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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大交換心得 
  申請出國交換一直是我上大學的一個目標之一，雖然地點是文化及地區都接近

台灣的廈門，卻一點也不會減損我對於交換的熱情。我從未踏上中國的土地，但

即使沒去過，新聞媒體、大學課程裡的常常提到中國市場，身為企管系，不能不

對以往的兵工廠，現今的大經濟體做研究，姑且透過二、三手資料，還不如直接

前往市場深入探查，得到屬於我的第一手資料。 

  第一天抵達廈門大學情緒除了激昂外，還參雜著一些不安。準備離家四個多月，

讓自己離開舒適圈自己生活。另外，生活習慣以及文化的不同，讓身為政治敏感

的台灣身分的我們特別小心翼翼。雖然不知道其他交換生第一天的情況怎麼樣，

第一天到達的我們對於廈大的行政流程實在不敢恭維。註冊地點以及住宿流程是

兩個不同的地方，也沒有人領導我們如何做，一群人頂著大太陽站在路旁不知所

措，詢問企管系我的住處還說我們沒地方住，要自己找。從這幾點可以知道，他

們內部資訊不對稱，讓我們虛驚一場。還好跟著別人到了校外住宿處一問才知道

我們的宿舍在哪。 

  身為交流生，我們的選課權限非常大，可以任選所有我們想要上的課程，如果

人數已滿，還可以請老師同意加選。因此，我選了很多非我自己專業的課程，例

如:國際關係學院的談判、新聞傳播學院的品牌學、財務管理學院的併購學以及

企管系的廣告學。還旁聽了許多有趣的課，有些課程是相當特別且台灣少見的。

廈門大學著名的體育課為爬樹課，前往學校餐廳吃飯的路上，時常可以看到許多

學生吊在樹上攀樹，這種場景想必是在台灣無法見到的。上了很多課下來發現，

很多老師的課程是注重在學生的思想上，課程內容其實不太重要。學生跟老師之

間的互動頻繁，一來一往的刺激彼此的思考。勇於發言是台灣學生比較難做到的

舉動，古人韓愈所言「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如果學生沒有發問，

老師又如何解決我們的疑惑呢? 

  除了上課外，學校本身也有很多社團活動，廈門大學會在的第二周的假日舉辦

社團嘉年華，所有的社團都會出現在大操場上擺攤，有興趣的人可以前往詢問。

加入的方式也不同台灣社團般，想要隨時加入就可以。似乎只能在那一周申請加

入並繳納社費才能夠加入社團。其中有很多有趣的社團，而帆船社是我在東吳大

學社團中無法看到的。廈門島本身就被海所包圍著，許多從大陸四面八方來到廈

門大學念書的同學嫌少能見到海，加上低緯度的廈門天氣非常穩定。帆船社時常

在假日出海，廈大擁有自己的帆船，聽說還準備開帆船課程的體育課。如此多元

的學生校外活動，是位於市中心的東吳大學學生比較難體會到的。 

  想要出國交流的交換生，應該都會想利用空閒時間遊覽當地的古蹟名勝。而交

換期間剛好遇到大陸的國慶十一連假，因此幾個台生就結伴趁機遊覽中國。我們

走遍了南京、蘇州、上海以及杭州，讓歷史課本上的故事重現在我們眼前。在大

陸旅遊跟在台灣非常不同。大陸很多旅遊勝地都是索票的，且價位不便宜。除了

交通住宿外，非常多費用是花在票價上的，但其實是有心如此設計的，由於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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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太多，如果是免費入場，並不是所有人都會有心對待，設了票價提升門檻又

確保品質的作用。另外，本來以為在大陸的飲食費用可以不用太操心，但卻事與

願違，很多一般的食物價位其實跟台灣相差不遠了。這一點讓我們開始擔心，可

能再過幾年，大陸的一般物價就會比台灣還要高了。雖然很多地方風景優美，但

人口眾多的大陸加上剛好是旅遊周，很多地方都相當壅擠，天天在上演跨年當天

的台北信義區，尤其是上海外灘上更是如此。此外，可能是歷史較悠久的關係，

據我們觀察，大陸本身似乎並不太在乎歷史古蹟，售票處附近會有人賣黃牛票，

出口一整排的士搶客，種種的行為都會減損對歷史悠久的人文地貌的尊敬感。非

常同意許多人的說法，大陸現在的二、三級城市比較像二、三十年前的台灣。 

 

  在大陸生活了一段時間發現，似乎很多東西加上「台灣」兩個字，價格就可以

多加個幾塊人民幣。台灣以小吃聞名，很多小吃攤都會主打台灣味兒，但其實有

些食物，身為台灣人的我們都沒看過了。另外，大陸的化妝品類非常昂貴，台灣

四處可見的屈臣氏內賣的平價保養品類，是在大陸可以兩、三倍的賣，因此會發

現很多人會另外從台灣批發到大陸販售，賺取利差。聽本地人說，似乎是大陸政

府在這方面客的稅收較多，成本因此就反映在價格上讓消費者承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