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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春季（101 學年度下學期）京都大學經濟學部交換 
生活電子報-第一期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三年級 馮鈺婷 
99301004@nccu.etu.tw 

yuting004@gmail.com 
部落格：http://ssslll061209.pixnet.net/blog 

 
  在我申請交換時，京都大學的交換名額分為大學院生（Master）和學部生
（Bachelor）；在我之前只有財管所的黃吉米學長以院生的身份交換過，而我是
學部交換的第一人。但聽說現在只提供院生的交換名額，因此恐怕像我這樣的交
換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不論如何，還是為對京都大學有興趣的同學介紹
一下這裡的環境。 
  這一期電子報為大家介紹行前的準備，與抵日後的手續。 
 

 行前準備 
 
  其實京大處理交換學生事務並沒有標準化流程，有時候可能連負責人也搞不
清楚狀況，為了不讓之後申請京大的同學跟我一樣不知所措，這邊我會按照時間
順序盡量寫得詳細一點。 

  申請交換時，上學期可以申請下個學年度上下學期（春秋兩季）的交換，下
學期則只能申請下個學年度下學期（春季）的交換。京大要求通過日檢 N1，因
為經濟學部一學期只會開兩門英語授課的課，其他都是日語授課。 

  我大概去年 10 月初與對方取得聯繫。由於京大和政大簽約的是經營管理大
學院，因此雖然我就讀的是經濟學部，卻是歸經營管理大學院所管，指導教授也
是大學院的德賀芳弘老師，負責處理交換事務的是老師的秘書。 

  對方會先寄「特別聽講學生願書」來給你填(如果沒寄的話必須自己寫信去
問)，連同其他文件(存款證明、健檢報告、成績單與在學證明等)一併郵寄過去。
這是第一階段的郵件寄送，我寄送的時間是在 11 月中。 

  接下來第二階段是留學簽證。為了辦理簽證，必須請對方代為向當地的入國
管理局申請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為此必須先寄送一些文件（包括在留
資格認定證明書交付申請書、存款證明、護
照影本等）過去。大概需要兩週到一個月的
作業時間，因此越早寄過去越好。我是 1 月
中寄，2 月底收到。收到「在留資格認定證
明書後」，就可以帶著它和其他相關文件，到
日本在台協會辦理簽證。為了緊急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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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去辦了國際學生證，但它的最大用處是買機票時可以增加行李公斤數（上限從
20 公斤增加到 25 公斤）。 

  然後就是最重要的住宿問題。建議一開始通信時就跟對方表明自己想住京大
提供的國際交流會館，因為國際交流會館必須在入住前三個月申請(四月入住的
話就是一月申請)。國際交流會館有修學院、みささぎ、宇治、おうばく四個分
館，費用大約一個月一萬二日圓左右，非常便宜。修學院和みささぎ在京都市內，
如果是在本部上課的話(基本上經濟學部和經營管理大學院都是在本部上課)，最
好申請這兩個地方。像從おうばく（位於宇治市）搭電車上學單趟就要一個小時，
每個月還會多一萬四日圓的開銷。 

  我一開始以為交換學生可以保障宿舍，直到出發前兩個禮拜一直沒收到通知
才寫信詢問，對方回答因為出了一些手續問題所以未申請到留學生宿舍，只能安
排我入住校外月租五萬四的套房，或者おうばく有空房所以也還可以入住。對日
本人來說通勤一個小時很正常，所以他們不認為有什麼問題；但當時的我真的掙
扎了很久。最後在 Cherry 助教的協助下，才請對方幫我找到了其他外面的宿舍，
住進了月租 3 萬圓（電費另計），名叫「北白川学生ハイツ」的雅房宿舍。 

  關於金錢使用方面，前往日本之前可以先辦一張 VISA 金融卡。很多銀行都
有和 VISA 合作，幸運的話只要到自己開過戶的銀行申辦就可以了。郵局的 VISA
不建議，因為好像沒有海外線上刷卡功能。總之有了 VISA 卡到日本後，就可以
從郵局的 ATM 裡提領自己帳戶裡的錢（跨國提款），只是要加收手續費。待比
較久的人大多數都會選擇在日本開戶，但據說開戶要碰運氣，運氣不好會遇到很
多問題；我因為只待半年不到，所以就沒有開戶了。 
 

 抵日手續 
 
  憑著辦好的簽證，到日本機場後可以領到「在留卡」，抵日後的兩個禮拜內
要去居住地的區公所登記在日住址；且因為學校需要，也必須向區公所申請一張
「住民票」（類似居住證明的東西）──建議去區公所之前，先去一趟經濟學部教
務處，那裡的行政人員會跟你說明詳細內容。 

