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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詹家昌．東海大學副校長兼計畫主持人

「在地老化、協力共好」新選擇
──開放式養生村

臺
灣人口老化速度相當快速，根據內政部

111年2月戶口統計資料，65歲以上人口數

為3,965,920人，占比17.01%，我國已於2018年成

為高齡社會，推估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65歲

以上人口占比達20.0％。高齡社會衍生的問題涵

蓋醫療、社會福利、經濟、勞動，乃至於公共交

通、住宅、休閒娛樂等各方面的發展與資源配

置。尤其老年人的健康、醫療與失能也與我們每

個家庭的照護及生活品質息息相關。

東海大學秉持立校精神，長期關注社會議題及

積極投入各類社會實踐。自2017年鼓勵校內師生

參與高齡的研究，以系統觀點切入社區高齡議

題，在了解社區長者待解決的問題後，嘗試建構

在地高齡服務之五個多元支持系統，包括照護長

者健康的健康促進支持系統；針對社區型銀髮族

的共餐服務注入更健康、適切之餐食設計的共餐

系統；訓練與媒合服務人員的志工服務支持系統；

以校內外資源設計適合長者參與的活動支持系

統；統合所有支持系統資訊以作最佳決策的營運

管理系統等。計畫目標是建構開放式養生村，願

景則是讓高齡者真正落實在地老化與活躍老化，

自2017年的發展階段如圖一所示。

圖一 東海大學USR計畫發展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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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校務發展計畫的連結及內外部支

持系統

東海大學將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融入到

校務發展中，以樂齡計畫為例，在教育部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開始前，校內即鼓勵師生對未來

的高齡議題提出計畫並予以補助，然由於專業領

域的差異，尚屬多元創新與實踐的階段。在爭取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之後，即進行有效的跨域整合

