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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 中⼭山⼤大學《灣岸創⽣生：⾼高雄過渡社區的記憶與創新轉型》
計劃進度報告


• 「社會實踐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困難和可能性」～中⼭山⼤大學
的經驗與反思


• 討論



《灣岸創⽣生：⾼高雄過渡社區的記憶與創新轉型》  
進度報告



國立中⼭山⼤大學

過渡社區 
創⽣生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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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左營區 
過渡社區創⽣生基地 

⼦子計畫⼆二 
研究⼈人員 

舊港基地 
博⼠士後研究員

⼦子計畫三 
研究⼈人員

⼦子計畫⼀一 
研究⼈人員

〔回應問題：各⼦子計畫之間的合作〕

⿎鼓⼭山區⿎鼓⼭山區
⼦子計畫⼀一 

在地歷史記憶採集

⼦子計畫⼆二 
智慧⽣生活與數位社區公⺠民參參與 

⼦子計畫三 
社區創⻄西創業培⼒力力



區域
⼦子計畫⼀一 

在地歷史記憶採集

⼦子計畫⼆二 
智慧⽣生活與數位社區

公⺠民參參與

⼦子計畫三 
社會創新創業培⼒力力

左營
許仁豪：左營地區⽣生活記憶調查與
再現 
何怡璉：左營地區的俗⺠民⽣生活劇場 
李思嫺：左營地區聲景採集、創作
與詮釋

*王俊傑 
李予綱、李明軒、 
社區數位公⺠民肥皂箱 

iConcern

審議式⺠民主

鄭義：在地社區藝⽂文團隊社會
企業轉型培⼒力力

舊港
區

*張錦忠：東南亞圖書室與⽂文
化交流空間


楊靜利利：Beings 共織眾⽣生/聲

宋世祥：⾼高雄舊港多元⽂文化社
會創新實驗基地


前鎮
草衙

黃⼼心雅：拉瓦克部落落原住⺠民遷
徙⽣生活

江政寬：草衙產業歷史的採集與再現

洪世謙：重新連結草衙與海海的意象，
破除「新」與「舊」的⼆二元對壘壘


*蔡敦浩：草衙社造社會創新創業與
在地⽂文化慶典培⼒力力

（⼦子計畫⼀一計畫主持⼈人改為張錦忠教授）



灣岸過渡社區的 
困境反思與計畫任務

（⼀一）在地歷史與記憶的
消逝與考掘保存。

（⼆二）社區意識的缺乏與
提振。

（三）與城市整體發展脫
軌與社區經濟活化。

果貿社區．左營

哈瑪星

前鎮草衙



計畫核⼼心願景

• 協助灣岸過渡社區轉型成為具有「社會創新能動⼒力力」(social 
innovation agency)的社區創⽣生典範。 

• 社會創新能動⼒力力：社區從設計思考出發，進⽽而結合設計⽅方法
與創新策略略的主動性態度與能⼒力力。



基礎建設 
與磨合探索

• 三個區域的博⼠士後都已
經上⼿手，必且開始積極
推動計畫事務。


• 三個區域的基地都已經
成形，並且開始運作。


• 「地⽅方創⽣生」讀書會與
主題演講從本⽉月開始


• 社區擾動



左營區
• 已經拜訪了了7個⾥里里，⼀一個區就是台灣移
⺠民史的縮影。


• 於左營區明德國⼩小設立「左營過渡社區
創⽣生基地」


• 正在進⾏行行社區活動的⾳音樂採集


• 明德國⼩小合作戲劇學習⼯工作坊、⽥田野調
查

• 果貿社區說唱比賽

• 與郭家古厝合作（探討引進商店街、打
造特⾊色街）

•



舊港區
• 網⾴頁「舊港五四三」建置


• 完成6個⾥里里長的訪談


• 參參與公⺠民論壇進⾏行行觀察


• 於新濱碼頭藝術學會成立「舊港區過
渡社區創⽣生基地」


• ⼗十⽉月津聲電台開台 
⼗十⼀一⽉月東南亞⽂文化策展⼯工作營 



前草區
• 成立前草在地創⽣生聯聯盟（區長、
在地中⼩小學校長、社⼤大團隊、社
區營造夥伴、社福單位）


• 於前鎮國⼩小設立「過渡社區創⽣生
基地」


• 前草在地居⺠民⽣生命故事與創業故
事採集（紀錄片）


• 前草⼯工業遺跡與產業探查 採集～
允棟市場、加⼯工出⼝口區女⼯工宿舍、
前鎮漁港


• 前草庶⺠民⽣生活與廟宇～前鎮河南
北岸的歷史探查與導覽



地⽅方創⽣生讀書會



「社會實踐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困難和可能性」 
中⼭山⼤大學的經驗與反思



中⼭山⼤大學作為⾼高市府的智庫 
⾼高市府作為中⼭山⼤大學社會實踐的夥伴



⾼高市府與中⼭山⼤大學

• 中⼭山⼤大學作為⾼高市府的智庫，承接各項政策研究案。


• 中⼭山⼤大學作為⾼高市府舊港區相關政策的合作幫⼿手：旗津基
地、隧道開放（港務公司）、交通⽣生態盛典。


• ⾼高市府作為中⼭山⼤大學社會實踐的助⼒力力夥伴：鹽埕區忠孝國
⼩小鹽埕灶腳基地、左營區明德國⼩小基地、前鎮區前鎮國中、
棧⼆二庫



市府委校政策研究

• 針對⾼高雄市政府所需要推廣
之政策，進⾏行行相關評估研究。

• 針對⾼高雄市府所舉⾏行行之政策
會議，參參與會議討論，病也
提供意⾒見見。



舊港區作為中⼭山⼤大學的腹地 
舊港區作為⾼高雄市府的施政重點



• 2017年年 ⽣生態交通全球盛典



• ⻄西⼦子灣隧道開放 



• 旗津社會創新基地（管碧玲立委發起，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承接）



• 棧⼆二庫，社會學系漁旗



• 鹽埕灶腳社會創新基地（⾼高雄市教育局）



國立中⼭山⼤大學

106 USR C級

106⼈人創計畫

中⼭山⼤大學 
＠⾼高雄灣岸區

• 科技部⼈人創；左營、舊港、
前鎮草衙 

• USR-C：舊港、前鎮草衙 

• USR-B：舊港（⻄西鹽埕與旗
津） 

• HFCC：旗津



中⼭山⼤大學社會實踐與發展研究中⼼心與市府之合作

中⼭山⼤大學 
社會實踐與發展 
研究中⼼心

科技部 
⼈人創

USR-BUSR-C

HFCC 其他社會 
實踐計劃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

教育局
經發局

海海洋局

港務公司 
等CSR

區域與社會發展 
就找中⼭山⼤大學

場域實踐學習 
就找⾼高雄市府



在科技部⼈人創計畫中， 
我們期待與⾼高市府的關係

• 長期且穩定的互動，不因為執政者換⼈人就⾯面對關係斷裂。


• 不太近⼜又不太遠的距離，能保有獨立運作的空間，也能直
接立即得到回應。


• 偶爾先⼀一起⼯工作看看（⼯工作坊），⼀一起參參與活動。



問題與挑戰

• 中⼭山⼤大學雖然與市府有很好的關係，但校內老師卻未必在
這樣的關係之中。


• 中⼭山⼤大學老師雖然對於社會實踐很有熱忱，但卻沒有直接
和市府合作的管道或是思維模式。


• 學校作為社會實踐的單位，是否與地⽅方⺠民眾與地⽅方政府的
期待相⽭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