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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與產學合作： 

推動部落文化產業發展之省思 
李韶瀛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隨著高教政策轉變，從專業知識轉變至跨域合作，日漸強調大學社會責任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之重要性。我國教育部推動了「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以及「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旨在鼓勵大學發揮自身價值，扮

演地方智庫之角色（蘇良委，2020）。吳明錡（2017）指出在國際趨勢方面：(1)

日本地方知識據點推動計畫（Center of Community Project）、歐盟大學社會責任

計畫（University Meets Social Responsibility）、英國教學卓越架構（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等計畫；(2)歐盟以「大學社會責任參照架構（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Europe and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Reference 

Framework Project）」帶動歐洲大學將社會責任納入校務發展的重要項目；(3)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發起帶動歐洲發展中地區的跨域合作「新學習型經濟時代的城市與地區

（Cities and Regions in the New Learning Economy）」；(4)2016 年 10 月，國際大學

校長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號召全球大學將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和公民意識的理念融入教學研究、院校中長程發展策略之中，建

立跨校、跨國、跨領域、跨產業、跨世代的共同語言、發展願景與行動目標。同

時，各國開始將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導入，從

國家整體發展的高度尋找國家跟國家之間價值共作的機會（科技外交、學術外交、

教育外交）、地方與地方之間串聯，打造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機會。總結整個趨

勢，大學社會責任是「產學合作」與「社會關懷」交會織而成（吳明錡，2017）。

本文後續擬透過筆者所主持推動的大學社會責任基地計畫為例，探討推動文化產

業發展的省思與建議，最後總結大學社會責任與產學合作，並提出建議。 

二、本文 

本文對於筆者所實際執行之大學社會責任基地計畫的規劃、過程與結果進行

反思，希望未來持續性的計畫執行能更順暢與成效。筆者擔任 USR 基地計畫「文

化、傳承、關懷-以原住民族歌唱與舞蹈為部落產業發展」計畫主持人，另有共同

主持人為阿美族、具文創專長助理教授，對於部落歌舞等具有長期的指導與參與。

本計畫內容概述如下（國立臺東專科學校，2021）： 

基於原民部落的歷史與文化因無文字記載，通常是透過歌聲與舞蹈蘊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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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然後以該形式傳承於世代之間。本計畫經由耆老口中歌頌歌詞與舞蹈意涵，

不僅可以了解部落的文化與藝術，同時也可以用來創造課程，實施於學校教育。

在請學生共同參與紀錄活動的過程，同時，教育部落的下一代於無形的文化傳承，

也有助於世代之間情感的促進。期待學生不僅學得部落文化，也能進一步關懷部

落、將文化之美闡述與演繹，創造部落的藝術產業與公益活動。本計畫以「杵音」

為意象，該詞取自部落耆老看待自然萬物，存在於每一首的古謠，傳唱古謠，使

部落的歷史、生活價值活現。同時，「杵音」象徵原住民內心欲表達的世界，使

各族群透過樂舞文化的傳遞，達到互相了解、欣賞的目的。經由深入探索與整理

歌唱與舞蹈相關內涵，促進參與師生能理解當中的文化與藝術、對於部落的關懷、

對耆老蘊含部落人生知識與文化深層意涵的傳承，是為本計畫實行目標。本計畫

經由耆老口中歌頌歌詞與舞蹈意涵，不僅可以了解部落的文化與藝術，同時也可

以用來創造課程，實施於學校教育。在請學生共同參與紀錄活動的過程中，將文

化傳承給部落的下一代，同時有助於促進世代之間的情感。期待學生不僅學得部

落文化，也能進一步關懷部落、將文化之美闡述與演繹，創造部落的藝術產業與

公益活動。整體計畫於第二期 USR 達成情形有： 

1. 完成師生團隊社群理念溝通、說明計畫目標與共同執行程序應注意事項。 

2. 完成蒐集與復原歌唱或舞蹈史料四件。 

3. 訓練社區學員學習部落耆老歌唱與舞蹈，增進世代之間的了解與藝術傳承。 

4. 學員以所習得的歌唱與舞蹈知識內涵和技能，進一步透過公開展演活動六場，

其中每年皆有一場大型對外售票演出，以為培育部落藝術人才與奠基部落產

業發展基礎。 

5. 蘊含於歌唱與舞蹈中的部落文化藝術，轉化創作為通識課程一門。 

前述計畫執行成效雖然有達標或超越，這些成效是自訂的，是在本校所能達

成的，目前本計畫由五個教師組成的團隊，專長皆不相同。但是專科的規模畢竟

有限，也因此筆者覺得必須有跨校合作的必要，或者是能夠有進一步的校際經驗

分享與諮詢，以促進更好的實施成效。總結經過二期的執行經驗，大學社會責任

基地計畫所面臨的挑戰與困境可能有： 

1. 師生團隊社群溝通方面，主要在於計畫目標與執行項目、內容的共識。當中

最為重要的是與社區人士的溝通，所須花費的時間與精神最多，但這的確是

必須且重要的。 

2. 在校內方面，參與學生由於課業與疫情影響而大打折扣，尤其是後者，因為

相關活動的辦理總是會有群聚現象，例如：舞蹈練習等，這使得活動進展不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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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落文化產業的經濟收入與付出工時不成正比。平時長期的練習往往就是為