與聚焦，在學校建立機制下，也對未來的發展目

標愈趨明確，建立了建構開放式養生村的願景。

在此階段，也參與臺日聯盟跨國合作，希望能將

國外的成功經驗導入教育與實踐場域。因係學校

未來長期培育人才與校務發展的目標，在112年

以後也將著手永續發展的規劃。各不同期間社會

責任計畫與校務發展的規劃，如圖二所示。

本校USR計畫在校長與董事會全力支持下，不僅

USR計畫納入校級中長期規劃，並運作校級「大學

社會責任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會由師生代表、

區域代表與學者代表共同組成，以推動本校整體

USR策略方向、協助垂直整合與確保各項行動有效

落實。為了整合校內資源，成立USR計畫推動辦公

室，規劃與執行本校社會責任實踐之具體行動。

為了有效整合校內相關人力與資源，也整合校

內相關計畫（USR-A類、USR-B類、USR-C類、人文

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共同辦理校內師生咖啡時

光活動，由校長、副校長與校內教師進行交流與勉

勵，使全校師生更了解計畫推動情況與成果，並邀

請校內對USR有熱忱之教師投入和參與。計畫執行

過程中，除善用教育部及校內資源外，對外持續連

結企業、社區發展協會、非營利組織以及醫療單位，

促進校內外加值整合，共同建構可長久支持在地

高齡、食農、環境保護等之連結平台。此外，東

海大學發起中部地區的USR計畫跨校聯盟，彙整

與分享各校之USR計畫成果與量能，並建立與臺

中市政府之共同聯繫平台，期將各校之USR成果

與臺中市政府的市政推動規劃進行連結。

推動實務的分享

目前本校樂齡USR計畫，已推展到「開放式養

生村」概念的落地與優化階段。所謂「開放式養

生村」強調不侷限於物理空間限制，讓高齡者居

住在自身最熟悉的家戶或鄰里中，卻能接受多元

服務與活動、強化社交網路與人際互動、促進樂

齡教育參與、掌握與維持自身體適能與健康狀

圖二 東海大學USR計畫與校務發展對應圖

教育部大學
社會責任

東海大學
USR-C

東海大學
校務發展

計畫歷程



 評鑑   37

態、享有平衡與適切的營養攝取，及增強與跨世

代的交流與共學可能性。開放式養生村的組織乃

是以學校周邊9個里、4個社區協會（里與社區協

會皆透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高齡者服務）及

東海大學組成，相關機制如圖三所示，期許透過

「共生」、「共好」、「共享」、「共老」四大理念，

達到安心、安全、安生的在地安老新模式。

因為「開放式養生村」的運作是建構在東海大

學與周遭鄰里及社區組織共同合作基礎之上，所

以，如何建立與鄰里和社區組織的信任關係及共

作模式，便顯得格外地重要。而與社區共融共學

的精神，在東海大學立校之初便根植於學校教育

的價值信念中。此外，本於基督信仰、但崇尚自

由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樣貌的東海大學，在求真、

篤信、力行校訓下，透過徐復觀教授作詞的校歌歌

詞中「勞心更勞力，專業復宏通，貫精麤於內外，

東西此相逢」，更道出了東海大學追求真善美、致

力融合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因此，對東海大學而

言，大學投入社區服務不僅具有重大意義，更具有

教育內涵及大學與社區共好互惠的重要價值。

開放式養生村的運作模式設村長一人，由各里

所組成的代表選出，掌握未來：包括養生村之食、

衣、住、行、育、樂需求在內的，但不受限上述

的發展方向與日常事務運作。為了鼓勵高齡者參

與支持系統的運作，也設計出了滿足各類需求的

優惠條件，例如在西屯區整合認同本計畫的商家，

對於認證的村民給予特別優惠的價格，塑造開放

式養生村是大家共同創造的社會責任文化。有關

養生村需求層次方面，共分四類，由USR計畫協助

進行跨資源服務媒合，服務則由相關合作夥伴提

供，在辨識村民身分後即可獲得相關之服務。

目前社區共同需求與個別化需求方面，都已經

由計畫整合平台資源提供服務，在養生村共同需

求與村民個別化需求方面，則在未來結合更多資

源後推動運作。由前述可知「開放式養生村」對

長者的協助是多元的，短期由東海大學建立平

台，協調合作單位，如相關計畫學校（中區USR

跨校聯盟）、非營利組織、企業CSR與地方政府

等，共同建立未來發展與管理機制；整合地方資

源，包括社區、地方醫療院所、藥局與商家等，

可便利長者生活起居提供能量。長期更期待能夠

發展獨立的管理機制，促進永續的發展。有關開

放式養生村的運作機制，如圖四所示。

在計畫所建立的五大支持系統中，因篇幅的關

圖三 東海大學USR計畫開放式養生村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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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暫以健康促進支持系統示例。計畫初始首先

盤點社區資源並了解社區的需求，在長者同意下

建立社區資料庫。為了吸引更多長者參與，社區

推動「自己健康自己顧」方案，強調高齡者要先

掌握本身的體適能狀態，所以需先進行體適能檢

測，並與醫師、藥師、運動健康專家合作，對長

者共同建立起完整的照顧（過程如圖五）。它的

服務內容含括行動車檢測、健促課程、共時運

動、健康講座、青銀共學課程、趣味競賽等。

我們在109年逐步分析長者健康資訊時，發現

不同社區有不同的健康需求，因此，在110年將健

康檢測與健促方案分為「樂悠活方案」、「順順心

方案」、「健骨勇方案」，嘗試針對檢測資料進行

客製化的健康促進課程模組。執行後發現，長者開

始注意本身的健康狀況，並對於服務內容普遍表

示滿意（健康服務內容參見圖六）。隨著社區需求

增加，在計畫之初，原本單純地以彙整回饋意見

為目的的計畫資料蒐集工作，也逐步導入雲端科

技。我們將資料轉變成專屬長者自身、方便閱讀

的健康報表（如圖七）後，發現這種可視化的資

料呈現設計，成了有助於長者關心、注意並改善

自身健康狀況的誘因。而這些個別化的資料，在

整合其它支持系統資料後，將成為許多寶貴的研

究主題與開放式養生村後續改善與優化的方向。

近年受到COVID-19的影響，長者出門參與活動受

到不少限制。所以在USR計畫下，我們也開始嘗試

發展適合長者參與的線上課程，尤其是教導長輩

使用3C科技產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前導工作，藉

此期望讓長者在疫情中還能繼續保有和他人互動

的可能性。例如2021年透過為學生開辦藝術輔療線

上工作坊，2022年舉辦遠距線上運動課程、青銀聊

天室活動等，都是讓長輩在家不無聊，也可以增進

跟年輕世代的互動，並且保持身心健康的努力。

計畫執行的成效或助益（內部－學校；

外部－ USR對象）

有關計畫執行成效，可由下列五點說明：

一、樂齡跨域人才培育

學校為了培育樂齡跨域人才，設立了樂齡生活

與科技學院，學院搭配USR計畫開設適合計畫支

圖四 開放式養生村運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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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健康促進支持系統服務導入流程

