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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USR共同培力系列活動 

主題：永續發展、社會韌性、地方創生與 USR實務交流 

一、活動緣起 

教育部自 107年起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計畫，聚焦

在地關懷、永續環境、產業鏈結與經濟永續、健康促進與食品安全、文化永續、其他社會實踐

等面向之永續發展議題，為提供全國各大專院校 USR 計畫團隊一個新知學習、經驗分享、議

題探討的交流平台。USR 推動中心尋求辦理成效顯著的 USR夥伴學校們一起建構共同學習的

管道。所謂共培（共同培力工作坊），乃是邀請各大學一起探討在進行地方連結、人才培育、

國際連結時所遭遇的真實問題並學習策略工具、有意識地透過制度革新，鬆動大學僵化的體制

或調整大學的體質，追求有意義的社會責任。 

二、活動目的 

因應未來的種種挑戰，社會韌性、環境永續議題的探究與實踐，鬆動了工程化「測量問題

-設計方案-解決問題」的線性思維，開啟了更多面向的看見與省思。例如從社會學、地方學的

視角深入探勘根植於地方文化中與自然共存的基因片段，獲得多元角度的認識與理解。特別當

大學帶著學習的態度與地方長期互動，越可發現、擷取在地的草根智慧的精華，而這為封閉的

學術知識體系的帶來豐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地方創生擾動和凝聚地方意識，是建立社會資本的過程。由此形成的在地主體

性社群，能促進建立良好的社區網絡與經濟體系，甚至引導政府正確地投入資源，增進韌性(增

加自保能力)。「地方創生」有大學的參與，可促進社區自我意識的覺醒，吸引外界資源投入，

填補災害所造成的裂縫(賦予「復原能力」)。 

本場共培活動由教育部 USR 推動中心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共同合作，期能藉此提高對社

會韌性與永續發展概念的認識。綜上，設定的學習目標有三： 

1. 提升對社會潛在風險的洞察力與永續發展遠見。 

2. 通過案例分享，探討 USR在面對社會挑戰時能夠發揮什麼功能。 

3. 了解 USR如何培育具有提高社會韌性、永續發展概念的專業人才。 

三、活動時間：112年 9月 22日（五）09：00-16：00 

四、活動地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方形劇場 

五、參與對象：全國各大專校院的 USR計畫團隊與對 USR有興趣者 

六、辦理方式： 



2 

 

以實體辦理為主，線上直播(@Youtube)為輔 

七、主辦/執行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合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執行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USR「綠色水沙連永續價值與人才培育升級計畫：科技 x

循環 x淨零」計畫團隊 

八、活動議程： 

時間 主題 主持人/講者 

09:00-09:30 報到：實體/線上 

09:30-09:40 開幕式 致詞：蘇玉龍｜教育部 USR推動中心

總主持人 

致詞：武東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 

09:40-10:10 專題演講(一) 

 

演講題目：在地全球、城市永

續：中山大學的社會責任

實踐 

主持人：蘇玉龍｜教育部 USR推動中

心總主持人 

主講人：鄭英耀｜國立中山大學 校長  

10:10-10:40 專題演講(二) 

 

演講題目：藍碳、生物多樣性

30x30與企業社會責任 

主持人：陳皆儒｜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科

技學院院長 

主講人：林幸助｜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

學系終身特聘教授、環境保育暨防

災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10:40-10:50 休息時間 

10:50-12:00 大學 USR案例分享 

引言： 

 

案例 1：在地共好共培共創提

升教學-以八斗子 USR經

驗為例 

案例 2：地方是老師！大學共

融原鄉文化的永續工廠  

 

綜合討論 

主持人：胡秀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副

校長 

分享人 1：王彙喬｜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助理

教授 

分享人 2：葉冠宏｜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副理(USR計畫

─《安居桃花源》) 

12:00-13:00 用餐時刻 



3 

 

13:00-14:20 社會議題討論 

 

與談 1：USR串起產官學:淨零

永續人才培育的搖籃 

 

與談 2：消失的針線-刺繡技藝

與記憶延伸讓您知道 

與談 3：《戰地轉身．轉譯再

生》統籌執行計畫分享 

綜合討論 

主持人：陳谷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系主任 

與談人 1：許麗萍｜龍華科技大學龍華

科技大學數位行銷暨跨境商務系助

理教授兼主任 

與談人 2：莊央姍｜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全球刺繡研究發展中心課程講師 

與談人 3：龔柏閔｜國立成功大學策略

發展整合室設計中心執行長 

14:20-14:35 中場休息(茶敘) 

