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與地方創生」

成功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團隊

邁向綠活大台南

建構大學與社區共學、共作、共創社會力的行動網

報告日期：2018.7.23



(A) 社區人口老化議題

-發展高齡者的連續性照顧體系與綠色活力生活

(B) 社區少子化的議題

-以學伴為基礎的社區培力資源重分配

(C) 重拾人與自然的夥伴關係

-以UCSA（大學社群協力農業）為核心的社會實踐

(D) 震災重建與防災

(E ) 共學共做營造「大學-城鄉社區」社會實踐的學習系統

邁向綠活大台南

建構大學與社區共學、共作、共創社會力的行動網



大學與地方創生

都會
中西區銀同社區

臨山
左鎮區公館社區

臨山
東山區大東原地區

都會周邊
安南區溪頂社區

臨山
玉井區玉田里

平原
歸仁區歸仁國小

計畫實踐場域分布圖



議題一:

從大學立場，我們如何理解與詮釋地方
創生？

大學與地方創生



一、地方創生的重點政策

二、大學參與地方發展的相關特質

三、大學對地方發展的幫助

四、大學對地方發展的行動關鍵

大學與地方創生



因應地方鄉鎮的人口外流與就業人口老化
如何創造地方鄉鎮的就業機會

如何創造地方鄉鎮的良好生活環境

大學與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政策

一、地方創生的重點政策

地方鄉鎮?

北部的首都台北.vs 南部的台南市
直轄市台南市內城.vs鄉的發展

對「地方」的思考



大學與地方創生

都會
中西區銀同社區

臨山
左鎮區公館社區

臨山
東山區大東原地區

都會周邊
安南區溪頂社區

臨山
玉井區玉田里

平原
歸仁區歸仁國小

地方鄉鎮?

北部首都
.vs 

南部都市

台南市內
城.vs鄉

「地方」?



二、大學參與地方發展的相關特質

1 ) 城鄉發展議題高度複雜

個別努力效果有限

需要永續因應&跨區域&跨領域/跨部門&實踐中找答案
公共參與的權與能的不足

2 )在地因應方式:

公部門委外經費與期程有限，成果與現實需求常存落差

需讓在地問題能被更確實掌握&讓對策與行動更成熟

1、社會與環境發展的課題特質與因應困境

大學與地方創生



1 ) 知識與人力豐富

在地實踐因應力弱且效率不彰

實踐型知識的開發 & 實踐型人才的培育

2 ) 研究與教學的持續性

成果呈現緩慢、零散、在地累積與活用不易

在地成果累積與活用的機制建構

2、大學的特質與社會因應的侷限

大學與地方創生

二、大學參與地方發展的相關特質



1 ) 需要永續因應&跨區域&跨領域/跨部門&實踐中找答案

公共參與的權與能的不足

2 ) 需讓在地問題能被更確實掌握&讓對策與行動更成熟

1、社會與環境發展的課題特質與因應困境

1 ) 實踐型知識的開發 & 實踐型人才的培育

2 ) 在地成果累積與活用的機制建構

2、大學的特質與社會因應的侷限

大學與地方創生

二、大學參與地方發展的相關特質



三、大學對地方發展的幫助

藉由在地場域的實踐型教學
帶動在地民、官、學、產的對話與行動

大學對地方發展幫助的特質

大學與地方創生

大學的特質
知識與人力豐富

教學與研究的持續性



大學與地方創生

讓在地問題能被更確實掌握
讓對策與行動更成熟

永續因應&跨區域&跨領域&跨部門&實踐過程
公共參與的權與能的不足

在地成果累積與活用的機制

藉由在地場域的實踐型教學
帶動在地民、官、學、產的對話與行動

行動關鍵一: 對話與行動的協調平台/機制

四、大學對地方發展的行動關鍵



■老師個人的計畫
■只是執行計畫
■單一大學與在地的關係

■大學整體的計畫
■思考大學與在地的關係
■大學群與在地的關係

大學與地方創生

行動關鍵二:大學的思考核心價值

四、大學對地方發展的行動關鍵

各大學內發展跨領域教師社群
各大學於在地發展的角色營造
大學群與在地發展的關係建構

於在地實踐場域的互動中
帶動大學內部瓶頸的突破



大學與地方創生

實踐型知識的開發
實踐型人才的培育

行動關鍵三:因應實踐場域問題解決導向的
人才培育與就業支持體系

四、大學對地方發展的行動關鍵

大學的特質的侷限
在地實踐因應力弱且效率不彰



大學與地方創生

行動關鍵一: 對話與行動的協調平台/機制

四、大學對地方發展的行動關鍵

行動關鍵二:大學的思考核心價值

行動關鍵三:因應實踐場域問題解決導向的人才培育
與就業支持體系



議題二:
以目前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執行的
方案與地方創生的關連性？



一、與地方創生相關的行動關鍵的回應

二、各場域經驗與地方創生的關聯性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行動關鍵一:
對話與行動的協調平台/機制

行動關鍵二:
大學的思考核心價值

行動關鍵三:
因應實踐場域問題解決導向的人才培育
與就業支持體系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一、與地方創生相關的行動關鍵的回應



行動關鍵一: 對話與行動的協調平台/機制

行動關鍵二: 大學的思考核心價值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1、大台南大學在地實踐計畫執行機制建構

一、與地方創生相關的行動關鍵的回應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1、大台南大學在地實踐計畫執行機制建構

左鎮公館社區在地經營的社會支持網絡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1、大台南大學在地實踐計畫執行機制建構

東山大東原場域
在地經營

的社會支持網絡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1、大台南大學在地實踐計畫執行機制建構

都會銀同社區在地經營的社會支持網絡



社區小教室-銀色生活



社區/店家會議(銀同店仔報)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0206震災重建子計畫工作報告

