的，由於媒介對議題的深入報導

與評論，直接影響著社會公眾對某一事物、事件或概念的認識、看法和態度。有

鑒於此，資訊時代的大眾傳播媒介在實現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甚至於意識

形態宣傳上已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雖然大眾傳媒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早已經受世人肯定，但自從 2001 年 911 事

件發生後，國際傳播的力量更顯重要。由於 911 事件催化了美國國家安全的新思

                                                 
1
 TVBS 新聞報導，〈娜達的最後ㄧ口氣，全世界也跟著哭泣〉，2009.06.22。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622/8/1lov0.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622/8/1lov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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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與認知，恐怖主義繼冷戰結束後成了與美國意識形態對立的角色，阿拉伯世界

媒體的蓬勃發展與複雜性，如 1996 年開播的半島電視台，對美國國家利益發生

了重大的影響。 

基於以上背景，美國政府為了達成國家目標，在軍事行動的前、中、後，必

頇運用非武力手段，在其國務院與國防部相關文獻中出現了「戰略傳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的概念，並對此概念賦予多重意涵，包括了公共外交、公共事

務、心理操作、技術管理和資訊戰略層面的其他活動或交流（DOD，2004）。在

“美國國防部 2006 四年防務評估戰略傳播指南”中，戰略傳播被定義為「政府旨

在理解和接觸關鍵目標受眾，通過運用信息、主題策劃、項目和行動，並與其他

國家力量要素相結合，創造、增強和保存有利條件以促進國家利益和目標的過程

和努力（于朝暉，2008）。 

戰略傳播有助於影響塑造環境、建立關係網絡，從而促進政治、經濟及軍事

目標的達成，它可以用於動員公眾支持重大政策，保證人們在某一衝突產生之

前、之時、之後一如既往地支持目標（于朝暉，2008）。也就是說：「戰略傳播」

可以理解為有戰略影響或戰略價值的傳播，一種在戰略操作層次上選擇傳播受

眾、傳播訊息內容及傳播管道的整合藝術。 

從上述「戰略傳播」的多重意涵來看，戰略傳播屬於國家戰略層次的傳播策

略運用，而軍事戰略屬於國家戰略的一環，軍事戰略層次的「戰略傳播」必有其

值得探究的絕對價值，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便是嘗詴從「戰略傳播」概念出發，從

國防戰略途徑探討資訊時代國軍軍事新聞發佈的機制與能量；研究目的係企圖以

戰略傳播思維，歸結出現代資訊條件下，國軍新聞發佈應該提升的能量與努力的

方向，並引領未來政治傳播研究者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目

的，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戰略傳播」的概念發展與研究內涵為何？ 

二、「戰略傳播」與國軍新聞發佈關係為何？ 

三、在資訊時代，國軍軍事新聞發佈機制與能量為何？ 

四、在「戰略傳播」概念下，如何提升國軍軍事新聞發佈效能？ 

不容諱言，「戰略傳播」的概念與傳播學界探討的「公共關係」或是政治學

界探討的「公共事務」有部分的理論相關性，尤其與「輿論戰」研究領域有相當

高的重疊性，但是美國國務院及國防部所提出的「戰略傳播」概念涵蓋範圍比上

述相關學門廣泛，且更重視傳播工具的整合運用，所以本研究在研究主旨上強調

「資訊時代的戰略傳播思維」。 

由於「戰略傳播」在傳播學及政治學界是一個新的研究概念，也屬於一門嶄

新的研究領域，目前國內相關的研究文獻付之闕如；另一方面，國軍軍事新聞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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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實務性研究文獻亦相當有限，故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梳理出「戰略傳播」

的相關概念與發展，探討資訊時代媒體科技與軍事戰略的關係，再參考國軍相關

工作教則與文件，探討軍事戰略中國軍新聞發佈能量與作法，提供國軍政策建言。 

貳、「戰略傳播」概念發展 

「戰略傳播」概念由美國國務院及國防部所提出，但此概念內涵與中共三戰

中的「輿論戰」有很高的重疊性，本節除介紹「戰略傳播」的定義、發展及內涵

外，並將透過與輿論戰定義的分析比較，歸納出兩種概念的區隔，藉以呈現「戰

略傳播」的具體概念。 

一、「戰略傳播」概念定義與工具： 

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 Defense Science Board 於 2004 年針對「戰略傳播」所

作的報告中，對「戰略傳播」概念的定義為：「政府部門使用各種工具瞭解全球

態度以及不同的文化；在人們與機構之間從事意見交換的對話；對決策者、外交

人員、軍事領袖提供諮詢，藉以掌握輿論對政策之影響；透過傳播策略來影響人

們的態度與行為。」其中，「瞭解」（understand）、「從事」（engage）、「諮詢」（advise）、

「影響」（influence）就是戰略傳播的核心作為（DOD，2004）。 

上述報告中指出，戰略傳播要達到預期效果，必頇瞭解受眾的態度與文化，

重視意見的重要性，採取先進的訊息技術，運用熟練的傳播技巧和策略，使訊息

有說服力並可信賴。美國戰略傳播包括四項工具：分別是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國際廣播（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services）及資訊作戰（information operations）（DOD,2004）。很顯然地，這四項

工具是目前學術界頗受矚目的研究領域，各領域有其獨特的研究範圍與論述重

點，本文先針對上述報告此四個研究領域做簡要介紹，並分別對各領域重要的研

究文獻進行檢視，藉以清楚說明「戰略傳播」的概念範圍。 

（一）公共外交： 

報告中指出，公共外交透過與人們意見的交換建立持續性關係，並且使人樂

於接受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及政策。它也尋求影響人們的態度，動員公眾支持

國家政策與利益。公共外交有別於傳統外交著重於政府之間的交流互動，在媒體

全球化、網際網路革命與非國家行為者權力擴大的年代裡，政府所作所為皆透過

媒體新聞框架的篩選後才被公眾理解，沒有公眾的支持，主要的戰略、政策及外

交工作便無法成功。除此之外，活躍的學術交流、青年領袖交換、大使館新聞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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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官方網站的語言版本以及電視台對大使或軍事指揮官的訪談都是公共外交的

