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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澳大現時的校園面積只有 5.4 公頃，每名學生的平均用地也才是 8.2 平方
米。教學及學生活動空間嚴重不足，限制了大學教學理念的實現，更不利

於澳大的長遠發展。大學曾就校園發展計劃提出多個不同的方案，但卻未

能成功地在本澳找到合適且具相當規模的土地。及至 2007年在粵澳共同開
發橫琴的契機下，大學提出在橫琴建校的可行性設想，並於 2008年 3月向
政府提交了建議草案。 
 
今年 1 月下旬，大學得悉有可能在珠海市橫琴島建設校園後，曾多次派員
前往橫琴進行實地考察。過去 3 個多月，大學進行了多次諮詢會議，訪問
了多所國內外較有特色的大學校園，並邀聘了數名對大學校園設計有豐富

經驗的專家，提供了各種校園的設計概念和顧問意見。雖然現時興建橫琴

校園的請求尚待有關當局的審議及批准，但為求建議一旦獲批後，建設工

作能迅速開展，大學在綜合分析各種意見後，草擬了“澳門大學橫琴校園的
設計構想”，現就此構想向全校師生和校友進一步徵集意見，務求集合大學
全體成員的力量，建設一個理想校園，創造更好的條件以實踐澳大的教育

理念。 
 
 
2. 橫琴概況 
橫琴位於珠江出海口西側，珠海市主城區的南部，東隔十字門水道與澳門

相鄰，經蓮花橋和蓮花口岸與澳門相通。橫琴緊鄰澳門，兩地之間最近處

相距不足 200 米，聯繫便捷，並有較多尚未開發的土地，能夠滿足學校大
規模拓展的需要，故為澳門大學新校園選址的理想之地。 
 
橫琴地處回歸線以南，四面環海，屬於典型的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全

年平均溫度為 22℃至 24.5℃，最高溫達 38℃至 39℃。氣候溫暖濕潤，日照
時間長，陽光明媚，季候風充沛。再者橫琴土地結構穩定，無地質災害隱

患，地勢亦較為平坦，適合修建各種教學用房和大型建築。 
 
 
3. 校園設計的原則及理念 
澳門大學新校園擬選址於橫琴島東部沿海區域，與澳門隔水相望。新校園

佔地約 1.0 至 1.4 平方公里，以容納 10,000 名學生為目標，總建築面積約
為 82萬平方米。新校園將按以下原則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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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人為本位、以教育為目標 
新校園不追求雄偉輝煌，而應充分體現 “以人為本”的設計原則，設施
的配置以便利師生及訪客的使用為主導，同時須配合大學實踐“全人教

育”的辦學理念。校園規劃應著重促進師生間的交往及跨學科的交流，

並能加強各成員對大學的歸屬感。設計時採用適宜的空間佈局，既要強

調個別建築功能組群的獨立性，而又不失與其他功能組群的便捷聯繫，

務求師生能在優美的環境下研究學習，以提升教育品質。 
 
3.2 生態化、園林化 
校園規劃應重視生態環保意識，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從整個校園

生態環境到獨立建築物的設計，營造多層次的環保園林空間，以發揮“環
境育人”的作用。建築佈局及材料使用應盡可能做到節能節水、利用再
生能源和不污染環境。 
 
3.3 信息化、現代化 
澳門大學應建立一個設備先進、高效率運作的現代化校園。資訊科技及

網絡系統在校園內應被大量應用於教學、科研、生活及管理活動上。建

築上的新技術、新材料應在合符實際需要的前提下在校園內推行使用，

以為師生提供完善的現代化設備。 
 
3.4 傳統與現代、地域性與國際化的和諧統一 
澳門歷來是中、西文化薈萃之地，位處嶺南一隅而面向世界；既具深厚

的文化底蘊，而又是蓬勃發展、充滿生氣的現代都會。澳門大學作為澳

門特區最高學府與文化堡壘，其校園的建設藝術和風格亦應能反映這種

兼備中外、貫通古今的特色。 
 
3.5 可持續發展 
橫琴校園將作為澳大百年發展的基地，必須有可擴展、具彈性的總體規

劃。校園的整體設計應注意節約用地，以為將來的發展預留空間，實現

校園建設的可持續發展。而各功能分區亦會相應留有一定比例的遠期用

地，使未來發展的建築不破壞現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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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園設計 
自從得悉大學有可能在橫琴建校之後，大學相關負責人訪問了國內、外的

