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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學弟學妹大家好: 

 

我是東海大學企管系 2010 年畢業的學長，即將進入政治大學科技管理所就讀，

很榮幸受張道釗老師的邀請，有機會在這邊與各位學弟妹分享這一年多來準備研

究所的心得與方法，希望對於學弟妹將來準備研究所能夠有所幫助。 

 

進入正文之前，我想先請各位學弟妹簡單花幾分鐘，甚至是幾秒鐘思考一下，為

甚麼要考研究所?因為大家都考，所以自己不考好像很落伍?還是父母親希望你考

研究所，你便硬著頭皮就報名了?抑或是為了逃避工作、兵役? 

 

我認為準備研究所，最重要的是心態的調整。準備研究所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一

路上你可能要犧牲許多事情-包含沒有時間玩樂、沒有時間過節日、沒有時間陪

男/女朋友、沒有時間打工等等。因此有明確的目標，了解你是為了甚麼而讀、

為了甚麼而奮鬥，有助於在未來的日子裡，提供你源源不絕走下去的力量。 

 

以下我將分享我個人這一年多來的準備方法與心得，但希望學弟妹切記，別人的

模式不一定適用在你身上，我也不希望我的方法或建議，限縮了學弟妹的想法或

決策。沒有人可以為你做主，找到最適合你的方法才是成功的關鍵。 

 

 

 

 

 

 

 



 

※在校成績 

先談談在校成績的部分好了。我在校成績其實滿差的，大學四年被當過六個科目

(甚至有兩科是 0 分!)，班級排名大概都在 50%上下徘徊，因此我打從一開始便

放棄透過推甄申請研究所的想法，專心準備研究所入學考試。 

 

先提在校成績的部分，主要是希望鼓勵在校成績不好的學弟妹，即便在校成績不

好，仍然可以有追求一流研究所的夢想，重要的是你願意付出多少努力、做多少

改變。仍有大學被 21、被退學的同學，最後考上台大的例子。重要的是讓教授

看到你的轉變! 

 

再來針對在校成績優異的同學，也希望你們可以繼續保持，一來你們可以選擇推

甄進入理想的研究所；二來現今企研所的趨勢都需要面試，而面試時一定會需要

大學四年的成績單，因此大學四年成績頂尖肯定是有加分作用的。況且參加入學

考試的同學，其在校成績多半都只是普通、或是相當的差，因此優異的在校成績

除了給老師良好的第一印象，也可避免被追問大學成績為何如此之爛等等的尖銳

問題。 

 

另外補充為何學校教授在意同學大學四年成績，以下為教授原文回答: 

 

大學成績最能反映出同學的穩定性，我們希望同學大學四年的成績能夠平平穩

穩，保持優異；或者倒吃甘蔗，漸入佳境。若同學大學成績起伏不定、時好時壞，

我們會覺得你能考上我們學校是否是因為運氣好?又如何確定你進入研究所之後

成績不會像大學一樣? 

 

 



 

※專業科目準備 

一般而言，國內企研所的考試科目不外乎經濟學、統計學、管理學的組合，值得

一提的是大部分的學校會額外加考英文，英文可能列入成績計算，也可能當做門

檻標準，請學弟妹務必特別注意。 

 

專業科目的準備上，學弟妹不外乎想問「是否需要補習?」。我個人是有補習，我

也建議學弟妹補習，原因很簡單，透過補習班，你能在短時間內獲得充分的資訊，

以及補習班老師給予你專業科目上完整的邏輯架構，避免想自學，卻又不知從何

開始的窘境。且我認為進了補習班，上過經濟學、管理學以後，才發現大學課程

教的內容，對於應付研究所考試，是相對不夠的。並不是學校老師不夠認真，而

是學校老師在有限的課程時間裡面，為了掌握課程進度，可能無法把每個地方都

解釋得很詳細，而這些地方，往往卻是研究所的出題重點。 

 

但誠如我前文所言，我並不希望我自身的建議變成好像要求學弟妹一定得補習，

仍有許多靠自學就考上一流研究所的例子，因此是否補習，可以聽聽各方意見，

在做決定。 

 

另外，由於我今年報考的學校，考科組合皆為經濟學+管理學，以及英文，因此

統計學的準備方法便不贅述。 

 

 

 

 



 

◎經濟學 

相較於經濟所、財金所，企研所考的經濟相對簡單，沒有繁複的計算，主要集中

在觀念的釐清上。 

個經與總經的配分相當平均，大約都是一半一半，因此學弟妹千萬不要顧此失

彼，認為自己個經很強，可以補足總經不足的分數。且企研所經濟其實有熱門出

題章節，包含產業分析、古典成長理論、國際金融等部分。 

另由於每個系所重點不同，因此考古題一定要做，且至少做三年的考古題，五年

為佳。透過考古題，可以清楚了解各系所主要命題章節，對於熟悉考型，以及最

後的衝刺都很有幫助。且有些系所出考古題的機率相當的大，或是從考古題中修

改數字，這些都是相當基本且必須拿分的，千萬不可有所閃失。 

答題方面，分數較重的計算題或者是解釋名詞等等，請勿只寫出答案，務必盡可

能的描寫你的推理過程，把步驟一步一步的寫清楚。遇到毫無頭緒的題目，也請

勿空白，試著用最簡單的經濟理論，描述你的答案。因為很多題目其實並沒有標

準解答，只要你引用的理論正確、邏輯正確，即使與教授心目中答案不同，仍有

可能部分給分。 

最後推薦大家幾本被譽為經濟學的聖經，補習班老師也滿推薦，許多考上台、政

的同學也認為可從這兩本書中補充到非常多東西。 

 

