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科技大學 

學校介紹 

  香港的大學很少，大概不到十所；所以對香港人來說能考上大學是一件非常

厲害的事情，和台灣完全相反。台灣人非常的汲汲營營於考研究所這件事，但在

香港唸完大學的人幾乎不會再考碩士學位。 

  在香港寥寥可數的大學裡，又屬三大（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與香港中文

大學）是最好的三間；除了這三間之外的大學就是非常的普通或者也可以說成不

大好。 

  和台灣（也可能是世界多數國家）不同的是，在香港的大學（儘管是三大）

念書，如果你考上的不是與商業相關的科系，基本上是考不好的。 

  在與香港學生的相處之間就能感受出來，念商的學生的英文程度非常的好，

甚至同群人都是香港人的狀況下，他們也常使用英文溝通；而主修科系非商的學

生，其英文程度大多不是很好。雖然不能以英文程度來做鑑別，但無可否認的是，

這是多數的事實。 

  因香港的中學有兩種，一種是全英，另一種則是一般，通常來說前者畢業的

學生程度會比一般中學的學生好；當然沒有絕對的機率說全英語授課的中學學生

考大學的時候一定會考上三大以及商學院，但就像台灣的明星高中，能考上國立

大學好科系的學生其實也大多來自全台各地的第一中學。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趨勢，我認為原因在於香港是個以金融為主的社會，地狹

人稠，幾乎沒有發展其他產業的機會，像是建築或是工程。所以如果想去香港念

書，請選擇商學院，除此之外的科系應該選擇其他國家。 

  另外，其實商學院外的科系師資也是不錯的（至少在科大是），但就是進去

的學生相較之下比較不上進，所以就降低的平均程度吧！ 

  最後，香港的大學評分制度幾乎為 curve；意思就是他們採用的是相對成績

而不是絕對成績來評分。今天如果你考了 90 分，但你的等第可能只有 C，因為

可能全班都考了 95 或是 100；這種評分制度就像台灣的 PR 值。因此，香港的學

生其實在學習上的壓力是很大的，若是稍微鬆懈，成績很可能就會非常的差。 

 

