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水沙連韌性城鎮：
地方公民社會的重構與治理

計畫主持人：江大樹院長兼主任 （水沙連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簡 報 人：張力亞助理教授兼組長

報告日期：2022／0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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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 壹、繼往，內外社群對話與建構

• 貳、開來，行動經驗的知識產出

• 參、三年後，希望成為什麼樣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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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繼往，內外社群

對話與建構

厚植組織能量

經營教師社群

鼓勵教師實踐

人才孵化與培力

行動場域與議題

階段性成果與行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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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社群的對話與體制建置

厚植組織能量

✓設置校級「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設置「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聯合辦公室」鼓勵透過工作空間整合加強校

內團隊交流機會，授權運營聯合辦公室並規劃校內社會實踐共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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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水沙連學院：通識課程
（學分學程、學位學程）

科技學院：
USR計畫團隊、

學分學程

教育學院：
USR計畫、
學士班

人文學院：
樂齡大學、
樂齡學習中心

管理學院：
地方產業創生中心、
USR計畫、學分學程

國際地方
創生連結

自主
學習方案

教務處教學發展
中心、課務組

研發處學術服
務組、創業育
成中心

社會
服務學習

大學協力地方治理專書水沙連區域資料庫

社參式
課程開發

水沙連USR
校際共學網路

USR Hub平台

行動研究 課程研究校長＋水沙連區域合作推動委員會



戴榮賦

資
管
系

教授

陳皆儒

土
木
系

教授

林妙容

諮
人
系

副教授

曾永平

觀
餐
系

副教授

吳淑玲

觀
餐
系

副教授

曾喜鵬

觀
餐
系

副教授

馮丰儀

教
政
系

教授

羅麗蓓

外
文
系

副教授

陳正芳

中
文
系

副教授

潘中道

社
工
系

副教授

陳文學

公
行
系

副教授

張力亞

通
識
教
育

助理教授

劉明浩

通
識
教
育

助理教授

林幗貞

通
識
教
育

副教授

于道弘

通
識
教
育

助理教授

江大樹

公
行
系

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人社中心主任、水
沙連學院籌備主任、
地方創生與跨域治
理碩士學位學程籌
備主任。

建置教師社群

團隊，透過教

師陪伴與協作，

擴大校內的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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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瑞
源

人社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朱
柏
勳

人社中心
約用研究員

陳
嘉
霖

人社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梁
鎧
麟

人社中心
約用研究員

徐
秀
菁

人社中心
約用研究員

鄭
坤
全

人社中心
約用研究員

許
祐
蓁

人社中心
專任助理

黃
資
媛

人社中心
專任助理

范
雅
婷

人社中心
專任助理

林
芳
慈

人社中心
專任助理

朱
俊
彥

教育學院
專任助理

楊
智
其

人社中心
約用研究員

行政暨行動

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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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教師實踐

✓ 推動修訂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增列「產

學應用型」、「教學實務型」與「藝術

作品、體育成就型」等升等管道；計有

4名人社計畫共同主持人。透過「產學

應用型」管道升等為教授、副教授。

人才孵化與培力

✓ 迄今本計畫共培養7名博士後研究人員，其中2名

轉聘至通識教育中心、1名公行系任專任助理教授

(已升等為副教授)、2 名推薦至原專班任專案助理

教授。

✓ 推薦博士後研究員於通識中心擔任兼任助理教授，

如李瑞源博士後研究員開授《平埔文化保存與活

化》、《地方敘事力的建構與應用》、《田野調

查與紀錄片製作》等課程；1102陳嘉霖博士後研

究員至通識中心開設《地方學：政治與社會》。

✓ 每年約有60位教師投入在地實踐工作。

8

• 1071  資管系 戴榮賦副教授

• 1072  觀餐系 曾喜鵬助理教授

• 1082  土木系 陳皆儒副教授

• 1101  公行系 陳文學助理教授



行動區域逐年擴散

第一期
2013-2016

第二期
2016-2019

第三期
2019-2022

9



10

行動場域的議題延伸



主要核心議題與計畫成果
實踐策略＼場域 主要核心議題 具體成果

社區蹲點

與治理

桃米 發展大學培力日常社造模式

＠運營社造協進會，維繫社區公共性

＠導入課程與社團，擾動社區組織、創新議題

＠青年世代的培力

籃城 探索新興社群融入社區途徑
＠籃城好生活青年進駐

＠籃城家園地景的社會設計

跨社區

行動設計
平埔文化 文化復振與族際合作

＠復辦族群文化祭儀

＠族群文化導入在地校園

＠番婆鬼動畫，文化資產活化案例

@鎮定原住民的推動

城鎮型公共議

題的治理機制
學習型組織 民間社團組織的培力行動

＠辦理數位教學工作坊

＠小學與社區的協作

＠民間組織的社群共工

＠辦理鄉鎮組織與人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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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型公共

