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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USR獎源起

2005年

創全球華人媒體

首份

企業社會責任

大調查

2011年

啟動

「傑出方案」

專案型競賽

2012年

增整體績效

2015年

兩大評選方式定調-

綜合績效

傑出方案

2018年

增社企之星

2019年

增

社企之星潛力獎

2020年

首屆

USR

大學社會

責任獎



遠見USR評什麼

2020首創USR獎
源起：「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風潮漸起，大學不再是不食

人間煙火的象牙塔，而是師生與在地合作，成為地方創生的正能量。

設獎：2020《遠見》第一屆「USR大學社會責任獎」孕育而生。

核心：借鏡「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做法，以「優良USR方案」為評選主軸，凸顯

USR落地臺灣的價值。

起跑：首屆分為「生活共榮」「產業共創」「生態共好」三組。



USR獎不斷地迭代

2021組別由3組擴至5組，強調國際連結

產業共創組：大學如何把科研能量，落實到產業創新中

生態共好組：推廣生態知識，尋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在地共融組：彰顯學校專長與所在地區之間協力關係

福祉共生組：大學協助不同年齡、地域居民更好生活

國際共享組：前四組的升級版，台灣USR能量推向國際



2022疫情之下，USR更是顯學
強調培力共學、全校評比

人才共學組

由五組方案評選，擴增為六組。

新增「人才共學組」：彰顯大學透過教育輔助、技能輔導、資源串接，提昇弱勢族群、失

能家庭、偏鄉青年的學習能量，翻轉社會弱勢，促進社會和平多元

綜合績效

增加「綜合績效」，透過「全校性評比」觀察大學在永續工程上全面向的落實狀況。

USR獎不斷地迭代



USR獎不斷地迭代

2023綠色校園、永續報告書

傑出方案─增「綠色校園組」

凸顯大學如何在校園內落實環

保、節能、永續的措施與成果。

增設 「永續報告書組」

大學如何透過內容明確、詳實且完整

的「USR大學永續報告書」，彰顯自

身永續目標與作法，實踐大學治理。



2023新增永續報告書組

在國際趨勢與教育部推動下，許多大學紛紛推出「永續報告書」（USR報

告書），透過圖表、文字、照片說明，充分展現學校自身的永續策略、願
景、規劃、執行、成果等。

為了鼓勵更多學校透過完整的大學永續報告書，來讓社會瞭解自身的永續

策略與表現，《遠見》2023年增設「永續報告書」組，邀集專家綜合觀察，
一所大學永續報告書（USR報告書）的完整性、可信度與溝通性，表彰傑

出學校。

USR獎不斷地迭代



USR獎不斷地迭代

2025 新增 永續課程組
因應整體社會與企業邁向淨零轉型之需求，推出以「培育永續人才」為主旨

的課程。該課程須為貴校112學年度內有開設之具學分的正式課程，內容落

實在地連結與回應社會所需之餘，更能以接地氣的方式進行教學，並兼顧創

意性；其課程設計與教學目標有具體對應SDGs17項中的目標及細項指標。

須於報名參賽文件中清楚標明該課程符合哪些目標與細項指標

宗
旨

須
知



2025USR七大參賽組別

在地共融

(人文)

福祉共生

(健康)

人才共學

(培力)

NEW!

永續課程

(教育)

生態共好

(環境)

產業共創

(經濟)

永續報告書
(整體)