多所大學校園，也聽取了一些校園設計專家及使用者的意見。不少看來美

輪美奐的校園，普遍存在以下缺點： 

(1) 大尺度的開敞空間規劃及軸線對稱 
不少校園的規劃都追求大而雄偉的設計，採用宫殿廟宇的設計手法，在校

園中心區設置大尺度的中心軸線，以標誌性建築求得整體對稱佈局，造成

校園空間過於有序和莊嚴權威，與大學青春、自由、探求的氛圍並不相符。 

 
(2) 片面的功能分區 
大學校區簡單地劃分為教學區（僅有課室）、學院區（僅有老師辦公室及實

驗室）、圖書館、行政區及生活區等。功能過分集中使得學生之間互不相識，

師生間難以交往，這樣未能促進學術的交流互動，師生也缺乏歸屬感。 
 
(3) 人為的拉大交通距離 
全校性的功能分區拉大了校園的交通距離。學生往住宿生活區要步行半個

多小時，極為不便。每天早、中、晚三個人流高峰時段，有些路口人流如

潮，加上人流與車流交叉擁擠，對校內人員造成諸多不便。 
 
(4) 大學校區無教師居住 
不少內地高校取消了給教師分配住宅，新建的校區幾乎都沒有建設教師宿

舍。教師每天往返學校與城市之間，疲於奔波，更減少了與學生的課外互

動。 
 
(5) 教學區無任何生活設施 
內地大學校園的生活設施都統一設在生活區內，教學區沒有任何生活設

施，不但給學生、教師造成不便，也使學生缺乏交往的場所。教學區空間

都是冷冰冰的，缺乏生氣和親和力。 
 
因此，我們的校園設計應避免上述缺失。 

 
4.1 書院式的建築組群 
校園生活對大學本科生的成長和學習極為重要，澳大如能在橫琴建校，

便有條件營造良好的校園生活氛圍，孕育學生成長，以落實全人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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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我們計劃在新校園內成立 10 所書院及建立住宿式書院制度，作
為對本科生的一種生活管理及輔導其成長的方法。這與管理教學的學院

制度相輔相成，有助大學達致全人教育的目標。 
 

為了使學生能得到充分的照顧，增強學生對書院的歸屬感，每一所書院

的學生人數不宜太多。以全校 10,000 名學生規模來計算，本科生約為
7,000 人。我們計劃將二、三、四年級的本科生打破其專業及年級的分
界，安排到住宿式書院內生活，即每個書院應約有 500多名學生。書院
內應有院長、宿舍舍監和輔導員的辦公室及宿舍，部分老師亦應在書院

居住。 
 
書院院長及學生組織會定期舉辦各種活動，例如通識教育的導修課、週

會、名人講座、音樂會、電影欣賞、歌唱比賽、體育競賽等。共同進膳

亦是書院的其中一項重要活動，學生可藉此接觸不同年級和專業的師

生。書院把來自不同地方和背景的師生聚集在一個院落裏，組成一個數

百人的大家庭，為學生創造一個多元文化的生活環境。學生將可通過與

同輩及老師之間的生活互動，磨練他們的道德、意志和獨立思考能力，

開拓他們的世界視野，培養他們與人相處之道和擴闊他們包容不同思想

文化的胸襟。因此書院式的建築組群是橫琴校園的重要組成。 
 

4.2 校園的功能佈局  
新校園按其功能大致分為以下各個功能區（見附件：校園的功能佈局

圖）： 

(1) 校園主入口及生態中心 
位於校園中央稍北處，連接澳門的橋樑或隧道在此著地，成為校園的主

入口。這裏結合水體與綠島來形成校園的生態中心，是校園的核心景觀

所在，亦作為視線通廊將澳門的景色引入校園內。 
 

(2) 圖書館及信息中心 
應設於校園的中心位置，以便全體師生經常使用。這棟建築物位於生態

中心附近，有良好的觀景，可成為校園的重要建築景點。圖書館需具備

可容納 30%學生的閱讀區，並包括展覽廳、供研究者使用的研究室、學
術會議室、咖啡室、後勤設備室等。而信息中心則應有充足空間，應配

備超過 10 間可供教學及學生研習使用的電腦室，另須配有安置電腦伺
服器、網絡設備及大型儲存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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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央教學區 
位於圖書館及信息中心之南，亦為校園的中心位置。採用多層次的階梯

