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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 10月 21日，《香港政府憲報》刊登《1994年香港浸會

學院（修訂）條例草案》；條例於 11月 16日於立法局三讀通過，香

港浸會學院的名稱改為香港浸會大學（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簡稱 HKBU）。校監（Chancellor）由港督擔任，校長的英文職稱由

原來的 President改為 President and Vice-Chancellor；原先的校董會

（Board of Governors）改名諮議會（Court），成為大學的最高諮詢機

構；大學的最高行政機構是校董會（Council）；教務議會的英文名

稱，由 Academic Board改為 Senate。

香港浸會學院於 11月 16日晚舉行「萬眾齊心賀正名」活動，慶

祝正名為香港浸會大學，採用新校徽、新設計的大學標誌和新校歌。

浸會大學校徽由學院舊校徽演變而來，「書本」表現大學「全

人教育」的理想，即培養學生身、心、靈的均衡發展；「波浪」反映

香港的地理環境，並含有孔子所說「智者樂水」及大學培養人才、

後浪推前浪的意義；外圍的繩結交織成圓形，象徵大學內外和諧團

結的基督教精神與國際關係。顏色方面依循舊校徽，採用金、藍二

色。至於浸會大學的標誌，則由校徽中的「書本」和「波浪」演

變出來，書頁上有浸會大學的英文簡寫 BU，而整個設計像歡迎的

「迎」字或進取的「進」字，糅合了中西文化的精神。顏色亦為藍

色。大學校徽主要用於正式場合，如畢業證書、印鑒、校旗、年報

等；標誌則在一般場合使用，例如宣傳物品、名片、文具等。

香港浸會大學新校歌的歌詞，第一節沿用謝扶雅教授於 1957年

撰寫的香港浸會學院校歌歌詞，第二節採用校長謝志偉博士於 1993

年的填詞；謝志偉博士並為校歌作曲，而由音樂及藝術系高級講師

卓仁祥博士（Dr. Gene Cho）編曲。香港浸會大學校歌第二節歌詞

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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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道上，披荊斬棘，師生奮發圖強；

大學得成，秉肩昂首，先賢宿願得償；

學海無涯，博大精微，永恆真理導航；

敦厚崇禮，關懷社稷，桃李古道熱腸。

內容充分反映了自 1970年代以來，浸會學院師生在謝志偉校長帶領

下，大家一同努力奮鬥，終於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學，先賢宿願終於

得償，今後還要再接再厲。1994年 12月，大學在《明報》及《南華

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出版特輯，並舉行正名為大學後

的首次畢業禮。

1995年中，位於聯福道的「逸夫校園」工程完成，包括逸夫行

政樓、永隆銀行商學大樓、思齊樓、區樹洪紀念圖書館（Au Shue 

Hung Memorial Library）、林護國際會議中心及李作權大道等設施，

聯校運動中心亦正式啟用。另一方面，為表揚何善衡博士長期以來

的支持，校董會通過將窩打老道校園命名為「善衡校園」；10月 25

日，大專會堂易名為大學會堂。浸會大學自此進入兩個校園並用的

「雙校園」時代，師生往來於聯合道兩邊，絡繹於途，為九龍塘帶來

一番新氣象。

第一節　加強教學與促進研究

1994至 1995年度，香港浸會大學全職教學人員有二百八十四

人。校董會通過，由 1995至 1996年度起，教學人員改用新職稱，

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講座教授。課程方面，浸會大學由

1996年起設立「大學生活」，作為一年級新生必須參與的科目。又

加強交流生計劃，1998年招收外地交流生三十三人，他們分別來自

二十二間夥伴大學，浸會大學為此並成立國際學生中心；翌年，浸

會大學招收首批來自清華大學的中國內地交流生，有十一人。

首批海外和中國內地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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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首屆中醫本科生課程的師生合照