民間、大學、公部門

連結協調機制與共學共做機制

的建構與運作



跨領域/跨部門連結整合平台的建構

4.官學民三者的跨領域與跨部門平台與運作
/上述三項是大學、民間、公部門角度的相關內容。
而在各實踐場域實際運作時，則會持續帶動各實踐
場域相關議題的大學研究者、民間團體、公部門相
關局室的跨部門互動。在未來將逐步發展為對在地
實踐有幫助的支持體系。

社區/NPO

大學 公部門



都會
中西區銀同社區

臨山
左鎮區公館社區

臨山
東山區大東原地區

都會周邊
安南區溪頂社區

臨山
玉井區玉田里

平原
歸仁區歸仁國小

公共參與的權與能的不足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於台南市政府區長會議簡報USR
(2018/03/13)

拜會台南市吳宗榮副市長討論USR的推動
(2017/12/08)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1、大台南大學在地實踐計畫執行機制建構



30

07/11 臺南市大學社會責任(USR) 計畫執行與地方創生推動說明會
時 間 項

目
內 容 備 註

13:30-
13:50

開
場

長官致詞與貴賓介
紹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
文化部文化資源司
臺南市文化局周雅菁副局長
成功大學副校長林從一教授

13:50-
14:10

演
講

地方創生政策的推
動構想

國發會曾旭正副主委

14:10-
14:40

大學在區域創新中
的角色

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吳明
錡助理教授

14:40-
15:00

Tea  Time 

15:00-
15:20

策
略
介
紹

臺南市政府推動
USR計畫策略介紹：
臺南市文化局社造
輔導家族運作機制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源
科黃宏文科長

15:20-
15:40

方
案
說
明

成大大學社會責任
計畫(USR)在臺南市
的推動構想

臺南市社區總體營造诶員會
委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中心陳世明副主任

15:40-
17:30

綜
合
座
談

題目：
臺南市大學社會責
任(USR)計畫的執行
與地方創生

本市十所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推動學校代表分享計畫內容
後進行綜合座談

1、大台南大學在地實踐計畫執行機制建構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濱海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C1將軍區-成大都計系黃泰霖

C2北門/七股-成大建築系林子平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都會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A1舊城區-南華大學陳正哲

A2安平區-成大人社中心陳世明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平原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B1官田/善化區-成大台文系簡義明

B2歸仁區-成大都計系黃泰霖

BB後壁區-成大生技系蔣鎮宇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臨山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D1東山區-成大法律系王毓正

D2左鎮區-成大人社中心翁裕峰

人社在地工作室
B類計畫在地工作室
C類計畫在地工作室

在地實踐分區區劃與
在地實踐工作室位置

1)在地實踐分區區劃
2)在地實踐工作室建構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http://housebaba.tw/archives/3986
http://housebaba.tw/archives/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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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輔導

老師 
家族社造點 備註 

承

辦 

第 

一 

組 

黃

鼎

堯 

新營區10個：新營區公所、南興社區、舊廍社區、大宏社區、延平社區、中營社區、姑

爺社區、南紙社區、三仙社區、民生社區 

鹽水區 3 個：鹽水區公所、橋南社區、竹埔社區 

後壁區 1 個：後壁國小 

白河區 3 個：白河區公所、虎山社區、永安社區 

合計：17 

公所： 3 

進階： 7 

基本： 7 

瑞

慧 

第 

二 

組 

王

淳

熙 

柳營區 7 個：柳營區公所、敏惠醫專、神農社區、篤農社區、士林社區、重溪社區、中

興社區 

東山區 6 個：東山區公所、嶺南社區、南溪社區、東原國中、聖賢社區、水雲社區 

下營區 1 個：下營區公所 

六甲區 2 個：六甲區公所、林鳳社區 

合計：16 

公所： 4 

進階： 7 

基本： 5 

家

伶 

第 

三 

組 

郭 

一 

勤 

北門區 1 個：北門區公所 

學甲區 2 個：學甲區公所、大灣社區 

將軍區 2 個：將軍國小、苓和社區 

佳里區 7 個：佳里區公所、延平社區、漳洲社區、安西社區、嘉福社區、蕭壠社北頭

洋、忠仁社區 

合計：12 

公所： 3 

進階： 6 

基本： 3 

子

德 

第 

四 

組 

張 

怡 

棻 

西港區 5 個：西港區公所、港東社區、檨林社區、永樂社區、竹林社區 

善化區 3 個：善化區公所、東勢寮社區、文正社區 

新市區 5 個：新市區公所、社內社區、新和社區、大洲社區、茂迪文化藝術基金會 

山上區 5 個：山上區公所、玉峯社區、平陽社區、山上社區、豐德社區 

合計：18 

公所： 4 

進階： 5 

基本： 9  

子

德 

第 

五 

組 

余

嘉

榮 

楠西區 1 個：楠西區公所 

玉井區 2 個：玉井區公所、玉井社區 

大內區 2 個：大內區公所、石子瀨社區 

南化區 5 個：北寮社區、西埔社區、東和社區、中坑社區、玉山社區 

左鎮區 2 個：澄山社區、公舘社區 

新化區 5 個：新化區公所、礁坑社區、東榮社區、山腳社區、台南市產業總工會(新化  

 社大) 

合計：17 

公所： 4 

進階： 6 

基本： 7 

瑞

慧 

第 

六 

組 

黃

士

賓 

龍崎區 1 個：龍崎區公所 

關廟區 3 個：關廟區公所、東勢社區、新關廟社區 

歸仁區 4 個：歸仁區公所、凱達格蘭文化藝術基金會(南關社大)、新媽廟社區、歸仁社 

 區 

仁德區 5 個：仁德區公所、和愛社區、中洲社區、新田社區、南臺科大工管資訊系 

永康區 3 個：復國社區、復興社區、朝陽文化藝術基金會(永康社大) 

