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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學立場，我們如何理解與詮釋地方創生？

以目前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執行的方案與地方創生的關連性？



簡報大綱

• 來自日本的考察經驗

• 重新爬梳地方創生的意涵

• 在地方創生過程中，大學可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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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界集落（げんかいしゅうらく），
日本社會學家\高知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大野晃が於1991年，進行山林產業發展
時所獲得的心得並予以提出。
由於人口減少的因素，導致65歲或以上的老年人佔全市總人口的50％或以上，
被稱為邊緣自治市。而在此現況下的村落即稱為「限界集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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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

以往以專業研究、國際發展為導向的大學，

如何重新定位自我，

並在地方振興事業中扮演

「創造往地方『新的人』流動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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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無邊界大學計畫的執行需求、且適逢2018年要跟福井大學千姊妹校之

際…於是啟動了「福井、金澤、信州」三間大學的見學之旅

COC＋的排名
學校 福井大學 金澤大學 信州大學

2016（平成28年） A Ａ Ｓ
2017（平成29年） S Ｂ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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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COC＋的人才教育
1、掌握地方人口發展趨勢、議題與地方潛力

2、設計以地域為核心的學習課程

3、重新定義如何學習：各種教學工具的利用

4、培養願意留住的學生

福井大學 金澤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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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OC到COC＋的行政體系
1、校內首⾧的政策支持

2、成立對外連攜的專責單位

3、彈性任用教師（建立校內外相談人制度）





21

建構外部COC＋的支持系統
1、鏈結地方政府、產業組織

2、整合區域內大學間的資源並做分工

3、重新設計或定義校內組織職能

4、大學與地方共組新單位

5、孕育地方產業需要的辦學內容與人才培育機制





以信州大學為例
COC＋計畫核心目標：透過教育提升地域產業就

業的人才培力與留

成立職涯教育支援中心 從入學到畢業不斷安排教師提供職涯發展支持所需的教

育。

建立學習職涯教育的結構，與業務評估

體系

重組「就業委員會」，改為「職涯委員會」。

產學合作組織與高等教育研究機構之間

的信息共享和合作結構建立

加強職涯教育推廣能力，提升與COC

業務的連續性

新設置的職涯教育/支援中心負責人：負入學考試、教

學，學生。指定並開展人事活動，以提高全校職涯教育

的動力。

其次，指定㇐名負責教師擔任COC項目副總幹事。
大學教師職涯教育的動力 與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師㇐起加強研究，並且設計講座。



準備設置「⾧野縣地方創生推

進事業協議會」，推動

Project Based Learning

以服務學習和PBL（基於項目的學習），與當地政府和公司合

作

推動以中小製造企業為中心的擴大實習的共識。

大學之間的協力合作促進職涯

教育項目的諮詢：

信州、松本、⾧野大學的合作協議會設置。

信州大學是地區實習生的基地。

⾧野大學負責地方商業組織的連結。

松本大學負責保護區、災區、健康促進的工作。

強化⾧野縣及產業界的職涯教

育支援

信州產官學聯盟：設置專責人員，負責⾧野縣內771個小型

事業的參與意願、現況調查。

產官學的對話場域與組織 催生設置㇐個專門部會，具體檢討「⾧野縣人才培育政策方

案與留用」的執行成效。

推動調查事業 結合⾧野縣四個經濟團體（⾧野縣經營者協會、⾧野縣中小

企業團體中央會、⾧野縣商工會議所聯合會、⾧野縣商工會

聯合會）所屬的企業，進行人才聘用需求調查及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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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前述

「地方創生」這㇐名稱發源於日本，其中心思想是「產、地、人」

三位㇐體，㇐句話來說，就是希望地方能結合地理特色及人文風情，

讓各地能發展出最適合自身的產業，以及生活方式。

例如：信州（紡織）

福井（中小企業、眼鏡、恐龍化石）

能登（里山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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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COC＋經驗，重新看待暨大的目前

• 人社計畫推動初衷：積極建構大學與在地社群的連結與互信關係，採取人文關懷

與社會創新視野，整合各系、所、學程專業研究社群，並結合在地公共社團組織，

針對水沙連地區各項社會問題，以行動研究方法進行調研，累積各類議題知識與

資料庫。

• 設置校級「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 從水沙連區域出發，聚焦「臺灣鄉村發展課題」。

• 規劃與執行「R立方青年返鄉創新實學程」--R. School

• 設有彈性多元的「地方連攜會議」，ex.水沙連區域合作推動委員會、暨大與南投縣政府跨域工

作小組、埔里生活生態博物館、南投學習型城市推動委員會、埔里生態城鎮推動小組…等。

• 啟動部分地方創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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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PM2.5、

