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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綠色大學邁向永續城鄉：

暨南大學實踐經驗

111.02.2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水沙連學院

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張力亞 助理教授兼組長

簡報日期：202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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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單位簡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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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二字取自書經禹貢篇

「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

 暨大於1995年在埔里設校，創校剛滿27年。

•設校宗旨有四「強化人才培育、增進僑教功能、

平衡區域發展、推展國際學術交流」

•全國唯一「國際」大學、南投縣唯一綜合型的

國立大學。

 肩負「僑教」海外聯合招生任務，打造國際

化之特色大學。

 「平衡區域發展」扮演地方公共智庫與人才

培力孵化器的角色。



暨大現況與規模

6,242

在校學生數

275

專任(案)教師數

23

學士班

34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216

職員工

人文、管理、

科技、教育、

水沙連等五個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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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日間生師比21.32%

 110年全國大學新鮮人總數大幅減少，暨大因辦學績效肯定，

招生人數成長3.8%

 110年就學穩定率94.47%，高於一般公立大學平均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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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8 109 110

107-110學年度學生人數變化

學士班(日間) 碩士班(日間)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肩負「僑教」海外聯合招生任務，打造國際化之特色大學

 110年暨大境外生人數比例高達9.53%，僑生比例高達

4.79%，排名公立一般大學第一

*專任教師係包含５位研究員
資料來源：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

107 108 109 110

公立平均 0.062 0.065 0.065 0.065

暨大 0.1153 0.1042 0.0944 0.0953

0

0.05

0.1

0.15

107-110學年度境外生人數比例

公立平均 暨大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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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年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深耕水沙連・迎往東南亞、高教深耕、地方
創生」為校務發展計畫中，由校長與各院院長及一級主管共同參與執行，深化各項工作。

大學與地方地府的合作，並
扮演地方智庫的角色建立相
互關懷、有紀律之安全文化
協助在地青年返鄉，開拓地
方創生

再生能源、節能減碳、綠色採
購、綠建築、降低污水排放

友善環境的行動者

針對內部的「生態城鎮、社
會關懷、綠色經濟、文化振
興、公民參與」等課題進行
在地探討與行動設計，創發
與累積出新的社區營造動能

社區營造的領航者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永續通識

與專業課程、文化保存、職涯

發展

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者

新住民、原住民、弱勢學生、老人
照顧、國際服務

社會關懷的服務者

永續發展的教育者

1

3

2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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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簡介-各項獎項肯定

110年獲得《天下雜誌》「天下大學公民獎」

110年

產業共創組-楷模獎

《遠見-大學USR傑出方案》

金級 & 銀級

110年 TCSA

《臺灣企業永續獎》 榮獲

《大學USR永續方案獎》

110年得1600分

世界綠色大學《能源與氣候變遷》指標

國內排名第一
營造淨零碳排校園

(科院USR) (管院USR)

積極地建置太陽能綠電設備，第三期預計於112年12月完工，讓學校太陽能總發
電設置達到7.8百萬瓦(MW)，每年約可發1,000萬度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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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綠色大學評比

國際排名

2021年排名躍升至 31 名

2020年排名41名 國立綜合大學排名

名12018~2021年皆維持第

THE 世界最佳年輕大學排
名
2022年榮獲401+排名

THE Impact Rankings 2021年
榮獲全球401-600排名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2年世界排名1021+

QS世界大學排名
2022年亞洲地區350-400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簡介-國際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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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校園永續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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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率年年提升
EUI指標提升-13.2%

校內永續亮點-碳減量成果

本校將資源回收物資細分為13類，並提倡
垃圾不落地政策，提升學生公民教育素養，

資源回收率逐年提升-達到43.2%。

垃圾不落地
資源回收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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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105年起至110年累計節約用電量
有4,598,730度電，依能源局外購電力排碳細數

計算，減排碳量2,308,562公斤，約有6座大安森
林公園的年吸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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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建設
以8MWp為目標

校內永續亮點-響應國家能源政策

暨大太陽能設備建置工程，預計2023年底完工

太陽能總發電設置約達到8百萬瓦(MW)，每年約可發

1,000萬度電。

設置100台電動摩托車，以租賃共享的方式，
提供學生於校內或往返埔里鎮，使用預期減少
因交通所產生的溫室氣體直接排放，致力將本

校排碳來源單一化。

電動快充式機車
租賃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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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永續亮點-陸域生態保護