佈局方式，節省用地，並預留空間作將來發展之用。整個建築面向河道

及澳門，亦是重要的標誌建築群。中央教學區主要供大學一年級學生及

通識課程上課，另有數個大型(可容納 100人及 200人)的演講廳，作為
大班教學及研討會之用。一些獨立的學術單位或支援教學活動的單位

(例如語言中心、教學資源中心)亦設於此處。此外，這一區域也應配置
適當的師生交流空間和餐飲後勤設施。 

 
(4) 學院區 
八個學院設於校園的中軸位置。每一個學院擁有一個建築組群，包括供

研究生及本科二、三、四年級學生上課的課室、院系辦公室及實驗室等，

另設各院系的會議室和小型茶座供師生聚會之用。各學院組群之間有連

廊相通，以便於進行學科交叉的教研活動，為師生之間的學術交流創造

條件。 
 

(5) 書院區 
供本科二、三、四年級學生住宿的 10 個書院位於中央而偏西的位置。
每個書院除了住宿設施外，還應有溫習室、數個小型導修課室、食堂、

體育設施及一可供約 100 人使用的多功能集會和康樂場所等。在佈局
上，各個書院組群之間以綠地空間和水系有機隔離，而一個書院組群內

部則相互連接，並圍合成院落，形成一個較獨立的空間，以凝聚歸屬感。

書院可透過多層次的建築平台和廊道實現全天候步行通往各個學院。各

書院到中央設施或學院的距離一般應以步行 15分鐘為限。 
 

(6) 中央宿舍區 
在校園南側，為大學一年級、研究生及博士生提供住宿，並設有小型室

內外運動場、溫習室及活動室。附設的宿舍管理區內應有學生輔導員辦

公室及宿舍，以及其他後勤設備室等。研究生宿舍應有部分單位供已婚

學生居住。 
 

(7) 學生活動中心 
中央教學區及中央宿舍區之間設有學生活動中心，包括學生會辦公室、

活動室、小禮堂、會議室、小賣部和書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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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職員宿舍區 
位於校園的西南端，提供包括校長及副校長、70%教職人員、20%行政
人員及部分後勤人員的住宿單位。另設有限的訪客房間及基本的餐飲設

施、教職員俱樂部等。 
 

(9) 中央生活及商業小區 
位於中央宿舍區及教職員宿舍區之間。區內有餐廳和生活服務設施，包

括醫療所、禮物店、咖啡室、銀行、理髮店、郵局商場等，以滿足教職

員及學生生活及社交的需要。另設有保安中心甚或警察分局的設施。 
 
(10)  中央行政大樓 
位於生態中心北面，靠近校園主入口，方便內外聯繫。大樓包括學校管

理層及各行政部門的辦公室。另應設有多個中小型會議室及貴賓接待室

等。 
 
(11)  文化及會議中心 
位於校園的北面，鄰近行政中心。應有可容納 2,000人的劇院及兩個小
劇院/ 演講廳，另有數個中小型會議室。此區域內或鄰近地區應設有一
較高檔次的餐廳。此處接近主入口，以便設施可與公眾分享使用。 
 
(12)  體育運動設施 
體育運動設施應以方便教職員及學生使用為原則。除在靠近校園主入口

（亦便於公眾使用）佈置主室外體育場、室內體育館和游泳館等正規比

賽場地外，部分小型室內、外運動場地將分佈於各住宿區內，方便師生

使用。 
 
(13)  科研基地 
位於整個校園的最北端，既相對獨立，又靠近校園主要出入口，利於其

形成安靜的研究環境，以及滿足對外交流的需要。 
 
(14)  國際附屬學校 
位於校園的最南端，包括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學生人數約為 800人，
應包括獨立教學樓、辦公室、體育及住宿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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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校園建築風格 

