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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推動第四期（114-116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Q&A 

壹、113年第三期計畫成果評核及前期成果相關 

1. 請問計畫內容要求要有前期結案報告，但是113年度之第三期計畫仍在進行期

間是否提供112年度結案報告呢？ 

A： 
前期成果報告提供期間自112年1月1日至113年8月31日止，所以112年度的成果也

要撰寫。 

2. 本案為第三期（112-113年）新加入的計畫，欲申請第四期（114-116年），請

問今年是否需繳交兩份成果報告？ 

(1) 8月底前繳交112年成果報告，同第四期申請書一起繳交（112.1.1-112.12.

31） 

(2) 今年底繳交113年成果報告（113.1.1-113.12.31） 

A： 
1. 第四期徵件須繳交前期成果報告，提供期間自112年1月1日至113年8月31日

止。 

2. 今年底另外繳交113年第三期成果報告，提供期間自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

1日止。 

3. 今年不用成果評核，是否表示為不須期末訪視？也就是今年下半年一樣會辦理

第三期的實地訪視嗎？ 

A： 

今年無成果評核實地訪視。但第四期徵件審查期間，申請大學特色類深耕型以上

計畫，如果通過書面審查及簡報審查，則須進行徵件的實地訪查。 
4. 請問計畫申請書與前期成果報告（112.1.1-113.8.31）需於8/30前繳交，而年

底前繳交113年成果報告（113.1.1-113.12.31），另今年10月不進行管考，以

上成果報告的時間理解是否正確？ 

A： 

是的。 

5. 想請問關於繳交前期成果報告作為審查項目之一，剛才提到繳交前期（112 

年）成果報告，然後年底前繳交113年成果報告，所以最後審查成績是會在年

底一併列入113成果報告嗎？那113年繳交的時間是何時？ 

A： 

延續計畫要繳交前期成果報告(自112年1月1日至113年8月31日止)，占書面審查成

績30%，但是年底繳交要113年完整年度的成果報告，不會進行評核，繳交說明將

由教育部另函通知。 

貳、議題及SDGs相關 

6. 如何定義與前期不同之議題？ 

7. 若在本期議題項目為在地關懷，在下期是否可調整為健康促進與食品安全？ 

8. 請問計畫議題項目有兩項，是否可以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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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延續型計畫主軸若涵蓋在地關懷與健康促進與食品安全，是否仍需以前期所擇

