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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教育政策轉變，日漸強調大學社會責任（USR）之重要性。教育部推動

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及「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旨在鼓勵

大學對所在區域落實創新發展，發揮高教自身價值，扮演關鍵的地方智庫角色。

USR 執行方式藉由大學人才至實際場域服務，進行社會參與行動，輔以各校產學

合作中心，或是搭配通識教育等服務類型課程進行實踐，讓高教能夠對於地方社

會有更多的貢獻，建立大學對於在地關懷的社會責任，更希望創造青年在地就業，

以達適性揚才。 

現今台灣教育政策鼓勵大學對在地進行創新與發展，此受到國外大學執行地

方發展模式之影響。大學對於地方發展政策之推動，最早為 1862 年美國土地贈

予大學的合作推展服務（CES）模式，以及 2013 年日本開始推動的地方／知識

基地的整備事業（COC）模式。USR 政策之理念，亦受到企業社會責任（CSR）

的影響，兩者具有相同目標，即是解決社會問題與回饋在地，提升自身重要性。

因此，本研究將聚焦在各國大學之地區發展模式做出探討，以文獻分析方式法進

行，目的即在釐清各國大學從事地區發展模式實際執行之作法。 

本研究為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領域之初探性研究，分析出政策背景與理

念之起源，以及各國高等教育執行地區發展模式，並運用政策分析之方法，比

較不同概念與做法之差異，提供做為日後國內大學設計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SR）相關之研究或策略。 

 

 
關鍵字：大學社會責任（USR）、企業社會責任（CSR）、合作推展服務（CES）、

地方／知識基地的整備事業（COC）、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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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時代演變，大學的功能越來越全面，亦日益強調大學社會責任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的重要性，其旨在大學透過教學、研究

和公共事務的參與，運用專業知識能力，成為地方智庫，來和社會對話，增進社

會福祉。臺灣自 2017 年開始，教育部正式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案件核定通過數量共有 170件，共有 118間大專院校投入地方發展，投

入經費共計 33.2億元1。藉由大學人才進入區域進行培訓，達「連結未來」與「連

結全球」的能力，促進在地產業與發展，讓教育能夠對於地方社會有更多的貢獻

與照顧，建立起大學對於在地關懷的社會責任，更希望創造青年在地就業，留住

地方人才。 

USR 計畫透過學術資源投入在地，除了人才培訓之外，對於台灣的地區發展

亦具有重要的影響。大學投入地區發展最早之案例，為美國實施合作推展服務

（Cooperative Extension Service，CES），此概念雛型產生於 1862年，於 1914年

正式成立，與郡、州和聯邦政府的建立夥伴關係2。合作推展服務（CES）模式藉

由師生進行社會參與行動的方式，進入在地社區幫助人們，基於研究的知識改善

社區居民的生活，主要功能是提供非正式的青少年教育，鼓勵學生運用自身科系

的專業知識，協助在地居民判斷問題癥結，幫助人們解決他們每天遇到的問題3。

自 2013 年開始，日本極力推動地方創生，開始推動的地方／知識基地的整備事

業（Center of Community，COC）模式4，大學也投入不少資源進入在地區域，藉

由學生進入社區以及企業進行實作，提升在地情感，解決縣市面臨人口外流至東

京圈的問題。 

臺灣高等教育對於協助地區議題發展，許多大學教育團隊紛紛開始提倡關心

地方公共事務，早期教師多半在教室進行教學，或在研究室進行研究，現今受到

社會風氣與教育政策的轉變，開始鼓勵師生能走出戶外進行團隊合作，進入實際

場域學習，一方面幫助在地區域解決產業與人口等問題，喚醒青年學子對於地方

公共事務的關注，另一方面能建立起大學對於在地的影響性，使在地居民更加認

同在地大學。 

                                                      
1 資料來源：吳明錡(2018)。大學社會責任之實踐。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6(1)，62-67。表 2 2017

年 USR 計畫核定概況。 
2 資料來源：Cooperative Extension Serving People A brief History. 2019 年 1 月 31 日，取自於：

https://ncstepstohealth.ces.ncsu.edu/cooperative-extension-serving-people-a-brief-history/。 
3 資料來源：History of the Cooperative Extension Service. The major function of the Extension Service 

is to provide informal adult and youth education, to help people help themselves. It is education for action, 

directed at helping people solve problems they encounter from day to day, and the needs of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The problems of man, involving his community, home and children are the concern of the 

Extension Service.(這是 PDF 檔，2018 年 3 月 24 日找到的，2019 年 1 月 31 日找不到了) 
4 資 料 來 源 ： 新 作 坊 ， 2019 年 1 月 31 日 ， 取 自 於 ：

https://www.hisp.ntu.edu.tw/news/epapers/53/articles/192。 

https://ncstepstohealth.ces.ncsu.edu/cooperative-extension-serving-people-a-brief-history/
https://ncstepstohealth.ces.ncsu.edu/cooperative-extension-serving-people-a-brief-history/
https://www.hisp.ntu.edu.tw/news/epapers/53/articles/192
https://www.hisp.ntu.edu.tw/news/epapers/53/articles/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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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各地大學對於地方發展投入之政策，教育部於 2017年試辦，在 2018年

