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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推動第二期(109-111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111年度成果評核作業須知 

壹、評核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大專校院(以下簡稱大學)師生積極連結學校及各界資源，協

助城鄉因應社會發展關鍵議題、促進在地人才之扎根養成及場域之永續發展，以提升大學對

所屬區域及當代社會的貢獻，於 107年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以下簡稱 USR計畫)，並

於 109年度接續推動第二期(109-111年)計畫，持續以「在地連結」、「人才培育」為核心，引

導大學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並逐步接軌聯合國推動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協助在地永續發展，促進社會創新。 

為了解本期受補助計畫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執行狀況與成果，以及了解學校整體推動是

否有效支持 USR 計畫之執行，爰依第二期(109-111 年)計畫徵件須知，每年度擇期辦理 USR

計畫年度成果評核，遴聘各領域學者專家組成評核小組，針對每件計畫所提成果報告進行審

查，本次評核主要目的如下： 

一、了解各校校務發展推動是否有效支持 USR計畫之執行。 

二、評估 111年度 USR個別計畫執行成效。 

三、透過專業評核意見回饋計畫執行團隊，協助計畫調適及優化。 

四、透過本次評核，匯集並分析 USR 計畫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以利 USR 推動中心擬定後

續之諮詢協作措施。 

五、透過整體評核結果，協助本部針對 USR政策進行 PDCA持續改善。 

貳、評核對象 

111 年第二期 USR 計畫計有 91 所大學 196 件計畫續予補助，各類型計畫件數：大學特

色類萌芽型計畫 163件、大學特色類深耕型計畫 18件、國際連結類萌芽型計畫 11件及國際

連結類深耕型計畫 4件。 

一、大學特色類計畫 

由學校基於高教深耕校務發展特色或第一期 USR計畫推動基礎進行規劃及推動，並應有

與社區共生共榮之永續實踐機制： 

(一) 萌芽型：重視精進跨域課程與深化場域實踐，鼓勵跨校合作。 

(二) 深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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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勵跨校合作，重視人才扎根養成及場域永續發展，除計畫之具體實踐面向外，應

建立促進跨校合作與社群共學之機制，規劃並辦理 5 所學校以上之跨校興趣社群

(Special Interest Group，以下簡稱 SIG)活動或培力工作坊，以落實跨校交流、人才培

育或相互合作，並擴散團隊成功經驗。 

2. 針對學校推動 USR進行中長期效益評估，應規劃相關作法，並出版大學社會責任年

報(Annual Report)。 

二、國際連結類計畫 

鼓勵大學積極參與國際永續發展社群，將既有成果接軌國際重要議題與場域進行實踐，

進而提升國內大學之國際影響力，並以實際行動參與的方式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全球移動力

之新世代人才： 

(一) 萌芽型： 

1. 「國內社會實踐規劃」部分：比照大學特色類深耕型計畫。 

2. 「國際連結規劃」部分： 

(1) 針對選定之 SDGs議題規劃推動國際雙向或多邊交流合作。 

(2) 針對選定之 SDGs議題發展相關國際課程或學程，以落實具國際移動力之新世代

人才培育。 

(3) 應建立促進跨校合作與社群共學之機制，並辦理跨校 SIG活動或培力工作坊，擴

散團隊成功經驗。 

(4) 針對學校推動 USR 進行中長期效益評估，應規劃相關作法，並出版大學社會責

任年報；(至少是「國內社會實踐規劃」部分，因其執行比照大學特色類深耕型計

畫)。 

3. 提案前已針對本項計畫與經本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或有立案及常態性運作的專業組織

簽署未來國際合作備忘錄(MOU)，並不得為過往既有之MOU，但得以附加條文方式

處理。MOU簽訂須由雙方學校校長或組織法定代表人為代表人所簽署之正式文件。 

(二) 深耕型： 

1. 「國內社會實踐規劃」部分：比照大學特色類深耕型計畫。 

2. 「國際連結規劃」部分： 

(1) 針對選定之 SDGs議題深化國際雙向或多邊交流合作，並共同推動國際議題或場

域實踐。 

(2) 針對選定之 SDGs議題具體實施相關國際課程或學程，以落實具國際移動力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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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人才培育。 

(3) 能參與或籌組 USR國際聯盟。 

(4) 應建立促進跨校合作與社群共學之機制，並辦理跨校 SIG活動或培力工作坊，擴

散團隊成功經驗。 

(5) 針對學校推動 USR 進行中長期效益評估，應規劃相關作法，並出版大學社會責

任年報。 

3. 提案前已針對本項計畫與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或有立案及常態性運作的專業組

織簽署具體國際合作協議，非過往既有合作協議，但得以附加條文方式處理，此協

議簽訂須由雙方學校校長或或組織法定代表人為代表人所簽署的正式文件。 

參、作業流程 

一、 評核作業線上說明會 

(一) 會議時間：111年 9月 14日(星期三)下午 3時。 

(二) 說明會將全程錄影，未能參加說明會者，可至本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官網

(https://usr.moe.gov.tw )觀看說明會影片及下載會議資料。 

二、 成果報告繳交 

(一) 繳交期限：自 111年 10月 1日(星期六)上午 10時至 111年 10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5時止。 

