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薦外交換生心得報告》 

基本資料： 

1. 系級：  中文四 

2. 姓名：  吳宗仁 

3. 交換學校及系所（全名）：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交換學期：自    107  學年第  2  學期起至    107  學年第  2  學期止 

 

 

正文 

2018 年 3 月，也就是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社科院薦外交換活動開始了，招收

2019 年 2 月底前往交流的交換生。我申請的是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校區在

是新校區仙林校區，於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前往。 

 

申請過程中，從一開始徵收資料、說明會到正式確認志願，實則是三個月時間。

申請志願方面，社科院的大陸交換計劃每年開放交流的學校和名額都不盡相同。

舉例說，2016、2017 年上海財經大學有開放名額，但是到了 2018 年就沒有了名

額。不同年度差異可能巨大，所以務必在開放申請時（大約在每年 2 至 3 月），

確認好哪些學校開放了名額，以及多少數量。 

 

而在正式錄取之後，便要進入一連串行前準備工作。看似很長的且複雜的流程，

實際上最重要的就是兩件事情：體檢與台胞證。 

 

一、行前準備 

體檢表由對方學校提供，所以對於體檢內容不必感到太迷惘。體檢完成時間得約

莫在 10 月之前完成，我當時去了萬芳醫院做檢查，整套下來大約是 1000 元台幣

出頭，還在預計之中。台胞證方面，建議如果手上握有紙本台胞證的人，換成卡

式台胞證會比較方便。因為領取車票等程序，能交由自動售票機能夠識讀卡式證

件，是最方便的。像是我的台胞證是舊型的、紙本的那種，所以排隊時候往往得

慢慢排隊在人龍之中，等待人工窗口服務。 

 

準備行李時，如果是第二學期前往大陸交流的人，也不可忽略冬季服裝，特別是

要前往南京大學，或是北方學校的同學。你能相信嗎，我們到四月底都還得穿著

長袖出門，陰晴不定。然而，在我與當地學生聊過之後，才知道我們今年天氣不

尋常，顯然是極端氣候所造成。但為因應異鄉生活且極端氣候的環境，冬季服裝

萬不可輕忽。隨身藥物如果能涵蓋盡可能多種症狀越好。至於寢具與家居用品，

行前還會有交換生的二手物品交流群，可以跟上一屆的人購買二手物品。南京大

學中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超市，想要買到全新的一切用品，也是完全 ok。 



 

此外南大也很貼心的，發給我們行前準備建議和校園生活指南，我認為非常有用，

值得多多閱讀參考，行前準備大抵不是問題。 

 

 
圖 1.  從地理學院向教學區方向拍攝的照片。時值 2 月底，大概是 10 度低溫。 

 

 



圖 2.  從圖書館正門往校門口方向拍攝之景。二月底氣候尚未回暖 

 

 

二、啟程 

我從高雄小港機場飛往南京祿口國際機場，剛在南部享受溫暖舒適的天氣，就要

接受南京冬春之交的嚴峻天氣。行前我忐忑不安地看著南京當地氣溫──五度─

─我又驚又喜的揣度這到底會是何種感受。畢竟我從未體驗過如此低溫的環境。 

 

南京大學提供接機服務，以我們這屆而言，由南大校方事先指定特定的服務時間

協助接機，屆時便有學伴團體和遊覽車協助接送。至於在服務時間以外抵達的人，

就得自行前往學校。我當時無法在那個時間點抵達，但是由於很多人班機DELAY，

還是很幸運地趕上接送服務。 

 

等待其他同學的同時，我看著機場外濕濛濛的天氣，對那未知的冷感到恐懼。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南京是中華民國的舊首都，所以他們對台灣人的服務都特別友

善且到位。在這點上我沒能力留下肯定的答案，看到這段文字的同學們，不妨到

南大與南京找尋這段陳年記憶（但還是要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衝突）！ 

 



 

圖 3.  政大舊址。走在南京市市區，你可能會不小心發現政大的老校門 

 

南大設有港澳台單位，其服務涵蓋從落地、生活起居與課業學習。也因此不需要

擔心適應生活和課業問題；學伴們都很熱心盡責的在公開場合或私下，回覆並處

理交換生們的疑難雜症，你大可以放心享受你的交換生活。 

 

在前往大陸之前，請務必備好你的 VPN。以電腦而言，安裝政大 VPN 就很足夠

使用（礙於篇幅，操作請詳見 INCCU和政大官網指示）。對手機來說，政大 VPN

網速可能稍嫌不足，我個人用的是需付費的小鹿 VPN。另外也有大陸朋友推薦

Astrill，同行的交換生推薦快喵 VPN。不倫如何，行前準備好你的 VPN 相當重要。 

 

