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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第四屆《遠見》大學社會責任獎  
成大連續兩年成最大贏家  

獲「在地共融」、「福祉共生」兩首獎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12.4.11 

2023 年第四屆《遠見》大學社會責任獎揭曉，入圍 
6 件的國立成功大學獲得「在地共融」、「福祉共生」
兩首獎的肯定，連續兩年成為最大贏家。成大以「戰地
轉身．轉譯再生」獲得「在地共融」首獎，評審肯定他
們以各項大小計畫積極協助馬祖，進行不少在地文化轉
譯、場域再造等工作。成大也以醫學院附設醫院的「宅
善終~愛守護-優質的五全安寧居家照護」奪下「福祉共
生」首獎，以安寧醫療的深刻與動人內容讓評審給予高
度肯定。 

曾經擔任成大醫院院長的校長沈孟儒親自出席領
取「福祉共生」首獎，他致詞指出，在宅終老可說是大
部份人的願望，但要如何能把這人生的最後一段路走得
順利平穩，除了專業之外還需要大量的耐心與愛心，所
以安寧居家照護可說是「用生命來照顧生命，也是用生
命來教育生命」，是最高的醫療典範。成大身為綜合型
頂尖大學並擁有完整醫療體系才能做好這件事。沈孟儒
強調，大學除了善盡社會責任，更應該注重實踐高等教
育的公共性，成大將繼續努力提供南部地區乃至全國最
好的醫療服務。 

 
曾經擔任成⼤醫院院⻑的成⼤校⻑沈孟儒（右）親⾃出席領取

「福祉共生」首獎 



2    April 2023 

 

  

 

2023 第四屆《遠見》⼤學社會責任獎成⼤連續兩年成最⼤
贏家，獲得「在地共融」、「福祉共生」兩首獎  

2023 第四屆《遠見》⼤學社會責任獎今年有 120 件參賽，
角逐 7 組獎項，最終頒出 7 個首獎、16 個楷模獎項  

代表領取「在地共融」首獎的成大建築系教
授鄭泰昇致詞感謝傅朝卿名譽教授的帶領及現
任沈孟儒校長、前任蘇慧貞校長富有遠見的大力
支持。鄭泰昇指出，改造馬祖的計劃是在冷戰島
嶼播種期待未來開出藝術的花朵，帶有實現台灣
價值的意義，藉此告訴全世界台灣是愛好藝術愛
好和平的，因此大學 USR 計劃不僅是對台灣地
方的創生，也對台灣整體負有一份責任。 

第四屆《遠見》大學社會責任獎今年有 120 
件參賽，角逐 7 組獎項，最終頒出 7 個首獎、16 
個楷模獎項。傑出方案除了「生態共好」「在地
共融」「產業共創」「福祉共生」「人才共學」，
新增「綠色校園」組，並於今年將綜合績效改為
「大學永續報告書」。 

獲得「在地共融」首獎的「戰地轉身．轉譯
再生」是聚焦在馬祖軍事據點的空間再詮釋計畫 
。以設計力、文化力為出發的轉譯構想 與過往的
據點建築基地對話，發展新的場域機能、開展新
的空間意義與展演命題，豐富島嶼魅力。同時透
過滾動式、階段性發生的實體行動，包含：整合
性策略規劃、以及關係採集、藝術採集和場域系
統性呈現，進行動態資料累積與線上展覽。與醫
療體系，從城市到國家對整體防疫工作做出貢獻 
。成大建築系鄭泰昇教授帶領跨域團隊 10 多位
教師，涵蓋建築、都市計畫、工業設計、創意產
業、科技藝術、歷史等系所，包括擔任總顧問的
傅朝卿名譽教授、工業設計系馬敏元教授、建築
系吳秉聲教授、建築系簡聖芬副教授、都市計劃
系張秀慈副教授、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楊佳翰副
教授、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林蕙玟副教授、歷史
系謝仕淵副教授、建築系林軒丞助理教授、全校
不分系黃仲菁助理教授及設計中心執行長龔柏
閔，還包括知名建築師團隊及跨校合作團隊等。 

成大以「戰地轉身・轉譯再生」（2020-2022）
為主題，做了全面性的統整與策略規劃。從「世
界遺產潛力點」、「戰地遺產轉譯再生」、「戰
地文化景觀保存、詮釋與再生」、「島嶼博物館

