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央財經大學交換學生心得 
馮羿瑋 

一、 原因 

我想先從我為什麼想去中國交換學生說起。在近十年以來中國迅速崛起，從原本

的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十四億的龐大人口有無限的市場。撇開一切台灣與

中國的政治紛擾，若單純以一個潛力無限的市場來探討，論及往後十多年的發

展，我想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超越中國，這是我們必須認識中國的原因之一 

，再加上台灣對中國溝通上沒有語言障礙，這是身為台灣人的一大優勢，我想若

能夠及早接觸中國人、了解中國式思維，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尤其到了大學四

年級，如果系上要求的學分數已經足夠，四年級有充裕的時間，交換學生是一項

很好的拓展視野的選項，不論是到哪一個國家交換，能在不同的國家長期生活、

學習，都對自己往後的職場生涯有很大的幫助。由於我的家人長時間在中國經

商，使我更有機會接觸到中國人，我了解有許多中國人都是在刻苦的環境中學習

成長，比起我們，中國人更能忍受逆境，而台灣人多數在豐衣足食的家庭中長大，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體會那樣的生活，如果我們完全沒有走出台灣看其他地方，我

想我們不過是井底之蛙。 
很多年輕人在近幾年對中國的反感嚴重加劇，極力排斥政府與中國的任何接觸，

我實在不明白，台灣人口僅僅兩千多萬，完全沒有市場可言，賺的是晶圓代工那

微薄的毛利，還堅持要採取不和中國來往的態度，台灣的經濟發展已經到達頂

端，接下來幾年想要有高經濟成長的機會是微乎其微，我們唯一的機會是搭上中

國的崛起。台灣與中國接受的是相同的孔孟教育文化，但我們有比中國更開放的

思想，並且有更多的經濟發展經驗，共通語言、思想、教育文化是台灣的優勢，

全世界現在無一國家不想與中國親近，都想乘著中國的成長從中分一杯羹，我們

台灣到底有什麼資格談封殺中國。雖然我贊成台灣與中國在經濟發展上有更多連

結，但並不代表我認為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從小

就知道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並非中國的一部分，我在中國期間，從來就堅持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不能改變的事實。很多人因為擔心開放台灣與中國

的經濟連結後，台灣人會沒有生存機會，這是台灣人已經習慣生長在安逸的環境

導致，人本來就是要有競爭才會有更大的發展，一直想要處在零競爭的環境，這

樣的生活能維持多久，如此下去台灣遲早會被世界淘汰。 
再談到薪資問題，台灣人對大學畢業的新鮮人起薪 22K 很反感，所有人怪罪政

府無能、怪罪公司壓榨員工，我覺得很可笑，薪水是依據能力所付，你的能力就

只值 22K，還想要公司付給你更多，根本是無稽之談，要搞清楚，公司登記的是

營利事業不是慈善事業。所以短視近利是多數台灣人的通病，只看見為什麼人家

只願意付給你 22K，沒有想到真正的問題是出在自己身上，很是可悲。還有，很

多大學畢業生想到澳洲、紐西蘭等國家打工，薪水雖然比起在台灣工作高出很

多，但做的多是體力勞動，農場擠牛奶、果園摘果、屠宰場、林園伐木等等，我



想請問，這些工作真正能學到並且應用在往後職場生涯有多少，薪水雖然高，但

回國以後呢，打工幾年下來沒有真正充實自己的實力，沒有實力你依舊不值錢。

也許有人會說可以趁著打工學習英文，但現在具備英文能力已經不是優勢，是基

本的能力，出國打工真正學到的，我想是有限。 

 

二、 學校概況 

我是申請交換至北京的中央財經大學，我在選擇學校時，以北京及上海兩個大城

市為首要選擇，這兩個城市是中國發展經濟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基礎建設、交通

網路也較為發達，並且也都相當國際化，能夠接觸到與世界各國接軌的資訊，我

想更適合拓展視野。初到北京時，是在九月初，天氣已由炎熱逐漸轉為涼爽，還

算與台灣氣溫接近所以相當適應。 
但當我到學校報到後發現生活條件並沒有想像中舒適，住的是三十多年的老舊宿

舍，熱水器、洗衣機、書桌床位等等都已年久失修，時常需要通知校方維修，而

校方的維修效率又相當低落，所以常常自己當起工人修繕，讓機器維持在勉強可

以運作的狀態。又因為正逢各個宿舍的裝修期間，環境較為髒亂，並且是輪流裝

修，所以學生幾個星期就必須搬遷一次宿舍樓，相當麻煩，這樣的條件實在是台

灣學生無法想像。 
以下是我的宿舍:左圖是廁所，蓮蓬頭水流小，管線也都失修漏水嚴重，廁所裡

也沒有洗手檯，只有靠近地上的水龍頭一支，並且空間相當狹小，洗澡稍為困難；

右圖則是房間，在清掃過後還勘住，另外房間的電氣設備如:冷氣、電視、網路

器都已損壞，只有天花板一盞微微亮的燈泡 

 