 

三、初上異地 

「冷，實在是太冷了！」這是我一下車時最直截的感受。司機把大家，從機場送

到宿舍所在位置；大包小包的行李陸續下車，我們到達宿舍。時下氣溫如預報所



說，大約就是 5 度，所以防寒保暖非常重要！南京位於南北之交，有大陸型氣候

的寒冷特徵，但卻沒有北方的暖氣（用的是暖空調，不是燒煤送暖）。因此在南

方生活，反而讓你比北方人更能抵禦嚴寒。進入宿舍，很快地我們就拿到了「校

園卡」與「學生證」，這兩樣是不同東西。 

 

在南大生活，校園就是偌大的社區，校園卡就像一卡通一樣，在校園範圍內可進

行各種消費活動，如儲值電費、吃食堂、進圖書館或搭乘校園公車（但我只搭過

一次）。這是非常重要、萬不可失的一張卡片。相較之下，學生證更像是一種註

冊和在學證明，實用度相對校園卡低。總之，校園卡是最重要的校園通行證。 

 

開始前幾天，會有密集的交流活動，像是晚會、說明會還有學伴團聚餐時間，讓

我們更認識校園，講解學習和生活的要點。這個融入校園前的系列活動，是你認

識校園與新朋友的好時機。在那同時，我們也將前往辦理銀行卡，好使我們能夠

開始使用支付寶和微信。這對我們來說是很新奇的體驗，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能。 

 

 

四、生活環境 

前面提到，南京大學仙林校區，就像是一個機能充足的社區。從南邊、西邊到西

北邊都是形形色色的教學大樓、食堂以及各種宿舍；中部、東邊與北邊比較多系

/院館、山丘景色、天文台與建置中的新創園區。 

 



 

圖 4.  南大仙林校區彩繪圖。校園坐北朝南。 

 

我住的宿舍是仙林校區 23 幢宿舍，是專屬給博士生的宿舍，兩人一房。與此宿

舍同列的是碩士生和國際學生宿舍。當然我不是博士生，但由於我們這屆港澳台

去南大的男生少，所以被分派去填補兩人間的博士生房間。至於女生人數過多（目

測佔港澳台交換生 85%以上），所以住的是四人間，洗的是澡堂，好處之一是離

教學區非常之近。 

 

我所居住的宿舍不僅是兩人間，更有獨立衛浴。但由於位在偏遠的西北邊，相對

是一個邊疆的位置，從宿舍走到大門，慢一點要 25 分鐘。去教學區上課走路也

要個 15 分鐘。所以銀行卡非常重要，有銀行卡才有支付寶，有支付寶才有腳踏

車可騎。一開始辦銀行卡較為緊張，學校附近兩家銀行都已人數爆滿，不過學伴

團總能通風報信，後來及時離學校兩站地鐵的銀行辦好了卡，化解了無法騎腳踏

車的尷尬場面。 

 

好消息是，風水輪流轉。並不是只有男生會住到兩人間。社科院交換生的最終宿



舍，還得看其他學校交換生的男女比來決定。一直要到臨行前才會知道結果。 

 

出了校門，地鐵就是你最強大的交通工具。其實站在南京大學的校門，你就會看

到對面空中橫亙著高架地鐵軌道。地鐵站（南大仙林校區站）就離校門一條馬路

而已。在抵達南大前幾天，交換生會領到有南大風彩的地鐵卡，搭乘較為便宜。 

 

 

圖 5.  宿舍，為二人間博士生宿舍 

 

飲食上，由於南京扼延沿海與內陸、南北方之要地，所以飲食風味是混搭多元的。

南大學餐不例外，也稍有內陸和北方風味。這是我比較了東部沿海（上海、浙江）

和北方（西安）的餐廳和學餐後，感受出來的。東部沿海口味溫和細膩，有些甜，

北方的口味重，有的嗆，南京則於之間，用較多的油、辣子甚至椒麻；儘管位於

江蘇，但口味卻和沿海明顯差異。我問及此，一位身為南京人的老師說，明太祖

立根於南京之時，遷移了大量安徽人到金陵帝都，所以改變了烹煮的習慣和用

料。 

 

我想想，北方漢人遷移可能也有連帶影響。總之，我覺得都有道理。在交換的生

活中，別忘了品味一下這細膩的差異。 

 



 

圖 6.  南京地方料理。攝於南京市郊的一處熱鬧餐廳，味細膩中帶有豪氣 

 

