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主持人：電機工程系/楊明達老師老師

計畫名稱：離島居民安全飲水環境希望與行動

成果摘要：

計畫主軸為SDG11永續城鄉：建設包容、安全、具防災能力與永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子議題
──城鄉差距、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交通建設、居住正義與租屋貧窮。計畫執行內容聚焦
於離島居民安全飲水環境之建置。此處也與SDG6潔淨水資源：為所有人提供水資源衛生及進
行永續管理。子議題──公共衛生管理、水資源、河川污染、濕地保育。互相呼應。計畫執
行的第一年為辦理「SDGsX希望與行動種子展」，向全校師生及周邊的社區民眾傳遞永續發展
與友善環境理念。將環境永續的知識在社會中擴散開來，鼓勵每個人從內心改變，由內到外、
並在生活中付諸具體行動。除了積極落實SDGs精神，最重要的是將SDGs理念推廣到年輕世代。
展覽核心理念為「從一開始從心出發」。「從一開始」，透過一句話、一個行動來發揮每一
個人的力量。「從心出發」，則是希望本校師生與社區民眾發自內心，認同自己與環境是生
命共同體，你我都有能力為永續發展作出改變。另外也開始著手規劃建置一套「結合綠色能
源之水質監控平台」。

112年度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計畫成果(個人型)



計畫主持人：電機工程系/林育勳老師

計畫名稱：家電維修人才培育計畫

成果摘要：

臺灣人口快速老化，已於107年邁入高齡社會，推估至114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屆時將有超過
20％的民眾為老年人，人口快速老化，長期照顧需求人口數劇增。高齡社會中，又以獨居老人
需要更多的關懷及照顧。根據民國111年第3季調查資料顯示，澎湖地區65歲以上的獨居老人高
達1227人，這一些獨居老人除了需要更多的關懷及照顧外，所居住的環境是大多無法自我料理
。另外，弱勢家庭是急需要關懷及照顧的一群。由於澎湖縣位處離島，因土地貧瘠、就業不易
導致青壯年人口外流，逾半數的弱勢家庭僅能從事臨時工維持生計，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因
照顧者年邁、失能而無收入，家庭經濟極為困難，非常需要有人關懷。本計畫目的是成立家電
維修技術團隊，培育本校五專電機科一、二年級對於家電維修有興趣者的學生。計畫初期規畫
是先成立維修練習場，建立維修照明設備相關機具，訓練學生基礎訓練，直到有能力維修照明
設備。計畫下鄉服務，同時邀請到校內、外家電維修專家蒞臨本校演講，對於家電維修方面的
經驗分享及指導，及澎湖地區國中參訪課程體驗。希望藉此計畫使五專生肯定自我的舞台，重
新建立信心，將所學實際應用到當地需要協助的民眾，做有意義的服務教育，回饋到鄉里，達
到雙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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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計畫成果(個人型)
計畫主持人：電機工程系/張永東老師

計畫名稱：智慧型綠能供電系統研製

成果摘要：

在眾多的再生能源中，太陽能發電是屬於最為成熟的技術，因此在全球各地普遍建置太陽能發
電系統。於陸地上大規模建置會受到腹地狹小的受限，推展更容易遭受阻礙，因此，水域型太
陽能發電系統更被重視。
目前水面型太陽能發電有著普遍的特徵是被動式地受光功能，本計畫主要是著重在追日型態的
水域型太陽能發電系統，，此種作法讓光電轉換的總能量可以達到最大化，相對提高太陽能板
的利用率。最重要的是可以適應澎湖東北季風帶來強大的風勢，減少設備被翻覆的風險。



112年度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計畫成果(個人型)

計畫主持人：觀光休閒系/呂政豪老師

計畫名稱：研發3D實景模型之互動平台

成果摘要：

本計畫擬研發3D實景互動平台，讓使用者可透過此平台了解澎湖地景與文化之多樣性與價值。
由於3D模型的檔案大且細節豐富，要讓互動平台能夠即時算圖、呈現，這是本計畫擬欲突破之
地方，如能成功，將可為澎科大招生、澎湖特殊景點的互動體驗，乃至於環境教育之推廣產貢
獻。



112年度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計畫成果(個人型)

