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 
校園發展方案 

 
本規劃發展方案目的除為了配合香港
中文大學的三改四年制人口急劇增長
的實際需要﹐配合中大一直以來致力可
持續發展的環保原則﹔還目標以現有的
書院制度為基礎﹐提昇中文大學為一所
具備國際級配套的研究大學。 

 
 
策略及建議 
 
規劃主要環繞以下主題作為中大的發
展綱領﹕- 
 
一﹑校園傳統與自然環境保育 
 
規劃方案以傳統及環境保育為基礎﹐尊
重現時師生的保育意向及集體回憶。
規劃根據研究小組內的中大畢業生所
提供的資料﹐歸納出必須保留﹑有集體
回憶的建築物和公共空間﹐及沒有傳統
價值的建築物﹐從而確定新發展跟保育
概念沒有抵觸﹐然後進一步提昇現有公
共綠化空間的質素。 
 
主要規劃元素及優點 
 
甲﹑中央校園本部文化 
中央校園為中文大學的中心﹐規劃方案
建議為林蔭大道進行綠化提昇工程﹐取
消中央道一帶的行車及停車位﹐配合無
車校園的概念﹐增加林蔭大道的綠化和
行人範圍﹐強化現時林蔭大道公共空間
的特色。 

 
 
乙﹑崇基歷史特色 
崇基書院為中文大學的發源地﹐崇基校
園內的未圓湖﹑荷花池和嶺南體育場
為中大內面積最廣的綠化環境。規劃
方案主張保存這自然生態環境﹐取消沿
池旁路行走的車輛﹐發展行人專用區﹐

擴闊圖書館及眾志堂室外茶座的範
圍﹐並加入雙層有蓋環形行人走廊環
繞荷花池和嶺南體育場﹐連接崇基校
園內的教學樓﹐突顯崇基校園的歷史
重要性及加強教學樓的連貫性﹔另外
環形走廊內不建議興建任何新建築
物﹐以保護自然生態環境。 

 
 
丙﹑保存傳統地標 
規劃建議保存現有地標﹐如中央校園
的“門”雕塑及鋒火台﹔新亞書院的水
塔﹑圓形廣廣場﹔聯合書院的水塔﹑雕塑
園﹔逸夫書院的入口標記及壁畫﹔崇基
書院的教堂及校友徑等﹐尊重現有文
化及集體回憶。 
 
二﹑學院體制之持續發展 
 
學院制度乃中文大學的傳統制度﹐目
的是增加學生的生活共融性及學習
普遍性。規劃方案建議維持現有書
院的學生人數及配套規模﹐以保持現
有書院親切融和的模式。而新書院
的建立除能滿足資源增長的需要﹐亦
能為大學帶來新鮮的書院景象﹐如加
入書院學生全宿的體制﹑或建立書院
設施共用模式﹐更有效運用資源。 
 
主要規劃元素及優點 
 
甲﹑舊書院發展 
建議因應個別書院的教學需要興建
新教學樓﹐另一方便以不影響書院原
有規模為原則。 
 

 
 
 
 

乙﹑興建新書院 
建議興建新書院以滿足三改四年制
度後的宿位需求。而新書院的規模
希望維持跟現時書院相約﹐以維持書
院內的共融性。另外﹐方案建議新建
書院能坐落彼此附近﹐共用康樂或教
學設施﹐善用資源。 
 

 
 
丙﹑書院之間的連貫性 
規劃建議新書院的選址能連接現有
書院﹐融入總規劃行人連廊系統﹐改善
現有書院與中央校園的連接。而新
書院的選址建議依山而建﹐盡量減少
對山勢做成的破壞。 
 
三﹑國際級研究大學 
 
規劃輔助中文大學邁向配套完善及
科研設備先進的國際級大學。規劃
除了提昇大學現有的配套﹐更建議選
址興建新的科研教學校園及國際級
綜合體育館﹐配合未來三萬人口的配
套需要及建立國際級大學的形象。 
 
主要規劃元素及優點 
 
建議提昇的現有設施包括﹕- 
 
甲﹑中央圖書館及綜合教學區 
建議加建本部圖書館一﹑二期及新教
學樓重建﹐於本部圖書館位置建立中
央大學教學中心。 
 
 

 
 



乙﹑綜合體育館 
改建現時夏鼎基運動場﹐加入完善的配
套如國際級室內體育館﹑游泳池﹑咖啡
廳及泊車與轉乘設施﹐方便參觀者進出
體育場館。另外議建新連廊連接體育
館到海邊長廊及水上活動中心﹐成為綜
合式的休閑體育設施。 

 
 
建議新建的設施包括﹕- 
 
甲﹑綜合科研教學校園 
建議集中新科研設施于校園北部﹐同時
提供研究生宿舍﹐方便集中科技研究生
進行學術交流。 

 
 