1997年 1月，教資會正式批准浸會大學開辦中醫學學位課程；3

月，中醫藥研究所成立，並於 10月與清華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簽

訂五年合作協議，共同推行多項研究計劃。同年 11月，浸會大學與

香港浸信會醫院（以下簡稱「浸會醫院」）合作，開辦中醫藥診所，

設於浸會醫院區樹洪健康中心。浸會大學的中醫藥專業教育中心，

亦於是年成立。

1998年 9月，第一屆全日制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榮

譽）雙學位課程正式開課。該年起，中醫藥研究所獲邀參與國家級

的中醫藥研究計劃；翌年 3月，中醫藥研究所在九龍開辦風濕病臨

床研究處，又與清華大學合作，於 7月間開設中藥現代化開放實驗

室。1999 年，中醫藥學院成立，下設臨床、研究及發展、教學三

部。2000年，中美中醫藥協作組成立，由香港浸會大學和其他十間

中美著名院校組成。

正名為浸會大學後，校內各學院均相繼加強教研工作。1995

年，社會科學院開辦教育碩士課程、文學及社會科學文學士（榮譽）

學位課程政治及國際研究專業。1996年成立非線性研究中心（Centre 

for Non-linear Studies），是全港首個有關研究的中心；同年，許士

芬博士體康研究中心（Dr. Stephen Hui Research Centre for Physical 

Recreation and Wellness）成立。2000年，工商管理學院成立對策研

究中心（Centre of Game Theory），是香港第一個這類型的研究中心。

配合大學發展的步伐，校園建設也有可觀。1996年 9月 30日

正式開幕啟用的區樹洪紀念圖書館，樓高六層，足夠供五千名學生

使用。社會科學院院長辦公室和教育學系、體育學系、社會學系、

社會工作系辦公室，於同年分別從善衡校園或逸夫校園遷入新增的

各幢低座校舍；至於歷史系和地理學系的辦公室，則仍設於善衡校



050 051

2000 年香港浸會大學

附屬幼稚園開幕典禮

園溫仁才大樓的東翼和西翼。

1997年 6月，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Dr. Ng Tor Tai International 

House）投入服務。該國際中心樓高十二層，設有一百七十六個房

間，提供酒店式住房及膳食服務。同年，因政府將逸夫校園與七幢

低座校舍之間的一條馬路命名為「浸會大學道」（Baptist University 

Road），新校區因而命名為「浸會大學道校園」。至此，浸會大學共

有三個校區，如何將三個校區更加緊密地連接起來，方便校內教職

員和學生往來，是一個迫切的需要，有待進一步改善。1999年 9月

8日，貫通善衡校園和逸夫校園的馬路天橋落成啟用，命名為「浸

會橋」（BU Bridge）。

另一個重大的課題，是校內外課程的重新整合和分工。1995

年，香港浸會大學校外進修學院易名為持續教育學院。1999年，持

續教育學院開設香港首個幼兒教育學學位課程；浸會大學道校園的

持續教育大樓，於同年年底開始啟用。2000年 9月，香港浸會大學

附屬幼稚園正式開課，設於持續教育大樓三、四樓，是全港首間大

學附屬幼稚園。同年，持續教育學院成立國際學院，是香港首間開

辦副學士課程的院校。

謝志偉校長於 2001年中退休，在他任內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是於 1999年重新訂定香港浸會大學的使命，強調大學對學術自由、

自主及對德性修養的追求。謝志偉博士由 1971年起擔任校長，三十

年間為大學勞心勞力，包括爭取學院地位和正名為大學等，建樹良

多。如果說，林子豐校長任內是浸會大學的開創期，那麼謝志偉校

長任內，就是浸會大學的成長期。其後吳清輝校長任內的九年，可

以說是浸會大學在林校長和謝校長時代奠下的基礎上繼續深化、扎

根及開拓的發展期。

1999 年「浸大橋」啟用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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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二十一世紀的新氣象

