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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文淵．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長

　　　李鴻濤．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副校長暨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主任

　　　蔡明義．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程學院院長暨中部菇類產業創生與永續經營提升計畫計畫主持人

　　　葉彥良．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處長暨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執行長

　　　沈銘原．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副處長

　　　陳月鳳．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行政組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推動大學社會
責任之作法與成效

國
立勤益科技大學創辦人張明將軍與王國

秀女士晚年，本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

社會」，將私立勤益工商專科學校捐給國家，改

制國立。國立大學經費來自國家社會，因此善盡

大學社會責任是理所當然。為響應教育部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USR）計畫，透過挖掘地方需求與

問題，以協助在地解決問題為己任，推動地方創

生，發展在地產業，使人口回流、青年返鄉。解

決社區里民的生活、教育與就業，使學校做到在

地陪伴、輔導發展及共生共榮之使命。

計畫發想與構思

一、目標

為因應國際現狀與政府發展趨勢，在推動社會

責任的同時，針對新社地區香菇產業，進行產量

增值、降低人力需求及生產後之廢棄物處理，進

行一條龍的協助，以排除新社菇農的困境，增加

菇農的收益，並培育年輕人加入產業，達到創生

產業的目標。

二、發想

為使推動策略之擬定更符合地方需求，校長與

教師團隊定期前往社區，與企業、農會、法人及

區公所等對象，以地方發展或自身需求為主軸進

行交流，了解在地問題，進而規劃出符合大學社

會責任之推動方案。

三、構思

為解決農民栽種與產量提升及地方行銷與特色

營造等問題，動員工程學院、管理學院、電資學

院與人文創意學院，與社區協會、企業、農會及

區公所合作，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與分析，最後

構思了下述幾個方案；共同推動「中部菇類產業

創生與永續經營提升計畫」、「智慧創新在地實

踐-枇杷荔枝共譜太平盛世」、「原鄉永續智慧

溫室蕃茄彩椒產銷提升計畫」及「頭汴坑舊官署

場域活化與文化創生」等USR計畫，協助臺中太

平、新社及南投信義等地區，精進農業技術與場

域活化推廣協助。

與學校校務發展計畫的連結及內外部支

持系統

一、與學校校務發展計畫的連結

（一）學校發展目標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人才培育的搖籃，技術

研發的基地」為發展目標，著力於產業技術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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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研發，深耕在地產業之人才培育並促進區域

資源整合，提升地方產業競爭力。

（二）契合學校中程校務發展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於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在

發展策略與執行方案上，已規劃「善盡社會責

任」作法，使學校發展與社會責任密不可分，並

在社會責任推動上，鏈結學校之發展特色「工具

機、綠能科技及工業4.0」，應用於新社菇類產

業、太平農業及信義蕃茄彩椒產業，以協助地方

栽種技術提升與產值增加，強化學校與在地之鏈

結，解決地方人才與技術之問題。

二、內外部支持系統

（一）內部支持系統

1. 補助學院經費尋找合適主題

藉由經費挹注讓各團隊進入社區場域，透過

▲USR跨校培力活動─農業再造X地方創新辦理情形。（勤科大提供）

與地方關係人之交流和場域資源探討，進行在

地問題盤點分析，挖掘可著手USR社會責任議

題，並鏈結「地方需求及校務主軸」，以學校

之師生特色技術，有效協助在地進行升級與轉

型。

2. 補助USR Hub計畫協助執行

為促進新團隊投入社會責任之推動，落實社會

責任之目標，特訂定「大學社會責任先導型計畫

補助要點」，提供實質USR Hub校內團隊經費補

助，並結合USR Hub之機制，協助新興團隊研擬

推動方向與策略，投入在地關懷與促進產業發

展。

為鼓勵團隊積極參加校內外USR培力活動，習

得其他團隊成功執行經驗，以共同學習形態，調

整自身的執行模式。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於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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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辦理「USR跨校培力活動─農業再造X地

