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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學校介紹 

  京都大學（きょうとだいがく ／ Kyoto 

University），簡稱京大，本部位於日本京都府

京都市左京區，是一所國立研究型綜合大學。京

大前身是 1897年創立的京都帝國大學，以學生

運動與自由的學風聞名於世。京大的校友在日本

國內外，學術、政治、產業發展上都有重要的貢

獻，更造就了 5名諾貝爾獎得主、2名菲爾茲獎

得主、2名日本首相，以及 4名芥川獎得主。現

在，京大由 10個學部、18個大學院、14個研究

所、20個研究中心與附屬機關構成。23,000名

的學生當中，有來自 100個國家、共 1,700名的

留學生，國際色彩十分豐富。 

  京大共有吉田、宇治、桂三個校區，經濟學部的課集中在吉田本部的法經濟

學部本館和法經濟學部東館兩棟建築內。附近是京都市內的學區，除京大外，尚

有同志社大學、京都造型藝術大學等學校，因此生活機能相當便利，也較為安靜、

悠閒。離學校最近的電車站是「出町柳站」，在這裡可以搭乘京阪電車和叡山電

車。車站附近有著名的下鴨神社，還有出町柳商店街。此外，京都重要景點「京

都御所」和「銀閣寺」也離京大非常近，位於公車車程 10分鐘的距離內。 

 

 課程資訊 

  交換生可以修習的課程包括「經濟學部專業課程」以及「語言課程(學校開

給留學生修的日文課)」兩類。 

  專業課程方面，向經濟學部教務處領取授課概要後，開學第一個禮拜可以先

去各個課堂上聽聽看，再決定要選哪些課。選課時須向教務處領取選課單，將自

己想選的課填進去。單子上還需要授課教授的簽名。 

  日文課方面，必須主動向留學生課詢問，憑授課大綱選課，填完單子後再交

回。課程級別分為初、中、上級，每個級別都有文法、會話、讀解等課程。選完

課後，還要參加分級考試，才能確定能否選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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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大學一堂課是 90分鐘（一堂課=兩學分）。京大一天劃分為五個時段，

第一節課叫「一限」、第二節課叫「二限」，依此類推。一限從早上 8點 45分開

始，五限到下午 6 點結束，每堂下課都是 15分鐘，中午有 1個小時的午休。 

  這學期我修了如下六門專業課程，一一為大家介紹： 

 現代經濟事情 

  這門課這個學期是由岩本武和、諸富徹、久本憲夫三位老師負責，一人講授

五堂課。主題分別是「總體經濟與全球金融危機」、「現代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

「勞動市場、雇用問題與社會保障」。可以複習到總經概念、經濟史，還可以學

到許多專業名詞的日文，滿不錯的一門課。評分方式是期末考一次定生死，題型

是三選二的問答題（一題占 50%）。 

 2回生演習 

  由於這門課是由我的指導教授德賀芳弘老師所開，所以我被安排旁聽這門課。

這門課就是所謂的「ゼミ(seminar)」（中文應該可說是討論課吧）。班級很小，

正式生只有 11人（都是經濟學部的 2年級生）。使用的是『現代会計入門』這本

書。每次由一個人介紹書中的一個章節，發表完後，同學相互提問、討論，老師

適時給予意見。交換生在這堂課上只需要旁聽，不用發表，課程結束後也不用考

試。 

 外國經濟書講讀（中） 

  這門課讀的是中文的經濟論文。老師倪卉是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雖說讀的

是中文文獻，但主要還是用日語授課。每堂課有不同的題目，比如說國有企業、

比如說農村建設，老師會事先發下材料讓大家回去讀。這門課也像ゼミ一樣，每

堂課由不同的負責人上台介紹，介紹完後老師會給予評論然後帶大家討論。評分

標準是出席占 50%、發表占 20%、作業和小報告小考試占 30%。 

 基礎組織行動論（英語授課） 

  很 free的一堂課。小班教學，學生只有個位數。老師稻葉久子是位很愛笑

很愛聊天的日本中年女性。用的是英文教科書『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和上述的ゼミ一樣，兩人一組，選擇自己喜歡的章節進行發表。討

論和報告都是用英語。不需要買書，老師會提前把教科書內容用 e-mail寄給大

家。評分標準是出席、發表以及期末報告。 

 特殊講義─投資銀行業務與全球戰略（三井住友銀行） 

  這門課是三井住友銀行來京大開的講座。每次由銀行內不同部門的主管來介

紹他們的業務內容，偶爾會介紹一些時事或是整體經濟環境。主題有投資銀行業

務戰略、資產證券化、併購的融資等等。成績評價是：期末考占 80%、平時成績

占 20%。每次上課會發下當天上課用的講義（PPT）和一張單子，修課的人要在

單子上寫下當天上課的大綱或自己的心得，以此作為平時成績的評分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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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日本產業論 

  這是我最喜歡的課。授課老師是塩地洋教授，是以討論「汽車產業」的問題

為主的一門課。講授汽車業「折價販售（値引販売慣行）」的問題（跟汽車業務

員交涉後買到的價格總是會比標價便宜）、汽車業與網路公司結合的現狀與課題

等等。使用 PPT上課，需要自己事前印好帶去課堂上。成績評價也是期末考一次

定生死，期末考形式是 20題是非題（只要寫圈叉就好）。 

 