合計：16 

公所： 4 

進階： 5 

基本： 7 

韋

伶 

第 

七 

組 

陳

世

明 

安平區 8 個：安平區公所、國平社區、王城西社區、菩薩社區、海頭社區、建平社區、

文朱社區、育平社區 

南  區 7 個：南區區公所、國宅社區、金華社區、新生社區、龍崗國小、文南社區、灣

裡萬年文史推廣學會 

合計：15 

公所：2 

進階：8 

基本：5 

慕

薇 

第 

八 

組 

陳

正

哲 

中西區 6 個：中西區公所、銀同社區、台灣藝術進駐交流協會、五條港發展協會、永

福國小、媽祖樓聖母文化發展協會 

北  區 5 個：北區區公所、正覺社區、振興社區、勝安社區、重興社區 

東  區 5 個：東區區公所、虎尾社區、德高社區、新東社區、大福社區 

安南區 1 個：安南區公所 

合計：17 

公所： 4 

跨域： 2 

進階： 3 

基本： 8 

韋

伶 

備註：計 33 區共 128 社造點，含 100 個社區組織(基本型 51 個、進階型 47 個、跨域型 2 個)及 28 個區公所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1、大台南大學在地實踐計畫執行機制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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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區 2 個：將軍國小、苓和社區 

佳里區 7 個：佳里區公所、延平社區、漳洲社區、安西社區、嘉福社區、蕭壠社北頭

洋、忠仁社區 

合計：12 

公所： 3 

進階： 6 

基本： 3 

子

德 

第 

四 

組 

張 

怡 

棻 

西港區 5 個：西港區公所、港東社區、檨林社區、永樂社區、竹林社區 

善化區 3 個：善化區公所、東勢寮社區、文正社區 

新市區 5 個：新市區公所、社內社區、新和社區、大洲社區、茂迪文化藝術基金會 

山上區 5 個：山上區公所、玉峯社區、平陽社區、山上社區、豐德社區 

合計：18 

公所： 4 

進階： 5 

基本： 9  

子

德 

第 

五 

組 

余

嘉

榮 

楠西區 1 個：楠西區公所 

玉井區 2 個：玉井區公所、玉井社區 

大內區 2 個：大內區公所、石子瀨社區 

南化區 5 個：北寮社區、西埔社區、東和社區、中坑社區、玉山社區 

左鎮區 2 個：澄山社區、公舘社區 

新化區 5 個：新化區公所、礁坑社區、東榮社區、山腳社區、台南市產業總工會(新化  

 社大) 

合計：17 

公所： 4 

進階： 6 

基本： 7 

瑞

慧 

第 

六 

組 

黃

士

賓 

龍崎區 1 個：龍崎區公所 

關廟區 3 個：關廟區公所、東勢社區、新關廟社區 

歸仁區 4 個：歸仁區公所、凱達格蘭文化藝術基金會(南關社大)、新媽廟社區、歸仁社 

 區 

仁德區 5 個：仁德區公所、和愛社區、中洲社區、新田社區、南臺科大工管資訊系 

永康區 3 個：復國社區、復興社區、朝陽文化藝術基金會(永康社大) 

合計：16 

公所： 4 

進階： 5 

基本： 7 

韋

伶 

第 

七 

組 

陳

世

明 

安平區 8 個：安平區公所、國平社區、王城西社區、菩薩社區、海頭社區、建平社區、

文朱社區、育平社區 

南  區 7 個：南區區公所、國宅社區、金華社區、新生社區、龍崗國小、文南社區、灣

裡萬年文史推廣學會 

合計：15 

公所：2 

進階：8 

基本：5 

慕

薇 

第 

八 

組 

陳

正

哲 

中西區 6 個：中西區公所、銀同社區、台灣藝術進駐交流協會、五條港發展協會、永

福國小、媽祖樓聖母文化發展協會 

北  區 5 個：北區區公所、正覺社區、振興社區、勝安社區、重興社區 

東  區 5 個：東區區公所、虎尾社區、德高社區、新東社區、大福社區 

安南區 1 個：安南區公所 

合計：17 

公所： 4 

跨域： 2 

進階： 3 

基本： 8 

韋

伶 

備註：計 33 區共 128 社造點，含 100 個社區組織(基本型 51 個、進階型 47 個、跨域型 2 個)及 28 個區公所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1、大台南大學在地實踐計畫執行機制建構



讓在地問題能被更確實掌握
讓對策與行動更成熟

公共參與的權與能的不足

跨村里/鄉鎮區 & 因應時間長

跨領域議題 & 跨部門

關鍵: 對話與行動的協調平台/機制

文化局社造家族平台 地方創生的在地平台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1、大台南大學在地實踐計畫執行機制建構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2、實踐型人才培育與就業支持體系

行動關鍵三:
因應實踐場域問題解決導向的人才培育
與就業支持體系

一、與地方創生相關的行動關鍵的回應



三、大學對地方發展的行動關鍵

專業實踐能力的提升

地區經營能力的培養

人文社會反思能力的培養….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2、實踐型人才培育與就業支持體系

因應實踐場域問題解決導向的人才培育

畢業學生:大學間相關執行計畫的雇用支持

博後研究員/專案教師:評鑑與聘用支持制度

專任教師:實踐型教學與研究類型專任教師升等制度

實踐型人才就業支持體系



三、大學對地方發展的行動關鍵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2、實踐型人才培育與就業支持體系

畢業學生:大學間相關執行計畫的雇用支持

實踐型人才就業支持體系

參與在地實踐計畫的大學優先聘用返鄉青年

大學實踐型人才資料庫建立與人才需求資訊提供
….



