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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與情境學習有很大的關聯



概念界定：關鍵字

• 校務拓展與社會參與 (O&E)

Outreach & Engagement
ex:  The Office of University Outreach and Engagement, Michigan State 

ex: Department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大學社會責任US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 大學社會責任報告USR Report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 大學永續報告USR

University Sustainability Report

4

補充：世界高等教育史中的USR
1.美國：贈地大學的傳統
2.英國：紅磚大學的傳統
3.歐盟：伊拉斯莫斯的傳統
4.日本：地域振興的傳統

除了Report的結果更看重Reporting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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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國際大學校長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IAUP)

號召全球大學將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和世界公民意識的理念融入教學、研究、院校
中長程發展策略與政策制定之中，並強調校際策略合作的重要性



概念界定：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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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研

感受性強

全球尺度
區域尺度
城市尺度
地區尺度
鄰里尺度

感受性弱

介入

轉譯

社會效益評估(SROI)



《 2030永續發展議程2030》(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仙台減災綱領》(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阿迪斯阿貝巴行動議程》(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和《新城市議程》(New Urban
Agenda) 7

Local answer to 

Global problem

促成全球高等教育教育機構展開合作

a

a



概念界定：殊途同歸的三個路徑

USR/人才培育

Outreach & Engagement

路徑一：經濟價值

產學合作先行
解決社會問題

路徑三：公共價值

社會關懷先行
帶動產業升級

案例
六級產業→克服地方

經濟動能不足

案例
登革熱防治→打造智

慧防疫產業鏈

USR/人才培育

路徑二：文化價值

地方文化先行
型塑生活風格

案例
社造三期&村落文化
→喚醒地方品牌價值

城/鄉創新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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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
Social Contribution Index



大學作為創新樞紐的三種型態

象牙塔／燈塔
（Ivory tower

）

服務站
（service station）

生活實驗室
(living lab)

理想性/獨立性
世俗性/實用性

work for people

第一類型知識 第二類型知識

公共性/開放性
work with people

第三類型知識

學院知識
單一學科

學院知識
跨科際

學院↔地方
互相滋養/雙向轉譯

線性價值鏈 區域創新生態系統

專家 促進者

【anchor Institutions】



模式一：創業型大學 模式二：區域創新生態系統中的大學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University
）

知識商品化／研發成果產業化

產學、專利、技轉、育成
衍生企業

開放創新／社會創新

參與式設計融入：課程、教學、研究

強調服務對象的問題和需求
（problem / need）

強調合作對象的能力和資產
（capacity / asset）

假設：大學來解決問題 假設：大學與地方互相學習

概念界定：兩種運作邏輯



將USR放在國家整體發展的圖像下思考

社會實踐只是方法
目的是促進城/鄉的多樣性
與永續發展。在解決問題和
創造價值的過程，培養新一
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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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經驗：地方創生是為了促進都市和農山漁村共生對流

都會

鄉村

學研

對流

傳產智慧化

對流

產業六級化

對流

產學合作

海外

海外

海外



將USR放在高教深耕計畫下來思考

1. 如何引導大學校透過校務拓展與社會參與的過程(O&E)，由外而內，
使其所認定的社會責任(USR)能融入治理架構之中，讓課程、教學、
學習、體制能有相應的調整？

2. 如何促成跨部會間的政策綜效，引動民間資源參與，以有限的資源
培養各校校務經營團隊與學校師生具備轉化限制、劣勢創新的能力
(transform the limitations)，以新的方法，驅動區域創新？

3. 如何與國際USR社群形成夥伴關係，讓大學校院能以在地議題和實
作場域為基礎，連結世界與區域，形成跨國共構之平台，讓大學在
參與實作的過程中，提升自身教學、研究、服務和產學合作的創新
能耐與知識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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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能產生社會影響的研究」
(Research with Impact) 

「培育具有責任感的畢業生」
(Responsible Graduates) 