乙﹑實習教學校園 
除於現時校園東區興建中的教學酒店﹐
建議於大學火車站及公共交通總站鄰
址興建新的實習教學校園﹐滿足學制改
動的教學需要及提供多樣性的教學模
式。 
 
丙﹑教職員及研究生住宅區 
建議興建教職員及研究生住宅區於校
園的東北方﹐面向吐露港景致﹐而且研
究生宿舍區就近北區科研教學校園﹐並
設有新架空連廊連接至中央校園。 
教職員住宅區則臨近環校東路﹐方便教
職員駕駛進出中文大學。 
 
四﹑無車校園 
 
與自然山脈融和的校園景色乃中文大
學的獨有條件﹐所以規劃主張無車校
園﹐完全利用這優良的特質及保存現時
清綠環境﹐減少環校汽車和頻繁的轉堂
校巴帶來的污染﹐增加綠化的面積。 
 
主要規劃元素及優點 
 
實行無車校園包括以下策略﹕- 
 
 
 

甲﹑有限度校巴服務 
規劃方案建議取消現時沿池旁路﹑大
學路﹑中央道﹑聯合路及新亞坊的校車
服務﹐減少汽車上下山坡造成的污染
及減少校內彎曲斜坡道路做成的交
通意外。沒有行車的道路可改建為
寬闊的綠化行人道路﹐增加校內的綠
化公共空間﹑行人徑及室外休閑地
區。 
而校車服務只提供沿環迴東路和環
迴北路﹐連接大學火車站﹑夏鼎基運動
場及北區科研校園。選用電動或混
合動力校巴於平坦的環迴路行走可
減少汽車排出的廢氣及減少汽油用
量。 
 
乙﹑行人連廊系統 
加入行人連廊系統可有效地提供短
途和平坦的步行方法抵達校內主要
區域。系統由有蓋架空連廊﹑升降機
及行人自動電梯組成。要道包括崇
基環形行人走廊連接大學火車站至
崇基各教學樓及宿舍﹔南區校園大道
連接崇基環形行人走廊途經新書院
和中區校園徑直達中央校園林蔭大
道﹔東區校園大道為林蔭大道的伸延﹐
連接至夏鼎基運動場及吐路港沿海
的校園東區﹑水上活動中心及海濱長
廊﹔另外校園北區大道連接本部中央
圖書館至聯合書院﹑新建研究生宿舍
及北區科研校園﹔西區宿舍徑連接聯
合書院穿過新建書院群直達最西面
的逸夫書院。根據統計及數據﹐透過
行人連廊系統由中央校園至校內各
區的步行時間最多為約十五分鐘。 

 
 
丙﹑綜合運輸轉乘系統 
方案除建議取消校內行走校巴﹐同時
取消遍布校園的室外泊車處﹑室內停
車場﹐並改建為綠化行人道路﹑公共空
間及室外學習空間。而新停車設施
將集中于大學東﹑南﹑西﹑北四個入口處
新建的泊車及轉乘設施大樓。駕駛

的教職員﹑學生及外來參觀者可直接
到達東面的夏鼎基體育館﹑南面的崇
基校園近火車站位置﹑西面的中央圖
書館或北面的北區科研校園。綜合
運輸轉乘站除有泊車設施﹐還有校巴
總站﹑集體運輸系統站及行人連廊系
統連接至校內各區。 
 
五﹑再生能源運用 
 
中文大學一直致力推動環保及再生
能源運用﹐規劃除繼續推行現時為宿
舍增加能源再用系統﹐更提議為未來
興建的樓宇加入新的再生能源系統﹐
如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河流動能再
用﹑雨水再用等系統﹐身體力行教育學
生 再 生 能 源 運 用 的 可 行 性 和 重 要
性。 
 
主要規劃元素及優點 
 
甲﹑風能收集場 
建議風能收集場集中於北區科研校
園及教職員及研究生住宅區內﹐除了
因為該區面向臨海風向外﹐集中的風
力發電場亦能為北區建立先進的科
研形象。 

 
 
乙﹑太陽能收集板及綠化天面 
建議於所有新建住宅或宿舍建築的
天面設置太陽能收集板﹐利用可再生
能源提供熱水供應等﹔而綠化天面除
增加校園綠化面積外﹐亦能減低天面
受熱程度﹐減少冷氣用量。 
 
丙﹑水流動能再用 
利用中大的自然高差製造水力發電
及河流動能再用﹐善用中大獨有自然
資源。 
 
總結 
本規劃方案除能滿足中文大學新四
年制的實際需要﹐更能解決校內面積
遼闊的交通連接問題﹐同時能提供更
高的綠化環境質素﹐保留現時校園文
化﹐並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間﹐製造多樣
性的學習環境﹐建立一個對外開放﹐對
內融合而且設備完善的國際級大學
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