議題的治理

機制

環境教育

PM2.5空污減量行動

＠PM2.5民間社會力經營與孵化

＠PM2.5教育宣導方案研發與執行

＠跨區域的經驗擴散

友善市場行動設計 ＠瞭解市場多元觀點、營造環境友善市場

＠訪查市場的歷史文化與攤商故事

長照體系 建構鄉村長照生態服務系統
＠營運厚熊咖啡，發展鄉村共生社區模式

＠活化社會力：長樂教育規劃師、共生社區管理師認證

星空山城 發展互利共生的社群經濟

＠創設星創學堂

＠發展以部落文化為主體的星空知識

＠設計跨部落＼社區的互惠型生態旅遊

＠社區、公所及縣府層級的法治創新

地方治理結

構

橋接基層公所與民間社群

＠孵化鄉鎮內部民間協作社群

＠辦理跨鄉鎮社群共學活動

＠建置微型產業數位轉型社群和平台

改變政策治理結構

＠參與地方政府政策決策圈

＠提供專業導向的政策建議

＠形塑新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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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思
過
往
行
動

實踐策略＼場域＼議題 核心行動 遭遇結構瓶頸

社區蹲點

與治理

桃米 發展大學培力日常社造模式

＠社區意見領袖領導力不足

＠社區組織過度依賴大學

＠社區內世代社群差異

籃城 探索新興社群融入社區途徑

＠移居青年與社區耆老的價值落差

@後現代性的家園地景情感依附

@農村草根認同之間的落差

眉溪 協力部落青年返鄉實作

＠社區內世代社群差異

＠意見領袖關注議題轉移

＠地方青年的生涯規劃路徑轉變

跨社區行

動設計

農村調查 農村地方性考察與青年陣線

＠地方知識的擴散有限

＠農村調查與串連速度過慢，短期不易有顯著效果

＠缺乏有效運作的中介組織

平埔文化 文化復振與族際串連合作

＠各族組織運作不全

＠群裔缺乏文化認同

＠族際間信任基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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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策略＼場域＼議題 核心行動 遭遇結構瓶頸

城鎮型公共

議題的治理

機制變革

環境教育

PM2.5空污減量行動
@民眾行為知易行難 @志工持續參與動能不足

@微型感測器缺乏持續運作支持系統

友善市場行動設計 ＠現代消費需求變化 ＠市場友善環境與服務機能不足

＠攤商間互惠共識不足 ＠民眾欠缺環保意識與行動力

學習型組織 民間社團組織的培力行動
＠地方社群學習慣性尚須轉化 ＠區域組織跨域合作尚屬被動

＠鄉鎮公所創新學習與行動應用存在落差

埔博網絡

大埔里文化記憶庫建置應用 ＠資料庫的公開授權問題 ＠埔博各議題社群能動性不一

＠埔博整體運作未有效整合
埔里生態網絡

長照體系 建構鄉村長照生態服務系統

＠長照與社區組織抗拒轉型

＠城鎮＼社區內世代社群融合問題

星空山城 發展互利共生的社群經濟
@地方首長穩定性低，任期短

＠跨部落＼社區的信任基礎不足

地方治理結構

橋接基層公所與民間社群合作
＠基層官僚領導力不足 ＠公所與民間社會發展願景共識不足

＠鄉村微型產業對於數位轉型的抗拒

改變政策治理結構
＠基層政府內部對制度變革的抗拒

＠地方政治系統不穩定

地方學 發展水沙連學
＠產出內容較為艱澀，不夠平易近人

＠擴散效果略顯微弱 14



階段性總結

• 個別社區場域的深化有其高度動態挑戰性

• 跨社區串連的組織化關鍵

• 公民社會的建立亟需高度穩定的公私部門協力模式

• 例如：在營造跨部門地方協作治理過程中，地方＼社區問題界定、核心價值、意見領袖的領

導力、組織人力與時間、情感規範、溝通模式與頻率、人際與組織信任、制度建置、資源配

置、課責文化、成果展現、組織文化的轉變等，經常動態影響一個區域、一個議題之中的社

群協力治理信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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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團隊認為：以跨部門協作的多元動態地方治理模式，是充滿權變