發展校園對於生態保育意識

合法研究保育物種

暨大神獸-穿山甲

於校內穿山甲食穴，布置攝影機拍攝畫面。

在暨大，容易看到牠的地方是汽、機車道，尤其是機
車道。機車道鄰近桃米四菓坑，正是牠的重要棲息
地，時有耳聞同學們親眼見到穿山甲。

出版明信片/繪本 結合同學創作出版衣物

獲得農委會同意，於校內合法追蹤、研究保育物種

《溫馨！暨大師生為野生動物搭階梯保護穿山甲生存安危》(中國時報)



13

校內永續亮點-生態保護

暨大生活污水進流量
約17,000 m3/月、
回收量13,700 m3/月
；中水回收再利用比
例約80%

污水處理廠
中水運用

於校內中水生態池，復育蝴蝶生態棲地拍攝畫面。

將生活污水轉化為中
水，挹注本校景觀池，
結合埔里在地蝴蝶文
化，結合校內、地方專
家帶領學生以手做的方
式，復育蝴蝶生態棲
地。

污水處理廠-生活污水轉化

不只是景觀池，也是教學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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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原鄉人才，
全國唯一規劃「原住民保留地」的大學

原住民保留地石板屋修繕/109年

編撰原住民族語文化教材(魯凱族、鄒族)

並與校內圖書館合作數位典藏

原住民語言文化教具教材數位化

數
位
教
材
網
頁

興建完成全國首見領有合法使用執照的排灣族石
板屋，連同先前完成的賽德克傳統穀倉及泰雅竹
管屋，讓全校師生了解原住民傳統文化及工藝之
美

原住民教育實踐場域



呼應非營利組織社團法人全球小紅
帽協會在各級學校、教育單位的女
廁內實施的生理用品共享計畫

以行動力重視「月經貧窮」議題

呼應世界月經日，暨大於校園女
廁設置衛生棉共享盒

「月經貧窮」，也就是當無法負擔生理用品時，有可能導致經濟更加拮据、因未妥善清潔或使用生
理用品所產生之併發症等弱勢惡性循環的現象。
本校希冀透過於校內架設免費衛生棉補給站及辦理多元生理用品講座，可打破月經貧窮的現況，減
少同學因使用錯誤/不當的生理用品清潔方式所併發疾病的機會，破除月經汙名化、提升性別平等意
識，並對於環境永續發展、綠色環保盡一分心力。

15



透過研習活動，使本校教職員工生重新建立與體認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
化的基本認知概念，以避免性別角色刻板認知，進而逐步提昇學校整體
的性平意識觀念，並以性別為分析軸的性別統計及性別影響評估案則協
助本校瞭解各層面之性別概況，據此可規劃並推動符合性別平等之政策。

16

循序落實
性別主流化政策工具之操作學習

推動「女性賦權」「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學生特質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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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原住民族

專班

擴大招收經
文不利學生
名額(願景)

減少報名經
濟負擔

優先錄取

設立
獎學金

加強宣傳

特殊選才
招生

逕予錄取

12.24%

15.24% 15.35%
16.38%

0.17% 0.47%
1% 1.07%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經濟與文化不利新生招收成長趨勢

經濟不利學生比率 文化不利學生比率

保障與促進經濟及文化不利生的入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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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清寒獎學金每學年補助近1,000萬元

暨大全國EMBA校際盃「羽躍天暨」羽球賽結合公益活
動，賽事結餘經費捐贈給本校「願景計畫」

協助更多經文不利生，讓運動帶來更多正向風氣

本校學士班清寒助學金 220萬

中台禪寺清寒獎助學金 20萬

竹山紫南宮清寒獎助學金 40萬

日月潭文武廟慈善會獎助學金 16萬

復原力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540萬

每千名學生獲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補助之

受惠學生人數比率高於公立一般大學平均

0 5 10 15 20 25 30 35

110

109

108

107

暨大 公立平均

28.87，179人

29.31，179人

30.59，184人

28.84，180人

經濟日報/111.05.0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復原力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要點》於107年10月修訂、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獎助學金作業要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中台禪寺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南投縣日月潭文武廟慈善會獎助學金暨急難救助金申請發放辦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竹山紫南宮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經濟及文化不利生受惠逐年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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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類 2% 論文類 6%