正式開始實施，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進行。USR 計畫之做

法與各國相似，盤點地區發展之困境與議題，藉由大學投入資源對於在地文化及

產業發展需求進行協助5，大學透過師生的社會參與對於地區議題做出貢獻；而

其理念與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也具有相同之處，

企業最初在追尋利益極大化過程，帶來環境與社會的負面影響，企業者經過反思

與轉變，在維持企業營利之餘，同時追求環境永續，以及回饋在地社區與滿足社

會所需。 

因此，作為 USR 計畫的理念與執行方式來源較為多元，自美國的合作推展

服務（CES）模式與日本的（COC）模式，以及企業社會責任（CSR）的理念精

神，台灣的大學該如何擬訂出協助地方發展的方向，更甚發展出屬於臺灣自身的

特色，成為本研究亟欲了解與探究之動機。 

 

二、研究目的 

台灣 USR 計畫實施為一個新興的議題，透過整理文獻資料，分析出大學社

會責任（USR）理念的演變，以及各國大學執行地方發展的作法，了解台灣推行

USR 計畫能夠借鑑之處。且目前關於 USR 之文獻較多為各自大學自身計畫執行

內容成效之分析，對 USR 計畫理念做出概述較少，以吳明錡（2018）為通盤概

述。因此，目前對 USR 計畫政策來源分析做出探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分為以

下幾點： 

1. 釐清大學社會責任（USR）政策之理念來源。 

2. 探討各國大學推動地方發展模式之作法。 

3. 研擬台灣 USR 計畫提出可行性之建議。 

 

  

                                                      
5  資 料 來 源 ： 教 育 部 產 學 合 作 資 訊 網 ， 2019 年 1 月 31 日 ， 取 自 於 ：

https://www.iaci.nkfust.edu.tw/Industry/CP.aspx?s=352&n=409 

https://www.iaci.nkfust.edu.tw/Industry/CP.aspx?s=352&n=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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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大學社會責任（USR）理念來源 

談及社會責任的概念，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與大學社會責任（USR）即有共同一個目標，就是解決社會問題與回饋在地。產

生社會責任的背景，緣起於環境過度開發，已開發等先進國家企業展開自發性行

動，反思企業本身對於環境及社區關係的建構。關於社會責任的概念，兩者主體

性差異即為執行者一者是企業，另一者為大學，此為社會大眾所樂見，針對現在

許多縣市待解決的問題，大學透過自身的專業能力，協助在地給予幫助，以及給

予學生機會了解在地的發展。 

(一)  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與發展 

回溯企業社會責任發展之起源，發源於十九世紀工業時代，主要概念發展於

已開發之先進國家，在工業及商業發展達到一定的經濟成熟度後，人民或企業體

本身開始對於企業本身與環境及社區關係展開省思（吳必然、賴衍輔，2006）。

隨著全球化的影響之下，企業的經濟發展能夠造就福利，但卻伴隨卻也造成貧富

差距惡化、資源耗竭、氣候變遷，以及生態破壞等不利影響，為了檢討公司發展

治理下，人類反思企業自身與當地環境及社區的關係與連結。  

企業社會責任之概念於 1950年代開始啟蒙，Bowen 於 1953年提出闡述，認

為企業是權力與決策中心，企業行動與社會層面息息相關，因此將企業者的社會

責任概念定義為「追求所有符合社會價值觀，與滿足社會期望之所有活動」（轉

引自施佳榮，2010）；而 Davis（1960）認為，企業是管理人類社會中經濟重要的

角色，對社會有重要影響，在企業能長期收益的情況下，企業者也必須培養對社

會的義務，以及發展關懷人性的價值觀，此也成為後來企業多為接受的觀點；而

McGuire（1963）指出企業的社會責任概念，不只是承擔企業內部的經濟面和法

律面的義務，在企業外部還有不同的社會責任需要去善盡；Davis（1967）對於企

業社會責任重新審視，認為社會責任是企業的行為道德，因為會影響他人的利益，

需要通過社會產生制度約束其行為並負責。 

進入 1970 年代之後，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逐步受到重視。企業是以實現經

濟收益為主，Davis（1973）指出，以古典經濟學派觀點，企業以獲利與追求利益

最大化為主，滿足股東的需求，但是企業除了對自身經濟考慮之外，也需要對法

律與技術，以及社會層面做出回應，此也為社會責任逐漸受到重視之開端。Heald

（1970）描述企業社會責任概念與社區做出連結，企業必須在政府的政策尋找自

身商業獲利，同時企業也必須重視自身的慈善事業和社區關係（轉引自 Carroll，

1999）；Sethi（1975）將企業行為適應社會需求分為三個階段：1.社會義務（Social 

Obligation）：指企業在受到法律約束及社會期待之下，合法追求利益最大化。2.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指企業的行為滿足不斷變化地社會規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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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期望。3.社會回應（Social Responsiveness）：企業該如何面對社會壓力，自