「連結大學所在的社區」
(Engaging Our Communities) 

「負責任的程序」
(Responsible processes) ，

「促成環境永續」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USR+深耕的案例
曼徹斯特大學將USR融入校務治理
的五大面向與校務發展計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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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大学における組織再編について

県内初の法学士を養成し、若者の県外流出に歯

止めをかけ、地域の経済･法律における課題に

対して、応用的･実践的に予防・解決できる人

材を養成。【地域の司法・行政・企業と連携し

た現場・実践教育を実施】

信州大学 経法
学部(H28予定)

ヘルス・フード・アグリとバイオを融合した生

物資源を活用した6次産業化及び産業創出人材を

養成。【徳島県の農場を活用し、県内の自治

体・企業等と連携した実践型フィールド実習の

実施】

徳島大学 生物資源
産業学部(H28予定)

地域資源に新たな価値を創成し、成長産業の

振興と地域活性化を図るため、畜産・農業・

観光等の地域資源のマネジメント人材を養成。

【県内の自治体・企業等と連携し中山間地等

での課題解決型実習を実施】

宮崎大学 地域資源
創成学部(H28予定)

大分大学 福祉健
康科学部(H28予定)

医療と福祉を融合し、「地域包括ケア」を実

践できる高度な専門性を有したマネジメント

力を有したリーダーを養成。【県内の自治体

と連携し、医療・福祉地域現場での臨床実習

の実施】

地域の行政・産業の課題解決のため、協働を

通じて産業振興や地域活性化を担う人材を養

成。【県内の自治体・企業と連携して徹底し

た実習とステークホルダー参画型の学部運営

を実施】

高知大学 地域
協働学部(H27)

宇都宮大学地域デザ
イン科学部(H28予定)

社会制度、まちづくり、防災・減災などの重層

的・複合的な地域課題に対応できる人材を養成。

【県内の自治体・企業等と連携し、全学生が参

加する地域プロジェクト演習の実施】

秋田大学 国際資源
学部(H26)

新たな資源技術と将来の資源・エネルギー戦略

の発展・革新を担うグローバル人材を養成。

【海外の資源フィールドを活用したグローバル

実習の実施】

国際社会及び科学技術に関する複眼的・総合

的な諸問題の調整・解決に貢献する人材を養

成。【長期留学の必修化、デザイン思考を備

え、自治体・企業と連携した課題解決型プロ

ジェクトの実施】

山口大学 国際
総合科学部(H27)

山梨大学 生命
環境学部(H24)

果樹栽培やワイン産業など地域産業の特性を踏

まえ、持続的な食料生産と供給を担う幅広い視

野を有した人材を養成。【ワイン生産など地域

資源を活用した実践的な活動を実施】

◆国立大学における特色ある学部等設置の状況（主なもの）

政治・経済、文化、社会活動分野等で存在感

をもって国際的に活躍できる人文社会科学系

グローバル人材を養成。【海外体験の必須化

や長崎県の特性を踏まえたオランダ特別コー

スの設置】

長崎大学 多文
化社会学部(H26)

６

佐賀大学 芸術地域
デザイン学部(H28予定)

愛媛大学 社会
共創学部(H28予定)

弘前大学 農学
生命科学部(H28予定)

産業・文化の振興といった地域ニーズを踏まえ、

アートを通じて地域社会に活力を与えられる人材を

養成。【自治体と連携したフィールド実習、佐賀県

有田窯業大学校の資源を活用した実践教育】

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を重視し、水・紙産業の振

興など地域社会の持続的発展を担う人材を養

成。【県内の自治体・企業と連携し、新たな

寄附講座の設置とコンソーシアムの構成】

地域の諸課題を解決し、りんご等の地域農産

物の加工や輸出を促進する人材を養成。

【県内の自治体・企業等と連携し、食関連の

知識（製造・分析等）を実技経験をもとに学

べるカリキュラムを展開】

USR+深耕的案例，如：配合地方創生的政策，新設特色學院



地域貢獻型 特色領域型 世界競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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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議題