2001年 7月 1日，吳清輝教授出任香港浸會大學第三任校長。

翌年 7月，曾憲博教授履任學務副校長；同年，副校長（研究及輔

助設施）改為副校長（拓展），專責大學拓展計劃，包括制訂策略、

促進國際化、籌募經費及與工商界締結合作夥伴等。2003年上旬，

范耀鈞教授獲委任為副校長（拓展）。大學又於 2004年間增設兼任

的協理副校長，協助參與管理大學的校園建設計劃、基建計劃和校

舍資源調配。

2001 年吳清輝教授（右）成為

第三任校長

吳清輝校長上任後，首先是加強校內各學科的研究規劃。2001

年下半年，中華基督教宗教研究中心、媒介與傳播研究中心、中國

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成立；同年，浸會大學與清華大學、北京中醫

藥大學組成京港三校中醫藥聯合研究中心。2002年，北京大學—浸

會大學應用數學聯合研究所成立，又與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

心共同設立環境科學聯合研究所；近代史研究中心亦於是年成立，

是全港大學首個歷史學研究中心。

其次是開辦各個專業的碩士課程，2001年開辦的環境及公共衛

生管理理學碩士，為香港同類課程的先驅，是浸會大學首個自負盈

虧的碩士課程。2002年成立研究院，管理校內開設的研究式博士、

碩士課程，並統籌授課式課程的發展工作；同年開辦教育碩士課

程。翌年開辦電影電視與數碼媒體藝術製作碩士學位課程、社會科

學碩士（當代中國研究）課程，後者分為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

經濟學四個研究範疇，強調跨學科研究。2005年 1月，工商管理學

院開辦全球首個授課式公司管治與董事學理學碩士課程。至該年 9

月，浸會大學開辦授課式的深造碩士課程已增至十九個。

大學本科的擴充，在二十一世紀初也有可觀的成績。2001年，

開辦四年全日制中藥學學位課程；同年教育學系獲教資會撥款，開

設「2+2」職前學位兼教育文憑課程。2003年 9月，開展課程改革，

調整主修科和通識科的比例，主修科目由佔 80%降至 65%，其餘

35%為通識科目。2003至 2004年度，教資會通過由浸會大學開辦視

覺藝術文學士（榮譽）課程；大學於是成立視覺藝術院，統籌 2005

年 9月開辦的學位課程。

配合教研工作的發展，校園建設亦日見改善。2002 年 3 月，

賽馬會中醫藥學院大樓（Jockey Club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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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正式啟用，樓高九層，建築面積八千五百平方米；隨後四

幢學生宿舍入伙，為本地和海內外學生提供約一千六百個宿位，宿

舍內分設蔡元培堂、宋慶齡堂、周樹人堂和楊振寧堂，藉此希望宿

生以近代中國文教科學名人為楷模。2003年 10月，中醫藥學院大

樓閣樓的浸會大學中國銀行（香港）中藥標本中心開幕，佔地二百

多平方米，展示礦物藥、動物藥、植物藥標本逾千件。

浸會大學在發展高等教育的同時，亦注重與中小學和幼教界

的聯繫。2001年起，每年舉行「中學校長日」；2002年起，文學院

及數學系分別舉辦以中學生為對象的暑期生活營，推廣人文創意及

數學知識。社會科學院、理學院等各個院系，每年均有同類型的活

動。2004年 12月 13日，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舉行

奠基典禮，是全港首間大學附屬中小學。

此外，文學院在 2004年有兩項值得注意的活動：其一，是首創

「駐校作家計劃」，推動校園創作風氣，提升學生的創作水平和文化

素養；其二，是成立「國際作家工作坊」，每年邀請訪問作家到訪，

與校內師生及香港作家舉行課堂討論會和作品交流會。同年，浸會

大學設「駐校總領事計劃」，也在促進校內外交流方面發揮了積極

作用。上述活動按年舉行，至今已成校內的傳統。

（上）用作視覺藝術院的啟德校園

（下）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及石門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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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金禧年整裝出發

2006年 2月 28日，香港浸會大學五十周年校慶全年慶祝活動

啟動禮暨感恩崇拜隆重舉行，同場並有《篤信力行—香港浸會大

學五十年》發佈儀式，以及頒發教職員長期服務獎及教學人員傑出

表現獎。吳清輝校長在該書的〈序〉中指出：「踏入二十一世紀，

在中國人眼前的是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因此，今日的青少年更

必需具備謙誠堅忍的性格、取精用弘的國際視野、仁愛寬厚的襟懷

以及多方面的精煉技能，才能把握當前的時勢和境遇，為祖國和香

港的社群作出莫大的貢獻。」1 3月 25日，舉辦「光輝五十浸大情」

校友慶祝活動，邀請歷屆校友、學生、教職員及親友參加，「半世紀

盆菜盛宴」筵開五十席。3月 28日，舉行蒙民偉廣場（William M. W. 