身行為回應社會期待做出的調整，以及長期扮演的角色為何，去減少未來企業面

臨的社會問題；而 Carroll（1979）提出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四個層面，由下而上分

別為：經濟性、法律性、倫理性與自發性，且 Carroll（1991）將企業社會責任更

明確提出了金字塔概念，由下而上分別是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以及

慈善責任。 

針對上述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之文獻定義彙整如下： 

表 1企業社會責任之看法與定義 

學者與年代 看法 

Bowen（1953） 追求所有符合社會價值觀，與滿足社會期望之所有活動。 

Davis（1960） 
企業是管理人類社會中經濟的重要角色，必須培養對社會

的義務，以及發展關懷人性的價值觀。 

McGuire（1963） 
企業社會責任不只是承擔企業內部的經濟面和法律面的義

務，在企業外部還有不同的社會責任需要去善盡。 

Davis（1967） 
認為社會責任是企業的行為道德，因為會影響他人的利

益，需要通過社會產生制度約束其行為並負責。 

Heald（1970） 

企業社會責任概念與社區做出連結，企業必須在政府的政

策尋找自身商業獲利，同時企業也必須重視自身的慈善事

業和社區關係。 

Davis（1973） 企業以獲利與追求利益最大化為主，滿足股東的需求。 

Sethi（1975） 
企業行為適應社會需求提出三個階段：社會義務、社會責

任以及社會回應。 

Carroll（1979） 
對企業社會責任看法提出經濟性、法律性、倫理性與自發

性等四個層面。 

Carroll（1991） 
提出了金字塔概念，由下而上分別是經濟責任、法律責

任、倫理責任，以及慈善責任。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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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企業社會責任（CSR）即為企業調整與約束企業自身的行為，做

出滿足社會期待的行動。再因社會規範是與時俱進，隨著時間而變化，規範可能

會與社會價值觀相互矛盾，但還是會提供社會大眾一定的接受程度（Sethi，1975），

因此 CSR 必須符合社會期待，採取回饋在地環境與在地社區之行動。而此行動

帶動現今台灣的大學開始進行一系列的行動，USR 受到 CSR 核心理念之影響，

大學也必須滿足社會期待，透過師生的社會參與行動深入在地，提供地區發展更

好的創新與改變，不僅讓學生了解在地文化與特色，更讓地方能夠有不同想法，

刺激地方創新。 

 

(二)  企業社會責任（CSR）對大學社會責任（USR）之影響 

邁入 21 世紀之後，企業社會責任定義逐漸成形，不僅是僅限於企業之經濟

與法律層面探究，更多包含社會面與環境面等永續意涵。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

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對企業社會

責任做出定義6：「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

貢獻，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而張培新（2009）

以及李明機（2009）指出，企業社會責任並非只是滿足股東利益，必須符合社會

道德，其關切的七項重點，分別為：人權、員工權益、環境保護、社區參與、供

應商關係、利害關係人權益及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督與評估。 

台灣的企業社會責任（CSR）逐漸朝向永續發展邁進，因應企業社會責任之

趨勢，鼓勵上市與上櫃公司履行自身的企業社會責任，從最初 2010 年制定「上

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2011年的「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到 2014 年強制要求食品業、金融業、化學工業以及資本額超過百億元以上公司，

強制編制 CSR 報告書，去回應企業對於社會面與環境面的影響。於 2016年台灣

已有 83%的企業編制報告書7，要求企業在追求獲利極大化的同時，結合企業能

力與資源，了解社會需求，對於整體環境做出具體貢獻，創造企業和社會共榮的

景象。 

2016 年，聯合國提出了「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正式啟動 17項永續發展指標。CSR與 USR 兩者社會責任的共通之處，

即在於皆以聯合國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核心，企業是以經濟、環

境以及社會三個層面做出永續發展，而大學則是與地方政府與社區之間建立夥伴

關係，為在地地區發展做出貢獻；兩者差異即為執行者不同，一者是企業，另一

者為大學，此為社會大眾所需要，針對現在許多縣市待解決的問題，大學透過自

身的專業能力，協助在地給予幫助，以及給予學生機會了解在地的發展。 

                                                      
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2019 年 1 月 31 日，取自於：

http://www.bcsd.org.tw/domain_node/domainnode/23。 
7 資料來源：2017 年台灣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頁 7。 

http://www.bcsd.org.tw/domain_node/domainnode/23
http://www.bcsd.org.tw/domain_node/domainnod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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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SDGs 與高等教育結構融合 

