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校內社會責任實踐種子團隊、Hub 團隊 

109年度個別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書 

 

 

 

 

 

 

 

 

 

 

執行單位：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張淑君 

計畫名稱：濁水溪畔的產業晨星-大地產業輔導計畫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 



I 

109 年度校內社會責任實踐種子團隊、Hub 團隊 

基本資料表 

學校名稱 國立中興大學 

計畫名稱 濁水溪畔的產業晨星-大地產業輔導計畫 

計畫種類 □種子計畫；■Hub 計畫 

計畫議題 

(擇一項) 
□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食品安全與長期照護；□其他社會實踐 

計畫實踐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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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執行成果摘要 

一、 計畫執行重點 

計畫源自於 108 年度計畫主持人與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為配合國家發展委

員會推動地方創生計畫，提報「漫遊生活農莊地方創生計畫」【附件一】及「孕育高

山族群之大地山河濁水溪畔的產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附件二】。 

109年度故根據 109 年 5月 6日南投縣信義鄉地方創生會議，信義鄉與農產業相關

之「青農創意輔導」、「農產創新研發及加值」、「生態品牌形象行銷」等三項提案，

併入「濁水溪畔產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續提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故本項

計畫-「大地產業輔導計畫」將以此三項來執行。 

本計畫將以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為主導，在人才培育議題，以中興大學、台中教

育大學、雲林虎尾科大農業特色輔導及嶺東科大事業創新研發，連結產業社群。團隊將

以青農創意輔導、農產創新研發及加值與協助生態品牌形象之建立與行銷，來達成建立

信義鄉之品牌、生態農園特色品牌與產地資源品質形象之目標。 

本計畫以農產業輔導為主軸，針對信義鄉農產業進行輔導，希望以輔導青農吸引人

潮返鄉或留鄉發展，來強化在地人才與產業並達成永續發展。以青農創意輔導、農產創

新研發及生態品牌形象行銷，來達成建立生態農園特色品牌形象與產地資源品質形象之

目標，說明如下。 

1. 青農創意輔導： 

由中興大學師生、雲林虎尾科大以及社區發展協會共同組織教學團隊，輔導農民

生態種植方式、產銷履歷講習，且團隊亦將培訓返鄉青年投入農產品種植，培育在地

農民務農知識及種植技巧。 

2. 農產創新研發及加值： 

農產創新研發及加值將由中興大學、雲林虎尾科大師生與在地民間團體共同組織

教學團隊，與在地農民共同研發創新種植方式。同時，在過程中將持續與農民共同發

想與交流對農產品的創新與研發。 

3. 生態品牌形象行銷： 

(1) 由參與創生計畫院校組成品牌形象包裝輔導團隊，就當地生態資源進行診斷後，

與在地農民共同探討及輔導擬定計劃建立並包裝在地的生態品牌形象。 

(2) 由參與創生計畫院校共同協助成立品牌形象行銷團隊，提供行銷建議與策略規

劃，並培訓在地農民行銷生態農園農特產。 

除了上述事業體活動外，本計畫配合學校課程，透過實作參訪課程及參與地方創生

之實際案例之場域操作，並導入社會企業與 CSR 結合，最後以跨校、跨域合作來提高

USR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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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團隊繪製 

二、 本年度實質進度 

本 USR 計畫執行期程為三年，主要工作項目為於原住民部落及中興大學成立師生

團隊，並辦理工作坊、講習、座談會、研習和參訪等，除進行社區需求調查與一、二、

三級產業資源盤點外也投入社區輔導計畫，最後，舉辦 USR成果分享，關於本計畫預計

執行進度與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如下表，三年計畫期程請參考表 9 未來執行重點規劃： 

表 1 本年度實質進度 

月次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計畫準備期             

社區需求調查與一、

二、三級產業資源盤點 
            

場域操作             

青農創意輔導             

農產創新研發及加值             

生態品牌形象行銷             

分享、規劃下年目標             

進度累計百分比(%) 10 20 30 40 50 60 65 70 75 80 90 100 

三、 主要成果及亮點-列出最具代表性之亮點 

透過國發會地方創生輔導提案實踐大學社會責任。此子計畫大地產業輔導是透過大

學 USR 計畫，針對產業發展資源，由學校資源與青農共創共學，並結合中部大學教師

促成跨校、跨域之主題式合作課程或研究行動。如本校與虎尾科技大學合作，強化在地

生活文化內涵及農特產研發，並進一步透過產(梅子夢工廠、信義鄉鄉農會、仁愛鄉農

會)、官(南投縣政府)、學(虎尾科大)的合作落實社會實踐。 

透過實作技巧的練習及訓練，提昇學生實務分析之素養。利用本計畫之創新性及延

續性價值，透過實作參訪課程及參與地方創生之實際案例之場域操作，讓學生得以了解

其具體實現，進而激盪出不同的創意方案，達到創新與推廣之成效。此外，透過跨領域

學生參加工作坊、講習、座談會、研習和參訪等及討論增進溝通能力及公民涵養，依各

科系特色發揮學生創意，協助社區部落提出創意方案且於參訪實作中更能增進學生理論

與實務之結合，並且刺激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參與感。 

跨校合作達產官學共創共學之教學目標。本計畫規劃完善的學生社會參與機制，包

含(1)串聯課程教學與服務學習；(2)透過舉辦營隊、工作坊、講座等活動將社會議題帶

進設計思考;(3)積極進行跨院校、跨部門、跨國之產官學合作，連結國內外大學、社會

企業、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等機構以及外部社群，讓學生有更多實作機會並累積實務經驗。 