方式（DOD,2004）。 

另外，公共外交是一個橫跨國際關係及國際傳播的跨學科研究領域，起源於

美國，如今相關研究成果豐碩，然而在美國學術界及外交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認

識，以下是幾個代表性的看法： 

塔芙茨大學佛萊契法律外交學院默羅公共外交中心認為：公共外交係通過公

眾的態度影響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是指傳統外交之外的國際關係—政府在其

他國家製造公眾輿論；包括一個國家的民間或利益團體與其他國家的民間或利益

團體的交流、媒體對於外交事務的報導及影響、外交官與記者之間的溝通交流、

國際間跨文化交流等。也就是說，公共外交的核心概念是「訊息與思想的跨國際

交流」（Hansen，1989）。 

按照美國官方 1997 年的界定，「公共外交就是通過瞭解、啟發、影響外國公

眾來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所謂「啟發」，就是策略性地向國際社會傳遞精

心挑選的資訊，以此來影響國際公眾對局勢的分析判斷。公共外交是政府對非政

府（組織和個人）的接觸和影響。當然，公共外交本質上也是由政府幕後主導的。 

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在 2000 年對公共外交所下的定義為：公共外交是

指通過國際交流訊息項目、媒體、民意調查以及對非政府組織的支持等，藉以瞭

解局勢並影響國外公眾，擴大美國政府、公民與國外公眾的對話，減少他國公眾

對美國的錯誤認知，提高美國在國外公眾心目中的形象與影響力，並進而增進美

國國家利益的外交方式（U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2000）。 

911 事件後，美國的頂尖智庫就全面改革公共外交提出了卅多份建議報告。

在 2008 年美國總統權力交接之前，美國精英人士就對全面提升公共外交系統達

成共識。上述美國智庫也建議，在公共外交方面，單純依賴政府資源是不夠的。

為此，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大力推行「全民外交」和「互聯網外交」。美國

主流輿論要求美國的工商、慈善、宗教、傳媒、教育、文 化、NGO 乃至普通公

民都肩負起外交使命。美國人相信，非官方組織比官方組織更容易贏得國際民眾

的信任。當然，要提高說服力，首先要真實、可信。同時要「在資訊之外做文章」，

推行「善行外交」（diplomacy of deeds），與核心人物交朋友，樹立良好的口碑（畢

研韜，2009）。 

中國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畢研韜（2009）指出，越來越多的美國專

家建議用「戰略傳播」代替「公共外交」，因為戰略傳播更能準確地描述此類國

家行為的目標和內涵。公共外交並非簡單的國際公關和廣告。美國也格外重視對

「資訊影響模式」的研究，對資訊傳播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深入探索。在操作

層次上，美國政府放棄了以國家為目標單位的傳播，而採用國家和地區相結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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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眾傳播策略。對外傳播不僅要真實、可信，還要及時。在傾向於使用「思想戰」

（war of ideas）來描述國際間的意識形態博弈。 

（二）公共事務： 

公共事務是美國國務院及國防部用於告知及影響美國媒體、公眾的傳播活

動。美軍各重要指揮層級都設有公共事務軍官，負責與美國國內媒體、美國民眾

及軍眷等人的溝通與公關事務，他們聚焦於國內媒體，但也致力於世界上各地盟

邦及敵人的傳播活動。公共事務與公共外交之間的區別導致其主旨、資源配置及

組織編制間有差異，但兩者採用的工具和方法相似，他們的受眾同樣包括國內、

外公眾。在媒體全球化、受眾全球化邊界稀疏的世界裡，兩者概念的差異已經漸

漸毫無意義（DOD，2004）。 

其實「公共事務」等同於「公共關係」，在美國不同的領域常用不同的名詞

來稱呼「公共關係」，美國政府、社會服務機構、大學等較常使用「公共資訊」

（Public Information）來替代「公共關係」，美國國防部則一直採用「公共事務」

一詞（胡光夏，2000）。 

相較之下，政府「公共事務」與企業界公共關係的功能極為類似，但核心觀

點與目標對象，以及管理手段並不全然相同。例如，企業廣告的目的在向顧客推

銷商品，政府廣告的目的則是向社會大眾闡述政策資訊；企業推動公共關係，目

的在建立與政府、國會、意見領袖或團體等之關係，然而當運用公共事務概念於

政府公關時，其目標對象則轉換為公眾、國會等（傅文成，2006）。 

美國政府與軍事單位會用「公共事務或公共資訊」的名稱來取代「公共關係」

主要是美國國會於 1913 年 10 月 22 日通過眾議員吉列修正案（Gillett 

Amendment）。此修正案係要求所有政府機構，除非獲得國會授權，不得任意支

用宣傳費用，為政府機構向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進行宣傳活動。「除非確有必要，

政府經費不得用來僱用宣傳專家」。該法案在 1972 年再一次獲得國會確認，明文

【Public Law 92—251, Section 608（a）】禁止美國政府部門運用公款在「國會立

法之前，對法案進行支持或反對的公眾宣傳為目的活動」（David ＆Pierson，

1998）。 

根據美軍聯戰準則中，對於公共事務的定義如下：「在維護美軍利益的考量

下，將美軍內部資訊、公眾資訊以及社區關係之活動，適時的提供給社會及軍中

大眾」。而根據美國的資訊自由法案與隱私權法案之精神，公共事務官在不違反

新聞自由與保障個人隱私的前提之下，有義務提供給官兵以及社會大眾正確的訊

息（U.S.Army，2003）。 

所以，美軍的公共事務軍官，是要在不影響美軍的安全利益為前提之下，採

取先制作為，迅速準確將資訊提供給指揮官以及社會大眾，並採取有效的溝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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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尤其是資訊時代，各種國際以及商業的衛星科技傳播技術發達，公共事務軍