／國際藝術島」四大面向，協助馬祖進行連江縣
再造歷史現場計畫。 

執行「戰地轉身·轉譯再生」統籌計畫期間，
為拓展成大與馬祖的全面性夥伴關係，2020 年 11
月由當時的校長蘇慧貞領軍，將成大主管創新共
識營移至馬祖舉行，這是成大創校以來首次近 
60 位主管一齊搭機赴外島舉辦共識營，充分展
現對此案的高度支持與誠意。連江縣縣長劉增應
率領官員候機，成大特別安排科技部林敏聰政務
次長進行科技講座、成大傅朝卿名譽教授進行文
化講座。在親眼所見馬祖獨特地景之後，更能深
化人文與科技的結合，凝聚共識打造高教願景。 

    隨後在 2021年共創成大 90馬祖紀念酒，2022
年簽署馬祖微學院合作備忘錄，以「微學院」新
型態組織突破大學既有體制框架，串連馬祖在地
能量與高教跨域資源，形塑一個以島嶼場域為中
心、使命導向、專案驅動、問題導向學習的另類
小型學院，透過藝術設計的力量，將馬祖的人文
歷史、生態、文化，融入生活場域帶動產業創新，
藉由臺灣獨特的島嶼論述與實踐，形塑全球島嶼
多元文化與全球永續發展脈絡。 

成大也以「宅善終~愛守護-優質的五全安寧
居家照護」奪下「福祉共生」首獎，成大醫院安
寧病房主任林鵬展副教授帶領團隊當病人治癒
率低，生命開始倒數計時，不只「cure」（治療），
更要「care」（照顧）。成大醫院「宅善終~愛守
護-優質的五全安寧居家照護」的推動就是希望，
照顧場景可以從醫院移回病人家中，除非必要，
便不再回到醫院安寧病房。所謂五全就是「全人」
以病人為中心的身心靈照護、「全家」照顧病人、
「全程」喪親家屬的哀傷撫慰、「全隊」結合團
隊各職類專業提供全方面需求照顧、「全社區」
與社區診所及居家護理所合作成就共好。安寧居
家提供末期病人在宅善終，讓家人在最後的生命
時光中可以團聚，在有限的醫療資源下節省醫療
支出，避免無效醫療，共創病人家屬、醫院、社
會、國家的四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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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台灣安寧療護推手趙可式在成大推
動安寧小組，走過近 30 年，成大已組成一支全台
最大的安寧照護大軍，從醫師、護理師、社工師、
音樂治療師、靈性關懷師到志工一字排開，不分
病人疾病、年齡，24 小時輪值待命，跨領域提供
創新舒適精準照護，成大安寧照護服務範圍跨兩
個直轄市 28 個行政區。隨著社會高齡化與服務
口碑，成大安寧居家人數連年增加，2021 年服務
量突破 9,000 人次；服務人數來到 623 人，是全
國平均的 25 倍。換算下來，成大病人的在宅善終
比例高達 81.8％，不只全台最高，還大幅領先歐
洲的 40.2%與美國的 30.7％。 

許多人會誤以為「安寧緩和醫療」等於「放
棄治療」。成大安寧緩和共同照護中心主任、腫
瘤內科醫師林鵬展解釋，「安寧，是提供更高規
格的照顧，」事實上，安寧照護並不延遲或加速
死亡，而是替病人理出最舒適、有尊嚴的照護路
徑，從容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為此，安寧團隊
必須掌握病人過去、照顧現在、預測未來，靠的
就是大數據。成大收集了 2005 年到 2020 年、超
過 8,000 位安寧病人數據的資料庫，能從此推敲
出不同階段的治療策略。「做得精細，病人才會
舒服，」林鵬展說，身體照顧絕對是醫護人員強
項，但當病人已藥石罔效，就要優先提供精油按
摩、舒適洗頭、淋巴水腫照護等舒適護理。 (文／
葉佳彬 圖／孫耀天 ) 

  
成⼤建築系教授鄭泰昇（右）代表領取「在地共融」首獎 為拓展成⼤與馬祖的全面性夥伴關係，2020 年 11 月由當時

的校⻑蘇慧貞領軍，將成⼤主管創新共識營移⾄馬祖舉⾏ 

  
成⼤「宅善終~愛守護-優質的五全安寧居家照護」奪下「福
祉共生」首獎，團隊強調當病人治癒率低，生命開始倒數
計時，不只「cure」（治療），更要「care」（照顧） 

成⼤安寧緩和共同照護中心主任、腫瘤內科醫師林鵬展（左
二）解釋，安寧照護並不延遲或加速死亡，而是提供更高
規格的照顧，讓從容⾛完人生最後⼀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