4.3.1 整體建築風格和空間形態  
澳門有數百年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目前澳門的世界遺產建築物

中既有西式住宅和教堂，也有中式庭園和古廟。因此新校園的總

體建築風格建議注重突出澳門“中西合璧”的文化底蘊，參考南歐
和中國嶺南建築文脈和特徵，力求反映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傳

統。另一方面，校園的設備必須先進。澳門作為一個國際化小城，

其代表性之最高學府的校園也要滲透著國際化和現代化的氣息。

中、西的融合，古今的協調是橫琴校園設計的一大挑戰。 
 
橫琴校園應是一個既鼓勵獨立思考，又強調人與人互相交流的場

所。因此整體校園的空間佈局，應有可幽雅獨處的空間，又有集

體活動的平台。寧靜的池旁雅座、曲直的廊道、寬大的廣場和茵

綠的庭院，為教學之餘的自由交流提供最舒適的場地，讓知識與

智慧在師生、同學之間的思辯交鋒之中萌芽和成長。 
 

4.3.2 獨立建築組群之特色 
在校園整體形象和諧統一的前提下，新校區的規劃應容許各個獨

立功能建築組群有個性化設計，以體現澳門的傳統文化和獨特的

地域性，同時反映其現代化和國際化的特點。例如行政功能組群

可以大器、嚴謹作為主題，中央教學組群則體現現代化的特色，

書院組群宜與園林環境融為一體等，形成多層次、多樣式而又和

諧的校園氛圍。 
 

4.3.3 標誌性建築物 
校園內應有一或兩處地標，使訪客、家長和同學都留有深刻印象，

並能方便拍照留念。這標誌性的建築物或地點，應成為學校的其中

一個象徵性標記和喚起師生集體回憶的焦點。圖書館及信息中心位

於校園中心位置，也靠近校園主入口，是校內的重要建築物。學生

在校數年期間也經常在此溫習並和老師、同學一起切磋琢磨。這一

地方見證了同學們的成長，能令人勾起昔日美好回憶，故可考慮將

其作為校園的標誌性建築物。此外，圖書館及信息中心旁的中央教

學大樓亦具類似特質，可為另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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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生態景觀及園林設計 
新校園應營造良好的人文環境，建議用多層次的園林綠化方式，對校園

的空間和景觀進行整合，從而突出學校優雅、寧靜的氛圍及濃厚的文化

藝術氣息，創造優雅的育人環境。 
 
橫琴島內有水道和沼澤地，校園內應引活水流過，並積水成湖。引河和

挖湖的泥土，可以堆成小丘，形成山水園林景觀，營造清幽的學習和生

活環境，讓師生怡然進入朱子所謂“天光雲影共徘徊”和“為有源頭活

水來”的孜孜求學、靈感不斷的境界。 
 
橫琴土地肥沃，陽光充沛，應可大量種植常綠樹木、四季花卉和各類果

樹。如條件允許，可考慮開發一個小果林或小農地，讓師生一嘗農耕的

樂趣，親近大自然。 
 
整個校園的園林設計可分為多個層次，相互銜接、滲透及呼應。 
 
(1) 第一層次園林空間： 
校內形成以活體水面為主的生態公園，利用水體、綠地、小丘組成以自

然形態為主的第一層次園林空間。 
 
(2) 第二層次園林空間： 
由中心生態區向各個方向延伸的生態廊道，成為各個建築組群之間的合

理分隔，又形成功能區間的自然生態公園。 
 
(3) 第三層次園林空間： 
建築物獨立圍合的庭園，與生態廊道互相聯繫，以亭、廊等造園元素，

營造成多種模式的優雅空間，讓師生休憩交流。 
 
(4) 第四層次園林空間： 
建築物內部的園林空間，借鑒嶺南庭園尺度，以中庭、天井、室內綠化、

空中花園、交往平台等建築內部的空間進行處理，達到建築與園林的完

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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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環保高效校園 
4.5.1 環保綠色校園 
節能環保也是新校園建設的一個規劃要點。校園的整體佈局和獨