資料來源：公益交流站（2016） 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 

 

二、各國大學進行地區發展之模式探討 

以下介紹美國與日本及台灣的大學投入地方發展之方式做出探討，首先美國

採用的合作推展服務，發展成熟已有百年歷史之經驗；其次，日本為近來推動地

方創生之案例，地方政府不僅與社區和大學建立連結，甚至與企業進行合作，能

讓青年留在在地就業，提升地方的認同感；最後則為台灣推動 USR 計畫，分析

國內 USR 計畫推動之情況。 

(一)  美國 合作推展服務（Cooperative Extension Service，CES）： 

現今所談的大學社會責任，與美國土地授予大學之合作推展服務（以下簡

稱 CES）模式相似。合作推展服務不斷提供資源與技術至在地地區，試圖改變

地區面臨之困境，根據土地授予大學創立的 1862年莫里爾法案、1887 年「Hatch

法案」以及 1914年的史密斯槓桿法案建立起來，合作推展服務是通過聯邦、州

和郡政府合作而形成的（Stoecker, 2014），從歷史角度來看，Bruns & Franz（2015）

指出：「合作推展服務是首批大學參與社區模式之一。」而美國早期大學的合

作推展服務著重於地區農業發展，協助農民對與農作物生產與蟲害之問題解決，

強化為社區提供服務的理念，建立了一個合作體系，最早推動此模式為美國北

卡羅萊納州立大學，這種行為即為當時所謂的北卡羅來納州農業推廣服務，也

逐漸演變成為現今的合作推展服務系統。 

CES 模式使大學與地區形成獨特的關係，透過不同科系自主舉辦課程，或是

工作坊的形式，以及運用科系的專業，旨在使地區發展能夠自給自足。CES 推動

與執行方式，部份以學校專職單位推動，為一個全國性的教育傳播網絡，以當地

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
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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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為基礎（Sellers & Markham, 2012），結合專業系所相關實習，或是專業課程

結合，將學生的專業技術與知識引入社區，給予學生機會學習，而大學與地區之

間能形成夥伴關係，是以大學做為主體，與社區做直接的接觸，透過在實踐的過

程中，培養出學生對於社區的地方感，進而達成連結在地社區的功能。 

合作推展服務推行至今，由 100 多間土地授予之大學提供人力，與美國農

業部甚至與其他部門合作，提供學生的做中學之能力與經歷，強調學生的「4-

H」包含頭部、心、手、健康之發展，能夠透過專業者，如：大學教授或社區人

員等指導，鼓勵學生能夠在其中積極擔任實作之角色，能夠更深入到地區場域

進行學習。Sasser（2006）對於合作推展服務的範疇，歸納出六個項目，分別為：

（1）青年發展（4-H）；（2）農業；（3）領導力發展；（4）自然資源；（5）

家庭和消費者科學；（6）社區和經濟發展。在理想的推展服務模式中，當地的

推展教育者還擔負著土地授予之大學研究人員產生的知識與社區知識需求之間

的橋樑（Stoecker, 2014）。 

合作推展服務對於在地社區發展具有極高之重要性，透過與政府合作，大學

也會設立執行部門來進行，藉由學生進入社區改善現況，並從中獲得學習的契機。

Timothy J. Shaffer（2017）將土地授予大學與社區之合作推展服務，學生進行合

作推展服務之方式，提出以小組討論之方式進行，以此方式設計之合作推展服務

列出下列三種特點： 

1. 推展教育工作者試圖將職業認同與公民需求結合起來 

運用小組討論的方式，將推展教育工作者的思考轉變。當一群專業人士帶著

專業知識進入社區，會產生一種主導地位，於主動或被動的情形下與社區建立關

係。而透過小組討論方式，學術專業人士將專業技能導入社區等公共領域，將合

作推展服務定位為關係型服務，而不是單純提供服務的組織。 

2. 制度特徵具多元性 

合作推展服務一直注重利用技術與專業知識來解決問題，並提高社區產業生

產率。其模式以公民參與為中心概念，透過小組討論理解社區面臨的挑戰以及如

何解決這些問題，促使大學與社區之間產生夥伴關係，努力提升社區生活質量

（Barrett, 2013），讓學校的專業知識與技術滿足不同地方需求。 

3. 合作推展服務是一種可以在當地社區培養民主的機構 

小組討論是一種民主實踐的方式，亦能凸顯合作推展服務精神，藉此促進公

民理解，創造公民參與公共問題的探討能力，進而支持推動社區變革。改善社區

生活質量，則為合作推展服務非常重要的推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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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 地域振興傳統 COI、COC、COC+模式 