（contingency）與試驗（experiment），其中議題能動者（agency）的浮現

與否是重要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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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教師，以在地實踐案例為個案，發表相關學術論

文，與專業學術社群對話，研究產出數量逐年提升。

在研究上，面向多元但存在議題廣泛而不易聚焦的挑

戰，整體行動較難形成強有力之研究論述，進而陷入

行動理論難題。

學術研究：2013-2021 核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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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開來，行動經驗

的知識產出

水沙連地區接軌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的橋接需求

風險社會中地方公民社會社

群組織韌性治理需求

校務發展治理制度韌性鞏固

需求

行動研究過程、知識經驗的

系統化與理論性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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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群
共
學

社
群
組
構

社區設計

社區蹲點觀察

組織

韌性

環境

韌性

社會

韌性

產業

韌性

生活

韌性

學習

韌性

中介導引
平台

良善的

地方政府

企業

社會責任

大學

社會責任

社會企業

/NGO、

NPO組織

社區組織

/公民參

與

全齡放伴互助網

文化深焙理想國

圈守偏鄉教育火

產官好物利眾生

樂活宜居迎生態

實踐願景：水沙連韌性城鎮

20

「

韌
性
城
鎮
」
推
動
架
構
示
意
圖

智庫諮詢媒合 地方社群協力



遠景 議題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組織韌性

治理能力

建構

環

境

韌

性

✓ 桃米環教人員知識應用的轉型

✓ 埔里友善市場環境營造

✓ 暗空環境營造與人才培育

✓ 環境教育社群串連與行動設計

SDGs11：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

及永續性。

SDGs12.2：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以及有效率的使用。

SDGs12.8：確保每個地方的人都有永續發展的有關資

訊與意識，以及跟大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活方式。

SDGs15：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

用，永續的管理森林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韌 性 治 理 ：

SDGS16

促進和平且包

容的社會，以

落實永續發展；

在所有階層建

立有效的、負

責的且包容的

制度。

社

會

韌

性

✓ 社區共生長照的社會設計

✓ 高齡照顧人才培育機制

✓ 高齡社會防災社區營造

✓ 埔里足球小將的身心諮商運動

SDGs3：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SDGs11.5：減少災害的死亡數以及受影響的人數，並

將焦點放在保護弱勢族群與貧窮者。

SDGs11.7：為所有的人提供安全的、包容的、可使用

的綠色公共空間，尤其是婦女、孩童、老年人以及身

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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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 議題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組織韌性

治理能力

建構

產

業

韌

性

✓ 微型產業數位轉型

✓ 鄉鎮型的生活電商平台

✓ 友善環境的互補型社區旅遊模式

✓ 地方CSR的運營平台

SDGs1.4：確保所有人在經濟資源、基本服務、新科

技與財務服務都有公平的權利與取得權。SDGs1.5：

讓貧窮與弱勢族群具有災後復原能力，減少他們暴露

於氣候極端事件與其他社經與環境災害的頻率與受傷

害的嚴重度。

SDGs8.2：透過多元化、科技升級與創新提高經濟體

的產能。

SDGs8.9：制定及實施政策，以促進永續發展的觀光

業，創造就業，促進地方文化與產品。

SDGs9.1：發展高品質的、可靠的、永續的，以及具

有災後復原能力的基礎設施。

SDGs9.3：提高資訊通訊科技ICT的管道。

SDGs12.2：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以及有效率的使用。

SDGs12.4：制定及實施政策，以監測永續發展對創造

就業，促進地方文化與產品的永續觀光的影響。

韌性治理：

SDGS16

促進和平且

包容的社會，

以落實永續

發展；在所

有階層建立

有效的、負

責的且包容

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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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 議題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組織韌性

