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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日本學界的地方創生 

談到地方創生在學界的發展，就不能不提起日本高知大學的地方創生學系

與其推動地方創生的執行成果。高知大學，這所在日本 86 所國立大學與 600 所

私立大學中，排名第 13 名的區域性大學，近年來正是以推動地方創生而聞名，

也是日本政府推動將大學定位成「地區中心」計畫（COC，Center of 

Community）中的佼佼者。 

故事的從頭，來自於一個探問：日本高知縣人口為 72 萬人，每年減少 1%

的人口，年輕人外流，面對這樣人口不斷流失的狀況，高知大學該如何在地方

存活？答案來自高知大學校長櫻井克年受邀在教育部舉辦之 2018USR 博覽會演

講分享揭曉，指出身為鄉下大學，自然環境就是學校最大資源，是經營大學的

武器，因此先從大學能為地方做什麼事為方向，開始改造大學，目標成為超級

地方型大學1。 

在 2014 年，高知大學開始創立地方創生推進部門2，成立跟地方合作的學

系，是全日本唯一的學系，只有 60 名學生，主要培養地方領袖。2015 年，改革

人文學系，加強社會教育，跟地方連結。2016 年，將農學系改為農學海洋科學

系，培養的人才囊括海底到山頂。2017 年，預測高知縣將出現大地震，將科技

學系改為災難研究學系，培養因應地震災害人才。同時，也開放夜間課程，讓

社會人士有機會參與研習；夜間課程不收費，但希望地方人士上課時要能提供

地方問題，教授學生地方知識，學校可以一起思考地方問題，地方也可得到解

決方法3。 

高知大學翻轉過去大學跟地方、政府少交流的狀態，櫻井校長指出，高知

大學跟著地方脈絡前進，也跟地方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一起討論問題及解決方

案。「以前，大學對於地方的人來說，像是山丘上的城堡，可望不可及。但是我

們要讓大學跟地方在同一個水平，即便他們不來找大學，大學也會去地方。」

櫻井校長說4。政府及學校擔任不同角色處理問題，核心精神為地方創生，去思

考到底要做什麼事，又有什麼責任，而這也是大學社會責任思考很重要的一

環。 

除此之外，高知大學也調整內部制度，讓老師能夠無顧忌投入地方參與，

讓專業知識技能能夠進入到地方。櫻井表示，學校從各個面向做考評，老師不

是只寫論文就好，也要貢獻地方，但也並非各個面向都要做到滿分。依據每個

老師專長不同，老師可以自己提出分配比例，像是投入地方 50%，學術研究

30%，教育 20%，實際考核時就會以老師自己訂出的比例評等。 

與地方合作的成功例子，舉其一而例：高知縣的魚梁瀨森林鐵道；這條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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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同年的百年鐵道，曾是西日本最大的森林鐵道，不僅將魚梁瀨杉載運

至各地，當地小孩也曾搭小火車上學，一度是偏鄉重要的交通動脈；隨著時代

變遷而在 1963 年關閉。之後，人們開始在鐵道遺跡上種植柚子，多年來已經成

為日本最大的柚子產地。滿片柚子林風景加上鐵道遺址的「柚子路」，在去年獲

認證為日本遺產。 

「這是高知縣第一個被列入日本遺產的地方，不僅當地人、整個高知縣都

很高興，」高知大學校長櫻井克年在接受《CSR@天下》獨家專訪時曾說5。從

森林鐵道變成柚子路，這個文化遺產背後的推手，正是高知大學。 

高知大學對於地方創生的構想，值得台灣借鏡。 

 

 

