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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是為社會的公共利益而服務，而在

大學中，教學、研究與服務，是三

個經常被用來做為評量教師績效的面向，若仔

細來想，他們並非各自獨立，往往是可以相互

支持，且長遠來看都有創造社會公共利益的意

義。近年來，科技部、教育部等主導國家學術

研究與教育資源分配的部門，都鼓勵大學要善

盡社會責任，因此，如何將教學、研究與服務

做更立即的結合，就成了許多大學的挑戰。

行政院於2019年1月核定「地方創生國家
戰略計畫」，希望透過此一政策，促使人口、

產業在國土空間中重新調整、配置，得到更均

衡的發展。以解決台灣面臨之高齡化、少子

化、總人口減少、人口過度集中於大都市、產

業發展停滯，以及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此一

政策提出五大推動戰略，包括：「整合部會資

源」（中央部會從財政、資訊及人才等面向，

支援地方創生之推動）、「企業投資故鄉」

（鼓勵企業基於故鄉情感，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認養地方創生事業）、「科技導入」（協

助創生事業應用科技發展技術）、「社會參與

創生」（社會各界資金、知識技術及人才共同

投入地方創生事業）與「品牌建立」（確認當

地的獨特性與核心價值，建立地方品牌形象，

打造地方城鎮品牌）（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在以國家發展委員會為核心的發動之
下，地方創生成為熱門的政策名詞，大學社會

責任的實踐計畫，也因此經常和這些地方創生

的推動方向相結合。

地方創生？創傷？還是療傷？

上述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結合地方創生的做

法，是大學回應政策方向、尋求積極貢獻的一

種努力，但另一方面，檢視地方創生政策執行

至今所產生的問題，並思考如何修正改善，也

是一種善盡社會責任的重要方式。

文•圖︱官大偉（泰雅族，本刊本期執行主編、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

大学の社会的責任と原住民郷の地方創生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Local Revitalization i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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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為了讓政策更加聚焦於產業、經濟的面