(二) 繳交方式：由學校管理窗口及個案計畫窗口分別至計畫管理系統 (網址：

https://manage.tw-usr.org/application/login )填報 111 年度執行成果資料調查表單及上

傳 111年度執行成果報告書。另請於 111年 10月 25日(星期二)前備妥紙本報告書 1

式 1份函送至本部，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三) 填報負責人： 

1. 學校管理窗口 

(1)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執行成果資料調查表單(附件 1)。 

(2) 111年度執行成果報告書-學校整體推動成果報告(附件 2)。 

2. 個案計畫窗口 

(1)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之執行成果資料調查表單(附件 1)。 

(2) 111 年度執行成果報告書-大學特色類個案計畫執行成果報告(附件 3)、國際連結

類個案計畫執行成果報告(附件 4)。 

 

https://usr.moe.gov.tw/
https://manage.tw-usr.org/application/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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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核作業程序 

(一) 書面評核：各類計畫均進行執行成果報告書面評核，111年 11月 1日(星期二)至 111

年 11月 15日(星期二)。 

(二) 提供審查意見：預計 112年 1月。 

肆、執行成效評核內容及架構 

評核內容分為「學校整體推動成果」及「個案計畫執行成果」兩大部分，並於評核系統

平台進行線上審查。 

一、 學校整體推動成果-校務落實度及執行成效 

(一) 學校整體 USR發展藍圖之推動及資源投入 

1. 第二期 USR 計畫書所提學校 USR 發展藍圖納入校務發展重點工作之實際進度與成

效。 

2. 實際經費與資源挹注情形。 

(二) 學校支持 USR之制度與措施 

1. 激勵師生參與 USR之制度落實成效：教師評鑑、升遷、彈性薪資、表揚活動等。 

2. 課務發展支持措施之實際成效：減低授課時數、課程時數及學分認定、跨域教師聯

合授課制度等。 

3. 計畫相關專案教師或工作人員待遇及職涯發展支持措施與落實成效。 

4. 學校深化師生認同社會責任實踐價值之實際成效：如促成校園對話、媒合跨領域師

生參與社會責任實踐的機制等。 

(三) 校級 USR整合與協調機制 

校級 USR計畫整合協調機制之實質運作情形與成效：協助各計畫垂直整合、橫向聯

繫、加值整合、開拓校外場域，建立社群感之運作機制等。 

(四) 外部資源鏈結機制與做法 

1. 學校成為區域發展、地方創生推進者的實質成效：包括說明學校與在地政府、社區、

企業、社群對話及合作等。 

2. 學校協助 USR計畫團隊取得外部資源鏈結之實際成效。 

3. 學校支持師生跨校、跨界合作及擴散 USR成果之實際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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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計畫執行成果 

評核「推動進度與產出」、「執行效益與亮點」、「檢討、建議與因應措施」等三大構面。 

(一) 推動進步與產出 

面向 說明 評核重點 

1. 團隊形成與推

動機制面向 

計畫團隊形成與推動

機制運作情形。 

◼ 團隊專、兼職人員聘用情形(聘用人月執行

率)。 

◼ 團隊成員專長與任務安排之妥適性及分工

情形。 

◼ 推動方向及執行架構與計畫目標契合度。 

◼ 計畫協調機制與相關會議或活動辦理情

形。 

2. 課程發展及教

學實施面向 

課程(學程等)發展機

制與相關活動、教師

社群運作機制及相關

活動、跨學科課程推

動成效、課程品質及

學習成效評量機制

等。 

大學特色類 

◼ 課程(學程等)內涵、數量與計畫目標契合

度。 

◼ 教學模式創新性與跨領域教學落實成效。 

◼ 教師社群運作及教學工作坊辦理成效。 

國際連結類 

◼ 課程(學程等)內涵、數量與計畫目標契合

度。 

◼ 教學模式創新性與跨領域教學落實成效。 

◼ 教師社群運作及教學工作坊辦理成效。 

◼ 學生國際移動力養成辦理事項與成效。 

3. 場域經營與夥

伴關係發展面

向 

師生與專任人員投入

場域經營時間及參與

活動情形、活動辦理

情形及參加人次與成

效、與場域民眾及社

群的夥伴關係發展情

形、對場域問題的掌

握或產生的改變及效

應等。 

大學特色類 

◼ 場域夥伴關係之實際狀況及如何解決所面

臨的問題(請提供場域代表人資訊，並說明

是否已簽署正式合作協議)。 

◼ 場域夥伴及社群參與情形。 

◼ 場域實踐活動性質、辦理次數及參與人次

(師生、計畫成員及地方人士)。 

◼ 計畫成員及學生進駐實踐場域之積極度。 

◼ 計畫對場域實際問題的掌握度。 

◼ 協助解決場域問題對場域產生的改變或效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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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說明 評核重點 