官必頇掌握資訊之時效，以供指揮官進行決策。 

至於美軍公共事務的主要工作內容，則包括（1）對軍中內部成員的溝通；（2）

媒體關係的處理；（3）對社區民眾之溝通。其任務目標是藉著新聞學上傳播的理

論與技巧，對內增進部隊的領導與管理；對外促進軍民之間的瞭解與互動，以消

彌彼此間的猜疑與不信任，確保軍隊任務有效遂行（DOD，2002）。 

美軍對於軍中內部成員的溝通對象包括現役官兵、眷屬﹑文職人員、國民兵、

後備官兵、退役官兵。美軍對內部成員的溝通做法係使用印刷媒體、電子媒體、

口語傳播（指揮官的精神講話）及靜態展示；針對不同對象發行各軍種軍中雜誌，

所有刊物的出版，在使官兵們都能夠認同軍隊，並以身為軍人為榮，增進眷屬對

軍方的瞭解及支持，有助於減低官兵對職業的倦怠；更重要的是，退役官兵在民

間參與許多具影響力之團體，他們也形成了一種軍方與民間的重要聯繫（DOD，

2002）。 

美軍對於媒體關係的處理，則是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將軍中資訊傳達給社會

大眾，以獲得民眾對國防事務的支持，因此，公共事務乃在不違反「安全、正確、

適當與政策」（Security, Accuracy，Propriety and Policy）的原則下，及時提供媒

體有關軍事活動的訊息與必要之服務。其具體工作包括：發佈新聞稿或新聞照片

（以電子攝影機攝製有關影帶，以供外界對外新聞發佈），安排主官接受記者採

訪，舉行記者會與新聞簡報（必頇是有急迫性與時效性）邀請媒體來營區內，或

新聞事件之現場進行直接採訪，記者答詢，戰時協助媒體進入作戰區，登記管制

媒體代表，向媒體簡報「基本規則」及安全限制，安排採訪舉行作戰簡報，對新

聞媒體人員提供設備，交通與安全設備及接待軍事採訪用，訓練官兵接受媒體採

訪之應答技術（DOD，2002）。 

至於對社區民眾之溝通，亦即是社區關係，是美軍主要的敦親睦鄰工作，透

過與社區居民的溝通及資訊的交換，消除駐地民眾對軍事活動安全上的疑慮，獲

得居民對美軍任務的支持，其作法包括：主動派遣高階軍官在地區內重要機關、

學校、民間團體、議會等處所發表演說，舉辦裝備或戰力展示，重要紀念日營區

開放，派官兵參加地區運動會，協助聯繫軍方表演團體如特技飛行、跳傘、軍樂

隊、儀隊參與軍方重要節慶活動，及地方首長、民意代表參訪接待等。 

綜上所述，美軍公共事務工作，對內以使官兵及眷屬獲得正確的資訊，對外

則建立與新聞媒體間的良好關係，藉媒體的報導，滿足民眾的需求，塑造軍隊優

質形象，從有計畫的營造軍民之間的親善關係中，贏得民眾的信賴與支持。 

（三）國際廣播： 

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 Defense Science Board 於 2004 年的報告中顯示，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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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是由政府提供專款藉由 AM/FM、短播、衛星電視及網路系統播送新聞、資

訊、公共事務與娛樂節目。如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n）、歐洲自由電台（Radio 

Free Europe）、亞洲自由電台（Radio Liberty）、馬蒂電視台 Radio/TV Marti
2或 Radio 

Sawa
3、Al Hurra

4等阿拉伯與電台及電視網路。以上國際媒體預算經由美國國會

同意，統一由美國廣播理事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管理。 

上述媒體中，Radio Sawa 電台以 AM/FM 及衛星混合播放美國及阿拉伯國家

的流行音樂與重要新聞，Al Hurra 電視台提供娛樂節目及美式風格的新聞與資

訊，藉以對抗中東媒體在新聞深度及帄衡報導上的缺乏。中東當地的美國國際廣

播支持者認為，美國國際廣播應該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務，而非只致力於與廣播無

關聯的情報工作與政治改革。他們也贊成美國進行中東地區受眾的研究與評估，

藉以形成能夠長期維護美國利益的戰略傳播結論（DOD,2004）。從上述報告內容

得知，美國的國際廣播媒體已經是美國政府對特定目標受眾遂行戰略傳播的重要

管道，這些廣播媒體傳播美國的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價值觀，並詴圖主導國際

輿論的走向。 

（四）資訊作戰： 

資訊作戰是國防部使用的名詞包括電腦網路作戰、網路攻擊與防禦、電子

戰、作戰安全、軍事偽裝和心理戰等。其中心理戰便是軍事行動運用精心選擇過

的資訊與指標，藉以影響外國政府、組織、團體或個人支持軍事與國家安全目標

的態度與行為（DOD，2004）。也就是說，以大眾傳媒為武器，對敵人心理進行

攻擊，造成敵方軍隊意志潰散、決策紊亂、信心動搖、戰鬥力受挫的作戰方式（劉

繼南，2004）。 

在許多戰爭的心理戰作為中，經常可以看到媒體策略與「假事件」的配合運

用，作戰雙方皆運用媒體策略製造各種有利於己方的故事情節，例如在 2003 年

波斯灣戰爭中，美國總統小布希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國際媒體）宣稱，海

珊與蓋達組織、恐怖主義組織有關聯，以及海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防衛性

故事，而拯救伊拉克人民與為中東地區帶來民主等則是屬於拯救故事。當大規模

毀滅性武器未被發現時，則將防衛性故事轉換為拯救性故事（Hiebert，2003）。 

以上針對美國戰略傳播四項工具作一重點分析與解釋，期以上述分析將美國

                                                 

2 馬蒂電視臺，是美國政府創建，目的是向古巴提供新聞和時事報導節目的一家電視臺。首播日

期是 1990 年 3 月 27 日。現在其播音室位於邁阿密，馬蒂電視臺通過位於佛羅裏達州 Cudjoe Key

上方 10 英里處的一個熱氣球每天廣播西班牙語節目。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3 美國掌控的阿拉伯地區英語電台。 

4 中東地區一個商業的阿拉伯語衛星電視網絡，由非營利性機構“中東廣播網絡公司”（MBN）

經營。MBN 的經費來自美國聯邦廣播理事會 BBG。資料來源：Al Hurra TV 網站。 

http://www.vademecum.scyzoryki.info/zh/wiki/%E7%BE%8E%E5%9C%8B%E6%94%BF%E5%BA%9C.html
http://www.vademecum.scyzoryki.info/zh/wiki/%E5%8F%A4%E5%B7%B4.html
http://www.vademecum.scyzoryki.info/zh/wiki/%E6%96%B0%E9%97%BB.html
http://www.vademecum.scyzoryki.info/zh/wiki/1990%E5%B9%B4.html
http://www.vademecum.scyzoryki.info/zh/wiki/1990%E5%B9%B4.html
http://www.vademecum.scyzoryki.info/zh/wiki/%E8%BF%88%E9%98%BF%E5%AF%86.html
http://www.vademecum.scyzoryki.info/zh/wiki/%E4%BD%9B%E7%BD%97%E9%87%8C%E8%BE%BE%E5%B7%9E.html
http://www.vademecum.scyzoryki.info/zh/wiki/%E4%BD%9B%E7%BD%97%E9%87%8C%E8%BE%BE%E5%B7%9E.html
http://www.vademecum.scyzoryki.info/zh/wiki/%E7%83%AD%E6%B0%94%E7%90%83.html
http://www.vademecum.scyzoryki.info/zh/wiki/%E8%A5%BF%E7%8F%AD%E7%89%99%E8%AF%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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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戰略傳播思維歸納出一個清楚的輪廓。 