方創新」，以農業為主軸，分享各團隊在農業推

動上之作法與執行成果，共同探討USR計畫與地

方連結及人才培育的情形。

 3. 輔導USR萌芽型計畫協助執行

為促進資源整合與運用，鼓勵師生團隊申請教

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以增加資

源挹注，並藉由聘請專責行政助理，協助計畫之

執行與行政業務。同時，整合校內USR萌芽型計

畫成效，透過共同管考機制，達到彼此相互學

習、觀摩成長，來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

宗旨。

（二）外部支持系統

透過多方面向合作，集結產官學各單位之專業

領域與資源，有效善用政府、產業及他校資源，

提升執行成效，透過外界多方技術與諮詢協助，

共同激勵成長並達永續經營目標。

1. 鏈結中央部會與法人資源

透過與企業合作以地方需求為發想，進行創新

技術研發，並引進政府資源增加研發量能，將研

發成果或創新想法推動USR執行；110年與維盟

精密公司合作獲經濟部SBIR「中小企業處小型企

業創新研發計畫」，並與大甲幼獅工業區合作推

動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110年度產

業園區產業輔導創新計畫」。

2. 鏈結在地農會資源

為促進地方產業發展，與貼近地方需求，透過

拜訪在地農會，共同解決在地問題。110年與太

平農會合作進行無人機噴灑農藥規劃；與新社農

會合作進行香菇形象包裝設計與休閒活動設計評

估；與魚池農會針對農會周邊日月潭紅茶館進行

基地調查、生態體驗活動資源調查。

3. 鏈結夥伴學校資源

為促進學生跨領域能力，和增加場域資源挹

注，透過與亞洲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老

師合作，針對香菇成分進行檢測，開發特色皮膚

照護產品，以提高菇類應用價值，增加菇農收

益。並與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老師合

作，針對新社與魚池鄉設計休閒活動文本，以挖

掘在地特色，拓展地方觀光促進人潮。

推動實務的分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共執行2件USR萌芽型計畫

及2件USR Hub計畫，在實務分享方面僅以「中

部菇類產業創生與永續經營提升計畫」為例，相

關內容分述如下：

▲太空包震動機。（勤科大提供） ▲學生設計產品外包裝。（勤科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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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期討論