(一)在地關懷 (二)產業鏈結 (三)永續環境 (四)食安與長照 (五)其他社會實踐

Ａ類：種子型

計畫團隊未曾執行過社會實踐類

型計畫，於盤點議題後，研提可

具體改善及解決問題之試行構想

106年試辦期，每案至多120萬

元；107年正式執行期，每案每

年至多200萬元，最長補助2年

（不含試辦期）

Ｂ類：萌芽型

計畫團隊曾執行種子型計畫，或

其他計畫經驗累積達2年，已具

備相關經驗但尚未具規模

106年試辦期，每案至多400萬

元；107年正式執行期，每案每

年至多600萬元最長補助3年

（不含試辦期）

Ｃ類：深耕型

計畫團隊曾執行萌芽型計畫，或

其他計畫經驗累積達4年，具完整

並成熟運作模式與穩固基礎

106年試辦期，每案至多600萬元；

107年正式執行期，每案每年至多

1000萬元；除具體實踐計畫，應

至少輔導5校實踐計畫，最長補助

3年（不含試辦期）

申請規劃及計畫類型



多層次USR支援系統

◎A類主要任務
發展諮輔架構，協助陪伴
中心推動各項培力工作

◎B類主要任務
推動到校諮詢，實地交流，
提供資訊，串聯校內相關
單位及校外相關社群，形
成區域創新生態系統

◎C類主要任務
提供到校諮詢、實地交流協助豐富跨域治理
及在地全球化之內涵，擴散台灣USR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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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類

75%

B類

20%

C類

5%

共通原則：與深耕計畫結合，促動各校體制
創新，將各校認定的USR融入治理架構、課
程地圖和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中，培養學
校具備轉化限制，劣勢創新的能耐

USR



106年度推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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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
翻轉

投入時間
70%書寫、20%會議、庶務10%

投入時間
60%對話、30%體制、庶務10%

Ａ類：種子型

Ｂ類：萌芽型

Ｃ類：深耕型

1.徵件前：協助區域中心引導Ａ類計畫從既有方案中舊翻新
2.審查中：協助區域中心發展諮詢輔導架構、工具，並培訓諮輔委員
3.審查後：與區域中心共同啟動諮輔機制，在過程中參與案例討論

1.徵件前：辦理焦點座談與實地交流，了解學校推展USR所遭遇之瓶頸
2.審查中：辦理基礎訓練課程，強化主要參與成員推動USR之核心職能
3.審查後：以議題為導向，持續辦理跨校共學，推動共同觀備議課機制

1.徵件前：辦理焦點座談與實地交流，了解學校推展USR所遭遇之瓶頸
2.審查中：辦理基礎訓練課程，強化主要參與成員推動USR之核心職能
3.審查後：以參與式設計之精神，引導C類學校設定更具挑戰性之任務

廣泛對話、公共參與是地方創新指南針、方向盤和安全氣囊!!!



②可不可行？①能不能？

③想不想？

是沒有「能力」，
還是沒有「興趣」

沒有夥伴、人員流
動率高、缺乏制度
性的支持

失敗的風險和代價太高，
讓人裹足不前，不敢冒險？

問題在
哪裡？

潛在課程
文化再製
惡性循環



24由淡路島土壤而研發出的肥料與食品所創造出的創新生態系統



25燕三条工場祭典，為地方沒落的製造業工廠帶來動力



培什麼力？誰培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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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料創新
（循環經濟）

促進
回收

傳產
加值

創業
機會

社區
就業

農委會水保局：大專生迴游農村計畫成果延伸

不只是來聽課或被培訓，而是我們一起學，也玩在一起
在跨界共學和自我賦權（self-empowerment）的過程
我們一起尋出解決問題所需要的知識、夥伴和關鍵資源

