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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和土地供應問題近年深受港人關注，然而，一般都重視住屋擠迫所涉的土地難題，很

多人都忽略了校園用地對於發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性。 

就以恒生管理學院（下稱恒管）為例，目前校園的土地資源甚為不足，已追不上教育的發

展步伐。 

恒管校園早期位於小瀝源大老山下，附近都是鄉郊、山頭、公屋和私人樓宇。附近的大老

山隧道管理公司有一些露天停車場，我們準備與政府商談，磋商可否把部分停車場改作教

育用途，或者在沙田、大圍覓地擴校。另外，我們也有舊樓重建的計劃，例如把現有的學

院禮堂改建為 10 層高的創意藝術及設計大樓，但相信當中要通過的關卡肯定不少。 

以前也曾有些土地，例如粉嶺皇后山軍營，本來預留 16 公頃土地用作發展自資高等院校，

但因為住屋不夠，該民生問題始終要解決，最後改回住宅用途。因此，要辦一間高質素的

非牟利私立大學，就必須努力找地擴展。 

 

大學宿位增量 落後國際步伐 

再說是學生宿舍，我們要辦一間高質素私立大學，較為重視學生的住宿生活，希望大多數

同學能至少住校兩年。但我們仍未能讓大部分一年級生在校園住宿，因為現在只有 1,300

個宿位，無法應付 5,000 名學生的需要。我們辦的住宿書院，是一個全學習環境，學生

不僅上課學習，住宿書院裏有老師、有同學，以培養學生明辨思維、人際關係和組織能力。

所以從全方位博雅教育的理念看，教學和住宿的土地，是我們最大的制約。因此，我們仍

希望與政府磋商，在距學院不遠的地方增新建教學設施與宿舍。 

不僅是恒管，如果看官方的數字，把香港的大學以國際學術成就作比較，過往 10 年增加

的本地大學宿位，也完全跟不上國際的步伐。其實人生最寶貴的就是大學本科教育的幾年，

如果學生能夠住宿在校園，一定會經歷美好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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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外地來的新生，目前恒管是保證有住宿，這在香港很少院校能夠做到。盡管現在我們

外地生數量有限，但長遠來看肯定是一個難題，外地生來港若要租房子，租金昂貴。香港

要成為國際教育樞紐，若無合適的住宿條件，對外地生來說，來港唸書的吸引力便大大降

低。 

 

澳門無自己水域 香港填海更易 

筆者在澳門住過 5 年半，當時是出任澳門大學的學術副校長，親身經歷了澳門特區發展

最關鍵的幾年。那時候，一方面要向中央政府爭取橫琴的約一平方公里地皮興建新校園，

又要向珠海市政府租地 40 年。所租的土地則由澳門法律管轄，這個情況相當特殊：一來

那片土地是完全用作高等教育的；二來澳門其實是沒有自己的水域。海域的管轄權不在澳

門特區政府手中，因此如果澳門政府打算填海，一定得中央政府批准才可進行。 

那時澳門嚴重缺乏商業和住宅用地，澳門也有經濟住房的概念。大約六、七年前，中央政

府一次過批出頗大的填海面積，讓澳門進行新發展。眾所周知，填海的土地來得較容易，

因毋須處理賠償、拆遷等問題，要是以收回土地作增加土地供應，就會拖時間很久。相比

下，香港周邊有自己管轄的水域，填海完全是我們的內部事務；如果填海造地，會比澳門

快很多。更何況，今天若是填海，會採用很多新科技、新設計，不必像以前填海需要十多

年這麼長時間。 

 

擺事實講道理 填海共識可期 

部分香港人對於填海有很大的反響，有關當局或許需要多一些耐性，告訴市民整個填海計

劃帶來對生態的影響有多少，這樣大家對於土地問題，會慢慢走向理性思考。然而，政府

也要有所主導，把相關理據和數據羅列出來，說明填海對於生態的影響不是有些人想像般

嚴重。依我觀察，政府目前提供的資訊仍然未足夠，只要有耐性，全面提供資訊，假以時

日，市民對填海應可漸漸取得共識。 

澳門現在有 6 成土地是填海得來的，即是說，填海的土地已大於原來的土地，更把路環、

氹仔幾個島嶼連在一起，成為現在的路氹新區，所以說，澳門的填海是很大片的。 



香港也可以在填海方面凝聚共識，其實土地供應小組提出的很多選項，很大部分都不是互

相排斥，只在於短、中期排序的先後罷了！如果我們全方位地看，很多事情也不一定是對

立的。當然，任何一個方案都不應拖得太久，早點有一個全面落實的方案，無論對於香港

的年輕人也好，對滿足房屋需求也好，甚至對於私人物業的供應，一旦感到前景能獲大幅

改善，將大可提振港人士氣。 

 

內地水域填海 審批長爭拗多 

總的來說，特區政府倡議在大嶼山與香港島之間填海建設東大嶼都會，是較可行的。首先，

擬填海的區域在香港水域，屬於特區內部事務。最近有團體倡議在珠海對開的內地水域興

建人工島，似乎未必需要這樣做，因為須與內地不同層次政府部門商議，由中央到廣東省，

直至地方，批核過程可以很長。 

對於「曾經滄海」的筆者來說，相信這世界沒有免費的午餐，當年要赴北京、廣東省、珠

海去討論橫琴土地事宜，或許很多珠海的人也未必高興。港人曾有「一地兩檢」爭議，故

可預料，香港在自己的水域填海無疑會快得多，也可減少許多爭拗。 

如前所述，興建一個人工島，只要解決一些環保、保育和資金的問題，現今且有許多新科

技可以輔助。團結香港基金 8 月舉行高峰會，發表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的研究報告，建

議在香港島和大嶼山之間的中部水域，填海興建約兩千公頃的人工島，若人工島除社區用

地外，劃出 28%至 32%土地用作住宅發展，可興建 25 萬至 40 萬伙，容納 70 萬至 110

萬人居住。這個建議值得我們作積極的探討。 

很高興見到很多香港人已漸同意：面對較具爭議性的找地問題，用平和、理性和務實的心

態來處理是最有效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