另外，中央財經大學分成兩個校區，本部和分部，距離相當遠，而我的宿舍和我

上課教室在不同的校區，所以我必須走路 50 分鐘再搭地鐵 50 分鐘才能到達另一

校區上課，每天動輒是將近兩個小時的通勤時間，來回總共四個小時，通勤時間

有時候甚至比我當天的上課時間還長。我想若是有意願到國外交換學生的同學，

可以盡量選擇住宿及上課都集中在同一個地方的學校，若是像我每日必須花四個

小時通勤，恐怕將浪費許多時間精力，相比之下若在同一校區上課可以節省下的

時間及交通費將很可觀。 
 

三、 旅行 

中國有許多自然的景點值得一看，很多人會利用在中國交換學生的這段期間，走

遍中國的每一個省份，來趟大陸尋奇。而我除了北京之外，只去了少數幾個景點，

長白山、成都、九寨溝、上海。 
(1) 長白山位於中國東北方，橫跨中國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的東部及北韓兩

江道交界處，是松花江、圖們江和鴨綠江三江的發源地。其中，長白山主峰火山

口內的天池水，經豁口的「乘搓河」下泄為「長白瀑布」。長白山的主要景點是

著名的天池以及周圍的朝鮮族延邊自治州。天池是一個火山口，位處高海拔，終

年雲霧繚繞、水氣重，所以天氣變化無常，若是濕氣稍重，雲霧就會將整座火山

口覆蓋，即無法看見天池，那天我們運氣好，晴空萬里，天池美景盡收眼底，但

站在山崖邊上的風沙實在很大，若不慎被強風吹襲恐怕會掉落數十米高的山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5%AE%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9%BE%99%E6%B1%9F%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9%E6%B1%9F%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9%E6%B1%9F%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E%E8%8A%B1%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E%E4%BB%AC%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8%AD%E7%BB%BF%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7%99%BD%E5%B1%B1%E5%A4%A9%E6%B1%A0


晴空萬里的天池 

 
天池的另一邊是無際的大地 

 



長白瀑布 
另外，在朝鮮族自治州有許多寫著斗大招牌賣狗肉的店家，狗肉雖然算是當地特

色料理，但還是令我看得不習慣，也沒有嚐試。 

 
 
(2) 成都作為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古被譽為「天府之國」，是中國開發

最早、持續繁榮時間最長的城市，有詳細史料可考的成都建城時間是公元前

316 年，距今已有 2300 年的歷史。成都位在中國西南方的四川省，由於四川

地勢為盆地地形，氣候潮濕悶熱，我在一月初時到成都旅行，氣溫仍在十度

上下，比起北京的零下十多度，實屬溫暖避寒的地方。另外，成都亦是三國

時蜀國的首都，五代十國時為前蜀、後蜀都城，文化遺存豐富，所以有許多

寺廟、古蹟專門祭拜三國諸葛亮等等名將。成都也是道教的發源地，東漢順

帝年間，張道陵在成都鶴鳴山創建五斗米道，知名的道教場所有道教名山鶴

鳴山、青城山和青羊宮等。整體而言，成都的文化氣息是大於商業氣息。 
而四川人是出了名的喜歡吃辣，我到成都當然要品嚐一下當地出名的麻辣火

鍋。下圖是麻辣鴛鴦鍋，因為我的朋友怕我無法接受那樣的辣度，所以另外

要求不辣的部分，而漂浮在辣鍋中的是滿滿的花椒，用來提升麻度及香氣。

沾醬部分則是台灣常見的麻油、蔥、蒜。成都還有另一項有名的小吃:滷兔頭。

台灣人不食用兔子，當寵物飼養居多，在成都的街頭，到處都看得到兔肉攤

販，一隻隻的滷兔子掛在攤位，看來還真有點嚇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BA%9C%E4%B9%8B%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C%80%E6%B1%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4%BB%A3%E5%8D%8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8D%E8%9C%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E%E8%9C%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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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B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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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A4%E9%B8%A3%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6%96%97%E7%B1%B3%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A4%E9%B8%A3%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A4%E9%B8%A3%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5%9F%8E%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7%BE%8A%E5%AE%AB