Meng Courtyard）命名儀式，表揚信興教育及慈善基金捐款推進大學

發展及教研工作。蒙民偉廣場位於善衡校園五樓平台，是大學師生

經常舉辦戶外活動的地方。6月 5日，舉行伍宜孫博士演講廳命名

典禮，表揚已故永隆銀行創辦人伍宜孫博士及其創立的伍宜孫慈善

基金會有限公司三十多年來對大學發展的支持。

6月 17日，校牧處舉行校牧事工金禧感恩獻禮「半百恩情音樂

會」；6月 23日，舉行「『星』夜情牽五十載」綜合晚會。9月至年

底，歷史系舉辦一連串金禧學術講座，理學院主辦桂冠學人講座；

10月 8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金禧論壇：創意之道」，當晚

並舉行五十周年校慶晚宴，筵開一百七十席，二千多位賓客濟濟一

堂，金禧校慶至此達到高潮。其後，又於 12月 1日在香港文化中心

舉辦五十周年校慶特別慶祝活動「金禧校慶音樂會」。

2006年間，浸會大學高層也有一些人事更替。12月 5日，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委任王英偉先生、鄭恩基先生和梁永祥先生分別擔任

大學校董會暨諮議會主席、副主席和司庫，任期三年，由翌年 1月

1日起生效。2006年 12月 15日，大學宣佈委任陸大章教授為副校

長（學術）、蔡亞從教授為副校長（研究及拓展），分別接替榮休的

學務副校長曾憲博教授及副校長（拓展）范耀鈞教授。

2007年 3月 19日，浸會大學公佈為期五年的大學擴展計劃，

主題是「創意校園．培育全人」，致力配合大學的長遠發展和落實

大學四年制。計劃於 7月展開，共分四期：

一、在浸會大學道與禧福道交界，興建樓高十一層的傳理學院

暨視覺藝術院大樓；

二、在逸夫校園的永隆銀行商學大樓和思齊樓頂樓各加建一

層，李作權大道向聯福道的兩個平台花園改建為課室；

三、在聯校運動中心停車場加建樓高四層的附翼大樓，並拆卸

浸會大學道校園的第三至七座低座校舍，改建為樓高十三層的教學

及行政大樓；

四、拆卸浸會大學道校園的第一、二座低座校舍，改建為園林

休憩花園，作為浸會大學道校園的入口。

2007 年 12 月 14 日，中醫藥學院設立的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

藥博物館開幕，博物館佔地二百五十平方米，分為六區，藏品百

餘件，是繼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之後香港

第三間大學博物館。事實上，浸大在文物保育和文博事業方面屢

有貢獻。2005 年，浸大獲政府批准使用位於觀塘道的一級歷史建

築—前皇家空軍軍官俱樂部為視覺藝術院本部，成為浸大的啟德

校園。2008年 9月 26日，由浸大策劃、香港藝術發展局和香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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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和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雷生春堂

成為大學第二及第三個活化計劃

中心為策略夥伴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開幕，是全港首個由舊工廠

大廈改建而成、匯聚創意藝術及文化交流的藝術中心，該中心位於

深水埗前石硤尾工廠大廈，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改建費

用而成。2009年 2月 17日，香港特區政府公佈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

劃，浸會大學成功獲選參與活化雷生春計劃，把有逾八十年歷史的

一級歷史建築雷生春活化為中醫診所「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雷生春堂」，並於 2012年 4月 25日正式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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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輝校長開拓在中國內地的發展空間，其中一項重大發展計

