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紹 
 
譚善隆先生關注大灣區知識型經濟下的工作生活生態環境。2023 年，他于建築學院研究生
碩士的設計工作室中提出“作息地”（Workbitat）的概念，並以此來引導同學認識知識型經
濟下“生產、生活、生態及生機“的四生圈層的關係和重要性，此概念是他在中國大陸多年
參與科技園區規劃設計項目和與多地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的官員和客戶交流所沉
澱出來的經驗總結。設計工作室選擇生物醫藥產業作爲觀察對象，具體帶領同學透過認識”
先進療法製品良好生產規範中心“（Advanced Therapy Produc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Centre）的空間設計要領，去進一步認識香港在工業化進程下需要建造什麽樣的新
型生產環境，更重要的是吸引、留住和培育更多的相關人才。 
2023/24 年這批畢業生很可能是香港首批專注這個嶄新的建築業態和類型的建築學碩士畢
業生。 
 
譚先生在建築實踐和學術領域擁有豐富經驗。在過去 20 年中，他曾在 ETH Studio Basel、香
港中文大學教學，並在蘇黎世、巴塞爾、香港以及中國多個城市實踐建築設計。 
 
在中國的 12 年實踐經驗中，他積累了公司總部園區和科技園區開發的設計專業知識。完成
了超過 2000萬平方米的相應項目後，他歸納出了一套設計方法論，並多次應邀在媒體和行
業期刊上分享自己的見解。 
 
作為一位來自業界的評審，譚先生經常應邀參與東南大學、北京建築大學、浙江大學、北京
交通大學、北京服裝學院、香港珠海高等教育學院的設計評論。2019 年，他于同濟大學帶
了碩士一年級學生的“社區重生”工作室。 
 
作為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的校友，譚先生致力於通過與年輕同行分享經驗和專業知識，幫
助他們為本地、大灣區和全球機遇做好準備，為母校和建築學科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