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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社科院交換學生報告表 

 

基本資料 

1. 系級： 財政三 

2. 姓名： 賴伯嘉 

3. 交換學校及系所（全名）：南京大學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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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單編號：QP-Z05-00-03 

保存年限：5 年 

 

交換學生報告（以下每點敘述至少 300 字並附上照片） 

 

一、 準備篇（請就出國前準備、簽證之辦理、接機等準備事項進行陳

述） 

基本上照著社科院老師寄信來的步驟完成就沒什麼特別的問題，男生的話

可能要注意兵役的問題。另外建議先買好二手物品，當天一到肯定是兵荒

馬亂的，先買好寢具、洗衣等用具會讓你來輕鬆不少。二手物品的話南大

每學期都有創一個新的微信群組，把準備離開的交換生和即將去的交換生

加入群組，自由去詢問買賣，接機的部分南大也很貼心，他會訂一個接機

日期，分上下午兩班，由大巴載我們前往南大，否則自己從祿口機場去南

大仙林校區大約要兩小時。 

也建議來之前載好這裡常用的 app，像是微信、支付寶、12306(訂火車票的)、

美團、去哪兒……等等，最重要的是要有翻牆軟體，起初用政大 vpn 還算

順，不過到了敏感日期 6/4 之類的，常常也會翻不過去。自己最後有買付

費的 vpn，不過這就看個人需求了。 

 

 

 

 

 

 

 

 

(祿口機場) 

 

二、 學業篇（請就選課程序及狀況、上課情形、學習成效等事項進行

陳述） 

選課程序，南大有兩周的自由加退選的時間，然後到第八周之前退課不會

留紀錄。另外南大給交換生的權限非常大，有些當地本科生有限制名額的

專業課，交換生可以不必理會名額限制，就算看到選課網站上名額已滿還

是能加選的，像我自己是交換到政府管理學院，理應不太能跨選到日文系

的專業課，但因為是交換生只要選了就能上。 

這學期選了易經、日語綜合課程、社會保險學三堂課。有點可惜的是三堂

課上課方式其實和政大相差不遠，大多是老師單方面的講授，又加上這三

門課剛好都沒有團體報告，使的我無法跟當地學生有更深的交流。不過畢

竟是南大，同時是 985 又是 211 的好高校，基本上沒有人遲到，大部分學

生上課時還是會狂打字紀錄上課內容的，不過玩手機或是睡覺的情形還是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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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學習環境不錯，但可惜的是只到晚上十點，不像政大有地下室，不

過晚上快十點時就能看到一群人魚貫地走出圖書館大門，滿壯觀的景象，

另外 23 棟宿舍樓下也有個小自習室，我自己比起圖書館更常去宿舍的自習

室，但不知為何常常沒人，也許是他們都習慣往圖書館跑吧？ 

 

三、 社團篇（請就參加之社團、課餘活動等經驗分享） 

有點可惜，本來想來參加棒球社團的，但南大完全沒人在打棒球，因此社

團方面我沒參加。不過同來交換的交換生，有人加入院隊一起打籃球，應

該是不錯的，更容易和當地學生有交流。 

南大最貼心的大概是有台港澳學伴團制度，雖然最後可能玩在一起的旅伴

不會是同組的人，但每個月固定一次的聚餐還是能跟同組的人混熟，平常

學伴也許很忙，不過剛到南大的電話問題也好、銀行卡也好，他們都盡責

的幫助我們交換生處理到好。 

另外台港澳社團在下學期也有辦國情考察、端午節包粽子活動和台港澳嘉

年華，國情考察這屆只有開 20 人的名額，因此算是只由少數人參加到的活

動，畢竟只需繳交車費即可去山西旅遊，剩下兩個活動，雖說不上精緻好

玩，但至少能感受到學伴團對我們交換生的用心和想幫助我們更快融入南

大生活的熱情。 

 

 

 

 

 

 

(南大日文專業課) 

 

 

四、 日常生活篇（請就交換學校之生活環境、住宿、交通、飲食等事

項進行陳述） 

似乎每屆男生女生住到的宿舍會視當屆交換生名額決定，來之前已經做好

洗大澡堂的心理準備，但沒想到這屆換成是男生住到高級的 23 棟宿舍，宿

費一學期也才 750 人民幣，而女生是 11 棟宿舍，不過 23 離教學區和南大

主要商店區和快遞街較遠，騎單車的話大約都要 5 分鐘才會到。 

南大校園內有很多食堂，雖然都很大但是到了用餐時間裡面會擠得像跨年

一樣，而南大對面的和園也是用餐的好地方，尤其是新開了一間一點點。

飲食部分，我自己個人感覺並沒有太大的不適應，反倒是價格上不太適應，

一餐平均刷校園卡 10 人民幣左右就能吃飽，第一次吃自助餐還沒有概念點

了 1 元分量的米飯，結過完全吃不完，正常分量大約 3 毛而已。另外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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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當初怕不適應的點，第一次吃五食堂的辛拉麵還真的被辣到吃不

完，不過久了對於辣的耐受度也提升，現在已經能輕鬆吃完。 

交通部分，因為南大校園真的很大，我買了共享單車的月卡，15 人民幣/

月，基本上就解決校內問題，校外搭地鐵和公交車能夠使用金陵卡，是當

初辦電話送的，不過好想有限數量，有些交換生沒拿到，不過在大陸基本

上有手機就能活，就算沒拿到地鐵卡，還是能透過支付寶掃碼搭地鐵的。 

 

五、 文化交流篇（請就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交流經驗

分享） 

來大陸避免不了的就是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敏感話題，在這裡我

聽過一場演講「從 2018 選舉看 2020 台灣總統大選」，完全衝擊我的認知，

引用的 228 事件資料完全偏頗，而來聽演講的本地生似乎也全盤接收，當

時有莫名的憤怒感，總覺得都讀到了大陸數一數二的好高校，怎麼還是台

上說甚麼就完全相信，而當時的主講人就是某節目主持人黃智賢。 

另外先前提到敏感日期會翻不了牆的問題，也讓我感到害怕，原來一個國

家要是瘋狂起來，連你的網路資源都能切斷。百度上有關台灣的新聞也是

只有這裡該有的角度出發來的報導，來這裡認識的本地生不少，但只有一

兩個能真正算是熟識，其實我們這代的學生算是能夠溝通的，至少他們能

夠理解我們不想被一國兩制的心情，能夠理解我們對於台灣人是中國人的

說法接受度很低。互相理解、互相認識，其實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我認為是

好的，不避刻意給對方個人有敵意的假設。 

六、 您對於社科院辦理與該締約學校之間的交換細節，如甄試、薦送、

聯繫等事宜，您有無任何建議？ 

社科院老師的效率很好，當初有問題寄信詢問，通常當天都能收到回信。 

七、 就政大的就讀經驗與締約學校的交換心得，您有無任何建議提供

給本院作為改善之處？ 

可以加深來政大交換的交換生和有意願來接待交換生的同學之間的關係，

像是南大學伴團辦的台港澳嘉年華和端午節包粽字活動…等等活動。 

八、 費用篇（請就參加交換計畫曾支付的費用、每月生活支出及獎學

金進行陳述） 

很可惜許多獎學金的大陸地區只含港澳地區，因此我並沒有申請到獎學

金。不算旅遊，我自己生活支出大約一個月 1500 人民幣差不多，宿費一學

期 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