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方案目標方案目標方案目標方案目標
� 配合至2021年增加至30,000師生數目的需要。
� 在校園之內提供方便行人設施。

(2公里距離，130公尺落差)
� 節約能源，保育樹木和環境，美化景觀。
� 鼓勵公眾使用大學空間及設施。

2.0 規劃策略規劃策略規劃策略規劃策略
a) 步行化校園 -有蓋自動化行人徑

� 為求完善大學不同地區及在校園落差 130公尺之間的
行人交通，一條方便、快捷、設有扶手電梯、樓級等
的有蓋自動化行人徑，會成為連接火車站與「本部校
園」及至校園其他地方的最主要行人交通幹線。途中
在各大廈的入口處設行人聚點以使師生能作多方面接
觸及交流.

b) 保持清新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的綠色校園

� 這條自動化行人徑，會使現時40/60的行人 / 校巴使用
比率改變為80/20。從而大大減輕校巴及汽車的使用，
減少廢氣排放及噪音產生，減低燃油消耗及校巴運作
和維修費用，而使校園的環境更清潔、更寧靜、及更
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c) 集中教學及休閒、活動設施

� 為求更充份地利用這條自動化行人徑，擬增建的教學
樓會集中地分佈在它的兩傍，以逹致更方便的交通聯
繫，分享設施及學系互動。

� 沿自動化行人徑在「本部校園」和山下校園之間，擬
建一座飯堂及其他康樂設施的大樓。分層的平台花
園，拾級而下，接連現時的工程學大樓，在校園之中
心地點形成綠化空間，在各大樓與濃密樹林之間提供
休閒及活動的地方。

d) 保育有價值建築物

• 現存在百萬大道兩旁的樓宇及其他有價值的建築皆會
被保留。

� 現有不適合使用的樓宇會被改建及翻新以迎合最新教
學要求。

e) 提高社區使用

� 火車站入口之車站路兩旁設入口廣場，成為人流聚集
和提示方向的地方、及作為有蓋自動化行人徑的起
點。入口廣場對外的一個「大廣場」，以「嶺南運動
場」為中心、「未圓湖」為焦點。大廣場之西面為有
蓋自動化行人徑。多類的輔助設施會興建在自動化行
人徑之下方及鄰近樓宇地下。

� 這「大廣場」將會促進社群的參與和更增強大學入口
的特色。大學的大型戶外活動亦可在這裏舉行。

� 在「大廣場」的東面，另外一條設有扶手電梯及楷梯
的行人徑貫穿新建的綜合教學樓，成為第二道主要行
人幹道，連通「大廣場」與大學體育中心和山上其他
設施。不同的休憩地方亦會沿行人徑興建。

� 新的圖書館會興建在火車站旁自動化行人徑的南端，
以求方便校內及校外人仕之用。

� 在火車站東面，一座大禮堂及文化綜合大樓會替代現
時較細的「邵逸夫堂」，以提供一個場所給校內及社
區人仕方便地參與音樂及戲劇表演、大型講座、公開
論壇等活動。大樓內亦提供展覽場地作歷史、科學、
藝術及文化項目之公開展覽。一些公開課程亦可在大
樓內開辨。這綜合樓亦作為音樂系的新址，提供教學
及排練設施。大樓設餐飲設施以方便學生及市民。

� 圖書館與大禮堂前的寛闊行人廣場會開放給市民作休
閒活動之用。正因如此，大學與社區的連繫會更為加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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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新火車站

� 為舒緩現時大學火車站的人流，建議在「39 區地段」
加建新火車站以補不足。

� 新火車站將連接市中心及校園自動化行人徑的北端，以
完善北面校園綜合實驗大樓及研究生宿舍的對外交通，
更大大有利於北面校園的未來發展。

� 連接新火車站及科學園的行人天橋，更使吐露港公路兩
旁的科研機構有更密切的連繫。

3.0 其他規劃特色其他規劃特色其他規劃特色其他規劃特色
a) 本部及山上校園

� 自動化行人徑將會通過一條跨過「大學道」的行人天橋
到逹「邵逸夫夫人樓」的綠化天台，至「百萬大道」及
「本部校園」的各座教學大樓。

� 穿過「百萬大道」，一座較大體積的教學大樓將會興建
在現時「邵逸夫堂」的位置。位於「本部」的教學設施
的規模會因而大大增加。在本部的西端，一座新的教學
樓將會取代現時面積較少的「馮景禧樓」和「梁銶琚
樓」，以再增加本部的教學設施。

� 為了改善「聯合」和「新亞」書院至「本部」的行人交
通，行人徑會伸展至「聯合道」及「新亞坊」之間，以
一座聳立在山上的嶄新教學樓為終點，與現有的兩座水
塔，連成一線，在大學的最高點上豎立標記。

b) 大埔道車輛主入口

� 一個小瀑布水池會成為由大埔道進入大學的入口標誌。
� 行政大樓將會擴建，並設有地下停車場及有蓋通道連接

現有行政大樓及其新翼，減輕現時露天上落客區的交
通。

c) 學生及教職員宿舍

� 五座新書院的本科生宿舍會在聯合書院和逸夫書院之
間，沿環校西路及士林路興建。

� 兩座新教職員宿舍就會座落在環校北路現有教職員宿舍
群的東面。

d) 39區地段

� 六座研究生宿舍會建於「39區地段」，宿舍座向的佈局
確保現時的建築物面向吐露港的景觀及風向。

� 新設的多座科研實驗大樓會興建在「39區地段」之北
部，以獨特形式的建築，繪畫出校園北面的輪廓。

� 有蓋自動化行人徑會連接「39區地段」及「聯合書
院」，之間崎嶇的山路可加設扶手電梯以方便行人。自
動行人通道亦會建在較平坦的路徑，以縮短行程時間。

4.0 園境設計原則園境設計原則園境設計原則園境設計原則
� 保護及保育現存自然動植物。
� 鼓勵種植本地品種。

5.0 建築設計原則建築設計原則建築設計原則建築設計原則
� 選擇對地理環境影響較小的位置作發展。
� 保存現有建築物和觀景點的景觀視線。
� 限制新建築物的高度及體積以融入周圍環境。
� 減低佔用地面面積，以增加成本效益、保育現有植物及

預留空間作未來發展。
� 新建築物及設施的坐向會盡量節能，利用自然光線及天

然資源。
� 利用節能科技以更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6.0 富彈性的分期發展方案富彈性的分期發展方案富彈性的分期發展方案富彈性的分期發展方案
� 分期發展方案可以有彈性地更改，以配合未來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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