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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從永續發展觀點看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計畫，探討大專院校對於執行大

學社會責任計畫對應永續發展之深度，其中將各校背景、計畫類型與計畫特色做

深入探討，探討其關聯及差異。利用統計軟體將蒐集而來 166 份資料進行敘述性

統計分析、變異數分析及交叉分析，探討其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與永續發展之

關聯。 

 

研究結果發現： 

(1)執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學校具體行動差異性不大 

(2)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對應 SDGs 目標較單一且具深度展現 

(3)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利於社會永續發展。 

 

 

 

 

關鍵字：SDGs、企業倫理、企業社會責任、大學社會責任、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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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omote on The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Explore the dep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implement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grams. Among them, the background, plan type and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chool are discussed in depth to explore their relevance and differences. Using 

statistical software to analyze 166 data by narra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variance 

analysis and cross-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motion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1) Execution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n to promote school specific actions 

are not much different 

(2) The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n corresponds to the single and deep 

presentation of the SDGs. 

(3) The university's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n promot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Keywords: SDGs、Business Ethic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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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緒論將分為三個部分介紹；第一節為本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本

研究目的；第三節則是介紹研究流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17 年USR 試辦計畫由教育部正式祭出，全國共計153 校大專院校，提出

289 件申請案，經審查核定共計有118 校170 件大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

已觸及全國各大專院校約占八成以上，能實踐之場域已涵蓋全國各縣市鄉鎮及地

方。 

大學可說是地方的知識中心及重要樞紐，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具有相當

大的潛力及實踐機會。經由大學做資源中心的串聯，讓老師與學生透過教學創新

及社會實踐做為媒介，成為地方區域的創新系統重點核心，並塑造一個上下整合，

結合公民參與的基礎中心來接應社會、經濟與環境等三面向真實問題的行動網絡，

並解決問題、創造價值及培養新生代的人才。 

高等教育學府(大學)擁有高端的專業知識及人才，若能將培育的人才投入，

更能提升文化成長、服務社會及促進國家的發展，擔負起地方資源連結之責任，

並帶動我國城鄉發展、促進文化振興、再造社區風華，以創造在地價值。 

社會責任的實踐，大學更應作為一個價值共創之平台，將真實問題與需求對

接，嘗試透過分類各種工作項目，讓不同聲音、價值及矛盾能夠於大學平臺上進

行協調。不僅能夠帶動企業、產業之合作，還能共融共享這生活之遠景，尋找出

各種可能與方法，進而提升生活環境之品質。 

如何透過適當的社會活動的設計，找出一個介面，可以集結眾人之力，共同

承擔及回應這些衍生出的複雜問題，是目前相當重要且迫切的議題。而大學社會

責任(USR)的推動，正好直接且真實地回應當前的現況及時代趨勢與國家發展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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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日，聯合國正式推出永續發展目標(SGDs)，內容呈現全球應關注

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Goals)及169項細項目標(Targets)，其主要政策以人、環

境與社會面向出發。提倡一套需公民共同參、共同執行的永續發展架構，藉由此

架構影響各國家之發展，讓地球上、世界各地能夠讓生活零負擔。 

經由大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的推動，讓做為地方知識中心重要樞紐的

大學能釐清自身應該為誰而負責？應當扛起什麼樣的責任？如何以大學的高度

切入，指出未來方向而滿足社會期待？及如何履行？  

大學如何遵循聯合國永續發展標準(SDGs)，搭配我國永續發展政策，如何落

實地方連結、連結國際與未來？藉由大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大學如何發

展自己獨特對人、環境與社會的價值，透過教育改變看待自己與社會的眼光，打

破既有的模式與迷思，創造讓人、社會與生活更加美好的價值，辦出一所令人期

待、讓地方有感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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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據上述研究之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將從永續發展觀點看大學社會責任計

畫推動。近年來經濟、環境及社會三面向問題不斷浮出，如何永續發展下去已成

為全球時下的關注議題。從早年就開始推動的企業社會責任(CSR)中可以發現，

企業對社會責任的付出與貢獻，具有實際的補救行動卻無法預防再次發生，全面

性思慮明顯不足。若大學能做為地方知識中心的智庫，協力建構出解決問題與滿

足社會需求之架構，將大學、產業、社區資源串聯，實際建構出一套滿足社會期

待的系統，促使經濟、環境與社會三面向永續發展，將更加美好。 

從各大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推動中，觀察實際執行策略與具體作法對

永續發展之對應。運用 2016 年聯合國祭出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給予我國推

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學校建議與未來發展之參考，其問題如下： 

 

一、不同學校背景、類型、特色執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之差異 

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對應我國大學社會責任

計畫之關聯 

三、我國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未來推動方向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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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針對全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學校深入了解其執行策略

與實際具體之作法，從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總辦公室，網路公開資

訊平台取得研究樣本資料，進行內容分析，了解各所大專院校實施大學社會責任

計畫之推動策略與作法。同時，將收集來的資料區分計畫類型及特色，對應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前者區分三類(經濟、環境及社會)，

後者區分為六類(數位革命、智慧城市、永續農業生態、人力資本、循環經濟及

能源轉型加速)進行研究，並藉由文獻探討與樣本資料分析結果找出目前我國推

動大學社會責實踐計畫(USR)鏈結永續發展目標的關鍵並給予建議，進而提供未

來全國大專院校以校為中心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之參照，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研究「從永續發展觀點看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之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流程。 

第二章 文獻探討，回顧及整理過去與企業社會責任、大學社會責任及永續

發展觀點對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之探討。 

第三章 研究方法，依據研究目的，進行研究架構之探討，以內容分析法分

類出研究目標與研究範疇，最後，並說明編碼之方式。 

第四章 統計結果分析，研究結果與分析，將蒐集來樣本資料進行內容分析

並加以整理。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將本研究發現之結果彙整總結，並提出發現之問

題與建議，給予做為 未來執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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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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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企業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 

本節將針對企業倫理的意涵與企業社會責任推動進行探討，探討兩者之間

的相關研究，包括相關的研究構面與文獻回顧，釐清其重點意涵與概念，利於

本研究之進行。 

一、 企業倫理的定義 

企業倫理(business ethics)意指企業於道德上是與非的行為，及其於企業

環境中的應用(Gillbert, 1992)。吳成豐 (1995)認為企業倫理是指企業內部強

調企業倫理道的之觀念，包含企業任何部門、政府部門、消費者、股東、供應商

及企業內部員工之間的倫理道德關係，強調企業對於事情的「對」或「錯」做出

事實的判斷 

賴明政(2004)指出企業應注重公司企業倫理之展現，同時深化組織影響其企

業員工，強化員工企業倫理行為的認知，此行為不單能正面影響員工對企業的承

諾，同時也會影響提升企業員工對外行為的展現。國外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

Umphress, Bingham and Mitchell(2010)提出員工若對企業做出承諾反倒會影

響做出不到道德出軌的行為。若企業員工過度認同企業，將會迫使員工對企業產

生急於正向回報的動力，此時員工可能會為了組織做出違法或不符社會大眾期待

的不道德行為。 

Clarence (1988) 認為倫理，是以倫理與正義為標準，以做出人類行為、舉

止是與非的判斷；然而，企業倫理則將此判斷標準範圍加以擴充，使其包含社會

期望、公平競爭、廣告、人際關係的運用、社會責任的意義、顧客至上的程度。；

Clarence (1977) 認為企業倫理是將倫理判斷標準，包含社會期望、人際關係的

運用、社會責任的界定、企業內部合作、對外協調、 顧客服務、供應商合作關

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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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學者研究成果，若將倫理用於企業經營中為企業倫理(Business 