  今年開學是在 4 月 8 號，早點到的話可以先辦手續、認識環境。我提前一
個禮拜到，入住宿舍後和指導教授約時間前往他的研究室拜訪。除了教授外還會
見到他研究室的學生，最好準備伴手禮。我自己是準備了兩盒鳳梨酥帶過去。教
授會安排一位 tutor，有不懂的事都可以問他。另外最好也帶個小禮物去拜訪當
初幫忙處理交換事宜的人。 

  到經濟學部教務處（位在法經東館 2 樓）可以領到學生證和一大包資料，裡
面有生活指南、授課概要等。拿到學生證之後就可以去圖書館辦圖書證（進圖書
館之後填一些資料交給櫃台人員，一個星期後可以拿到圖書證）。如果有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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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還可以去名叫「ルネ」的學生合作社辦生協會員卡（他們稱之為「組合員證」，
辦的時候要繳押金 4000 日圓，退卡時退還），這張卡可以用以儲值，在食堂或
合作社消費時可以累積點數(消費 200 圓累積 1 點，1 點可以換 1 圓)、買書可以
打九折；但不辦的話，一樣可以在食堂吃飯或買合作社的東西沒有問題。往後京
大的生活主要就是靠這三張卡。 

  除了上述三張卡之外，還必須去聽一
堂電子帳號的教學課。入學後會領到一組
電子帳號（ESC-ID），憑這組帳號可以使
用學校電腦、學校信箱等，但必須去聽完
教學課之後才能啟用這組帳號。通常開學
後一個禮拜每天都有開課，所以選自己方
便的時間去聽就可以了。 

  開學時必須做健康檢查。相關資料也會一併附在教務處給的那一大包裡面，
只要照著上面的流程走（在指定時間內去做檢查）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選課問題。交換學生可以選的課有：學部的課和日文課。學部的課
方面，領到教務處給的資料後，可以先參閱授課概要，第一個禮拜可以先去聽聽
看再決定要選哪些課。選課的時候要跟教務處要一張選課的單子，把自己想選的
課填進去（一般生是上網選課，我們則是人工加簽(選課結束後最好上網確認看
看課表是不是對的，因為我去看了之後才發現被加錯，再跑了一趟教務處請他們
改)），單子上需要授課教授的簽名，因此決定之後就早點在指定的期限內請教授
簽名會比較好。日文課方面，必須主動去留學生課詢問，在那裡會領到一本授課
大綱，可以憑那個選課，填完選課單子後交回留學生課(單子填完後就很難更改
所以要考慮清楚)，課程級別分為初級、中級、上級，每個級別都有文法、會話、
讀解等課程。選完課之後，還要參
加分級考試，才能確定能否選到那
些課。分級考試也是在開學後為期
一個禮拜每天都有，選自己方便的
時間參加。如果考完試成績不理想
(比如說想修上級的課卻被分到中
級)，還必須跟老師約時間「相談」，
要相談的話要前一天先領號碼牌、
隔天再找老師相談，非常麻煩。 

  接下來是交通問題。住離學校近的人可以考慮買腳踏車。我自己是在學校附
近的榮輪(eirin)買了一台二手腳踏車，腳踏車加上防犯登錄費大約是 8000 圓。
但我買腳踏車時忘記要買變速的，我住的地方又有大上坡，因此每次回家都非常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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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關於聯絡方面，其實有筆電就已經很方便了，但如果想買手機的話，
可以買預付卡形式的。我是先在京大台灣留學生會
（http://www.ptt.cc/bbs/NCCU_Exam/M.1326297236.A.C69.html）的板上發問
（這個板很方便，在京都的大小事都可靠這個板聯絡。要加入要寄信跟幹部表明
身分），之後有位要回台灣的學長聯絡我可以賣給我他的手機，我現在的手機就
這麼入手了。預付卡形式的手機，可以在便利商店買到三千或五千的加值帳號，
拿到帳號後按照說明書上的方法把帳號輸進手機裡就可以了。加值一次可以用兩
個月，兩個月後沒有加值金額就會歸零，電話號碼則是從加值後算起一年後失
效。 

  開學的前一個禮拜（四月的第一個禮拜）的禮拜二到禮拜四三天是京大「紅
萠祭」，有點像社團聯展，各個社團會在校園中擺攤招生，還會有迎新儀式，非
常熱鬧，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感受一下。關於交換生可以參加的社團，可能要去課
外活動組或者直接向該社團詢問才會知道能不能加入，但原則上體育會的社團，
例如弓道社，因為以比賽和培養選手為重，較不歡迎短期留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