3.場域經營與夥

伴關係發展面

向 

師生與專任人員投入

場域經營時間及參與

活動情形、活動辦理

情形及參加人次與成

效、與場域民眾及社

群的夥伴關係發展情

形、對場域問題的掌

握或產生的改變及效

應等。 

國際連結類 

◼ 場域夥伴關係之實際狀況及如何解決所面

臨的問題(請提供場域代表人資訊，並說明

是否已簽署正式合作協議)。 

◼ 國內外場域人士及社群參與情形。 

◼ 國內外場域實踐活動性質、辦理次數及參

與人次(師生、計畫成員及地方人士)。 

◼ 計畫成員及學生進駐國內外實踐場域之積

極度。 

◼ 計畫對國內外場域實際問題及夥伴關係的

掌握度。 

◼ 協助解決國內外場域問題對場域產生的改

變或效應。 

4. 跨校交流及合

作面向 

辦理與參與校內外各

類型 USR計畫活動及

合作交流情形等。 

大學特色類 

◼ 辦理跨校培力或交流活動次數及他校人員

參與人次(深耕型計畫必填)。 

◼ 推動跨校協同運作或聯盟之實質進度與成

效(深耕型計畫必填)。 

◼ 參與其它 USR計畫跨國、跨校培力或交流

活動之積極度。 

◼ 參與其它 USR計畫跨校合作之積極度與落

實成效。 

國際連結類 

◼ 辦理跨國合作之實質進展與成果，及國際

合作夥伴之實質參與情形(必填)。 

◼ 辦理跨國、跨校培力或交流活動次數及他

校人員參與人次(必填)。 

◼ 推動跨國、跨校協同運作或聯盟之實質進

度與成效(必填)。 

◼ 參與其它 USR計畫跨國、跨校培力或交流

活動之積極度。 

◼ 參與其它 USR計畫跨校合作之積極度與落

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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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說明 評核重點 

5. 資源鏈結及外

部合作面向 

學校在行政、空間、經

費之支持情形與配合

款來源、與地方政府、

企業及社群互動與合

作成效、外部資源鏈

結成效、國際接軌與

合作推動成效等。 

◼ 實質合作機構或團體數量及其投入度(請依

屬性填寫：中央/地方政府、企業、地方社

群、國際組織)。 

◼ 計畫本身經費外所獲得之經費挹注額度及

其來源。 

◼ 學校支持計畫之資源投入積極度。 

◼ 與公部門、企業及社群互動及合作成效。 

◼ 國際接軌及合作推動成效。 

6. 經費執行面向 經費執行進度。 ◼ 計畫經費執行率。 

◼ 經費運用與計畫目標之契合度。 

7. 其他重點工作推動進度(非必填項目) 

(二) 執行效益與亮點 

評核項目 評核重點 

◼ 亮點或具潛力之成果。 

◼ USR共同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師生參

與成效、地方人士參與成效、教師成

長績效、USR激勵機制之推動成效、

跨領域整合課程推動成效。 

◼ 計畫自訂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 USR共同績效指標達成率。 

◼ 計畫自訂績效指標達成率。 

◼ 績效指標達成品質。 

◼ 計畫成果之衍生效益顯著性。 

◼ 亮點案例之重要性及實質貢獻度。 

(三) 檢討、建議與因應措施 

評核項目 評核重點 

◼ 計畫實際執行與原計畫規劃內容及預

定進度之差異分析及因應措施。 

◼ 111年度細部工作事項、預定進度及查

核點內容。 

◼ 未來推動檢討與建議。 

◼ 111 年度預定進度及查核內容之完整性及

積極度。 

◼ 差異分析內容具體性及完整性。 

◼ 因應措施之可行性與積極度。 

◼ 未來推動建議之重要性與可行性。 

三、 成果報告誠實揭露原則 

(一) 申請外部經費與資源挹注 USR計畫時，應於成果報告揭露相關訊息，說明運用外部

資源執行的項目及執行成果。 

(二) 外部合作(例如私人企業)之權責應清楚劃分，說明合作關係與合作方式(例如產學合

作、協助研發技術，或是課程規劃等)，並提供相對應之校內、外規範機制，避免產

生圖利廠商或扶植特定新創公司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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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計畫調整事項 

一、請計畫團隊依原核定計畫執行，倘受疫情影響致無法執行項目，得以替代方案、調整計

畫執行優先順序或暫緩執行。 

二、111 年度成果評核時，請計畫團隊就計畫內容調整、經費執行及 KPI 達成等事項於成果

報告書敘明，本部將就妥適性及合理性進行審查。 

陸、成果資料上傳注意事項 

一、111年度執行成果資料調查表單：請直接至系統填報，無須上傳任何文件。 

二、111年度執行成果報告書：分為系統填報與自行下載 word檔兩種作業方式。其中系統填

報部份為基本資料表及執行成果簡述；自行下載 word檔：請依照範例格式撰寫成果報告

內文。 

三、待填妥成果報告內文後，請至系統下載基本資料表、執行成果簡述與成果報告內文合併，

再將合併過後之完整檔案整份 PDF上傳至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