由外而內，引動校務治理創新，打造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生態系統



一群師生改變地方：智慧趕鳥系統 修平科大研發農業趕鳥無人機





一所大學改變地方：科學防疫成大攜手聯發科創智慧捕蚊燈



• 愛媛大學
• 岐阜大學
• 長崎大學
• 新潟大學
• 琦玉大學
• 信州大學
• 德島大學
• 鳥取大學
• 豊橋技術科學大學
• 橫濱國立大學

越在地，越國際

接地氣、影響力



影響力與社會效益評估(SROI)的方向

USR/人才培育

Outreach & Engagement

路徑一：經濟價值

產學合作先行
解決社會解決

路徑三：公共價值

社會關懷先行
帶動產業升級

方向：創造性
資源活化、循環利用
反向分配、……

方向：回應性
提高關注、居民參與
需求回應、……

USR/人才培育

路徑二：文化價值

地方文化先行
型塑生活風格

方向：自明性
場所精神、社區認同
地方特色、……

城/鄉創新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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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感 共振



醞釀在地關懷
氛圍

發酵區域創新
議題

解方
設計

U
S
R
支
持
系
統

連
結
在
地
一
連
結
國
際
一
連
結
未
來

策略
規劃

1年(A類)

1-3年(B類)

創新
擴散

對外發聲

USR獎

引動
議題

人才培訓

研究發展

3年以上(C類)

社群經營

培育社會實踐
人才

專業對話

公共參與

雙向知識轉譯 累積經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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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山動物園的動感設計用吃，打通城鄉對流的任督二脈



USR計畫
支持系統

教科文+
小聚

USR計畫
執行團隊

加速資訊流通
深化實踐知能

鄰里
社區

中央部會

…….

建構重大議題
累積最佳實務

地方局處

企業CSR 社會企業

服務主體

青創團隊

……

SIG實踐社群

引動前瞻議題
強化知識轉譯

鼓勵行動研究
促進跨界共學

議題
小組

A

議題
小組

N

單一
縣市

跨縣
市

全球
網絡

媒體

激發未來想像
創新生活體驗

Living lab
導入外部資源
型塑共同價值

跨部門x跨計畫
支援與串聯

導入開放式創新

階層(靜態) 網絡(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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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x跨領域x跨世代
協力合作

議題
社群

技術
社群



3-5月：提案之前的培力

觀念
翻轉

USR不只是一個補助計畫，而是一個社會設計的過程

階段一

問題
探索

論壇3場

階段二

他山
之石

階段三

團隊
建立

階段五

3月下旬

工作坊3場

4月下旬

研討會1場

４月下旬

構想
精煉

工作營2梯

5月中旬

公民
參與

階段四

Pitch Day 

4月下旬

以開放創新(open innovation)，促動大學校院在地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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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1－問題探索
以議題為主辦理3場論壇，與學校溝通理念，並協助豐富議題內涵

• 階段2－團隊建立
以living lab作為方法論，辦理3場工作坊，讓學校了解各種運作模式

（建議該階段可以提先提交基本構想及成員名單做為「階段五」預備）

• 階段3－他山之石
分享參訪日本文部省及各校之經驗，引介歐美案例，拓展學校視野

• 階段4－公民參與
提案學校於所在場域呈現提案構想，以參與式設計的精神，邀請PO及

地方居民針對提案內容給予回饋，並將討論公民回饋紀錄上網

• 階段5－構想精煉
以學校提案主題為基礎，透過世界咖啡館的形式，讓每一個提案學校與

各界專家可以充分交流，精準界定問題核心，設計具槓桿效益之解方

3-5月培力重點工作項目－線下實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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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讀書會
導讀相關文獻篇章，讓各校夥伴了解實務案例和入世學術 (engaged
scholarship)的精神，也能批判性的反思大學在地連結的各項議題，導讀
篇章書目舉例如下：
（1）The civic university: the policy and leadership challenges

（2）Can Neighborhoods Save the City?: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nnovation

