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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學與社區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如果彼此關係良好而且有比較多互動的話，

對兩者的發展應該會有比較積極和正面的效應；反之，相對而言，則恐怕對彼此

的發展會有消極負面的衝擊。尤其面臨重大事件或是災難時，更是如此。就相關

文獻來看，大學與社區關係的主題，應該是重要的，也是值得關注的。事實上也

是如此。例如：楊正誠（2022，頁 67-81）、張揚興（2005）、宋威穎（2021）、陳

仲沂（2023）等的都有撰寫和這個主題相關的文章，討論大學與社區的關係，也

都對如何建立或發展良好的兩者之間的關係，有深入的討論與具體的建議。然而，

傳統上，大學與社區關係的議題，似乎顯得有些獨特，又好像有些冷門―好像受

到社會大眾與專家學者相當程度的關注，可是在公部門的職掌業務與政府的政策

又顯得不是十分受到關注。隨著，大學類別、功能與角色的改變，社區主體意識

的覺醒，社區組織（公民社會）的強化，不僅社區愈來愈重視與大學的關係，大

學也積極強化與社區的關係。臺灣教育部自 2017 年開始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截至目前，已進行到第二期（2023-2027）。雖然，在目前推動的兩期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大學與社區關係的篇幅不多，至少表示教育部已經關注到「大學-社

區關係」的議題。再者，不斷發生的疫情，例如：如 1918 年西班牙流感、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2009 年 H1N1 新型流感全球大流行、2012

年首次出現的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CoV）、2014 年西非伊波

拉病毒感染疫情（Ebola Virus Disease）、2016 年中南美洲茲卡病毒感染症（Zika 

Virus Infection）的區域流行，到 2019 年底開始擴散到全球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下稱 COVID-19），以及 2022 年開始流行的 M 痘（Mpox）（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2024，頁 16），對人類和大學（當然也對其他層級的學校）都產生相當

程度的衝擊與影響。因此，本文主要從臺灣教育部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討論，新

冠疫情後的大學與社區的關係。 

二、新冠疫情對大學與社區關係的衝擊 

人類歷史幾乎不段重複著：天災、人禍、疫病與爭鬥。陳建仁（1998）提到：

在造成人類歷史重大悲劇的四騎士－瘟疫、飢餓、戰爭和死亡，迄今，仍然帶給

人類相當大的痛苦和恐懼。誠如：2003 年的 SARS 讓人類經歷了一場距離人類

最近的瘟疫，好不容易，人類才從 SARS 的驚恐中穩定下來，可是隨著 2019 年

年底爆發的新冠肺炎（COVID-19），又使人類陷入一場極大的災難和恐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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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開始持續將近三年的疫情，到了 2003 年初才稍有減緩的現象；可是，

最近，2024 年 6 月中旬，新冠肺炎似有再起之勢，不知何時才能真正歇止！ 

(一) 新冠肺炎對一般學校與教育的影響 

新冠肺炎那幾年，對於教育方面的影響，除了造成政府財政困難，教育經費

緊縮，其主要的衝擊有如下所列四項（Di Pietro, Biagi, Costa, Karpiński, and Mazza, 

2020, pp. 7-9；United Nations , 2020, pp.2-3；World Bank Group, 2020, pp. 5-6）： 

1. 學校關閉 

Douglas Broom（2022）發表在 WORLD Economic Forum 的一篇文章 Here's 

how COVID-19 affected education - and how we can get children’s learning back on 

track 指 （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11/covid19-education-impact-

legacy/）：根據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正式宣

布新冠肺炎為法定流行性疫病）的統計，在疫情開始的 12 個月，有 188 個國家

的 15 億學生無法上學。截至 2022 年 3 月，根據 UNICEF（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的報告，仍然有 23 個國家 4 億零 5 百萬

的學童，沒能回到就讀。 

2. 對學生的影響 

學校關閉採用遠距教學對學生的影響，包括：減少學習時間、產生壓力症候

群、感變同儕的互動方式、擴大學習成就的差距、導致學習性貧窮，以及學習動

機低落。 

3. 阻礙必要之教育服務的提供 

COVID-19 對教育產生的破壞是崩解式的，而且將持續長久的一段時間。此

外，它還阻礙了教育對兒童及社區提供，包括營養的攝取、父母工作的提供、級

保護女性免受暴力攻擊等必要的服務。 

4. 導致學習遲緩 

過去兩年可以學成的閱讀能力，疫情之後可能要花七年的時間才能學成；基

礎的算數能力可能要花十一年才能學成。 

(二) 新冠肺炎對大學的衝擊－大學–社區的關係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時候，大學一樣也受到相當大程度的衝擊，例如（王淑貞，