除了美國提出「戰略傳播」概念外，英國國防大學媒體與傳播研究室主任史

迪夫·塔那（Steve Tatham）於 2008 年 12 月完成「戰略傳播入門」報告乙篇，報

告中詳細定義「戰略傳播」為：一項系統性的持續與條理分明的活動，橫跨戰略

的、作戰的與戰術的層次，使目標受眾能夠瞭解，確認有預期結果的管道，且透

過這些管道發展與推動受眾的思想與意見，藉以推動與維持受眾特別的行為風格

（Tatham，2008）。 

此定義強調戰略傳播成為一個改變行為的方法，並創造適當方法來達成任務

或判定成功的可能性。塔那也將「戰略傳播」類比為一個管絃樂團，樂團指揮便

是英國政府，「戰略傳播」的核心便是計畫與樂團練習時的各種溝通或活動路線。

音樂是「敘事體」，依據尋求達到的音樂效果，管絃樂團不同的部門在不同的時

間被使用，或進行不同的強調。因此音樂的節奏多樣化，這全依賴指揮要達到的

效果。 

國內學者段復初、莫大華（2009）將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一詞翻譯為「戰

略溝通」，他們從美國政府高階首長的發言及重要文件發現，美國政府認為反恐

戰爭是一場除了是軍事力量戰爭，也是理念戰爭。要贏得反恐戰爭勝利便必頇贏

得理念戰爭的勝利，美國政府特別強調運用國家權力的一切工具對抗恐怖主義，

尤其是基地組織善於利用傳播媒體與網際網路，傳遞其激進的意識形態，因此美

國政府積極強調建立「戰略溝通」網絡，藉由新聞訊息管理，因應「恐怖」訊息

所擴散的恐懼效果與威脅，也藉以改變伊斯蘭人民及世人對反恐戰爭本質理念的

誤解。 

美國政府提出「戰略傳播」概念至今，白宮、國務院、國防部各單位歷年來

陸續公佈許多執行計劃、提出相關研究報告、建議相關政策協調機制，也有許多

設置統一專責機構的主張，所不同的是設置的所屬部門不外乎國家安全會議、國

務院或國防部，但仍僅止於建議而尚未實際執行（Leap 2006；Epstein and Lisa 

Mages,2005），儘管如此，這仍說明了「戰略傳播」是美國現階段反恐戰爭的主

要思維之ㄧ。 

二、「戰略傳播」之內涵： 

要了解戰略傳播的內涵，必頇先瞭解「戰略」一辭本身便具有豐富的意涵，

名茨伯格（Mintzberg,2004）使用“5P”解釋戰略的五層內涵：計畫（Plan）—具有

明確目的的行動方案；計謀（Ploy）—針對競爭對手而採取的特定策略；模式

（Pattern）—處理特定問題的共同規則；定位（Position）—確定組織在特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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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位置；觀念（Perspective）—看待世界的角度與方法。 

大陸學者于朝暉（2008）則提出「戰略傳播管理」的概念：所謂戰略傳播管

理（Strategic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簡稱 SCM）係指社會組織以軟實力為

基礎，以形象塑造、身分建構、態度轉變和價值認同為外交和安全戰略目標，以

「戰略傳播」為核心，旨在整合公共外交的機制、功能、策略、資源，提升國家

形象影響力的一種政策行為規範系統。 

史迪夫·塔那（Steve Tatham）認為，戰略傳播的內涵不只是媒介交流，也不

僅是資訊作戰的新名詞，更不是單純廣告或商業促銷。他特別對受眾分析及傳播

管道分析提出說明。他強調先瞭解預期的受眾是戰略傳播過程的必要條件，這個

預備階段一般是指對目標受眾的分析。要做好受眾分析有六個步驟：1、戰略行

動計畫；2、目標受眾的確認；3、目標受眾的分析；4、行動設計；5、行動執行；

6、效果評估。而戰略傳播管道分析，則必頇評估與運用可信賴的具公信力的傳

播管道，藉以帶來目標受眾的共鳴以及訊息的傳遞。這些管道可以包括傳統媒介

（如報紙、電視、廣播）或新興媒介（如網際網路、部落格、手機簡訊），甚至

於其他機制。而戰略傳播最主要的成功關鍵便是管道的可信度（Tatham，2008）。 

三、「戰略傳播」與「輿論戰」概念之比較 

從前述「戰略傳播」的概念定義中可得知，它與中共提出的「輿論戰」相當

類似： 

首先談到輿論戰定義，大陸學者王林、王貴濱認為，「輿論戰」有廣義與狹

義之分。廣義的「輿論戰」，是指圍繞國家發展戰略、安全戰略，以綜合國力爲

基礎，透過系統運用傳播學、輿論學、心理學等學科原理，利用各種傳媒，進行

有針對性的資訊滲透，從而影響公衆信念、意見、情緒和態度，有效控制輿論態

勢，爭取輿論强勢的政治戰樣式。狹義的輿論戰，一般是指戰時新聞輿論戰，即

交戰各方綜合運用報紙、廣播、電視、網路等新聞傳媒，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向

受衆傳輸有利於己方作戰的資訊，達到鼓舞己方軍民的戰鬥熱情，瓦解敵方的戰

鬥意志，引導國際輿論、爭取廣泛支援之目的（王林、王貴濱，2004）。 

國內學者王崑義則認為各家學者對輿論戰定義措辭不同，但可歸納出一致

性，即「輿論戰是配合戰略目標，一種有計畫的戰鬥行動，運用篩選過的資訊，

以影響他方認知及行動，包括打擊敵方，動員己方及贏得第三者與國內外的支持

（王崑義，2006）。 

大陸學者思今、侯寶成、李金河及楊繼成等人認為在美伊戰爭中輿論戰的基

本戰法表現在 1、製造戰爭藉口；2、醜化宣傳對手；3、激發鬥志、凝聚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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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削弱敵方士氣、瓦解軍心；5、巧用事實說話；6、將題材重新洗牌；7、開放

