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總體規劃方案

策略

構思中的總體規劃提供一個架構為使香港中文大學發展成一所主
導的國際研究大學，同時保留了大學的特色及其核心的書院制
度。

此新計劃的主要概念是通過一行人網絡，把整個校園連繫成一社
區，令學生能穿梭於新落成的 Town Square(校園廣場)之間。校
園廣場設有小食休憩亭，透過無線上網校園廣場可蛻變成一個學

習空間﹑休憩場地及小組活動的地方。此部份設計方向以園林綠
化為主，以推廣有活力的校園生活模式。

要成為一所優良的大學，其本質跟城市規劃一樣，除具備標誌性
建築物外，公共空間同樣重要。這些公共空間包括露天場所、廣
場、花園及街道。公共空間必须提升整合成一個互動的網絡供學

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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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模式不斷演變。學生從各方面：由教授，同學及互聯網學
習取得新資訊。為了迎合所需，校園必需加入新的教學空間。這
些空間包括室外﹑室內的副空間。

設計原則

六個主要設計原則帶領大學朝向新學習模式：

一.世界級校園 – 整個計劃的最終目標。
二.親切的行人通道 – 學生毋須乘搭校巴而能穿梭校園。
三.Town Square(校園廣場) – 校園廣場提供令人自然舒適的學
   習環境及校園生活。
四.減少新建築物 – 計劃盡量減少新建築物，以保存現有建築物
   的風貌。
五.綠化校園 – 提倡環境綠化及保留自然境色。
六.長遠發展的彈性空間 – 可容許將來按步就班地開拓未發展的
   彈性空間，以致逹到一個理想國際級學府供各師生及員工使
   用。

校園的聯繫



優點

連通性-現在的校園位於陡峭地勢上，學院之間沒有明顯的連貫
性。這阻礙學生在不同學院和中央校園之間來往。新大學總體設
計其中一項主要優點是它提供有效的行人聯繫網使各個區域能緊
密連接起來。

社區互動作用 – 透過提升校園中的行人系统，學生和職員之間
的社區互動作用將會大大增加。當這個為討論、研究、思考及玩
樂而設的都市空間網絡融於其中，校園生活將更精彩。

學院系統 – 香港中文大學書院之獨特學習文化 與其他頂尖的
國際化大學如牛津和劍橋相似。總體計劃提案鞏固了這書院制度
使香港中文大學的學院文化得以保持、加強及活化。

集中的實驗室组群 - 區域39被設計為一關鍵的實驗室研究组群
以吸引及保留人才。為此，住宅區必需從這個區域被調遷。

有效地滿足要求

計劃包括遺產保護、風景和生態保存；所有未來擴展工作都必需
運作此架構。

綠色校園 - 香港中文大學擁有許多高質素的生態資源。 在這新
計劃裏，所有的生態資源全被保留。計劃中加入空中走廊，提供
更多機會欣賞生態資源。

遺產 - 在總體規劃提案裡，盡量減少拆卸現存的建築物以維護
校園的遺產，也應盡量減少對校園日常運作的干擾。

交通 – 方案提出了一個減少交通政策以降低校園汽車的數
量。儘管校園繼續發展，這政策將讓現有的道路網絡可持續使
用。 新的停車場位於校園周邊，於校園內推廣一個“停泊及步
行”或“停泊及搭乘校車”的政策。 

可持續發展 - 計劃保証所有新的外部及建築發展在構思之始採
取可持續發展原則

結論

一個結合自然的校園及書院社區使香港中文大學獨一無二。我們的總體規劃保存這個特性，並且在將來繼續把它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