劃是創辦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位於珠海市

唐家灣的聯合國際學院成立於 2005年，由北京師範大學和香港浸會

大學共同創辦，是全國首家獲教育部批准的香港與內地合辦的高等

院校，畢業生學成後獲頒聯合國際學院畢業證書和香港浸會大學學

士學位。學院以體驗式學習方式貫徹浸大全人教育理念，而其全英

文教學、接軌全球的國際化課程設置和教學標準，深受國內學子歡

迎。聯合國際學院校舍於 2008年 1月 15日落成啟用，佔地十三萬

三千平方米，可容納四千多名學生。此外，大學於 2009年和 2010

年分別成立北京辦事處和上海辦事處，推動浸大在內地的招生工

作，並加強與內地高校的聯繫和交流。

2008年 3月 20日，大學舉行五十二周年校慶酒會，並宣佈成

立三個新的研究機構，分別是當代中國研究所、計算數學研究所、

嘉漢林業珠三角環境應用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所於 2009年 4月

28日舉行開幕禮，其宗旨是加強浸大各個院系之間的互動和跨學科

探索，為專家學者提供研究當代中國的平台，促進校內師生與中國

內地和海外各國學者的跨境合作。計算數學研究所於 2008年 12月

10日成立，其宗旨是匯聚數學家、科學家和工程師作跨學科研究，

促進數學系、香港和國際業界及其他大學研究員之間的交流。嘉漢

林業珠三角環境應用研究中心則為省港澳三地學者、政府官員、工

商業界和非政府組織提供首個跨境跨界別的專業交流平台。

在此前後，大學還有不少值得一提的事項。首先，是 2006年 9

至 12月，大學圖書館慶祝藏書量達一百萬冊；2007年 9月，錄取九

歲申請人沈詩鈞同學入讀數學課程，成為創校以來最年幼的學生；

2008年 5月 2日，大學六名師生參與在香港舉行的 2008年北京奧運

聖火傳送活動，這六名火炬手是：校長吳清輝教授、體育學系碩士

生李靜和高禮澤（香港乒乓球代表隊成員）、學位教師教育文憑生

兼體育學系畢業生譚偉洋（香港籃球代表隊成員）、體育學系本科

生楊翠玲和鄭玉嫻（香港劍擊代表隊成員）；同年 6月 12日，舉行

「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張大朋基金」成立儀式，張大朋先

生捐資支持文學院於 2006年創辦的「紅樓夢獎」得以持續舉行。凡

此，都反映出浸會大學多元化發展所取得的一些成績。

2008 年校長吳清輝教授與五位學生參與北京奧運聖火傳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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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理視藝大樓及顧明均展覽廳

2009年 3月 25日，舉行香港浸會大學基金成立典禮。2010年

1月 5日，隸屬傳理學院的電影學院在電影電視系的基礎上正式成

立，提供高級文憑、本科學位和高級學位的電影專業培訓課程。該

年初，環境健康及安全委員會獲大學策略發展基金撥款進行低碳校

園計劃，並成立校園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同年 5月 13日，國際高

等教育研究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公佈「亞洲大學排名榜」，浸

會大學名列第四十五位，較上一年的第七十三位躍升了二十八位。

2010年 6月 11日，浸會大學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敦學崇

禮．圖強惟新．吳清輝校長榮休晚宴」，歡送服務浸大二十五年、

出任校長九年的吳清輝教授。稍後，吳校長於 6月 18日主持傳理視

藝大樓及顧明均展覽廳的命名典禮，該大樓是「校園總體發展規劃」

的第一部分，展覽廳位於大樓的地下及一樓，主要供視藝學院師生

展覽作品之用。

2010 年電影學院成立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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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動中的創新時期

2010年 7月 1日，陳新滋教授出任香港浸會大學第四任校長。

同年 10月 27日，公佈以「優質教與學」、「創新研究」和「致力服

務社會」為主題的《2020年願景》十年策略發展計劃，目標是要使

浸會大學於 2020年成為亞洲區提供全人教育的最佳學府。2011年

3月 28日，舉行五十五周年校慶活動啟動典禮暨創意研究院成立典

禮，宣佈成立香港首個創意研究院，而校慶的主題，是「卓越．創

新．培育全人」；為配合大學四年新學制的實施，大學於同年 10月

成立通識教育處。與此同時，文學院推出創意及專業寫作文學士

（榮譽）課程，理學院推出分析和檢測科學理學士（榮譽）課程。11

月 30日，創辦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2013年 1月 21日，創

辦饒宗頤國學院，是香港首所國學院，由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出任

永遠榮譽院長，藉以傳承國學、弘揚中國文化。
2013 年大學創立饒宗頤國學院

2010 年第四任校長陳新滋教授（右）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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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調創新、創意的同時，浸會大學也處於新舊交替的急遽變