圖 1 大地產業輔導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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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推動進度與產出 

一、 團隊形成與推動機制運作進度 

（一） 推動方向 

本計畫執行策略以三大面向為主軸，如圖 2 推動細部目標和具體作法，以

發展信義鄉農業特色加值產業。 

 
圖 2 推動細部目標和具體作法 

資料來源：本團隊繪製 

 

本計畫為地方創生四大事業體項下的大地產業輔導計畫，請參酌圖 3 主計畫

到計畫間的對應關係。此 Hub計畫為地方創生計畫之一子計畫-大地產業輔導計畫。 

 

 

 
圖 3 主計畫到計畫間的對應關係 

資料來源：本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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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計畫目標：本計畫目標為藉此計畫以產、官、學共創方式創造人口回流。 

 

 

1. 透過產官學共同討論，互相激勵激盪部落以工作坊形式共同討論，獲得居民支

持，營造可見具體願景。 

2. 從環境、教育、部落特色本質，培育在地居民，並以輔導方式提升特色產業與

觀光旅遊品質，吸引國內外遊客消費 

3. 透過創生事業人才培育課程，讓居民了解政府政策規劃、提案計畫內容、以及

如何爭取後續營運經費。 

圖 4 人口回流與事業轉型模式 
資料來源：本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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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團隊成員投入積極度與任務安排妥適性 

本計畫主要成員如表 2。計畫主持人負責整個計畫統整適宜、農產品特色加

值、課程安排、工作坊; 王世澤及謝琦強負責創意事業，梁大慶則針對本計畫農

業部分一條龍產業技術班及主題式專業職能班之課程開班。 

 

表 2  團隊形成與推動機制運作進度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編號 姓名 學校／職稱 主要學經歷及專長 
參與本計畫之主要

工作項目 

實際投入

月數 

1 張淑君 國立中興大學/教授 
區域規劃、文化產
業、鄉村規劃與永續
經營、社區總體營造 

統整資源整合、農產

品特色加值，獨有文

化特色，將信義鄉文

化特色，並運用文字

推廣，透過產學合作

口碑行銷。 

八個月 

2 王世澤 國立中興大學/教授兼所長 

行銷管理、消費者行

為、創業管理、行銷

管理專題、食品行銷

企劃、食品消費者行

為、食品市場分析與

策略管理、食品通路

與零售管理、電子商

務與網路行銷、顧客

關係管理、組織行為

與管理 

創意事業、文化特色
加值、通路 

六個月 

3 梁大慶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副教授 
農村規劃、鄉村旅

遊、景觀設計 
景觀規劃；農村再生 三個月 

4 謝琦強 嶺東科技大學/副教授 

觀光規劃、都市觀

光、觀光地理、都市

計畫、地理資訊系

統、都市地理、空間

規劃 

觀光規劃；農村再生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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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創新、課程發展及實施進度 

本計畫主持人於國立中興大學開設課程，如社區營造與創意規劃、社區與社區發

展、鄉村規劃與永續經營等課程，課程皆以實務導向為主，利用歷年社區輔導之經驗，

結合理論並於期末指導學生研提社區規劃方案，使學生除本業(主修)外，多一項研提

計畫案之技巧，瞭解其發展的過程與策略，進而培養出對於社區發展相關議題的分析

與研究之能力，使學生能更深入對社區 DNA之發掘、探索。 

本計畫之協同主持人王世澤老師於中興大學開設行銷相關等課程，如食品行銷企

劃，並藉由本課程以系統化的步驟使學生逐步學習如何正確有效的運用工具以進行食

品市場的分析、產品策略規劃及行銷計劃方案的擬定。詳細說明如下： 

 

 表 3 開課課程內容-中興大學 

開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 開課時間 修課人數 場域課程內容 

張淑君 
鄉村規劃與永續

經營 

□校必修 

□校選修 

□院系必修 

■院系選修 

□通識必修 

□通識選修 

□微課程 

108學年度 
 2 學期 

38 

藉由講授社區總
體營造之相關理
論與實地之社區
參訪，幫助學生
習得其理論與實
務，進而運用於
鄉村規劃之中。 

張淑君 
社區營造與創意

方案 

□校必修 

□校選修 

□院系必修 

□院系選修 

□通識必修 

■通識選修 

□微課程 

109學年度 
第一學期 

70 

課程特色為行動
導向，依各科系
特色發揮學生創
意，協助部落提
出創意方案並藉
由 iLearning 數
位學習平台之設
計，採翻轉教學
的設計模式有課
前、課中、課後
的 教 學 活 動 安
排。【附件三】 

