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換生學習報告 

 

一、交換學校介紹 

北京大學身為中國一等一的大學，學術底蘊相當深厚，光華商學院更是其中的佼佼

者。中國學生大多數以金融、資訊相關科系為大學第一志願，因此北大的光華商學院

可能就匯聚了全國三分之一的高考狀元，在這邊交換就意味著與中國最頂尖的商管學

生學習交流，同時也能夠體會到中國學生的高度競爭壓力。 

除了學生水平較高以外，光華商學院身為中國大陸首屈一指的本科商學院，相關資源

也相當豐富。例如：光華商學院擁有大量的彭博機免費提供給學生使用；大多數知名

企業都會在北京大學舉辦說明會等等。在這邊能夠接觸到相當多樣台灣沒有的金融公

司、工作，對於有志於前往中國大陸就業的台灣人有很大的好處，也可以趁著交換時

期思考未來是否前往對岸就業。 

 
圖：光華商學院 

 

二、課程介紹 

選課方式 

光華會在開學前就把課表寄給交換學生，其中有相當多英語授課的課程，若選擇這類

課程就有很高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交換生一起上課。光華的交換生大多數只能選擇

光華開設的課程，非光華商學院開設的課程最多只能修讀兩門，所以如果對通識、政



治相關的課感興趣的話要注意有沒有數量限制。另外，北大的課有很多不同的時間，

大致上可以分為 8、12、16週的課，如果希望多點時間旅遊也可以多選擇比較短的課

程。 

選課的時候，選課系統會給每個人 99點意願值，可以在所選的每門課分配意願值，如

果選課人數超過上限，系統會按照意願值多寡決定誰可以選上這門課，所以在分配意

願值時不能隨意分配。在系統內可以看到已選人數及修課人數限制，因此可以在熱門

課分配較多意願值、冷門課只要分配一些即可。由於北京大學跑加簽較為麻煩，意願

值的分配較為重要，強烈建議多花點時間思考要如何分配。 

 

課程介紹 

我總共選了兩門金融相關的課程，都是中文課程，因此我沒跟西方交換生上過課： 

1. 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 (16週，3學分) 

這門課是光華金融系的大三必修課，因此選課人數通常較多。課程內容大致在介紹

各式金融機構，包括存款性金融機構、非存款性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等等。基本上

就是廣泛介紹了金融體系中主要玩家的體系和業務模式，教授在上課的時候會特別

著重介紹中國的各式金融法規演變以及與美國的比較等等，對中國金融體系和制度

感興趣的同學可以考慮看看。如果對金融機構已經有大致認識的話，課程難度算是

簡單，一學期大概有 5次小作業，沒有分組報告，只有 1次期末考試，是蠻輕鬆的

一門課。 

2. 固定收益證券投資 (8週，2學分) 

這門課是光華大四的選修課，選課人數較少。課程內容主要在介紹各種常見債種的

評價方式、利率期限結構等，數學比重較多，如果數學基礎或是微積分比較不好的

同學上課可能會有點吃力，但考試難度不高，因此對於債券有興趣的同學都可以考

慮。課程難度普通，8週內 2份作業，1份分組報告及 1次期末考試。 

 

除了這類型較常態的課程以外，北京大學也為交換學生開設了許多協助交換生了解中

國的課程，統稱為 On China Series。這部分課程全由英文授課，課程範圍涵蓋人文

科學、社會科學、經濟管理及自然科學等四大主題，開課單位並不侷限在光華管理學

院。由於全英語授課，且主要 TA是西方交換生，因此除了有大量機會與交換生接觸

外，通常學期也會較快結束，有興趣的話可以研究有沒有感興趣的相關課程。 

 

三、生活及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 

光華會為交換生組織很多次旅行，我們今年去過成都、天津，同時還有幾次在北京的

聚會，這些聚會都有學校的大額補助，費用方面其實相當划算，可以考慮參加。相關

資訊會在學期開始前寄信到交換生信箱，需要特別注意報名期限還有費用繳交。 

 

北京的生活 



食：北京匯聚了中國各地區的食物，因此在北京可以輕鬆找到各省的特色美食。另

外，中國的外送服務折扣力度很大，有時甚至比親自前往店內食用還便宜，強烈建議

可以試試看叫外賣，在中國大陸最主要的外賣平台主要是美團外賣以及餓了麼，兩家

也都有提供月費訂閱制度。 

 

