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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介紹及學術方面資訊: 

我前往交換的學校是加拿大的西蒙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該校位於

大溫哥華地區的本拿比市(Burnaby City )內，總校區在本拿比山上，對於沒有自己

開車的學生來說，進出學校只能依賴當地的公車系統。SFU 共有三個校區，除本

拿比總校區外，另外還有素里(Surrey)，以及溫哥華(Vancouver)校區，所以前往該

校交換的同學選課時需留意，自己所以所選的課是位在哪個校區，以免造成交通

上的不便。 
 
溫哥華是加拿大西岸的第一大城，位於英屬哥倫比亞省境內(British Columbia)。 
SFU 普遍被認為是該省的第二志願，第一名校是西溫(Vancouver West)的英屬哥倫

比亞大學(UBC)。與美國不同的是，加拿大較具實力的大學都是公立。SFU 已連

續數年蟬聯 Macleans 雜誌綜合型大學排名榜第一位(另有研究型大學排行榜，多

倫多大學 U of T 以及 UBC 皆屬於該排行榜)。 
 
BC 省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是加拿大太平洋的門戶，有許多亞洲移民移入在此

定居，早年以香港移民為大宗，台灣居次，目前已由中國大量移民所取代。SFU
有大量的亞裔學生，華裔學生主要偏好商管以及電腦資訊相關領域，以至於在商

管的課堂上觸目所及，幾乎是亞洲臉孔。飛輪海中的偶像明星，以及曾在電影食

神中飾演唐牛的導演谷德昭，都是該校的校友。 
 
SFU 本拿比校區位於本拿比山中，校地受限並不算大，學校建築傍山而建，隨著

地勢起伏，有時身處一樓，走一走又變成在二樓，別有趣味。整個學校建築再創

校之時便經過整體規劃，校舍雖多卻不令人感到突兀，這點值得台灣借鏡。該校

區由加拿大知名建築師 Arthur Erickson 於五零年代規劃建構，成為他早期的代表

作之一。早年 SFU 地處偏僻又位於山上，交通問題頗令人詬病，近年來溫哥華公

車系統日趨便利(相較北美其他城市而言)，山腳又有捷運(Skytrain)經過，到溫哥

華市區大約四五十分鐘，到本拿比市中心約三十分鐘。 
 
據當地同學表示，SFU 的商管頗具知名度，相對的 GPA 的要求也高。Co-op 為該

校的特色。Co-op 是學校以該學的名義及力量，幫助學生找到實習的機會，實習

這段期間江是為課程的一部分，並授予學分。每個系所幾乎都有 co-op 的計畫，



電資相關的學生甚至將該計畫視為該系的必修，必須實習一年才能畢業。Co-op
並不是學校義務的活動，參加者必另外再付費。交換學生也是該校積極鼓勵學生

參加的活動，在當地大學念個四五六年，並不稀奇。 
 
加拿大地廣人稀，主要的商業活動集中在東部。溫哥華的主要人口由學生族群，

退休人口組成。吸引移民投資，教育是加國重要的收入來源，也造成溫哥華房價

居高不下。2010 年溫哥華舉辦冬季奧運，為此大興土木，印新鈔蓋場館，建捷

運。狂歡過後，景氣蕭條，市場供過於求，才會有雪橇業者屠殺哈士奇狗的新聞

發生。為彌補財政上的缺口，補助中小企業，商品服務稅率自 2010 年七月起調

高至 12%，與溫哥華鄰近的美國城市西雅圖只有百分之九。 
 

生活與文化交流: 

對於上大學，亞洲人與當地人的態度有明顯的不同。亞洲國際學生多年輕，學費，

日常所需多由父母供應，多就讀商管電資領域，希望能盡早畢業。當地的學生上

大學大部分需要自己賺學費打工，上大學(University)對他們來說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SFU 學制開放，有不少轉學生，College 畢業後再進修，有數年工作經驗足夠