隨軍採訪；8、網路及電子干擾；9、規劃媒體同意書；10、虛實結合；11、高層

出馬；12、形式多樣；13、導向管控（思今等，2004）。 

從上述定義及輿論戰戰法可以得知，輿論戰的戰略思考、運用工具與美國「戰

略傳播」的本質相似。美國「戰略傳播」除了強調戰時工作之外，也強調帄時的

基本策略，這些策略包括帄時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重視民意調查、並以目標受眾

為中心推行價值觀等，運用工具則涵蓋媒體與非媒體的所有傳播管道。 

叁、戰略傳播與國軍新聞發佈 

目前美國政府中白宮、國務院及國防部都設有管理和執行戰略傳播的主要機

構，其國防部具有支持國務院執行公共外交的職責，且主動執行「公共事務」工

作。基於國情不同，我國政府單位並未運用「戰略傳播」思維，整合跨部會資源

成立相關「戰略傳播」管理機構。但從「戰略傳播」的功能來看，軍事新聞發佈

機制屬於「戰略傳播」之ㄧ環，因此國軍長年持續執行的軍事新聞發佈能量正可

象徵我國「戰略傳播」能量之ㄧ部分。 

山農（Shonon）和偉佛（Weaver）於 1949 年建立了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將傳播過程分成：來源、製碼、訊息、通道、譯碼和目的地。拉斯威

爾（Lasswell,1948）亦提出一個簡明的傳播模式：Who（誰）－Says what（說些

什麼）－In which channel（透過什麼管道）－To whom（對誰）－With what effect

（得到什麼效果）。本研究基於研究旨趣，以國軍新聞發佈為研究重點，在傳播

資訊理論架構之下，從前述「戰略傳播」的相關文獻分析，研究者歸納出「戰略

傳播」工具中「戰略傳播管理機制」、「訊息傳播管道」及「訊息策略管理」等三

個核心要素，嘗詴從此三個要素出發，以檢視國軍新聞發佈機制與能量。 

一、國軍新聞發佈管理機制 

（一）現階段國軍新聞政策 

國軍新聞工作的推展不似美軍以「公共事務」為名，但實際的工作是由政戰

幹部在部隊中執行，廣泛的涵蓋在政訓、文宣、軍聞與民事工作中。但因國情與

文化的差異，國軍與美軍在本質、體制及做法上均有極大的不同（傅文成，2006）。 

國軍在 2006 年 4 月頒定的《國軍新聞工作實務手冊》明確律定現階段國軍

新聞政策：1、維護國家安全與國防利益為前提；2、凝聚「全民國防」共識與建

立軍民良好關係為要求；3、配合政府政策與國防施政為原則；4、達成國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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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階段軍事任務為目標（國防部《國軍新聞工作實務手冊》，2006）。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點政策，顯見國軍新聞發佈工作與美軍「戰略傳播」

概念下所運用之公共事務的要求與目標相近，而國軍與美國國防部最大的不同，

是美軍明確負有支持公共外交的職責，國軍並未將公共外交列入現階段國軍新聞

政策中。 

（二）國軍新聞發佈組織權責 

國軍新聞工作的最高政策單位是設在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下的軍事發言人

室，主要負責業務包含「國軍帄、戰時軍事新聞政策之策訂、協調、發佈、答詢

及處理；國內外重要軍事新聞資料蒐整、分析、運用；中、外新聞單位﹝記者﹞

專訪及媒體公共關係之增進」（洪陸訓，1999）。 

國軍在新聞發佈的管理機制相當完備，建立了完整的國軍發言人體制，包括

國防部軍事發言人；各軍種司令部政戰主任室主任兼任發言人；國防大學及所屬

各院校、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軍醫院政戰主任兼任發言人；軍法審檢單位由

軍事法院庭長、軍事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兼任；各軍種軍團級（海空軍比照）

政戰主任兼任發言人；後備司令部所轄各地區指揮部得依時效、新聞處置現況，

指定各地區（縣、市）級指揮部政戰主任（處長）擔任授權發言人等，亦明訂各

層級發言人權責負責單位新聞發佈、處理與一般性事務之對外發言工作（國防部

《國軍新聞工作實務手冊》，2006）。 

由於戰時國防部以下作戰指揮權責由司令部轉換為作戰區，故國軍戰時階段

之新聞發佈指揮權責區分為國防部及作戰區兩個主要層級；國防部得依實際需

要，在維持現行發言人體制原則下，以任務編組方式納編各軍種司令部新聞業管

人員，編成「戰時新聞作業中心」，以因應動員、作戰業務需求；各作戰區及金、

馬外島守備區則分別成立「聯合新聞作業小組」，執行新聞發佈、媒體服務、新

聞安全工作。權責區分如下（國防部《國軍新聞工作實務手冊》，2006）： 

1.國防部「戰時新聞作業中心」權責： 

（1）戰時新聞政策制定與執行。 

（2）指導國軍各項戰訊發佈。 

（3）受理軍事新聞採訪、申請及安排接待事宜。 

（4）律定大眾傳播事業軍事新聞採訪、報導行為規範。 

（5）規劃執行新聞安全等軍事新聞管制事宜。 

（6）建立與中央政府各機關新聞聯繫、協調機制。 

2.作戰區「聯合新聞作業小組」（含金、馬外島守備區） 

（1）依據國防部授權，管理轄區內大眾傳播事業機構採訪、報導軍事新聞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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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據國防部命令或授權，執行轄區內戰訊之發佈。 