日本面臨到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壓力下，認知到大學肩負研究與創新責任，要

求進行大學改革作為「知識基地」，以便回應公民和社會的期望8。在 2013 年推

動了地方／知識基地的整備事業（Center of Community，COC）的計畫，且在地

方創生政策推動下，日本各縣市大學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根據崎阜大學（2018）

報告指出，日本的地方創生，COC 和 COC+模式主要由政府主管機關文部科學

省帶領跨部會合作，與大學及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全日本將近 1,300 所大專

校院符合資格，遞件申請僅有約 600 所，通過審查有 72 所大學，給予 3,000 至

5,000萬日圓的補助（楊玉惠 等，2018），其報告也指出 COC+模式用以整合學校

資源，包含醫學、食品科學、綠能以及即將成立智慧模具中心，更瞄準物聯網（IoT）、

人工智慧（AI）產業發展，重視人與社會對話關係。 

關於日本大學推動地方創生的政策，主要以 COC 與 COC+兩種模式進行，

以下對於兩種模式進行描述： 

1. 地方／知識基地的整備事業（COC）模式 

地方／知識基地的整備事業（COC）於 2013年提出，作為地域振興的核心。

COC 為解決社區問題以及人才培訓，其架構以社區為主，透過教育與研究的方

式進行，發掘社區潛在問題，與政府、企業、地方組織合作，盤點與媒合地方需

求（Needs）和大學資源（Seeds），規劃校內課程、進行地方研究、推動地方活化
9。各大學雖以社區為主軸，但執行方式不同，如：岐阜大學設計學程「地域志向

學」等相關課程，希望藉由跨領域課程學習，讓學生瞭解當地社區產業、特色、

文化與歷史，以及地方在高齡化與少子化侵襲後所面臨的困境，並尋找解決的方

式（岐阜大學，2018）。 

2. 地方／知識基地的創造促進事業（COC +）模式 

COC +作為COC模式的延伸於 2015年提出，將自身的定位及在於人才培育。

滋賀縣立大學（2018）提出，其主要策略是大學與當地政府以及企業進行合作，

媒合地方中小企業之人才缺口，由進入在地場域、企業實習，以及名人講座等課

程，以地域診斷的方式，發掘地域與在地企業面臨的問題，藉由學校教師與地區

專業者帶領指導，學生以團隊合作，思考創新出解決方案，以此培育團隊精神與

創新創業之人才，由此過程促進學生在地就業與創業。因此，此模式較大特色是

人才培養是不斷的循環進行。 

                                                      
8  資料來源：地（知）の拠点整備事業について (2013)，2019 年 1 月 31 日，取自於：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4/05/20/1346067_

03.pdf。 
9 資 料 來 源 ： 新 作 坊 ， 2019 年 1 月 31 日 ， 取 自 於 ：

https://www.hisp.ntu.edu.tw/news/epapers/53/articles/192。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4/05/20/1346067_03.pdf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4/05/20/1346067_03.pdf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4/05/20/1346067_03.pdf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4/05/20/1346067_03.pdf
https://www.hisp.ntu.edu.tw/news/epapers/53/articles/192
https://www.hisp.ntu.edu.tw/news/epapers/53/articles/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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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COC+模式 

資料來源：滋賀縣立大學（2018） 

此模式透過 COC+課程設計的主要策略，將設校精神融入計畫推動，以土地、

社區居民及當地企業、組織專業者為學習對象，尊重在地的人與環境，接地氣的

教育實踐。透過大學與當地政府以及企業進行合作，藉由大學的共同合作及從事

教育共同創造下，讓學生在實際場域中學習知識，並與企業及相關組織合作，引

進成功的企業及地方團體負責人進行演講，提升學生畢業後留駐在地的機會，吸

引學生在地就業與定居，藉此推動地方創生。 

本研究認為日本大學對於地方發展之政策為 COC 與 COC+兩種模式，除了

強調地方創生的人才培育，更能把生態系統的關係創造出來，岐阜大學（2018）

歸納 COC+模式的三個特色： 

（1）掌握基本知識和技能，獲得學習動機。 

（2）理解並確認實際狀況，自我定位的確認。 

（3）地區產業實作學習，加以實踐成長。 

不論是美國的合作推展服務模式，或是日本的地方創生之策略，皆為一種大

學對於地區發展之協助。大學皆與地方政府與社區進行合作，而日本更為特別則

是與在地企業連結，在建立起長期的合作關係，能夠更了解在地所存在之問題。

在解決問題的方法中，兩國便以師生進入實際場域進行實作，以解決地方問題為

出發點，擔任地方智庫對地區提供輔導與協助，並讓學生能夠在工作坊或是在服

務的過程中，能夠對於專業技能更熟悉，以及對於在地認識有所幫助，協助地區

困境之解決。 

 

(三) 台灣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  

相對於美國與日本的案例，台灣從 2017 年開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SR 計畫）。大學社會責任實踐之作法，有很大一部分與美國以及日本相似，