了一場的表演，表演時間可能只有一到三個小時；而願意購票觀賞者二、三

百人的規模已算是不錯。賣票所得若扣除成本與場地布置花費等，所剩無幾。 

4. 活動缺乏人的參與，不論是人才加入實際演出或者是觀眾群。活動必須引起

參與者的共鳴、熱愛及長期的參與支持的意願，才有發展的可能。 

5. 部落文化產業類別對社區學員不同年齡層有不同的吸引性，目前參與人口普

遍是高齡長者，青壯年輕人常忙於謀生工作，參與度不高。 

6. 產學之投入與整合須再加強互相的瞭解與需求。短期內，文化產業從在地發

展，由部落開始算是有共識的；至於長期如何發展尚須試探與摸索。 

7. 透過課程，學校可以做到部分部落文化保存的機制與傳承，如何長期維持課

程實施，甚至擴大課程科目，甚至形成學程，尚需很大的努力。目前課程規

劃於本校多元通識選修課程架構下，每年修課人數約 40 人，普遍性尚不足。 

因此，從計畫執行過程與結果，加以過往相關研究（王春龍，2007；陳一夫，

2002；黃美玲，2011；蔣玉嬋，2007；謝佳佑，2009；鍾姵慈，2016；龐佑欣，

2004；蘇良委，2020）擬提出相關可行方案與建議如下： 

1. 善用計畫經費於支持部落文化產業初期發展、整合通路、多元宣傳、提高能

見度，並形成一個整合校內外的推動組織。同時，將相關部會機關（勞動部、

原民會、經濟部、博物館、社會團體等）密切的整合連結。 

2. 安排定期表演活動，與旅行社、民宿業者合作，吸引觀光客。同時，學校加

強推廣教育、透過微學分、整合各科現有學分或學程、社團、推廣教育班等，

促成部落文化產業發展內化於高等教育系統中，透過學校課程開設與成立社

團活動等，提供更多學生與社區人士等學習和接觸的機會，提升與培養世代

傳承。 

3. 安排在地居民接受藝術文化訓練後，可以公演形式出發，逐步凝聚社區認同；

加以配合發展觀光的行銷策略，如此不僅能夠保存部落獨特的文化資源，對

於振興傳統藝術文化，活絡部落社區，以及提供地方部分經濟來源亦有諸多

助益。 

4. 建立部落文化保存機制與傳承。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是否確實將部落文化保

存，部落文化產業是否有良好行銷策略，有賴專屬的執行組織，並透過落實

社區總體營造，創造機會與因應市場的變化，讓部落文化產業得以永續發展。 

5. 賦與居民責任與信心。提升地方居民對部落文化產業的信心，延續技藝的保

存，帶動觀光及經濟，發展品牌以追求產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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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確立傳統文化產業發展面向。過去文化產業的發展限定在傳統文化產業的保

存，諸如古蹟維護、傳統技藝的傳承。現今文化產業發展已走向兩個面向，

一方面如前述，文化產業是傳統的、具地方情感的及歷史傳承的；一方面即

現今世界各國所致力發展的文化創意產業，文化產業發展的意涵是意象的、

美學的及經濟的。 

7. 建立文化產業長期發展規劃。對於部落文化產業發展的進步，宜建構社區學

習體系以推展地方文化產業，進行長期系統化的規劃。經由強化部落文化產

業組織與建立共同願景，並擷取其他國內或國際文化產業經營模式，使部落

成為推動主體的一部分。 

以上為執行大學社會責任有關部落文化產業發展的困境與建議，雖然不能因

此以偏概全，然而各校各有自己的強處與不足，亦可提供參考。大學社會責任實

施面向包羅萬象，端看大學本身具有的能量如何的發揮，誠如黃政傑（2019）建

議學校要理解社會、參與社會，要引進社會資源，為社會服務。筆者認為從大學

分類的觀點來說，研究型大學可以利用豐富的學術研究量能或者利用於產品開

發、或者利用於醫療突破、或者理論應用協助改善人類生活等；教學型大學可以

透過社會責任反思本身課程內容與設計是否符應社會發展；重視職業技能的大學

社會責任，可以驗證本身教育內容與目標是否符合社會需求。 

三、結語 

透過大學社會責任與產學合作發揮學校能量，更能彰顯學校於社區的重要角

色。大學社會責任是校務治理的核心，具有促進校務發展，發展學校特色的功能。

產學合作是促使在地產業的發展，可以促進社區發展，進而有利於社會與國家發

展。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能啟動、帶動產學合作；而產學合作可以回饋產業實務給

大學，同時也是提供人才培育的重要場域。最後總結建議如下： 

1. 就學校而言，行政與教學制度尚需配合調整。例如課程的開設與整合方式（學

分數、授課內容）、教師專長的培養（如第二專長、跨域能力等）、教師評鑑

與升等制度的調整等。 

2. 建立有效的創新產學模式。各校可以依據本身量能與企業需求，摸索與建立

出一套可行模式（劉素娟、鍾任琴、林英杰、齊雁茹，2016）或創新團隊方

式的產學聯盟合作模式等（謝明彧，2020）。 

3. 學校應定期檢討與制定短期、中期、長期各階段計畫，行使大學社會責任時，

從社區出發，與社區人士和政府機構充分溝通，以求穩健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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