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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以來…

• 參與「南投社區大學」

• 推動公益服務課程計畫

• 設置相關系所

• 承接相關研究案

• 其實：停留在學術研究、論文發

表、專家建言、社造輔導，及課

程參訪、公益服務、行政實習等

層次，並未型塑在地參與，落實

大學在地社會責任實踐的行動風

潮。

過往的大學：蜻蜓點水式的協力

議題類別 委託研究 

（件數） 

百分比 

（%） 

碩士論文 

（篇數） 

百分比 

（%） 

社區營造 6 14 22 24.2 

災害、污染防制 9 21 3 3.3 

教育 3 7 3 3.3 

產業發展（含觀光） 9 21 18 19.8 

社會福利服務 7 16.7 21 23.1 

族群（含括：外籍配偶、原住

民） 

2 5 8 8.8 

宗教習俗 -- -- 6 6.6 

地方政治 1 2 5 5.5 

地方歷史文物發展 2 5 3 3.3 

其他 4 9 2 2.2 

總計 43 100 91 100 

 



當人口流失掏空鄉村結構

1、區域內就業機會逐漸消失

2、青年移往都市，鄉村剩下老人與小孩

3、年輕人找不到結婚對象，出生率急速降低

4、學校與醫院接連倒閉

5、從廢校到廢村將逐漸浮現

6、勞動力不足，經濟動能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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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地方創生需要長期深耕與永續經營」！要改變地方的人口、產業、觀念、生態，絕不是煙火式的一場展覽或修補一棟

老宅就能完成的；被視為地方創生成功案例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從2000年開始，已經營近二十年。

「一場藝術季也許一年只有1000人看到，但十年就會超過一萬人」如何多元結合地域、產業與人才，讓地方創生涓滴成河地

改變地方，需要政府、地方、人民共同的努力。熱血公務員，用60萬日幣翻轉滅村命運！送人、送

錢到鄉下...全民總動員的日本「地方創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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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沙連區域合作推動委員會

• 暨大蘇玉龍校長擔任召集人。

• 號召校內人文、管理、科技、教

育4學院和通識中心、研發處等單

位主管，並邀集日管處、南投縣

政府，以及埔里、魚池、國姓、

仁愛等地公所和在地公共社群等

代表擔任校外委員。

• 透過地方巡迴座談，瞭解水沙連

四鄉鎮民生、交通、社福和觀光

產業等議題，訂定未來與地方協

力治理方向。



水沙連區域合作推動委員會

彙整暨大各團隊在不同

鄉鎮所推動的計畫、執

行內容。

同步蒐集縣市政府、各鄉鎮

公所現行政策需要協力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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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層級議題，多數由大地計畫承接。

鄉鎮層級議題，部分由人社中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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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教育部推動「學習型城市計畫」之際

機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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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效益

• 提出「打造綠活城鎮，從『投』開始的三部曲計畫。

• 連續三年獲得教育部學習型城市計畫最高額補助！

• 陪伴南投縣教育處各個終身學習單位（社區大學、家庭教育中心、樂齡學習

中心）進行組織學習。

• 直接或間接培力十餘位候任校長，並鏈結教育學院USR計畫持續陪伴。

從學習型城市計畫擴散到

1、社區大學的地方特色課程開授品質提升

2、鄉村兒少教育問題（鄉村小校校長實務研習班、小學與社區共學設計、小

學程式設計扎根、食農教育學習模式開展、PM2.5環境教育推廣）

3、南投縣終身教育白皮書的編修等



與各鄉鎮公所協力合作的經驗

9

各鄉鎮公所 議題

埔里鎮 埔里環境清潔議題、PM2.5空污遊行與防制、友善市場實

踐計畫、大（小）旗艦計畫、行政社造化計畫推動。

國姓鄉 國姓鄉旅遊APP系統開發、PM2.5空污減量宣導。

魚池鄉 精品咖啡學習工作坊。

竹山鎮公所 PM2.5空污減量宣導、微型監測器裝設等政策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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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鎮暨南大學水沙連人文

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廿九日於埔里鎮公所舉辦社

造願景推動委員會揭牌儀式，

期盼這組織能整合各方意見，

提出埔里宜居城鎮的社區營

造願景。

與埔里鎮公所的協力經驗標竿案例



--鎮公所駐點輔導--

每周三，上午或下午時段。



• 地方政府部門的反應：

• 1、鎮公所發起「 PM2.5還我清新空氣遊行誓師」活動

• 2、民間社群協助提出「1個願景、10項行動目標」。



• 參與並協助設置「埔里空氣污染防制委員」



14



15



16

埔里鎮於9月21日下午15:30至21:00在埔里

鎮藝文中心舉辦社區聯合成果展，透過此次

活動，傳遞埔里鎮社區居民在地震後的19年

內一起推動在地各項社區營造的成果，藉由

大家團聚在一起的幸福氛圍來紀念921大地

震的19週年。



中央政策或創新理念，落實到地方的政策弔詭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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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計畫

首長是否支持 計畫執行經費是否足夠 業務人力是否充足

面對不同的情境？大學如何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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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經體系的期待與對話，潛在的衝突與磨合

• 挑戰：

1、地方政經社群關注的議題，大學本身是否有足夠能量承擔？

2、大學關注的地方公共議題，地方政經社群是否認同並支持？

3、當面對棘手的公共議題時，如何避免大學與地方政經社群的衝突？



19

• 身為地方公共社群的一份子：大學，能否作為地方政府政策執行的協

力夥伴，共同將政策理念化為各項行動方案加以在地實踐，不僅涉及

大學社會責任的在地實踐，更攸關政策方案能否在地接軌。

新的觀念、作法？

擔任輔

導委員

專案計

畫委託

專家學

者諮詢

認知論

協力地方政府的必要

性。身為地方一份子

陪伴地方政府的意

義。創發研究課題、

累積實務經驗、鏈

結政策官僚。

方法論

以願景共識為導向，保持各種

彈性合作空間，跳脫以契約為

導向的委託模式

大學與地方政府共組「學習型

推動小組」。扮演地方公務人

員進步的支持力量

鏈結大學既有跨領域資本充實

地方政府的政策資源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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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臺灣的地方創生課題，大學如何

與地方政府開展穩固的夥伴關係，不

僅要扮演地方智庫，更需培力在地人

才，同時更要透過實務個案『陪伴』

與『培力』地方公務人員鞏固信心、

持續成長，形塑學習型地方政府組織

模式，將攸關地方振興與地方創生是

否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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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期待大學與地方政府相互合作，讓臺灣的地方治理能夠不斷的向上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