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換學校：北京大學 

會計四 101303006 鄭方瑄 

一、 交換學校介紹及課程等學術方面資訊  

學校介紹 

 身為中國最高學府之一，北京大學免不了有許多「傳說」：清晨未名湖畔的

琅琅讀書聲、被當作學生自習室的 24 小時營業的肯德基、課堂上積極回答問題

的學生等等，讓人不免感到好奇也心生嚮往。記得當時高三學測後有申請北京大

學，卻沒有得到北大窄門的入場券，這次利用政大商院交換的機會才得以到北大

學習，特別珍惜這樣難得的機會也想好好一窺究竟中國第一學府的樣貌。 

新生訓練當天負責人員驕傲地表示每年參加高考的學生約九百萬人，而錄取

光華管理學院僅兩百多人，並接著秀出錄取率為 0.00002 時台下都笑了，這數字

讓交換生們覺得能夠到進入這樣的窄門學習實在是太幸運的一件事情了呀。當天

一位北大的當地生告訴我他才大二卻已經在 BCG 實習，並接著很認真地告訴我

他每天大約七點半起床，而且上課前一定預習，我才意識到他便是中國那 0.00002

啊！我不禁想起馬雲那句，「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就是比你聰明的人，比你還努力

還認真！」 

 在北大生活一段日子後會發現有些傳說真的就僅僅只是傳說而已，比如說清

晨的未名湖畔並不會有讀書的學生，或是同學並沒有如預期般積極地回答老師的

問題，但是這些同學真的臥虎藏龍，各自有自己厲害的地方，而且和台灣學生最

大的不同的是，這些同學們的共通性是，他們都有非常強的成功的企圖心。 

 

課程資訊 

第一週忙著試聽各種課，剛開始聽了幾門有些沮喪，果然不能期待好的學校

課就都精彩啊！因此還是建議同學們第一週多花一些時間試聽各種課，尤其開給

交換生的課程通常比較容易，可以多和本地生打聽評價比較好的課程去請老師簽

同意書或是直接選擇旁聽。所幸我經過尋覓之後還是找到兩門不錯的課，選擇的

兩門課分別是是與當地學生一起修的財務案例分析與被譽為現今最偉大經濟學

家之一的 Michael Pettis 所講授的 Investment Banking。 

在台灣已經修過財務報表分析，但因為已經把政大的學分修完沒有學分壓力，

抱持複習相關所學還有結交當地朋友的心態修習這門財務案例分析，卻發現這門

課就連在光華管理學院都被認為是相當艱澀的案例課，比之前修習的案例課難度

高上許多。幸運的是分組是和三個光華學生一組，能夠和中國的「0.00002」進

行課業上的交流真是讓人又開心又戒慎恐懼！ 

另外一門課是由 Michael Pettis 所講授，與其他教授不同的是他雖然沒有博

士學位卻曾經在華爾街擔任 banker，因此課堂所講述是直接與實務接軌。看著能

容納百人的講堂總是七早八早就被同學的物品佔滿，就不難知道這門課在光華有

多熱門，能夠親臨大師風采真是沾了光華的光啊。另外這門課因為是英文授課因

此許多交換生，可以感受到非常國際化且互動較豐富的課堂。 



二、生活及文化交流 1000 字 

第一次踏上北京大學校園時聯想到美國的大學城，校園上有許多食堂、攤販、

超市、銀行、水果店等等，讓已經習慣政大校園外一條街的我感到不可思議。食

堂在用餐時段總是人滿為患，因為食堂餐點實在太便宜，當我吃到一碗 7 塊錢人

民幣（NTD35）的牛肉咖哩以後覺得對什麼價錢都不用驚訝了！許多交換生經常

到北京各著名餐館聚餐，然而對我來說吃遍北大食堂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

為政府對學校有補助的關係，食堂價格才這麼便宜，但其實食物並不算太差。每

次旅行離開北京，最想念的都不是高檔餐館的那些餐點，而是勺園的麻辣香鍋呢。

松林的早餐和學五的雞腿飯也是我對於北大鮮明的記憶，北大學生甚至打趣說到

沒吃過學五的雞腿飯別說念過北大。 

 