之計畫主軸為依據？或是可因應計畫PDCA修正變更之？ 

A： 

本期徵件須知已針對六大議題增加內涵說明，提案擇一主要議題，不得複選。若

為延續或進階計畫，原則維持計畫議題，但仍可因應計畫需求進行調整，並建議

提供調整說明，俾利審查。 

10. 所謂SDGs的169項指標都十分特定，不是很容易對應到計畫關注的在地議題與

人才培育脈絡，請問對應169項指標是必要的嗎？ 

A： 

各類型計畫均須扣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169項指標可供學校在擇定17項

永續發展目標時更細部的資訊，屬建議之參考資料，提案時仍以大項指標進行說

明。 

參、USR Hub提案相關 

11. 本期USR納入校務規劃沒有提及USR Hub，想了解推動中心在第四期計畫對大學U

SR育成機制有什麼期待？ 

A： 

自第三期計畫起USR Hub已納入「大學社會責任納入校務發展規劃」，考量學校已

推動多年，且屬校務發展的部分，因此USR Hub的相關機制可於「大學社會責任納

入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之「育成輔導與永續發展機制」內一併說明。 

12. USR Hub若改提萌芽型，也需交成果報告？ 

A： 

如果學校以USR Hub育成計畫進行提案，請依據新興計畫提案資格之『於第三期

「大學社會責任納入校務發展規劃」之育成種子計畫自行推動至少1年』來申請，

並提供成果報告。成果報告可以提供交給學校的現有成果。 

肆、新興計畫申請相關 

13. 第一次申請萌芽型計畫，一定要有前期計畫嗎？因為申請書要求要說明前期計

畫或結案報告，它不能是一個新計畫嗎？亦即沒有前期計畫？ 

14. 之前從來沒有申請過的學校現在只能從大學特色萌芽型開始申請？ 

15. 萌芽型之新興計畫的前期計畫成果報告是用「大學特色類前期成果報告」的格

式去撰寫嗎？ 

16. 請問第三期新案要申請第四期計畫，提及要繳交的「前期執行成果報告」是指

112年的成果報告嗎？  

17. 第四期可以新提案，新場域嗎？ 

A： 

1. 請依據大學特色類萌芽型計畫，新興計畫的提案資格申請。新興計畫所提交的

前期成果（結案）報告，如為中央部會委託或補助計畫（含高教深耕計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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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資格者，則須提交前期的完整之成果（結案）報告。例如前期是衛福部的

補助計畫，可以提供交給衛福部之成果（結案）報告；如果是第三期「大學社

會責任納入校務發展規劃」所育成的種子計畫進行提案，可以提供交給學校的

現有成果。 

2. 如果為第二期計畫要以「申請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至少1人曾擔任一期USR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至少1年。」之資格來申請，所繳交之

前期成果報告的格式可以依據第三期徵件的前期成果報告。 

18. 計畫有執行第二期，雖然第三期未獲推動中心補助，但目前有以其他資源維持

計畫運作。想請教在前期成果部分，應呈現第二期內容，還是應包含112-113

年成果？ 

A： 

建議前期果內容撰寫涵蓋112-113年的執行成果。 

19. 請問若要申請新興計畫的案件，主持團隊至少1人曾擔任中央部會委託或補助

計畫2年以上，請問若是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是否可行？ 

A： 

可以。 

伍、計畫申請相關 

20. 資料檢核表是系統填報後，印出請主持人簽章，簽章正本膠裝至計畫書中？ 

A： 

是的。 

21. 新南向國家是否包含新加坡、澳洲等國？ 

22. 若是深耕型但已有推動新南向國家的合作計畫，是否可持續推動？ 

A： 

1. 本期國際合作型計畫的國外場域，聚焦於越南、菲律賓、印尼、泰國、印度及

馬來西亞等國家，係為配合教育部擴大招收海外國際學生政策，透過本計畫國

際合作效益，增進國外合作場域之大學及高中對臺灣的認識，進而吸引國際生

來臺就讀。 

2. 延續計畫已合作的國外場域仍可持續推動及深化。 

23. 學術倫理切結書可否電子簽名？ 

A： 

可以。 

24. 「學校應於提案前檢視校務規程是否已成立校級USR專責單位，尚未成立之學

校，於計畫核定後成立校級USR專責單位。」如本校已成立校級USR專責單位，

但性質為功能性單位，是否符合以上條件？又如尚未成立之學校，於計畫核定

後成立校級USR專責單位。」校務規程是否須納入校務組織章程內並報部？ 

25. 須知提及需成立校級專責單位，若是以USR推動委員會（校級且於校組織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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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列）這樣可以嗎？ 