貳、 台灣學界的地方創生 

在台灣，因應高教深耕計畫內含大學社會責任面向，全台各地大學執行成

果開花結果，成果豐碩，並準備迎接 2019 年的「地方創生元年」政策之推行，

教育部在 2018 年舉辦 USR 博覽會，共有計 50 所大專校院、93 件大學社會實踐

的精彩案例參展，博覽會展出內容涵蓋「在地關懷」、「健康促進」、「產業升

級」及「環境永續」等 4 大主題，現場安排 3 場專題演講、3 場跨界論壇、10

場以上的社群交流；活動規劃的 3 場專題演講分別從政策、學校與社區等不同

層次切入。學校老師及學生實際走入社區，解決社區問題，包括研發加工技

術、食魚教育、解決農業廢棄物發展循環經濟等議題。 

巴黎文理研究大學教授 Michael Worton 以「公共參與：大學的未來願景，

還是另一種學者的例行公事」為題與現場與會來賓分享過去多年推動社會實踐

的觀察，特別是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難、挑戰與因應方式。 

美國城市與都會大學聯盟教授 Valerie Holton 將討論的重心帶往如何建立跨

領域的團隊與實踐社群，在「高效協作：開啟高等教育未來之鑰」的講題中詳

細分享如何在場域中建立連結、互信和真實的夥伴關係。 

此外，大會以資金募集、人才培訓、業師經驗、課程開發及社群經營等社

會創新價值鏈中的五大主題，邀請當前活躍於各領域的組織團體進行經驗分享

與資源媒合，在政務委員唐鳳及立法委員余宛如的主持下，讓大學可以清楚了

解看見自己在創新生態系統中的相對位置，促成進一步合作交流的機會6。 

從學校走入地方，其中社會的公共參與非常重要，但要如何建立地方對大

學的信任感是個難題。法國巴黎文理研究大學校務發展指導委員會主席 Michael 

Worton 參與博覽會演講時指出，公立大學經費來自納稅人，社會大眾質疑教育

補助到底花去哪，是否花在刀口上，甚至不信任專家說的話，大學與社會脫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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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溝通是公共參與核心。」先傾聽才能溝通，希望彼此教學相長，雙