大學
COC+六大學

(創造學生對縣
內工作有興趣的
教育及學習)

企業
(職業實習，
積極錄用)

縣
(支援縣內就
業及創造定
居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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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大學皆為地區發展做出貢獻，而 USR 計畫中有五個議題面向，分別為：在

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食品安全與長期照護，以及其他社會實踐，各地

方大學可依其專業選擇不同面向做發展，由大專院校之專業者帶領學生進入當地

進行連結，而各面向之目標陳列至下表 2。 

表 2  USR 計畫五個重點議題及其目標 

項目 重點議題 目 標 

一 在地關懷 

1.強化區域鏈結，協助在地特色產業發展與轉型。 

2.連結區域學校資源，協助城鄉教育發展。 

3.發掘在地社區、人文特色、產業發展需求，協助問題解決。 

二 產業鏈結 

1. 透過產學連結，協助中小企業轉型與提升競爭力。 

2. 聚焦區域產業需求促成關鍵技術合作開發，帶動產業創新升級。 

3. 提升區域學校師生創新研發成果在地產業化，增加學生在地就業之

機會。 

三 永續環境 

1. 連結學校、在地企業與社團資源，協助區域環境再造。 

2. 透過新科技應用於污染防治和環境維護，開創產學合作新關係。 

3. 藉由實作或參訪過程等安排，讓學生瞭解永續環境之重要性。 

四 

食品安全

與長期照

護 

1. 設立食品溯源管理機制。 

2. 輔導相關產業建立生產履歷。 

3. 全民共同監督食安等食安五環改革方案，建立食品安全體系。 

4. 發展居家、社區及機構的長照服務網。 

5. 強化提供多元及創新的長照服務。 

6. 加速長照服務整合、歸人及雲端化的長照資訊系統。 

7. 提升長照服務人力培訓及人力資源建置與整備。 

五 
其他社會

實踐 

1. 瞭解社區、聚落面臨困境，找尋學校和社區合作契機。 

2. 結合當地各級學校，深入瞭解偏鄉教育困境，提供相關協助。 

3. 推動社區聚落產業創新，減少人口外流，保存地區語言和人文景觀、

文化價值。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議題內涵（2017） 

 

台灣推動 USR 計畫為剛起步階段，要在各大學塑造起自身的責任意識，除

了借鑒美國與日本之案例外，大學社會責任也要讓大學教師與學生都了解其內涵

才能真正成功，以下為台灣目前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與精神之描述。因 USR 議題

較新，關於各大學對於大學社會責任之做法與理念探討目前較少，本研究將 U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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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整理為下表 3： 

表 3 大學社會責任概念與執行方式 

文獻 探討內容 

陳文學、邱韻芳

（2017） 

行動研究方式去探究暨南大學與部落之間的連結，運用大

學之專業性，將大學之角色定位在資訊傳遞者、資源轉介

者，以及問題引導者，對社區進行培力，與社區也是成為

夥伴關係，進行長期的相互陪伴成長。 

黃瓊儀（2018） 

描述南臺科技大學之 USR 計畫實施方式，透過大學專業系

所開辦之課程，將學習場域拉至戶外，進入社區場域學習，

搭配台南市文化局之「眷村文化節計畫：紅磚牆裡的秘密」，

進入仁愛社區進行語藝課程之學習；在服務學習過程中，

觀察到社區與學校及服務者之間，三者會互相牽動，形成

一種夥伴關係。 

吳明錡（2018） 

做出了通盤性之介紹，包含了 USR 計畫的理念、計畫的種

類以及支持系統，但是研究上對於整體學校執行 USR 計畫

之方式尚未探討。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USR 計畫能夠促進大學與社區形成夥伴關係，透過陳文學、邱韻芳（2017）、

黃瓊儀（2018）文獻指出，兩者大學之個案探討中，透過學術資源與技術引入至

地區，協助地方進行問題之改善，能加深與地方社區之連結。而在吳明錡（2018）

針對 USR 計畫做出通盤性描述，大學為國家創新發展的知識中心，扮演起更重

要的角色，將大學對於各個重大議題做出分類並發展，各大專院校能夠在社會參

與之行動上，釐清自身大學的目標使命，聚焦出自身學校之特色與競爭力，找出

大學能為社會貢獻之定位，此舉也更加貼近聯合國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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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國地區發展之政策分析 

企業社會責任（CSR）、美國的合作推展服務（CES），以及日本的地方／知

識基地的整備事業（COC），皆與大學社會責任精神與做法具有相似的關聯。四

者皆與地方政府與社區進行合作，而日本較為特別則是與在地企業連結，在建立

起長期的合作關係，能夠更了解在地所存在之問題。本研究採用理性分析模式，

分析上述四者之政策內容。 

就理性分析模式而言，張鈿富（1996）指出模式主要結構包括：資訊蒐集、

問題分析、解決分析與溝通分析。詳述如下圖 3： 

 