而在到北京以前，最擔心的就是住的部分，因為有聽說北方澡堂的風氣，我

心裡相當害怕來自南方的我會不能適應。但北大其實沒有提供院級交換生宿舍，

所以我去申請了國際生宿舍中關新園，雖然費用有點高但環境相當不錯。我住的

是一人一間寢室、兩個人共用一間衛浴和一個公共空間的雙人間，一個月 3000

元人民幣。然而因為中關新園和附近住宿相比性價比算高，房間非常搶手，很難

申請到房間。如果沒有申請到的話可以打聽一下北大附近的北京郵電中心，有其

他交換生選擇住在那裡，環境較中關新園稍差但格局和價格相同。而聽住在學校

宿舍的校級交換生說，也不是所有住宿生都使用澡堂，有些比較新的宿舍也有提

供像是政大宿舍一樣的淋浴隔間，另外一些使用澡堂的同學則說其實經過一段時

間就習慣了，而且能體驗到真正的北大學生生活。宿舍的費用就非常非常便宜，

一整個學期才幾百元人民幣，若選擇住宿舍可以省下不少旅費到處旅遊。 

 

在北京的交通通常遠一點的地方我會選擇地鐵、近一點的地方選擇打車（就

是搭計程車的意思）。北京面積約一萬六平方千米，為台北的六十倍，通勤十分

耗時，從北大到不管什麼地方幾乎都是一小時起跳。也因為北京人口稠密，交通

非常非常雍塞，他們的早高峰午高峰晚高峰汽車行進速度相當於台北市等紅燈般

停滯，而平時離峰時間相當於台北的塞車，因此我都會選擇搭乘地鐵，雖然時間

也蠻久的但比較好控制。而如果是到北大周圍吃飯，我會選擇使用滴滴打車（專

門用來叫計程車的 app），北京的 app 真的會把人寵壞，因為使用軟體打車有非

常多折扣，通常一趟大概都才 10 元人民幣左右，而且車子多等待時間又短，回

台灣後十分想念啊！至於在北大校園上的通勤有些人會選擇買自行車，我因為中

關新園離光華管理學院步行距離才 10 分鐘而且隔著一道天橋要扛自行車上下有

點不便就沒有購買了。如果想要購買的同學可以向交換生學長姐購買，或是到清

華大學旁邊賣自行的一條街尋找。 

 

 

 



三、交換需注意之事項 

交換要注意的事情我覺得主要為以下幾點：安全問題、政治問題、文化差異。

出門在外當然是安全第一，北京因為是中國首都所以治安相當好，警察密度是我

去過的城市中最高的，比較不用擔心。但如果到中國二三線城市旅遊，女生最好

還是找人結伴同行，我在西安旅遊時搭了三趟計程車其中兩位師傅都試著詐騙，

尤其台灣口音十分明顯，一開口就會被認出非本地人。若只是財務損失還是小事，

人身安全自己在外應格外注意。 

 

政治問題在去北京以前就有心理準備北大的同學若知道我來自台灣可能會

問到和政治立場有關的問題，後來真正接觸以後發現還是因人而異，比較溫和避

免衝突的人通常僅就文化部分討論，但也有同學才剛認識知道我來自台灣後就立

刻拋出比較尖銳或敏感的問題，我通常選擇比較客觀且溫和的方式帶過這樣的話

題，畢竟出門在外衝突還是能免則免。由於從小所受教育不同，經年累月灌輸下

人們想法有差異本屬自然，不需要太強硬試著說服對方。 

 

至於文化差異我覺得既然選擇交換就應當抱持較開放的心胸，能夠開闊視野

自己也會比較快樂。剛開始到北京的時候不太適應汽車經常鳴笛或是地鐵站碰撞

又不道歉的人們，但看到他們都市非常快速的節奏與生活壓力其實也就能夠理解，

許多事情表象背後都有其原因，抱持包容而非批判的眼光看待更能融入且體會當

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