（3）Handbook of Engaged Scholarship: Contemporary Landscapes, Future 
Directions: Volume 1: Institutional Change 

（4）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al Outreach and Engagement

• 活動紀錄與報導
及時紀錄各項培力活動，並公開所有取得授權之活動講義及相關資料

• Mailing list 
打開有形的組織邊界，加速資訊流通、擴大先期參與者規模

3-5月培力重點工作項目－線上社群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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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創新
很多事情，只有大學作得到，讓大學感覺
被信賴、被鼓勵、被期待是我們的使命；
當大學改變看待自己的眼光，就會是台灣
社會進步的開始！



大學社會責任支持系統縣市巡迴座談

20場座談，共振

近距離與第一線夥伴溝通，釐清USR內涵，了解各校推動USR之需求與期待

日期 時間 參與縣市 辦理地點（暫定）

03/14
09:30-11:30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16:00-18:00 臺東縣 國立台東大學

03/15
09:30-11:30 台中市 亞洲大學
13:00-15:00 彰化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7:00-19:00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03/16

09:00-11:00 新竹縣、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13:00-15:00 桃園市 元智大學
16:30-18:30 新北市 輔仁大學
19:30-21:30 台北市 台北醫學大學

03/17
09:30-11:30 基隆市 國立海洋大學
13:30-15:30 宜蘭縣 佛光大學

03/21 13:30-15:30 苗栗縣 國立聯合大學

03/22

12:30-14:30 高雄市 文藻大學

15:30-17:30 屏東縣 美和科技大學
19:00-21:00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學

03/23
09:00-11:00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
13:00-15:00 嘉義市 國立中正大學
17:00-19:00 雲林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03/24
09:15-11:15 金門縣 國立金門大學

17:00-19:00 澎湖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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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創造就業 人才培育 移居生活

社區營造 傳產加值 旅遊觀光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sousei/case/index.html



論壇日期：3/29(三)、3/30(四)、3/31(五) 全天

論壇地點：3/29成大c-hub、3/30集思瑞特廳、3/31逢甲通識沙龍

論壇主題：大學的遠見與魄力

論壇內容：

學校內部治理有哪些關鍵環節需要調整？該怎麼做才能使學校在校務拓展
與社會參與的過程(O&E)，將其所認定的社會責任(USR)融入治理架構之中
，讓課程、教學、學習、體制能支持大學師生的社會實踐與社會創新？

進行方式：

上半場：邀請各校夥伴來分享其推動經驗；下半場請諮詢專家協助夥伴提
煉各項經驗背後的知識架構，協助轉化案例經驗與提高學習遷移的效果，
最後從韌性城鄉的發展來探討大學、企業、政府與公民能量如何整合？

報名時間：請於3/14-3/21報名

報名網址：http://www.university2025.tw/main.php

３場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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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29

成功大學

C-hub

大學的遠見與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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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30

臺北科技大學

集思瑞特廳

大學的遠見與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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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31

逢甲大學

通識沙龍

大學的遠見與魄力



活動日期：4月中下旬

活動地點：待定

活動主題：

1.主題一：洞察在地問題的多元路徑

2.主題二：平台策略與價值創新

3.主題三：影響力與社會效益評估

進行方式：請與會夥伴依參加主題，於活動前提交2頁構想，作為報名審核依據

報名時間：請於3/29-4/5報名

報名網址：http://www.university2025.tw/main.php

３場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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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在地連結

1.0

社會參與
在地連結

3.0

社會參與
在地連結

2.0
大學角色轉變
空間尺度轉變
操作策略轉變
推動組織轉變
參與成員轉變
衡量標準轉變

？

你／你們（學校）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現在在哪裡？



思考的格局與框架

目前討論的限制



限制一
過度傾向技術導向而非需求導向



限制二
USR脫離校務發展脈絡



限制三
人力吃緊和社群準備度不足



大學裡的薛西佛斯神話？



再次提醒與校準

放在中長程校／院務發展的脈絡下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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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