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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介紹及課程資訊 

  上海交通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並列中國四大名校，也是教

育部直屬並與上海市共建的全國重點大學之一，到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100年

的歷史。與復旦大學因為同在上海地區，有互相競爭的俞亮情節。交通大學總共

有28個學院/直屬系，分散在五個校區，分別為徐匯、七寶、法華、廬灣和閔行

校區，閔行校區是本科生（大學生）及理工學院研究生的大本營，很多行政單位

也都在閔行校區，22年前的校長為了上海交通大學的長期發展，毅然決然將校本

部從熱鬧的徐匯區遷到閔行區，閔行校區目前佔地約5000畝，是個非常大的校區。

徐匯校區則是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研究生以及MBA、EMBA主要上課的校區，

也是交通大學最早的校區所在地。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在中國很有名氣，例如同

樣位於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就是上海交通大學進一步支持而成立的教育單

位。 

 在徐匯校區，除了安泰經管學院，還有近幾年才成立的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也在

這個校區。高級金融學院是從安泰分支出來的學院，因應中國政府亟欲發展財金

金融議題研究而生，因為高級金融學院獲得政府的全力支持，所以高金不管是教

學大樓或是硬體設備都非常高級，師資也都是一時之選，唯一對交換生來說的缺

點是高金的課程都為進階課程，且不太接受旁聽。 

 交換生到了上海交通大學，聯絡最密切的單位會是港澳台辦公室，最常聯繫的

窗口是曹偉老師，港澳台辦公室在閔行校區的老行政樓。開學以後就要密切留意



選課的訊息，很多熱門的課程都容易爆滿。安泰的開課時間很多元，有些課程可

能在開學前幾周就會結束，有些課程在學期中後段才開始上課。基本上，MBA

的課程(全英文)是不開放給安泰的學生或交換生選修的，但如果你真的想跟來自

世界各地而且有工作經驗的學生一起學習，就到MBA的課堂上直接跟開課老師

爭取吧！ 

 在安泰的修課方面，學生都很推薦潘英麗跟楊朝軍兩位老師的課，潘英麗老師

對國際金融與匯率研究的很透徹，也是中國在人民幣運作上很重要的咨詢顧問。

楊朝軍老師的強項是證券投資相關，課程非常搶手！我自己還有選修李杰老師的

企業戰略管理，老師授課非常隨心所欲，課後文獻閱讀量非常重，但可以學到很

多理論基礎，而且老師的業界人脈很廣，可能有機會讓你到中國東方航空總部去

參訪，只能說這是一堂無誠勿試的課。 

 

