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貿三 黃筱筑 

交換學校：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 

一、 交換學校介紹及課程等學術資訊 

    香港總共有八間大學，城市大學排名第四。地理位置大約在整個香港的中心，

交通滿便利的。從機場到城市大學很方便，搭 E22 公車到石硤尾公園站下車，

往前走一段路，就可以看到 AC3 通往學生宿舍的天橋，沿著左方斜坡走上去就

會抵達宿舍區，路程將近一小時。 

    校區主要分成三棟學術樓：學術樓（一）、學術樓（二）及學術樓（三）（平

常講 AC1、AC2 及 AC3）還有宿舍區，宿舍區 Hall 10 和 Hall 11 中間小門走出

去，還有一棟 Creative Media Center，是傳播學院上課的地方。大致介紹一下

各個學術樓裡面重要的地方：學術樓（一）三樓有圖書館和恆生銀行，若從又一

城往城市大學的方向走，會從有五個紅色門的入口進到學術樓一，一進來就會看

到圖書館和銀行。從學術樓（二）、（三）的方向往學術樓（一）過來的話，會從

另一個門進到四樓，四樓有 18 個演講廳，很多課程人數比較多的課都會在這些

演講廳上課，大學道上有很多公共空間，平常讓學生聚會、討論報告等等，各社

團或是各系學會的「莊」有選舉活動時，也都會在大學道宣傳。由學術樓（一）

往學術樓（二）走會先經過學校醫院，再來經過康樂樓，左側樓下是露天游泳池。

學術樓（二）裡面大多是上課教室、辦公室以及電腦教室，我平常影印東西都是

到學術樓（二）四樓的電腦教室，或是到圖書館印，印東西憑學生證每人每學期

有 1800 元的影印費用（交換生也有），單面 1 元，雙面 1.5 元，這個金額是非

常足夠的，通常印不了那麼多。學術樓（三）大多也是上課教室及辦公室，六樓

和學術樓（二）的四樓相連，七樓則通往學生宿舍。 

    學校裡有多間學生餐廳，三個學術樓裡都有，AC1 的在五樓，是學生餐廳

裡最便宜的一家，AC2 的在三樓，後來發現大家評價最好的是這間，AC3 的在

七樓，賣的餐點比較西式，有披薩、義大利麵等等。其他還有康樂樓八樓的中餐

廳（這間是吃港式飲茶，平常中午用餐時間只有教職員可以用餐）、AC3 三樓的

café（這間比較貴一點）、宿舍區的 Homey Kitchen（這間是評價最差的，不過



因為價錢滿便宜的，有時候在宿舍懶得走太遠就會在這裡吃）。這幾間是我有吃

過的，其他還有幾間 café。 

    我上過的課已經打在電子報二裡了，這邊一學期不含節慶放假是 13 周左右，

算是滿短的，因此學分轉換回政大應該無法全部轉換。選課在申請過程中和個人

基本資料是一起填的，可以填十個志願。有一點可以留意的是，課程依容易到困

難分成 2、3、4 級，看課程編碼數字部分的第一位判斷，例如我修的 CB2500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難度為 2，另一堂 CB3043 Business Case Analysis 

and Communication 難度為 3。交換生必須修 12~18 學分，商院選課另有規

定一半以上的學分必須為 CB 開的課。 

 

二、 生活及文化交流 

    在香港的生活，因為交換修的學分沒有很多，除了平常去上課之外，有空我

會到香港大大小小的景點或是附近城市旅遊。這邊一個學期是 13 週（不含假期），

Semester B（下學期）放的假比 Semester A（上學期）多，像我去交換的這學

期是 Semester B，就有遇到農曆新年、復活節這幾個假期，城大在過年前就開

學了，上了幾週的課程，接下來放一星期左右的農曆新年，三月底的時候也是一

星期左右的復活節假期，課程結束於四月底，先有一星期的複習週，再來才是期

末考。這些放假的時候就可以到處遊玩，我自己是去了雲南、上海和北京玩，很

多交換生會選擇去亞洲各國旅遊。我覺得去中國滿方便的，語言相通，訂好住宿

機票大致上就沒問題了。 

    接著分享一下上課的狀況，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類型的課，第一種是大班制

的課程，上課地點多是在學術樓（一）的演講廳，例如我上的 Information 

Management，上課人數是兩三百人，類似在政大上吳文傑老師的經濟學那種

感覺，除了正課之外，會另外有助教課，助教課時段比較多，是小班制的，一個

班大約四十人左右，助教會複習老師當週教的內容、出一些練習題目，或是每週

小組報告。另一種是比較小班制的課程，很重視課堂上發言、討論，一開始覺得

很懊惱，不太敢發言，上了幾堂課之後，才能比較自然的舉手發言，例如我修的



Business Case Analysis and Communication 這堂課，課堂參與度占學期成績

滿大比重的。這裡的課程幾乎每堂課都會有小組報告，沒有的話也會有書面

Group Project，有些甚至不只一個，看得出他們的課程安排滿重視這塊的能力

培養。 

    比起社團，他們的生活比較多是宿舍相關的活動，各個宿舍裡每個學期都會

舉辦各項活動，例如盆菜宴、high table dinner，宿舍之間的活動，例如籃球賽、

羽球賽，也有樓層之間的活動，我住的這層就有舉辦過 floor meeting，還有一

起煮火鍋。像我後來跟住我斜對面的兩個大陸女生滿好的，就是因為參加這些活

動認識的，下面這張照片是一起煮火鍋的合照。 

     

當交換生課業沒有在台灣的時候重，也比較多自由時間可以運用，起初可能

會覺得有些時候不知道要幹嘛，我覺得可以多多出門走走，體驗一下香港的生活，

像我後來才發覺還有很多很棒的景點來不及去，應該要把握時間去玩的。很多人

會問我為什麼當初想來香港交換，總覺得香港和台灣滿類似的，為什麼不去個遠

一點的地方，但我認為即使看似語言可以溝通、很多文化類似的地方，仔細體會，

還是可以發現很多不同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生活態度等等，對我來說，香港



的人民和文化就是「好像和台灣很類似又好像很不一樣」，在這裡的生活，滿值

得的一點是學了一些廣東話，然後也讓我更開闊視野，不僅僅是去玩的，也從和

人相處的過程中，試著去思考香港人所面對的壓力、引以為傲的文化，以及想改

變的未來。 

 

三、 交換須注意之事項 

1. 很多人會建議和香港人溝通時講英文不要講中文，因為香港人聽到普通話多

少會有點反感，關於這點，的確是多多少少有體會到。但是這點還是見仁見

智，像我到後來還是滿常用普通話和他們溝通的。也不必太過擔心，香港人

對台灣人是很友善的。 

2. 由於台灣學生拿到的簽證是單次簽（關於這點實在是令人很不服，其他國家

的交換生都可以拿到多次簽證，唯獨台灣人無法），因此，到香港之後，可

以盡快找時間去灣仔辦多次簽證，要注意每天的名額好像有限，需要早一點

去現場排隊。基本上台灣的交換生都會去辦多次簽，否則出了香港就無法再

進來，即使是去澳門也需要多次簽，而這個多次簽的效力是一年。 

3. 建議出國前可以先在台灣辦國際學生證，行李托運行李可以加到三十公斤，

出發前傻傻的不知道有這種東西，後來問其他人行李為何可以拖運到三十公

斤，才知道可以申請。像我要回來台灣時，行李只能託運二十公斤，部分東

西是去郵局寄的，當時覺得寄空運太貴，因此寄海運，回國後等了好久包裹

才終於送來，距離郵寄的那天剛好一個月，朋友寄空運則是六天就收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