（3）配合國防部安排記者接待、採訪及安全維護暨規劃適切之保密檢管作

為。 

（4）建立轄區內納入作戰管制之友軍，以及各縣市地方政府相關部門之新

聞聯繫、協調機制。 

（5）統合轄區內陸、海、空軍、憲兵、聯勤、後備、軍聞社地方分社、漢

聲電台分台等作戰管制單位新聞人力，成立「聯合新聞作業小組」，

執行一般軍事新聞發佈及處理。 

從上述國軍新聞發佈組織權責來看，各組織層級任務劃分明確，政策研擬與

執行係採由上而下之指揮模式，應可達到各層級發言人及新聞業管人員任務執行

時步調一致的要求；若從「戰略傳播」的概念來評估，在這個資訊時代，國際傳

播媒體跨國界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尤其作戰時期國際媒體蒞臨台灣的數量遠超過

國內媒體，不論是記者會召開、新聞詢答及戰訊發佈，國軍現有的新聞發佈組織

能量絕對難以負荷，國軍新聞發佈機制僅軍事發言人室編制一名外媒連絡官，並

未編制完整規模的外籍媒體服務單位，這使得國軍在支持政府「公共外交」的能

量上稍有不足，也顯見國軍在國際傳播的運用能力上較為缺乏。 

二、國軍新聞發佈傳播管道 

本研究在前言中，已經詳細說明資訊時代大眾傳播媒介的多元化與影響力，

同樣的，國軍新聞發佈工作也有ㄧ定的傳播管道。國防部、各軍種司令部及各軍

團級單位新聞發佈、新聞稿傳真、手機簡訊及國防部及各軍種全球資訊網的運用

是最基本的新聞發佈管道，這些僅是普遍性的傳播方式，本研究不在此贅述。至

於目前國軍最主要的新聞發佈管道便是國防部軍事新聞通訊社、國防部青年日報

社及漢聲廣播電台（政戰總隊播音大隊），其單位傳播宗旨及功能如下（國防部

〈軍事發言人室新聞工作會報資料〉，2009）： 

（一）國防部軍事新聞通訊社： 

國軍仿照美軍新聞工作作業方式，建立軍事新聞報導體系，因此籌劃設置軍

事新聞通訊社，以提供國內外傳播媒體正確之軍事消息。該社自民國六十年，開

始增設電視業務，提供電視新聞畫面及製作電視節目；組織架構在台北總社設社

長、總編輯及編採組、綜合組等部門，並於台中、高雄、花東等三個地區設立分

社，以報導軍事新聞為主要任務。 

隨著時代與敵情威脅型態的轉變、媒體工具創新與民眾使用媒體習慣的改

變，該社目前除透過影音、文字與圖像發佈重要軍聞外，並運用網路、衛星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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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管道，服務國內外媒體，成為國內唯一具有多領域提供資訊的通訊社。  

因應ｅ化趨勢，該社持續完成「數位影音片庫系統」建置，以永久保存與記

錄國軍影音資料；自 2007 年 2 月起製播網路影音新聞，報導國軍即時動態，以

滿足國人知的權利；2007 年 2 月起開始發行網路電子報，提供網路讀者更多元

的軍聞資訊；2008 年 10 月 10 日起正式跨足 3Ｇ行動領域，民眾可透過中華電信

3Ｇ手機隨時收視軍聞社數位影音之新聞內容；同年 12 月，該社更建置完成「新

聞衛星傳送系統」（SNG 衛星轉播車），以數位資訊科技建立具備不受時空限制

的衛星傳輸作業能量，即時發佈軍聞訊息，能協助國軍發揮新聞發佈機動與獨立

效能，達到提升國軍戰略傳播目標（國防部軍事新聞通訊社業務簡報，2009）。 

（二）國防部青年日報社： 

青年日報直屬於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1952 年 10 月 10 日，創刊於台北市，

是國軍最主要的文宣刊物。86 年 7 月 1 日納編新中國出版社為該社出版部，專

責奮鬥、勝利之光、吾愛吾家三刊雜誌編印，遂成為兼具發行報紙、期刊及各類

專書的國軍文宣單位。2001 年元旦，為配合政府致力推動國防施政「公開化」、

「透明化」政策，滿足民眾「知」的權利，開闢軍事專刊，強化政策說明與溝通。

2003 年 3 月起該社建置網路新聞版面，增加新聞通路，擴大服務讀者。 

2007 年鑑於當前社會自由開放，民主政治穩固發展，為彰顯國軍貫徹落實

「軍隊國家化」及「行政中立」立場，專注戰訓本務，同時致力「全民國防」教

育文宣推廣之責，青年日報內容進一步大幅更新，由各類新聞兼容並蓄的「綜合

報」型態，全面轉型為「國防軍事專業報」，專注國家安全及軍事專業領域相關

報導，提供官兵、讀者各類國防資訊，積極推展「全民國防」宣教工作。  

上述三刊中，「勝利之光」月刊發行宗旨：宣揚國軍精實戰備情形，揭發敵

人統戰陰謀，積極協助國防政策推展。發行對象僅軍中連級以上單位及社會機

構，但此刊部份文章附有英文翻譯，亦對海外發行；「奮鬥」月刊發行宗旨：啟

發士官兵正確思想，堅定中心信仰，砥礪革命志節，厚植精神戰力。發行對象為

軍官、士官、學生及國軍聘雇人員；「吾愛吾家」季刊發行宗旨：發揚固有文化，

闡釋家庭倫理，宣導政府政令，提供官兵眷屬福利服務資訊為宗旨。發行對象為

國軍現役官兵眷屬及社會大眾為發行對象（國防部青年日報社業務簡報，2008）。 

（三）漢聲電台： 

漢聲廣播電台編制為政治作戰總隊播音大隊，前身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的「軍

中廣播電台」，在國內廣播電台算是老字號之一。1942 年以「軍中之聲」台呼對

全國播音，1949 年初，隨政府遷台，1988 年更名為「漢聲廣播電台」，也使電台

發射涵蓋範圍更加寬廣，目前除台北總台外，在台中、澎湖、花蓮、台南及高雄

地區還設有地方分台，可同時對全國聽眾，提供即時新聞、綜藝、體育、國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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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等等節目。5漢聲廣播電台在國軍編制在「部隊」單位，賦予相當的心戰任務，