圖六 開放式養生村健康服務內容

圖七 透過雲端科技改善資料的呈現與使用

持系統的課程，以便支持並培育人才。學院

的課程以社區實踐導向的教育學習設計為方

向，鼓勵教師將課程導入鄰近社區，促使

學生在訓練過程中，可以發揮課程所學知能，

負起社會責任的精神。自106學年度第二學期

開設樂齡學院相關課程，截至110學年度第2學

期，共計有170門課程，累計6,494人修課人次。

迄今有12位學生完成微學程資格畢業（12位學

生均為110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二、青銀共學、美好共享

在課程中，學生進入社區與長者共同活

動、彼此學習，學生從中更理解長者不是自

己想像的固執與難溝通，而是擁有與年輕世

代截然不同的豐厚生命故事，從中體會到不

一樣的美好；長者也透過與學生的共學分享

自身經驗，進而重新歸結自己的生命意義，某

位長者說到：「來來去去的學校和學生很多，

但只有你們來的時候，會仔細聽我們說話，和

我們分享年輕人的世界」。

三、長者健康變化看的到

檢視110年的社區健康促進活動，可發現

透過8週健促課程規劃，長者的健康已有改

善，尤其對於健康的重視與正確指引方面，

有顯著的提升。本計畫對檢測的結果與社區

的意見回饋，不斷設計最符合大眾的檢測內

容，再針對內容安排合適的促進健康運動與

專家座談，甚至設計獎勵機制。相信未來透

過不同區域的檢測比對與個人的健康資料追

蹤，將可以更有效的守護長者健康狀況。

四、發現樂齡新可能

本計畫旨在建構一個可以讓大部分希望能

夠在家養老的長者，透過五大支持系統的服

務，享有類養生村的環境與條件，未來甚至

有可能成為其它社區參考的模式。從發覺社▲藝術輔療線上工作坊。（東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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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問題開始，到建構五大支持系統與後續