積蓄後，再上大學的也有。大學生的組成多元，求學的態度也不太一樣。有念了

六七年慢慢累積學分數的 Part time student，也有連暑假也修課希望能兩年半就

拿到學位的學生。就我認識的人來說，加拿大人步調較慢，對於未來也比較抱持

著無所謂，都可以的樂活態度。 
 
以就業來說，溫哥華的景氣並不好，不少頂尖的學生會跑到東岸去念書，尋求機

會，根據課堂上 SFU 畢業的校友給我們做的簡報，當地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為百分

之四十。但北美的工作環境較佳，上司與部屬的關係較為平等，部屬若認為受到

不平等的對待可以申訴，這是不少台灣國際學生不想回台灣工作的原因之一。加

拿大的物價大概是台灣的 2~3 倍左右，同樣的平居新資也高，43000 加幣/年，

若就物價及匯率下去換算(43000*30/2.5/12)，薪資大概高台灣一些，平居月薪約

為三萬五到四萬左右，國外的生活，真如想像中的美好嗎? 
 
溫哥華華人之多，甚至被稱為 Hongcouver，華人超市總是人滿為患，環境對國

際學生友善。學校對國際學生收取的學費較本地學生高出很多，有同學幫我算過，

修三門課大概是 4500-6000 加幣左右，是台灣的七八倍之高。除了有遠赴重洋來

的國際學生外，也有當地的移民學生。曾經有位朋友跟我說過，每個移民都有一

段故事，多聽一些他們有趣的人生旅程，是只有在溫哥華才會碰到的感動經驗。 
 
由於語言的關係，SFU 也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在國際學生的迎新會上，



就遇到了來自法國，澳洲，智利，瑞典的國際學生，去是各地旅遊，交換，狂歡，

似乎是他們大學生活中重要的一塊，他們的大學生活也長達五六年。亞洲人憂心

如何生存，歐洲人在意的是怎樣生活。在這三個半月的旅程中，我並不覺得價值

的不同有甚麼高低之分，重要的是，我們自己要的是甚麼樣的生活。歐美的同學

喜歡在上課時反映自己的看法，老師也尊重他們的言論。在一次我跟老師的談話

中，他提到了有些長篇大論並沒有重點，甚至毫無意義。亞洲人由於文化上的影

響，並不習慣在討論中開口，但這不代表他們沒有意見。發言與否，只是性格與

文化上的差異而已，但適度的讓別人看到自己，了解自己卻也是必需的。 
 

交換需注意事項: 

交換學生就好像重新再當一次大一新生一樣，重新學習如何交朋友，選擇自己的

生活方式。迎新是最好認識新朋友的場合，不要吝於開口，加入社團也是。北美

的溝通比較直來直往，有問題，有疑惑，有困難，就要提出來，不然沒有人能夠

幫你。不管是遇到爭執還是課業報告的分配，一定要捍衛自己的立場，把自己的

想法讓別人知道，同時也要把自己的成果，能力展現出來。出去玩時，選擇同伴

也很重要，很幸運的，我總是能找到值得信賴的旅伴，溫哥華的人都蠻和善的，

不要羞於開口尋求協助。 

 

想去遠一點的地方旅遊，如洛磯山脈還是去白馬鎮，如果沒有熟人指點的話，那

就去找旅行社。不然光是在交通上就會耗掉很多時間。我個人的經驗，當時打算

坐大眾運輸從溫哥華到維多利亞，就耗掉了七八的小時的時間。想去美國記得先

要辦美簽，從陸路進美國安撿比飛機還簡單一點，前往西雅圖可以搭灰狗巴士

(Greyhound)和Quickshuttle時間約為 3~5個小時。加拿大沒有折扣中心，想在Boxing 

Day 大採購的話，就到美國去吧。北美的購物方式習慣以網路，卡片進行交易，

出發之前最好辦一張信用卡，有些地方不收大鈔，用網路訂購有時還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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