Ethics)，即表現企業倫理指企業內部與利害關係人整體的關聯與法則，是屬廣

義的社會倫理環節。 

由此可知，倫理(Ethics)用於企業與利害關係人的某事件進行裁斷，是「對」

與「錯」的價值定義；從道德觀點來看企業倫理是引導企業行為道德上至高的原

則與標準，使得企業經營得有具體且明確的道德標準來完成各項經濟活動；同時

亦能符合社會公認之標準，是一種發展企業正確行為永續經營的重要之一。 

綜觀以上，描述企業倫理基本上是人際或內/外群體間的適當行為規範，突

顯企業管理者對利害關係人之決策準則或管理方式。利害關係人係指企業活動有

正當利害相關的個體或群體，而利害關係人的定位往往是浮動的，在不同的產業

或公司、倫理議題都會有不同的利害關係人與其優先順序(余坤東、許金田，2008)。

圖 2-1 清楚描繪企業與利害關係人的關聯性，區分企業與市場經營的直接與間

接者及企業內部活動的相關者，企業的倫理行為將影響公司與這些利害關係人之

利益。 

圖 2- 1 企業內外部利害關係人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企業內部活動利害關係者 

員工、公會、董監事會 

經營與管理者 

企業外部活動直接利害關係者 

債權人、股東、供應商、廠商(水平與

下游)、消費者、競爭者 

企業外部活動間接利害關係者 

社區、政府、社會大眾、傳播媒體、

非營利組織、其他利益團體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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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 

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最早來自於 Bowen，故也被稱為企業社會責任之父，

Bowen 說道：「企業的首要義務是努力追求，所有符合社會期待及滿足社會期許

的所有活動」。因此，從道德理念來看待企業社會責任，指的是企業於遵守倫理

及道德品德的原則下，其重視股東權益、勞動者、員工及消費者權益，同時顧及

供貨商管理與環境環保的影響，企業內部組織的社會參與、財務披露及對利害關

係人等之責任等。 

換另一個角度思考，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成長與產業發展的一個典範，更是

企業永續經營長久之版圖，它會讓企業朝向正確的方位。 

Friedman(1970)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之概念最 

早可追溯到 19 世紀初，當時僅以經濟因素為考量，此觀點主要是從古典經濟理

論出發，將 CSR 視為一種獲取經濟利益之工具性目的，因此提供就業機會、滿

足股東利益即是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最好表現。 

從金字塔模型(The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觀點，Carroll 

(1991)將企業社會責任分出責任構面及優先順序。企業對社會利害關係人應付的

責任依序為：經濟責任、法律責任、倫理責任及慈善責任。 

依據 Hay&Gray(1976)研究，將企業專業經理人對企業社會責任秉持的態度

轉變共區分為三個階段，其階段如下： 

第一階段：1930 年以前。企業應以最大利益為組織的目標，企業組織營運主要的

目的是替股東及相關利害關係人爭取利潤。 

第二階段：1930 年代至 1960 年代間。強調企業組織必須爭取最大利潤之外，更

必須於消費者、供應商、員工及社區等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第三階段：1960 年代後，企業專業經理人大多均主張企業組織應該要參與解決

社會相關問題，並做出去體行動來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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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政府與學術界也開始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之觀點，何謂現在企業社會責

任(CSR)?長時間致力於研究 CSR 的學者 Carroll(1979)認為在某些特定的時間地

點企業社會責任需涵蓋社會對組織在經濟、法律、倫理與權衡性(discretionary)的

期待；之後 Carroll and Shabana(2010)回顧說，過去半世紀 CSR 的真正意思至少

有 37 種定義，沒有普遍被接受的 CSR 定義。 

近幾年來企業逐步朝向國際化方向前進，全球化的經營模式已經成為各企業

的主要目標，企業與利害關係人之間互動可以說為更加越來越緊密。而對企業來

說，企業社會責任重要性也逐漸增重，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也開始將企業社會責

任納入組織的發展中。 

企業社會責任指出企業透過符合社會期待的道德行為、社會相關活動及促進

經濟發展，對其地方做出改善提升社會生活品質。儘管歷經多年發展，世界各國

尤其台灣，政府機關或民間組織已推動許多有關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與活動，並且

擬訂推行相關法案，如要求台灣企業公開發行 CSR 報告書，期許企業以永續發

展作為公司營運的目標。 

詹場，柯文乾&池祥麟(2016)從世界頂級學術期刊文獻提供的證據可以發現，

企業若能善盡企業社會責任(CSR)可得出七種經營策略的利益，1.增加公司收益

獲利；2.增加公司股票價值與報酬率；3.降低公司風險；4.促使更多利益關係人來

往(消費者、員工、供應商及股東)；5.降低公司整體營運的資金成本；6 減少資訊

不對稱發生、強化公司形象；7.增加公司競爭力。 

綜合上述觀點，企業若投入資源於企業社會責任(CSR)，是能夠有效的協助

及解決目前地球上面臨的社會與環境問題，且能更快速的解決。此外若能與政府、

非營利組織等合作，互補並發揮各自所長，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成效會更加明顯，

同時又能增加公司經營策略上的利益，可以說是雙贏的局面。 

CSR 如同一個種子入土，需要長時間成長才能成長為一個大樹，是需要給予

時間上的改變，且須穩定且持耕耘，才能使得大樹茁壯朝向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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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學社會責任的策略 

高等教育學府(大學)，是一個能將各種資源連結串聯的知識型中心，對於國家、城

市、城鄉與地方的經濟、環境及社會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Harris and Holley 2016）。如

何讓大學做為一個知識型中心，讓其作用能於國家或區域性的創新系統中扮演重要核心

角色，是目前各國國際組織紛紛思考的。如何透過政策工具，引導高等教育結構改革創

造多元型態的大學教育發展，並於各種各項議題能更接地氣、更實際與有感的協力。 

大學社會責任（USR）的起源可於「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延伸

自「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延伸。 

Carroll(1979)認為企業對社會責任應當採取更廣泛及多元的商業觀點，認為

社會責任是企業一項重大責任，而不是一種自我要求。此時企業的決策和活動都

會對社會與環境產生影響力，反觀大學社會責任也是如此，除了本身是一項責任

之外，更應該納入校務發展的重點之一，使其能有永續性的價值存在。 

Muijen （2004）英國高等教育機構（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HEI）探討

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的貢獻，認為大學社會責

任是一種帶動社會運動的助力，大學扮演著社會變革的重要關鍵角色，維持社會

永續、生態永續、環境永續與經濟永續之發展；是讓大學與社會進行互動對話，

經由知識轉化，提供服務，促進可持續的人類發展與研究。 

一、國內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現況 

我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是當前教育部所推動重大政策之一，讓大學

的功能不僅只為學術研究及培育多元與跨領域人才，更能以大學能量，協助藉以

提升地方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許多企業過去被要求要有「企業社會

責任」；現今，大學也被希望教師要能帶領學生社會參與，提供專業服務，深耕

與了解地方社區，並發揮「大學社會責任」之實踐。 

教育部綜合規劃司（2018）在中華民國教育現況高等教育簡介，也提出推動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強化在地連結合作為鼓勵大學落實社會責任，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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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區域城鄉發展之在地連結合作，藉由教師帶領學生以跨科系、跨領域、跨