生活及文化交流	 

 在徐匯校區的生活非常便利，地鐵1、9、10、11號線(徐家匯站或者交通大學

站)都在附近，10分鐘左右的路程就可以到達百貨公司或者電腦商城，但生活費

用相對其它校區是偏高的。到學校以後，要先去申請同時也是學生證的校園卡，

在校園卡儲值後可用於支付校內食堂消費、校內便利商店花費或者宿舍的電費，

非常方便。同時也建議到銀行開戶，方便將隨身的人民幣存入，校園卡搭配的銀

行是中國銀行，台胞證是開戶必備證件。 

 上海的天氣只有兩種季節，夏天跟冬天，而且是大陸型的乾燥氣候。因為我是

二月到六月的交換，剛好明顯感受到上海天氣與台灣的差異。一直到四月中旬，

上海天氣都屬於冬天，尤其是二月份，更是遠遠冷於台灣的冬天，請準備好洋蔥



式的穿衣法。今年比較不同的是，天氣從六月份開始才轉熱，所以五月份是晚上

需要穿個薄外套的涼夏，算是個小確幸。 

 吃的方面，因為徐匯的食堂太少，學生數相對太多，所以我很少在食堂吃飯，

但校外的餐費大概都是校內的1.5~2倍，要自己爭酌。如果想要體驗在地文化，

每天晚上在宿舍旁邊的番禺路上都有三輪快炒餐車，有好吃又便宜的炒飯或炒麵

可以試試。 

 徐匯的女生交換生會被安排入住2號樓，跟安泰的研究生或是MBA的學生一起

住。兩人一間房，兩房共用一套廁所，廁所裡面可以盥洗，但沒有供應熱水，需

要自己到公共區域去打水。或者你也可以到宿舍外的公共澡堂去洗澡，開放時間

是下午三點到九點，熱水需要刷校園卡付費供應。 

 中國因為課稅課很重，所以很多進口商品價格都比台灣高，但是他們有淘寶網、

一號店、京東商城等網路購物平台，上面常常有高CP值的好物(當然也有很多黑

心商品)，在中國購物非常方便，只需要用網上銀行付款或支付寶付款就可以，

快遞大概一、兩天內就會送達。 

 雖然安泰的研究生大部分都是大學畢業就直接來就讀的，但相較於台灣同年齡

的學生，他們往往展現非常積極的企圖心，而且在課堂上非常踴躍發言。你的同

學可能會來自於中國各省，我其中一堂課的小組討論就跟來自哈爾濱的學生以及

來自鄰國俄羅斯的學生一組。俄羅斯因為臨近中國，很多人都會說普通話，是一

種有趣的交流。普遍的大陸學生對於台灣還是有一種憧憬，他們認為台灣雖然是

一個小島，但是卻有深厚的文化底藴以及禮儀，相較於硬體建設突飛猛進的中國，

其國民禮儀還沒有跟上，都是他們覺得還需要進步的地方。 



 港澳台辦公室很用心在經營交換生於上海交通大學的生活，除了在出發前就會

有學伴跟我們聯繫外，在開學的前兩週，還有舉辦上海一日遊的活動，帶我們去

參觀包括東方明珠、世博展覽館、豫園等景點，活動免費。在整個學期中，學伴

會也不定期會舉辦聚會，只是因為地點多在閔行校區(港澳台交換生主要活動區

域)，所以我較少參加。四月份的時候，港澳台辦公室也辦了一次春遊，帶領我

們到無錫、蘇州等地參觀，整體來說，是非常用心在照顧我們的。 

	 

交換需注意之事項	 	 

1. 	 機票：上海跟台灣直航的班機很多，價格也落差很大。建議出發前可以提早

多比價，但還是要挑選回程時間可以更改的機票，避免臨時有什麼狀況需更

改回台時間。	 

2. 	 台胞證：在台灣出發前就需要先辦好，在中國生活，台灣護照是沒有用處的，

你的身分證就是台胞證。由於在中國買火車票或機票等大眾運輸工具都需要

實名驗證，所以台胞證務必妥善保存並且外出時都要隨身攜帶。台胞證每次

簽證的有效期是三個月，等於你在學期中會需要加簽一次，港澳台辦公室的

曹偉老師到時候會教大家如何操作。如果真的臨時有需要，浦東機場可以辦

理落地簽證，很方便速度又快，價格約台幣兩百五十塊。	 

3. 	 保險：因為在交換期間，我受了傷必須到醫院急診並且進行傷口縫合，在沒

有社會保險的情況下，不過照個X片、縫了五針外加打了一桶點滴，醫院就

收走了我台幣五千元多。還好當初出國前有購買保險，可以若干程度的減少

損失。在大陸的就醫證明也可以回來台灣申請健保賠付，但手續比較繁瑣。

學長姐有分享一家叫做「東方台胞醫院」的台商醫院，據說它會直接透過它



們在臺北的辦事處幫就醫台胞申請健保賠付，而且收費比照中國公立醫院收

費，是一個備而不用的好資訊。	 

4. 其他：為了方便聯絡，可以到中國移動或者中國聯通申辦手機門號。在交通上，

上海公交卡是一項必備工具，儲值後可以搭乘地鐵或是公交車，是在有台灣

1/6大的上海地區移動最好的交通工具了。在上海搭乘計程車(打D)也算便宜，

記得要坐有牌照的出租車，不要坐到私人經營且沒有牌照的黑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