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規劃設計學院USR成果展緣起
教育部的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目標

在於開啟大學與鄰近社區間的交流與互

助，藉由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來建立校

園為核心的生活圈，同時，也能在這樣的

過程中讓師生參與，探尋並解決社會真實

問題。

然而，這類型的計畫，是需要集結眾人協

力來共同解決問題。因此成果展目的則

是在於，讓更多的人能夠知道有這類型的

計畫正在萌芽，讓觀展者不論之後參與計

畫與否，這些成果中探討的議題都是現在

偏鄉地區所面臨的問題。即便對於參與計

畫沒興趣、或是對於場域沒有共鳴，也可

以從展覽中萌生對於環境、社會關懷的思

維。或許這些具有實踐能力的種子，透過

展覽的啟蒙，能夠在未來長出新芽。

回過頭來，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是未來校園必

須要去面對的挑戰，才能將大家鑽研的技術

與累積的知識，不是只放在校園圖書館，而

是有機會大放異彩，造福社會，感動自己也

感動別人，便是在這次的展覽的訴求。

策展單位簡介
本次大學社會責任展覽，為規劃與設計

學院所主辦，不僅支持展覽的場域，更

號召學院內師生，共同協力，完成本次

的展覽。並由「臺南濱海地區環境變

遷調適計畫」來協辦，以臺南濱海作

為本次展覽的主題，同時邀請IMPACT

計畫中的合作夥伴來參展、手創教學

及體驗課程。 IMPACT計畫為教育部

補助之1 0 7年大學社會責任U S R實踐

計畫「臺南濱海地區環境變遷調適計

畫」（Implementation plan adapted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ainan coastal 

area，簡稱IMPACT），由成大建築系

林子平老師、海事所張懿老師及都計系

黃泰霖老師共同執行，並由測量系饒見

有老師支援沿岸及社區的航拍與3D模

型的建置。目的是探索環境變遷下臺南

濱海區域面臨的問題，培育年輕學子對

於在地環境及社會議題的關懷，帶領學

生深入濱海社區協助在地調適氣候變

遷，並積極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SDGs並與國際接軌，以善盡成功大學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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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設計學院 USR 成果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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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活動內容
展覽內容十分多元，從地方單位到校內成果都有。

