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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任務(㇐)
以研究創新與社會責任的角度，規劃補助
探討所在區域當前面臨的重要問題與困境
，透過哲學基本原則的反思、有系統的歷

史考察，並進行結構性研究，提出具體改

善建議，以作為未來政策制定之參考。



重點議題
區域發展的落差

土地利用與規劃

社會不平等與貧窮

人口老化與少子化

疫情後教育的創新

居住與世代正義

在地⾧期照顧與醫療的創新模式

極端氣候造成的傷害與復原

環境危機意識與社區淨零碳放

農村發展與糧食安全

文化多樣性與認同

少數族裔權益

人文藝術的社會參與

婚姻與家庭制度的變遷

地方民主的鞏固與深化

經濟變遷的困境

地方公民社會形成與社會團結

資訊安全

人工智慧與數位技術
對在地生活的衝擊與因應模式



重點任務(二)
培養在地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團隊

依前述研究單㇐或多個議題組成全校型跨學科團隊，
結合在地公民團體進行實際操作，協助解決問題，
建立「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模式。



執行
方式

FRANCOIS MERCER

發展在地實際操作 累積系統性的經驗 藉由研究成果發展
解決問題實作方案

仔細分析評估
在地議題、地區案例 推展至地區大專院校

紙本、媒體網站或電子報等媒介出版

交流
方式

1

2

各計畫藉由固定討論與相互觀摩，交流成功經驗，並透過知識的學習和操作移轉，將有效

的問題解決方案進行全國性交流，推廣至其他地區。

參與國際學術社群，發表臺灣實踐的範例，並連結其他國家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經驗和

研究，提升臺灣學術與社會實踐的能力與影響力。



機構資格

主持人資格
符合專題研究計畫之受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資格者(

不含已退休人員)

設有人文及社會科學相關系所並有學者從事此方面研究

符合本會專題研究計畫之受補助機構

能提出配合方案(含人事、空間、設備)

能建立鼓勵教師從事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工作的制度者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須能負起
• 規劃議題
• 執行研究及社會行動方案之設計
• 整合校內各個社會實踐團隊
• 統合校內資源與推動校內相關制度革新

申請機構可視計畫需要，邀請在地相關領域或鄰近學校的學者組成團隊，擔任共同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須指派㇐人擔任本計畫之執行⾧



1.申請機構申請之理由與優勢

2.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執行此項計畫之優勢條件

3.掌握「新作坊」(http://www.hisp.ntu.edu.tw)已蒐集國內外相關資料之情形

4.在地實作場域、範圍、現況、議題，以及與在地團體合作模式的規劃及連結

5.申請機構對於整合現有計畫與相關團隊及培育新興社會實踐研究團隊之規劃

6.申請機構配合方案之承諾書

7.達成本計畫任務之具體構想及步驟

8.本計畫之預期效益

9.執行期滿永續營運之規劃

10.計畫參與人員(含共同、協同主持人)及申請補助經費

計畫主持人必須在申請機構內整合既有團隊，提出整體的規劃，
每㇐申請機構限申請及執行 1 件，以中文撰寫為原則。

構想書內容（以 A4 紙張 15 頁為限，字型大小 12PT、單行間距為準）

(須明確列出合作單位)

(包括空間、設備、經費、人力、行政支援、博士級研究人員名額補助及鼓勵學者從事此方面研究之具體措施等)

(包括有執行經驗之申請機構，未來如何建立對地方議題研究分析之能量)

（請分年敘述）

HISP計畫構想書





計畫執行期限
計畫執行期限以三年為㇐階段

執行期間自 114 年 7 月 1 日至 117年 6 月 30日止

實際執行期間之起迄日期將視審查及經費等狀況核定

HISP



計畫構想書審查 研究計畫書審查

本會將邀集相關領域之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審查

HISP計畫申請與審查期程

初審

評審委員會得視需要至申請
機構實地訪查相關配合措施

通過複審者需
至國科會簡報

113
9月30日

備
函
提
出
構
想
書
截
止
日(

郵
戳
為
憑)