治理能力

建構

文

化

韌

性

✓ 文化保護與埔里鎮定原住民

✓ 水沙連地方調查和地方節慶

✓ 星空山城人地關係與土地倫

理重構

✓ 文化轉譯與再現平台

SDGs4.7：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而可以

促進永續發展。

SDGs10.2：促進社經政治的融合，無論年齡、性別、身心

障礙、種族、人種、祖國、宗教、經濟或其他身份地位。

SDGs10.3：消除歧視的法律、政策及實務作法，並促進適

當的立法、政策與行動。

SDGs11.4：在全球的文化與自然遺產的保護上，進一步努

力。

韌 性 治 理 ：

SDGS16

促進和平且包

容的社會，以

落實永續發展；

在所有階層建

立有效的、負

責的且包容的

制度

學

習

韌

性

✓ 以社區為本的接待學習家庭

✓ 疫情後「社會教育單位」數

位教學轉型

✓ 建置地方非正式學習系統

SDGs1.4：尤其是貧窮與弱勢族群，在經濟資源、基本服務、

新科技與財務服務都有公平的權利與取得權。

SDGs1.5：讓貧窮與弱勢族群具有災後復原能力，減少他們

暴露災害的頻率與受傷害的嚴重度。

SDGs4.5：確保弱勢族群有接受各階級教育的管道與職業訓

練，包括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以及弱勢孩童。

SDGs4.7：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而可以

促進永續發展。

SDGs9.3：提高資訊通訊科技ICT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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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第三年

1. 提出鄉鎮地區高齡防災社區人才的訓練

模式

2. 紀念埔里平埔族群入埔200年重要歷史事

件活動

3. 建置共生長照社區網絡和高齡照顧人才

培育系統

4. 擴散星空友善公約的影響力、初步運作

星空山城U型戰略方案

5. 推廣電商平台的普及性與社會應用層面

6. 運營水沙連雜誌社和地方公共議題沙龍

7. 舉辦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學術研

討會

8. 協力「水沙連學院」及「地方創生碩士

學程」培育人才

9. 持續運營水沙連區域推動委員會

1. 推動大埔里地區高齡防災示範社區

2. 推動埔里平埔文化教育導入各地區校園

活動

3. 擴散水沙連鄉村教育社群網絡，強化地

方公民的學習組織力

4. 連結兒少心理諮商資源和不利條件學童

的陪伴系統

5. 持續運作星空山城U型戰略方案、鞏固

塔羅灣溪部落群的合作關係

6. 運營水沙連雜誌社和議題式專欄深度報

導

7.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系列叢書

8. 協力「水沙連學院」及「地方創生碩士

學程」培育人才

9. 持續運營水沙連區域推動委員會

第五期計畫 各年度推動項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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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盤點大埔里地區高齡防災社區的組織

與人力資源

2. 連結埔里鎮鎮定原住民之利害關係人，

組織遊說團體進行政策溝通

3. 運營水沙連雜誌社的復刊和擴大能見

度

4. 規劃星空山城原鄉星空文化 採集之

活化應用方案

5. 開設實作導向之微型產業數位轉型工

作坊與線上教學知能

6. 發展兒少心理諮商的社群資源網絡

7. 協力「水沙連學院」及「地方創生與

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培育人才

8. 持續運營水沙連區域推動委員會，策

劃各鄉鎮地方創生焦點論壇

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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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水沙連韌性城鎮：

地方公民社會的重構與治理

社區蹲點 社群組織 社區設計 社群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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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沙連

雜誌社

創藝

水沙連

文史

水沙連

人物

水沙連

貨殖

水沙連

影音

水沙連

散步

水沙連

以水沙連雜誌社為中介組織，串連人社計畫六大議題

環境韌性：樂活宜居迎生態

社會韌性：全齡放伴互助網

產業韌性：產官好物利眾生組織韌性：穩固組織治理力

生活韌性：文化深焙理想國

學習韌性：圈守偏鄉教育火

26

水沙連學院
人社中心

研究基地

知識分享平台



參、三年後，希望成為什麼樣的我們

• 持續將在地實踐的精神與作為，全面內化至校務制度，同時滾動式優化相關制度內容。

• 發展在地實踐的人才培育模式，同時孵化本校未來20年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教師服教研社群團隊。

• 累積大學協力地方發展的「水沙連學」學術內容，提出「水沙連學」的動態實踐理論與方法。

• 建構大學作為運作平台的「地方協作模式」協力地方公共社群具備組織治理韌性理論。

• 透過跨校之間的共學聯盟建置，擴大暨大人社計畫的學術影響力。

• 形塑與建構「暨大」在地實踐特色發展、人才培力的辦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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