2021；王翰揚，2022；Cristofoletti and Pinheiro, 2023；Ka Ho Mok，2022）：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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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數量的驟減、學生學習經驗受限及校方成本提高、學術研究工作受阻且難以

開展新國際合作、大學生面臨中輟風險及教育不平等的惡化、大學教學品質低落、

對教學上的衝擊與改變–線上教學的推動，大學與社區的關係，抑或是大學對社

區的承諾。另外，吳清山（2020）也指出四個疫情期間臺灣教育治理的問題，這

些問題比較偏向巨觀的政策層面，這三個比較有爭議的教育治理的問題是：(1)禁

止師生出國限縮人民自由權；(2)校園開放的治理權限認知落差；(3)遠距教學禁

用 Zoom 決策不夠透明；(4)暫停陸生來臺影響受教權益。本文旨在討論新冠疫情

後大學與社區的關係，所以將文章的重點放在這個議題之上。 

British Academy（2021, pp. 126-135）在 The COVID decade: Understanding the 

long-term societal Impacts of COVID-19 一書列舉 COVID-19 對人類社會產生長期

影響的 9 個方面(1)地方性慈善或志願性組織社群的重要係增加；(2)對政府的信

任度降的與不穩定；(3)不同區域間之保健、福祉、經濟與貧窮等的不平等擴大；

(4)教育方面的收入、財富、社會經濟結構性的不平等，尤其是對於兒童、家庭與

年輕人的不平等，更加惡化；(5)由於缺乏家庭照顧與社區照護，因新冠疫情導致

至的健康惡化與保健的不平等會更加持續與擴大；(6)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更為大

眾所覺知，新冠肺炎會導致各種的心理健康問題，如果不關注由此可能導致的長

期的心理健康問題與解決方案，擇期將成為導致進一步不均等的根源；(7)新冠肺

炎引起的失業危機、企業倒閉、消費減縮與經濟結構的轉變，將導致政府稅收預

算的減少；(8)家戶所得減少，失業率增加與改變勞動力市場結構，女性更有可能

被強制休假與失業，少數族裔會更加暴露在危險的與第一線的工作；以及(9)對教

育與技能的重新認識與覺察，疫情期間因校園關閉，只能進行線上或居家學習，

由於評量方法的改變，更加擴大現存的因社會經濟因素造成的學習成就的不均

等，以及凸顯了數位的不均等；再者，新關疫情也引起大家對教育與訓練機構永

續發展的關注，尤其在財務與實務兩方面。在高等教育方面，伴隨著新冠肺炎對

高等教育財務的影響，使得大學之學生人口結構改變、提供學生、生趣與經濟利

益的能力減弱。 

新冠疫情在對社會產生的九個方面的長期影響，看似和大學，以及大學與社

區的關係，沒有明顯的直接相關。然而，深究之，則可以發現，新冠疫情的對社

會九個方面的長期影響，不僅對大學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對大學與社區的關係，

也是有著顯著程度的衝擊。Koekkoek, Van Ham, and Kleinhans（2021）沿用Carnegie 

Foundation 對大學與社區（承諾）關係的定義：「大學與社區的關係是指高等教育

機構與其所處較大範圍社區（地方、區域/州、全國、全球），在伙伴與互惠的脈

絡下，在知識與資源進行互利的交換」。本文採用的「社區」概念，是大學所在

地的小範圍的社區。在疫情期間，大學與社區的關係會更加密切（Ohmer, 

Finkelstein, Dostillo, Durhamn, & Melnick, 2022）：(1)成立跨學科及跨院系的單位，

定期開會，以回應夥伴社區的需求；(2)夥伴社區的成員參與大學的相關組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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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對夥伴社區的服務，參與社區組織的相關活動和計畫；及(4)圖書館則整理和

疫情有關的資訊，以供參考。 

三、後疫情時大大學-社區關係－大學社會責任的觀點 

新冠肺炎看似已遠離，事實上，又好像還在人世間徘迴。不論如何，人類應

該及早規劃因應措施與擬定相關方案。尤其是，由於地球暖化導致永久凍土層的

融解，可能釋放「沉睡中的萬古病毒」，人類本身沒有這些病毒的抗體，醫學方

面也還沒有這方面的疫苗，所以必須提早規劃因應之道。縱使，沒有「甦醒的萬

古病毒」攻擊人類，人類還是會遭受其他病毒的攻擊，可能是幾年，十幾年或是

幾十年，都未可知。因此，提早進行相關方案、機制與策略的規劃與制定，是必

要的。在大學與社區方面就競英該建立或發展如何的關係，以下從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中大學社會責任的觀點，提出以下幾點的建議。 