團隊、跨校串聯的力量，或結合地方政府及產業資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

社區文化創新發展，以引導大專校院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並透過人文關

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之概念，善盡社會責任。大學在區域發展的過程中，應扮

演更關鍵及重要的地方智庫角色，投入學界能量深耕在地，發揮大學價值，促進

區域發展，並帶動價值創造。 

 

圖 2- 2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資料來源：https://www.iaci.nkfust.edu.tw/Industry/CP.aspx?s=352&n=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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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社會實踐人才，並引導大學在落實社會責任的過程中能發揮知識樞

紐的功能，除了主動連結公部門、私部門、社區或議題社群，也讓大學之間彼此

串聯，由下而上形成以公共參與為基礎的創新網絡。教育部從2017 年起以「在

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以下簡稱USR）。這項計畫有二個重點： 

(一) 透過徵件補助，促進大學與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共同演化 

USR 補助大學以國家重大政策、在地發展需求與真實世界問題為導向，從

長照、食安、產業升級、環境永續、在地關懷等議題中自行設定符合學校長期發

展方向之主題，逐步建構以動態能耐為基礎的成長路徑。 

補助共分三種類型： 

（1）A 類（種子型）：著重問題界定和概念發展，由單一學校之跨領域教師組

成核心團隊共同推動，必要時可邀請跨校教師加入，以

整合型計畫團隊方式推動。 

（2）B 類（萌芽型）：強調方案試行和概念驗證，由單一學校或跨校（兩校（含）

以上）之教師組成跨領域社群，以整合型計畫團隊方式

推動，並成為校務發展重點。 

（3）C 類（深耕型）：鼓勵經驗移轉與創新擴散，由推動社會實踐已具經驗、

規模及能量之教師組成跨校或跨國團隊共同執行，並建

立機構層級之合作機制。 

(二) 建立支持系統，協助大學落實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之理念 

USR 翻轉過往政府補助案的推動邏輯，從「封閉式」轉為「開放式創新」，

營造有助於大學跨界共創的機制與環境，促成資訊、人才、資源的流動，形成創

新生態系統的良性運作與正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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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系統涵蓋三個面向： 

（1）資訊流通：透過巡迴座談強化徵件前之政策溝通與公共參與、開放計畫全

文下載、分享標竿案例與失敗經驗、審查綜合觀察報告與各校

實地交流（open house）等作法，策略性地導引組織知識的流動。 

（2）培力研習：建立社會實踐專家團隊（涵蓋不同領域知識、地方知識及機構

知識之學者專家）、編輯社會實踐手冊與辦理各種研習、諮詢

與共學活動，創造人與人的互動連結，提升各校落實社會責任

之能耐。 

（3）資源串聯：透過社群經營，讓相關資訊得以有效流通、人員能夠交流，進

而增進不同部門之間相互理解、學習及資源共享之機會，在問

題解決上產生更有意義的眾效（collectiveimpact）（Kania & 

Kramer, 2011）。 

  

圖 2- 3 106 年試辦期間 USR 計畫核定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06年試辦間(2017年08月01日至2018年03月31日)，提出「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申請通過案件共118所學校170件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A類種子型120件、

B類型萌芽型40件、C類型深耕型10件)，實踐場域覆蓋至全國各縣市鄉鎮及地方。

大學作為地區知識中心及創新樞紐的角色，透過師生的教學創新及社會實踐，成

為串聯區域創新系統的重要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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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作為一個價值共創共學之平台，從真實問題與需求出發，透過各種各項

的工作項目，帶動跨部門、跨領域、跨產業三跨的合作，其主要落實及鼓勵跨域

整合。促使大學與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共同演化，協助大學落實社會責任與永續

發展之理念。 

二、國外大學社會責任實踐之趨勢 

大學社會責任之實踐並非臺灣特有的高等教育政策。Gomez（2014）研究分

析指出，大學社會責任的概念始於2001年南美洲國家智利，將社會責任概念推廣

並深化至國內各大學。 

Vasilescua、Barnab、Epurec與Baicud（2010）提及羅馬尼亞政府也指出發展

一個普遍性的大學社會責任概念，去引導大學協力參與解決國內的社會問題的重

要性，並建立大學和環境共生共存的概念。 

美國和加拿大則是於2010年左右開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的相關措施而實施

重點則朝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的責任前進。 

Nejati、Shafaei、Salamzadeh、Daraei（2011） 指出英美的頂尖大學，如哈佛

大學、劍橋大學、耶魯大學、倫敦大學、牛津大學、芝加哥大學，皆在2010年前

後開始推動校園內的綠色能源發展，建立校園環境中心並且增加教職員生對於環

境議題的重視。 

歐盟在2012年到2014年間，推展歐盟大學社會責任架構（European Union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EU-USR），推展大學的社會責任（EU-USR, 2018）。

EU-USR（2018）將大學社會責任定義為：歐洲的大學有責任採取透明化的策略

和行動去正面影響社會和環境，策略和行動有： 

⑴ 大學能培養學生對於正義公平、民主參與、和永續發展的行動。 

⑵大學能持續推動社會的健康福祉。 

⑶大學能對利害關係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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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大學能符合國際對社會責任的行動標準。 

⑸大學能符合透明化和公共績效責任的標準。 

而日本政府自2015年開始推動國家政策「日本再興戰略」和「社會5.0」宏觀

規劃政策，將大學和社會的連結、大學和產業的連結、以及大學對社會的責任列

為優先項目，相關政策是地方知識據點推動計畫，將大學視為地方知識推動的據

點（吳明錡，2017）。 

吳明錡（2017）指出，2016年10月舉行的國際大學校長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會議，建議世界各國的大學將聯合國的17項

永續發展目標融入大學的教學、研究和中長程發展策略。國際大學校長會議認為

大學推展永續發展目標的策略有： 

⑴大學組成彈性創新合作團隊。 

⑵ 大學推動永續發展行動可以跨校、跨國、跨領域、跨產業、跨世代。 

大學的社會責任主要和社會影響面有關，但發展大學社會責任也會回過頭去

影響大學在組織、教育以及認知各方面的影響。Gomez（2014）將大學的影響力

分為：組織影響面（organizational impacts）、教育影響面（educational impacts）、

認知影響面（cognitive impacts）、社會影響面（social impacts）。認為大學推動

社會責任實踐的相關活動可能產生對於學生的正面影響有：增進學生的專業責任、

公民意識、社會責任、專案導向問題解決、多元思考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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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對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體現 

一、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聯合國於2015年9月發表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正式研議出17項需全球公民

一同參與的永續發展目標「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自此SDGs將成為全球

國際組織之間所重視之議題及參考之依據。 

從前幾個章節文獻中發現，探討企業社會責任(CSR），企業可說是創造完整

的就業機會與永續經濟之提升。若從企業社會責任(CSR）觀點看待大學社會責任

(USR)，大學可以說是地方知識庫與資源媒介的平台，能聆聽收集各種不同的聲

音與解決問題，建構出地方創新生態系統。由此可知兩者發展目標可說是朝向永

續發展之方向。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有以下三點關鍵性的突破： 

1.標準廣泛性：SDGs擬定策略方向針對低、中、高度開發國家為主，其中參雜了

許多議題與挑戰，如永續包容的經濟成長與就業、城市永續、永

續消費及生產等，同時也希望藉由此模式讓高度開發國家協助帶

領中、低度開發國家解決問題。 

2.整合多元性：明確定義出17項全球須重視的永續發展議題，包含「經濟」、「社

會」、「環境」三大面向，以多元角度串起全球整體及各領域發展

的可能性，如一個企業/組織內的跨部門合作、國家與國家間的溝

通與配合等，也因此目標中第十七項目標《強化全球夥伴關係》

會是一個重要的潤滑劑。  

3.社會的轉型：改變整體社會思考邏輯思維及經濟模式大規模的轉變。如傳統工

業時代以經濟作為導向，然而新的思維邏輯應是加入環境與社會

層面考量，應探討「永續經濟」概念與思維。而者項改變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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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企業、學校的責任，而是全球公民的責任，藉由消費、傳

