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報告 
資管四 101306054 傅祥銨 

 我是資管四的傅祥銨，從二月開始到六月底，在浙江大學交換。浙江大學

位在浙江省省會的杭州市，位在浙江省北部，京杭大運河的南段也流經此處，

除了有自古以來文人雅士聚集的西湖美景之外，杭州市也是中國電子商務的發

源地之一。杭州在南宋的時候被稱做「臨安」，是已經有 2000 多年歷史的歷史

文化名城，杭州圈在中國是僅次於上海圈、廣州圈、首都圈之外的第四大都市

圈，在 2016 年為了舉辦 G20 峰會大興土木。 

 

 浙江大學 

浙江大學是浙江省的一本大學〈中國的大學會按照學術第位分成一

本、二本、三本等等......〉，位在杭州市的西北邊。它的前身叫做「求是書

院」，創立於 1897 年，「求是」這兩個字被其中一任校長「竺可貞」提出

做為浙大校訓 - 「求是創新，追求卓越」。浙江大學總共有 7 個校區，分

別為「玉泉、紫禁港、西溪、之江、華家池、舟山、海寧」。從 2007 年開

始，紫禁港校區取代玉泉校區成為浙江大學校本部，也是我所交換的管理

學院的所在校區，紫禁港校區是所有校區中佔地面積最大的，從 2001 年

起建 2002 年起用，現在紫禁港校區已建好了東半部，預計在 2017 年建

好西半部。紫禁港校區校園很大，從大門口走到宿舍區少說也要 15 分

鐘，校舍都很新，走進校園就很像是進入了某個公園或是科學園區。 

 杭州市雖然躍升成中國的一線都市，但因為較晚開發，所以交通不太

便，因此若是要從機場或是高鐵站、火車站搭車到紫禁港校區，無法利用

捷運，只能用計程車或是公車。從紫禁港搭公交車到最近的玉泉校區也要

一個小時。 

 

 選課 

浙江大學的選課大致上分成 4 個階段，下學期的選課第一階段一般是

從 12 月份開始，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我們一般都參與不到，第三、四階

段大概是開學第一周到第二周；交換生是第三階段開始才可以選，意思就

是能選的課可能也是別人挑剩下的，不過可以利用交換生的身分去跟老師

協調，手動加簽，基本上只要教室坐的下老師都會讓我們加。 



選課系統還算人性化，他們將每一類課程都分類得很清楚，但是選課

不像政大要將清單內的課都排序，浙大選課只需要將想要選的課列加入選

課就行了。在第三階段還是第四階段的時候，若是要退選最多就只能退選

一門課，所以若是不能在第三階段就大致選好要上什麼課，在第四階段就

會遇到選太多不想修的課而無法退的窘境 

浙大的課分成「短學期」、「長學期」，短學期就是指課程只需要上半學

期，或是利用暑假的短時間來進修，長學期的課就是整個學期的課。上學

期分成「秋、冬」；下學期分成「春、夏」。以下是我選的兩門課： 

 

(1) 博弈論基礎 

 這堂課其實就是經濟學理所謂的「賽局理論」，在看選課的時候我跟朋友小

小的討論了一下聽說這堂課在浙大評價非常高，恰巧我也對賽局理論很感興

趣，就帶著顆好奇的心選了這堂課。這堂課是一門短學期的課，從 3 月開始上

到 4 月底就結束了。老師第一堂上的的時候就展現出了幽默風趣的一面，但這

還不是我真正感興趣的部分，在大家印象中經濟學裡面的賽局理論應該用各種

矩陣來分析兩方根據利益得失下所做的交互行為，但他舉了無數個生活中的例

子，用很不數學的方式解適何謂賽局理論、用半個學期的時間解是賽局理論裡

各個理論。上課方式很輕鬆，只需要坐在台下聽老師上課就好，老師非常厲

害，總是有辦法在學生注意力快失焦的時候拉大家一把，那是種很輕鬆的互

動，教室中也不乏被老師逗樂的歡笑聲，還有各種恍然大悟的驚嘆。 

 老師自己寫了一本書，做為上課用的教材，他當然希望每個學生都有一

本，可是個人認為這並不是必要的，因為老師上課所教除了在 ppt 裡都有，跟

課本上也都大同小異，但最後讓我去買這本教科書的原因，是因為這本書裡寫

的例子實在很多很有趣，看著裡面的解釋，會突然發現對生活上很多事情的理

解變得不一樣了、更客觀理性了。 

 平時沒有作業，也沒有隨堂考或小考，但期末的時候老師會要求每一位學

生寫一篇至少 5000 至多 20000 字的報告，題目會公布，我原本以為會像是寫

作文那樣，但其實是類似寫考卷，一題一題的，總字數加起來 5000 至 20000

字而且裡面的答案如有需要舉例不可與教科書上相同，最後這堂課的分數我拿

到了 87 分。 

 (2)項目管理 



在中國大家口裡所說的「項目」除了字面上指的項目之外，其實就是「專

案」，所以項目管理其實只的就是專案管理。交換到浙大之後我還是屬於資訊管

理學系，只不過在中國叫作信息管理學系，那時候我對他們的兩堂必修課很好

奇，一門是跨文化管理，另一門是項目管理；這堂課介紹什麼叫做項目，然後

項目實踐實應該注意什麼流程，例如工時安排、分工、降低成本、工作的優先

順序......等等，讓原本以為不相關的東西套上了一些規則，可以串聯起來，就是

項目管理。 

 老師上課的方式更古版了點，老師上課，學生聽課，每個一周都會有案例

分析討論，期末還要做期末報告，這堂課我認為對商學院的學生很重要，最後

我拿到了 87 分。 

 