三、大學對地方發展的行動關鍵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2、實踐型人才培育與就業支持體系

博後研究員/專案教師:評鑑與聘用支持制度

實踐型人才就業支持體系

博後研究員/專案教師
具研究能力的實踐者、區域經營人才…

對地方創生有直接助益

建立實踐型研究者評鑑制度
建立通過評鑑的實踐型研究者的聘用支持制度

(例如:實踐型大學大聯盟FA實踐型研究員聘任制度)



三、大學對地方發展的行動關鍵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2、實踐型人才培育與就業支持體系

畢業學生:大學間相關執行計畫的雇用支持

博後研究員/專案教師:評鑑與聘用支持制度

實踐型人才就業支持體系

博後研究員/專案教師
區域經營人才



一、與地方創生相關的行動關鍵的回應

二、各場域經驗與地方創生的關聯性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二、大學對地方發展的幫助二、各場域經驗與地方創生的關聯性

「構建營造」的經驗

成大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目前的實作經驗

(A) 高齡照顧體系與活躍老化生活
(B) 學伴為基礎的社區培力資源重分配
(C) 大學社群協力農業
(D) 震災重建與防災
(E ) 共學共做的社會實踐型學習系統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區域資本的建構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1、大台南大學在地實踐計畫執行機制建構

銀同社區在地經營
的社會支持網絡

「構建營造」的經驗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濱海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C1將軍區-成大都計系黃泰霖

C2北門/七股-成大建築系林子平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都會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A1舊城區-南華大學陳正哲

A2安平區-成大人社中心陳世明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平原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B1官田/善化區-成大台文系簡義明

B2歸仁區-成大都計系黃泰霖

BB後壁區-成大生技系蔣鎮宇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臨山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D1東山區-成大法律系王毓正

D2左鎮區-成大人社中心翁裕峰

1)在地實踐分區區劃
2)在地實踐工作室建構



二、大學對地方發展的幫助結論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大台南大學在地實踐計畫
區域執行機制建構

「構建營造」的經驗

區域資本的建構
實踐型人才培育與
就業支持體系



「大學與地方創生」

成功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團隊

邁向綠活大台南

建構大學與社區共學、共作、共創社會力的行動網

報告日期：2018.7.23



二、大學對地方發展的幫助二、各場域經驗與地方創生的關聯性

「構建營造」的經驗

成大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目前的實作經驗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區域資本的建構



二、大學對地方發展的幫助

高齡議題: 在地老化良好生活環境多樣支持體系
銀同社區: 住商平台、伴學平台、
公館社區: 經濟、長照、
在地價值認同:都心商業區生活/環境

遠距伴學: 偏鄉環境學習適應
偏鄉價值的認同

重建議題: 安心?安全環境營造
友善耕種與產銷機制: 都會消費支持鄉鎮生產

大學對地方發展幫助的特質

大學與地方創生

二、各場域經驗與地方創生的關聯性



二、大學對地方發展的幫助

友善耕種與產銷機制:鄉鎮友善新農業就業機會
都會消費支持鄉鎮生產

文化觀光產業:銀同社區住商共存模式

大學對地方發展幫助的特質

大學與地方創生

二、各場域經驗與地方創生的關聯性



三、大學對地方發展的行動關鍵

習慣鄉鎮/都會環境

鄉鎮/都會價值認同

區域經營經理人才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因應實踐場域問題解決導向的人才培育

畢業學生:計畫相關場域工作/支持留在在地

博後研究員/專案教師:評鑑與聘用支持制度

專任教師:實踐型教學與研究類型專任教師升等制度

實踐型人才就業支持體系

二、各場域經驗與地方創生的關聯性



1.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的幫助
/USR計畫:藉由大學教學進入實際場域，希望對所在城鄉
發展有所幫助

藉由在地場域的實踐型教學
帶動在地民、官、學、產的對話與行動

讓在地問題能被更確實掌握
讓對策與行動更成熟

跨村里/鄉鎮區 & 因應時間長

跨領域議題 & 跨部門

關鍵: 對話與行動的協調平台/機制

文化局社造家族平台 地方創生的在地平台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地方創生

二、各場域經驗與地方創生的關聯性



大學與地方創生

行動關鍵一: 對話與行動的協調平台/機制

三、大學對地方發展的行動關鍵

行動關鍵二:大學的思考核心價值

行動關鍵三:因應實踐場域問題解決導向的人才培育



成功大學USR計畫的推動意義

2.大學教育/人才培育的方式與內容的調整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重點之一:人才培育更符合社會需求
/從偏向重視研究，邁向研究、教學與社會責任並重
/USR計畫: 從實踐場域學習的人才培育

學習動機的提升
專業實踐能力的提升
地區經營能力的培養

人文社會反思能力的培養….

因應實踐場域問題解決導向的人才培育的特質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成功大學USR計畫的推動意義

2.大學教育/人才培育的方式與內容的調整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重點之一:人才培育更符合社會需求
/從偏向重視研究，邁向研究、教學與社會責任並重
/USR計畫: 從實踐場域學習的人才培育

學習動機的提升
專業實踐能力的提升
地區經營能力的培養

人文社會反思能力的培養….