動之中。2010年下半年，黃偉國教授履任副校長（研究及拓展），

貝力行教授（Professor Adrian Bailey）履任社會科學院院長；2011

年，湯濤教授履任理學院院長，蘇國生博士履任教務長，賀書孟教

授（Professor A. Reza Hoshmand）履任通識教育處總監。

校園建設方面， 2011年 11月 2日，新建成的教學及行政大樓和

郭鍾寶芬女士康體文娛中心，同時舉行命名典禮，標誌着校園擴建

計劃第三期圓滿結束。

2012年間，浸大有幾件事引起外界注意。2月 6日，浸大公佈

傳理調查特首參選人民調事件調查小組報告，陳新滋校長匯報他已

接納傳理學院院長趙心樹教授辭任院長一職；7月，當代中國研究

所就坊間對《「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關注作出回應；

11月，就當代中國研究所出版的《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

（2012）香港回歸 15周年專輯》中通識教育部分的內容失實投訴，

大學成立調查小組作深入瞭解和跟進；12月，調查小組確認香港中

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的投訴成立，陳新滋校長根據報告的建議，

免除薛鳳旋教授的所長職務。

另一方面，浸大在社會上和國際間獲得幾項殊榮。其一，浸大

憑低碳綠色校園在「2011香港環保卓越計劃」中獲頒公營機構及公

用事業界別的「界別卓越獎」銀獎；其二，浸大圖書館的中醫藥數

字化項目獲美國圖書館協會頒發「2012年國際圖書館創新大獎」，

是該年度全球四所獲獎圖書館之一；其三，浸大工商管理學院的工

商管理碩士（MBA）及商業管理理學碩士（MScBM）課程獲工商管

理碩士課程協會頒發認證，標誌着該學院的優質工商管理教育得到

國際認許；其四，浸大獲新聞網站 Asia Correspondent列為亞洲學生

首選的新聞及媒體大學之一，是亞洲唯一獲此殊榮的高等學府。

陳新滋校長在任期間，加強大學與中國內地的科研合作，成績

有目共睹。2012年 2月 29日，大學創辦香港浸會大學深圳研究中

心，中心位於深圳市高新區虛擬大學園。2013年 4月 16日，創辦香

港浸會大學常熟研究院，並與常熟理工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

培養研究生及開辦分析化學理學碩士課程。同年 7月，獲國家科學

技術部批准成立環境與生物分析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香港

浸會大學），是浸大首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這年 10月，

浸大與湖南大學簽署合作協議，成立化學生物傳感與計量學國家重

點實驗室（湖南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分室，成為該國家重點實驗室

的香港分室。

2012年 12月，政府公佈建議把毗鄰浸會大學道校園的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前李惠利分校校舍南部用地由「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更

改為「住宅」用途。由於浸大校園佔地面積細小，李惠利分校用地

是校園附近最後一幅可供浸大持續發展的用地。事實上，浸大早於

2005年已向政府爭取把用地撥歸浸大作長遠發展。因此，浸會大學

強烈反對政府把有關土地更改用途的建議，浸大社群於是發起一連

串行動，表達反對意見，包括呼籲大學社群成員及公眾人士以「一人

一信」方式於城市規劃委員會公眾諮詢期內表達反對政府建議更改土

地用途的意見。結果，城規會在公眾諮詢期間收到超過二萬五千份

意見書，當中 99.95%反對改變土地用途。2014年 3月 26日，城規會

通過保留前李惠利南部用地為「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而政府

表示教育局將會研究把前李惠利南部用地作為特殊教育用途。其後

浸大收到教育局通知，表示政府將前李惠利用地北部預留給浸會大

學發展約一千六百個政府資助學生宿位和五千平方米教學空間。



教學及行政大樓和郭鍾寶芬女士康體文娛中心 浸會大學道校園入口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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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浸大校董會宣佈接納陳新滋校長於 2015年 6月