(一)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的大學-社區關係 

臺灣教育部（2017，頁 7）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核定版）》指出：近年來，

臺灣的高等教育過度重視世界排名而強調學術研究、且採用量化績效指標，忽略

對在地問題應有之關注與投入。此即本文前面提到的，由於受到政府政策不重視

大學與社區的關係，導致大學相對忽略與社區較少互動，進一步發展互信互賴，

相互有利的關係。因此，呼籲「…大學應該要思考如何發揮更大的在地關懷與產

業影響，協助周邊的環境、學校及產業的發展，提高大學的社會責任與影響力…」

（頁 8）；「大學生應參與在地連結，對在地區域發展能有更多貢獻，藉由對區域

發展的認同感，展現實踐行動。」（頁 15）。 

緊接著，政府對於大學與社區的鏈結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政策導向，教育部

（2022）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期（112-116）》（頁 1-2）提到：「……對於致

力發展大學社會責任之學校，可發展『SDG11 永續城市與社區』，強化在地連結。」

（頁 14）。同時，在「社會參與能力」這一項提到：「面對當前複雜的國內外情勢

與多變的社會環境，大學應培養學生具備思辨力以因應多元的立場與價值大學應

協助學生養成以主動關注社會議題並以專業知識服務社會之能力，使校園與社區

成為專業實踐、道德投入及關懷參與的場域，強化學生社會責任感並建立公民意

識，進而成為展現利他行為的世界公民。」（頁 16-17）。 

(二) 後疫情大學與社區關係之建立 

從大學的性質與傳統來看，大學一向顯得和社區比較疏離，早期大學和社區

的關係大多是，大學生在寒暑假利用社團或自發性的組織團隊進行社區服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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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建立起關係。但是，這種關係是短暫的和不固定的。新冠疫情之後，大學與

社區如何發展長期且穩固的關係，除了教育部（2022，頁 21） 

提出的幾點：(1)學生參與社區導向學習（ommunity-Based Learning）課程；

(2)學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基地（USR Hub）；(3)以數位學伴模式協助偏鄉或

弱勢地區教育與學習、協助推動或辦理非營利幼兒園、縮短偏鄉或弱勢地區教育

學習資訊落差、協助原住民語言文化教育等傳承與保存等；及(4)面對疫情或外在

環境變遷帶來教學衝擊，學校能透過訂定因應策略或推動數位轉型以建構韌性校

園，對學生、教師、社區或社會提供正向支持。本文謹提供以下幾點供參考。 

1. 建立相互信賴與互相尊重的對等地位 

長期以來，大學與社區之間或許是刻版化印象的關係，也或許是傳統的因素，

使得大學和社區之間的關係，經常是緊張的、衝突的。疫情之後，為了防患於未

然，相互協力共同應對將來可能面對的疫病，大學與社區之間建立相互信賴與互

相尊重的對等地位是必要的。 

2. 建立目的取向的跨領域組織與運作機制 

疫情過後，大學與社區應建立目的取向的跨領域組織與運作機制，定期召開

會議，嫻熟組織的運作機制，分享與討論相關資訊，以及規畫相關因應計畫與策

略，以備將來之所需。 

3. 擴大合作對象與成員俾利人力資源運作 

大學與社區有關之疫情因應組織的成員，除了社區相關社會機構團體、非營

利組織之外，當地的意見領袖與政府機構的主管人員，也是必要的成員；大學方

面，除了各院系所的教職員工代表成立跨領與及跨學科組織之外，學生社團與學

生代表，也有必要參加。如此，將來在人力資源的供給與運作，會比較充沛。 

4. 建立疫病資訊蒐集與流通網絡 

大學應與社區慈善機構、社福機構與非營利組織，以及當地的公衛生與醫療

單位，建立疫病的資訊蒐集、庋藏和流通網絡，俾利適時動員相關組織與資源，

反應與因應疫情。 

四、結語 

學校作為社區主要的文化與政治中心，平常就有必要對社區提供更多的服務

與資源，以及發展良好的關係。作為社區學術、研究與服務核心的大學，尤其是

現在的大學評鑑與發展趨勢，更加強調大學對社區的服務與承諾，因此，大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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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必要與社區建立以問題解決為基礎的目的取向的對等的關係。本文主要從教

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大學與社區關係的觀點，討論新冠肺炎之後，大學與社

區應該建立如何的關係，作為將來因應可能發生的疫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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