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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與地方創生政策的鏈結 

當今大學的角色已擴展超越基本的知識生產和傳播假設。高等教育機構應對

個人和社會需求的責任一直是學者和實踐者共同探討的課題，各學科的研究者發

現高等教育機構在各領域和學科中的貢獻逐步擴大，在不同的語境中定義了大學

社會責任的概念（Meagher, 2002）。儘管多樣，但都指涉一個共同的概念，大學

社會責任實踐將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視和迴避的環節（Esfijani, Hussain, & Chang, 

2012）。 

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與廣泛認可的企業社

會責任現象相似，最初是出於對教育機構，通過教學和發展向社會提供服務的道

德層面考慮而創造，並通過與利害關係人進行對話，潛在地影響社會發展

（Alshuwaikhat & Abubakar, 2008）。該定義強調大學對社會的特殊責任，尤其是

強調大學的道德和倫理立場而非僅僅教育方面（Bernardo, Butcher, & Howard, 

2012）。大學的獨特角色在於其在塑造永續發展方面的重要貢獻，大學的任務是

培養具備知識性、實踐性和永續性的負責任人力資源。（Esfijani et al., 2012）。大

學在追求卓越學術成就同時，應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理念

（Belyaeva et al., 2018）。 

我國教育部自 106 年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簡稱 USR 計畫），旨在引

導大學更有效履行社會責任，並納入學校校務發展核心項目（教育部，2017）。

大學在此不僅透過與在地產業、研究法人機構及地方政府的緊密合作，更應主動

肩負「連結在地」的責任，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以促進城鄉發展、推動文化振興、

再造社區風華，同時創造在地價值。與此同時，隨著人口高齡化、少子化與城市

化，我國城鄉發展面臨諸多挑戰，為因應上述挑戰，我國行政院於 107 年 5 月 21

日及 11 月 30 日兩度召開「地方創生會報」，將地方創生定位為「國家安全戰略

層級」的政策，著重以人為本的原則，透過地方創生與創新，促使地方產業復興、

創造就業機會（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 

在面對國家層級的地方創生政策時，大學被賦予了重要參與角色，成為該政

策的主要夥伴。大學以培育各領域菁英與學術人才的機構聞名，其擁有豐富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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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資源和卓越的知識研究能力。USR 計畫在地方創生人才培育方面發揮關鍵作

用。透過實地實踐等課程，引導大學生從盤點各地「地、產、人」特色資源，運

用所學專業知能進行「創意、創新、創業、創生」的策略規劃，以開拓地方獨特

的產業資源。大學建立系統性的人才培育庫，引導優質人才提供專業服務並回饋

故鄉，實現永續發展的目標，展現地景美學並塑造地方的自明性。 

二、中國文化大學－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的緣起與願景 

中國文化大學「北海岸社區韌性：在地永續知識與經濟創生」第三期萌芽型

USR 計畫（簡稱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其計畫目標在於以大學的知識量能與青

年活力，協助北海岸社區在核能除役後找尋社會修復之道，並落實已永續發展與

韌性社區為本位的偏鄉教育服務。 

北海岸地區由於鄰近核電設施長期被列為低人口密度區的禁建限制，致使地

方產業發展困難，社區長期受人口外移所苦，加以地處偏遠，地方產業多以傳統

農漁為主；加以青年人才外移，導致地區發展的量能與知能不足，產業創意枯竭

貧瘠。故，與多方傾聽社區大學、里鄰長接觸，統合社區需求之後，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之問題意識如下： 

(一) 青年居民缺乏在地認同感，且亟需核能除役後的社會修復和轉型方案 

社區內青年居民對於在地認同感的缺乏，這反映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心理學問

題，即社區成員對於地方身份的認同不足，可能是由於歷史文化因素、經濟變遷

或其他社會因素所導致。其次，青年居民對於地方能源和環境事務知之甚少，這

突顯出一個環境教育和社區參與的議題，也涉及到公民科學的概念，公眾參與性

於北海岸地區有待加強。此外，核能電廠議題是長期以來制約北海岸發展的重要

因素，導致北海岸地區青壯人口外移、人口老化以及社區缺乏創新活力的問題，

在北海岸核能除役後面臨的社會修復問題上，大專院校如何協助地方實踐公正轉

型。因此，如何對該地進行修復性發展，成為平衡首都圈發展至關重要議題，也

是扭轉發展不正義所須面對的現實。 

(二) 深化偏鄉教育與建構在地知識系統 

在地學校需要與大學端及社會端建立長期與穩定的協力關係，以共同應對偏

鄉教育面臨的各項挑戰，這不僅需要建立持久的夥伴關係，更需要透過研究與實

踐的整合，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其次，在地學校在能源、防災、生態與食農等

教育方面已有多年推動，卻希望能夠得到更多專業知識，以提升教育議題的深度

與轉化成可供學生學習的實際教材。這凸顯專業知識的缺乏，需要大學端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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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前沿的學科知識，以支持學校教育工作。此外，當前場域課後陪伴人力嚴