張淑君 社區與社區發展 

□校必修 

□校選修 

□院系必修 

■院系選修 

□通識必修 

□通識選修 

□微課程 

109學年度 
 1 學期 

40 

運用 NPO 團體，
整合資源，向各
部會爭取資源，
訓練提案之技巧
並帶領學生深入
社區，探討社會
責 任 與 社 區 營
造、社福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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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澤 食品行銷企劃 

□校必修 

□校選修 

□院系必修 

■院系選修 

□通識必修 

□通識選修 

□微課程 

109學年度 
 1 學期 

10 

著重行銷企劃的
實務操作，以系
統化的方式及步
驟結合理論與實
務，帶領管理或
非管理背景學生
進入食品行銷策
略規劃的領域。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本計畫之共同主持人梁大慶老師亦擔任雲林縣智慧農業大學之共同計畫主持

人，並開設訓練課程，分別以一條龍產業技術班及主題式專業職能班，其團隊陣容結

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在地農業達人，師資陣容與能力，透過農業大學的培訓，將更

有利於在未來量產優質安全產品之品牌建立與競爭力之提升，以三大重點為主軸，分

別為下列三點，其與本計畫相關之開設課程領域如表 4 開課課程內容-虎尾科大： 

1. 整合政府農業資源，將台灣獨有的農村產業文化提升。 

2. 運用智慧農業與青年文化創意，產生新的農業藍海，整併文化、藝術、 農業技術、

產品特色，提升農業創新經濟價值效益。 

3. 以數據擴大市場範圍，實質強化生產入民生所需產品，產生對等的經濟效益與產

值。 
 

 表 4 開課課程內容-虎尾科大 

開課老師 授課領域 開課時間 修課人數 場域課程內容 
林伯志 果樹產業技術 

七-八月 40 

為符合農業多元化發展現況，由學員
依照需求自由選擇課程，每門包括教
室講座 28 小時及實習操作 12 小時
課程，共計 40 小時。 

廖俊凱 蔬菜產業技術 
張進昌 友善農業技術 

蔡榮哲 
農業產品加工及食
品安全衛生技術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三、 實踐場域經營與夥伴關係發展進度 
 

表 5 說明計畫主持人歷次代表南投縣政府及信義鄉向國發會爭取地方創生經費

外，共同主持人梁大慶老師亦擔任雲林縣智慧農業大學之共同計畫主持人，積極輔導

農民並開設訓練課程，分別以一條龍產業技術班及主題式專業職能班，其團隊陣容結

合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在地農業達人，師資陣容與能力，透過農業大學的培訓，將更

有利於在未來量產優質安全產品之品牌建立(參見表 4 開課課程內容-虎尾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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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實踐場域經營與夥伴關係發展進度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別 參與人員 活動說明 

109.01.02 

孕育高山族群之
大地山河濁水溪
畔的產業晨星地
方創生計畫輔導
會議-2【附件四】 

■會議、座談會 
□講座 
□參訪 
□工作坊 
□論壇 
□成果展 
□其他 

張淑君、
規劃團隊 

針對 10/23輔導會議，計畫修正
說明及經費核撥事宜，)整併項
下「農業特色加值」、「文化特
色加值」、「生態品牌形象」等
3項提案，申請教育部高教深耕
相關計畫協助。 

109.01.06 

孕育高山族群之
大地山河濁水溪
畔的產業晨星地
方創生計畫共識
會議~10【附件五】 

■會議、座談會 
□講座 
□參訪 
□工作坊 
□論壇 
□成果展 
□其他 

張淑君、
規劃團隊 

特色文化道路投 83 線及巴蘭廣
場現勘。 

109.01.31 

「行政院地方創
生會報」第 15 次
工作會議紀錄-南
投縣「濁水溪畔產
業晨星」地方創生
計畫【附件六】 

■會議、座談會 
□講座 
□參訪 
□工作坊 
□論壇 
□成果展 
□其他 

張淑君、
規劃團隊 

「大地產業輔導」：業已申請教
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 1500
萬元，實際補助金額視審查結果
而定。請參酌附件六、國發會公
文。 

109.03.03 
南投縣信義鄉地
方創生計畫共識
會議~6【附件七】 

■會議、座談會 
□講座 
□參訪 
□工作坊 
□論壇 
□成果展 
□其他 

張淑君、
規劃團隊 

討論 A-1 原鄉門戶景觀營造、
A-2部落特色道路景觀營造、B-1
部落文化復育推動、B-2特色文
化加值 

109.05.06 

南投縣信義鄉地
方創生計畫第 2次
輔導會議 
【附件八】 

■會議、座談會 
□講座 
□參訪 
□工作坊 
□論 壇 
□成果展 
□其他 

張淑君、
規劃團隊 

地方創生之目標係藉由發展符
合地方 DNA 之產業及提升生活
機能，吸引人口回流及關係人口
進入。經信義鄉公所盤點，其重
要 DNA包括梅、葡萄等農作物、
知名觀光景點及原住民特色文
化等，爰本案建議以農業、特色
文化產業及環境整備等為核心
發展策略，並就各項策略之事業
提案進行調整。 