30日五年任期屆滿後退休的決定，並將成立聘任委員會，全球招聘

新校長。同年，大學修訂了於 2010年制訂的《2020年願景》：使命

是「香港浸會大學在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等範疇力臻至善，秉承

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念，推行全人教育」；願景是大學將於 2020年

成為區內全人教育的領袖學府，於學術上表現卓越，力求創新；至

於策略發展重點方面，浸大將充分結合「高質素教與學」、「創新研

究」及「社區互連」三大策略發展重點，以達致大學願景。為配合

大學的未來發展，校方制訂了「校園總體發展規劃（二）」，當中

包括四個主要元素：第一，建議基本工程項目；第二，重新規劃空

間；第三，改善／提升設施；第四，具發展潛力的項目。從《2020

年願景》和相應的校園總體發展規劃，可以預見浸會大學進入第二

個甲子之後的趨向。

2014 年「爭取李惠利用地行動組」向城規會遞交四千多張願望心意咭

第五節　博雅教育和服務社會

2015年 9月，錢大康教授出任香港浸會大學第五任校長。他在

海外和香港均服務多年，在高等教育方面有豐富的經驗。錢大康校

長履任之初，適逢大學創校六十周年慶典。回顧過去的發展，前瞻

未來，他提出了新方向，以應對新時代的挑戰。

首先，錢大康校長認為現今的高等教育的趨勢與全球化的發展

不可劃分，全球經濟及文化活動頻繁，各地之間出現互相倚賴的情

況。他指出：「世界是平的，教育亦再無國界，加上大學生的職場不

再局限於本地或鄰近地區，因此高等教育必須向世界接軌的道路邁

進。」2錢校長認為浸大不單要成為中國一所具良好聲望的大學，更

2015 年第五任校長錢大康教授（右）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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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李惠利校舍北面用地將會興建學生宿舍及教學綜合大樓

宿位的學生宿舍。除了提高本地同學參與舍堂生活的機會，宿位增

加還有兩大好處。其一，可以吸收更多外地同學和交換生到浸大就

讀，使得整體浸大同學的學習經驗添加國際化的元素。其二，有利

於更多本地同學參與海外大學生的交流，因為大學之間的交換計劃

大多以「數目對等」的原則運作，能多接納海外交換生就意味着本

校學生有更多到海外大學作交換生的機會。錢校長尤其重視宿舍內

學習空間的設計，着意為創意學習營造更理想的條件。

要成為中國境內的國際大學。因此，浸大不但為本地社會提供高等

教育，所培養人才還必須具備走向世界的視野和能力，大學必須為

周邊地區以至全球輸出優質的高等教育。錢校長期望學生具有廣闊

的國際視野和優良的語文能力，能夠認識中國、擁有海外體驗、富

有創新探知精神，鞏固寓學習於生活、寓生活於學習的積極心態。3

錢大康校長認為浸大的優勢在於博雅教育的基礎，希望打

造浸大為博雅教育與學術研究兼重的大學（research-led liberal arts 

university），致力發展成為亞洲區內卓越的世界級博雅大學。2015年

12月 14日，浸大組織了一個集思會，參與的有八十多位教職員，共

同的目標是為浸大發展成一所「具國際領導地位、文理兼備的研究

型博雅大學」訂下策略方案。大學成立了三個工作小組，專責探討

達成三個方面的發展策略：大學的定位、國際化以及學術研究。4

為了香港浸會大學未來的發展，有需要在現有硬體的建設上

多加着力。現時浸大有五個校園，依成立次序是善衡校園、逸夫校

園、浸會大學道校園、啟德校園（供視覺藝術院使用）和石門校園

（供國際學院使用）（見頁 74表 3.1）。如要推動更大型的教學及研

發工作，校舍空間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受到各種

條件不足的影響，善衡校園整體的設計以及可用於教研工作的空間

的確存在一定的限制。有見及此，2016年 3月，大學通過聘請顧問

公司進行研究，探討重新規劃善衡校園及重建大學會堂和理學院的

方案。大學積極爭取教育當局撥款及社會賢達的捐助，為未來校園

的發展創造條件。

博雅教育亦包括群育教育的舍堂生活。由於浸大學生宿位不

足，因此未能達到提供「全宿」的條件。現時，政府批出前李惠利

校舍北面用地，浸大將以此用作興建教學大樓及可提供一千七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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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香港浸會大學的校園設施（2016 年 8 月）

