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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共創組 

  產業共創組可以深刻看見台灣各大學，如何把科研能量落實到產業中。 

 

  許多學校選擇農業做為 USR 產業實踐場域。例如生農領域是帶領台灣各地農產效率化、精緻化、

品牌化的重要推力，不僅讓苦於人力外移、人口老化的農村有效新生，甚至帶領青年回到偏鄉。 

 

  農業領域入圍的案例包括： 

 

  ▋屏東科技大學的「節水韌性、友善益菌——從產地到餐桌的斜槓稻作產業計畫」、南開科技大學

的「南投百香果資源永續之煉銀網平台」、高雄科技大學的「春燕築巢．地方創生 從新農業出發」、勤

益科技大學的「中部菇類產業創生與永續經營提升計畫」，都是針對在地產業，如屏東水稻、燕巢芭樂、

埔里百香果、新社香菇等知名全台的地區農產品，輔導農民做技術升級、產品優化、品牌推廣，甚至結

合觀光、養生，從傳統農業成為六級產業。 

 

  ▋暨南國際大學「地方產業創生與永續發展 南投縣鄉村旅遊深耕計畫」則結合地方產業特色推廣

在地觀光升級，除了規劃完整，還連結國外資源，在許多同樣致力打造在地旅遊的學校方案中，特別亮

眼。 

 

  ▋臺北醫學大學的「建構臺北醫學大學永續發展的生醫新創生態系」則與眾不同，針對北醫本身醫

療專業，成立醫療新創孵化器，把學校變成台灣生醫新創的基地，打造出 18 家新創公司，成為產學典

範。 

 

  生態共好組 

  生態議題一直是大學最常著力的科研與服務領域，研究環境變化、推廣生態知識，尋找人與自然的

和諧共存之道。在本次入選方案中，可看見「生態研究」和「永續經營」是 USR 生態共好組的的兩大

核心主軸。 

 

  ▋今年度以「生態研究」類型入圍的包括： 

 

  成功大學「以科學為橋樑之參與式濕地明智利用規劃」、東海大學的「靚水、共善——東大溪永續

生態博物館」、屏東科技大學的「建立人熊共榮共生之人間淨土」。 

 

  成功大學透過科學數據，探索台灣濕地的環境演變，也回應南台灣地區豐富的沿海濕地環境；東海

大學則以鄰近的東大溪作為研究場域，闡明溪流生態在都市發展下的變化；屏東科技大學則是「黑熊媽

媽」黃美秀教授領軍的台灣黑熊保育計畫，2019 年的黑熊野放計畫，更是獲得全國矚目。 

 

  ▋以「永續經營」類型入圍的包括： 

 

  高雄醫學大學的「螢蜂而立——那瑪夏生態永續發展計畫」、臺灣海洋大學的「逗陣來貢寮——打

造共生共存共享的山海美境」，兩校依據地域不同，針對山林、海洋尋找讓生態保育與居民經濟共存的

新產業模式，創造里山里海的綠色經濟。 

 

  而南華大學的「應用永續科技於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人才培育計畫」則更進一步鎖定「環保人才」

為主軸，在環境研究外，打造維繫生態共好的長遠人才資產，也獲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