初期以新社區菇產銷第14班作為實踐場域，結

合臺中市新社區農會、南投縣農會以及禾生菇菌

場等進行菇類特性及問題需求的調查，項目包

含：⑴菇舍需建立自動化設備以改善作業速度；

⑵評估導入低成本環境控制或通風設備以穩定

及增加產量；⑶發展觀光休閒與菇菌生態教育；

⑷開發新興菇類及加工品；⑸協助設計可結合

在地文化特色商品；⑹協助廢棄太空包資材回

收等。需求確定後，集結各專業領域之專家及

跨校跨域之師生團隊擬訂解決方案，分別提供

⑴人才培育、⑵技術診斷，以及⑶資材回收等服

務，改善菇類栽培環境與行銷，永續中部菇類產

業。

二、協調合作執行計畫

針對問題需求，共擬推動了八項策略：⑴菇類

生產自動化系統開發：設計開發自動化剪柄設

備，提高加工產量降低人力成本。⑵環控設施模

擬與改善：建置菇舍設施栽培微環境因子連續監

測系統，並探討應用負壓水簾系統改善菇類栽培

環境與產量提升之效益。⑶菇類產品包裝設計：

依照產品特色分析、合作場域形象風格，設計符

合市場需求的品牌包裝。由品牌衍生設計周邊商

品，增加各場域產品辨試度，並協助在地建立品

牌推廣知識。⑷設計震動機增加菇產量：菇產

量隨著將植菌後的太空包震動而增加，每隔一

段時間就將太空包震動，便能增加產能，因此

設計振動機協助降低人力。⑸在地導覽人才培

育：帶領學生參訪中部地區觀光景點及在地推

廣活動，協助規劃遊程動線，以及建立在地輔

助導覽人員資料庫。⑹美化中部休憩活動場域：

建構具當地特色的休憩活動及觀光工廠。⑺資

材回收與永續耕作：開發與優化太空包自動分

離機，建立最適合的操作條件與流程。⑻特色

產品研發推動：與菇類產業鏈結之農友合作設

計推廣菇類特色產品。藉此達到在地產能升級、

在地價值提升、在地廣度加值及永續經營推廣

之效益。

三、執行成果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中部菇類產業創生與永續

經營提升計畫」的執行成果簡略說明如下：

（一）開發太空包震動機

藉由生產自動化系統的開發，其中包含太空

包振動機，不僅減少了人力成本，也降低菇農

的職業傷害，並解決人工翻轉震動大小力度不

均，而影響菇類生長次數的問題。依據實驗結

▲香菇剪柄機。（勤科大提供） ▲太空包分離機。（勤科大提供）



32   第99期 111.9

USR
  專欄

果統計得出：自由落體總產量為

218朵菇，震動平台為618朵菇，

手動震動出菇最多單籃13朵，而

機台震動出菇最多單籃高達40朵，

菇產量增加很多。

（二）設計香菇包裝

結合菇類產業之文化特色設計出

富含意象之禮盒及包裝，增加買氣

同時提升菇類產品的附加價值。

（三）開發香菇剪柄機

傳統使用人工剪除香菇柄，因此

需要大批人力來執行，透過開發香

菇剪柄機，節省了許多人力，不再

需要人力剪除香菇頭。

（四）開發太空包分離機

將廢棄使用完畢的太空包，利用

分離機將塑膠袋的木屑分離。分離

後各別回收，降低環境污染。

四、回饋與檢討

每年執行計畫後，藉由合作對象

及社會大眾體驗後反饋使用心得，

與各執行團隊及在地合作對象進行

檢討及提出因應措施，統整分析並

擬訂修正方向，以更符合社會大眾及菇農需求並

提高經濟效益。

計畫執行的成效或助益（內部－學校；外

部－ USR對象）

一、內部成效

（一）培育跨領域多元人才

為振興臺灣新社與南投文化發展，扶植臺灣菇

類與蕃茄彩椒產業，注重智慧農業的專業人才培

育，強調智慧自動化、農業物聯網、大數據、雲

端及人工智慧實作等專業能力養成，並搭配農產

品與在地化特色場域的宣導行銷策略，培養學生

包裝設計、景觀規劃、休閒導覽及專業機器設備

開發能力，使學生成為跨領域多元整合人才，

109-110年開設55門專業實務實作、磨課師、實

作服務微學分等課程，共培養大學生人才高達

2,085人次，促進學生投入產業鏈的服務熱忱和

興趣涵養。

人才培育課程的特色是強調創新研發的精神，

由學生自行開發「香菇剪柄原型機」的系統設

計、零組件、機台組裝加工，並讓原型機導入影

像辨識系統，其作品入圍全球傳動智能自動化創

圖一 線上化實務教材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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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實作競賽決賽，其中影像辨識系統獲得學生

實務專題競賽第一名，展現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師生創新設備開發能量，有助於臺灣智慧農業