圖 3 理性模式之主要結構 

資料來源：張鈿富（1996） 

對於政策分析步驟方法眾多，本研究採用張鈿富（1996）提出的政策理性分

析方法，分為問題的形成分析、政策的形成分析、政策的採行分析、政策的執行

分析與政策的評估分析等五個步驟。而本研究將政策分析分為三個階段，分為政

策制訂前，探討問題發生的背景與找出解決問題的目標；政策制定時，探討政策

的制定過程；政策實施時，探討政策的實施過程（張臺隆，2012）。最後之評估

分析，因 USR 政策剛起步實施，故先不探討其成效。 

一、政策制定前：地方發展政策問題與政策之形成分析 

各國制定地方發展政策，即欲解決自身國家地方現存之問題，像是解決地方

產業、地方人口外流等困境。如同：美國花了將近四分之三世紀建立合作推展服

務（CES）模式，藉由土地授予大學協助社區之行動，主要早期就是改善農民在

農業上的問題，建立了大學農業教育的體系（Ramussen, 2002）；日本 14個縣市

問題分析 

1. 瞭解政策問題 

⚫ 由症狀的敘述中

得到問題 

⚫ 問題的型態 

2. 選擇與解釋有關的

目的與限制 

3. 選擇解決的方法 

解決分析 

4.選擇評估的準則 

5.確定政策備選方案 

6.評估：備選方案的影

響預估以及在評估

準則中的價值 

7.建議行動 

溝通分析 

向政策訴求對象

轉化有用的建議 

資訊蒐集 

確認與組織有關的資料、理論與事

實；透過事實性的證據來說明政策

備選方案未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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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人口外流至東京首都圈，面臨到勞動力流失等問題（愛知縣政府，2018）；

而台灣在地方發展上，同樣面臨到人口老化與外流等問題，因此於 2017 年實施

了 USR 計畫，欲協助地方進行創新之發展。 

二、政策制定時：大學地方發展政策制定過程之分析 

在訂定政策的過程中，三國皆是成立專責的部門負責執行相關政策。美國早

期是由合作研究、教育和推廣服務機構（Cooperative Stat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Extension Service, CSREES）負責推動，2009 年重組成立國家糧食和農業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NIFA），做為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之部門，目標是推動支持農業生產與提高美國

人民的生活品質，提升美國農業部在食品、農業、自然資源、大眾政策及科學技

術之管理效率10。 

日本的地方／知識基地的整備事業（COC），主要負責機構由文部科學省推

動，透過白皮書的制定，許多大學配合政府之政策，設立大學與社區合作中心，

以大學校長為最高領導人，基層設立許多部門與社區合作（崎阜大學，2018）。

台灣的 USR 計畫，教育部設立了「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整合各地區域學校

的資源，協助地方發展；但與日本相較之下，台灣各大學目前尚缺乏專責單位，

統籌各大學的 USR 推動計畫。 

三、政策實施時：大學地方發展政策執行之分析 

美國合作推展服務模式（CES），執行之目的即是要解決社區經濟與農業之

問題，以及培育學生 4-H之發展，執行之方式則為透過師生從事社會參與行動，

Hellman, Hoppes & Ellison（2006）對於社會參與行動指出，美國多數大學將社區

服務視為一種使命，大學教師與學生藉由服務學習的方式滿足社區需求，即是以

解決地區發展問題為目的。 

而地方／知識基地的整備事業（COC），執行之目的同樣是在解決地區發展

中人口老化與外流等問題；但較為特別的是，其執行之方式為大學與政府、社區

以及在地企業進行合作，藉以提供大學生了解在地企業與實習之機會，促進青年

能留在當地，減少人口外流的困境。回歸台灣的 USR 計畫，亦是在解決人口外

流與老化以及產業的問題，2018年已吸引 116間大學與 220件計畫投入 USR 計

畫11，但是台灣畢竟執行時間尚短，較多大學與社區之間尚未磨合完成，還需要

更多時間了解社區需求為何。 

 

                                                      
10  資料來源：AGTECH 農業科技專案計畫服務網， 2019 年 2 月 8 日，取自於：

https://agtech.coa.gov.tw/Topic/topic_more?id=8969548a771b433bb4f320ef6977e6c7。 
11 資料來源：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2019 年 2 月 8 日，取自於：http://usr.moe.gov.tw/about-

2.php。 

https://agtech.coa.gov.tw/Topic/topic_more?id=8969548a771b433bb4f320ef6977e6c7
https://agtech.coa.gov.tw/Topic/topic_more?id=8969548a771b433bb4f320ef6977e6c7
http://usr.moe.gov.tw/about-2.php
http://usr.moe.gov.tw/about-2.php
http://usr.moe.gov.tw/about-2.php
http://usr.moe.gov.tw/about-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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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綜上所述，在地方發展模式中，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美國與日本便以大學

