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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存在的目的是培育人才，讓一個人能發展自己的潛
力，經由貢獻社會，有一個快樂幸福充實的人生，國家社會
也因此得以發展，增進所有人的幸福。為了達到這個使命，
大學必須重視教育內涵，包含課堂內與教師及其他同學間的
學習、教室外的作業與互動，而學習環境的營造是決定教育
效果的重要元素。社會實踐式教育將學生帶入眞實環境中，
親身體驗別人生存空間中的狀況，從而能深切了解教室與書
本中的描述與實際情況的契合程度，進而培養同理心，產生
人溺己溺，民胞物與的精神，因此實踐式教育應該是所有教
育都應有的一環，在不同領域中以不同形式實行，例如在工
程領域中，學生可以到養老院經由設計新的工具幫助老人可
以更安全的行動，醫學院學生可以進入偏鄉提供醫療服務，
而實習也是一種實踐學習，學生了解實習單位的運作與社會
的關係，進而知道自己如何貢獻機構，同時將所學應用於實
際工作中。
　　政大是國內頂尖人文、社會科學大學，實踐學習尤其是
教育內涵中關鍵的一環，在本人擔任校長任內，延續良好的
實踐學習傳統，很幸運的能與眾多優秀教師，在研發處與社
會實踐辦公室的協調與增取外部資源下，深耕執行中的計畫
並增加一些實踐學習教學與研究計畫，例如烏來樂酷的河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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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推廣資訊平權的 SOOBI 計畫、與臺北市聯合醫院合作打造預防
型長照計畫、協助社區燃起生機的興隆安康共好文山計畫、關懷東南
亞的南風四重奏計畫、培養學生人文實作力的轉注藝遊計畫、均衡城
鄉教育差距與發展的鹿樂計畫，和普及大家程式撰寫能力的大學程式
設計教學計畫等。這些計畫在老師及同學的共同努力下成果受到各界
肯定，基本上還在運作與發酵當中，除了有益於本校師生的教育與研
究之外，對其他學校也有很値得參考的價値。
　　我一直認為一個偉大的大學要能領導思想、啟發社會、影響世界，
社會實踐型的教育可以幫助政大師生於實踐後產生新的教學思維，研
發新理論詮釋社會蛻變的歷程，作為社會與學術界思想的前鋒，並經
由不斷改進的教育內涵與思想實踐啟發社會，而政大是全國最國際化
的大學，在國際學術社群中的網絡發散我們的實踐教育與研究成果也
可以影響世界。我很榮幸在校長任內能與眾多優秀師生一起努力，見
證他們對社會實踐教育的無悔付出，也祝本校的實踐教育能在後人的
努力之下發揚光大。

國立政治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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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OECD 公布知識經濟白皮書，宣示人類的經濟
發展正式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在知識經濟的浪潮下，世界各
國為求經濟的持續成長，都致力於科技的突破。為此，各國
均透過大量的經費補助，加速大學在學術前沿的推展，嘗試
透過研究成果，衍生技術專利、產出新的產品，進而促成新
事業與新產業的發展。臺灣也不例外，頂大計畫於焉而生。
　　由於政策的驅動，這十年來臺灣的大學在科研方面也有
相當的成果，國際學術論文和專利數都明顯增加，部分領域
更名列前茅。但是，知識創新價値鏈是一個全球分工的體系，
大學的學術產出，進入全球創新體系中，間接促成新技術與
新產品的誕生，彼此緊密相聯，但不一定有助於在地產業的
升級與社會問題的解決。一般社會大眾對多數學術成果幾乎
無感，更遑論對實務問題的幫助。從某個角度來看，臺灣的
科研學術成果很多只是在為全球創新者作嫁。
　　回顧我們自己生長的社會，因為新科技、新價値系統與
新世代的來臨，無論在產業升級、地方文創、教育學習、健
康照護各面向，都有許多課題急待解決，有些情況已經非常
險峻。這些問題必須從在地需求出發，整合不同領域的專業
知識，進行全面思考，才能讓問題得到淸楚的釐淸，並提出
較妥適的解決方案。但是，這些重要而關鍵的課題由於離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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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而普遍的學術研究課題較遠，無法立即產出論文或專利，在科研資
源的分配上不易受到重視。
　　因此，我在 2010 年的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的專題演講中，就倡議
人文創新的理念，希望政府能夠建立科技與人文雙融的創新系統，導
引大學和研究機構積極發揚「以人為本、在地關懷、共創價値」的精神，
為臺灣當前各面向的課題尋找前瞻整合式的解決方案，讓科研課題和
社會議題相呼應，同時也在科研的過程持續和社會對話。
　　整合型社會課題的探討，需要跨領域知識的整合和具體的行動實
踐。大學內部擁有不同的科系專業和一群關懷社會的師生們，如果能