播及行動體認，扭轉整個社會型態改變。 

圖 2- 4 聯合國的永續發展 17 項目標 

資料來源：聯合國<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國際大學校長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Presidents, IAUP）

號召全球大學將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和公民意識的理念融入教學、研究、院校內

中長程發展策略之中。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大學跳脫過往單向知識輸出或公益

服務的迷思，而是把社會責任的實踐當作策略槓桿（Goddard et al. 2016,Hollister 

2017），讓自己有機會在校務拓展（outreach）和社會參與（engagement）的過程

能釐清目標、聚焦核心競爭力，找到大學可以做出貢獻與發揮影響力的位置。 

放觀國際，全球環境已漸漸失衡，既有發展模式已經無法永續持續的發展下

去，因此需要地球上每一位公民共同加入永續發展之革命，而大學則是教育與孕

育永續發展青年之中心。若從與人類發展息息相關的三大面向-環境、經濟、社

會作為永續發展重視之議題，其對應SDGS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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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SDGs 目標對應人類發展三大面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的擬定，自2018年07月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公布，

內容涵蓋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之具體目標與對應指標，藉由座談會與公共政策網路

參與平台蒐集各方意見彙整而成。經各部會工作分組、跨部會協調及專家諮詢建

議，反覆修正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最終提議出18項臺灣永續發展核心目標及143

項具體行動策略並分為六大類永續發展目標，如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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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與轉型領域 

資料來源：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7cb969ae-cf34-49a4-9792-3337f2655a02 

 

 

 

 

 

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7cb969ae-cf34-49a4-9792-3337f2655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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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大學社會責任(USR)推動，緣起於企業社會責任(CSR)。大學社會責任(USR)

是目前教育部推崇的重大政策之一，希望從學術研究、人才培育(多元及跨域)面

向著手為我國永續發展制定新的里程碑，更能從大學的能量中藉以建置、協力對

地方文化、社會，促使我國家之發展，並落實大學社會之實踐。 

106 年教育部核定『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170 件，要求更大學依據地緣、

文化與專業制定出為社會貢獻之策略與具體作法，促進大學與區域創新生態系統

的共同演化，協助大學落實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之理念。 

大學社會責任可以提供大學生有多元方展的方向與環境及現實的生活中可

以面臨到的生活挑戰，然而課堂上的學習與土地上的教育是全然不同的，雖會有

許多阻礙與挑戰，但若能從中獲得學校、社區及社會相關對象的支持，USR 的學

習雖是漫長之路，道路上的點滴卻是值得一生回味。 

從聯合國於 2015 年制定未來 15 年世界永續發展目標(SDGs)，也正是為社

會責任訂定出永續發展的 17 項目標。永續發展目標(SDGs)來看待我國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之推動，我國大專院校各自具有自己獨特的背景、專長與資源，而

少數大學則有地利之便，能符合國際永續發展目標之推動。因此若能結合做為推

動之策略將會賦予大學另一層對社會之責任，而這層應然面正是是大學該做的，

也是正在做的。 

若說大學對社會之責任是應然面，然而推動的具體做法則為實然面。把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做為成效目的，讓大學推動具體作法將更能落實永續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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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17項目標(Goals)及 169項細項目標

(Targets)，觀察近年來我國推動的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推動。將參數分為兩

類分別為大學社會責任(USR)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從推動學校之背景、

計畫類型與特色與聯合國永續發展 17 項目標 169 細項目標相互對應程度，並探

討兩者之間與各推動學校間是否存在差異性。研究架構圖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圖 3-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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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針對上述「聯合國發展目標」17 項與 169 項細目標發展目標進行編

碼，在分析與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推動之間的關聯性；聯合國永續發展 17項

目標為永續發展之大方向，其內容含 169項較細分布之目標，欲探討其細部內涵，

應採用質化的「內容分析法」。 

王石番（1999）《傳播內容分析法――理論與實證》一書中提到，內容分析

方法的運用始於十八世紀，幾十年來已漸漸成為傳播學術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方

法之一。此分析方法運用一套程序，從蒐集的樣本資料內容中針對各校推動大學

社會責任(USR)策略、具體做法推論，並探討各校背景與計畫類型，藉以描述對

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所展現之深度。 

本文先採用內容分析，確立各項目標(含細目標)變數之描述項目，並參考相

關文獻，建構各指標的內涵及準則，再進行編碼，得出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

各項編碼之分數，在做定量分析，包含敘述性統計、相關性檢定等統計方法，描

述其結果分布之狀況，並探討其對應及差異，找出變數之間的關聯性與差異性。 

一、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分成 17項及 169細項 

二、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17 項分成三大面項(經濟、環境、社會)

進行大學社會責任推動探討 

三、依據我國 2015研擬出的六大面項(數位革命、智慧韌性城鄉、永續食農

生態、人力資本、循環經濟、能源轉型去炭化)進行大學社會責任推動

探討 

四、探討各大學不同類型及特色對永續發展目標推動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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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法 

一、學校類型 

本研究選取本國 166 所執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推動的大專院校為

樣本，其中涵蓋普通大學、科技大學及專科學院三種，並區分公立、私立兩

種。我國執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推動的大專院校分布我國各城市及鄉

鎮中，換句話說同一個城市、同一地點、會有 2所以上(含 2所)學校支持大

學社會責任(USR)，較適合拿來做比較其內容並加以分析。 

二、時間起迄 

本研究選擇 2017 年教育部公告獲選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推動之學

校作為研究樣本；從公開資訊網站取得公開資訊的報告書，雖說試辦期間，

但整體計畫推動策略與作法是值得作為大學社會責任未來之執行方向為考

量，因此成為選取的時間範圍。 

三、計畫類型 

將公開資訊告告書，A類型種子、B類型萌芽、C類型深耕型計畫，依據

申請特色(一)在地關懷(二)產業連結(三)永續環境(四)食安與長照(五)其

他社會實踐等五大類型特色區分，共 166份樣本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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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編碼方式 

參與編碼工作者共有二位，以編碼主題兩部分，以獲取經驗效果。其中一位

針對各大專院校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進行編碼與分類各自執行策略及具體成

效歸類於 SDGs目標及細目標，另一組則針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17項目

標+169 項細項目標進行發布內容的改寫，將重點濃縮分類，方便於分析收集的

研究資料之歸類。 

正式編碼開始前，先以學校背景公立/私立、學校類型普通大學/科技大學/

專科學院各三所，隨機抽樣共十八份大學社會責任(USR)推動報告書樣本，並於

各編碼完成後討論不一致的部分，直到達成共識為止。正式編碼時則不再做討論

與溝通，若發現與討論狀況不符之問題先行擱置，待全部樣本資料編碼完成後做

討論。 

編碼共分為「基本資料」、「大學社會責任(USR)」與「聯合國永續發展(SDGs)」

三個部分。編碼資訊詳見其後個別說明。 

 一、基本資料 

 (一)編號：1,2,3,..... 