構面1. 永續願景與策略

使命與願景（定位、目標、使命、願景）、

校務永續發展方向、校務策略與永續規劃

等……

構面2.校務治理

校務組織與單位、內控與稽核機制、利害

關係人、重大議題與邊界、學生健康與輔

導、校務治理表現與成果等……

構面3.財務表現

財務收支、校務基金、永續投資、綠色投

資等……

構面4.社會服務與參與

社會參與主題與對應SDGs、代表USR案

例等……

永續報告書評選構面

USR七大組別



構面5.綠色校園與環境永續

節能減碳、用水管理、用電管理、資源再

生、綠色採購、校園生態、校園公安

等……

構面6.人才培育與學術研究

永續課程（通識、學程、科系）、永續社

團、SDGs相關科研成果、永續議題國際

交流等……

構面7.產學合作與創新技術

永續相關產學合作案、永續相關創新創業

案、SDGs相關專利成果等……

構面8. 其他亮點

關於貴校這本USR報告書所呈現的內容，

如有上述未能提及的重點，可補充說明

永續報告書評選構面

USR七大組別



USR七大組別

人才共學組：

透過教育輔助、技能輔導、資源串接，提供弱勢族群、失能家庭、偏鄉青年學習

提升，推動有教無類、教育公平、性別平等、終身學習的實現，讓社會弱勢藉由

學習獲得翻身力量，減少社會不公平，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

在地共融組：

以人文關懷與價值創新等角度，瞭解區域發展歷史與在地特色。學校透過記錄地

方歷史、保存文化資產、創新在地特色，協助社區文化傳承，凝聚居民共同記憶，

成為發揚地方特色的整合平台。

USR傑出方案



USR七大組別

產業共創組：

聚焦區域產業需求，促成關鍵技術開發，帶動產業升級，提升就業人口。學校盤

點產業人才及技術缺口，針對發展瓶頸，做技術協同開發、或關鍵技術商業化移

轉，打造產學溝通與培訓平台。

生態共好組：

學校連結地方政府、在地企業與民間社團，協助區域環境再造與環境保育教育，

針對大地防災、極端氣候、水資源、生物保育等環保議題，創造共生共榮之永續

環境。

USR傑出方案



USR七大獎項

USR傑出方案

福祉共生組：

結合政府、機構，運用科技創新，針對民眾健康與保健議題，推動長期照護、弱

勢照顧、健康促進、食品安全，協助整合在地照護需求及解決問題，提升生活福

祉。

永續課程組 NEW ：

因應整體社會與企業邁向淨零轉型之需求，推出以「培育永續人才」為主旨的課程。該課

程須為貴校112學年度內有開設之具學分的正式課程，內容落實在地連結與回應社會所需

之餘，更能以接地氣的方式進行教學，並兼顧創意性；其課程設計與教學目標有具體對應

SDGs17項中的目標及細項指標。



USR參賽須知

初選
• 書審：檢視參賽資料內容與完整度，並選出入圍者

決選
• 簡報決選：評審團進行內部討論，選出得獎者。

得獎

公布

• 得獎者預計將刊載於2025年4月號《遠見雜誌》

贈獎
• 主辦單位擇期舉辦公開贈獎



USR參賽須知

報名期間

即日起—

2025/1/6(一）

中午12：00前

報名任一組方案，內容

須於2024/1/1-

2024/12/31期間執行過

（如2023年12月31日

結束之方案無法參賽）。

「傑出方案」報名沒有件數限制，

但同一件USR方案不得跨組參賽，

僅能於人才共學、在地共融、產業

共創、生態共好、福祉共生、永續

課程，六組擇一遞件



USR參賽須知

曾獲頒遠見USR「首獎」之

方案，一模一樣方案內容，

本屆不接受再以同方案報名。

若原方案有延伸、擴大、修

改，並於2024年持續執行，

則可以新面貌報名。

參賽者所填寫與繳交等各式

評選資料，若有蓄意造假、

意圖欺瞞之情事，違反企業

/學校誠信經營精神，《遠

見》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得獎公布後，獲獎者若於

該年度發生重大爭議事件，

或有違法情事遭主管機關

裁罰確定者，《遠見》有

權取消並收回獎座



USR參賽須知

參加本評選需繳交報名

費，繳納後不予退款

請於報名受理期間內，完整繳交各項文件以及

報名費，方為報名成功。恕不接受更換資料或

截止日後補件。



USR參賽須知

步驟一：

至遠見USR獎

線上報名系統

註冊、登入會員

步驟二：

決定參加組別和總件數，填

寫所有欄位，並繳費，將付

款資訊填妥於報名表

步驟三：

於2025/1/6 中午12:00 前

完成線上系統上傳資料繳件、

繳費 → 報名成功！



USR參賽須知

以方案為單位，每方案15,750元 (含稅)