優化，參與系所老師與學生經歷一個過去沒

有的學習過程，尤其在整合資源與養生村的

管理機制方面，獲得相當寶貴的經驗。未來

藉由不同高齡研究，諸如體適能檢測、高齡

活躍老化調查、西屯好幸福測量等，非常有

機會能提供社區樂齡的新可能選項。

五、逐年提升的社會投資報酬率

東海大學採用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對

與實踐大學社會責任有更好的橋接指引，對大學

端在參與USR計畫上將有更直接的助益。而地方

政府方面，地方政府絕對是各大學在執行USR計

畫時的重要夥伴，但大學端在執行USR計畫時絕

對都會期待計畫成果能被地方政府看到，或有機

會與地方政府開展後續合作，讓USR計畫成果能

轉換成更長遠的地方施政特色與重點。

二、大專院校

執行USR計畫絕對需要與其他大專院校合作，

無論是課程、在社區端的共同實踐、USR執行資

訊的分享等。如何有效串接各大專院校，除需要

各校願意保有開放與彈性的合作意願外，更需大

學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的協助媒合，才能發揮群

體力量，避免資源的浪費。

三、社區端組織與長者

USR計畫結合社區建構開放式的養生村，各里

的充分合作將是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惟過去社

區間未有許多合作的經驗，或各具立場而未能將

彼此資源有效的交流，雖然開放式養生村的設計

具有整合社區的功能，然而在建構時期的確是一

大挑戰。在社區未能充分整合情況下，各社區的

長者交流自然也會受到影響。以過去計畫的執行

經驗，各社區具有不同的特色與條件，若能摒棄

己見甚至建立共同遠景，對於計畫目標的達成絕

對有正面的影響。

USR的執行整體表現進行自我評估，利益相關人

包含東海大學師生、社區組織及其服務的長者，

在2019到2021年的SROI分別是3.07、5.17、6.09，可

見本校USR計畫穩健擴大自身的社會影響力。為

了更全面性的了解長者的感受，計畫設計幸福感

量測問卷，結果顯示長者有顯著更幸福的感覺，

也確認目前的養生村設計方向可帶來正面影響。

對計畫互動關係人的建言

大學在執行USR計畫時，並非是單純的研究導

向或教學取向的單一面向設計，而是為能更立即

與全面性的投入在社會問題解決、整合教學研究

知能以進行社會實踐，更有甚者需要投入地方創

生、社會創新、社會企業等等，在傳統高等教育

中較少碰觸的領域。因此，執行USR計畫時牽涉

的利害關係人就變得更加多元與複雜，對東海大

學而言，在執行USR計畫中會思考到：

一、政府方面

對當前USR而言，中央政府部會，尤其是教育

部及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絕對是重要的計

畫資源支持來源，但對大學而言，大學社會責任

是非常新穎的概念，對大學社會責任的界定、內

涵、到如何實踐，其實都還在探索與建立共識的

過程中。因此，若能對大學社會責任有更清楚與

明確的界定，甚至對高等教育在本質上，對如何

▲東海大學與東海社區一同製作布口罩送至美國紐約。（東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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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將製作好的布口罩送至美國紐約的

一家長者支持機構Selfhelp，發揮對於

國際社會的責任及影響力，為疫情肆虐

的地區善盡一份微薄的心力。

在疫情趨緩時期，計畫團隊積極調度

青銀智慧行動車排程，與社區幹部開會

討論服務場次，並尋求更多社區合作，

讓更多長輩能被服務、關懷到。在學校

與社區的課程及活動陸續轉換成以線上

方式進行，共時運動的設計，原本長輩較習慣面

對面互動，經過計畫團隊持續開設教學課程及推

展，長輩也逐漸可以接受跟著螢幕另一端的健促

老師一起動起來。

結語

經過五年大學責任計畫後，各校對大學成立的

價值有更寬廣的理解，除了希望能夠協助解決未

來的社會問題外，更希望學校將社會責任納入校

務發展的內容，進而形成特色。短期而言，可以

看到校內師生已經融入社會責任的教育與活動

中，社會也開始接納學校也是可以有效協助社會

問題的伙伴；長期而言，將改變教育的機制與內

容，學生未來職涯與生涯的想像，社會也因為集

合各校的能量而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對於未來即

將面臨的社會問題作更有效的預測與解決。

東海大學在創校的勞作教育與博雅教育基礎

下，存有對社會服務學習與貢獻的DNA，社會即

將面臨的高齡化議題也是學校規劃的重要社會責

任議題。雖然，計畫已有規劃的推動架構與內容，

但未來如何鼓勵師生積極參與，有效整合各方資

源，持續將最新的理念與作法引入開放式的養生

村，使社區長者能夠有成功老化的環境，創設永續

發展機制，將成功的經驗複製到其它場域等，都

是未來要跨越及面臨的新挑戰與新議題。

四、 協力夥伴（醫療院所、企業組織、非

營利組織等）

每個USR計畫在執行上都有可能尋求不同類型

的協力合作夥伴，東海大學USR計畫即連結臺中

榮民總醫院、弘道基金會、曉明基金會、揚生基

金會、Foodpanda、慈悲基金會、車王電子等各

類企業組織，在計畫執行的不同面向合作共同實

踐社會責任，當前USR是大專院校的重要實踐項

目，若公部門能協助提供媒合平台，或社會各企

業組織能以更開放的態度尋求與在地大專院校的

社會責任共作可能性，對社會共善共好絕對是1

加1大於2的效果。

面臨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自2020年初以來受到COVID-19影響，許多計畫

原定的活動或課程所設定的達成目標都大幅地受

到限制及困難。例如：青銀智慧行動車社區巡迴

服務場次因據點關閉而無法進入，營運支持平台

使用人數在單一社區中難以推展，共餐活動顧及

到長輩抵抗力較弱而降低次數，學生進入社區實

作課程停擺等，都是計畫執行期間必須克服的挑

戰。

畢竟養生村的設計還是須因應環境的改變，本

校社工系老師與合作的東海社區長輩在疫情開始

時，主動發起製作布口罩送給疫情相關人員的活

▲大肚長青學苑共時運動。（東海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