109.08.26 

「行政院地方創
生會報」18次工作
會議紀錄-南投縣
信義鄉地方創生
計畫【附件九】 

■會議、座談會 
□講座 
□參訪 
□工作坊 
□論壇 
□成果展 
□其他 

張淑君、
規劃團隊 

「大地產業輔導」事業提案：本
案業已併入南投縣「濁水溪畔產
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 第 15次
工作會議通過))，並經教育部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核定在
案，因其係屬信義鄉地方創生之
主計畫項目，其經費統計請納入
本地方創生計畫。請參酌附件
九、第 18次會議紀錄。 



 

9 

 

四、 跨領域、跨校交流及合作推動進度 

(一) 與其他團隊橫向聯繫、橫向合作情形或團隊與團隊間加值整合案例 

計畫主持人除替南投縣原民局及信義鄉向國發會爭取兩大案「漫遊生活農莊地方

創生計畫」及「孕育高山族群之大地山河濁水溪畔的產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之外，

各子計畫已於 109 年度及 110 年度陸續發包(參見圖 3、圖 7) 。故對本案必定有加效

用如 KPI、就業率等等。如下圖圖 5 濁水溪畔的產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四個事業主題

外，以信義鄉場域而言，最直接加值整合案例其中硬體部分事業主題二：「大地景觀

型塑」B-1 產業古道營造修繕，以部落大地環境形塑為主軸，針對群聚產業景觀規劃，

建立部落特色品牌，打造濁水溪畔農業生態產業晨星等願景之最基礎工作，請參酌圖

5。 

 

 

 
圖 5 大地景觀型塑措施架構 

資料來源：本團隊繪製 

 

 

 

1. 執行目的 (1) 改善公有環境空間的利用; (2) 提升觀光旅遊服務體驗環境; (3) 建立

產地資源品質形象與文化特色 

2. 事業構想與內容 

近年因輕裝備登山活動盛行，且仁愛鄉、信義鄉山區是台灣梁脊山脈旅遊的活

動核心地區，非常適合發展台灣獨有的四季高山與原民及人文生態，周邊高山群岳

每年吸引許多愛好山林及自然生態的登山客來此，故本路線設施整修及環境景觀整

理確有其必要。 

交通部觀光局將 2020年訂為「脊梁山脈旅遊年」，遊程涵蓋五大山脈，包括神

木村祝山車站古道與武界曲冰古道，未來勢必有更多人潮湧入。除了修繕原有步

道，更要考慮人流的容納及活動置入，如步道行程、部落導覽、自行車漫遊、DIY

體驗等活動。相關機能設施亦將納入規劃考量。藉由本案維護改善休憩空間，以提

高旅遊休憩品質。 

(1) 本計畫欲執行兩條步道： 

神木村祝山車站古道與武界曲冰古道，沿濁水溪修建於西岸，均毀於九二一

大地震，路基全震崩，幾乎無法通行。民國 98 年的莫拉克風災更是吹毀武界曲

冰古道的原有的法治吊橋，使北段無法通行，而久不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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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地點： 

信義鄉神木村祝山車站古道-由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至嘉義縣阿里山鄉祝山

車站。全長 2,910公尺 

 

 

(二)  跨領域、跨校交流及合作推動進度 

計畫主持人除替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及信義鄉向國發會爭取兩大案「漫遊

生活農莊地方創生計畫」及「孕育高山族群之大地山河濁水溪畔的產業晨星地方創生

計畫」之外，其中地方說明會及共識會討論不計其數，因篇幅關係僅列出主要國發會

及地方首長參與次數(參見表 5)。跨校交流推動部分本團隊對於 USR 計畫共同培力系

列活動及 USR跨校共學論壇等也不遺餘力。(請參見表 5、表 6 及附件十三、十四) 

 

表 6 跨領域、跨校交流及合作推動進度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別 參與人員 活動說明 

109.08.28 

109 教育部大學社

會責任 USR 計畫共

同培力系列活動第

四場次：聯合國永續

發 展 目 標 (SDGs) 

【附件十】 

□會議、座談會 

□講座 

□參訪 

□工作坊 

■論壇 

□成果展 

□其他 

張淑君、
規劃團隊 

本次活動以 USR 計畫實踐 SDGs

之模式(如：人才培育、永續議題

課程開設、場域經營、與其他團

隊或產官學組織之合作)、策略和

經驗分享為主軸,邀請了解 SDGs

之產、官、學界專家學者與實踐

SDGs 之各校團隊，擔任本次共培

課程講者，進行專題演講與實務

經驗分享。 

圖 6 神木村祝山車站古道路線圖（全長 2,910公尺） 
資料來源：本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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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26 