善衡校園

地標和景點

正門牌樓、區樹洪平台花園、大學廣場、六樓平台、校園入

口、蒙民偉廣場、文農學圃

主要建築

溫仁才大樓、林子豐博士紀念大樓、大學會堂、呂明才中心、

音樂室、區樹洪樓、星島樓、基督教教育中心、大學禮拜堂、

查濟民科學大樓、方樹泉圖書館 / 方樹泉停車場、楊瑞生紀念

館、邵逸夫大樓

外圍建築

紹邦樓、偉衡體育中心

逸夫校園

地標和景點

逸夫校園入口及浸大橋、林護國際會議中心正門、貫通校園建

築的李作權大道、逸夫校園內的「秘密花園」、許士芬博士體育

館、浸大校史展覽廳

主要建築

逸夫行政樓、區樹洪紀念圖書館、永隆銀行商學大樓、林護國

際會議中心、思齊樓、郭鍾寶芬女士康體文娛中心

浸會大學道校園

地標和景點

校園入口、孫中山像、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顧明均

展覽廳

主要建築

教學及行政大樓、賽馬會師生活動中心、陳瑞槐夫人胡尹桂女

士持續教育大樓、賽馬會中醫藥學院大樓、學生宿舍、吳多泰

博士國際中心、傳理視藝大樓

啟德校園 視覺藝術院教學設施

石門校園 國際學院自資本科和副學士課程設施

2015年 10月，大學校董會通過增設一名常務副校長（Provost），

其職責是「統領大學的策略發展、學術預算、學術人事管理（例如

升遷和招聘），以及各院系的學術事務」。至於副校長（教與學）一

職，其職責為「負責本科教育、全人發展、體驗學習（例如交流和

實習）、網上學習，以及課程事務（例如質素保證）」。副校長（研

究及拓展）、行政副校長暨秘書長，職能則大致與現時相若。5現

時，本地有五所大學均先後加設常務副校長（或稱為首席副校長）

一職，足見十多年來香港高等教育界面對繁複的挑戰，重整領導團

隊的工作實在是大勢所趨。

錢大康校長十分關注同學的素質，冀望同學持續地關心社會，

成為具有責任感的公民。他以往在美國和香港目睹以及親自處理各

種示威抗議，他欣賞大學生挑戰權威的精神，因為這是進步的原動

力。他經常強調的是兩個重大原則。其一，「我希望大家的討論要建

基於事實和證據，不能為了反對而反對，空口說大話」。其二，「尊

重他人⋯⋯不能因為別人不認同你的觀點，你就叫別人閉嘴。你可

以不贊成他人的論述，但不能用言語或暴力進行人身攻擊。我跟學

生說，如果你們破壞校園設施，或校方接到誹謗投訴，我就要展開

錢校長上任後不久，為參與開放日的師生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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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的

院
系

結
構

（
20

16
年

）

英 國 語 言 文 學 系

人 文 及 創 作 系

音 樂 系

語 文 中 心

宗 教 及 哲 學 系

生 物 系

化 學 系

計 算 機 科 學 系

數 學 系

物 理 學 系

文 學 院

理 學 院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傳 理 學 院

中 醫 藥 學 院

社 會 科 學 院

視 覺 藝 術 院

持 續 教 育 學 院 國 際 學 院

經 濟 系

會 計 及 法 律 系

財 務 及 決 策 學 系

社 會 工 作 系

教 育 學 系

體 育 學 系

電 影 學 院

管 理 學 系

社 會 學 系

地 理 系

傳 播 系

政 治 及 國 際 關 係 學 系

市 場 學 系

新 聞 系

歷 史 系

中 國 語 言 文 學 系

歷史系於 2016 年 10 月 5 日舉行「百年時間囊封存典禮」，以慶祝浸大六十周年校慶暨社

會科學院成立四十五周年。

調查，如情況屬實我就要作出懲罰」。6

現時，浸會大學是文、理、社科兼有，理論與應用並重的學

府，包括文學院、理學院、工商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傳理學

院、中醫藥學院、視覺藝術院，以及持續教育學院和國際學院（表

3.2）。作為博雅大學是規模宏備的，如何保持固有的優勢和發展本

身的特色，則有待校方策劃和領導，以及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相

信在不久的將來，即可走出浸大自己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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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六十周年校慶晚宴於 2016 年 10 月 4 日舉行，出席賓客達兩千多位，盛況空前，為全

年的校慶活動掀起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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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浸大六十周年校慶開幕典禮的主禮嘉賓、浸大前任及現任校

長、學生、教職員及校友等三百多人砌出六十周年校慶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