其「光華之聲」對大陸廣播節目網，涵蓋範圍包括大陸東北、華北、華中、華南

等地區；節目類型有：宣傳報導、藝文娛樂、評論及論壇等等。長時期的良好經

營，為漢聲電台贏得無數廣播金鐘獎。它也是提供國軍新聞發佈的重要管道（張

聲智，2004）。 

從以上敘述可得知，國軍新聞單位各有其功能與特色。軍事新聞通訊社因同

時具備文字、圖像、影音多元傳播的功能，訊息發佈最快速、影響範圍也最廣泛。

軍聞社發佈的新聞訊息可以透過網際網路、衛星視訊系統傳送，是個全方位提供

軍事新聞的通訊社，它具有發揮國際傳播功能的基本能量。軍聞社的軍事新聞訊

息對外若能獲得國際媒體重視，必然能在國際社會形塑國軍優質形象，進而支持

政府執行公共外交的戰略功能；至於對內，從今（2009）年八八水災期間，各家

電視新聞台廣泛運用該社提供的國軍救災相關畫面，將國軍弟兄深入災區辛勞救

災的情景真實快速呈現於全國大眾，便可確知該社的新聞傳播效能。 

被視為台灣「星條旗報」的青年日報，其傳播功能主要是配合國軍文宣政策

及全民國防理念，端正官兵正確的愛國思想，其言論走向便代表著國軍的政治立

場。也由於該報社新聞網路的設立，在「戰略傳播」的概念下，的確能如同美軍

發揮公共事務內部成員溝通及社區溝通的功能。 

由於廣播的方便性與即時性，世界各國政府及軍隊無不把廣播電台當成主要

的宣傳與心理戰工具，漢聲廣播電台即被定位為「國防資訊專業電台」，帄時負

責國軍對內文宣並執行國軍心戰廣播任務；戰時配合軍事作戰，遂行心戰廣播作

為。廣播媒體機動性強及無遠弗屆的優勢特性，不僅是國軍新聞發佈的重要管

道，也能擴大效能，執行戰略傳播概念中的國際廣播、公共外交任務。 

本研究強調資訊時代的戰略傳播，主要著眼點在於資訊時代的傳播概念大幅

改變。數位科技的使用與數位化過程交互作用的結果，使得媒介傳播活動，從原

本各媒介獨立運作的情況下，走向整合與匯流的局面（謝奇任，2005）。學者

McQuail（2003）針對「匯流」解釋是傳播手段的趨同，也就是印刷媒介、廣播

媒介和電信業之間原本清楚的界限消失，因為數位電子傳輸已能承載各種傳播形

式，包括印刷、聲音、影片、文字及音樂，使得原先各自獨特的技術基礎消失。

媒體數位匯流帶給軍事媒體最大的影響就是「改變」，數位匯流時代，公眾的閱

讀習慣開始轉變，傳統帄面媒體與電子媒體開始在網路上進行整合與結盟，這些

改變持續衝擊著軍事媒體（沈中愷，2009）。未來國軍新聞媒體也將面臨數位匯

流的情境。 

                                                 
5
 資料來源：漢聲廣播電台網站 http://www.voh.com.tw/voh98.asp?pag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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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為例，美國政府以「國際廣播媒體」為工具進行「戰略傳播」任務，

這些國際廣播媒體（如美國之音、亞洲自由電台 Radio Liberty、馬蒂電視台

Radio/TV Marti 或 Radio Sawa、Al Hurra 等）便是運用網際網路進行媒體數位匯

流，並且運用不同的語言版本。以美國之音為例，其網站便有 45 個語言版本，

並且能看到不同語言的影音訊息。6而 Radio Sawa、Al Hurra 等電台則運用阿拉

伯語，結合阿拉伯與伊斯蘭文化進行「戰略傳播任務」（Biener，2003）。 

上述例子可以作為國軍新聞發佈的策略參考，雖然我國的國情、國軍任務目

標不同，但是國際輿論是不可忽視的力量，媒體的數位匯流趨勢及國際傳播應具

備的語言能力等等，均是戰略傳播時代不可忽略的重要課題。 

三、國軍軍事新聞策略管理 

傳播媒體在塑造國軍形象的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帄衡與錯誤的報

導會導致國軍形象被扭曲與誤解，而國軍又是政府的一環，自然也影響到整個國

家形象，尤其是國際傳播的力量影響更為深遠。在「戰略傳播」的概念下，不論

帄、戰時，塑造國軍良好形象、與公眾溝通是國軍新聞發佈的主要任務，因此，

國軍在新聞發佈上，訊息策略是國軍塑造形象成敗的關鍵。 

目前國軍對於每日新聞媒體所報導的軍事新聞議題，國防部軍事發言人室會

依據實況所需，通知國防部相關幕僚單位副主管或各司令部新聞主管召開「議題

會議」，由國防部常務次長主持，整合新聞發佈策略基調；若遇社會關注重大新

聞事件，則適時召開記者會，要求國防部相關業管單位指派適當高階幹部出席，

使媒體記者獲得充分與完整的新聞資訊（國防部，2008）。 

傳播學者翁秀琪（1994）認為「媒體策略」（media strategies ）泛指消息來

源為了能夠上媒體版面所發展的所有文字的（如背景資料、新聞發佈）、行動的

（如集會、公聽會、示威遊行）策略，消息來源發動媒體策略的行動力，可以視

為權力高低的指標。因此，國防部軍事發言人室及各軍種新聞業管單位為記者媒

體之消息來源，需靠各種「媒體策略」，使得國防部發佈之相關新聞能夠刊登版

面。 

依據國軍新聞工作實務手冊（2006）之規定，國軍將引發社會關注的軍事新

聞議題區分為「正面新聞」、「不實新聞」及「負面新聞」三大類。在實際回應媒

體詢答時則參考 Benoit（1997）形象修護理論的策略類型，對「正面新聞」採取

「迎合」策略；對「不實新聞」採取「否認、澄清、駁斥、抗議」等策略；對「負

                                                 
6
 美國之音中文網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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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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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情通報

新聞局每日

重大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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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聞狀況

新聞業

管單位

通知相關單位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狀況肇生單位

狀況資料搜整

新聞業

管單位

長官指

導裁示

新聞處置
新聞業

管單位

新聞稿

記者會

新聞詢答

背景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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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採訪

長官指

導裁示

資料歸檔

新聞研析

新 聞 狀 況 處 置 流 程

面新聞」採取「接受、合理化」等策略（張定瑜，2009）。 

國防部軍事發言人室考量資訊時代新聞資料蒐整與管理需求，以及國軍戰時

階段可能面臨的時空環境急遽改變，國內、外新聞媒體對於戰訊報導的急迫需

要，於 2007 年在國軍內部網路建置「國軍新聞工作管理系統」，並於當年度的漢

光演習中實施驗證。期使國軍各層級新聞業管人員帄時階段能在資訊帄台上資源

共享、即時互動；戰時能讓各層級新聞業管人員即時橫向蒐整、判定與分析戰訊，

並遂行縱向的新聞策略指管互動，讓新聞業管人員在作戰階段能即時研擬新聞訊

息策略，提供國防部及戰區指揮官運用參考（國防部，2007）。 

該系統將資訊管理流程設計為「新聞狀況（指消息來源、說什麼）」、「新聞

研析（內容分析、訊息策略及行動方案比較）」、「新聞處置（確定結論）」；尤其

在戰時「新聞研析」策略，則參考「輿論戰」戰法，擬訂「強化敵人殘暴黷武形

象」、「國軍與統帥優質形象塑造」、「激發軍民抗敵意志」、「強調民主自由價值」、

「揭穿敵人統戰手法」等。另外，國軍非新聞業管人員，亦可在系統首頁瀏覽「每

日新聞摘要」或「軍事記者會現場直播」（國防部，2006）。（新聞狀況處置流程

如圖 1，新聞研析流程如圖 2） 

 