生活、文化與注意事項 

1. 食： 

a、 價位：約為台北的兩倍。在學校(UST)食堂(Canteen)吃飯的價位至少要

港幣 20 元。 

 科大有七處可以吃飯的地方：Seafront、LG7、LG5、LG1、G、Café、

Uni Bar。 

 Seafront：營業時間僅限晚餐與消夜時間，晚上供餐到半夜一點半。

食物種類為麵飯與零食。 

 LG7：位於 LG7(Lower Ground 7)的食堂。為美心集團所經營，有許

多不同種的食物，食堂外有草坪的室外用餐區；早上七點到九點有



烘焙類的麵包 

 LG5：麥當勞，營業時間到午夜 12 點 

 LG1：與 LG7 差不多的類型，有簡單星巴克飲料與餐點 

 G：圖書館對面有間港式飲茶，以校內食堂來說價位偏高 

 Café：食物種類為港式與西式，每天供應菜色不同，有沙發區；若

想喝研磨式的咖啡可於此處購買，較星巴克便宜 

 Uni Bar：校內可以喝酒的地方；另一側為義大利餐廳 

b、 種類：香港與台北很像，有各種不同國家的料理；以下簡單介紹較出名

的幾種 

 海鮮：在離科大很近的西貢可以吃到好吃的海鮮與泰式料理；離島

大嶼山、南丫島 

 下午茶：和台北流行的蜜糖吐司或咖啡弄鬆餅不大一樣(當然這兩

種也很多)，在香港如果經濟許可的話，可以試試高級酒店的英式

下午茶(High Tea)，如半島酒店與文華酒店 

 茶餐廳：香港非常多，有便宜也有昂貴的 

 大家樂：可以在各個商場找到，和各大學內的食堂類似，可以吃到

價位較便宜的食物 

 咖啡廳：在台北到處都可以找到連鎖或有獨特氛圍的咖啡廳，但在

香港，或許是空間有限，咖啡廳只有星巴克與 Pacific Coffee 

Company，而且多位於商場內，座位甚少而且人多吵雜；若要找尋

像台北一樣可以唸書與無線上網的小咖啡廳，要到上環，但價位很

貴 

c、 超市： 

 百佳(ParkNShop)：科大內有百佳，營業時間至晚上十點，雖然不是

很大間，但已足夠購買生活必需品與生鮮食物。 

 TASTE：最近的 TASTE 在離學校最近的坑口地鐵站可以找到，此間

超市和百佳實為相同，但東西較多樣 

 惠康(Wellcome)：可以在離學校最近的坑口地鐵站可以找到，營業

時間為 24 小時 

 

2. 交通：地鐵（ｍｔｒ）、大巴、小巴（mini bus）、八達通(學生)、每個地鐵站

都有商場與住家 

 地鐵： 

價位：低 

分類：東鐵、港鐵、西鐵 

 東鐵：香港舊式火車 

 港鐵： 

 西鐵： 



 大巴： 

特點：雙層、慢 

 小巴： 

特點：大小如同政大的校內巴士、價錢相對較貴、快速（時速多為８０

ｋｍ／ｈ）、路線繁多卻標示不清(在巴士站無法得知公車的路線，因而

無法知道在哪裡有站牌可以下車)、不會廣東話無法跟司機溝通。最好

在有充分的資訊下再搭小巴。 

3. 無線網路：學校內的無線網路覆蓋率很高，如：宿舍房間與海邊。但離開學

校之後就會與網路世界隔絕，不像台北市的街頭有提供免費網路。但如果使

用的是智慧型手機，可以購買 iPhone 或是智慧型手機專用的儲值卡；香港

的行動電信費比台灣便宜。 

4. 氣候：整體來說的天氣概況與台北差不多。科大位在海邊，一二月時會很常

起霧，能見度非常的低；和政大類似的是，常常科大在下雨，但到了市區地

板卻是乾的。還有那裏大概是我見過最潮濕的地方了，請愛買防潮劑。 

5. 語言： 

 香港的主要語言是廣東話，但其實由於普通話(國語)是香港人在念書時

一定要學的，而且由內地來香港的人非常多，所以說普通話(國語)香港

人不僅聽得懂也可以回答；不過多數香港人無法分辨台灣與大陸口音的

差別，所以當你說普通話的時候，他們可能會以為你是從內地來的，這

樣的壞處在於，香港人的態度可能會比較差，因為他們不是很喜歡大陸

人。 

 在學校上課時的授課語言全為英語。商學院的教授也多為外籍教授。 

6. 樓層名稱：由於之前受過英國統治，其樓層的名稱皆為英式。台灣的平地(一

樓)，在香港為 G(Ground floor)，二樓則為 L1 或 1(Level 1)，地下一樓為

LG1(Lower ground floor 1)。還有因為科大的課室(教室)是以電梯(Lift)的編號

來分類，所以要找教室，要先弄懂各個編號的電梯之位置。 

7. 便利商店：香港是個地狹人稠的城市，所以其便利商店都非常的小間，裡面

賣的商品和台灣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種類很少；由於台灣受日本與韓國影

響很深，所以便利商店裡的飲料與食物非常的多樣化，選擇很多，但在香港

則否。除此之外，其提供的服務也很少，在台灣很稀鬆平常能見到的 ATM

與影印機是無法在香港的便利商店裡找到的。 

8. 錢：很多數國家不一樣的是，香港的紙幣是由三家銀行(中國銀行、渣打銀

行、匯豐銀行)發行。所以在香港可以看到這三家銀行所發行不同的 1000, 500, 

100, 500 和 20 紙鈔。而 10 元的紙鈔和硬幣以及其他硬幣則是由政府發行。 

9. 銀行：到香港念書通常都會開戶；當要領錢的時候你沒辦法在便利商店找到

ATM，但地鐵站一定會有，以及一般路上也都可以看到銀行。再來，在香港

跨行領錢的手續費不像台灣只要 6 元台幣，因而持有某銀行的提款卡的人，

通常都會去該行的提款機領錢，避免支付無謂的手續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