證照類 3%

專題研究獎學金 7%

實習獎學金 9%

成績進步獎學金 4%

圓夢助學金 5%

自主學習讀書會助學金 7%

課業學習助學金

10%
多元學習助學金 6%

公益服務助學金 6%

行政服務學習助學金 28%

社團幹部助學金 7%

107-110年復原力
補助經費百分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復原力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要點》於107年10月修訂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要點》於108年10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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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進步 課業學習

107-110年申請課業學習/
成績進步學生人數

多元的復原力培育管道



輔導經文不利生融入在地社區
「青銀」互助共學

補助新住民二代圓夢「肖一下，
一Southeast Asia吧!」

「街頭旅人夢想公益車」進行餐車義賣
並體驗街友生活蒐集生命故事

補助「HEALS，議起環島！」至偏鄉
小學進行SDGs教育

南光國小/108年

雲林斗六/108年
育英國小/110.11.19

經濟及文化不利生主動發起圓夢計畫，回饋社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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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門通識課
本校以學生為主導，展開大學社會責任聚焦
於環境、在地產業、社會關懷及教育等面相
發展，落實社會關懷、地方產業鏈結、鄉村
兒童學習環境，激發農村發展和在地的新願
景，以「永續發展之綠色大學」為目標。

永續人才培育資源-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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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110學年度各SDGs選項相關的開課數

110學年度開課計有 1817課程內容與
SDGs議題有關，佔全校開課62%，個指
標對應之課程數如圖。

本校除持續宣導並鼓勵教師開始SDGs相
關議題之課程，亦將繼續改善校務系統，
方便教師於課程規劃或開課時勾選課程
內容對應之SDGs指標，以便加強學生查
看課綱了解該課程連結之永續發展目標。

永續人才培育資源-永續議題課程

1817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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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續階發展願景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43淨零碳排

24

20212011
(基準年)

2030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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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已實施節能措施：
降低範疇一的溫室氣體排放
以熱泵系統為主，降低鍋爐使用率，直接排放源相較於基準年減少50%。

降低範疇二的溫室氣體排放
透過更新校內設備，運用智慧化管理措施，有效降低因外購電力
之間接排放，總用電量逐年下降

 公務車輛汰換成電動車(抵減34公噸)

 實施森林碳匯100公頃(抵減1,000公噸)

 持續汰換冷氣500台(抵減952公噸)

 室內燈管更換為LED燈管
 太陽光發電示範系統
 智慧節能系統
 廢棄物循環再利用
 每周一蔬食、校內步行、電動機車

太陽能發電
920萬度

(抵減4,618公噸)

抵減
1,986公噸

NET

ZERO

2043

X

以三大淨零策略：節能減碳、再生能源、碳補償為行動基礎，我們在2021年溫室氣體排放減
25% ，可望於2030年達成減半的目標，並於2043年實現淨零排放



未來展望-暨大的永續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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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採購比率提升

• 高效能、高節約設備採購

• 住宿生非私人用品租賃，降低廢棄物產生

• 共乘、租賃車輛比率提高

• 盤點校內設備能資源消耗

• 建設技術完善的潔淨能源

• 可再利用物資捐贈(含食物銀行)

• 以轉化90%廢水為可再利用回收水

針對鄉鎮地方的「生態城鎮、社會關懷、綠色
經濟、文化振興、公民參與」等課題進行在地
探討與行動設計，創發與累積出新的社區營造
動能

4. 社會關懷與地方創生的領航者

•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 永續通識與專業課程，孵育永續種子

• 文化保存

• 職涯發展

• 提升女性賦權、母性保護

1. 資源整合

• 利用廢水回收，復育、保育校內原生
動植物

• 潔淨能源經濟外溢，對文化及經濟不
利人員補助計畫

• 廚餘轉化肥料、飼料

• 建設無障礙校園

• 智慧化管理建築物

2. 友善校園環境

3. 永續發展的教育者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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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國際研究與行動關懷

以東南亞研究為出發點，對應在地社會面、
民生面進行國際交流與關懷



社區

校園

宿舍04 大學與地方互惠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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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居臺灣的地理中心，全縣面積約4,106平方

公里，占台灣地區總面積之11.41％，為全臺

第二大縣，僅次於花蓮縣，且為全臺灣唯一

不臨海的縣市。110年底人口數為485,479人。

• 全縣0-14歲口人占10.5%、年壯15-64歲人

口占70.1%、65歲以上人口占19.4%，即將

邁入超高齡社會，邁向終身學習友善城市是

我們實踐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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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基本資料



