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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共創組 走出象牙塔 讓知識變現 

 

  USR 牽涉學校師生、地方政府、社區居民、在地企業、NGO 等多方利害關係人，須完整考量所有

人的需求，規劃每一階段具體行動，才能讓多頭馬車同步行動、創造綜效。 

 

  「產業共創組」首獎由臺北醫學大學「建構永續發展的生醫新創生態系」獲得，被評審讚許為「規

格外」的參賽者，對比多數學校以社區為場域，北醫選擇以「國家」為場域，做出不一樣的格局。 

   

  連兩年獲選楷模獎的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策略規劃能力深獲讚賞。今年獲獎的「春燕築巢．地方

創生 從新農業出發」，計畫龐大，跨域合作與佈局皆顯現策略性思考與行動脈絡。 

 

  另一楷模獎得主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南投地方產業與觀光永續計畫」，合作夥伴包括食宿遊購行

及運動娛樂，涵蓋產官學與 NGO，建立全台第一在地旅遊目的行銷組織 DMO，走向日本推廣，執行和

成果完整。 

 

  在地共融組 扶植獨立能力 攜手社區創雙贏 

 

  去年報名最踴躍的「生活共榮組」，今年進一步拆分為「在地共融」與「福祉共生」兩組，分別選

出 1 個首獎、3 個楷模獎。 

 

  「在地共融組」首獎為修平科技大學「農業地方創生系統」，評審團肯定其以私立科大的有限資源，

選擇學校工程專業，解決地區農業瓶頸，達成互補效果，方法及目標正確，雙方明確獲益，具永續性。 

 

  楷模獎之一、國立中興大學「打造國際永續部落：清流賽德克族」，從學校本身場域的惠蓀林場出

發，延伸至其他部落，連結不同利害關係人，打造國際型永續部落，面向完整。 

 

  另一楷模獎國立東華大學「比鄰共好——在地韌性之永續培力行動計畫」，推動花蓮地方教育、綠

色療癒、合作經濟，針對兒童、高齡、產業三大偏鄉常見痛點，創造小而美的在地關懷。 

 

  同獲楷模獎的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原住民部落安居構築與綠色樂業推動計畫」，因日治時代校長對

新竹原民研究，串起兩地淵源，凸顯生態農村部落永續發展的團結經濟價值，還有學校歷史傳承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