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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高等教育我見我聞，值得參考！ 

文／連正世  

 

 

筆者現就讀上海財經大學，攻讀國際貿易學博士學位。20餘年前在台灣的政治大學取得碩士學位

後，即投入職場，多年來，經常往返海峽兩岸，對於企業經營與兩岸關係的進展皆有第一手的觀察與心

得。數年前，機緣巧合考進上海財經大學，有機會重拾課本學習，更感珍惜。 
在財大多年，與大陸學子互動頗多，感觸良多，茲舉個人心得3件事供參： 

兩岸開放學生交流與就學，是大勢所趨。但真正值得台灣學子努力以赴的目標，應該是大陸研

究所的深造機會。 
因為大學部學生（大陸稱為本科生）畢業的出路非常競爭，畢業即失業情形比台灣還嚴重，就算是

最頂尖的高校畢業都要使盡混身解數，台灣學子如果想在大陸讀個四年就想與當地畢業生搶飯碗，實在

是不易，而拿大陸學歷回台呢？結果不問可知。大陸頂尖大學的研究生都是全國各地高校畢業的頂尖優

秀者經過層層篩選出來的，在學校裡隨便一問，個個都是各省最好的學校畢業的本科生，無一例外。他

們不但先天聰明才智高，多年頂尖大學的磨練更是紮實，讓筆者與他們共同研習備感壓力，但能「與上

駟者共騁」才能激發出更多的潛力，獲得更好的好成績，未來在大陸各領域的人脈也才能更拓展得開，

希望台灣學子共勉。 
大陸學校的讀書風氣，值得台灣學習。 

筆者初入財大時，9月入學天氣尚熱，曾想躲到圖書館吹冷氣，開始注意到圖書館經常客滿，和台灣

一般以書本占位子卻大半天沒人影的情形大不相同，是真的座無虛席，而且每個人幾乎都拼到圖書館關

門才罷休。大陸的大學都在校區內提供足夠的宿舍，但是大部份是8人一間，想用功努力唸書的，幾乎都

必須從早到晚、一年四季都泡在圖書館，這種求學精神與風氣，值得台灣學界深思。 
學校提供良好的求學設備與基礎，學子安心就學。 

大陸的高校，除了校舍、圖書館等必要硬體外，對於能考上大學的學生，都視為國家未來的棟樑，

照顧不遺餘力。由於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宿舍是最基本的，一定足夠。另外，學校提供非常便宜的三

餐，食堂的自助餐只要人民幣不超過10元就可以吃的非常好，筆者常是3、4塊錢就吃飽，民以食為天，

學生的福利更是受到照顧，學校不是只知道把錢拿去蓋宏偉的建築物。 

 

 
 
 

 

 
 

大陸的歷練（求學）積聚了工作成長的力量 



                                
文／邱啟東 

如同台商紛紛到大陸做生意一樣，在兩岸交往日益頻繁的今天，到大陸就業及讀書已經形成一股潮

流，擋也擋不住，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於1995年被公司派駐到上海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擔任上海公

司的總經理，開始了我的求學以及工作生涯，從剛開始的新公司規劃投產到順利大量生產，前後經過3年

的辛苦努力，終於有所成就，並在吳江成立全球製造中心，而將上海規劃為大陸研發和行銷中心，發展

如預期的順暢，當然這期間也遇到了不少問題，都能在有經驗的大陸前輩指導下，以及當地政府的協助

下，得到圓滿的解決。在這多年裡我都會利用工作之餘，到大陸學校旁聽，學習到了很多在台灣無法接

觸到新鮮事物，同時對大陸社會的和諧、進步也深有體會。 
我一直秉持”活到老，學到老”之信念，大陸的多年經歷更堅定了我大陸求學信念，於是在2005年

我透過夏潮聯合會報名，參加了大陸對港澳臺招考博士生入學考試，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被錄取，2009
年底順利通過博士生預答辯、雙盲審、正式答辯的層層考驗，並取得蘇州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證書及學

位證書，論文題目是「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出口及經濟增長影響之實證研究」，這研究的題目是攸關在

大陸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能實際應用在日常工作快速且正確的決策上，多年的辛苦終於換來了回報，在

求學的4年半之間，我除了工作上班外，就是去學校上課聽講、研究報告、期刊投稿，也將所學到的心得

去幫助更多的台商以及需要幫助的人。在此感謝所有關心與支持我的朋友、家人，同時我也真誠的希望

我們台灣青年人能來大陸看看。 
 
 
 
 
 
 
 
 
 
 
 
 
 
 
 
 
 
 
 
 
 
 
 
 
 
 
 
 



藉大陸之力申辦亞運，可行 
文／林松青 

去年廣州亞運金牌榜排名前7位的國家中，只有哈薩克和台灣沒有舉辦過亞運，其他國家甚至兩度取

得舉辦權，所以台北市將爭取2019年亞運主辦權，對國人來說，將是振奮人心和值得期待的大事。 
但不可否認的，由於大陸在亞奧理事會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台北申辦亞運能否成功，除了台灣自身

的國際競爭力和整體競技運動實力的提升，大陸能否給予一臂之力，也是關鍵因素。 
回首台灣申辦亞運的過往，最憾然的就是1995年，時任高雄市長的吳敦義親率申亞代表團前往韓國

爭取2002年亞運主辦權，但最後卻在大陸不支持的情況下功敗垂成，可見得在兩岸關係緊繃的情勢下，

即使無關政治的體育賽事，兩岸也無法攜手合作。 
而今，兩岸關係正處在歷史的最佳時期，馬政府所提出的「活路外交」也獲得大陸的認同，此時台

灣若能在大陸支持下成功爭取到亞運主辦權，將為兩岸體育合作寫下最佳註腳。 
以台灣目前的政治生態，尤其2012年總統大選勢必會加劇的政治紛爭，如果今年台灣能順利取得亞

運主辦權，除可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凝聚國人對大陸鼎力相助的認同感與共識之外，更重要的是主

辦國的尊榮感，將可適度化解政治的對立，對因選舉而浮躁不安的台灣社會，產生極為正面的轉移和淨

化作用，這無疑是一種正向的影響力。 
身兼廣州亞運組委會副主席的廣州市長萬慶良曾在公開場合表示，廣州絕對支持台北申辦亞運，適

足以見證大陸在這一問題上所釋出的誠意和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