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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學者的研究竟然與台灣社會沒有關聯」、「社會大眾時常抱怨我們的大

學教授『不知人間疾苦』」、「立委諸公質疑『學術研究對台灣社會有何貢獻？』」

等對於過往台灣學術現況的形容，晚近被用以證成需要以科技部與教育部大型計

畫補助經費的方式鼓勵大學與學者負起社會責任、投身社會實踐事業之因，而這

樣的一股風潮，也被認為是有別於過往學術研究的新現象。然而對於過往學術現

況的形容有多大程度貼近事實，以及晚近的社會實踐到底多「新」與在哪些層面

上為「新」等議題上，恐怕就缺乏討論。就以筆者所欲探討的新北市烏來地區為

例，在政治大學執行的科技部「人文實踐與社會創新」計畫之前，不乏研究團隊

的進入，至少包含中研院民族所陳茂泰、台灣大學石正人，以及世新大學的大文

山計畫等團隊。再者，所謂「社會實踐」與「社會責任」的實質意涵恐怕也需要

進一步檢視。筆者預計以烏來地區為例，檢視與比較歷年來各計畫的內涵與實際

執行狀況，試圖釐清晚近社會實踐的「新」在何處，以及探討其涉及的社會實踐

與責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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