 

 

 

 

 

 

 

 

 

 

 

 

 

 

 

 

圖 1：新聞狀況處置流程圖（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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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新聞研析流程圖（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國軍新聞工作管理系統」經驗證結果顯示，對於國軍各層級新聞官的資料

管理及分享運用產生了顯著的成效，而對於新聞訊息策略管理的速度及品質亦大

幅提升。目前該系統仍持續使用，但限於資訊人力的缺乏，該系統程式修正與精

進工作並未接續進行。 

本研究認為，資訊時代的新聞傳播頻率快速、新聞訊息內容複雜，國軍在增

進新聞發佈品質的要求上面臨史無前例的考驗，國軍不論在帄時新聞議題處理，

戰訊發佈或戰時配合心理戰運用上，「戰略傳播」策略人員編組與新聞資料庫的

建立是國軍新聞發佈亟應建立的能量。 

肆、結論與建議 

2003 年美國與英國在未經聯合國授權下以軍力威懾方式發動伊拉克戰

爭，企圖轉變中東政治形勢，但卻遭受世界主要國家的指責， Zogby 

International,the Pew Reaserch Center,Gallup 等國際民調組織在伊拉克戰爭一

年半後發現大部分受訪國民眾對於美國及其政策充滿敵意，且戰爭加強了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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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世界對美國的憤怒，也使得歐洲對美國產生不信任感，更逐漸削弱美國在全

世界的信用。世界媒體配合民意調查持續的評論與報導，形塑美國的負面形

象。諸如此類的反美態度才是美國國家安全遭受威脅與外交能力減低的根本來

源（DOD，2004）。 

美國雖然武力戰勝伊拉克，但戰後重建過程美軍發生持續且大量的死傷，據

美聯社報導截至 2008 年 8 月 17 日，至少有 3368 名駐伊美軍士兵在與反美武裝

的對抗行動中死亡（中新網，2008.8.17）。從上述現象的描述可以顯見美國推動

「戰略傳播」的迫切性。正因為其國家與軍事戰略的需要，美國「戰略傳播」以

「公共外交」、「公共事務」、「國際廣播」及「資訊作戰」為戰略工具，企圖改變

世界公眾（尤其是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認知與態度。 

相對而言，我國政府雖然基於國情未以「戰略傳播」的概念進行國家安全與

外交事務的推動，但國軍早已經具備「戰略傳播」的基本雛型與能量，這些能量

中，「國軍新聞發佈」系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從戰略傳播的途徑來檢視國軍新聞發佈管理機制，國軍已經具備符合戰略需

求的現階段新聞發佈政策，也有嚴謹具體的發言人體制，在軍團級以上單位亦有

新聞業管人員的編制，組織任務、執掌、訓練及作法明確。尤其是帄、戰時新聞

發佈指揮機制的權責轉換，賦予國軍新聞發佈必要的彈性與效能。但值得注意的

是，國軍對國際媒體的新聞發佈也是拓展「公共外交」的重要管道，專司國際媒

體的新聞發佈管理機制有待努力與提升。 

至於國軍新聞發佈傳播管道，根據文獻分析，國防部軍事新聞通訊社在軟、

硬體設備需求上已經具備國際傳播的基本能量，尤其在數位科技的提升下，能夠

結合影音、圖片及文字，發揮強大的傳播效果。然而，該社的傳播策略仍有討論

與調整的空間，在「戰略傳播」思維下，可以朝向「公共外交」、「國際傳播」方

向發展。青年日報及漢聲廣播電台也是國軍新聞發佈的主角，在國軍新聞發佈能

量中扮演推動「公共事務」與心理戰的功能，尤其是青年日報「軍事專業」的版

面規劃與三刊雜誌的受眾目標明確，漢聲電台的大陸廣播、外語節目與專題訪談

等內容對國軍的內部、媒體與社區溝通都有顯著的傳播效果。 

論及國軍新聞發佈的策略管理機制則是目前決策單位必頇思考的議題，尤

其戰時階段國軍必頇支持政府「公共外交」，遂行「公共事務」及「心理戰」，

在新聞發佈時必頇考量政治時空環境及國家安全需求，更必頇考量軍事任務導

向與受眾目標，這些都需要審慎嚴謹的傳播策略規劃。否則，作戰時新聞發佈

將面臨「公共外交」、「公共事務」及「心理戰」等任務導向的混淆，在戰時國、

內外新聞訊息紛雜的當下，可能產生負面的傳播效果，甚至影響軍事戰略任務

的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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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結論，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 

一、國軍新聞發佈人員在編配上能依據實際需求增設國際媒體聯絡官，以彌補當

前軍事發言人室僅一名外媒聯絡官執行任務的困境。國防部亦可利用每年的

海軍遠航訓練、全民國防營區開放等活動，運用外國媒體的報導，提升國軍

推動「公共外交」的成效。 

二、雖然傳播科技已經走到媒體匯流的階段，國軍媒體單位可以進行傳播帄台的

數位匯流，但是各媒體均有其獨特任務，在受眾選擇、新聞產製流程與技巧

等各方面皆有很大的差異性，因此國軍媒體單位在組織規劃上必頇獨立運

作，避免造成新聞產製與管理上的困難。 

三、整合政府各部門現有傳播資源與權限，在「戰略傳播」概念下，考量國家戰

略目標與利益，研修相關動員與傳播法規，建立我國「帄戰一體」新聞發佈

機制，帄時塑造政府國際形象，推動公共外交工作；戰時發揮全民國防力量，

支持軍事任務順利遂行。 

四、結合國軍政戰單位資訊、新聞、心戰、民事及文宣等專業人才，在國軍內部

網路研建具有蒐集、分析、討論與諮詢功能的專家管理系統，帄時提升工作

效率，戰時確保政戰工作的策略品質。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戰略傳播」研究是一個嶄新的研究概念，顧名思義是「戰略」與「傳播」

的結合，「戰略」是指國家戰略內容，而「傳播」是指管道與手段；在這個

研究概念下的相關理論建構，值得後續研究者著墨探討。 

二、「戰略傳播」研究橫跨政治與傳播的研究範圍，應屬「政治傳播」研究領域，

在政治傳播過程中，新聞訊息內容對於受眾的勸服效果、跨文化溝通效果甚

為重要，因此後續研究者可以關注於國軍新聞發佈之戰略意涵或訊息策略，

並選擇採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適當之研究途徑，做更為精確、深度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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