 (二)校名：XX大學、XX科技大學、XX學院 

 (三)學校背景：1－公立，0－私立 

 (四)學校類型：1－大學，2－科技大學，3-學院 

二、大學社會責任(USR) 

(一)計畫類型：1－A類型種子型，2－B類型萌芽型，3－C類型深耕型 

(二)特色：1－在地關懷，2－產業鏈結，3－永續環境，4－食安與長照 

       5－其他社會實踐 

三、聯合國永續發展(SDGs) 

(一)永續發展目標 17項：目標 1,2,3,4,5,6,….17 

(二)永續發展目標 169項細項：細目標 1,2,3,4,5,6,7,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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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合國永續發展三面向：1－經濟，2－環境，3－社會 

(四)臺灣永續發展六面項：1－數位革命，2－智慧韌性城鄉，3－永續

食農生態，4－人力資本，5－循環經濟，6

－能源轉型。 

(一)編碼項目 

表 3 - 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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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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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28 
 

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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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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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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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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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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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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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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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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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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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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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39 
 

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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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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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永發展目標(SDGs)目標細項標項目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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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分析方法 

內容編碼完成後，進行簡單的量化分析，使用 SPSS 22 版本的統計分析軟體，

分析方法包含：以敘述統計了解 USR 計畫結構資料結構、並進行永續發點目標

相關的分析，從了解各變數及層面之間的關聯，及變異數分析(ANOVA)來確認組

間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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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統計結果分析 

本章節將針對本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所蒐集的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SR)

計畫報告書』進行內容分析，為了解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的永續發展。

依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17項目標(Goals)及 169項細項目標(Targets)，

進行相關性分析。第一節將推動大學社會責任(SUR)各大專院校進行基本資料進

行敘述性統計欲了解其背景、計畫類型與特色分布比率；第二節將進行各大專院

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SR)與聯合國永續發展 17 項目標(Goals)對應分布進行內

容分析；第三節將進行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SR)與聯合國永續發展

169 項細項目標(Targets)對應分布進行內容分析；第四節將進行聯合國永續發

展 17 項目標(Goals)於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展現之深度進行

內容分析；第五節將進行相關性分析，了解大專院校所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SR)

計畫與聯合國永續發展 17項目標(Goals)兩者變數之關聯。 

第一節 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蒐集 166 份各大專院校大學社會責任(USR)推動報告書，針對學校背

景(公立/私立)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分析結果如下所述： 

一、學校背景(公立/私立) 

在學校背景(公立/私立)項目中，為公立學校佔(31.3%)、私立學校佔

(68.7%)，如下表所示 4-1： 

表 4- 1 學校背景分布統計 

 

 

 

 

 

 

類型 學校數 百分比 

私立學校 114 68.7 

公立學校 52 31.3 

總和 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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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類型(普通大學/科技大學/學院) 

在學校類型(普通大學/科技大學/學院)項目中，普通大學占(48.2%)、

科技大學占(42.8%)、學院占(9%)，如表 4-2所示: 

表 4- 2 學校類型分布統計 

 

 

 

 

 

 

 

三、計畫類型 

在計畫類型項目中，A 類種子型計畫占(71.1%)、B 類萌芽型計畫占

(23.5%)、C類深耕型計畫占(5.4%)，如表 4-3所示: 

表 4- 3 計畫類型分布統計 

 

 

 

 

 

 

 

 

 

 

類型 學校數 百分比 

普大 80 48.2 

科大 71 42.8 

學院 15 9.0 

總和 166 100.0 

類型 學校數 百分比 

A.類種子型計畫 118 71.1 

B.類萌芽型計畫 39 23.5 

C.類深耕型計畫 9 5.4 

總和 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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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類型 

在特色類型項目中，在地關懷占(45.2%)、產業連結占(13.9%)、永續環

境占(10.8%)、食安與長照占(17.5%)、其他社會實踐占(12.7%)，如表 4-4所

示: 

表 4- 4 特色類型分布統計 

 

 

 

 

 

 

 

 

 

 

 

 

 

 

 

 

 

 

 

 

類型 學校數 百分比 

在地關懷 75 45.2 

產業連結 23 13.9 

永續環境 18 10.8 

食安與長照 29 17.5 

其他社會實踐 21 12.7 

總和 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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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永續發展目標(SDGs)於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分布(1) 

此部分將根據蒐集的大學社會責任(USR)報告書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17項目標(Goals)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分別以消除貧窮、消除飢餓、健

康與福祉、教育品質、性別平等、淨水與衛生、可負擔能源、就業與經濟成長、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減少不平等、永續城市、責任消費與生產、氣候行動、海

洋生態、陸地生態、和平與正義制度與全球夥伴，並將其分類成三個面項：經濟

面、環境面及社會面，分別進行探討其目標於大學社會責任(USR)分布，如下表

所示： 

一、經濟面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經濟面中，涵蓋 2、6、7、8、9、11、

12，七種目標項目及 62 項細項目，將其放置同一構面進行資料分析，

其分析結果如下表 4-5： 

表 4- 5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對應 SDGs 經濟面展現 

細目標次數 學校數 百分比 

.00 3 1.8 

1 7 4.2 

2 26 15.7 

3 32 19.3 

4 30 18.1 

5 27 16.3 

6 17 10.2 

7 13 7.8 

8 5 3.0 

9 2 1.2 

10 1 .6 

13 2 1.2 

14 1 .6 

總和 166 100.0 

由上述統計表格中可以發現，我國大學社會責任推動於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三大面項-經濟面的分布，可以看出各大學於推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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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策略有明顯朝向經濟成面的成長，最主要的原因多半希望培育

優秀的專業人才。 

 

二、環境面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環境面中，涵蓋 13、14、15，三種目

標項目及 27 項細目標，將其放置同一構面進行資料分析，其分析結果

如下： 

表 4- 6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對應 SDGs 環境面展現 

細目標次數 學校數 百分比 

0 138 83.1 

1 23 13.9 

2 3 1.8 

3 1 .6 

8 1 .6 

總和 166 100.0 

由上述統計表格中可以發現，我國大學社會責任推動於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三大面項-環境面的分布，僅有少部分學校能夠在環境

成面發揮大學社會責任之影響力。如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及中山大學，因

地理環境因素能為環境面影響力發揮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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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面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經濟面中，涵蓋 1、3、4、5、10、16、

17，七種目標項目及 80 項細目標，將其放置同一構面進行資料分析，

其分析結果如下： 

表 4- 7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對應 SDGs 經濟面展現 

細目標次數 學校數 百分比 

0 6 3.6 

1 7 4.2 

2 19 11.4 

3 40 24.1 

4 36 21.7 

5 18 10.8 

6 17 10.2 

7 6 3.6 

8 10 6.0 

9 2 1.2 

10 2 1.2 

11 1 .6 

12 1 .6 

13 1 .6 

總和 166 100.0 

由上述統計表格中可以發現，我國大學社會責任推動於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三大面項-社會面的分布，社會面項較以人導向，可見

我國各大學於推動社會責任實踐中，以照顧弱勢、健康與福祉、性別平

等較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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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永續發展目標(SDGs)於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分布(2) 