夠善用這股力量，讓大學科研和實務課題直接連結，再輔以實踐的行
動，必能周延思考、設計出一個較佳的解決方案，這應該是一流大學
重要的社會責任。
　　因此，大學應積極扮演區域創新的橋樑（Inno-bridge)，釋放大學
特有的創新活力，運用大學的知識資本與人文社群，共同孕育一個優
質的區域創新生態系統。
　　這個理念得到政府相關部會和校內多位老師的認同，許多計畫陸
續展開。學校從 2006 年推動「學習無所不在」的書院教育開始，政大
部分師生努力將學習與研究的範籌擴大到社會的各個不同的角落。其
中，「樂酷計畫」深入烏來原住民部落、「南方四重奏計畫」關注東
南亞新住民、「SOOBI 計畫」推廣數位平權、「失智與安寧學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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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失智老人、「鹿樂計畫」引導社會資源貼近偏鄉小校、「區域智
慧資本計畫」盤點地方資源為地方創生等等，經過長期的堅持與努力，
都有傲人的成績，不僅讓學校善盡社會責任，更創造出許多「知識共
創與師生共學」人文創新的典範案例。
　　這幾年在校園觀察，人文創新的理念尙在萌芽成長、現實環境重
視科技突破與論文產出的氛圍並未紓解。因此，夥伴們的努力往往無
法得到實質直接的回報。但是，老師同學們的奉獻與耕耘，已經為現
代大學塑造了一個新的典範，對一個以國際頂尖人文社會科學大學自
許的政治大學來說，更有其不可抹滅的時代意義。回首來時路，我要
向這群默默付出的老師同學們表達最誠摯的謝意與敬意，也期盼這個
熱情的火苗，可以繼續燃燒。

國立政治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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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撰本書的初衷是希望以白皮書的形式，展示政治大學近年如何
致力於成為一個「偉大」的大學。為了招生，為了募款，也為了與國
際其他學校平等交往，大學的經營者不得不重視各種世界排名，以及
政府認證的等級（如臺灣的「國際競爭」、「頂尖」，中國的「一流」
等）。要把不同性質、規模的大學放到同一個天平上比序，則需要一
套全球通用的客觀指標，通常強調「量」的測量，如學術出版的影響
指數，或籠統的聲望給分。這固然代表某個面向的績效，但對於強調
在地影響的大學，往往無法衡平地反應其成就。許多以人文社會科學
為主體的大學，往往肩負解決在地社會問題、引導在地社會發展的使
命，其研究成果多無法像自然科學的研究，可以跨文化地普遍適用於
不同社會，因此其成也就不容易在全球的尺度上被理解與衡量。以強
調人文社會學科的政大為例，雖然能被國人肯定，也是國內最受外籍
生歡迎的學校，國際化成績斐然，但在全球學術影響力方面，則和巴
黎政治大學（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簡稱 Sciences Po）遭遇
的問題一樣，較難和具有龐大理工科系的學校匹敵。因此，政大一直
難以迴避的挑戰，就是在排名處境不利的條件下，如何說服校內師生、
社會大眾，乃至於國際學界，政大仍舊是一所偉大的學校。
　　隨著近年世界對高等教育產業化的批判，以及大學社會角色的新
想像，大學對自己的地位與價値，開始有更大的詮釋空間。國內的高
等教育也開始回應這個趨勢，透過諸多競爭的計畫，鼓勵大學對在地
社會提供回饋。政大在這波高教轉型的風潮中，不但集結師生能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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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動學術的實踐，以累積相關經驗與能力，並探求行動背後的指導
原則與理論基礎。前述許多內容已經寫進本校 2018 年的高教深耕計畫
書中。然而，高教深耕計畫的競爭本質，讓各校把理念與策略變成業
務機密，吝於切磋與分享。本書為彌補此一缺憾，從宏觀的角度切入，
檢視西方概念大學的演進歷史，以及近年行動學術的發展，說明政大
如何藉由掌握全球高教發展的脈動及特有的策略，重新定義自己的價
値。
　　本書除了闡述理念與策略，也介紹近年的成果。許多關於策略的
內容，取材自政大高教深耕的計畫書。關於成果，則是由許多單位與
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地達成，並由其自己撰寫，俾能呈現精彩的
細節，編輯者只是以特定的架構將其串起，因此本書以一個「串」字
名之。除了感謝大家的支持，編輯者更擔心有所遺漏，畢竟校內有太
多類似的努力，默默在不同的角落進行，囿於編輯時間的壓力，未能
詳盡盤點臚列，故在此對遺珠表達歉意。此外，編撰此書的過程中，
編輯者很驚訝地發現大家都有類似的努力但面臨不同的困境與挑戰。
展望未來，若能透過制度進行適當的串接，就能達到資源互補的增效
理想。就此觀點而言，「串」仍是一個非常傳神的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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