109 年度教育部大

學社會責任 USR 計

畫 SIG 議題交流系

列活動第一場次 在

地連結：深耕在地。

從心出發【附件十

一】 

□會議、座談會 

□講座 

□參訪 

□工作坊 

■論壇 

□成果展 

□其他 

張淑君、
規劃團隊 

議題交流系列活動主要透過各專

業領域人士進行演講，後以工作

坊模式進行跨校社群交流，探討

在地連結各面向之主題發展與推

廣，提升 USR 之議題能見度與落

實社群交流之意涵，透過跨校，

甚或跨領域之交流互動，促進各

領域之資源整合，落實在地連結

之願景。 

109.10.13 
南投縣信義鄉梅子

夢工廠【附件十二】 

□會議、座談會 

□講座 

■參訪 

□工作坊 

□論壇 

□成果展 

□其他 

張淑君、
規 劃 團
隊、課堂
學生 

透過實作研習課程及參與地方創

生之實際案例之場域操作，讓學

生得以了解社區營造之具體實

現。 

109.10.28 
109年度 USR跨校共

學論壇【附件十三】 

□會議、座談會 

□講座 

□參訪 

□工作坊 

■論壇 

□成果展 

□其他 

張淑君、
規劃團隊 

邀請暨南大學、中正大學、雲科

大及本校 HUB 青銀樂園藝、萌芽

型清流部落計畫及深耕型浪愛齊

步走計畫團隊進行 USR 經驗分享

與交流。 

109.10.27

-11.1 

109 年度善盡大學

社 會 責 任 成 果 展

【附件十四】 

□會議、座談會 

□講座 

□參訪 

□工作坊 

□論壇 

■成果展 

□其他 

張淑君、
規劃團隊 

以海報、影片及實體展品形式於

校慶週辦理 USR 年度成果展，推

廣本年度 USR成果。 

109.11.16 

台中市北屯區水湳

社 區 發 展 交 流 會

【附件十五】 

□會議、座談會 

□講座 

■參訪 

□工作坊 

□論壇 

□成果展 

□其他 

張淑君、
規 劃 團
隊、課堂
學生 

透過來自不同系所學生的組合方

式使同學間互相切磋，以讓同學

發揮自主學習之潛力，進而激盪

出同學們更多創意創新之提案與

學習之熱忱，進行親身調查並探

究在地之議題。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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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源鏈結及外部合作推動進度 

計畫主持人除於 109年度 1月替南投縣政府與原民局向國發會爭取「濁水溪畔的產業晨星」一億多元之經費外(參見圖 3)，

更在 109 年度 8 月替信義鄉向國發會爭取「信義鄉地方創生計畫」一億之經費(參見圖 5)，於此後者教育部亦允諾於 111 年度

此 Hub結案後將給予補助【附件六、九】，前者現正在執行的濁水溪案-大地產業輔導教育部補助 750,000，學校配合款 500,000

元。前案有四大事業主題，除已正在執行之大地產業輔導一案以外，其他子計畫也於 109、110年度陸續發包執行中，後案也將

於 110年度陸續發包，計畫主持人除教育部外，也將陸續爭取其他子計畫之合作機會。 

 

圖 7 主計畫與配套計畫架構 
資料來源：本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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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資源鏈結圖 
資料來源：本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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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外部合作夥伴 

外部合作單位夥伴 

編號 姓名 學校/單位/職稱 主要學經歷及專長 參與本計畫之主要工作

內容 
1 史強 

南投縣政府原民局/

局長 

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企

畫處副處長 

注入部落資源，加強行

政與地方結合政策執

行。 2 石尊仁 
南投縣政府原民局/

副局長 

都市原住民族群間對族群事

務的參與 
政策協助輔導 

3 陳永忠 
南投縣信義鄉信義社

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產業發展、社福醫療、人文

教育、環境景觀 
協助推動 

4 全志堅 信義鄉公所 鄉長 推廣、企劃 資源整合、政策協助 

5 黃志輝 信義鄉農會 總幹事 農會經營 
協助返鄉青年農民特色

輔導、故事品牌行銷 

 6 陳永芳 梅子夢工廠 秘書 政策研擬 地方參與、協助推動 

7 張志雄 梅子夢工廠 廠長 行銷、推廣、產品研發 地方參與、協助推動 

8 張錦桐 埕禾設計顧問公司 環境景觀 資源整合 

9 陳珮文 音樂巷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研發、創意產業 
產品研發、創意產業、

部落青年培育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六、 經費執行進度 
 

本案之經費已於 12月初以 100%核銷完畢，請參酌表 8 經費執行進度。 

表 8 經費執行進度 

計 
畫 
經 
費 

年度 經費項目  

109 年 

 實際經費執行項目 
執行數  
執行率% 

人事費 兼任助理費 
18,608 

100% 

業務費 
臨時人員、講座鐘點費、印刷費、
雜支、差旅費、交通費 

1,164,892 

100% 

設備費 電腦、列表機 
66,500 

100% 

合計  
1,250,000 

100%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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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未來執行重點規劃 

除未來於 110年度兩大案「漫遊生活農莊地方創生計畫」【附件一】及「孕育高山

族群之大地山河濁水溪畔的產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附件二】之子計畫之主導權以外，

111 年度也會向教育部爭取高較深耕三年計畫補助之經費 1500 萬【附件六

-pp.21-222、附件九】。 

本校預計結合中部大學教師社群，並整合社區需求，經由社群互動，促成跨校、跨

域之主題式合作課程或研究行動。如本校與虎尾科技大學合作，強化在地生活文化內涵

及農特產研發，並進一步透過產(梅子夢工廠、信義鄉鄉農會)、官(南投縣原民局)、學

(虎尾科大)的合作落實社會實踐。 

 