計畫主持人：資訊管理系/張維碩老師

計畫名稱：心中桃花源-數位資訊結合白沙鄉中屯農村歷史文化與發展

成果摘要：

本計畫秉持永續為體、數位為用的精神，聯合國推動2050年全球淨零排碳，企業、學校到個人
都需要落實環境永續，永續包括過去、現在與未來，不瞭解過去的歷史對於承接未來不踏實，
澎湖村落的先民開拓始於明朝末年，因當初許多歷史過程未留下文字記錄，就目前可蒐集的資
料，經由本計畫將傳統聚落的文化資料以數位方式保存，由於青壯人口外流，需要有資訊科技
協助讓聚落的文化活動提高效率，在導入數位化的過程，老師會帶領專題學生考慮當地民眾的
使用能力及便利性客製化的設計。此外，中屯過去以瓜果類種植聞名，近年中壯人口外流，廢
耕地多數被銀合歡淹沒，本計畫於中屯國小附近，把廢耕的農地改善為有機農作培植之假日農
場，經評估種植學名為「澎湖大豆」的一條根，結合具澎湖特色的產品或是伴手禮。廢耕地再
活化利用，可以增加土壤碳匯，符合2050年全球淨零排碳目標及永續農業精神。



112年度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計畫成果(個人型)

計畫主持人：資訊管理系/林永清老師

計畫名稱：澎湖海洋生態保育之研究

成果摘要：

海洋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台灣四面環海，更讓民眾感受到海洋生態保育的重要性。本研究結
合規範激活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來建構研究架構，以問卷調查取得資料，透過統計分析與機器
學習之混合方法，試圖了解台灣民眾從事海洋生態保育行為意圖，洞察影響行為意圖因子和決
策法則。研究結果顯示：(1)外部因素的海洋素養，透過知覺行為控制，進而影響海洋生態保
育行為意圖最為顯著。(2)影響民眾行為意圖重要構面為知覺行為控制、政府政策和媒體影響。
(3)具海洋生態保護正向知覺和政府的良善政策，將促使民眾有較高的海洋生態保護工作意圖。



112年度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計畫成果(個人型)

計畫主持人：水產養殖系/何立平老師

計畫名稱：石斑魚巴西弧菌次單位疫苗的分析與保護效果的評估

成果摘要：

本研究計畫目的，旨在發展細菌性次單位疫苗以解決水產養殖產業遭遇的疾病問題。本計畫主
要著重在將篩選出來的弧菌抗原透過生物資訊資料庫確認候選抗原的蛋白質身分，透過生物資
訊方法分析候選抗原是否具抗原特性，利用生物資訊中序列比對方式設計出專用引子，弧菌基
因組DNA(genomic DNA)的抽取，選殖弧菌基因組DNA內的候選抗原，完成抗原蛋白將透過動物
實驗評估保護效果。



112年度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計畫成果(個人型)

計畫主持人：食品科學系/劉冠汝老師

計畫名稱：澎湖經濟性藻類鋸齒麒麟菜(Eucheuma serra)深耕加值計畫(一)

成果摘要：

澎湖群島分佈在黑潮支流流經的海域，海洋資源豐富藻類繁生，本研究團隊將新鮮紅、綠鋸齒
麒麟菜與日曬藻進行抗氧化分析，受訪者對兩種海藻乾製品皆有不錯的評價，初步開發出藻類
日曬乾燥的方法，建立1套藻類有效的量產乾燥模式。
日曬藻類產品於常溫儲存1個月後品質安定，富有特殊香氣，經由日曬乾燥技術有效延長藻類
產品常溫儲存的商品貨架期。本計畫帶領學生利用乾燥技術開發「無添加海藻乾製品」，以提
高藻類的食用品質並延長保質期，創新加值澎湖的特色水產品，協助食品產業發展，增加業者
收益。。



112年度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計畫成果(個人型)

計畫主持人：通識教育中心/林寶安老師

計畫名稱：澎湖新住民關懷與提升

成果摘要：

來台已二三十年的新住民，在子女業完成學業、進入社會工作之際，也開始爭取追求實踐自己
理想的可能。本計畫即在結合澎湖在地已經茁壯的新住民協會，突顯出他們逐漸走出過去受助
者的角色，轉變成為助人者角色的轉變。因此，他們一方面開始為來澎的新住民姊妹提供生活、
工作、生涯各方面的協助，一方面也開始關懷澎湖社會，例如前往老人之家關懷院區住民，辦
理活動，慰勞。



112年度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計畫成果(個人型)

計畫主持人：基礎能力中心/徒瑞福老師

計畫名稱：語言ｘ文化ｘ國際學習

成果摘要：

本計畫係透過本校應用外語系之學生，教授本校外籍學生華語文。因本計畫主持人身為外國人
士，曾在臺灣學習華語文多年，深知學習華語文過程中會遭遇許多困難，故其將切身經驗及過
往學習之技巧，教導應用外語系之學生應如何準備教材及教學，期藉由華語課程的開設，使本
校外籍學生有多接觸及學習華語之機會，並鼓勵該些學生報考華語證照，亦透過學校本地生及
外籍生定期授課交流，藉以擴展同學們生活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