五、深耕學習 

這段要介紹一些我所選和旁聽的課，挑幾個來介紹。首先選課之前，南大會舉辦

說明會會討論相關事宜，同時學伴們也會解答選課的疑惑與課程評價。再者，南

大課程有公選課和專業課，前者類似通識，後者是各系所的專門課程，正課時間

都是兩小時。以下是介紹。 

 

課程一：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類型：專業課 

開課院系：政府管理學院 

教師：張海波 

內容：廣泛講解公共管理領域的研究方法與案例，涵蓋質化和量化方法。老師旨

在讓大家理解並提出正確的公共管理議題，適用對象大二學生。有助於交換生了

解大陸政府的運作和時事議題。無考試，交 15000 字期末論文。主題由小組討論，

分析為團隊合作，15000 字文章由個人書寫。 

說明：老師年輕有為，是大咖的訪問學者，資歷完整。但因作業會占用到暑假時

間（我這屆是 8 月 20 號截稿，那時都返台 1 個月了），所以需要學分、趕著畢業

或暑假另有規劃的人，不建議選修。此外，我很建議旁聽（就不用寫那 15000

字報告了），如果自制力和時間規畫良好，也推薦旁聽生把自己當選修生，參與

當地學生討論，共同研議出可行的分析主題，並且參與研究過程！我在那裏認識



了跟我聊文革和同志議題的組員，大陸學生比你想的有趣和開放。給有學習熱忱

的你。 

 

課程二：英語口語與交際 

類型：專業課 

開課院系：外語學院 

教師：Antonio Sansotta 

內容：老師是外國教師，稱呼 Tony，一開始嚴肅，後面就變的慈祥友善。這門

課訓練公眾演說，一學期會有 4 到 5 次以上的演說機會，還有無數的口說機會。

期末演說好的人能去老師家吃他煮的菜，我去吃了他親手煮的法式料理，還有各

種點心，手藝驚人！這堂課難度不高，相對多一些外國人，給想練口說、膽量和

交外國朋友的你。 

 

課程三：數據科學與創新 

類型：公選課 

開課院系：計算機科學中心 

教師：黃達明 

內容：這門課類似通識，教 R 語言的語法與數據分析應用。教學純粹技術導向，

涵蓋數據預處理和數據挖掘。有理論和數學基礎上起來會相得益彰，沒有數理基

礎也無妨。課程有五次作業，一個上機期末考，一個期末數據分析大作業。內容

不難且學習廣泛，有助 R 語言能力能提升。因為數據科學是未來趨勢，加上政大

相對少有這種純粹數據分析基礎之課程，故大推薦。老師人很友善，且樂於解答

學業問題。 

 

我還選了其他課程，礙於版面不便詳述。整體來說，南大課程分量都很重，作業

考試均多，很高分不容易，但只要別太荒腔走板，給分都會讓你很有面子。 



 

圖 8.  外語教師 Tony 的私房料理。有前菜、主菜與點心，圖為前菜：番茄泥、麵包、酒

與烤雞肉 

 

六、課外體驗 

如果你重體驗多過學習，那社團也是你能探索的一方天地。我參與了 3D打印社。

萬能且用心的學伴，在大群組分享了這個社團招募活動，我經面試之後錄取了。

3D 打印即是 3D 列印。南大的 3D 列印辦公室位在名為「眾創空間」的創業基地

中，社團每年都會參加校內外大大小小的 3D 列印比賽，辦公室裡也有數十台 3D

列印機，非常適合科技迷和有 Maker 精神的人。 

 

我在社團的工作是講解員，每周要到辦公室值班兩小時，基本上沒什麼事，有時

候會列印一下作品，有時候接待各種外賓。有時會有大活動，例如外賓團、校慶

等等，就要負責較長時間的講解工作。如果是接待其他學校或政府人士，那講解

員就是學校的門面；若面對高中生，講解員成了招生的重要人士。如果性情害羞，

也可以當簽到負責人，負責接待而不講解。 



 

圖 9. 3D 列印辦公室。值校慶時刻，大量人潮湧入 3D 列印室參觀，當時我正是講解員 

 

 

圖 10. 3D 列印時刻。圖為 3D 列印機操作介面，以及我的作品：浮雕大貓熊 



 

圖 11.  大貓熊 3D 列印浮雕 

 

此外，學校也有很多交流和服務活動，這也是體驗的好機會。例如求職參訪、接

待台商子女等等。前者我們赴杭州拜訪網易、哇哈哈和海康威視三家知名企業，

了解其徵才和內部運作；後者我們帶台商子女學校的學生認識南大，以及旅遊南

京景點。透過志願服務，我得知了大陸就業和產業的態勢，也了解到台商子女其

實是考學測的，學的也都是台灣書，志願可橫跨兩岸。這些都是平常無法接觸和

了解的事物，都值得嘗試，有付出也會有收穫。 

 