 

表9 未來執行重點規劃 

年度 細項內容 

工作計畫 

青農創

意輔導 

農產創新研

發及加值 

生態品牌

形象行銷 

2020 

計畫執行準備及期程安排    
社區需求調查與一、二、三級產業資源盤點    
學校課堂參訪    

2021 

組織團隊，如輔導、教學、行銷團隊    
開設大學公費專班培育青農    
農業職涯探索與瞭解    
提供從事農業的相關資源支援    
與農民共同發想與交流    

2022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模式及專業人員培訓    
研擬品牌發展策略    
培訓在地農民行銷生態農園農特產    
打造品牌故事形象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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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執行效益 

一、 計畫自訂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一)  計畫成果衍生效益之顯著性 

建立校務推展與社會參與的平台機制，促進大學、在地團體或政府部門等實

質合作；發揮教研能量，提升觀光及文化效益；增強族群文化意識，在既有中興

大學農資院產學合作基礎上，鼓勵現有合作廠商於部落發揮社會責任；活絡在地

交流，促進人才培育，重建地方經濟產業文化。使信義鄉成為以生活生態為核心

的地方經濟發展，更進而提升信義鄉為定住宜居為之鄉鎮。 
 

表 10 執行效益 

項目            執行效益 

質 化 效 益 

產業加值 

加值農特產形象 

協助輔導，加強在地農產特色文化 

強化市場行銷 

量 化 效 益 

預期執行效益 

開設至少 5門跨域整合課程，修課學生至少 100人次 

社區之人文地產田野調查執行 2份 

學習方案(農特產品研發每年至少 50小時)  

農業創新講座 2場 

農業研發講座 2場 

學習方案創意事業至少 50小時 

創意事業講座 2場 

文化創意事業經營講座 2場 

學習方案(品牌形象行銷至少 50小時) 

行銷講座 2場 

品牌形象講座 2場 

分別輔導個案 12個 

輔導個案業績或產值提升 20% 

增加 50位青年留鄉、返鄉就業或創業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二)   計畫成果衍生效益之顯著性 

1. 相關學分學程： 

運用授課老師過去研究成果，實踐於大學課程，結合行銷核心知識實踐應

用於部落場域方式，以達大學共創及教育創新目的。 

2. 社會企業之導入，並與 CSR 結合： 

規劃完善的學生社會參與機制，包含(1)串聯課程教學與服務學習；(2)

透過舉辦營隊、工作坊、講座等活動將社會議題帶進設計思考(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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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3)積極進行跨院校、跨部門之產官學合作，連結國內大學、社會

企業、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等機構以及外部社群，讓學生有更多實作機會並累積

實務經臉。 

3. 跨校、跨域合作，提高 USR 動能： 

本校結合中部大學教師社群，並整合社區需求，經由社群互動，促成跨校、

跨域之主題式合作課程或研究行動。如本校與虎尾科技大學合作，強化在地生

活文化內涵及農特產研發，並進一步透過產(梅子夢工廠、信義鄉鄉農會、仁

愛鄉農會)、官(南投縣原民局)、學(虎尾科大)的合作落實社會實踐。 

 

二、 HUB團隊-共同質量化 KPI達成情形 

表 11 共同質量化 KPI達成情形 

指定 KPI 達成情形說明 

跨領域 

至少帶入 2項本校

特色領域進入實踐

場域 

產學合作、跨領域創新 

與民間企業合作，進一步透過產(梅子夢工廠、信義鄉鄉農

會、仁愛鄉農會)、官(南投縣政府)、學(虎尾科大)的合作

落實社會實踐，並帶領學生實際體驗場域之特色及親自走訪

社區，以實際案例去進行發想及激盪出更多創意新想法，透

過來自不同系所學生的組合方式使同學間互相切磋，以讓同

學發揮自主學習之潛力。。 

場域經營 

每年與場域人員共

同召開會議 3次以

上 

【109.01.31】「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第 15次工作會議紀

錄-南投縣「濁水溪畔產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 

「大地產業輔導」：業已申請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

1500萬元三年計畫。 

【109.05.06】南投縣信義鄉地方創生計畫第 2 次輔導會議 

地方創生之目標係藉由發展符合地方 DNA 之產業及提升生

活機能，吸引人口回流及關係人口進入。經信義鄉公所盤

點，其重要 DNA包括梅、葡萄等農作物、知名觀光景點及原

住民特色文化等，爰本案建議以農業、特色文化產業及環境

整備等為核心發展策略，並就各項策略之事業提案進行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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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26】「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第 1 8 次工作會議

紀錄-南投縣信義鄉地方創生計畫 

「大地產業輔導」事業提案：本案業已併入南投縣「濁水溪

畔產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 第 15次工作會議通過))，並經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核定在案，因其係屬信義鄉地