因應實踐場域問題解決導向的人才培育的特質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1.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的幫助
/USR計畫:藉由大學教學進入實際場域，希望對所在城鄉
發展有所幫助

藉由在地場域的實踐型教學
帶動在地民、官、學、產的對話與行動

讓在地問題能被更確實掌握
讓對策與行動更成熟

跨村里/鄉鎮區 & 因應時間長

跨領域議題 & 跨部門

關鍵: 對話與行動的協調平台/機制

大學與地方創生

文化局社造家族平台 地方創生的在地平台

二、大學對地方發展的幫助



1.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的幫助
/USR計畫:藉由大學教學進入實際場域，希望對所在城鄉
發展有所幫助

藉由在地場域的實踐型教學
帶動在地民、官、學、產的對話與行動

讓在地問題能被更確實掌握
讓對策與行動更成熟

跨村里/鄉鎮區 & 因應時間長

跨領域議題 & 跨部門

關鍵: 對話與行動的協調平台/機制

大學與地方創生

文化局社造家族平台 地方創生的在地平台

二、大學對地方發展的幫助



1 ) 知識與人力豐富

在地實踐因應力弱且效率不彰

實踐型知識的開發 & 實踐型人才的培育

2 ) 研究與教學的持續性

成果呈現緩慢、零散、在地累積與活用不易

在地成果累積與活用的機制建構

2、大學的特質與社會因應的侷限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大學參與地方發展的相關特質



1.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有所幫助
/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的幫助:研究、產學合作….
/USR計畫:藉由大學教學進入實際場域，希望對所在城鄉
發展有所幫助

2.大學教育/人才培育的方式與內容的調整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重點之一:人才培育更符合社會需求
/從偏向重視研究，邁向研究、教學與社會責任並重
/USR計畫: 從實踐場域學習的人才培育

3.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的推動特質
/非「老師個人」的計畫
/非「只是執行計畫」
/非「單一大學」與在地的關係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大學參與地方發展的相關特質



成功大學USR計畫的推動意義

4. 公共參與的權與能的獲得與支持機制
/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的幫助:研究、產學合作….
/USR計畫:藉由大學教學進入實際場域，希望對所在城鄉
發展有所幫助

2.大學教育/人才培育的方式與內容的調整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重點之一:人才培育更符合社會需求
/從偏向重視研究，邁向研究、教學與社會責任並重
/USR計畫: 從實踐場域學習的人才培育

3.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的推動特質
/非「老師個人」的計畫
/非「只是執行計畫」
/非「單一大學」與在地的關係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成功大學USR計畫的推動意義

1.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有所幫助
/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的幫助: 研究、產學合作….
/USR計畫:藉由大學教學進入實際場域，希望對所在城鄉
發展有所幫助

藉由在地場域的實踐型教學
帶動在地民、官、學、產的對話與行動

讓在地問題能被更確實掌握
讓對策與行動更成熟

大學(教學)對城鄉發展幫助的特質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成功大學USR計畫的推動意義

1.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有所幫助
/大學對所在城鄉發展的幫助: 研究、產學合作….
/USR計畫:藉由大學教學進入實際場域，希望對所在城鄉
發展有所幫助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USR/CSR在地關懷與在地產學合作的併行
大學補助獲得的期待與方式不同

大學(教學)對城鄉發展幫助的特質



成功大學USR計畫的推動意義

大學教育學習內容的調整
場域學習提升學習動機
專業實踐能力的提升
地區經營能力的培養

人文社會反思能力的培養…

區域發展maneger的培育
本科加區域經營能力

參與計劃的各大學的人才流動支援機制

因應實踐場域問題解決導向的人才培育的特質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成功大學USR計畫的推動意義

2.大學教育/人才培育的方式與內容的調整

USR/CSR在地關懷與在地產學合作的併行
大學補助獲得的期待與方式不同

專業實踐能力的提升
地區經營能力的培養

人文社會反思能力的培養…

因應實踐場域問題解決導向的人才培育的特質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場域經驗

1 )都會與偏鄉的支持體系

小規模多體系的支持體系

2 )知識與知識人力豐富 vs.實踐因應力弱且效率不彰

實踐型知識的開發 & 實踐型人才的培育

高齡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的推動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地方鄉鎮高齡少子化問題

人口減少幼兒減少

就業人口老化

地方創生的重點

在地就業機會的創造



場域經驗



一、USR計畫與校務發展之關聯

使命

•強化社會責任與影響

力，發展公共利益

•培養學生批判力、想

像力與同情心

•帶動產業發展，協助

經濟轉型與升級

•參與區域整合治理，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目標

• 促進城市發展

與人類福祉的

大學社會責任

核心策略

• 與臺南府城深

度結合的無邊

界大學、關懷

人類福祉的入

世學術人

教育績效目標

·解決問題為核心

的跨域教學

·引導永續發展的

卓越研究

· 促進城市發展與

人類福祉的大學

社會責任

中
長
程
校
務
發
展

♦ 2017年大學校院網路好評排行榜，本校以「對接在地及城市發展
有相當正面助益」，榮登榜首

♦成功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願景：打造「教學、研究與社會責任」
整體卓越的未來大學



促進城市發展與人類福祉的大學社會責任
本校為克盡大學社會責任（USR），除深化學生的專業能力與跨域能力，並致力讓

全校師生成為具有社會意識與社會實踐力的入世學術人（engaged academics），

讓成大成為一所令城市感動、令國家驕傲的大學。

校層級USR

院層級且跨院跨域
SDGs-USR

南臺灣USR資源中心
社會實踐USR計畫
其他高教USR

全球高度

地方有感 師生有感

實踐型
E-PCK

學術厚度

二、USR之整體規劃 –三層USR結構



三、USR之整合推動機制

C類計畫：2件永續城鄉營造實踐方案
1.高科技園區與地方鄉鎮共構發展計畫 –

官田區/臺南科學園區

2.生活、產業、環境共生模式發展計畫 –

安平區、舊城歷史區域

B類計畫：2件萌芽型計畫
1. 調適與連結–南部濱海地區環境變遷下的

行動方案

2.以微生物科技導入臺南市大溪北地區的

智慧新農業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如發展高齡者的連續性照護體系與活力生
活、農食系統的永續轉型：大學與在地社
群的共創取徑、成大專業與鄉村發展–社會
資源再分配等長期深耕在地實踐方案

