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10日：
校董會通過「香港都會大
學」（都大）為新校名。

2021年6月28日：
公布都大校徽設計。

2021年7月14日：
立法會通過《2021年香港公開
大學（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公大獲批准改名為都大。

2021年9月1日：
正式重新命名為香港都會大學。

2019年年初：
開始探討修改大學名稱
的可能性。

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
就檢討大學名稱諮詢教職員、學
生、校友及主要持份者的意見。

2020年7月：
成立「大學重新命名
評選委員會」。

2020年8月至9月：
邀請所有大學成員及公眾人士
為大學新名稱提出建議。

重新命名時序

50個聯招課程
（包括政府「指定專
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
劃」學位課程）

約10000名全日制
學生vs約9000名兼讀制
學生（全日制本科生人數
全港大學中排名第六）

7所學院（包括
最新成立的公開進
修學院）

3個校園+
2個教學中心

7所研究所
/ 中心

都大概覽

●都大計劃加強通識教育，鼓勵學生學習運動、音樂、文史哲等主科目以外的知識。

A12-13 特 刊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劉坻坻

2021年9月1日（星期三）

2021年9月1日（星期三）

2021年9月1日（星期三）

確立綜合大學定位 成立新學院統籌遙距課程

香港都會大學顧名思義，是要迎合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定

位，致力成為香港具代表性的大學。黃奕鑑主席解釋，「都

會」當中的「會」字也有會師、匯集人才之意，希望大學作為香港

高等教育的一分子，為國家、香港貢獻更多人才。過去該校學生於

創意藝術、科技及商業比賽及活動中表現突出，在本港及國際賽事

中屢獲殊榮，成績有目共睹。黃主席稱：「雖然本校近年全日制學

生的數目已經超越遙距學科的學生，當中更有不少透過『大學聯合

招生辦法』（簡稱『聯招』或JUPAS）入讀，但無論我們多努力，仍

有些僱主因為『公開大學』的名字誤解我們是一間遙距大學，對畢

業生找工作和日後發展產生不良影響。」大學希望改名能確切展示

今後定位，消除不必要的誤會，幫助學生發展。

作為全港規模最大的自資大學，都大擁有充分的靈活性，能及時

回應香港以及鄰近地區的發展需求，開辦具前瞻性的課程，其中護

理學和創意藝術課程已辦得有聲有色，而大學去年亦因應社會未來

預期的需求開辦物理治療學。林群聲校長表示，新名稱能更準確、

合適地反映該校的現況、性質、優勢及將來的發展。都大的新校

徽，同樣強調大學與社會的連繫。林校長形容其設計「直接、簡

潔」，從連結的理念出發，用色上承傳了舊校徽的藍和綠，寓意初

心不變：「由創校之初，我們已立足社會，回應社會需要，今後亦

然。」在發展全日制課程的同時，都大亦不忘「有教無類」的辦學

宗旨，繼續開放遙距課程給各界人士就讀，更為此成立新學院「公

開進修學院」，專責統籌遙距課程。林校長稱：「『有教無類』的

宗旨深受社會各界支持，意義重大。新學院將由新院長領導，在決

策層面佔一席位，意味着遙距教育是都大學術架構重要一環。」

成立教與學發展處 進一步提升教學質素

林校長認為，改名更大的意義是激勵大學上下反思發展歷程，回

顧與前瞻。他說：「最重要的是改名以後大學切實在哪些地方有所

進步，使都大這名字能令畢業生引以為傲。」林校長剛於今年4月

履新，其訂下的一大目標正是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從事高等教育

工作多年的教學經驗令他相信，學會聆聽、堅持真誠溝通是提高大

學質素的精髓所在。他表示，無論在教學、研究或行政管理方面，

都要直接與各持份者溝通，細心聆聽他們的需要；亦應與新近畢業

生及校友保持聯繫，了解大學的支援能否充分協助他們裝備自己，

開拓職涯機會，以確保大學時刻改進及完善。「好多年輕人發奮向

上，用心讀書，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其所能為他們提供課程，營造良

好的學術氛圍，幫助他們完成人生理想。」

師資是優質教育的根本。林校長表示，所有大學均會面對聘請人

才的挑戰，「學者總有自己的理念，不是高人工就請得到。」都大

正在想方設法吸引更多優秀學者和教學人員加入其中，其中一項新

猷是成立「教與學發展處」，中央統籌提升教與學的措施。「例如

我們聘請了不少行業經驗豐富的人才加入教學團隊，但他們的教學

經驗或較淺，我們會加強教與學的支援，幫助教學人員更有效地傳

授知識和技能。」他表示，都會大學將秉持與時俱進的發展理念，