此部分將根據蒐集的大學社會責任(USR)報告書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17項目標(Goals)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分別以消除貧窮、消除飢餓、健

康與福祉、教育品質、性別平等、淨水與衛生、可負擔能源、就業與經濟成長、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減少不平等、永續城市、責任消費與生產、氣候行動、海

洋生態、陸地生態、和平與正義制度與全球夥伴，並將其分類成臺灣永續發展目

標六個推行構面：數位革命、智慧韌性城鄉、永續食農生態保育、人力資本、循

環經濟、能源轉型加速去碳化，分別進行探討其目標於大學社會責任(USR)分布，

如下表所示： 

一、數位革命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經濟面中，涵蓋 4、8、10，三種目標

項目及 32 項細目標，將其放置同一構面進行資料分析，其分析結果如

下表 4-8： 

表 4- 8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對應台灣永續發展目標-數位革命的展現 

細目標次數 學校數 百分比 

0 2 1.2 

1 9 5.4 

2 21 12.7 

3 34 20.5 

4 34 20.5 

5 28 16.9 

6 20 12.0 

7 8 4.8 

8 6 3.6 

9 1 .6 

10 2 1.2 

11 1 .6 

總和 166 100.0 

由上述統計表格中可以發現，我國大學社會責任推動於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的六大構面-數位革命中，大學藉由教育培育出數位化科技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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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經濟成長，同時希望將能量擴散能照顧到更多族群，並促使他們能

夠跟科技結合，減少不平等之待遇。 

 

二、智慧韌性城鄉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經濟面中，涵蓋 9、11，兩種目標項

目及 18 項細目標，將其放置同一構面進行資料分析，其分析結果如下

表 4-9： 

表 4- 9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對應台灣永續發展目標-智慧韌性城鄉的展現 

細目標次數 學校數 百分比 

0 20 12.0 

1 42 25.3 

2 54 32.5 

3 29 17.5 

4 13 7.8 

5 6 3.6 

6 1 .6 

7 1 .6 

總和 166 100.0 

由上述統計表格中可以發現，我國大學社會責任推動於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的六大構面-智慧韌性城鄉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學校，藉由大學

專業知識提供城市及基礎建設的創新，為地方達到永續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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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續食農生態保育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經濟面中，涵蓋 2、6、14、15，四種

目標項目及 38 項細目標，將其放置同一構面進行資料分析，其分析結

果如下表 4-10： 

表 4- 10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對應台灣永續發展目標-永續食農生態保育的展現 

細目標次數 學校數 百分比 

0 77 46.4 

1 42 25.3 

2 28 16.9 

3 12 7.2 

4 3 1.8 

7 1 .6 

8 2 1.2 

13 1 .6 

總和 166 100.0 

由上述統計表格中可以發現，我國大學社會責任推動於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的六大構面-永續食農生態保育中，較多大學並沒有辦法實際給

予此領域協力，臺灣屬於農業型國家，而我國以食農教育、氣候與生態

類型的特色學校較少，故此領與較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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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力資本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經濟面中，涵蓋 1、3、4、5，四種目

標項目及 39 項細目標，將其放置同一構面進行資料分析，其分析結果

如下表 4-11： 

表 4- 11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對應台灣永續發展目標-人力資本的展現 

細目標次數 學校數 百分比 

0 6 3.6 

1 8 4.8 

2 21 12.7 

3 44 26.5 

4 40 24.1 

5 15 9.0 

6 13 7.8 

7 11 6.6 

8 4 2.4 

10 2 1.2 

12 1 .6 

13 1 .6 

總和 166 100.0 

 

由上述統計表格中可以發現，我國大學社會責任推動於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的六大構面-人力資本中，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對此人

口結構將會帶來極大的變化，各大學推動也將協助解決此類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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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循環經濟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經濟面中，涵蓋 8、12，兩種目標項

目及 23 項細目標，將其放置同一構面進行資料分析，其分析結果如下

表 4-12： 

表 4- 12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對應台灣永續發展目標-循環經濟的展現 

細目標次數 學校數 百分比 

0 53 31.9 

1 38 22.9 

2 48 28.9 

3 20 12.0 

4 4 2.4 

5 3 1.8 

總和 166 100.0 

由上述統計表格中可以發現，我國大學社會責任推動於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的六大構面-循環經濟中，循環再利用事近年來各行各業所重視

的議題，除了能有效減低成本還能夠降低環境污染，由此可知各大學也

同樣重視相關議題。’ 

六、能源轉型加速去碳化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經濟面中，涵蓋 7、13兩種目標項目

及 10項細目標，將其放置同一構面進行資料分析，其分析結果如下： 

表 4- 13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對應台灣永續發展目標-能源轉型加速去碳化的展現 

細目標次數 學校數 百分比 

0 156 94.0 

1 8 4.8 

2 2 1.2 

總和 166 100.0 

由上述統計表格中可以發現，我國大學社會責任推動於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的六大構面-能源轉型加速去碳化中，較為薄弱，能從中給予協

力大學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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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永續發展目標(SDGs)於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展現之深度 

此部分將根據蒐集的大學社會責任(USR)報告書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17項目標：消除貧窮、消除飢餓、健康與福祉、教育品質、性別平等、淨

水與衛生、可負擔能源、就業與經濟成長、工業/創新基礎建設、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市、責任消費與生產、氣候行動、海洋生態、陸地生態、和平與正義制度

與全球夥伴，進行相關性分析，從 166 分報告書中執行策略若有涉及到上述項目

中細項目標將給予 1 分,2 項 2 分，進而了解我國大學社會責任對永續發展目標

17項展現之深度，並將得分 2以下(含 2分)設定為低影響；3分以上設定為高影

響，如下所示： 

 

一、消除貧窮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一：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於本國各大

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的展現深度為低影響(37.3%)，如下表所

示： 

表 4- 14 目標一：消除貧窮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103 62.0 

低影響(1-2分) 62 37.3 

高影響(3分以上) 1 0.6 

總和 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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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除飢餓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二：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

促進永續農業，於本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低影

響(41.0%)，如下表所示： 

表 4- 15 目標二：消除飢餓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三、健康與福祉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三：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於本

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低影響(24.1%)，如下表

所示： 

表 4- 16 目標三：健康與福祉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93 56.0 

低影響(1-2分) 68 41.0 

高影響(3分以上) 5 3.0 

總和 166 100.0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116 69.9 

低影響(1-2分) 40 24.1 

高影響(3分以上) 10 6.0 

總和 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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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品質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四：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

及提倡終身學習，於本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高

影響(51.9%)，如下表所示： 

表 4- 17 目標四：教育品質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五、性別平等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五：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於本

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低影響(2.4%)，如下表所

示： 

表 4- 18 目標五：性別平等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10 6.0 

低影響(1-2分) 70 41.1 

高影響(3分以上) 86 51.9 

總和 166 100.0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162 97.6 

低影響(1-2分) 4 2.4 

高影響(3分以上) 0 0 

總和 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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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淨水與衛生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六：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

管理，於本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低影響(6.6%)，

如下表所示： 

表 4- 19 目標六：淨水與衛生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七、可負擔能源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七：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

的、永續的，及現代的能源，於本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

現深度為低影響(2.4%)，如下表所示： 

表 4- 20 目標七：淨水與衛生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150 90.4 

低影響(1-2分) 11 6.6 

高影響(3分以上) 5 3 

總和 166 100.0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 分) 162 97.6 

低影響(1-2 分) 4 2.4 

總和 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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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就業與經濟成長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八：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