圖 12.  監視系統。海康威視有頂尖的監視與側錄技術，能針對都市交通做宏觀規劃。 



 

圖 13.  台商子女學校高中生參訪南京。我是此行的志願服務者 

 

七、費用 

最後，本段要來講解費用。首先是基本的食宿。住宿方面，由於本屆男生住在較

為高級的博士生宿舍，所以一學期繳交 750 人民幣（大約 3400 多台幣）；如果是

住在四人間，則只需要 600 人民幣/學期（約 2700 台幣），整體來說算是相當便

宜。剛開學時，還要留個 300 到 500 人民幣在手上，以備購置電話卡、學生證、

購買臨用隨身物品、緊急應用或聚餐。因為我沒有買二手物品，都是全新，所以

又多花了 900 多人民幣（約 3600 多台幣）購買寢具和生活雜物。 

 

食堂方面，不論是遠在天邊的 23 幢宿舍，核心地帶的教學區或是靠行政單位的

群落，都有 2、3 個以上的食堂選擇。價格大致上也不貴，一肉兩菜一飯的自助

餐一般約 55 到 65 台幣，只吃菜就更便宜；單純的麵食飯食很多能在 45 台幣以

下。 

 

如果純粹一個月伙食費，算下來大抵可以控制在 3500 到 4000 台幣之間，而這價

格約是校外的 45%到 60%不等。相對地，如果太喜歡叫外賣，那伙食費就要除以

45%到 60%，這樣一來，就會上升大約 6000 或更多。所以預算要好好控制，你

還有大好江山要遊覽呢！ 

 

說到大好江山，交換生花最多錢的地方，必定會是在旅遊上。在此提供費用參考。

早前，我去過大陸諸多城市，這次來只去了北京、西安與杭州，其中杭州屬於參

訪性質，只出了生活費。去北京的五天四夜，所費大約快 1000 人民幣（約 4500

台幣）。我來回分別搭乘了隔夜班的動車（慢速高鐵），占用 55%預算。居住可以



從簡，例如青年旅社或 Airbnb 都很划算。由於我去北京拜訪 6、7 位朋友，他們

熱請地請了我很多餐，餐費倒是花的很少。正常預算還得更多。西安是四天三夜

團體出遊，相同地，交通費也佔了總預算的 50%，全趟大概花了 1300 多人民幣。

杭州是活動參訪性質，故花費不具參考意義。 

 

圖 14.  段祺瑞政府時期的中國人民大學。攝於北京。此為私房景點，需有人民大學學生

證才能進去參訪。 

 

 

圖 15.  北京八一學校舞蹈館。北京知名的一所高中：八一學校，為習大大的母校，獲得



朋友協助才入此參觀。此校著重在學生廣泛學習，有舞蹈、機器人與人工草皮運動場，

比很多大學還豪華 

 

 

圖 16.  唐朝的仙藥。攝於西安。這是何家村出土寶藏之一，當年被匆匆埋入土裡的寶藏，

至今毫髮無損，幫助我們一窺大唐物質文明之風貌。 

 

我也參考了本屆還有以前其他同學出遊的花費，如果平均一個月出一次遠門（一

學期四到五次），一學期大概要花上 8 萬到 10 萬台幣不等（含日常），由於出遊

少，我花費在他們的 65%左右；相反地如果一個月出遠門兩次，大概就得逼近

20 萬（含日常）。所以長程出遊的次數越多，會大大決定交換之旅的總花費。 

 

總結 

本文大要地介紹了從行前、抵達還有生活的經驗。這一次我前來大陸，主要是為

了體驗長時間的生活，以便進行更深入的政治和學術上的交流（以前的是短時間

的文化交流）。 

 

這次我也更進一步了解「中國夢」和「民族偉大復興」的意涵。我在這所名列中

國 C9 的高校，了解當地對科技和技術人才的需求缺口，還有學生努力生活和學



習的樣態。無論如何，跨出舒適圈固然重要，但別忘了，交流應當抱持著「疑問」

而不是「結論」，否則只會引發更多爭執，且無法贏得任何友善的關係。只有進

入到不同文化的思維中，並真正了解其語言背後的意涵，才能換位思考，為現實

現象找到合乎邏輯的解釋。如此，便是海闊天空。 

 

 

圖 17.  溽暑的棲霞山風景區。臨行之前，我登上了南京的棲霞山風景區，位於南

京大學仙林校區北邊，其景別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