立建築物的設計，都要充分利用橫琴島充沛的陽光和風力，減少

用電照明和空調的能源損耗，並考慮使用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

能源。校園內應重視水資源的運用和循環再用，也應有適當的設

施和場所進行固態和液態廢物的回收和處理，避免污染環境。 
 
(1) 節能 
橫琴天氣炎熱，陽光猛烈，新校園的設計可透過遮陽設施、綠化

屋頂、雙層隔熱玻璃外牆及自然採光等方法，減少對空調和照明

的需求，實現校園營運的低碳排放。 
 
(2) 使用再生能源 
橫琴地處回歸線以南，四面環海，屬於典型的亞熱帶海洋性季風

氣候，日照時間長，光熱條件優越，建議使用太陽能系統，供應

餐廳、浴室等的熱水及校園的路燈照明。此外，橫琴島季候風充

沛，全島可開發利用的風場面積達 20平方公里以上，可考慮在臨
海區域建設風電機組，通過風力發電補足校園路燈照明的需要。 
 
(3) 中水回用及海水利用 
澳大橫琴校園可考慮設置完善的中水回用系統，三級處理後的中

水可用於校園內水系的景觀補水，也可作為園林綠地澆灌、噴灑

道路、沖洗汽車及廁所之用。此外，海水沖廁技術也在國內外取

得了實際的應用效果，新校園亦可考慮海水沖廁的可行性。 
 

4.5.2 高效智能校園 
澳門大學校園的電子化水平先進。橫琴校園必須繼續發揮這個優

勢，打造一個智能校園。有線和無線電腦網絡和各種教育科技設

備，應在教學、研究、管理和生活上廣泛使用。各種線路管道及

機房設施，必須充分預留。 
 

4.6 道路交通系統 
大學應在橫琴打造一所寧靜、少車、步行化、低碳排放的無障礙校園。

校園的交通系統設計應考慮下列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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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車分流 
校園的交通應盡量做到人車分隔，並以步行和騎自行車為園內主要交通

方式。因此希望學生和老師從宿舍步行到課室、實驗室或辦公室，一般

應能於 15分鐘內完成。 
 

 鼓勵步行 
橫琴島位處熱帶，酷熱和風雨的日子頗多，校園的設計應注意盡量提供

有遮蔭的步道。同一建築群組內的各建築物之間有室內步道互聯，建築

群組間應盡量利用行人連廊系統將其連接起來。 
 

 無障礙校園 
作為高等教育機構，澳大應倡導人道主義精神，為殘障人士提供平等機

會。因此校園內應有輔助殘障人士的各種設施。 
 

校園的各種交通情況有如下設想： 
(1) 出入口交通 
結合用地情況，在東面連接澳門的引橋或隧道將作為校園的主入口，各

種公共運輸系統可在此設立中轉站。大型的停車場亦應設於入口附近。

此外在校園北面或南面預留後備緊急出入口。 
 
(2) 車行交通 
沿校園區外圍設置主環路，高效聯繫各個功能組群。機動車輛不進入步

行區域，人車分流，避免機動交通對各區內部產生干擾，保障區內舒適

安全的步行環境和安靜的生活學習環境。 
 
(3) 人行 
在教學區和生活區內部組織舒適、通暢的多層次室內、室外及半室外的

立體步行路線，同時結合服務型公共地方、園林綠化步道形成整體的校

園步行系統。 
 
(4) 停車 
停車位數量應以可供約 1,000部車輛同時停泊為準。大型停車場應設置
於校園外圍，以減少對校園的影響。另建議利用建築架空層部分，設地

面及地下停車場。自行車停車場地則分散佈置在校園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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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語 
根據對國內外多所大學校園的實地訪問，並參考專家顧問的意見後，大學

草擬了“澳大橫琴校園的設計構想”。現希望通過對全校成員進行諮詢，

進一步完善這些構想。若澳大在橫琴建設校園的建議獲得批准，大學便可

立即進行詳細的設計工作，希望在合適合理資源的配合下，盡快啟動建校

工程。因此希望大學的各成員積極發表意見，同心協力建設一個美好校園。 
 
 
 
 
 
 
 
 
 
 
 
 
 
 
 
 
 
 
 
 
 
 
 
 
 
 



 
 
 
 
 
 
 
 
 
附件：校園的功能佈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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