 南投縣整體人口結
構呈現高齡化、少
子化，且勞動力補
充不足。

 終身學習資源有限，
文教升級如何可能？

 學校空間是否可與社區需
求進行接軌，發展青銀共
學的學習模式。

 學校學習資源是否可與地
方資源、產業進行連結，
開展具備地方知識脈絡的
學習課程，讓孩子從小認
識地方內涵？

思考

課題

 少子化後，區域學習資源
與空間分布、功能轉化的
課題。

 如何結合區域內不同的終
身學習組織、機構等，發
展具特色學習，讓南投縣
民眾，可就近進行多元的
終身學習活動。

思考

 境內多為鄉村、山區，
地區內社經資源通常較
為不足。以大埔里區域
為例，必須前往60公里
外的台中市才能接觸國
家級的劇院、圖書資訊
中心、美術館、科博館
等。

課題

 南投以觀光首都為發展
主軸，如何將觀光產業
與一、二及產業之間進
行共好的連結，建構發
展自信心？

思考

 發展職人百工體驗活動，
從小扎根認識在地產業。

 導入SDGs、ESG、淨零
碳排學習活動，協助產
業進化。

課題

 產業發展過度強
調三級產業，弱
化一、二級產業
的優勢潛能。

 大環境課題。

發展需求及問題分析

課題

思考

 COVID-19疫情的持續
衝擊。

 如何運用多元化學習的
方式，讓學習不受環境
衝擊而中斷。

 如何提升民眾面對環境
衝擊的反應力，在面對
環境異動時，仍可持續
前行與成長。

 陪伴地方教學者進行再
學習，以持續優化教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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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地長出的社會韌性

地方人文與社會關懷

多元文化：山地原住民、平埔族、客家人、

新移民、打里摺

休閒與觀光產業發展

觀光飯店/民宿、餐旅業：日月潭、埔里、國姓、仁愛、信義

傳統產業轉型：廣興紙寮、造紙龍、敲敲木工坊、龍南漆器

休閒產業：台一觀光農場、臺光香草園、宏基蜜蜂、紙教堂、18℃
巧克力工房、牛耳度假村、木生昆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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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化「憂勢」為「優勢」

啟動學習型城市 Learning is Earning

終身學習是人類處於現代社會中的一種生活方式，同時亦成為國家競爭力的表徵，推動

全民終身學習，建立學習社會是21世紀重要的課題。

扮演地方政府的

行動政策智庫

藉由學科專業協

助地方政府創新

公共服務

形塑大學引導型

的學習型城鎮

發展調適與創新

的區域學習支持

體系

為地方培養人才

打造創意城鎮

建立地方經濟創

新的產學網絡與

支持系統

創造地方的魅力

與共榮感

協助跨世代的文

化融合與活力行

動



十年磨一劍
化憂勢為優勢的學校特色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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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沙連學院

護理學系、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

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

R立方青年返鄉創新實務學程暨微學程

社會服務學習課程、社會參與式課程



埔里鎮整體重建願景圖讓暨南大學更在地化，發揮「社區大學」

與大學城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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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大學協力城鄉韌性發展
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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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創新主軸為「深耕水沙連，開拓東南亞，邁向SDGs」

支援通識教育中心推動R立
方學程與成立水沙連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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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攜手地方共學、共榮、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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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7個鄉鎮推動地方創生計畫(4個已通過、3個申請中)

獲地方創生計畫總補助金額約為3億6,796元

協力鄉鎮推動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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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院USR

建構水沙連無老長照協力治理
網絡：教育、共助與永續

教院USR

翻轉水沙連偏鄉弱勢學習路徑：
從學習自信提昇到學力心智躍升

科院USR

營造綠色水沙連 :智能× 減污×
循環

水沙連產學攜手共學：地方產業
與鄉村旅遊鏈結發展

轉為研究專題

提供地方創生平台

從農人口老化、農業缺工

創新教育課程

成立中介組織

鄉村高齡化、偏鄉教育失衡
各學院之研究專長

結合USR之議題發想

以地方為本，學校為用，推動區域永續發展的在地實踐

管院U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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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極偏鄉108課綱教師培力
──仁愛力行國小，自108年起每學期6次工作坊