 交換生活 

大概在 12 月中時收到浙大寄來的信，裡面附著一張入學通知書，然

後就沒了，沒有入學指南或是什麼指引，那時的我非常納悶，想說可能之

後會再寄信吧，等了又等，眼看 12 月都快過了，心裡很焦急，到目前為

止只知道什麼時候開學，要到哪裡報到，其他資訊 -例如住宿，都一無所

知，我寄了許多封信之後才收到回信，確認什麼時候可以辦入住，也在那

時候才訂了機票，那時候已經離出國不到一個月了。 

下學期商學院交換到浙大的學生中只有我一個，當時我也沒問上學期

另外一個去交換的學生關於浙大的資訊，就訂了機票自己飛過去，因為浙

大的上班時間表訂是到 16:30，我很擔心第一天到中國人生地不熟的、又

沒網路，到學校之後還要辦很多手續會很趕，於是我就在市中心訂了間旅

館，第二天在到學校辦手續。很幸運的，在旅館的時候我以為已經遺棄我

的浙大 Buddy 中於被我聯繫上了，第二天到學校後他陪我東跑西跑報到及

入住，一切安排得很順利。 

選課結束，也開始正式上課，學期一開始就讓我趕受到兩岸學生的差

異，雖然同樣注重學習，但態度截然不同，台灣的大學生漸漸朝社會化的

方向走，把大學當成一個小型社會，之後我去了好多其他所大學，給我的

感覺跟浙大一樣，他們的大學似乎只是一個放大版的高中，差別在於有沒

有老師管，沒有人督促你的課業，不過他們倒是很自律，上課幾乎不遲

到，而且作息時間很早。 



交換這段期間除了在學校上課，我也趁空閒的時間到處走走，探索校

園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校園裡漫步就像在逛公園一樣，這樣的校園也

平衡了學生上課的快步調。 

 

 注意事項 

1. 手機： 

在出國前最好可以上網查一下中國的電信公司有沒有支援手機的 4G，

似乎有些較「低階」的手機會沒有辦法用，例如：中國移動的 4G 就不支

援 Zenfone5、Zenfone 第二代，如果堅持要辦中國移動，就只能用 2G

的網速，繳了 4G 的錢卻只能用 2G 非常不值得。 

2.  

除了校園簡介，浙大只會寄一封入學許可，我認為未必是很有用的資

訊，還是會有很多資訊不知道，例如確切的開學時間、選課時間、宿舍申

請結果及可以入住的日期，所以等收到入學許可之後還是自己寄信去問他

們 IEP 負責的老師相關的資訊比較快，知道開學時間及宿舍入住時間之後

就可以趕緊訂機票，才不會焦慮的乾等。另外也可以近可能的尋找一起去

交換的同伴，除了有人可以陪不孤單之外，若是有需要搭計程車等等的也

可以分擔費用，若是遇到溝通不良的情況也可以共同解決。 

 3.  

所以交換生什麼時候可以選課呢？商學院的交換生要等到校報到之

後、學校給學號，利用短短的幾天看自己想要選什麼課，這時候已經是第

三街斷了。浙大管理學院不會利用 E-mail 先給我們學號，這也讓我們不能

在台灣的時候就先研究課。我印象中校際交換的學生，會提早拿到學號，

有些人在台灣就可以參加第一、第二階段了。 

  

4. 校園卡、銀行卡： 

校園卡是浙大學生的另一個辨認身份的東西，它可以用來在校內的商

店結帳(適用任何一個校區)、刷進宿舍等等，食堂幾乎都不能用現金，只

能用校園卡吃飯，所以校園卡在校園中比學生證相對更重要更有用。 

銀行卡可以依據個人需要，開通不同的功能，不過大部分的銀行卡都

是銀聯卡，幾乎都能用刷卡功能。此外銀行卡也是行動支付很重要的一個



環節，現在中國行動支付很發達，例如支付寶或維信，只要綁定銀行卡，

出門幾乎都可以用行動支付，APP 一掃就可以付錢，如果不是出遠門，幾

乎能不帶現金。 

與 項目管理老師 – 何平 合影 

 



 

 

 

 

 

 

 

 

 

 

 

 

 

 

 

 

 

 

 

與 博弈 論基礎老師 – 蔣文華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