跨校合作

支援長榮大學、嘉南藥理大學、崑山大學
等校大臺南場域連結的行動實踐

USR資源中心：橫向連結 / 加值整合

人文社會

科學中心

成大社會創新型

USR資源中心

南臺灣社會創新型

USR資源中心



成大USR相關計畫

1. C類:永續城鄉營造–社會創新型 USR 資源中心建構計畫

2. B類:以微生物科技導入臺南市大溪北地區的智慧新農業

3. B類:調適與連結-南部濱海地區環境變遷下的行動方案

(連結與整合計畫)

4. 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邁向綠活大台南-建構大學與社區共學、共作、共創社會力的行動網



四、具體策略作法

(一) 建構南臺灣社會創新型USR資源中心

(二) 永續城鄉營造

1.  高科技園區與地方鄉鎮共構發展計畫 –官田區 / 臺南科學園區

2.  生活、產業、環境共生模式發展計畫 –安平區、舊城歷史區域



(一) 建構南臺灣社會創新型USR資源中心

(二) 永續城鄉營造
1.  高科技園區與地方鄉鎮共構發展計畫 –官田區 / 臺南科學園區

2.  生活、產業、環境共生模式發展計畫–安平區、舊城歷史區域



成大社會創新型USR資源中心機制架構圖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濱海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C1將軍區-成大都計系黃泰霖

C2北門/七股-成大建築系林子平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都會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A1舊城區-南華大學陳正哲

A2安平區-成大人社中心陳世明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平原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B1官田區-成大台文系簡義明

B2歸仁區-成大人社中心陳世明*

BB後壁區-成大生技系蔣鎮宇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山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D1東山區-成大法律系王毓正

D2左鎮區-成大人社中心翁裕峰

召集人：林從一副校長

實踐型 E-PCK平台

議題
型
教師
社群

教務處 / 教發中心

通識中心

人社中心社會實踐組

院系與中心協調支援小組

協調者：
副教務長&教發中心主任王育民

人社中心副主任陳世明

校內

校外

實踐型E-PCK整合平台
議題型教師社群

在地實踐工作室
區域型教師社群

在地運作與
成果累積活用的機制

教學:實踐型人才的培育
研究:實踐型知識的開發



3. B類：調適與連結-南部

濱海地區環境變遷下的行動

2. B類：以微生物科技導入臺南市

大溪北地區的智慧新農業

(連結與整合計畫)

4. 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邁向綠活大台南- 建構大學與社區

共學、共作、共創社會力的行動網

1. C類：永續城鄉營造–社會創新

型 USR資源中心建構計畫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平原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B1官田區-成大台文系簡義明

B2歸仁區-成大人社中心陳世明*

BB後壁區-成大生技系蔣鎮宇

USR在地實踐分區與工作室位置圖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濱海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C1將軍區-成大都計系黃泰霖

C2北門/七股-成大建築系林子平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都會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A1舊城區-南華大學陳正哲

A2安平區-成大人社中心陳世明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山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D1東山區-成大法律系王毓正

D2左鎮區-成大人社中心翁裕峰



新營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21萬人)

北門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17萬人)

安康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54萬人)

安平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46萬人)

善化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29萬人)

新豐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19萬人)

玉井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4萬人)

臺南市政府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台南市社會局大分區支援機制



分區經營與支援機制
區域經營
支援機制

文化局

社會局

教育局

都發局

衛生局

民政局

局處

社造家族
文化生活圈

家庭福利
服務中心

社區大學

區域?
(山.海平原.都會)

區合併後之
區公所

大分區 小分區(行政區)

區公所

長照2.0A級長照站

樂齡大學

醫療院所健康中心

區公所



台南市行政區合併

http://housebaba.tw/archives/3986
http://housebaba.tw/archives/3986


台南市行政區合併

 107 年度臺南市社造家族   1070620 更新 

組

別 

輔導

老師 
家族社造點 備註 

承

辦 

第 

一 

組 

黃

鼎

堯 

新營區10個：新營區公所、南興社區、舊廍社區、大宏社區、延平社區、中營社區、姑

爺社區、南紙社區、三仙社區、民生社區 

鹽水區 3 個：鹽水區公所、橋南社區、竹埔社區 

後壁區 1 個：後壁國小 

白河區 3 個：白河區公所、虎山社區、永安社區 

合計：17 

公所： 3 

進階： 7 

基本： 7 

瑞

慧 

第 

二 

組 

王

淳

熙 

柳營區 7 個：柳營區公所、敏惠醫專、神農社區、篤農社區、士林社區、重溪社區、中

興社區 

東山區 6 個：東山區公所、嶺南社區、南溪社區、東原國中、聖賢社區、水雲社區 

下營區 1 個：下營區公所 

六甲區 2 個：六甲區公所、林鳳社區 

合計：16 

公所： 4 

進階： 7 

基本： 5 

家

伶 

第 

三 

組 

郭 

一 

勤 

北門區 1 個：北門區公所 

學甲區 2 個：學甲區公所、大灣社區 

將軍區 2 個：將軍國小、苓和社區 

佳里區 7 個：佳里區公所、延平社區、漳洲社區、安西社區、嘉福社區、蕭壠社北頭

洋、忠仁社區 

合計：12 

公所： 3 

進階： 6 

基本： 3 

子

德 

第 

四 

組 

張 

怡 

棻 

西港區 5 個：西港區公所、港東社區、檨林社區、永樂社區、竹林社區 

善化區 3 個：善化區公所、東勢寮社區、文正社區 

新市區 5 個：新市區公所、社內社區、新和社區、大洲社區、茂迪文化藝術基金會 

山上區 5 個：山上區公所、玉峯社區、平陽社區、山上社區、豐德社區 

合計：18 

公所： 4 

進階： 5 

基本： 9  

子

德 

第 

五 

組 

余

嘉

榮 

楠西區 1 個：楠西區公所 

玉井區 2 個：玉井區公所、玉井社區 

大內區 2 個：大內區公所、石子瀨社區 

南化區 5 個：北寮社區、西埔社區、東和社區、中坑社區、玉山社區 

左鎮區 2 個：澄山社區、公舘社區 

新化區 5 個：新化區公所、礁坑社區、東榮社區、山腳社區、台南市產業總工會(新化  

 社大) 