每校無參賽組別及無件數限制，

如：A大學有2件方案報名產業共創組，2件方案報名生態共好

組，1件方案報名綠色校園組，總計5件方案，報名費為15,750

X 5 = 78,750元

以校為單位，每校15,750元 (含稅)，一校限報名一件。永續
報告書

傑出
方案



USR參賽須知

銀行：玉山銀行808

帳號：0048-940-099859城東分行
戶名：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可採匯款或ATM轉帳

繳費完成後，請於報名文件表格中完整填寫付款資訊（匯款請填匯款人

資料，轉帳請填轉出銀行名稱與帳號後五碼）

繳納後，恕不退款

匯款或轉帳產生之手續費請由參賽單位自行負擔



USR參賽須知

2025/1/6(一)中午12:00

截止收件、繳費

USR官網 https://csr.gvm.com.tw/2025/USR.html

USR線上報名系統 https://award.gvm.com.tw/usr

https://csr.gvm.com.tw/2025/USR.html

https://csr.gvm.com.tw/2025/USR.html

https://csr.gvm.com.tw/2025/USR.html
https://award.gvm.com.tw/usr


常見QA

Q1：已經報名過的方案是否還能再次報名？

A：

遠見婉謝過去已得過「首獎」的方案重新報名，另報他組也不行。其他「非首獎」

案，都歡迎再次挑戰。

另外，因為有些案子內容很大，如果拆分過去首獎案中的重要亮點，重新增加新內

容，以其他案子來報名，則可以。

重點：婉謝一模一樣的原首獎案重複報名，其餘皆可。



常見QA

Q2：是否要通過教育部USR計畫審核的方案才能來報？

A：

並不是，遠見鼓勵各校彰顯自身USR價值，此一評選更並非與教育部USR計畫直接

對接，所以歡迎各種方案來參賽。

重點：此評選與教育部USR計畫並無直接相關，歡迎各類方案

來報名。



常見QA

Q3：是否要由學校統一報名？

A：

歡迎但不侷限。學校可以統合校內不同方案，最終決定最具競爭力的方案來報名，

但如果個別學院、系所、老師有意願自行報名，也都非常歡迎。

過去兩年，就有獨立學校統一報名外的案子，獲得重要獎項。

重點：不管由學校統合後報名，或學院、系所、老師自行報名

皆可。



常見QA

Q4：是不是教育部得獎或深耕型方案才有機會得獎？

A：

絕對不是。評審觀察重點在於「關注議題的重要性」「在地經營的永續性」「專業能

力的發揮性」「對關注對項的實際影響」。重點在於USR是否發揮學校本身專業價值，

並對關注議題和對象產生具體正向成果。當然，能獲得教育部肯定的方案，都一定具

備深刻成果與實力，但過去也有完全沒有入選教育部USR計畫的方案，獲得類組首獎。

重點：案子本身的議題性、投入度、影響力、成果性才是重點，

與是否獲得教育部獎項或高額補助無關。



常見QA

Q5：是不是耗時多年、資金龐大的大案才會得獎？

A：

USR關注的重點包含「成果度」和「影響力」，大案累積明確具體成果，並帶來高

度能見度與影響力，確實彰顯USR的價值，的確會獲得評審青睞。

但也有許多小而美的案子，因為成果具體、影響深刻而得到大獎。如2022年福祉共

生組首獎長庚科大，美容系發揮專業，協助顏面傷殘者重新走入社會，集合「科系

專業」「問題明確」「成果具體」「高影響力」，大獲好評。

重點：能發揮專業與創意，解決實際問題、創造具體成果，更

為重要。



為什麼要得遠見USR獎？



37所入圍，學校入圍率68.5%
66件入圍，專案入圍率38.6%

理由１:普獲大學圈認可



25所獲獎，學校獲獎率46.3%

6首獎28楷模，共34件獲獎，專案入圍率19.9%

理由１:普獲大學圈認可



理由2:評審的陣容堅強



●聲量

●觀察

●知識

●平台

●影響力

→永續觀念需倡議

→永續趨勢需掌握

→永續學問需傳授

→永續合作需跨界

→永續典範需標榜

(新聞報導)   

(媒體覺察)

(出版課程)

(交流媒合)

(評鑑授獎)

理由3:獎項對學校加值大



理由4:每年的報導都猶如一場武林大會



理由4:每年的報導都猶如一場武林大會



理由4:每年的報導都猶如一場武林大會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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