地方單位我們邀請到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北門區公所、北門嶼商圈、三股

社區及青創團隊，地利小食、相交蘆筍園、股份魚

鄉；校內成果則有包含USR前導計畫 -科技部人文

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左鎮公館社區、震災重建計

畫，也包含了大學社會責任C計畫-永續城鄉營造-社

會創新型USR資源中心建構、B計畫-以微生物導入

臺南市大西北地區的智慧新農業、B計畫-調適與連

結-南部濱海地區環境變遷下的行動方案。在學生成

果中本次展覽展示，建築環境控制(二)、都市微氣候

與環境計畫、MArch2 設計專題研討、建築物理環境

(三)一共四門課程成果作為學生成果發表之內容。

展覽亮點
校內實踐型計畫

不同於傳統的計畫類型，邀請參展計畫都有實際耕

耘之場域，不僅僅是滿足研究的需求，更注重於人

才與場域的連結，藉由連結來提出創新的解決社會

/環境/教育問題辦法。如：以玉井作為實踐場域的

震災重建計畫，主要在地震災害後協助地方檢視住

家安全，並幫助強化社區防災。以左鎮為場域的計

畫，則為協助在地友善農業提升競爭力及提供偏鄉

教育。永續城鄉營造-社會創新型USR計畫主要希望

能夠來組織大臺南地區的USR資源中心，以師資平台

的建立，來媒合場域與專業的共學共做，是十分具

有前瞻性的計畫。而以微生物導入臺南市大西北地

區的智慧新農業計畫則是為了實踐社會公平正義，

希望透過農業的創新來解決農夫收支不平衡的現

象，改善孩童生長及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

人文創新實踐 - 左鎮區計畫，現場導覽團隊成果。

建築系學生課程成果。

學生參與成果

在學生成果中參與之學生皆為建築系學生，學生透

過實際到現場觀察與資料的彙整歸納，並以建築系

專業提出的設計策略，其中包含了MArch2 設計專題

研討-北門遊憩區的場域規劃、建築物理環境(三)設

計10年後面臨氣候變遷下的建築形態、建築環境控

制(二)都市微氣候與環境計畫-地方問題的探索與解

決方案。

邀請在地青創團隊

在偏鄉地區創業是需要有十足的勇氣與毅力，而年

輕人回鄉也是大學社會責任的遠大目標，因此青創

團隊更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對象。展覽中也邀請地利

小食徐麗敏共同創辦人前來參展與教學體驗課程，

團隊長期耕耘將軍區蘆筍產業與社區再造，提出蘆

筍下腳料再利用，並創造下腳料新市場、增加年長

者參與新市場之媒合，打出銀蘆筍之品牌。股份魚

鄉團隊藉由食漁教育，來帶動地方觀光與產業的串

聯，讓前往參與者能夠思考養殖文蛤從生產到餐桌

上，中間所面臨的困難與辛勞，了解食物的價值不

是數字或好吃不好吃而已，期間更包含養殖業者對

品牌的經營與信念，亦更是代表一個產業與地方文

化的延續。相交蘆筍園則是承接了爺爺輩的事業，

但所使用的種植都是採用生態友善的技術，同時也

不斷的創新使用新穎的網室，也是與IMPACT團隊

正在以農民可負擔永續經營的方式，打造夏季低

溫，冬季仍保有抵禦寒害的網室。最後，三股多元

就業方案王弼主經理，也是在大學畢業後回鄉經營

社區，在社區中發起了多項的創新活動，如〈元宵-

偷挽蔥，嫁好尪〉、〈實境遊戲〉、〈蚵學教室-三

股漁村小旅行〉等，創造了農村遊憩的市場，活化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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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邀請在地蚵農教學體驗活動：串牡蠣殼。

邀請三股社區的多元就業團隊，教學編織環保提袋。 蘆筍園實測、單體牡蠣養殖的示意。

多元教具展示。規劃設計學院創新知識交流 -CPD Talks (College of Planning and Design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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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體驗活動

我們邀請七股在地蚵農-凱文店長，教學如何從牡蠣

殼回收到再利用蚵殼附苗，並安排蚵殼、蚵繩、穿

孔器、裝蚵籠、教學看板，由蚵農講解牡蠣的生長

過程、以及如何正確的將處理好的蚵殼打孔，穿孔

打結在蚵繩上，每蚵間約兩個拳頭的間距，才有足

夠空間讓牡蠣成長。

篩文蛤體驗的部分，我們與嘉藥大學-環境永續學院

環境資源管理系黃大駿教授實驗室借用文蛤尺，讓

同學能了解在野生環境下要多大的文蛤尺寸才能捕

獲。也請三股社區協助製作文蛤教材，將文蛤殼從

海產店回收，清洗曬乾後封口，配合展覽現場備有

的文蛤篩，體驗文蛤養殖戶利用篩子將文蛤分級，

實際操作的流程也由股份魚鄉提供之繪本，來讓參

與者學習文蛤養殖的眉眉角角。

三股社區的多元就業團隊，則是教學如何編織環保

提袋，呼應本次環境永續的主題，讓在地團隊與校

篩文蛤體驗教具。

內師生交流，成為現場最多人體驗互動之活動。地

利小食團隊則前來教學，如何挑選下腳料及蘆筍加

工體驗，讓校內師生可以了解蘆筍下腳料產業的工

序與實際動手篩選的經驗。

展示中，也呈現了IMPACT團隊在執行計畫中衍生的

『濱海小學堂』，試圖將複雜的環境變遷議題(沙洲

變遷、牡蠣養殖棚類型、社區淹水卡牌、虱目魚的

一生)，透過遊具的設計，讓參與者能夠從遊戲中學

習知識，理解環境變遷對生活的影響和衝擊。現場

也放置蘆筍實測、單體牡蠣養殖的示意，邀請了牡

蠣與蘆筍本人(由相交蘆筍園提供)前來現場，實際

了解團隊的成果與應用之技術。也由建築系碩士生

郭筱晴設計地貼，讓參與者能夠清楚北門、將軍與

七股的地理條件。同時，現場也設置許多的知識小

物，呈現場域的產業、文化、觀光地點的資訊，放

置木頭展架呈現過去規劃與設計學院在此場域中提

出了哪些問題的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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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規劃