合計：17 

公所： 4 

進階： 6 

基本： 7 

瑞

慧 

第 

六 

組 

黃

士

賓 

龍崎區 1 個：龍崎區公所 

關廟區 3 個：關廟區公所、東勢社區、新關廟社區 

歸仁區 4 個：歸仁區公所、凱達格蘭文化藝術基金會(南關社大)、新媽廟社區、歸仁社 

 區 

仁德區 5 個：仁德區公所、和愛社區、中洲社區、新田社區、南臺科大工管資訊系 

永康區 3 個：復國社區、復興社區、朝陽文化藝術基金會(永康社大) 

合計：16 

公所： 4 

進階： 5 

基本： 7 

韋

伶 

第 

七 

組 

陳

世

明 

安平區 8 個：安平區公所、國平社區、王城西社區、菩薩社區、海頭社區、建平社區、

文朱社區、育平社區 

南  區 7 個：南區區公所、國宅社區、金華社區、新生社區、龍崗國小、文南社區、灣

裡萬年文史推廣學會 

合計：15 

公所：2 

進階：8 

基本：5 

慕

薇 

第 

八 

組 

陳

正

哲 

中西區 6 個：中西區公所、銀同社區、台灣藝術進駐交流協會、五條港發展協會、永

福國小、媽祖樓聖母文化發展協會 

北  區 5 個：北區區公所、正覺社區、振興社區、勝安社區、重興社區 

東  區 5 個：東區區公所、虎尾社區、德高社區、新東社區、大福社區 

安南區 1 個：安南區公所 

合計：17 

公所： 4 

跨域： 2 

進階： 3 

基本： 8 

韋

伶 

備註：計 33 區共 128 社造點，含 100 個社區組織(基本型 51 個、進階型 47 個、跨域型 2 個)及 28 個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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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 

第 

七 

組 

陳

世

明 

安平區 8 個：安平區公所、國平社區、王城西社區、菩薩社區、海頭社區、建平社區、

文朱社區、育平社區 

南  區 7 個：南區區公所、國宅社區、金華社區、新生社區、龍崗國小、文南社區、灣

裡萬年文史推廣學會 

合計：15 

公所：2 

進階：8 

基本：5 

慕

薇 

第 

八 

組 

陳

正

哲 

中西區 6 個：中西區公所、銀同社區、台灣藝術進駐交流協會、五條港發展協會、永

福國小、媽祖樓聖母文化發展協會 

北  區 5 個：北區區公所、正覺社區、振興社區、勝安社區、重興社區 

東  區 5 個：東區區公所、虎尾社區、德高社區、新東社區、大福社區 

安南區 1 個：安南區公所 

合計：17 

公所： 4 

跨域： 2 

進階： 3 

基本： 8 

韋

伶 

備註：計 33 區共 128 社造點，含 100 個社區組織(基本型 51 個、進階型 47 個、跨域型 2 個)及 28 個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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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白皮書

USR計畫與地方創生

肆、結語：展望未來

一、持續深化行政社造化的工程

二、經營跨區生活圈引導地域認同擴大

三、深耕有助於彰顯城鄉人文歷史的社造主題

四、鼓勵企業、社團、宗教團體等民間組織及青年投入社造

五、積極支持社區自主規劃、公民參與城市治理

四、鼓勵企業、社團、宗教團體等民間組織及青年投入社造
…..
臺南的大專院參與城鄉發展的風氣方興未艾，市政府各局處在
執行相關計畫時，將特別注意參與機構的引導，鼓勵更多企業、
宗教團體與大專院校投入社造工作。



於台南市政府區長會議簡報USR
(2018/03/13)

拜會台南市吳宗榮副市長討論USR的推動
(2017/12/08)

成大社會創新型 USR 資源中心的建構與運作



成大社會創新型USR資源中心機制架構圖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濱海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C1將軍區-成大都計系黃泰霖

C2北門/七股-成大建築系林子平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都會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A1舊城區-南華大學陳正哲

A2安平區-成大人社中心陳世明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平原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B1官田區-成大台文系簡義明

B2歸仁區-成大人社中心陳世明*

BB後壁區-成大生技系蔣鎮宇

區域
型
教師
社群

山區在地實踐工作室

D1東山區-成大法律系王毓正

D2左鎮區-成大人社中心翁裕峰

召集人：林從一副校長

實踐型 E-PCK平台

議題
型
教師
社群

教務處 / 教發中心

通識中心

人社中心社會實踐組

院系與中心協調支援小組

協調者：
副教務長&教發中心主任王育民

人社中心副主任陳世明

校內

校外

實踐型E-PCK整合平台
議題型教師社群

在地實踐工作室
區域型教師社群

在地運作與
成果累積活用的機制

教學:實踐型人才的培育
研究:實踐型知識的開發



召集人：林從一副校長
實踐型課程

在地行動實踐學習

實踐型
E-PCK平台

主修導向課程

實踐型
導向

實踐
場域
Outreach 

Office

E-PCK

基地

人社
中心

跨系所

社會創新型USR資源中心建構構想

平台協調組織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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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教務處/教發中心
通識中心
人社中心社會實踐組
院系與中心協調支援小組

