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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水沙連韌性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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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回首過去

第五期行動課題與執行架構

暨大韌性治理議題與行動策略

校內外的行動反思

第五期第二年的行動規劃



回首過去

從「威權政府」到「民主治理」、「民主深化」階段 1. 聚焦水沙連區域發展課題，與地方社群建

立不同類型的夥伴信任關係，並試圖建構

以城鎮生活圈作為範圍的跨社群/跨區域治

理模式。

2. 行動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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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動態影響社群協力治理信任關係。

3. 人社中心長期扮演暨大社會實踐的行動智庫。然

面對校內組織變革，人社實踐團隊如何因應？



以「打造水沙連韌性城鎮」為主軸，期藉由不同層次的地

方治理議題作為基礎，探究不同利害關係者，如何參與

不同層次的公共治理議題，並建構出不同組織信任基礎

的地方＼社區治理模式之方法與途徑。

期藉此系列行動研究，發展不同空間治理層次的公民社

會韌性力，因應地方政經發展的動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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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韌性治理議題與行動策略（1/3）

說明：桃米參與金牌農村競賽現場：永續旅遊發展模式帶

動青年返鄉留鄉契機。

說明：媒合在地生態解說員入校開設「生態小學堂」課程，

開發教案文本、Podcast。

1. 桃米生態村社造協進會，邁入100 ing。

2. 聚焦培力地方組織、返鄉青年工作者。

類 

型  

實踐計畫 關鍵議題  主要調適策略 

單

點

社

區 

桃米社區

駐點 

組織韌性、 

環境韌性、 

產業韌性、 

學習韌性 

1. 落實社區組織健全化發展。 

2. 生態物種優勢與長期棲地營造。  

3. 生態旅遊結合體驗學習的產業優勢與觀光發展。  

4. 開發協同教學手冊，發展生態特色課程。 

籃城社區

駐點 

組織韌性、 

生活韌性 

1. 暨大團隊從過去的深度參與逐步轉變為陪伴。  

2. 農業知識傳承。  

3. 透過慶典建立友善關係。  

4. 文化傳承與轉譯創新。  

5. 鳥類知識調查與文化地景再造。 

 



暨大韌性治理議題與行動策略（2/3）
類 

型  

實踐計畫 關鍵議題  主要調適策略 

鄉

鎮

型 

埔里生活

生態博物

館網絡 

組織韌性、 

生活韌性 

1. 人員異動下的調適。  

2. 順應在地協會的特性。  

3. 人社計畫共同主持人擔任巴宰協會理事。  

4. 論述集體記憶。  

5. 深化在地學童的文化認知。  

6. 促進埔里各平埔族群合作局面。 

仁愛鄉星

空山城計

畫 

組織韌性、 

環境韌性、 

產業韌性、 

學習韌性 

1. 成立跨域治理平台  

2. 暗空環境自主營造計畫。  

3. 鳶峰遊客中心轉型。  

4. 星創學堂人才培育計畫。 

水沙連雜

誌復刊 

組織韌性、 

生活韌性 

1. 暨大團隊成員加入編輯團隊。  

2. 順應組織團隊特性。 

3. 埔里文化治理的重要平台。 

 

說明：巴宰歷史繪本的企劃、製作與封面照。從埔博網

組織轉型到平埔文化議題的深化，是埔博網面對新一波

社會趨勢的自我調整。

說明：定期舉辦星創學堂人才培育計畫，培育在地星空產業

人才，並推動部落星空品質測量（廬山小組）。

說明：鳶峰遊客中心

轉型為具備天文教育

的館場。2023年獲得

「美國謬思設計大獎」

概念設計互動類金獎

肯定。



類 

型  

實踐計畫 關鍵議題  主要調適策略 

跨

鄉

鎮 

地方創生

研習學苑 

組織韌性、 

學習韌性 

1. 搭建公私溝通對話平台。  

2. 業務導向培訓。  

3. 跨鄉鎮議題反思。  

4. 創新政策研析。  

5. 台日共學讀書會。 

兒少教育

創新社群

網絡 

組織韌性、 

學習韌性、 

社會韌性 

1. 連結兒少社福團體與校內師生團隊。  

2. 連結地方或業界資源。  

3. 媒合校內師生專業介入。  

4. 引導孩童思考生涯發展。  

5. 以陪伴補足家庭失能問題。 

南投縣綠

活學習型

城市 

組織韌性、 

學習韌性、 

環境韌性 

1. 連結不同鄉鎮的公私組織。  

2. 策劃議題導向的組織共學社群。  

3. 橋接地方 NPO人力資本與學校合作。 

 

暨大韌性治理議題與行動策略（3/3）

說明：人社中心搭建一個公私溝通對話、合作方案討論的平台，

促進公私跨域合作，培力具行動能量的網絡社群，發展學習韌性。

說明：透過問卷回饋與訪談，參與的學員（不管公務人員或地方

單位）黏著性極高。不僅擴大參與學員、講師與公部門的人脈網

絡，同時促進跨組織互相學習經驗的機會，醞釀未來公私部門合

作的潛力。

說明：兒少計畫除了實踐陪

伴與培力偏鄉孩童的學習韌

性外，培育大學生擁有足夠

的服務能量及能力進入場域，

也是未來人社中心著重發展

的方向。



大學在不同空間尺度扮演的角色及韌性治理策略
類

型 
人社實踐行

動之方法 行動場域 大學協作角色 多層次治

理策略 政策網絡分析 

社

區

型 
社區駐點 

桃米 深耕、深度參與 跨部門 地域網絡 
(串聯緊密、高度整合) 