其中包含了規劃與設計學院所主辦的C P D  Ta l k s 

(College of Planning and Design Talks)，邀請講者

陳世明教授前來演講，「由臺南濱海場域見到大學

社會責任計畫平台」，講談中分享大學社會責任的

推動理念，以及面對不同單位間如何串聯平台與機

制，並且提出大學USR應為促進都市發展及人類福

祉。由IMPACT團隊中的博士後研究員與建築系兼任

教師楊馨茹分享在計畫執行中如何思考課程串聯場

域，以及在執行過程中的經驗與困境。IMPACT團隊

計畫主持人建築系林子平教授，也展示了計畫如何

透過科技與場域串連，藉由專業技術協助社區面臨

環境變遷後所受到的衝擊。演講過後銜接本次展覽

的開幕式，邀請多位重量級人物前來交流，包含了

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成大規劃與設計學院鄭泰昇

院長與北門區公所曾榮嘉區長、雲嘉南管理處管理

課莊鴻濱課長、陳彥君技士等人，共同分享大家對

於大學社會責任的看法與期許，帶給台下不同領域

的師生對於大學USR計畫更多的理解和想像。

蘇校長認為，不論是創新的技術、或是利用現有的

科技來解決社會問題，都是一樣在為社會貢獻，只

要是負責任的、誠心的來為社會貢獻，都是我們值

得去做，也該努力去做，才能更有意義的來去串聯

社會的需求。而鄭泰昇院長則是認為我們除了參與

社區的活動，更重要是要建構一套新的教學模式，

打破傳統的教育形式，才有機會培育多元且能夠適

應社會快速變化的人才。以長期參與社區的陳世民

教授的觀點，在參與社區中必須要有更多的溝通與

對話，不僅是學術界提供服務，更重要是要能讓社

區參與，共同學習來解決場域內的問題，或許解決

問題的技術與核心就會來自於社區內。而長期在投

入建築與氣候研究的林子平教授，則認為必須兼顧

科學基礎及在地實踐的研究，才會具有競爭力，對

於成大先天有的資源與人才，是有機會來創造具有

社會公平與經濟永續的大學社會責任。現場參與的

田納西大學韓立教授也有感而發的分享，在大學社

會責任中大家不是為了升等、績效來去執行，而是

真正的從實務中來了解社會實際的問題。

除此之外，本次展覽也邀請了專家學者來分享環境

變遷、懶人包、ARUP東南亞案例的議題。週二的

「環境變遷下的濱海發展議題」，由成大水工所研

究員  盧韋勳分享「沙洲變遷與濱海生活」，指出

蘇校長認為不論是創新的技術、或是利用現有的科技來解決社會問題，都是一樣在為社會貢獻，鄭院長啟發大家除了參與社區的活動，更重要是要

建構一套新的教學模式，打破傳統的教育形式。

成大水工所研究員盧韋勳分享「沙洲變遷與濱海生活」、臺南社

大晁瑞光研究員說明「海洋廢棄物對人類的影響」、尋人啟事工

作室講述「走進養殖漁鄉看見氣候變遷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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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南台科大的陳一夫主任前來分享「政策懶人包動畫製作經驗談」、以及由成大都計系黃泰霖教授來分享「濱海聚落發展之系統思考」。