14:35-15:55 社會議題案例分享 

 

分享 1：海洋年年有「魚」也

年年有鰆  

分享 2：以 AIoT科技助攻地方

創生產業的淨零轉型 

分享 3：農業枝材運用-果樹木

資源化 

綜合討論 

主持人：郭明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應

用化學學系教授 

分享人 1：巫佳容｜年年有鰆創辦人 

 

分享人 2：許又仁｜元沛農坊負責人 

 

分享人 3：徐振捷｜梨理人設計有限公

司共同創辦人 

15:55-16:00 結語與致謝 

16:00 賦歸 

九、報名事項說明與網址 

1.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sttfYK9dsCZmdSYy6 

2. 報名截止時間：112年 9月 15日(星期五)17:00截止。 

3. 實體參加人數以 200人為限，以網路報名順序認計。 

4. 實體參加者將贈送 USR推動中心限量版本場專屬徽章(象徵擴散議題效益的 USR種子代

表)。 

5. 報名成功/行前通知信：預計 9 月 20 日(三)以 E-mail 寄發活動通知予實體參加者與線上

參加者(於信中提供線上直播網址)。 

十、活動參與注意事項 

1. 請於上/下午場次開始後 60分鐘內完成簽到（含實體與線上） 

2. 請於活動結束後當天完成學習成效問卷填寫。 

https://forms.gle/sttfYK9dsCZmdSY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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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兩項均完成者，執行單位將於活動後透過 Email發放研習證明。 

4. 因應防疫措施，參與活動人員於簽到處以酒精消毒雙手，除使用茶點、用餐時間外，會

議期間敬請配戴口罩並注意社交距離，落實自我防疫工作。 

5. 為響應紙杯減量，請自備環保杯與會。 

十一、活動地點交通方式 

1. 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號)綜合教學大樓方形劇場 

2. 自行前往者： 

(1) 從國道 3 號霧峰系統交流道(214km)轉國道 6 號的起點處，到愛蘭交流道(29km)下

高速公路，只要 20分鐘。左轉再行經台 14線中潭公路往日月潭方向，經過牛耳藝

術渡假村後再右轉接台 21線，只要 10分鐘的車程，就可抵達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 校內停車：校內各建築附設停車場及路旁均可停車，本校採車牌辨識系統計時收費，

訪客車輛進入校園 30分鐘內不計費，如超過 30分鐘，每小時臨時停車費 20元，

當次進入校園收費上限 100元整，離校前請至校門口附近設置之自動繳費機繳費。 

3. 搭乘大眾運輸至暨大： 

(1) 可搭乘高鐵至台中站後 

A. 於高鐵五號出口可搭乘台灣好行日月潭線(台中干城站->台中火車站->高鐵台中

站 5 號出入口->暨南大學->日月潭)，途中可在暨南大學站下車(建議訪客搭乘此

路線)。 

台灣好行日月潭線：https://www.taiwantrip.com.tw/Frontend 

B. 於高鐵五號出口可搭乘南投客運經國道 6號(平日與假日時刻表)至埔里崎下站下

車後，再搭乘暨大校車。 

南投客運時刻表：http://www.ntbus.com.tw/hsr6.html 

(2) 另可搭乘巴士先抵達埔里後，於崎下站下車，再搭暨大校車約 5分鐘抵達暨大。 

A. 由台北(台汽西站)、台中(台汽朝馬站)、或草屯搭乘台汽客運往埔里。 

B. 台北、高雄可搭乘台鐵火車至台中火車站，至台中干城車站轉搭乘南投客運、全

航客運至埔里。 

C. 台北、高雄可搭乘國光客運至台中，在台中干城車站轉搭乘南投客運、全航客運

至埔里。 

十二、聯絡窗口 

※計畫單位之 USR臉書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科技學院社會責任實踐辦公室-

153619035220675 

https://www.facebook.com/科技學院社會責任實踐辦公室-153619035220675
https://www.facebook.com/科技學院社會責任實踐辦公室-15361903522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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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USR計畫辦公室 陳仲沂/博士後研究員 

USR計畫辦公室 鄭登允/專案經理 

電話：（049）2910960 #4816 

E-mail： 

bowell307@gmail.com 

tycmickey@mail.ncnu.edu.tw 

教育部 USR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評估企劃組 邱兆宏專員 

電話：(049)2910960#2071 

E-mail： 

chchiu@mail.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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