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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展計劃進行過程 
 
《校園發展計劃報告》記述了諮詢過程相應之建議，以制定中文大學校園的整體規劃原則，
作為中大校園自今至2021年及其後的發展指南。隨著大學之發展，本科生人數勢必增加，各
學科的要求亦起變化，故此中大在訂定策略性目標時必須兩者兼顧，發展計劃亦因應大學此
意願而進行。 
 
在擬定發展計劃期內，代表中大各界的團體參與了不同階段的多個交流會、諮詢，以及簡介
會；發展計劃顧及了校園內別具歷史意義的地方，亦分析了各種挑戰和機會，從而提出建
議，以作為校園未來發展的指引。 
 
發展計劃進行方式 
 
發展計劃由大學校園發展計劃督導委員會與大學校園發展處，以及一個集規劃、工程、交通
與園景顧問的跨專業小組緊密合作而推行。此外，大學各界的意見及關注則經由不同場合及
各類活動得以廣納兼收。 
 
計劃分為四個階段，為期超過十八個月。首階段為資料收集，接著是規劃概念之擬定及具體
方案之建議，最後階段是向大學提交校園發展計劃報告。 
 
2. 中大校園：挑戰和機會  
 
 
發展計劃的具體目標如下： 
 

- 突出校園的特色  
- 評估及界定可以為學術、社交與康體活動提供發展用地的方法 
- 評估及界定充實學生的書院生活的方法 
- 確定具生態價值、景觀優美與文化歷史意義深厚的地方以作保育、保護和優化 
- 評估人流和交通模式及界定改善行人連接點和往來的方法 
- 評估及界定優化戶外景觀的方法 
- 按可持續觀念制定城市設計、保育和景觀原則 
- 為規劃原則制定執行策略及確定必需的跟進行動。 

 
有賴大學各界對發展計劃目標的積極反應，及持份者交流會多方面的意見，校園所面對的挑
戰及解決方案遂得以確定。 
 
中大校園的挑戰 

 
分散的校園設施及建築 

 
中大自創校以來，校園的發展乃隨著自然山勢開闢出三個高低不同的平台： 
中大校園以三個區段所組成，社區和學術交流因而受阻。而這個情況更因校園人口增加所導
致對汽車的倚賴而日益惡化。 校園不同區域各有特色，突顯各書院的獨特性，但地勢偏遠卻
為某些書院帶來不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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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形 

 
中大原來的校園設計，參考了英美在五六十年代高等教育蓬勃發展下規劃出色的大學校
園。中大校園內山勢起伏，陡斜的道路迂迴曲折，上山下坡，行人主要以搭乘汽車或校巴往
還中央校園及各書院，故校園規劃就這獨特的山勢作相應的設計。由於受地形、公用設施及
鄰近發展的限制，校園的道路系統只供低密度人口的發展之用。校園可作發展的地方本來已
經不多，此山坡地形更令問題惡化。可供使用的地方不是過於陡斜，便是林木茂盛，或者已
作珍貴的戶外適意空間之用。 

 
缺乏公共空間 
 
時至今日，校園山坡上某些現有建築物的周邊，需要更多可作日常社交或聚會用的戶外適意
空間。 

 
中大校園內的發展機會 
 

- 由於適宜作建築樓房之用的土地有限，應善用地方，並小心兼顧校園內的自然美
景和豐富生態。 

 
- 階梯式行人徑網絡應可改善校園內各書院、林蔭大道和新書院之間的連繫。以梯

次式發展校園空間，或加設快速電梯亦可進一步減低上下山的不便。 
 

- 改善大學不同部份之間的連繫，可增強大學的學術及社區之發展潛力。把不同的
書院區段整合作群族式發展有助於：促進學術交流、設施共用、增加書院成員對
所屬地方的認同感及提高社區意識，以及縮短步行距離。  

 
- 校園本部的新建築基本上應沿林蔭大道而建，並與原來的發展模式配合。 

 
- 書院能培養大學成員的社區意識，而這種群體生活是大學生活不可或缺的一部

份。因此，提供更多社區空間作切磋學問及日常社交聚會之用，對維繫和發展校
園至為重要。  

 
- 校園的空間組織應予以加強，即有系統地在適當地點發展互相連繫的戶外空間，

例如廣場及庭院。此外，新建築物的設計應包含戶外平台或庭院。 
 

3. 發展計劃願景 
 
願景 
校園發展計劃描繪了中大校園到2021年的發展願景，並為實現這個願景而擬定規劃原則及詳
細建議。  
 
這個願景將隨時日漸見明確，因設計校園內各項具體工程時，細節建議可參考發展計劃的指
引。 
 
願景面面觀 
 
願景有三個部份： 
 

- 在現有的發展之上以最符合可持續性的原則建設校園，從而凝聚中央的教學核心
和突顯四周的書院之特色，並以縱橫的行人路系統把整個校園布局連接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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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校園的理想學習環境，並促進學習、工作、生活及社交的融合，從而提升整
個大學社區的生活質素 