福興小學堂

 接應社會支持：福興小學堂自2019年至2022年獲熱心民眾100萬元
捐款，支持偏鄉教育方案運作。

 隔代教養、雙親外出工作所導致的課後學習挑戰
 支持學力提升、探索自我學習天賦
 讓大學生成為中小學生成長過程中的典範、開啟其他學習場域的可

能性（Scratch、機器人）

他們並不是不聰明，只是沒有人可以陪著
他們一起做功課和學習有趣的事

— 謝明諺，埔里福興課輔教師

跨越崎嶇斷裂山路，來回120公里至海拔1600公尺極偏鄉力行國小
辦理教師團隊培力工作坊，協助發展校本課程、在地特色教案、跨
年級教學，全力回應教師培力需求

教育學院，關注偏鄉優質教育的實踐課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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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個社團體協作

參與人次呈穩定成長

鏈結地方團隊，

協力學校發展以在地為本的108課綱校訂課程（打造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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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在暨大輔導下，將高壓鈉燈改為LED燈，大幅節省電費，茭白筍田夜間燈照下呈現的紫色夢
幻景象照，10公頃筊白筍田示範區，每年即省電11萬度

自由時報報導/109.03.04

自由時報報導/109.03.04

協助農民爭取300萬
節電獎勵金

永續教學實踐課程競賽獲獎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與
中鼎教育基金會共同辦

理》
110年

科技學院，關注產業與生態環境的永續共生課題

自由時報/111.03.25「埔里紫色夢幻茭白筍田！10公頃每年省電11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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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成立

日月潭觀光圈產業創新與人才育成中心

本校/110.04.14

108年台灣光環境獎 評審團特別獎合歡山國際暗空公園

中央廣播電台報導/111.03.26「地方創生／暨大與仁愛鄉合作 發展星空山城戰略計畫」

與南投縣仁愛鄉公所共同合作，發展星空山城戰略計畫，提出八大地方創
生行動方案，獲得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審查通過。「合歡山國際暗空公園」
是台灣首座獲得國際暗空協會認證的暗空公園

與日月潭觀光圈聯盟攜手合作，協助在地觀光產業之國際鏈結、
創新研發、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市場研究及NPO輔導為重要任
務，並已進駐暨大創業育成中心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網站/110.02.24「「日月潭觀光圈產業創新與人才育成中心」揭牌儀式」

管理學院，建構永續性產業的經營與人才培育模式

https://youtu.be/pbExHzQTBe8
https://youtu.be/pbExHzQTBe8
https://youtu.be/pbExHzQTB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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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關注建構在地化共生社區照顧模式

4444

8.33%

31.94%
45.83%

52.63% 55%

0.00%

20.00%

40.00%

60.00%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目標

合作社區涵蓋率(參與社區數/總社區)

以社區照顧咖啡館模式，作為社區長照支援服務中心，串接在地產業、
社區、NPO、政府等單位，共同建構社區長照服務資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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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科技的結合

45

 社區高齡照顧資訊系統開發（跨系所合作：社工、

資管）

連結資管系系教師團隊，開發「厚熊校狗社區照顧APP資訊

系統」，解決社區排課與志工人力銀行點數兌換問題。

 智慧照顧運用（跨系所合作：社工、資工、電機、

通識）

連結資工系與通識中心，開發社區照顧課程的「AI音樂照顧

系統程式」。

連結電機系，開發社區長輩居家防跌系統。



跨領域協作：土木、公共行政、社會工作、醫護

提升高齡健康照顧單位災害風險溝通與災害管理能力

46



人社中心-南投地區空氣品質改善志工培力及教育宣導行動計畫

帶領暨大學生參與社區，關注在地議題與產出行動

與社區大學合作孵化與培力在地志工團隊

47

定期與南投縣社區大學合作辦理空污議題活動，透過初進

階和不同主題的課程設計，孵化在地志工團隊、持續培力

提升參與動力，並鼓勵志工於在地推動空污宣導。後續透

過學生繪製的《阿芙特村的月光節》推廣環境教育，辦理

志工培訓，引導大學生、家長和故事志工運用繪本推動空

污議題，辦理巡迴宣導等。

學年度
出版品

數量

志工培訓

場次

參與

人次

繪本宣導

場次

宣導

時數

參與

人次

合作組織

數量

109年 1 2 50 23 23 441 26

110年 2 3 80 23 37 701 26

成長率 100% 50% 60% 0% 61% 59% 0%



協助地方部落，找回傳承與創新的地方文化韌性力

48

 文化素材的蒐集、轉譯

 船山講古創作： ◆ 2018-2022，五屆 ◆ 310位學生參與

 累積49件類型多元的作品：紙偶戲、皮影戲、廣播劇、影片、

MV、繪畫、繪本說書、桌遊、立體模型、書法、網頁建置、互動式

小說、角色扮演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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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前萌芽期
災後重建期