方創生之主計畫項目，其經費統計請納入本地方創生計畫。 

人才培育 

每學期至少帶入 1

門課程(正式課、通

識課)或 3門微課程

至實踐場域，課程需

到場域進行移地教

學。 

【109.10.13】南投縣信義鄉梅子夢工廠研習 

透過實作研習課程及參與地方創生之實際案例之場域操

作，讓學生得以了解社區營造之具體實現。 

【109.11.16】台中市北屯區水湳社區發展交流會 

透過來自不同系所學生的組合方式使同學間互相切磋，以讓

同學發揮自主學習之潛力，進而激盪出同學們更多創意創新

之提案與學習之熱忱，進行親身調查並探究在地之議題。 

育成輔導 

參與 USR辦公室辦

理之會議、教師社

群、座談會、論壇、

成果展、研習等活動

至少 3場次 

【109.08.28】109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 USR 計畫共同培力

系列活動第四場次：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本次共培活動將以ＵＳＲ計畫實踐ＳＤＧｓ之模式（如：人

才培育、永續議題課程開設、場域經營、與其他團隊或產官

學組織之合作）、策略和經驗分享為主軸，邀請了解ＳＤＧ

ｓ之產、官、學界專家學者與實踐ＳＤＧｓ之各校團隊，擔

任本次共培課程講者，進行專題演講與實務經驗分享。 

【109.09.26】109 年度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 USR 計畫 SIG 

議題交流系列活動第一場次 在地連結：深耕在地。從心出

發 

議題交流系列活動主要透過各專業領域人士進行演講，後以

工作坊模式進行跨校社群交流，探討在地連結各面向之主題

發展與推廣，提升 USR 之議題能見度與落實社群交流之意

涵，透過跨校，甚或跨領域之交流互動，促進各領域之資源

整合，落實在地連結之願景。 

【109.10.28】109 年度 USR 跨校共學論壇 

邀請暨南大學、中正大學、雲科大及本校 HUB、萌芽型計畫

及深耕型計畫團隊進行 USR經驗分享與交流。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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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附件一、漫遊生活農莊地方創生計畫】 

 

圖 9 漫遊生活農莊地方創生計畫 

【附件二、孕育高山族群之大地山河濁水溪畔的產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 

 

圖 10 孕育高山族群之大地山河濁水溪畔的產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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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社區營造與創意方案課程-i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之設計】 
(一)  執行時間：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二)  執行內容：課程特色為行動導向，依各科系特色發揮學生創意，協助部落提出創意方案

並藉由 iLearning數位學習平台之設計，採翻轉教學的設計模式有課前、課中、課後的

教學活動安排。 

 

圖 11 翻轉課程教學 

【附件四、孕育高山族群之大地山河濁水溪畔的產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輔導會議-2】 

(一)  討論時間：109.01.02 

(二)  討論地點：國發會本會 

(三)  執行內容：針對 10/23輔導會議，計畫修正說明及經費核撥事宜，)整併項下「農業特

色加值」、「文化特色加值」、「生態品牌形象」等 3項提案，申請教育部 高教深耕相關

計畫協助。 

 

 

圖 12 孕育高山族群之大地山河濁水溪畔的產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輔導會議-2 

資料來源：本團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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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孕育高山族群之大地山河濁水溪畔的產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共識會議~10】 

(一)  討論時間：109年 1月 6日 

(二)  討論地點：信義鄉 

(三)  執行內容：特色文化道路投 83線及巴蘭廣場現勘 

資料來源：本團隊拍攝 

 

 

 

 

【附件六、「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第 15 次工作會議紀錄-南投縣「濁水溪畔產業晨星」地方

創生計畫】 

 

(一)  討論時間：109.01.31 

(二)  討論地點：國發會本會 

(三)  執行內容：「大地產業輔導」：業已申請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 1500 萬元，實際

補助金額視審查結果而定。 

 

 

圖 14 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第 15次工作會議紀錄-南投縣「濁水溪畔產業晨星」地方創生計畫 

資料來源：本團隊拍攝 

圖 13 巴蘭廣場現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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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國發會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提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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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南投縣信義鄉地方創生計畫共識會議~6】 

(一)  討論時間：109.03.03 

(二)  討論地點：信義鄉公所 

(三)  參與人員：信義鄉公所與計畫團隊 

(四)  討論事項： 

1. A-1原鄉門戶景觀營造： 

(1) 原「部落入口門戶景觀型塑」、「強化部落文化特色」計畫併為一項「部落入口

門戶景觀型塑並強化部落文化特色」，對應部會營建署城鎮之心計畫 

(2) 針對明德、雙龍、台南村入口意象 

(3) 需地籍、地號 

2. A-2部落特色道路景觀營造： 

(1) 原經費 9000調整至 8500萬 

(2) A-3 改為「丹大傳統林道道路修復」併入 A-2 

3. B-1部落文化復育推動： 

(1) 信義鄉布農文化館園區規劃整建，包含建築、內部空間規劃、外觀意象建置、

園區周邊意象陳列、圍牆外觀規劃 

(2) 需現況照片、地號、地籍資料 

4. B-2特色文化加值： 

(1) 原「傳統工藝加值」、「多元通路與行銷」併為一項「傳統工藝加值及多元通路

與行銷」 

(2) 總經費 300萬 

5. 計畫名稱「漫遊森活」修改 

資料來源：本團隊拍攝 

 

圖 16 信義鄉地方創生計畫共識會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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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南投縣信義鄉地方創生計畫第 2次輔導會議】 