沙洲變遷的原因很多，多數是人類開發建設時，無

考量環境系統的平衡產生的現象，包含上游的攔河

堰、港口的建立、流域的人工固岸都是會導致沙源

流失，下游供沙不足侵蝕的現象，而此現象也非臺

灣獨有，以世界上的沙洲來看，都是侵蝕的現象，

因此我們更要考慮，我們以工程的角度來抵禦自然

災害，又是否引起長期環境變遷的災害呢？臺南社

大  晁瑞光研究員在「海洋廢棄物對人類的影響」

演講中，指出臺灣過多的廢棄物，有些是由於不當

的管理與使用行為，舉例而言，浮棚式的浮具開

發，通常無參考使用者的行為與喜好來設計，導

致 花 費 了 大 量 的 研 究 資 源 卻 無 人 願 意 使 用 。 然

而，將資訊傳遞給漁民，是有機會找尋有意願創

新的漁民，可以利用漁農之餘來研發更有機會被

使用的設計。尋人啟事工作室廖怡霈共同創辦人

講述「走進養殖漁鄉看見氣候變遷」之內容，演

講中除了分享新創工作室的契機與目的，也分享

了在產業與社區間經營時遇到的瓶頸，必須注意

在經營地方時，需要衡量權益關係人，才不會對

不同的合作單位造成無意的傷害。

週 四 的 「 環 境 變 遷 下 的 濱 海 聚 落 發 展 及 知 識 轉

譯」，是由南臺科大地方創意發展中心陳一夫主任

分享「政策懶人包動畫製作經驗談」，陳主任解說

製作懶人包的要領與過去的案例分享。懶人包是傳

遞複雜的資訊給讀者，因此，需要製作者對於議題

的熟悉、還必須考慮傳遞資訊的對象是誰、是否加

入一些時事角色，讓觀賞者能有同感，才能做出一

個成功且吸引人的懶人包，減少資訊傳遞不清楚導

致讀者的誤解。成大都計系黃泰霖教授則分享了

「濱海聚落發展之系統思考」，說明風險評估的權

益關係人系統，若能找到系統中的關鍵人，在未來

政策或是理念可更加速推動，其複雜的架構也引發

學生們的熱烈討論。

最後也邀請了Arup香港總部助理董事林雁東博士來

分享「亞熱帶與熱帶地區的永續建成環境實踐-微氣

候、低碳與舒適」，內容介紹ARUP團隊過去執行的

計畫以及如何利用模擬來規劃空間、資訊化的展示

與團隊之間的分工，讓同學們可以理解國際顧問團

隊是如何從環境控制從分析到實際建設的應用。

展覽中也邀請了 ARUP 亞洲團隊來分享「亞熱帶與熱帶地區的永

續建成環境實踐 - 微氣候、低碳與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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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測量系饒見有教授提供 3D	建物模型，現場展示濱海聚落之特色。

短片小劇場

展覽中也希望藉由網路上公開的小短

片分享，讓參與者也可以了解一天下

來消費性的廢棄物有多少？若改善日

常行為可以減少多少廢棄物。主題分

別是環境關懷的起點、糾結與未來。

最後以現有的環境永續觀念與策略，

期望讓參與者可以能了解我們面對環

境問題下的態度及調適的潛力。

展示3D聚落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現場也展示了計畫中

委託測量系饒見有教授，利用UAV所

拍攝的聚落3D建物模型。模型解析度

高，可透過線上的網址來調整視角及

縮放，讓想了解聚落環境的參與者，

不需要透過冗長的影片或現地參訪的

方式，來了解聚落的紋理、建築的形

式、聚落的錯落分佈等等。此外，呈

現過去課程學生是如何透過3D模型的

應用來套疊前後設計的示意圖。不同

於過去以往建立量體模後貼上材質，

3D模型具有更高的擬真度，能夠減少

設計前後視覺的差異與溝通的落差。

走出校園串聯世界
本活動預期能夠讓更多人能了解USR

計畫的目標及參與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時可能面臨的困境與需要的支援。從

問題發掘、自我探索到社區實踐，讓

師生逐漸的從理想到制度改革，是這

場大學社會實踐的目標。期待能讓更

多人參與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解決產

學脫節的現象、亦希望能讓偏鄉地區

受到關注，提升資源流動，未來能讓

青年回流，增加偏鄉的人口與就業

率，在有人力與經費的投資下，地方

的機能會日漸豐富，形成正向的循環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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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規劃設計學院師生，共同完成為期一周展覽，圓滿成功。

邀請濱海合作對象，共襄盛舉展覽開幕式。

未來我們更希望能夠跨出

成大校園，與不同學校共

同舉辦成果分享，校園接

至區域，再從區域連結到

全台，建立典範的系統，

與國際團隊的交流，都是

人才培育與大學自我提升

的努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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