A： 

由學校認定及說明校級USR專責單位的規劃及運作，未強制規定應於組織規程明

列。 

26. 預計申請深耕型計畫，在課程規劃方面，納入的課程內容，一定要去場域服務

嗎？另外，若是僅部分課程與計畫內容有關，可以融入學程課程嗎？ 

27. 請問USR計畫開設的課程，其課名、範疇是否有限制？是否一定要和大學社會

責任相關？如何認定？其彈性有多高？又如是否一定需協同主持人所開設的課

程才能算計劃內的課程？ 

A： 

課程內容原則尊重學校自主規劃，惟須依各類型計畫規模開設USR相關課程。 

28. 請問第三期已簽署合作備忘錄，在第四期是否有需要重新簽署？或可繼續沿用

即可？ 

29. 若計畫於第三期與場域簽訂合作備忘錄時，就已簽訂到116年，是否還需要重

新簽約呢？另請問MOU上傳，會不會占用附錄頁數？還是單獨上傳？ 

30. 關於國際合作型MOU提問。原第三期已經有簽署MOU且第四期將持續延續合作內

容。第四期申請須知有提及需要「一併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其資料是否有格

式限制？或直接於前期計畫成果中呈現即可？ 

A： 

1. 請檢視與實踐場域所簽署的合作備忘錄是否於第四期計畫執行期間具有效力，

如果沒有明確的期間，或是所簽署的合作期間無法涵蓋114-116年，應重新簽

署。 

2. 永續發展類國際合作型計畫之國外實踐場域，請依據須知第8-9頁的規定。 

3. MOU應放置於附錄，無格式限制，計入附錄頁數限制。 

31. 學術倫理審查進度比計畫核定進度慢，這有什麼解方？ 

A： 

計畫應於核定後（修正計畫書作業期間）先檢附研究倫理送審證明，並於計畫執

行前繳交研究倫理審查之同意函。 

32. 前期成果報告現占書審分數30%，但有些計畫的亮點及作為集中於113年。若僅

以112年的成果報告作為書審資料，是否不足呈現完整計畫成果？有無調整辦

法？ 

A： 

前期成果報告提供期間自112年1月1日至113年8月31日止，如果有規劃在113年9月

之後才辦理的亮點活動，並確實已規劃會執行，也可以納入說明。 

33. 今年的徵件需知對於「對部分學校給予至多200萬」的補助，並無詳述審核標

準或條件限制。請問是否同第三期，即一校若有三件以上（或二件深耕以上）

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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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依第四期計畫提案情形、整體審查結果，以及均衡各大學推動USR量能，核予補

助。 

34. 新興計畫與前期成果不是同一個場域是否可以申請？ 

請計畫團隊依據目前規劃審慎盤點自身條件以及場域現狀，自行認定及規劃，惟

請遵循USR計畫申請原則。 

陸、永續發展類型計畫相關 

35. 國際型鏈結的關鍵KPI？ 

A： 

請參閱徵件須知針對永續發展類國際合作型計畫相關規劃說明。 

36. 永續發展類每年向企業募款5％，如果是協助場域向企業募到的款項可以算？ 

A： 

由學校向企業募款。 

37. 對於國際型計畫在雙方合約上的認定，只限於MOU或MOA兩種嗎？若對方有意願

合作並提出其他具備官方效力的文件，是否也可以算呢？ 

A： 

請以MOU或MOA來簽訂。 

38. 大學特色類國際交流費用，是否能用以支應國外講者來台之相關差旅費用？ 

A： 

大學特色類計畫得編列國外差旅費(補助經費6%)，係提供計畫團隊出國經費，如

果是邀請國外講者來臺，可由業務費支應，並依「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

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編列相關費用。 

39. 一所學校的永續發展類計畫是否有件數限制？ 

A： 

同一學校得就大學特色類、永續發展類進行整體規劃提出申請，每校至多5件。 

40. 若是國際合作型計畫的實地審查，需要提供國外實踐地的審查資料嗎？ 

建議於提案申請時即繳交相關國外實踐場域之資料，實地訪查階段可再做進一步

補充和說明。 

41. 萌芽型計畫是否已可以針對國際合作進行MOU的簽署、人才培育工作坊、課程

發展…等相關合作？ 

A： 

大學特色類萌芽型計畫若有進行相關國際合作，簽署MOU非為必要項目。 

柒、計畫主持團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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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若計畫主持人於計畫最後一年退休，共同計畫人晉升為主持人的話，是否需要