進行社會參與之方式，以解決地方問題為出發點，擔任智庫去對在地地區提供輔

導與協助，並讓學生能夠在工作坊或是在服務的過程中，能夠對於專業技能更熟

悉，以及對於在地認識有所幫助，更甚是在地的認同感能更為提升，同時也提升

自身的社會責任，培養自身的公民意識。對於上述三種社會參與之模式，進行整

理如下表 5： 

表 4 四者政策分析之比較 

 

企業社會責任

（CSR） 

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計畫（USR） 

合作推展服務

（CES） 

大學整備事業

（COC） 

起源時間 1953 年 2017年 1862年 2013年 

起源地點 美國 台灣 美國 日本 

社會困境 
環境與社會的負

面影響 

人口老化、人口

外流 
農業問題 

人口老化、人口

外流 

專職單位 企業本身 
大學社會責任推

動中心 

國家糧食和農業

研究所（NIFA） 
文部科學省 

合作對象 相關利害關係人 
大學、地方政

府、社區 

大學、州政府、

社區 

大學、縣政府、

社區、企業 

執行目的 
解決社會與環境

問題 
解決在地問題 解決在地問題 解決在地問題 

執行方式 
制定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教師帶領學生參

與社區事務 

教師帶領學生參

與社區事務 

1. 設立地域課程 

2. 進入企業實習 

3. 參與社區事務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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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論與建議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執行對於在地地區發展具有實質之影響力，其理念來

自企業社會責任的創新與永續觀念，以及其作法也與各地大學度於地區發展的模

式亦有相似，但也是因為台灣此政策近年開始推行，有許多地方能夠汲取各國的

政策加以改進，轉化為自身的特色而長期執行。本研究經過相關文探討與地方發

展政策分析後，獲得以下台灣 USR 計畫之政策綜合分析架構圖（圖 4）： 

 

圖 4地方發展政策綜合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改編至張臺隆（2012） 

綜合上述，本研究針對 USR 計畫政策分析過程的幾個階段，歸納出以下幾

點結論與建議： 

1. 辨認清楚現存地方發展之癥結 

現今台灣地方發展的過程上，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人口外流與老化。各大學投

入師資與學生進入社區，並非只是提供人力，單純作為社區的替代勞動力來使用，

而是必須與社區磨合，做出社區資源調查，釐清社區短中長期目標，並與社區討

論當下的需求為何，與社區研擬社區問題解決之方式，如此才能達成地方發展問

題之解決與創新。 

2. 加強大學內部專職單位之設置 

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美國農業部有國家糧食和農業研究所（NIFA）之推行，

而各大學內部亦有專職單位在做推動。日本相同由文部科學省做推動，且大學亦

是有相關的單位做呼應，兩者能夠由上而下的做出政策配合，反觀台灣目前單只

有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而各大學內部缺乏相關單位做統籌，造成各項

政策形成分析 

制訂前政策背景與要素 

政策制定分析 

政策制訂過程 

政策成效分析 

政策執行過程 

   

 

政策背景 

 

地方發展問題 

人口外流與老化 

企業社會責任推行 

各國大學地方發展

政策推動 

1.合作推展服務 

2.大學整備事業 

政策制定過程 

 

制定者特性 

多元、跨領域  

制定過程特徵 

設立專職單位 

 

政策執行過程 

  

執行方式 

教師帶領學生參

與社區事務 

執行策略 

大學、政府、社

區以及企業相互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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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的子計畫各行其事，缺少了脈絡化的執行，此部分確實是台灣在政策執行

上必須克服之處。 

3. 擴展大學與在地企業之合作 

日本的地方／知識基地的整備事業（COC），是以地方政府、大學、社區，

以及企業四者建立起夥伴關係，政府提供經費鼓勵大學對地區進行改善，以及在

地企業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去了解在地產業之發展，此無疑是日本地方創生之特色。

台灣亦能夠朝此特點發想，使在地社區與企業提供學生更多實習機會，讓地區發

展的人口外流之問題得以趨緩。 

4. 朝向永續發展目標（SDGs）前進： 

回歸社會責任之理念，企業社會責任（CSR）是以企業為主體，是希望企業

在維持自身經濟發展之際，能夠對於社會層面以及環境層面作出貢獻，不再只專

注於營收獲利，企業能傳遞理念與價值，進而讓思考自身的創新與永續發展；而

大學近年也開始跟進企業腳步，推動學術相關的大學社會責任（USR），希望透

過學校本身的專長與優勢，帶領學生為地區發展帶來改變。且兩者皆以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DGs）作為主流，不論企業與大學的社會責任，都應思考如何將永

續觀念投入地區發展行動，藉以更加提升社會認同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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