 
成都麻辣火鍋 



 
兔肉攤 
 
(3) 九寨溝位於四川省西北部，阿壩藏族自治區內，是世界著名的景點，山水景

色宛如人間仙境，因溝中有九個藏族村寨而得名，於 1992 年被列為世界自然

遺產；2000 年評為中國首批 AAAA 級景區。由於九寨溝位處海拔二千到三

千米，有些遊客會有高原反應，頭痛、嘔吐等症狀，行前會有銷售人員至車

上兜售紅景天、氧氣水等等，售價都相當昂貴，一瓶 500 毫升無色無味和一

般礦泉水沒有兩樣的氧氣水，售價一百元人民幣，但我想這些東西的效果恐

怕是有限的，我自己完全沒有服用任何藥物或氧氣水，也沒有產生高原反應。

九寨溝的美景主要是山與海子的結合，清澈的海子倒映著連綿的山，好像虛

擬般不真實。而九寨溝最適合的旅遊季節是十月份，天氣涼爽且海子尚未結

冰。我是在一月初到九寨溝旅行，位在較高海拔的海子有部分已結冰，也有

稍微降雪，冬天的雪景呈現和夏天完全不同的景色。另外從成都市區搭車前

往九寨溝約需要 6 至 8 個小時，所以建議若不想長時間乘坐遊覽車，可以選

擇搭飛機從成都雙流機場飛至九寨黃龍機場，約只需要五十分鐘。但機票在

淡旺季的價差很大，可以先上網查詢價格，找最適合自己的旅行方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8%87%AA%E7%84%B6%E9%81%97%E4%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8%87%AA%E7%84%B6%E9%81%97%E4%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9B%BD%E5%AE%B64A%E7%BA%A7%E6%97%85%E6%B8%B8%E6%99%AF%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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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日朗瀑布 



 
五彩池 

 
火花海 
 
這次的九寨溝之行，我參加的是從成都出發，搭乘遊覽車至九寨溝的五天四夜旅

行團，其中真正待在九寨溝的時間只有兩天，因為冬天的九寨溝在海拔較高的原

始森林及幾個海子皆已結冰，所以沒有開放遊客前往，但兩天的時間其實也是充



足的。而離開九寨溝後也遊歷了九寨溝週邊的幾個村寨，多是藏族村寨，但參加

這種旅行團的缺點就是都免不了有購物行程，有些導遊甚至會強迫團員購買一定

金額，否則就無法離開。 
 

四、 學生差異 

中國學生及台灣學生的差異，最明顯表現在學習態度及國際觀。關於中國學

生的學習態度，由於中國人口相當龐大，基礎教育尚無法落實於每個人，而

能到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東等沿海一線城市接受大學教育更是只有少數

人，加上中國政府實施一胎化政策，一個小孩託付了全家人的希望，所有資

源都投注在一人身上，因此學生必須全心投入學習，透過取得高學歷畢業後

爭取好工作，幫助自己及家人有向上晉升的機會，每個人都想在這十多億人

口中脫穎而出，這是中國學生特有的狼性。在我交換的學校，最明顯的例證，

莫過於早晨六點的圖書館外，已經站了一整排的學生，排隊準備進入八點才

開門的圖書館，搶個好位子一直讀到晚上十點圖書館關門為止。這是我親眼

所見，並且不論天氣冷熱或颳風下雨，只要圖書館不休館，門外每天都是如

此盛況，甚至在中國的十一長假放假七天，很多學生也選擇不回家，為的就

是要利用這段時間加緊讀書，深怕稍微放鬆就會被競爭者迎頭趕上。反觀台

灣，除非是到了期中考或期末考期間，圖書館才會偶爾滿座，但仍然不若中

國學生在圖書館開館前兩小時就開始排隊的情況，這是台灣安逸的生活習慣

養成台灣學生如此的沒有競爭力。 
最後談到兩國學生國際觀的差異，因為中國政府對網路使用及媒體言論的控

制，一般民眾不容易接受到真正來自第一手的消息，真正在媒體播送的新

聞，多半是已政府過濾。而中國政府之所以如此，除了事要控制龐大人口的

思想穩定外，另一原因是為了扶持自己國內的產業，如微博代替了臉書、微

信代替 what’s app。中國政府要管理十四億的人口已經相當不易，還要確保

國民生活水平每年都能穩定成長，我想若非透過這種強力控制人民的手段，

是很難達成目標的，而中國人的民族意識較重，我想政府政策也有很大的影

響，但缺點是沒有辦法接觸到外界真正的資訊，這是造成要培養國際觀較不

易的原因。台灣人從小接受自由的言論資訊，有足夠的能力去判斷外來的事

物，雖然如此，台灣近幾年有逐漸走向鎖國的趨勢，尤其是針對對中國的開

放更是反感。我認為我們應該利用我們的優勢—語言無障礙、開放的思想，

去思考如何能夠幫助中國更快速穩定發展，這其中的利益是無限大。遙望整

個亞洲甚至全世界，未來數十年能夠有最大發展空間的，我想是只有中國能

達到，台灣不待此時更待何時，未來的一切成長機會，都需要仰賴中國的崛

起，再繼續採取鎖國策略，徒留遺憾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