重不足，學生渴望有更多課後陪伴。總體而言，北海岸地區在多個層面皆面臨挑

戰，需透過大學端的專業知識和跨領域合作，提供系統性、持續性的解決方案。

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能夠促進學校的全面發展，也有助於地方社區的永續發展。 

三、中國文化大學－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的主要行動方案 

有鑑於北海岸地區雖然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熱門旅遊勝地的優勢，但

由於地處偏遠、受核電廠設址影響，傳統產業發展受限，工作機會稀少，產業創

意不足，青壯人口外流嚴重。這種情況不僅讓偏遠地區面臨經濟、環境、教育等

方面的挑戰，也導致資源不均和城鄉差距等教育不平等現象。據此，本計畫行動

方案之一是以北海岸在地知識系統為基礎，，透過大學及社會資源的協力，實踐

「為北海岸教育而教」（Teaching for North Coast, 簡稱 TFNC）的優質教育，主軸

包括：（一）以 12 年國教（108 課綱）為綱要；（二）盤點地方特色知識實踐與在

地師資共學增能；（三）建立屬於北海岸地區的「水文氣候與防災教育」；（四）

認識北海岸地區的「在地特色能源知識和修復」；（五）實踐「大小手互攜」的持

續探究學習；（六）實踐溫暖正向的「課後陪伴系統」；（七）實踐「在地永續發

展」的教育運作體系；（八）實踐「循證取向」的計畫決定及評估 

再者，本計畫經地方盤查與調研，得知地方創生企業或小農時常因法規更新

或變更，導致運作上面臨法律障礙或解釋困難，從而影響地方創生行動的推展。

有鑑於此，本計畫結合本校法學院「社會企業暨創新法制研究中心」的師生團隊，

共同針對北海岸創生企業與地方小農面臨法規困境的問題，進行公益性的法律扶

助，並且推動地方社會企業和創新立法知識普及，引入社會企業標準和認證制度，

陪伴輔導開創地方創生事業，據此提升北海岸在地經濟韌性。 

最後，本計畫的永續運作機制之一為結合本校全校必修的「跨域專長課程制

度」，推出以北海岸為課程實踐場域之跨域專長課程（一學年，共 12 學分）。在

112 學年度，本計畫開設「低碳治理與在地韌性」跨域課程，此課程緊密扣合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優質教育」與「永續城鄉發展」，並通過「產業出題、設

計解答」培養學生觀察永續議題、發想解方、實踐雛型的方式，並激發學生參與

全球永續發展的熱情及行動。在課程設計方面，以專題為導向，著重場域實務問

題發想與解決，以現存問題與案例為經、設計思考與企劃執行為緯，經緯交織投

入社區事務，協助社區從永續觀點處理環境與人文議題，且透過與場域、業界的

密切合作，學生將從實務中獲得寶貴的經驗，建立與業界的深厚聯繫。結合實地

教學、田野調查等活動，使學生不僅能夠學到理論知識，更能深刻感受永續發展

議題的實際挑戰，例如：（一）與萬里區公所合作由學生設計「核能防災手冊」；

（二）與陽明山管理處合作由學生設計「火山防災手冊」；（三）與福田園休閒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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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設計以「Arduino」IC 程式設計模板為核心建立場域溫濕度監控設備規劃等。 

四、結語  

USR 計畫是大學與地方社區緊密合作的一種機制，不僅體現大學在社會發

展中的角色，更推動了校務發展的願景和永續性目標。文中以具體例子分析了中

國文化大學的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強調了 USR 計畫在實現地方創生政策、推

動社區韌性和永續發展方面的重要性。 

首先，USR 計畫透過深化大學與社區的連結，使大學在學術研究中更具實踐

價值。這種連結不僅傳授知識，更在於培育大學生對社區的認同感，協助大學發

現自身的特色，並激勵所在地的永續發展。透過課程改革，大學生被引導盤點地

方的特色資源，運用所學專業進行創意、創新、創業、創生的策略規劃，開拓地

方獨特的產業資源。 

其次，中國文化大學的北海小英雄 USR 計畫旨在協助北海岸社區在核能除

役後找尋社會修復之道，並推動永續發展和韌性社區教育服務。計畫緣起於北海

岸地區長期受制於核電廠設址和低人口密度限制，導致產業困境、社區外移，以

及青年人才流失等問題，且北海岸學子缺乏在地認同感、需要核能除役後的社會

修復和轉型方案，以及深化偏鄉教育與建構在地知識系統的挑戰：具體行動方案

包括以北海岸在地知識系統為基礎，實踐「為北海岸教育而教」的優質教育，建

立能源教育、水文氣候與防災教育等在地知識系統，並結合法學院提供法律扶助，

推動地方社會企業和創新立法知識普及，更提出本計畫的永續運作機制：結合本

校全校必修的「跨域專長課程制度」，推出以北海岸為課程實踐場域之跨域專長

課程（一學年，共 12 學分），並在 113 學年度進一步推出第二門跨域專長課程 - 

地方創生跨域專長課程，持續以北海岸為課程實踐場域，深化「北海岸優質教育」

相關行動。 

總的來說，USR 計畫在推動大學校務發展的願景性和永續性方面發揮著不

可忽視的作用。透過與地方社區的合作，大學不僅在學術領域有所突破，更在實

現社會責任的同時實現了自身的發展目標，為社會發展與校園永續奠定了堅實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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