協調
執行

副教務長&教發中心主任王育民
人社中心副主任陳世明

主修導向(Major-Oriented)課程

校長

PCK
教學發展平台

教務處

25學分
通識課程

0學分踏溯府城
Cornerston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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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教學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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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實踐型教學發展教師社群的建構與運作



地方建築與環境再生教師社群平台會議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場域 程名稱 開課老師 議題 實踐場域

C類 城鄉永續發展 官田 台灣鄉土植物 楊國禎 水圳與濕地生態 官田

官田 田野調查 鍾秀梅 產業與生命史 官田

竹田 社區職能治療學 張玲慧 失智與高齡友善活
動空間設計

屏東竹田

竹田 健身促進策略與運動指導
專題研究

林麗娟 高齡健康促進指導 屏東竹田

竹田 精實服務設計應用 洪郁修 醫療照護服務設計 屏東竹田

歸仁 風險管理特論 黃泰霖 災害風險管理 歸仁區、關廟區

官田、歸仁
舊城與安平

社區營造理論與實務 陳世明 地區與社區發展計
畫

官田、歸仁
舊城與安平

官田、歸仁 建築與環境設計 張瑪龍、陳世明、
辛柏毅

環境規劃 官田、歸仁

B類 科技農業發展 後壁 科技農業* 蔣鎮宇 科技農業* 曾文溪北

後壁 建築計畫 張珩 環境發展計畫 後壁區

B類 氣候變遷與在地
調適行動

濱海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二 林子平 濱海環境變遷 北門/將軍/七股

濱海 都市微氣候與環境計畫 林子平 濱海環境變遷 北門/將軍/七股

濱海 都市防災 黃泰霖 防災社區 將軍區廣山里、將富里、
將貴里

實踐型課程開發:106第二學期開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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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屏東縣政府舉辦「竹田健康促進嘉年華」三位成大老師擔任老人活力秀評審。

成大學生協助竹田居民測量體適能成大USR團隊與屏東縣府討論合作事宜



四、具體策略作法

(一) 建構南臺灣社會創新型USR資源中心

(二) 永續城鄉營造

1.  高科技園區與地方鄉鎮共構發展計畫 –官田區 / 臺南科學園區

2.  生活、產業、環境共生模式發展計畫 –安平區、舊城歷史區域



北門

永續城鄉營造
社會創新型 USR 資源中心建構

計畫主持人：林從一/ 成大副校長、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
參與教師群：王育民/ 成大副教務長、教育發展中心主任；詹錢登/成大總務長、水利系教授

陳世明/ 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副主任、建築系副教授 簡義明/成大台文系副教授
林弘萍/成大化學系教授 林淑惠/糖協 辛柏毅/成大建築系兼任教師
吳玉成/成大建築系副教授 劉世南/成大創產所所長 徐欣萍/心理系助理教授
曾憲嫻/成大都市計畫系副教授 陳正哲/南華大學景觀系助理教授



(一)高科技園區與地方鄉鎮共構發展
實踐場域：平原區域--官田區/臺南科學園區



(一)高科技園區與地方鄉鎮共構發展
實踐場域：平原區域--官田區/臺南科學園區

南
科



官田-友善大地參訪

官田國中協力內容討論 USR官田區期初工作討論會議



(二)生活、產業、環境共生模式發展計畫
實踐場域：都會區域--臺南市安平、舊城歷史區域

議題1.社區營造中的意義幸福
徐欣萍、鄭淑惠、劉世南、陳世明



(二)生活、產業、環境共生模式發展計畫
實踐場域：都會區域--臺南市安平、舊城歷史區域

議題2:文創產業的社會價值開發
議題3:相關支持環境營造
曾憲嫻、陳正哲、劉世南、宋立文



97

創產所所務會議報告

USR-舊城區意義幸福討論 USR-舊城區-文創產業的社會價值開發



北門

以微生物科技導入
臺南市大溪北地區的智慧新農業

計畫主持人：蔣震宇．生物科技中心教授兼主任
協同主持人：江友中．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教授兼主任

計畫成員：
黃浩仁．國立成功大學熱帶植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王浩文．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心副教授兼組長
黃兆立．國立成功大學熱帶植物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少燕．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講師
王毓正．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陳嘉之．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生
陳祥珠．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專案工作人員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N011104202



/以微生物科技導入，系統化在地的自然農法，發展區域特色產業，
提升農業產值

/培訓生科大學及研究生為種子，鏈結在地青農，培育國際接軌以及
創新創業為目的的人才

/往下紮根，培訓在地高中職的農業種子

/終極目的在追求農業的永續

以生物科技導入活化台南市大溪北農業
多元發展、智慧農業、青年就業





成大與南市府簽署智慧新農業合作備忘錄



北門

調適與連結
南部濱海地區環境變遷下的行動方案

主 持 人 林子平
核心教師 林子平(建築) 張懿(水利) 黃泰霖(都計)
支援教師 饒見有(測量)
執行團隊 楊馨茹(建築/博士後)、溫敏麒(海事所/碩士)、陳郁璇(都計/碩士)、張瑟芳(建築/碩士)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effchien1971/22875958679



潟湖面積縮小
養殖面積減少

沿岸沙洲侵蝕

高溫淹水衝擊

整體風險失衡

濱海困境與對策



2.計劃示範區域

• 議題1:
減緩海岸突堤效應與沙洲保全

• 議題2:
社區淹水及高溫化防護與改善

• 議題3:
牡蠣養殖技術調適與行銷推廣

• 議題4:
資源盤點對話及社區韌性提升



成功大學C類計畫
永續城鄉營造-社會創新型 USR 資源中心建構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成功大學大學社會責任(USR) 計畫
在臺南市的推動構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