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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USR EXPO 
智滙築光 華麗轉身

▌文／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教
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以下簡稱推動中心）於

2022年11月19、20日在臺北市松山

文創園區舉辦為期兩天的「2022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博覽會（2022 USR 

EXPO） 」，共有91所大專校院、

196個USR計畫團隊與合作夥伴齊

聚一堂，透過攤位成果展示、介

紹、短講、表演、國際線上演講等

呈現多元的形式，分享各計畫五年

來投入USR的豐碩成果，促成各界

的交流與互動，傳遞「大學築光．智滙永續」之

理念。

面向未來 自信有光

今年全球持續受到COVID-19疫情波及，再加上

俄烏戰爭使得國際金融、能源、環境、生態的

相關問題雪上加霜，使得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SDGs）及相關的永續議題成了眾所矚目的焦

點。在臺灣，各大學USR計畫團隊加倍的投入心

力於其中，可以從各個計畫的成果中，看到他們

是如何發現問題、聚集眾人討論、擬定策略，帶

著能創造改變的自信實際前往場域中實踐，猶如

從黑暗的混沌中鑿光而出，發出改變的光點。每

一個USR計畫都在自己投入心血的領域，與在地

合作、點亮地方，分享知識、彼此鼓舞、進而

發光發熱。本次USR EXPO正象徵著千萬點微光滙

聚，成為照亮社會的光。

活動首先由推動中心蘇玉龍計畫總主持人揭開

序幕，因著這些年來在臺灣執行USR計畫的大學

所付出的努力與堅持，持續讓USR的理念走入大

眾的生活。看到大學師生齊心齊力付出行動，大

學端所做的事成為改變社會的一股嶄新力量。

大學的研究與發展透過在地實踐來驗證；而地

方問題跟永續發展的課題，也需要大學的專業

來協助。這種互惠共好的循環正是USR所彰顯的

精神：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因為，USR的

▲2022 USR EXPO現場形象牆。（推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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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在於大學師生能夠回饋社會對他人有所貢

獻，背後是這些師生們付出與利他的精神，這

也持續推動各大學成為真正發揮及落實高教公共

性的永續大學。

緊接著，在開幕典禮中，教育部潘文忠部長提

到，大學是作為國家人才培育最終的聚集地，除

了扮演教育及學術研究的場所，也包含了服務功

能。大學師生得跨出校園，在社區、土地、產業、

環境等場域及議題上，能夠讓青年同學在學習人

生最關鍵的階段，透過老師的引導帶領有機會接

觸到他生長的這塊土地，這樣一個共榮的參與，

不只對這塊土地更熟悉、更認同、還更有感情。

加上近幾年教育政策邁向國際，都讓USR在高教

推動過程中，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轉大人」

角色。

睽違兩年 再次相見

本次EXPO活動共分為六大展區，超過100個攤

位，由全國所有USR計畫團隊投入心血布置及展

出，將計畫成果用多元形式呈現。觀眾熙來攘往

的熱鬧氛圍，各大學齊聚一堂，展現USR團隊的

熱情與活力。本次展覽完整呈現USR所關注的六

▲開幕啟動儀式合影。（推動中心提供）

▲教育部潘文忠部長致詞。（推動中心提供） ▲蘇玉龍總主持人致詞。（推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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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議題：從在地需求出發與關懷場域問題的「在

地關懷」、以高齡者或健康相關議題為主的「健

康促進與食品安全」、落實文化保存及藝文發展

改造的「文化永續」、看見環境永續問題並加以

改善的「永續環境」、從臺灣出發接軌世界的「國

際連結」、結合產業與大學共創經濟價值的「產

業鏈結與經濟永續」以及綜合各類USR社會實踐

的「其他社會實踐」。

為了讓大學與社會共創知識的流動與交流，本

次博覽會特別規劃了兩場主題演講，分別針對

「臺灣地方創生」、「數位創新與社會融合」進

行講座分享。從講者的分享中，了解從在地營造

過程，如何組織眾人看到問題、帶出居住正義的

議題、並且解決問題；以及，在如今科技日新月

異之下，如何運用網路社群的力量提高臺灣的曝

光度，讓世界看見臺灣的價值與重要議題，實踐

與社會企業鏈結的合作模式。

呼應USR國際連結議題，博覽會也規劃了國際觀

點講座，特別邀請到日本信州大學林靖人副校長，

為臺灣的夥伴分享「日本高教現況及因應策略」，

從講座中可以知道目前信州大學在日本面臨的

高教現況議題，以及因應的推動內容，讓臺灣的

USR團隊借鏡參考；此外，也難能可貴地邀請到

以色列海法大學校長Ron Robin及Prof. Ofer Arazy

遠端連線分享「促進大學永續：機會與挑戰」，

分享海法大學將整個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SDGs共

17項指標，納入校務的整體發展路線中，並規劃

▲國際觀點講座由以色列講者線上分享。（推動中心提供）

▲2022 USREXPO展區圖。（推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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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的發展、研究、支持計畫，以及成立相關部