複審 決審

通過複審者，評審委員將擇期安
排實地訪查，了解計畫團隊與在
地實作場、範圍、現況、議題以
及與在地團體合作連結情況

書面審 會議審 會議審
113

12月底前

審
查
結
果
將
通
知
計
畫
主
持
人

114
2月10日

備
函
提
出
申
請
書
截
止
日(
郵
戳
為
憑)

初審 複審 決審

書面審 會議審 現場報告
114

6 月間

審
查
結
果
通
知
申
請
機
構

114
7月1日

計
畫
執
行



HISP審查重點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之合適性及整合校內不同社會實踐研究團隊、推動校內配套
制度的建立及革新、對校內資源統合能力。

計畫構想之合理性、可行性。

申請機構之優勢條件、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方案的永續營運規劃、在地實作場域、
範圍、現況、議題的說明，以及與在地團體合作模式的規劃及連結。

申請機構之配合方案(包括空間、設備、經費、人力、行政支援、博士級研究人員名
額補助及鼓勵學者從事此方面研究之具體措施等)。

相關文獻的評述與社會實踐整合規劃構想之創新性。

自我評鑑成果之預期效益(含執行計畫的社會影響評估、學術累積與影響評估、學校
制度與研究操作模式改變的影響評估等)。

經費編列之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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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P成果考評

本會並得視實際需要進行年度或期末成果考評；考評方式可為書面審查、
定期會議簡報或實地查訪。考評結果將作為後續規劃推動本項計畫之參考。

申請機構於計畫執行期間須配合本會之通知，不定期提供計畫執行進度、績效及成果等考評資料。

本計畫於執行期間，執行機構應依本會指定之時間，按時繳交年度或期末成果報告，
所繳交之成果報告應為完整報告，內容應包含：

• 執行績效(含預期進度、成果達成情形及社會、國際影響力等)。
• 對場域之貢獻程度及具體建議。
• 執行機構之配合情形(含空間、設備、經費、人力、行政支援、博士級研究人員名額補助及

鼓勵學者從事此方面研究之具體措施等)。
• 未來計畫之執行規劃重點(含改善方案)。

1

2

如計畫未達預期績效指標或執行成果不彰，本會得重新審酌經費補助額度及執行期限，或中止補助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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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
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學門代碼「HZZ06-人社實踐」 學門代碼「 HZZ11-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計畫」

大學

地方政府 地方組織
由地方政府與大學共同商定政策議題，地方政府提
出配合款，大學提出具創新能量解決方案，轉化成
為地方政府治理政策，提升在地人民生活福祉。

以研究創新與社會責任角度，探討所在區域當前面臨
的重要問題與困境，依研究單㇐或多個議題組成全校
型跨學科團隊，結合在地公民團體進行實際操作，協
助解決問題，建立「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模式，提
出具體改善建議，作為未來政策制定參考。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以研究創新與社會責任角度，探討所在區域當前面臨
的重要問題與困境，透過哲學基本原則的反思、有系
統的歷史考察，並進行結構性研究。依研究單一或多
個議題組成全校型跨學科團隊，結合在地公民團體進
行實際操作，協助解決問題，建立「人文創新與社會
實踐」模式，累積有系統性的經驗，藉由研究成果發
展解決問題的實作方案，推展至地區大專院校。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102.7起 107.1起

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接軌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 ，引導大學聚焦永續發展議題，
並鼓勵與世界大學對接，培養具國際視野及移動力的
人才。深化社會責任與大學中⾧程校務發展之連結，
以利更多師生參與，同時期待藉由學校發展系統化的
正式課程及創新的教學設計，推動社會所需之人才培
育機制，以落實大學社會責任之永續發展。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
土地開發、資源利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
參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利益」，並配合辦理下列事項：

1.執行計畫如有對於是否需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參與之疑義，由申請
機構行文原住民族委員會確認，並副知本會。

2.依法應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參與之計畫，請於計畫開始執行之日起 6 個
月內繳交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參與之證明文件。

本計畫由本會邀請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依第九項審查重點綜合考量申
請機構之條件及本會預算後遴選出執行機構，未獲補助者，恕不接受申覆。

本公告若有未盡事宜，依其他有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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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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