再找一位共同主持人？ 
A： 

共同主持人至多2人為限，請依計畫執行需求規劃主持團隊。 

43. 關於萌芽型計畫主持人之資格，若計畫主持人先前執行相關計畫的經驗皆為國

外的計畫，是否符合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資格？或是應提供什麼樣的文件佐證？ 

A： 

請參閱徵件須知第5頁，新興計畫的提案資格。 

44. 113年度計畫規定共同主持人一定要是校內專任（但112年沒有此規定）第4期

計畫規定為何？ 

A： 

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應為校內教師，如果邀請校外教師、業界專家或社區人

士加入主持團隊，限擔任協同主持人，並得以學校配合款支應主持人費用。 

捌、經費補助及支用相關 

45. 特色永續規劃得編列不超過15%之國際合作費用，是指在800萬中的15%嗎？另

加的300萬則得以全數編列於國際合作嗎？ 

A： 

國際合作費用為核定總補助經費的15%。 

46. 永續發展類計畫，申請書基本資料表的分年計畫經費額度是未將募款5％內容

納入？ 

47. 5%的募款金額，只能是經費，還是可以有其他替代的方案，例如提供設備、產

學合作等？ 

A： 

企業募款以經費為原則。另經費表編列，不包含募款之5%。 

48. 教育部補助款不能支應校外協同主持人（他校教師），只能用學校配合款，可

否放寬？ 
A： 

請依「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補助要點」規定辦理。 

玖、成效評估機制相關 

49. 第四期是否著重利害關係人書寫、評估成效方式，徵件內容中是否需要特別說

明？ 
A： 

成效評估機制自第三期計畫起已要求申請學校應提出規劃，相關說明請依計畫書

申請格式撰寫。 

50. 大學社會責任納入中長期校務發展評估，那出版學校社會責任年報，是每個US

R單位出版一份或是全校出版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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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學校為單位出版。 

51. 使用SROI機制為必要性措施嗎？若不是使用SROI會影響計畫申請嗎？ 

52. 第四期建議可採用SROI作為效益評估工具，並列為優先補助之參考依據。此種

作法對於執行多年，且依照教育部要求依各校特色發展其他效益評估方法的學

校是不平的。 
A： 

1. 延續第三期計畫之提案學校、計畫，原則沿用現行成效評估規劃毋須變更，提

交112-116年之成效評估機制。 

2. 惟自第四期計畫起鼓勵學校可將SROI作為評估方法，並作為優先補助參考。 

3. 本項仍以學校整體的成效評估規劃妥適性進行審查，非單獨以評估工具作為審

查及優先補助判斷依據。 

53. 請問若本計畫於本期已經進行SROI分析，分析完成後是否可以運用本期補助經

費送國際認證組織進行成果認證呢？ 

A： 

倘為國際認證組織第三方認證費用，得由補助經費支應。 

拾、場域及人才培育相關 

54. 場域不能有從屬關係，那例如暨大可否與暨大附中合作？ 

A： 

1. 本計畫鼓勵學校結合校內既有資源，強化場域永續經營與發展，但並非鼓勵將

校內既有資源直接設定為場域。本項所謂從屬關係，係指該場所為學校所有 

(或屬於相同企業或宗教集團)，例如學校附設教學醫院。 

2. 本項建議學校先釐清暨大附中為暨大之合作夥伴或實踐場域，如為後者，基於

上述恐有所不宜。 

55. 推動策略第二項的建立永續人才培育機制，請這裡指的人才對象僅限於校內學

生嗎？場域內的社區居民是否也可以列入培育的對象？ 

56. 在地年輕人與學校學生並非同一校，請問在人才培育方面，剛剛說的以學校學

生為主，是否排除了實踐場域的年輕人？ 

A： 

學校應配合USR計畫的推動進行相關課程的規劃，因此校內學生為人才培育的主要

對象，但沒有排除場域合作夥伴，請依計畫需求進行整體人才培育規劃。 

57. 計畫所欲投入的「社會實踐場域」，必須是地理性的社區場域（如xx部落、xx

鄉鎮、xx社區等特定地理空間）？或亦可以是具特殊性的族群場域（如政治受

難者、罕見疾病家庭、新住民二代等特定有需要的族群？）？ 

58. 如果實踐場域為特定族群（非地理性），如何填報申請資料表之實踐場域類

型？（固定地理區域、 以機構等為主要場域、國外場域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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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USR的核心精神為在地連接、人才培育，倘不是有地理性的場域，可能就不一定符

合在地連接這樣的精神，建議計畫團隊再做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