衣：我是上學期 (冬天) 到北京，北京大約 9 月中到 10月就需要開始穿長袖，因此上

學期交換的同學夏季衣服不需要帶太多。北京大約國慶後溫度就會開始下降，到 12月

大概都是在攝氏 5度到零下 5度徘迴，在室外通常需要一件大衣、帽子及手套，有些

怕冷的人會穿兩件褲子；室內的部分，北京大約在 11月中開始室內都會有暖氣，溫度

大概會在 20度左右吧，所以在室內都很舒適。 

 

住：光華辦公室老師有時候會寄信說沒有宿舍，但過了一個月卻又說有宿舍可以使

用，因此建議跟老師確認到底有沒有宿舍再決定是否住校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台

港澳學生在北京大學是被劃分在本地學生的範疇內，如果住校內宿舍並不會住在交換

生宿舍，因為環境較為老舊建議先在學校網站看過相關資訊再做決定。 

另外，在北京租房子相當貴，雅房通常是 3,000人民幣/月起跳，而且環境與台灣同價

位租房相比惡劣許多，因此要住校外的同學需要考慮一下是否足夠負擔，也可以跟其

他交換生合租家庭式，家庭式價錢攤分下來也是差不多價錢。 

 

行：北京的地鐵 (就是我們的捷運) 路線很廣，因此在北京出門基本上搭地鐵就可以

了，出了地鐵可以再換共享單車彌補最後一哩路，市內交通跟台北一樣相當方便。地

鐵的部分可以下載一個手機程式「億通行」，可以通過綁定微信、支付寶的方式進行支

付，不需要帶著地鐵票(我們的悠遊卡)也可以搭乘地鐵。需要注意的是，在北京搭乘

公車還是需要使用實體地鐵票，若要轉乘公車仍然需要攜帶。 

北京的計程車相比台北會再便宜一些，不過北京市內車流量很大，常常從下午三點半

一路塞車至晚上八九點，不一定會比搭地鐵更快。 

在共享單車方面，因為競爭激烈，大多數共享單車都提供免押金服務，因此建議可以

使用一至兩種公司的單車，目前比較著名的是「青桔單車」及「美團單車」，可以觀察

一下在路上哪家的車子比較多再決定要辦哪家。使用方式也相當簡單，只要綁定支付

方式後，掃描 QR code 即可解鎖，也可以在北大校園內部騎共享單車，因此在校內也

不用特地購買腳踏車等交通工具。 

 

四、交換需注意之事項 

電話卡+銀行卡 

在北京最重要的就是銀行卡與電話卡，大多數 app都需要實名認證，沒有這兩項在北

京很難生活，所以在北京建議第一件事就是去辦電話卡，有了電話卡才能辦理銀行卡

(銀行帳戶)。電話卡方面比較建議中國移動，我用聯通的網絡訊號常常訊號不佳，中

國移動的訊號基本上還是最好的。 



銀行卡方面，因為交換生大多數都是短期，有時在辦帳戶時會被銀行問東問西，甚至

被拒絕開戶，據說工商銀行比招商銀行更容易辦理下來，若是被拒絕也可以去同銀行

的其他分行詢問，有時換間分行就可以辦理了。另外，北京的銀行基本上六日也都有

營業，所以一到北京不論例假日都可以馬上去開戶，相當方便。 

 

證件 

在中國大多數景點入場都是要收費的，但大學生基本上都可以半價入場，因此學生證

千萬要記得隨時帶在身上(入校也都要查學生證才放行)。 

另外，在中國大陸台灣人的護照大多數是不管用的，因此在辦理銀行開戶、機場通關

或租賃房屋等需要用到證件的時候，都需要使用台胞證，台胞證也需要隨身攜帶。 

 

文化差異 

因為兩岸在政治上還是比較敏感，在跟不熟悉的同學或同事相處時還是要注意一下言

論，較不會造成不必要的誤會。舉例而言，我曾經在實習時多次被同事要求應該講

「中國大陸」或「大陸」比較適合，而非一直說「中國」，因為在他們的認知當中台灣

依然屬於中國的一部分，若把「中國」與「台灣」二詞並列使用相當不合適，他們認

為中國是國名，而台灣是地區名稱，這種差異台灣人可能比較難意識到，但若是在比

較嚴肅的場合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圖：北京大學未名湖冬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