 
- 制定規劃原則，使校園得以平衡發展，未來的建設與保育自然而恬靜的環境並行

不悖。 
 
願景的詮釋 
發展計劃是與時並進的活文件，所提出的六項規劃重點準則相輔相成，是校園發展取得最大
成效的關鍵： 
 

- 規劃教學研究設施 
- 提升書院生活 
- 倡導健步文化 
- 保育具價值的地標 
- 優化校園景色 
- 建構可持續校園 

 
4. 發展計劃的建議  
 
4.1  規劃教學研究設施 
 
發展計劃的主要建議是以群簇式及分區的概念發展，從而有效運用資源及便利交通，並可善
用土地及促進社交和學術溝通。按此概念，一系列可作發展的地方已獲確定，有關建議亦已
列出，以配合預計的校園未來所需。 
 
4.2  提升書院生活 
 
營造有特色的書院鄰里區，可促進溝通，鼓勵共用康體設施，以及便利行人往來書院與中央
校園，這對鞏固大學獨有的書院制度至為重要。發展計劃已列出北部的兩所新書院院址，亦
向各現有書院提出增建新學生宿舍及改善景觀的建議。 
 
4.3  倡導健步文化 
 
發展計劃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改善校園內的連繫，其法是提倡步行，以減輕對汽車交通的依
賴，並充分發揮所有校園交通設施的功能，例如發展行人路徑網絡、提升校園內道路的質素
及管理、增設泊車轉乘設施、單車徑，以及改善穿梭巴士服務等。籌劃中的新建築項目則應
按其實際情況，在設計內加入垂直式運輸設備，為行人提供往來校園的更好途徑。 
 
4.4  保育具價值的地標 
 
發展計劃參考了在諮詢活動收集所得的意見，在建議校園內具發展潛力的地方時，顧及了那
些大學各界認為校園內別具意義的地方。發展計劃並提出了一套評估方法，大學可臚列校園
內有保育價值的地方，作為校園未來發展的參考。評估方法包括參考該地方的歷史、身分、
紀念及/或建築價值。 
 
4.5 優化校園景色 
 
發展計劃提出了一個「景觀策略計劃」，以區別校園內情調各異的風景區之不同處理方法及
建構戶外空間網絡，與現有及籌劃中的大學建築物直接相連。此網絡加上建議開闢的自然山
徑，必使校園的綠化環境和風景更為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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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建構可持續校園 
 
發展計劃的目標在於制定一套可持續發展校園的原則，減少對地球天然資源的依賴，以及減
低（人均）溫室氣體排放，從而發展一個空氣更清新、產生更少廢物、更少依賴汽車交通的
校園。所訂定的環保目標比政府所定立的還要高，承諾到 2025 年將（人均）總能源消耗量減
少 25%。此目標應不斷加以檢討，以配合環保參數的變化及中大校園的發展。 
 
5. 提供發展空間 – 具發展潛力的用地 
 
校園內具發展潛力的地方己按持份者諮詢活動收集所得的意見、整體規劃原則及六項規劃重
點一一被確認。 
 
5.1       可即時發展的土地 
 
可即時發展的土地應獲優先處理，以解決現時因學生人數增加及科研設施提升以致空間不足
的問題。 
 

5.1.1 位於士林路一巷的新書院 (用地 I) 
5.1.2 39 區 –北部科研中心(用地 H) 
5.1.3 人文學科中心(用地 E) 
5.1.4 教職員宿舍 (用地 F) 
 

5.2      可在中期發展的土地 
 
中期的發展項目有助改善校園內的連繫及營造便利行人的環境。 
 

5.2.1 教研樓一座 – 南部觀景區 (用地 C) 
5.2.2 港鐵大學站 – 大學站旁的用地 (用地 G) 

 
5.3      可在長期發展的土地 
 
長遠的發展項目可應付大學預期到 2021 年時的需求。 
 

5.3.1 貯物庫 – 東部體育中心 (用地 A) 
5.3.2 富爾敦樓外的露天車場 – 西部觀景區 (用地 D) 
5.3.3 山村徑 – 東部觀景區 (用地 B) 
 

每項發展在發展計劃均作了全面的規劃分析。 
 

6. 建議與執行策略 
 
發展計劃所描述的策略，有效地回應了大學的需求。其意旨在制定設計指引及規劃準則，以
供建築與工程人員參考，而非針對個別項目的硬性發展規則。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建議大學委任一個指導委員會監察發展計劃，定期更新計劃的進展情
況，以回應新的發展及變化不斷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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