且有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於本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

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低影響(55.4%)，如下表所示： 

表 4- 21 目標八：就業與經濟成長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九、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九：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

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於本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

深度為低影響(36.7%)，如下表所示： 

表 4- 22 目標九：工業/創新基礎建設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 分) 61 36.7 

低影響(1-2 分) 92 55.4 

高影響(3 分以上) 13 7.9 

總和 166 100.0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 分) 98 59.0 

低影響(1-2 分) 61 36.7 

高影響(3 分以上) 7 4.3 

總和 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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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減少不平等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十：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於本國各大

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低影響(18.7%)，如下表所示： 

表 4- 23 目標十：減少不平等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十一、永續城市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十一：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

韌性及永續性，於本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低影

響(68.1%)，如下表所示： 

表 4- 24 目標十一：永續城市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135 81.3 

低影響(1-2分) 31 18.7 

總和 166 100.0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37 22.3 

低影響(1-2分) 113 68.1 

高影響(3分以上) 16 9.6 

總和 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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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責任消費與生產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十二：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於本國各

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低影響(23.5%)，如下表所示： 

表 4- 25 目標十二：責任消費與生產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十三、氣候行動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十三：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

響，於本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低影響(3.6%)，

如下表所示： 

表 4- 26 目標十三：氣候行動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125 75.3 

低影響(1-2分) 39 23.5 

高影響(3分以上) 2 1.2 

總和 166 100.0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160 96.4 

低影響(1-2分) 6 3.6 

總和 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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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海洋生態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十四：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

確保永續發展，於本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低影

響(4.8%)，如下表所示： 

表 4- 27 目標十四：海洋生態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十五、陸地生態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十五：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

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對抗沙漠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

多樣性的喪失，於本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低影

響(8.4%)，如下表所示： 

表 4- 28 目標十五：陸地生態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158 95.2 

低影響(1-2分) 8 4.8 

總和 166 100.0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151 91.0 

低影響(1-2分) 14 8.4 

高影響(3分以上) 1 .6 

總和 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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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和平與正義制度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十六：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

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

度，於本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低影響(1.8%)，

如下表所示： 

表 4- 29 目標十六：和平與正義制度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十七、全球夥伴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十七：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

展全球夥伴關係，於本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展現深度為零，

如下表所示： 

表 4- 30 目標十七：全球夥伴於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展現之深度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162 97.6 

低影響(1-2分) 32 1.8 

高影響(3分以上) 1 .6 

總和 166 100.0 

影響 次數 百分比 

無(0分) 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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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交叉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不同學校背景與計畫類型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17 項

目標(Goals)是否有顯著性之差異，分析時先用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

學校背景/計畫類型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17 項目標(Goals)是否有顯著

差異性，分析出顯示水準於 0.05 以下具顯著差異性存在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17項目標(Goals)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如下所示： 

 

一、不同學校背景 

不同學校背景在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分為三類，為大學、

科技大學與學院依據不同學校背景來做分析，了解不同學校推動大學社會責

任(USR)計畫於和平與正義制度類別有顯著差異性，詳情請參閱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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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1 不同學校背景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因素下之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 
平方和 

F 顯著性 類型 
alpha = 0.05 的子集 

1 2 

消除貧窮 

1.131 2 .566 1.020 .363 大學 .42  

90.345 163 .554   科技大學 .56  

91.476 165    學院 .67  

消除飢餓 
1.188 2 .594 .782 .459 大學 .5750  

123.920 163 .760   科技大學 .7333  
125.108 165    學院 .7465  

健康與福祉 
.678 2 .339 .423 .656 大學 .4375  

130.767 163 .802   科技大學 .4930  
131.446 165    學院 .6667  

教育品質 
3.984 2 1.992 .630 .534 大學 2.4667  

515.607 163 3.163   科技大學 2.8375  
519.590 165    學院 3.0141  

性別平等 
.156 2 .078 1.322 .269 大學 .0250  

9.627 163 .059   科技大學 .0282  
9.783 165    學院 .1333  

淨水與衛生 
1.206 2 .603 .527 .591 大學 .0000  

186.631 163 1.145   科技大學 .2113  
187.837 165    學院 .3000  

可負擔能源 
.116 2 .058 1.405 .248 大學 .0000  

6.733 163 .041   科技大學 .0500  
6.849 165    學院 .0667  

就業與經濟成長 
2.855 2 1.428 1.412 .247 大學 .9125  

164.759 163 1.011   科技大學 1.1690  
167.614 165    學院 1.2000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2.070 2 1.035 1.349 .262 大學 .2667  

125.021 163 .767   科技大學 .6500  
127.090 165    學院 .6620  

減少不平等 
.443 2 .221 .715 .491 大學 .2113  

50.431 163 .309   科技大學 .2500  
50.873 165    學院 .4000  

永續城市 

7.615 2 3.808 3.892 .022 大學 1.1408  

159.475 163 .978   科技大學 1.5250  

167.090 165    學院 1.7333  

責任消費與生產 

1.468 2 .734 2.068 .130 大學 .1333  

57.863 163 .355   科技大學 .2394  

59.331 165    學院 .4000  

氣候行動 

.169 2 .084 1.613 .203 大學 .0000  

8.536 163 .052   科技大學 .0141  

8.705 165    學院 .0750  

海洋生態 

.382 2 .191 .450 .638 大學 .0000  

69.262 163 .425   科技大學 .0563  

69.645 165    學院 .1375  

陸地生態 

.251 2 .125 .859 .425 大學 .0000  

23.797 163 .146   科技大學 .0986  

24.048 165    學院 .1375  

和平與正義制度 

.898 2 .449 5.302 .006 大學 .0000  

13.807 163 .085   科技大學 .0423  

14.705 165    學院  .2667 

全球夥伴 

.000 2 .000 . . 大學   

.000 163    科技大學   

.000 163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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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計畫類型 

不同計畫類型在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分為三類，為 A類型

種子型計畫、B類型萌芽型計與 C類深耕型計畫依據不同計畫類型來做分析，

了解不同計畫類型於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SR)，在目標六：淨水與衛生、目

標十一：永續城市、目標十二：責任消費與生產、目標十三：氣候行動和目

標十四：海洋生態，5項目標類別有顯著差異性；而目標四：教育品質項目

有邊際顯著差異，詳情請參閱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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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2 不同計畫類型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因素下之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 

平方和 
F 顯著性 類型 

alpha = 0.05 的子集 

1 2 

消除貧窮 

1.865 2 .932 1.696 .187 A 種子型 .51  

89.611 163 .550   B 萌芽型 .62  

91.476 165    C 深耕型 .11  

消除飢餓 

.149 2 .075 .097 .907 A 種子型 .6780  

124.959 163 .767   B 萌芽型 .6410  

125.108 165    C 深耕型 .5556  

健康與福祉 

.338 2 .169 .210 .811 A 種子型 .4661  

131.108 163 .804   B 萌芽型 .4872  

131.446 165    C 深耕型 .6667  

教育品質 

15.221 2 7.610 2.460 **.089 A 種子型 1.667  

504.369 163 3.094   B 萌芽型 2.8983 2.8983 

519.590 165    C 深耕型  3.1026 

性別平等 

.090 2 .045 .758 .470 A 種子型 .0254  

9.693 163 .059   B 萌芽型 .0769  

9.783 165    C 深耕型 .0000  

淨水與衛生 

12.891 2 6.446 6.006 **.003 A 種子型 .0763  

174.946 163 1.073   B 萌芽型 .5128 .5128 

187.837 165    C 深耕型  1.1111 

可負擔能源 

.097 2 .048 1.170 .313 A 種子型 .0000 .0169 

6.752 163 .041   B 萌芽型 .0500 .0513 

6.849 165    C 深耕型 .0667 .1111 

就業與經濟成長 

.022 2 .011 .011 .989 A 種子型 1.0508  

167.592 163 1.028   B 萌芽型 1.0513  

167.614 165    C 深耕型 1.0000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2.533 2 1.267 1.658 .194 A 種子型 .5763  