發展！

（二）製作實務教材

為保存與傳承師生創新技術，將技術成果製作

成實務教材，並採用新興的磨課師數位化教學模

式（如圖一 ），打破傳統教室授課的有形限制，

提供有興趣的學子，不限空間、時間、場域、

國界、年齡，都能透過網路漫遊的無限學習方

式點閱線上實務教材，隨時隨地自主學習農業

物聯網感測數據資料蒐集，及其相關應用與實

作等知識，吸引來自美國、越南、烏拉圭、安

圭拉、阿富汗、臺灣、中國等7國146位同學註

冊，觀看課程影片次數超過2,093人次，將農業

物聯網技術散播於世界各角落，促進產業技術

的國際化交流，也讓臺灣智慧農業立足於國際

舞台。

（三）提升師生技術水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師投入智慧農業軟硬體設

備開發研究，有效提升教師技術水準，將物聯網

IoT技術導入至農業成為「農業物聯網IoAT」，提

供溫室最佳監控、預測、採收與改良，除減少勞

動力，更能進行節水、節肥、節電、減少耗能，

並減少自然災害與天氣對農作物的損傷，提升農

作物的質與量；另以無人噴灑機技術應用至高矮

不定的荔枝作物，有效提升病蟲害防治效果。此

外，開發太空包振動機、太空包分離機及自動化

剪柄設備，協助場域提高供產量，並導入相關

影像技術，朝向智慧化生產技術開發，提供菇

類產業之生產智慧化條件，同時，研發「智慧

型太空包再利用發酵系統」，並延伸開發一套

模組化中溫乾燥機，有效將太空包基質含水率

降低，整套乾燥系統採用耗電量低的磁導技術，

可以短時間達到熱風乾燥效果，獲得新型專利

同時也協助合作廠商申請SBIR計畫核定通過122

萬元。

二、外部助益

（一）菇農產值達新高峰

與錦程電機有限公司攜手開發「太空包震動

機」，協助新社菇農產能提升；另外，師生與望

鄉共同建置3間「科技智慧溫室」，使當地彩椒

產收期從4個月延長至8個月，產值成長2倍，攻

上歷年新顛峰。

（二）廢棄物再利用，保護環境

師生團隊成功開發出太空包分離機，將太空

▲學生進行影像辨識分析。（勤科大提供） ▲學生為新社小農設計香菇包裝。（勤科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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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所分離的木屑與塑膠袋重新利用，塑膠袋由

資源回收，木屑經烘乾後，有多種回收利用價

值，透過太空包廢棄物處理，將不再汙染環

境。

（三）技術協助降低菇農人力需求

透過與菇農多次互動與討論，依據彙整後的務

農需求進行「香菇自動剪柄機」開發及設計，同

時，結合實務專題與自動控制課程，讓學生以地

方需求為發想，進行系統設計、零組件選用等規

劃，並導入影像辨識技術，開發出自動剪柄機，

解決高年齡菇農勞動力下降問題，降低工廠職災

機率。

（四）協助香菇包裝設計

為吸引並增加資訊時代年輕族群的買氣，師生

於菇類上與新社區農會、新社區玉山香菇行合作

進行14件香菇包裝設計、3款意象商品；另外團

隊執行教師於菇類上透過運用菇菌類無塵室環境

栽培技術，與新社區農會合作衍生輔導「蕈源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一步建置菇類菌種栽培

廠，解決菌種弱化等根本因素所導致產能下滑問

題，使菇類品質與產能穩定度提升，穩定消費者

的心。

對計畫互動關係人的建言

一、對政府的建言

現今社會責任已成為各界之推動重點項目，大

學執行USR大學社會責任，公司行號執行CSR企

業責任。為能使社會責任能朝永續發展，並鏈結

企業資源，促進地方發展，期望政府單位能持續

支持推動，給予學校更多的資源，執行更多的

USR計畫，以挖掘更多的地方議題，協助地方產

業升級與轉型。

二、對場域的建言

社會責任之推動除政府、學校投入之外，在

地方場域的交流、共識也是主要的一環。適合

執行USR的場域，通常是範圍較大、業主較多的

生產場域，以本案新社香菇產業來說，這是一

個區域大規模的生產地，必須有農會協助與輔

導。因此結合農會、業主與大學，三方合作才

會有大的成效。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中部菇類

產業創生與永續經營提升計畫」能夠有大的成

效，要感謝新社農會的大力幫忙居中協調及投

入大量心力，為協助菇農提升產量與降低成本，

提供大量建設性的意見，使學校能針對菇農之

迫切需求進行協助與改良，達成美好的成果，

因此建議每件USR計畫，需有區公所或農會及業

主、學校等三方通力合作，才能達到事半功倍

之效果。

面臨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假如USR計畫含有地方創生的效用，則此計

畫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但要找出有意義的

USR題目需投入大量人力與精神，對於有興趣

的場域進行訪談研究解決的方案及配合的人

力，假如沒有區公所或農會的協助則很難達

成。

另外，很多場域由本身的需求是由協會主動發

起，例如養雞協會，因為每場雞長大售出後，

廢棄物（雞糞）處理是雞農相當困擾的問題。

但要根本解決卻是困難重重，除了要大學端設

計機器解決烘乾雞糞外，要考慮處理過程的成

本要低，更要考慮這廢棄物如何再生利用，這

是一個更大範圍的問題，不是學校與協會能幫

忙解決的。

解決USR計畫所遇的問題、方法之一，是在

USR計畫中增設一個跨部會的政府單位，此單位

統籌處理USR計畫中所衍生的重大困難，讓USR

計畫為國家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