不斷提高師資，為廣大莘莘學子提供良好學術環境。

加強通識教育 培養閱歷豐富的良好公民

林校長訂立的另外兩個目標，是幫助學生建立理想事業，培養創

業創新精神；以及成為良好公民。校董會主席黃奕鑑指出：「本校

目標是不僅要豐富學生的知識和技能，讓他們找到入息不錯的工

作，更要幫助他們豐富人生閱歷，滿足個人成長、未來就業各方面

的需求。」每個時代都有優勝劣汰的激烈競爭，黃主席認為，無論

是就讀文科、護理科或是其他科目，僅僅聚焦於自己的領域是不夠

的，要學習一些主科目以外的實用知識，才能追上社會發展的腳

步。「例如現代社會常用到的資訊科技、大數據以至比特幣等，其

他學科的同學是否認識？」

此外，運動、音樂、文史哲等領域的知識，有助擴闊視野，平衡

工作和生活，使學生終身受用。都大現正整合通識科目，以增強學

生個人競爭力，讓他們發揮個人潛能，達到自我成就。

教書育人，德行優先。林校長說道：「學校不但是傳授知識的地

方，更是育人之所。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和積極人生態度是學校

應有的責任。」近年來，社會動亂導致大學管理層與年輕人關係緊

張，社會各界都關注大學課程是否會將國安教育列為必修。都大的通

識教育亦會包含今天身處香港社會所需要認識的法律，包括國安法，

讓學生掌握自身與社會、國家的關係，成為奉公守法的公民。

融入灣區發展 促進優勢互補

都大一直以來秉持創新與變通的精神，不單以學生為依歸，更以

推動社會發展為己任。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如火如荼，其高

等人才的需求不斷上升，都大與肇慶市人民政府及肇慶學院簽訂

協議，共同籌辦香港都會大學（肇慶），正待國家教育部審批。

計劃中，新校定位為一所應用型的教學研究綜合大學，秉承都大

的辦學理念，引入優質課程體制、管理制度、教學科研經驗和質

素保證機制，主要專業課程採用英語教學，以加強學生的國際視

野，初期將針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需求，開展本科教育，並在

條件成熟時招收研究生。

林校長表示，都大在肇慶辦學，在進一步發揮其自身優勢的同時

可促進優勢互補，例如與當地企業合作進行研究。「香港缺乏工業

支持，研究項目較難投產，與內地企業合作正好補此不足。再者，

企業資金充裕，並能緊貼當地巿場需要。」對學生而言，肇慶校園

選址肇慶市新區，佔地約2500畝，其中建設用地約500畝，環境舒

適優美，林校長期望新校落成後，香港的都大學生有機會前赴交流

半年至一年，一方面享受校園生活，一方面加深對內地營商環境和

就業前景的認識，從而為未來事業發展作出抉擇。

冀盡力成為優良現代化大學

一所大學要作出改名的決定，需要莫大的勇氣和決心。在新校名

塵埃落定後才上任的林校長從此事感受到同事團隊的務實。「從萌

生改名的想法到落地實行，我們徵詢了教職員、學生、校友及不同

持份者的意見，最終在本着推動大學和學生得到更好發展的共識

下，成功改名，衷心感謝大家的付出。」訪問最後，林校長重

申，縱然名字和定位改變，都大依然是全港唯一一所有提供遙距

教育的大學，讓成年人從沒有學歷一步一步取得學士、碩士，以

至博士學位，實在難能可貴，寄語師生盡力使其成為更優良的現

代化大學，為社會作出貢獻。

都會大學展新篇 春風化雨創新局
校長林群聲 校董會主席黃奕鑑：清晰大學定位力助學生發展

香港公開大學（公大）於今天（9月1日）重新命名為「香港都會大學」（都大），校徽

亦改頭換面。新校徽設計採用大學新名稱的英文縮寫（HKMU）其中兩個英文字母，

「M」代表「我」，「U」代表「你」，寓意學生、大學與社會融為一體。該校經過三十

年的發展，由一所只提供遙距課程的學院，發展成為全日制及兼讀制學士、研究生課

程兼備的綜合性大學，除了提供優質的高等教育外，亦是一所管理完善的自負盈虧院

校。校長林群聲教授、校董會主席黃奕鑑接受訪問時皆表示，作出改名決定為了配合

大學發展，確立大學的形象，希望藉此契機提高學生及畢業生的認受性。

●都大學生於不同領域的本地及國際賽事屢獲殊榮，近日勇奪滙豐 / 香港大
學香港商業案例比賽冠軍。

●創意藝術是都大其中一個口碑載道的課程範疇。

●都大去年與肇慶市人民政府及肇慶學院簽署協議，計劃共同籌辦香港都
會大學（肇慶）。

●香港都會大學校長林群聲教授（左）、校董會主席黃奕鑑（右）接受
訪問時表示，學校改名將有助學生未來發展。

●都大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提供多元化的學習體驗。

●都大回應香港以及鄰近地區的發展需求，開辦具前瞻性的課程，於去
年開辦物理治療課程。

●都大新校園賽馬會健康護理學院今年年初揭幕，為學生提供更舒適的學習環境。

●大學管理層與校董會成員一同慶賀立法會通過公大重新命名。

●都大新校徽設計象徵大學與社會結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