向知識交流，社會大眾不再只是接受的人。但為達到學校真正走入社區的目

標，首先需要改變治理大學的方式，包括聘僱教職員、升等制度都必須改變。 

以學校制度考評來說，不要求每個教授都做社會公共參與，但做了會對考

評有幫助。由於多半是女性做社會公共參與，因此給予保母費，讓他們有時間

能夠參與，「不直接付錢給他們做公共參與，希望是發自內心的參與。」 

在博覽會上，暨南大學江大樹副校長分享從九二一地震開始後，暨大開始

認為應該對在地有更多關心跟學習，傳授的知識必須回應地方需求，成為水沙

連大學城，蹲點桃米社區的執行構想，希望從找出地方需求，包括環境、水資

源、生態博物館、產業升級、偏鄉教育等議題； 

舉例來說，他們試圖解決埔里筊白筍田晚間照燈所造成的環境影響議題。

學校與農民實驗，將慣用的高壓鈉燈改為 LED 燈。不僅低耗能，可節省 75%的

電，同時因為亮度降低，對周遭生物影響較小。目前實驗一分四的田地，未來

希望推廣到全埔里都能改用 LED 燈。同時暨大也規劃設置一百公頃的親水生態

除污池，解決桃米社區民生污水直接排入桃米坑溪狀況，除了提升桃米坑溪水

質，也因為人工濕地，能發展出生態、觀光效益。 

高雄科技大學推廣食魚教育、水域教育，協助高雄永安將當地特色魚產：

魚肉品質好的石斑魚，由學校輔導研發加工技術，開發出台灣首創煙燻石斑魚

產品。 

而遠東科技大學著重廢棄物的循環經濟，遠東科技大學環境能資源研究中

心研究助理陳詠璿解釋，台南新勢附近有統一企業、比菲多等食品工廠，有許

多廢棄物需要處理，包括米糠、咖啡渣、玉米梗、廢食用油等。學校協助做出

平台系統，將廢棄轉換成生態肥料。陳詠璿說明，學校飼養紅蚯蚓，透過一定

比例混合農業廢棄物，作為紅蚯蚓飼料，其糞便可用於田間施肥，達成循環經

濟效應。目前學校每兩週收一噸的咖啡渣及八噸的木屑等，透過餵食六百公斤

的紅蚯蚓，一個月可產生九噸的肥料，已跟五、六位農友合作8。 

在政府推動方面，桃園市政府欲解決年齡人口結構年輕，地方就學、就

業、創業之問題，也首創青年事務局，成立學校合作平台，四所大學合作，做

基礎研究、解決當地問題。 

在博覽會進行中，政府官員、學者、業界也提出隱憂：「若要長期推動 USR

計畫，善用資源、制度革新都是重點。」副市長王明德說；教育部教授升等制

度要跟著改變，否則會妨礙大學跟地方結合契機。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廖

嘉展也指出，如果 USR 計畫只是短暫計畫，那社會堪憂，應該以十年、二十年

計畫去做看看。廖更表示，USR 計畫經費多，壓縮其他民間團體資源，那就應

該對社會改變有更良性影響，不該成為資源競奪計畫，「如果是搶錢，計畫就沒

用。」應該善用資源。 

此外，在大學執行地方創生計畫，台北醫學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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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以下簡稱北醫人社）也有不少執行成果可以分享；其於 2018 年 7 月

23 日舉辦「對話與反省」工作會議，反思目前執行的七個計畫。這裡參考投影

片內容，介紹北醫人社在大學與地方創生的連結，正在嘗試的可能性與成果。 

 

圖為「大學與地方創生：北醫人社計劃的對話與反省」第七張投影片，說明北

醫場域實踐與地方創生之關係 

 
人社中心啟動對於地方創生的反思，試圖將課程導入社區，並從大學進行

評估，提出申請，在社區場域內分工處理，回訪來確認執行成果，並在結束後

再重新回到評估階段，成為重複的迴圈做出謹慎評估，從北醫經驗中提出對觀

與對話： 

1. 強調活力展齡，而非解決人口減少 

2. 「創生」不只是創業：強調人在地方中的困境與需求，而非振興地方產業 

3. 「地方」不只是偏鄉：不只「偏鄉」要（產業）創生，「大都會」也要（人

社）創生 

圖為北醫人社執行創新結盟之計畫成果 

 



在創新結盟上，這裡以暖暖與尖石的計畫作為舉例，暖暖部落的「防跌工

班」與「換工互助」計畫，試圖建立社區內由年長者有傳統技能以工換工，提

供例如日文教學與親子摺紙課程，長者可到國小介紹傳統眷村故事，而小學生

可以跟長者說繪本，建立橫向的關係連結，讓活化的社會關係與社會照顧系

統，提供老人安全需求與社會需求。 

 

圖為北醫人社對於部落生態文化與經濟的轉變，製作之系統時間圖

 

圖為北醫人社對於勞動條件的轉變，製作之問題因素與影響圖表 

 

舉例來說，北醫人社在「小米方舟：部落文化復育」計畫方面，讓具有專

業知識的學生進入部落與其合作種植小米，除學生有體驗經驗上的開展外，對

於社區本身也無形中傳遞了健康促進技能和傳統衛教的修正，並讓學生有機會

在執行後再行反思部落主體經濟與文化保存的議題，議題觸及層面廣泛。  



附錄：高知大學的地方創生推進士育成科目規劃 

一、鎮，人，工作創造高知創新體系商業推廣 

 （1）加強合作和業務合作領域的業務整體協調 

 （2）整個企業的管理進步，創造就業方案 

  （3）制定和實施 

 （4）教育制定和執行方案 

 

二、促進與區域創建相關的業務 

地方創生推進士獲得學位，需要達成地方創生推進士育成科目（正課・準

正課）的開課標準，為： 

【1st phase：地域を“知る”】 指定の地方創生推進士育成科目 6 単位 

【2nd phase：地域を“もっと知る”】指定の地方創生推進士育成科目 4

単位 

【3rd phase：地域と“会う”】 指定の地方創生推進士育成科目 4 単位 

【4th phase：地域を“体験する”】 指定の地方創生推進士育成科目 4

単位 

【5ht phase：地域と“協働する”】※必須ではありませんが、審査の際に

プラス材料となります。 

 

圖為高知大學網頁內容：指定の地方創生推進士育成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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