生態知識學習期
社區自主試運作

社區組織的多元化競合
社造願景的整合與創新

治理機制建構
社造協進會議

1999 2002 2009 2016

1996

桃米社區發展協會成立

麻竹筍專區
(筍母的故鄉)

產業衰退

垃圾場抗爭
人口外流

2000災後重建行動
新故鄉、特生中心投入
勞委會「重建大軍」苗圃計畫
農委會「生態觀光示範推動計
畫」

2001營造生態村願景
生態棲地復育
生態旅遊推動
(青蛙老闆ㄟ故事)

2004桃米親水公園完工

2022

2005新故鄉轉型社區見學
2006桃米休閒農業區核定通過
2006桃米自然保育及生態旅遊協會成立(~2015廢除)

2008新故鄉自然生態休閒農場成立(紙教堂社區見學中心)

2010推動生態城鎮議題(從桃米青蛙村到埔里蝴蝶鎮)

2011桃米納入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範圍(埔里管理站)

2011水保局農再計畫社區核定通過
2013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展協會成立
2013暨大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成立(桃米駐點工作)

生態旅遊、社區見學。遊客量突破60萬人次/年

2014、2016、2018榮獲農委會休閒農業區優等卓越獎

2016推動埔里蝴蝶森林公園計畫(迄今)

2017榮獲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示範社區

2017、2018、2019水保局農村旅遊優質農村體驗品質獎

2018、2019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銀級認證

2020桃米生態村榮獲南投縣金牌農村

2021桃米親水公園榮獲建築園冶獎
2021桃米生態村榮獲第二屆金牌農村競賽全國金牌獎

2022新故鄉夢蝶亭蝶夢亭榮獲台灣景觀大獎優質獎
2022榮獲農委會休閒農業區優等卓越獎
2022國家永續發展獎民間團體類複選資格

蹲點地方，以陪伴的策略，協力社區發展永續治理的韌性力！



06立足臺灣經驗，走向國際世界

培養城鄉與國際，跨界移動人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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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聯盟（TJA）

暨南國際大學校長武東星表示，台

日許多經驗、在地實踐改革可分

享，如暨大跟所在地的南投縣政府

下轄13個鄉鎮市，參與逾半相關政

策推動，場域跟日本信州大學、高

知大學也相近，未來將持續參與台

日聯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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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且永續性的達成柬埔寨Pro-hut村莊永續發展之目標

獲107、108年青年發展署青年海外志工補助

《「柬」單繪出「埔」世需要，「寨」乎的愛── 

村莊婦女學齡前兒童陪讀技巧培力計畫》

東南亞系Empowering青年志工團前往印尼峇里島的Bali 

WISE組織，進行電腦、英文及中文教學課程

獲華碩文教基金會107年國際志工補助

圓夢計畫「Empowering 青年志工團」

東南亞圓夢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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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教育部《教學創新試辦計畫》以及《大學社會責任試辦

計畫 USR》，讓更多的國際人士瞭解台灣在國際關懷上不落

人後的一面，「柬」不斷的愛讓綠水三生暨續轉動。

興建 2000 人的慢濾池淨水設施，解決柬埔寨偏鄉小朋友

沒有乾淨飲用水的民生基本需求

協力國際偏鄉-建立可飲用潔淨水系統



54

06 邁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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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Gerard Delanty（2010：895）的描述：高等教育在許多國家皆是社會公

民身分的中心，大學承擔社會變遷的催化劑，不但追求文化目標，又可以在

某種程度融入社會。

暨大

青年團

隊

NPO鎮公所

民間企

業 社群協力治理

新
公
共
治
理
模
式

面對
城鎮
運轉
的現
實困
境

氣候變遷

淨零碳排（Net 

Zero）

數位科技

人口紅利減少

國際情勢變化

社會韌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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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學習，城鄉韌性力的知識與方法

避免我們的故鄉消失在地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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