 平日生活 

  我住在京大東北邊的北白川一帶，騎車到學校大約 10~15分鐘的距離；不過

回程的時候因為有大上坡，回程大約會花到 25分鐘。平日的生活大約就是騎車

上學，空堂時在圖書館念書，餐食在學校食堂解決，偶爾自己回家做飯──我住

的宿舍「北白川学生ハイツ」並非學校宿舍，而是透過學校在外租的雅房（有興

趣知道這段波折的人請見電子報第一期），衛浴、廚房共用，廚房備有齊全的調

理設備、不需自己另外準備，加上定時會請阿姨來打掃，所以其實滿方便的。若

要自己煮的話，調味料或是廚房紙巾等消耗品可以到京大附近百萬遍交叉路口的

百元店購得，京大附近或是北白川一帶也有好幾家超市，可以買到新鮮食材。 

  而在食堂吃飯也是除了自己煮之外的省錢方式之一。 

  食堂的餐食分為兩種：一種是主菜、飯、味噌湯、小菜的組合；另一種則是

一碗搞定的丼飯或麵類。此外還有甜點、沙拉吧、飲料機等等。不同校區的食堂，

菜色也會有些微的出入。每隔一陣子也會

推出新菜色，例如初夏時推出促進食慾的

酸辣、涼拌類菜色等等。京大食堂貼心的

地方在於，結帳後發票上會標示這一餐的

營養指數，可以藉此知道自己是否達到正

常飲食標準，還可以知道自己吃了多少大

卡。對飲食習慣嚴謹的人來說十分方便。 

  假日如果要在京都市內各大景點遊玩，最方便的交通手段還是搭公車了。  

說到京都市內的交通，比起電車，一般人更常利用的還是公車。除了較遠的伏見、

鞍馬等地外，基本上各大景點坐公車都可以到。京都市內的公車非為「市巴士」、

「京阪巴士」、「京都巴士」等數個系統，但一般最常利用的還是市巴士吧。但是

京都的公車票非常貴，搭乘一次要 220日圓。一個省錢的方案是買市巴士「一日

乘車券」，花 500 圓一天內可以不限次數乘坐，若一天內要跑很多地方的話，一

日券是個好選擇。 

 

 文化交流 

  若有上ゼミ(seminar)的課，有很大的機率參加到「新歓コンパ（迎新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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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研究會、社團很流行コンパ，新歓コンパ就是為了歡迎新生，大家一起到

居酒屋邊吃飯邊喝酒的活動。我這次上的是徳賀ゼミ，德賀教授有開二年級生和

三年級生兩個班，這學期的新歓コンパ便是由三年級學生幹事主辦，三年級生、

二年級生、老師與助教皆會出席。藉此可以見識到日本的聚會文化和上下關係。 

  除了和一起上課的同學有所往來外，若想交到更多外國朋友，可以參加「き

ずな」舉辦的各項活動。きずな是學校裡負責促進日本學生和外國學生交流的組

織。每個禮拜四下午 4點半到 7點，在きずな會有交流會，有很多日本人和外國

人會去──可以和不同國家的人用日文或英文聊天，還可以邊聊邊吃きずな準備

的小零食，滿有趣的。交流會很 Free，可以自由參加、退場，也沒有固定的流

程，基本上就是在一個房間內到處走動，和遇到的人聊天（也可以待在定點不動，

等別人自己過來(笑)）。想要英日文口說能力有所進步，去那裡不斷和人聊天應

該是最好的選擇，而且きずな相對來說是比較有包容力的環境，就算說錯了也沒

關係；但是這樣 2 個半小時聊下來其實也還滿累的。 

  除了每個禮拜四下午的交流會外，きずな也會不定期舉辦日本傳統文化的體

驗課程──例如和服體驗、手作和菓子體驗、落語會……等各種有趣的項目。活

動公告會貼在網站上或きずな的布告欄上，需要事先報名。但這些活動有人數限

制，某些熱門的活動（如和服體驗）往往一貼出來就被搶光了，若有興趣的話，

及早報名才是明智之舉。 

 

 交換需注意的事項 

  我認為事前準備裡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一開始向京大表明想要住在「修學院

國際交流會館」的強烈意願──修學院是離京大本部校區最近的國際生宿舍，若

能住在學校宿舍，可以大大降低住宿開銷──否則他們會把你丟到宇治去。其實

住宇治也沒什麼不好，我這次來也認識了一些住宇治（おうばく宿舍）通勤上學

的朋友，只是一個月要多付一萬四千日圓的通勤開銷，從車站到宿舍，或者從車

站到學校，也都還要再走上 15分鐘。 

  另外，由於京大辦事效率並不是很高，就算你及早與他們取得聯繫，可能還

是必須等到快要出發前，一切才能塵埃落定。因此要有耐心。 

  初到京都，人生地不熟也會有很多困擾。可以在出發前先加入「京大台灣留

學生會（http://www.ptt.cc/bbs/NCCU_Exam/M.1326297236.A.C69.html）」的

FB社團，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板上發問，也可以有個照應。京大台灣留學生會

會不定期舉辦一些有趣的活動，像這學期就有舉辦「京都觀光巴士一日遊」和「穿

浴衣逛祇園祭」等等。 

  人際交流上，要交到語言相通的朋友──如台灣人或大陸人──相對容易，

換句話說很容易總是跟台灣人一起玩，但這樣語言能力幾乎不會進步。要交到外

國朋友還是要靠自己努力。前述的きずな是個很好的管道，能夠較無負擔地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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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台灣留學生會：觀光巴士一日遊 穿浴衣逛祇園祭 

聊天。若想要在一般課堂上和日本同學成為朋友，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心力，日本

人相對來說對外國人不是那麼主動，因此必須自己想話題、自己主動提出邀約，

時間久了才有可能漸漸熟稔起來。 

  最後，離開日本之前，可以利用「留学生おこしやす PASS」去玩一玩。「留

学生おこしやす PASS」是一張紙卡，有了它就可以在指定期間內（每年 7~8月，

以及 1~2月）免費利用指定設施，如京都市動物園、二条城、京都國際漫畫博物

館等。在 6月底 7 月初可以向經濟學部教務處領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