 

(一)  討論時間：109.05.06 

(二)  討論地點：國發會中興辦公處 

(三)  執行內容：地方創生之目標係藉由發展符合地方 DNA之產業及提升生活機能，吸引人口

回流及關係人口進入。經信義鄉公所盤點，其重要 DNA包括梅、葡萄等農作物、知名觀

光景點及原住民特色文化等，爰本案建議以農業、特色文化產業及環境整備等為核心發

展策略，並就各項策略之事業提案進行調整。 

 

 

圖 17 南投縣信義鄉地方創生計畫第 2次輔導會議 
資料來源：本團隊拍攝 

 

 

 

【附件九、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第 18次工作會議紀錄-南投縣信義鄉地方創生計畫】 

 

(一)  討論時間：109.08.26 

(二)  討論地點：國發會中興辦公處 

(三)  執行內容：「大地產業輔導」事業提案：本案業已併入南投縣「濁水溪畔產業晨星」地

方創生計畫 第 15次工作會議通過))，並經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核定在案，因其

係屬信義鄉地方創生之主計畫項目，其經費統計請納入本地方創生計畫。 

 

 

圖 18 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第 18次工作會議紀錄-1  
資料來源：本團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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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第 18次工作會議紀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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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109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 USR計畫共同培力系列活動第四場次：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DGs)】 

 

(一)  活動時間：109.08.28 

(二)  活動地點：政治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YouTube線上直播) 

(三)  執行內容：以 USR計畫實踐 SDGs之模式(人才培育、永續議題課程開設、場域經營、與

其他團隊或產官學組織之合作)、策略和經驗分享為主軸,邀請了解 SDGs之產、官、學

界專家學者與實踐 SDGs 之各校團隊,擔任本次共培課程講者,進行專題演講與實務經驗

分享。 

 

  

圖 20 109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 USR計畫共同培力系列活動第四場次：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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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109 年度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 USR 計畫 SIG 議題交流系列活動第一場次 在地

連結：深耕在地。從心出發】 

 

(一)  活動時間：109.09.26 

(二)  活動地點：高雄醫學大學生命科學院(Google Meet線上直播) 

(三)  執行內容：本次 SIG 議題交流系列活動主要透過各專業領域人士進行演講，後以工作

坊模式進行跨校社群交流，探討在地連結各面向之主題發展與推廣，提升 USR 之議題能

見度與落實社群交流之意涵，透過跨校，甚或跨領域之交流互動，促進各領域之資源整合，

落實在地連結之願景。 

 

 

圖 21 109年度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 USR 計畫 SIG 議題交流系列活動第一場次 在地連結：

深耕在地。從心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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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南投縣信義鄉梅子夢工廠參訪】 

 

(一)  活動時間：109.10.13 

(二)  活動地點：南投縣信義鄉梅子夢工廠 

(三)  執行內容：透過實作參訪課程及參與地方創生之實際案例之場域操作，讓學生得以了解

社區營造之具體實現。 

 

 
圖 22 南投縣信義鄉梅子夢工廠研習-1 

資料來源：本團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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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研習課程，讓學生實際體驗，瞭解多元化的行銷內容，如信義鄉的節慶活動、運動產

業、電影產業等，打造觀光景點提振原鄉產業，並且藉由農業文化提升在地印象。並且能讓同

學能更加瞭解於實務上如何運用，且瞭解未來職場之需求，提升同學的興趣，並期望以產、官、

學合作模式，運用既有的產品及文化特色，並結合中興大學現有資源包括師資、學生團隊及研

究資源，為地方創造良性循環。 

 

 
圖 23 南投縣信義鄉梅子夢工廠研習-2 

資料來源：本團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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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109年度 USR跨校共學論壇】 

 

(一)  活動時間：109.10.28 

(二)  活動地點：中興大學圖書館 

(三)  執行內容：邀請暨南大學、中正大學、雲科大及本校 HUB青銀樂園藝、萌芽型清流部落

計畫及深耕型浪愛齊步走計畫團隊進行 USR經驗分享與交流。 

 

 

圖 24 109年度 USR跨校共學論壇 

資料來源：本團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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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109年度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成果展】 

 

(一)  活動時間：109.10.27-11.01 

(二)  活動地點：中興大學圖書館 

(三)  執行內容：以海報、影片及實體展品形式於校慶週辦理 USR年度成果展，推廣本年度 USR

成果。 

1. 成果展海報 

 

圖 25 109年度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成果展-1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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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桌曆海報 

 

圖 26 109年度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成果展-2 

資料來源：本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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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果展影音 

 

圖 27 109年度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成果展-3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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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台中市北屯區水湳社區發展交流會】 

 

(一)  活動時間：109.11.16 

(二)  活動地點：台中市北屯區水湳社區 

(三)  執行內容：透過來自不同系所學生的組合方式使同學間互相切磋，以讓同學發揮自主學

習之潛力，進而激盪出同學們更多創意創新之提案與學習之熱忱，進行親身調查並探究

在地之議題。 

 

 
圖 28 台中市北屯區水湳社區發展交流會 

資料來源：本團隊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