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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大學新生入學時,須填志願,選擇想要就讀的系。 很多學生的困擾是, 不知如何選擇。

事實上, 其他國家有不同的制度。 以美國為例, 大部分的美國大學新生入學時不選系。 大學

的前兩年修通識課程, 第三年開始再選一主修 (major)。 我認為美國的制度比台灣好, 理由

如下。

上大學或讀研究所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未來就業作準備。 圖1 (頁2) 畫出求學, 工作,與退

休的人生三個階段。 一般人大約在26歲前後開始工作,若60歲退休, 則工作約34或35年。

因此,選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的確是重要的。 你在大學所讀的系所與將來所找的工作有一

點關係。 因此, 「選系問題」與 「選擇職業」 有關。 換言之, 「那一系比較好?」答案與 「那一種

工作比較好?」關係密切。

1 興趣 — 興趣?

那麼, 什麼工作最好? 有工作就有所得, 有些工作所得較高, 有些工作所得較低。 因此, 薪水

高的工作是好工作。 不過,職業的選擇還有第2個面向: 你是否喜歡你的工作?電影 「料理鼠

王」 中的主角小米, 天生熱愛料理。 一旦進入廚房, 整個人 (整隻鼠)都活了過來。 對這種人

來說, 即使廚師的薪水不高, 但廚師工作毫無疑問是其首選。

把薪資高低與興趣兩個因素放在一起, 如何選系的答案呼之欲出。 那些系的畢業生薪

水較高? 答案很簡單。 一般而言, 所謂的 「熱門系所」,通常就是未來薪資較高者。 因此, 如

果你對任何職業或學科都無偏好, 或者熱愛程度相同,那麼依熱門系系排行榜填志願, 其實

是一個不錯的作法。

不過, 每個人天生不同,興趣與偏好也不同。 小米喜歡料理, Jay 喜歡唱歌 (與拍電影),史

密斯太太與先生喜歡幹職業殺手。那麼,

你喜歡什麼工作? 或者, 你的興趣是什麼?

不幸的是, 這個問題不易回答。 我在台大經濟教書超過 20年。 常有機會問大三大四同學,

「對經濟學有興趣嗎?」 絕大部分同學都答不上來。 甚至有不少研究所畢業生, 也講不出來

到底自己對經濟學是否有興趣。

∗台大經濟系教授。 2007年 11月 16日, 我有機會在台北松山高中與一些高三學生聊聊選系問題,這是談話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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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學與未來就業

有些學生說他對某學科有興趣, 但這可能只是用功, 因此成績好, 不見得是偏好學科的

本質。 因此,一個高中生說他不曉得興趣在那裡, 我認為非常合理。

這可以反証,美國大學在大一大二不分系, 是一個貼切事實的制度。 如果你同意我以上

的說法,進到大學之後,看到有人在賣 「生涯規劃」 的膏藥,除非他有神奇的能力幫你找出你

的興趣, 否則毫無意義。

2 但是, 非選不可 . . .

不幸的是, 在台灣目前的制度下,進大學時,非選系不可。 怎麼辦? 因為人天生不同,因此, 沒

有人能告訴你答案。 不過, 以下是可以參考的因素。

• 如果你認為興趣不重要 (或薪資高低高於一切), 不妨按熱門系所排名填志願。

• 如果你覺得興趣還是重要的, 但目前不曉得興趣何在, 可優先考慮容易轉出去的系。

那些系容易轉出去? 一般而言, 系的課程內容越是硬碰硬 (有較多的推理分析), 表示

訓練越紮實,這是其他系所較喜歡的學生。 以二三類組 (或自然組) 為例, 如果你大一

是理工系的學生 (如物理, 機械, 數學等), 你在大二或大三要轉到別的系, 或將來申請

出國就讀其他領域的研究所, 機會會比較大。

若是第一類組的社會科學領域 (如經濟系, 社會系,與政治系),一般認為經濟系的訓

練較接近自然科學。 因此,經濟系應該是不錯的選擇。1

• 進大學之後, 嘗試從選修的課程中了解自己的興趣。

• 現實的問題是, 也許你在學測或指考時, 成績不佳, 沒有機會進較理想的系。 那麼, 大

一大二必須用功一點, 爭取轉系或轉校的機會。 萬一轉系或轉校不成, 大學四年多選

一些訓練較紮實的課。

• 以上已間接回答 「選系或選校」 的問題。 系所排名是按系,而不是按學校。 不過, 在院

系較多的學校 (如台大), 你有較多的機會選修各種領域的課程。

• 最後, 這一點無關興趣, 如果你家在台北, 也許可考慮到台北以外的地方讀大學。 上

了大學,離開溫暖的家, 獨力生活,這是成長過程中重要的一步。

1不過, 我是經濟系的教授, 因此, 以上的說法可能是我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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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問題

• 經濟系與管理學院的差別

請進台大經濟系網頁,點選右欄的大學入學。

• 面試相關問題

面試的目的是要了解你的個人特質,興趣,與臨場反應等。 老師如果問一個你沒有能

力回答的問題, 目的應該是要了解你面對問題的態度。 因此, 如果不曉得答案, 最好

是回答 「抱歉, 我不曉得答案」, 不要強不知以為知。

• 如何準備甄試/申請的書面資料

許多人的書面資料會從幼稚園開始談起; 也有些人喜歡說, 「我出身在一個小康家庭,

父母都很慈愛 . . .」。 你在幼稚園的表現如何與大學入學無關;系上的教授也沒有興趣

了解你的父母是慈愛或嚴厲。 書面申請資料的目的是讓系方了解 (1) 你的能力是否

優異? (2) 你為何對該系有興趣。 如上所述,第 (2)點很難回答 (因為你還不曉得自己

的興趣)。 第 (1)點通常就是提供成績單或相關的能力証明。

4 考試能力不是一切

最後, 我認為是最重要的,學測或指考沒有考好,不是世界末日, 也不表示你的一生完了。 考

試能力只是人能力的一部分。 你的個性, 與人相處的態度, 持續吸收知識, 生活智慧, 健康,

敬業精神, 家庭生活等, 我認為這些的重要性都不在考試能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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