門來推動與溝通協調，進行相關的研究、培訓與

政策，落實到公眾參與及社會實踐現場。海法大

學鏈結SDGs的發展策略相當值得國內大學參考。

USR計畫是否能夠成功推動，除了老師及學生

的投入外，校方的支持當然是重要關鍵，國立高

雄科技大學楊慶煜校長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莊季

高副校長，也在「永續大學－培養次世代學術治

理人才與未來教育」的講座中，分別提出學校校

務端是透過何種形式去支持USR計畫的推動，並

分享支持的方式與經驗。唯有校內各方的配合與

支持，能成為USR教師們的最佳後盾，協助他們

發揮更大的社會實踐力。

六大展區 熱情齊放

位於園區一號倉庫的是「在地關懷」議題攤

位。一走進會場映入眼簾的就是中原大學「大梨

救小校 農創社企新生命」的計畫攤位，藉由結

合在地社區及學校，與地方團隊合作發展出獨創

的商品「水梨冰棒」作為小禮物，讓來訪的民眾

只要與攤位互動及投票後，就能獲得一根天然水

梨製成的冰棒。讓USR成果展出並不只是單純文

字與解說，而是透過本次EXPO提供一個實物商

品的展示平台，讓USR的在地成果得以不同樣貌

呈現。

除了「健康促進與食品安全」議題攤位及海

報區的設置外，於二號倉庫更將各校投稿的

▲USR理念情境互動牆。（推動中心提供）

▲郭耀煌教授主持主題演講-數位創新與社會融合。（推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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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影展及攝影展照片以專區陳列，讓動人

及有趣的社會實踐影像呈現在大眾面前，增添

展覽的溫度、風味及藝術興味。民眾也能透過

QRcode的掃描，去票選自己最喜歡或最想支持

的USR計畫照片及微電影。另外，設置在二號

倉入口處最吸引人的「大地餐桌」，糧食和農

業是SDGs實現的關鍵項目，永續性的消費和生

產方式就成為重要課題。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

打造永續的食物供應鏈與健全的生態保育環

境，也是USR計畫需要且正在投入的內容。至於

「大地餐桌」的規劃，邀請了4個USR計畫，帶

著他們的在地食材讓大家品嘗

各式臺灣農產品，在動手體驗

的同時，也可以反思目前這塊

土地的食農現況。

來到了北向倉庫，隨著具節奏

感的非洲鼓聲就能被帶到長榮大

學「綠色社區根與芽行動計畫－

從在地到國際」的攤位，豐富的

攤位裝飾彷彿讓人真的置身於非

洲，用一杯咖啡的時間帶你了解

學校所執行的USR計畫。特別是

長榮大學的國際鏈結部分：從解

決月經貧窮的議題到教育貧窮的

投入，因著USR的實踐讓非洲國

際生找到可以為家鄉當地帶來改

變的機會，也讓臺灣成為一個發

源地，將USR的理念帶至非洲、

走向國際。

再次聽到動感的音樂、具有活

力的舞姿，讓人忍不住駐足停留

在南向倉庫觀賞表演。她們是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高齡者長健

全方位系統升級計畫—營造永續
▲大地餐桌。（推動中心提供）

高齡友善社區」計畫團隊出道的高齡者，年過五

六十卻完全不輸年輕人，於博覽會中也能毫無違

和感地融入大學生、為活動注入活力。不單只有

這項精彩的表演，在USR TALKs舞台區隨時都有

USR計畫各項精彩的表演，包含音樂、戲劇、短

講等，用藝術與聲音呈現USR實踐成果的豐富色

彩。

而透過USR TALKs的表演分享，更加了解到

USR計畫團隊在場域第一線的執行心得，遇到問

題時是如何解決，以及各種有趣小故事；每個

TALK主題，都是一則則投入許多心血的真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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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透過講者的現身演說，帶給大家一同感受執

行USR計畫的感動與熱誠。同時，位於戶外的文

創大街，進行著「USR AIR播音室」，透過線上

直播與大家在空中相會。由主持人與各計畫夥伴

的訪談中，得知計畫執行最真實的經驗及感受，

藉由廣播的方式大方地與大家分享計畫執行的各

種酸甜苦辣。此外，大會還透過現場隨機採訪民

眾的參展體驗，為活動增添許多互動感。

樹立在文創大街近3公尺高的水箱，則是由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簡稱高科大）「海岸創生 鑽

石魚鄉─高雄永安漁村實踐計畫」設置的開放性

水域安全教育宣導展示，透過實體的大型水箱，

以及高科大專業游泳好手，為民眾示範如何透過

立泳的方式在不慎溺水時可以自救，再加上專業

的講解知道如何在水域環境中可以保持最大的安

全，除了展現出USR實踐包羅萬象的一面，也讓

大家同時學習到寶貴的安全知識。

點亮地方 綻放光芒

不論是實體的展出與互動，亦或是線上影音成

果的呈現，都是讓大眾看見USR團隊這麼多年來

走過的路，每一段文字跟每一樣成果的展現，都

是滙集了多方的努力才方得的豐碩果實。大學社

會責任的實踐，是將高教能量注入於社會，學生

從做中學，也讓許多地方因著USR計畫得以獲得

希望，綻放光芒。

 2022 USR EXPO提供了一個可以串聯交流的最佳

場域，藉由這次的博覽會，不僅讓各計畫可以回

顧及整理這些年來累積的完整成果，也讓社會大

眾看到USR在做的事。「一個人可以走的很快，

但一群人可以走的更久」這句話不單只是在形容

一個團隊，也代表有各個USR團隊的共同努力，

才能支持彼此一直走下去，共同分享知識，分享

對這份土地的熱愛，與地方攜手朝永續發展邁

進。

▲高科大團隊水域安全展演前合照。（推動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