向，並且和地方的行政體系相銜接，因此地方創生政策之

執行，以鄉（鎮市區）公所做為提出發展計畫與獲得資源

之重要樞紐，如此不同於過去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下，以

地方之協會、非政府組織提案直接獲得政府資源的作法，

固然有其意義，但是由於過去近三十年來社區總體營造政

策經常跳過基層公所、直接補助社區，已造成弱化基層公

所的治理能力，以及基層公所與社區的信任關係不足等問

題（張力亞2019），因此就筆者對於原鄉的觀察，確實存
在著公所缺乏想像力、把原本即要做的公共工程包裹在地

方創生的提案計畫之中，卻未必符合地方創生的政策目的

之現象，同時，也存在著部落對於公所的提案內容質疑，

對各種資源挹注的期待和落空，帶來新的衝突和緊張關係

的問題。

這一兩年來，陸續有識者撰文呼籲提醒，避免把「地

方創生」變成「地方創傷」，這些可能的創傷，除了上述

因為資源的進入（或預期進入）而帶來的競爭衝突，也包

括庸俗粗糙的計畫造成環境的傷害（李妍潔2018），以及
吸引青年返鄉卻缺乏配套措施而造成的挫敗與人才折損

（江國銘2020）。
事實上，「地方創傷」並非

因「地方創生」才出現。不同歷

史時期、不同階段的各種發展計

畫，都可能為原鄉社會留下創

傷，若未經修復，則會累積影響

到今日之發展計畫的進行，若大

學進場，希望投入人力、資源，

將大學之能量貢獻於地方發展，

卻忽略了地方過去的經驗和這些

經驗留下之未解的人際派系與信

任關係的問題，則可能會感到徒

具熱忱但窒礙難行，或者希望達

成各種績效指標卻只能得到拼湊

之下的表面成果，甚或反而造成

了大學自己的創傷。反之，若是

能意識到這些可能存在的創

傷，那麼大學進場時，或許應

該先想的是，如何作為修補關

係、療癒創傷的媒介。

回溯經驗、深入地方紋理

除了創傷之外，原鄉過去

的發展當然也創造出正面的能

量，通常是長年累積，而非一

人一力所達成。以筆者來自的

尖石鄉為例，自1980年代的原
住民族運動，到1990年代的社
區總體營造政策，逐步有了以

部落為基礎之發展計畫的經驗，並在2000年之
後，形成跨部落的部落工作者培育計畫，而今

日這些工作者在不同部落的崗位上投入付出，

也展開和不同的外部團體、組織、機構的合

作。這個過程除了有原運先進的扎根、相繼的

地方保育、反水庫等運動的觸發，也有各種服

務團體、社福機構、學術單位之陪伴，以及資

源投入的正負面經驗累積。換言之，若以片段

的時間切面來看，或許我們只能看到某一個單

一計畫和它的成果，但若把時間的軸線拉長，

我們就可以理解這些成果是建立在許多先前的

累積之上。

因此，回溯經驗、深入地方紋理，就顯得

非常重要，因為如此才能避免提出計畫的一方

一頭熱情，卻對於計畫的窒礙難行不明究理，

或者對於階段性的成果過於渲染，又或是無法

解讀所謂的績效指標的達成是否真的有累積的

效益。

合作對話、翻轉本位思考

對提出計畫、帶入資源的一方而言，不免

要追求此次計畫的效果，但是對在部落中和計

畫合作的工作者而言，看到的可能是來來去去

的各種不同計畫，若是缺乏溝通，甚至有時會

產生表面配合，但反正計畫總有一天會結束離

去的過渡心態。這樣的心態當然不完全是提出

計畫、帶入資源者的責任，但若是真心要為部

落創造長期具累積性的效益，那麼它絕對是大

學和部落之間必須共同去認真面對的課題。

從在地族人的角度來思考，面對來來去去

的計畫，各自有著不同的主題，長久以來，確

實也會疲於應付。若是計畫單位預設了目標，

而未考量部落的發展需求，彼此之間就有可能

產生落差。在方法論上，為了避免這樣的落

差，於是有了參與式研究與規劃的做法。但

是，參與是一個範圍很廣的光譜，從人力的參

與、跨文化知識的參與，到目標設定、執行設

計的參與，在計畫單位和部落的參與者之間，

都可以有不同的權力關係的安排。換言之，即

使名為參與，仍應該謹慎的檢視實際的權力關

係。若能以雙方的對話和理解，取代單方向的

期待，則可以翻轉以計畫單位為本位的思考，

則較有可能釐清雙方的需求，落實合作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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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地圖是部落追溯土地文化時的工具，該照片攝於尖石。

狩獵展演是當代部落文化生態旅遊常見的項目，該照片攝於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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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必須意識

到，原鄉經濟的弱勢

常和土地自然資源使

用的受限有很大的關

係，因此與政府部門

對話、突破現有制度

框架的限制、達到近

用資源的機會，也會

是很重要的事。這些

工作，既要有政策與

法律的專業，也要有

貼近文化脈絡的理解

與社會設計的整合，

還要有計算成本效益

與建立合理經營模式的技能，因此更需要跨學

科的合作，共同為支持原鄉部落發展而協力。

基於以上的信念，本期的《原教界》以

「大學社會責任與原鄉地方創生」為主題，在

【原教評論】的部分，邀請了花蓮縣文化局吳

勁毅局長、政治大學郭明政校長、尖石鄉嘉興

民族實驗小學徐榮春校長，分別從地方創生的

政策脈絡、大學的社會責任，以及民族實驗學

校和大學合作之展望，來思考大學與原鄉發展

的關係。在【原教前線】邀請了政治大學戴秀

雄教授、清華大學劉柳書琴教授、陽明大學劉

影梅教授、中央大學吳忻怡教授、台北醫學大

學林益仁教授、台北科技大學陳建文教授等執

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團隊，分享各自的經

驗，希望藉由這樣的分享，使彼此的優點能夠

被看見、相互學習，進而建立未來合作對話、

共同支持原鄉發展的基礎。在【校園連線】專

欄，則有吳薇同學所紀錄之尖石鄉在地族人回

顧部落發展經驗的座談、胡哲豪講師從原住民

教師的角度談大學在災後重建中的角色、柯念

竹同學以返鄉青年的經驗看部落的觀光發展，

以及金惠雯秘書長從NGO角度對地方創生政策
進行反省。進一步地，在【校園連線】是由王

雅萍教授、黃書緯教授、李孟儒博士生、詹庭

萱女士、簡圭彣女士與陳宣亦先生，分別介紹

泰國、日本、夏威夷、紐西蘭、菲律賓等地區

之經驗。

從國際的視野來看，大學善盡社會責任、

推動地方創生，是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

「確保優質教育」、「促進持久、包容和永續

經濟增長」以及「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

式」等多項目標的機過程；從在地的實踐來

看，它也是從實證的土壤孕育出學理思想的機

會。在此衷心感謝本期《原教界》每一位撰稿

者為集結大學實踐社會責任經驗、發展對話交

流基礎的貢獻，也期盼未來有機會建立更多的

連結，使大學與大學之間、大學與原鄉之間，

能夠相互支持、攜手共好。

更進一步來看，如此的合作對話，也應該

發生在關注同樣人群和區域的不同大學之間。

因為，透過大學之間的彼此協力合作，回應部

落的需求，正是將部落置於核心、以部落為主

體的最佳展現。

從社區總體營造到地方創生的關鍵

如前所述，相較於社區總體營造，地方創

生政策更注重經濟的面向，有著更清楚以帶動

地方經濟為導向的目的，而這樣的轉變，確實

也反映了從社區總體營造以來，原鄉發展所面

臨的轉型關鍵。

在社區總體營造的階段，除了是以社區組

織為中央政府資源輸送的直接對象，另一個特

色，是其關照的面向，包含了「人」（社區人

際關係）、「文」（在地文化特性）、「地」

（地理資源）、「景」（公共空間與景觀）、

「產」（產業）等，社區可以評估自己階段性

的需要，選擇其想要發展的一個或多個面向。

在這個政策階段，許多原鄉部落藉以累積了許

多挖掘自身文化特色，以及展現、詮釋自身文

化的經驗；但是，在產業經濟的面向，就未必

有相對的著墨。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政府資

源結束或撤離後，原本由政府資源支持的活動

就無以為繼。

現今強調產業面向的地方創生政策，對於

原鄉是否能夠發展出經濟上自我支持的能力，

就是一個紮實的考驗。一方面，在前一個時期

累積之展現與詮釋自身文化的能力，必須轉化

為促成內部合作之經濟秩序的文化資本；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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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仍是部落主要的經濟收入來源，該照片攝於復興。

復振織布技藝也常出現於泰雅族部落社造計畫中，該照片攝於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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