水環境、生態環境

復育）

地方產業（休閒農

業、民宿、咖啡、

外勞）

社會照顧（⾧期照

顧、弱勢關懷、樂齡）

文化教育（偏鄉兒

童教育、地方文化

保存與活化）

閒置空間再活化
（中興新村）

營造綠色水沙連：

智能Ｘ減污Ｘ循環

PM2.5空污減量微

型監測器佈建與志

工推動

水沙連跨域共學－

在地產業與鄉村旅

遊產業鏈結計畫

青年返鄉的培力與

支持系統

搖滾畢拉密: 社區翻

轉、文化翻滾，以

「東南亞」為方法

建構水沙連「無

老。⾧照」協力

治理網絡-教育、

共助與永

食物銀行計畫

翻轉水沙連偏鄉弱

勢學習路徑

埔里生活生態博物

館網絡

學習型城市計畫

中興新村地域創

生之願景營造與

社群協力計畫

地
方
問
題

行
動
計
畫



埔里生活生態
博物館網絡

•組成4組行動社群
•埔里資源調查60節點
•愛蘭台地已收集18個在地
故事
•4場在地畫家社群寫生活動
•文史資料庫完成1230筆檔
案

⾧期照護

•合作醫療醫院2家、⾧照
機構4家、非營利組織5家
•協力7社區申辦⾧照巷弄
站
•推動1家⾧照社會企業、
推動1條⾧照體驗遊程

生態見學

與5個社區合作深度小
旅行
•3條部落蝶道調查
•3處生態手作步道
•研發農田微型氣候監
測器目前裝置6處

小學實驗教育

•5所國小課程合作食農
教育、親子共學、防災
等主題
•辦理偏鄉社區型夜間
課輔1處
•舉辦2城鎮共5屆埔里
生態城鎮園遊會

青年留鄉
•16個青創團隊
•陪伴3位青年任職地
區NGO組織理事⾧
•陪伴1位十大傑出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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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汙染防制
•研發PM2.5微型監測器目前
於六縣市佈點共218處
•推廣環保寺廟34間
•辦理60場宣導活動
•培訓86位社區志工
•製作1部空污防制偶動畫宣
導片、1部在地議題觀察記錄
片

社區防災
•校園/社區聯合防災
•災害口述歷史調查
•聯合防災演練1次
•手作社區生活防災
地圖2處

生態復育
•環保旅店15間
•環保署認證低碳社區3
處
•淨水設施生態池2處
•合作自然農場5處

社區水資源盤點
•17處自來水質水量保護區
•9處水源保育社區，1處實
作示範基地
•10處地下湧泉盤點
•社區工作坊交流會談20場
•PPGIS公眾參與地理資訊
系統簡易問卷調查

中興新村的活化
地方的光榮

感
偏鄉兒童教
育系統

青年留\返
鄉的思考

高齡化人口
照顧

生態環境問
題診斷

通盤性思考人口流向鄉村的生活\生計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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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地方治理局勢不佳的時候，為地方社群提供㇐個對話\可能行動的出口。

2、當地方有知識或專業人力需求之時，暨大提供㇐個協力的機會。

3、捲動在地青年與跨世代社群個別、彼此間的對話。

4、提供青年返鄉、社群推展公共事務創新的協力能量。

5、透過價值引領、社群對話、行動試驗方式，為地方注入新的改變之可能性。

回首過去，雖然不是那麼經濟面

但暨大的存在，卻為地方提供若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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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臺灣城鄉差距的持續擴大，身為南投縣唯㇐的
國立大學，它可做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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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臺灣地方創生元年，暨大還可做些什麼？

• 對南投整體區域人口發展趨勢、地方問題、各級產業特性等作更系統
性的資料建構。

• 擴大鏈結地方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社區，以及其他大學系統。

• 盤點暨大畢業生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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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新審視既
有的學科能量
與地方發展兩
者間的Match 

or Gap？

2、如何透過大
學的平台，為
地方創生建構
支持性的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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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不同在地實踐
計畫的整合。

學術研究、產學合作、
教學創新等升等機制
分流

讓博士後研究人員、
專案教師有未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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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且彈性的學習管道\路徑，建構不同身份\世代別
共學機制，例如：推廣教育、學位學制時間的彈性、鄉村
發展學分學程、跨界地域活化學分學程等。

鏈結在地實踐計畫（場域）、R. School，建構全境跨界知識
的學習機制。

地
方
創
生
：
大
學
的
主
體
性



㇐樣的鄉村，
不同的風景！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