籃城 從深度參與遞移到陪

伴 跨部門 地域網絡 
(議題導向的串聯) 

鄉

鎮

型 

埔里生活生

態博物館 埔里鎮 中介組織、陪伴(部分

議題適度參與) 
跨部門、

跨空間 

地域網絡、專業網絡、議題網

絡 
(中度整合，部分議題高度整

合) 

水沙連雜誌

社復刊 

大埔里地區

(埔里鎮為

主) 

中介組織、陪伴(初期

深度參與) 
跨部門、

跨空間 
專業網絡、議題網絡 

(專業者參與決策) 

仁愛鄉星空

山城計畫 仁愛鄉 
中介組織、陪伴(部分

議題適度參與) 
跨部門、

跨空間 

府際網絡、議題網絡、生產者

網絡 
(廣泛的水平連結、中度整

合、利益群體不固定) 

跨

鄉

鎮 

兒少教育創

新社群網絡 

南投縣(大
埔里地區為

主) 
中介組織 跨部門、

跨空間 
專業網絡、議題網絡 

(專業者參與決策、低度整合) 

地方創生研

習學苑 南投縣 中介組織 跨空間 議題網絡 
(低度整合，有限的互賴) 

南投縣綠活

學習型城市 南投縣 中介組織 跨空間 議題網絡 
(低度整合，有限的互賴) 

 

行動研究反思

1. 單點社區：社群串聯較為密切，大

學實質上屬地方社群一份子。

2. 鄉鎮層級：隨著地理範圍的擴大與

利害關係人的更多元性，中介組織

或共學平台等橋接、串聯機制的建

立，是治理鄉鎮級地方議題的重要

手段。

3. 跨鄉鎮層級：模糊且廣泛指涉的課

題是將多元群體串聯起來的媒介。

透過低度整合的學習網絡，促使廣

大地理範圍內的社群得以形成夥伴

協力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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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治理韌性：校級USR調適與整合機制
行政支援：研發處

規劃及執行：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研究中心

1. 本校各USR計畫協力窗口，擔任水沙連區域合作推
動委員會幕僚單位。

2. 作為學校參與USR計畫與跨校地方創生推動之代表。

3. 營運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聯合辦公室，舉辦共學活
動促進校內各計畫橫向合作。

4.與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等單位合作，規劃USR校
際共學網絡。

5. 與國際處合作，橋接日本與東南亞建構國際USR共
學網絡，積極參與「臺日大學地方連結與社會實踐
聯盟」。

6. 出版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系列專書、暨
大社會責任實踐年報、社會責任實踐中長期效益評
估。



第五期第二年行動規劃（1/4）

單點社區層次

持續投入桃米社區組織運作及人才培力的工作。

暨大團隊將實際參與「桃米生態村社造協進會」，並陪
伴各個地方組織發展，同時串聯社區返鄉青年形塑新的
社區動能，強化桃米社區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韌性。

讓傳統社區具備新的社群參與及發展想像。

協力籃城書房，運用「大灶美術館」的策展空間舉辦各
種型態的文化活動，再現籃城家園地景。

鄉鎮型層次

埔里生活生態博物館網絡與水沙連雜誌社運作
合流，由雜誌社接續成為埔里文化治理的重要
平台。

暨大團隊將以增能水沙連雜誌社的組織韌性為目標，
提升其與埔里鎮各議題行動者的網絡連結，打造具備
文化共同體支持的韌性城鎮。

發展仁愛鄉星空山城，「地方不同利益社群」互利共好
的地方協作關係。

陪伴與培力清境地方產業社群的星空友善店家發展，以
及賽德克生態旅遊「四村共同經營組織」的事務推動。



第五期第二年行動規劃（2/4）

跨鄉鎮層級

編織地方學習支援網：

藉由大學師生的團隊投入，建構地方文化不力學子的學習支援網。

透過不同專業系所的教師與學生社群，與不同類型的地方教育組織、社群發展協作夥伴關係，創
新地方教育的學習內容：ex.戶外教育、特殊兒童陪伴、偏鄉學習支援。

學習型城市：

透過政策設計與諮詢，提升跨局處的終身學習政策資源、活動整合力度，豐富南投縣
終身學習資源。

串聯投入地方發展的民間社群，對話南投未來地方發展與教育推展的議題，輔以社會
設計，發展跨領域的協作支援社群夥伴關係。



13

1. 112年已完成「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大學社會責任實踐中

長程評估報告」。資料分析對象：2018-2022本校人文、

管理、科技、教育學院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持續規劃

利害關係人回饋機制，請各計畫執行團隊定期蒐集資訊

於2023年的中長程成果報告中揭露。

2. 辦理「水沙連大學城公共感知調查」，針對水沙連地區

在地居民進行暨大USR的認知調查，同步蒐集居民的地

方發展議題意見。

3. 11月辦理第二屆全國地方學暨第三屆水沙連學學術研討

會、出版2023年暨大社會實踐年報。

第五期第二年行動規劃（3/4）



第五期第二年行動規劃（4/4）
行動研究：

計畫主持人與博士後研究團隊，規劃發表至少4篇

學術研究論文，並投稿至期刊。

規劃教師社群陪伴機制，以博士後研究為核心，搭

配不同教師社群進行協助。

定期舉辦團隊學術研究討論會議，協助計畫團隊教

師書寫行動研究論文。

辦理研討會，彙編地方學、水沙連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行動紀實書寫

出版陳綢阿嬤兒少行動成果。

持續協助研發處出版「暨大社會實踐年報」。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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