124.557 163 .764   B 萌芽型 .8205  

127.090 165    C 深耕型 .3333  

減少不平等 

.321 2 .160 .517 .597 A 種子型 .2373  

50.553 163 .310   B 萌芽型 .3077  

50.873 165    C 深耕型 .1111  

永續城市 

6.410 2 3.205 3.251 **.041 A 種子型 1.2542  

160.681 163 .986   B 萌芽型 1.6667  

167.090 165    C 深耕型 1.6923  

責任消費與生產 8.842 2 4.421 14.272 **.000 A 種子型 .2119  

 50.490 163 .310   B 萌芽型 .3846  

 59.331 165    C 深耕型  1.2222 

氣候行動 .414 2 .207 4.069 **.019 A 種子型 .0169  

 8.291 163 .051   B 萌芽型 .0769 .0769 

 8.705 165    C 深耕型  .2222 

海洋生態 6.086 2 3.043 7.805 **.001 A 種子型 .0508  

 63.558 163 .390   B 萌芽型 .0256  

 69.645 165    C 深耕型  .8889 

陸地生態 .487 2 .243 1.684 .189 A 種子型 .0763  

 23.561 163 .145   B 萌芽型 .2051  

 24.048 165    C 深耕型 .1111  

和平與正義制度 .120 2 .060 .671 .513 A 種子型 .0593  

 14.585 163 .089   B 萌芽型 .0000  

 14.705 165    C 深耕型 .0000  

全球夥伴 .000 2 .000 . . A 種子型   

 .000 163 .000   B 萌芽型   

 .000 165    C 深耕型   



 

67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全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的初探性之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探討各大專院校於執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中各

自的執行策略與具體作法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展現深度，資料由我

國教育部於試辦期間公開徵件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報告書，共 166份報告書

進行研究。 

本章節將以三個小節呈現，於第一節中針對本研究從永續發展觀點看大學社

會責任計畫推動進行討論，運用聯合國永續發展(SDGs)觀點與推動大學社會責任

之大專院校背景、類型與特色進行敘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等統計分析，觀察

全國性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大專院校推動的策略與具體作法，並依據內容分析之結

果進行討論。藉以協助全國各大專院校與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並

以大學能量帶領著社會朝向永續發展的方向之參照。第二節中將根據第四章統計

分析結果進行探討，希望能對我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提供未來之發展之

有所助益，並作為後續更深入研究的參考方向 

 

第一節 研究討論 

本研究的結論與貢獻主要在於量表本身及我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報告

書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對照，配合第一章的研究目的，得到以下結論： 

從永續發展觀點(SDGs)看我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推動，全國共計 153

大專院校所提出的 USR 執行策略與具體作法對應 17 項目標，唯獨只有一項目標

17 全球夥伴，是我國各大專院校目前沒也辦法具體呈現的一項目標，其餘目標

第一項至第十六項與各學校均有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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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應永續發展目標且較有深入執行的大專院校多數均朝著目標一：消除貧

窮、目標二：消除飢餓、目標四：教育品質、目標八：就業與經濟成長、目標九：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及目標十一：永續城市較有深度之展現。 

一、學校背景 

本研究將學校背景區分為公立與私立兩種，透過敘述性統計分析發

現。我國截至民國 107年止，全台共有 161所教育部認可的公立、私立

大專院校，從數據統計來看，我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推動國立大

學申請案件次數 52件，而全國公立大專院校共計有 48間，可見教育部

將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推動深受許多大專院校認同。 

二、學校類型 

依據學校不同類型(普大、科大、學院)來探討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的推動，由表中可以發現，普通大學佔全國各大專院校推動(48.2%)。

換句話說，綜合型大學對於大學社會責任著力較於容易且能多方發展。 

三、計畫類型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推動分為三個部分(種子、萌芽、深耕)，希

望如同育苗一搬慢慢成長成為大樹，從中可以發現許多學校申依據是申

請單一案件 A類，B類與 C類較少。可見還有多數學校尚未將大學社會

責任作為校務發展之一。 

四、特色類型 

大學社會責任首次申請將特色區分為五項(在地關懷、產業鏈結、

永續環境、食安與長照及其他社會實踐)，由表格中可以觀察，我國推

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之大專院校以在地關懷、食安與長照、其他社會實

踐方向。可見我國認為地方關懷、健康飲食與高齡福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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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意涵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引導大專校

院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並透過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之概念，善

盡社會責任。國教育部 2017 年開始試辦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目標是引

導臺灣的大學專院校能「善盡社會責任」，並將社會責任列為 2018年後學校的校

務發展重點項目。 

因此於試辦期間，首次公告(106學年度)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報告說明

為尋找方向及初探執行作法。若能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將其作為發

展方向或工具，將能更有效且符合社會大眾期待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本研究將針對蒐集回來的 166份樣本資料，經由內容分析法與統計軟體分析

發現，大多數學校於具體作法上大都相同，都是以培育人才出發。從教育著手教

育下一代永續發展之觀念，讓大學課程不再單調且豐富多元，未來並能投身於合

適的產業就職，同時提升參與我國永續發展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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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論與建議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是近年來臺灣高等教育政策重要之一，世界各地針對大學

社會責任的理論與研究也越來越多，且都趨於認同大學應肩負對社會之責任。由

本研究收集的 166 份報告書中發現，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17 項目標

對世界朝向永續發展的面相發現，臺灣所推行的大學社會責任確實對應且影響到

我國永續之發展。 

大學實踐社會責任是有效且具影響力的政策之一，若納入高等教育實踐的核

心與功能，大學教育視野更能展開且有長期的效應。特別大學主要核心任務「教

育」，學生若能從學校獲得、學習社會中面臨的問題及解決方法，更能有效的發

揮大學社會影響力且減少永續問題的發生。 

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大多數學校皆以培育人才(目標 4、目標 8目標 9、目標

12)、地方關懷(目標 1、目標 2、目標 3、目標 5、目標 10)為主，若能擴大影響

要求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之學校能依據地理環境與地方文化稍作改變，推行 1

校多特色，讓執行推動的策略能涵蓋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多個目標項，

讓 USR計畫推動效益更大，且能讓大學生一同參與，提供多元發展的空間與場域。 

USR 的學習過程是漫長之路，如同種子種下需要有人照料，有人牽引。歲月

長時間累積，萌芽成長壯大，大學社會實踐亦是如此。我國企業中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計畫越來越多，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位能夠掌控全局，理解問題提出解決方法

的角色。若大學能發揮地方創新系統的核心角色，以大學作為一個資訊交流、互

換、互補的平台，與企業、社區一同共學共創。讓我國各大專院校推動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時能夠更為全面，同時帶動企業，一同落實永續發展目的，從人的

社會、經濟、環境三個面向擴大協力，將有助於促進國家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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