楊雲明-個體經濟學 

賴景昌-總體經濟學 

 

 

 



 

◎管理學 

管理學的準備，請學弟妹務必養成閱讀經濟日報以及雜誌的習慣。因為研究所的

管理學並非只是純粹理論，而是理論與實務結合才有辦法獲得高分。至於實務的

案例，則需要透過大量的報章雜誌閱讀，長久累積下來的。 

雜誌的部分包含天下、遠見、商周、經理人、數位時代、今周刊等等都相當不錯，

學弟妹可以去學校的圖書館，或者是書店借閱。長久下來無形中便會增加對於管

理學的敏感度，學弟妹也可準備一兩間感興趣的公司，往後考試中舉例時可以相

當熟悉、不假思索的套用。 

答題方面，請維持解題的邏輯完整性，不要跳來跳去，並且一定要實務與理論結

合，理論的東西無論你把定義背的多熟，能拿的分數一樣有限，務必一定要搭配

實務案例來輔佐! 

另外盡可能的不要寫作文，運用圖表、構面等等，有助於教授了解你的解題架構，

有利於得分。要特別叮嚀的是，管理學如果全部都是問答題，可能會發生時間不

足的情況，請學弟妹務必把握一個原則:先把每題大略的解題架構完成，預留空

白，等到全部大致寫完尚有時間，再做更詳細的補充。嚴禁有任何一題是空白或

沒寫到的，只要有這種情況，通常就與考取無緣了。所以千萬不要抱持著「我把

這一題寫得很完美，拿來補下一題沒寫到的分數。」 

由於管理學不像數學有標準答案，因此遇到難題，可先從題目中出現的管理名詞

下手，盡可能的將複雜的題目，用簡單的理論詮釋。每個人解題的角度不同，因

此管理學沒有標準答案，只要你的邏輯完整、正確，教授也會給你高分。若時間

有限，則請扼要的回答問題的核心，避免長篇大論不知所云，更不可空白，切記

空白就是零分。 

 



 

◎英文 

由於英文不是每間研究所皆會列入考科的科目，因此許多人往往會忽略其影響

性。一流研究所，包含台大、政大、成大等，皆有加考英文，依所別不同，有些

是採門檻制，有些則是計入成績計算。 

 

每年都有不少專業科目通過，但是由於英文成績未達門檻而無緣錄取的例子。 

 

準備方法的部分，我個人本身多益分數 660 分，對於今年研究所各校的英文門檻

皆能輕鬆通過，因此對自己英文能力有自信，或多益分數與我相差不遠、甚至高

出許多的學弟妹，可以放心準備專業科目，不必浪費時間準備研究所英文。 

 

至於對於英文程度稍微不好的學弟妹，我建議先找某年研究所的英文試卷，測試

一遍自己的得分，與該年的門檻標準差距為何。由於研究所英文，答題最困難的

部分往往在第一大題的單字選填，包含許多少見的艱澀詞彙，這是短時間之內難

以準備的，建議學弟妹把握其後的文法選擇，以及閱讀測驗，這些都是相當好拿

分的地方。切勿在艱澀難懂的單字上浪費太多時間! 

 

增強閱讀測驗及文法選擇的方法建議學弟妹有空的時候閱讀英語雜誌，一個禮拜

閱讀一兩篇文章即可。難度方面由於與高中指考相仿，選擇中級或中高級即可。

或者是透過考古題的練習，每周固定練習一篇閱讀測驗，長久下來便能增加閱讀

速度與答題敏銳性，對於研究所英文常見的單字也能有所記憶。 

 

 

 

 



 

※面試 

 

在通過第一階段的筆試之後，緊接而來的就是各校緊鑼密鼓的面試。研究所面試

所需準備的備審資料相較於大學面試，可算是相當簡單。台、政、成的商管類所

幾乎都只需要 1~2 張 A4的個人簡歷，即便要求自傳與讀書計畫等，大部分也要

求在 5頁以內完成。備審資料的撰寫由於每個人經歷不同，因此撰寫方法便不贅

述，重點在於，盡可能明確的表達你的個人特質，讓教授覺得你很特別。各種才

藝、證照、檢定、競賽表現都有助於加分，盡可能使教授對你留下印象。 

 

衣著部分強力建議男生著正式西裝、女生著套裝，不建議其他穿著，由於面試算

相當正式的場合，參加面試的同學也都會著正式服裝，若打扮過於輕鬆，反而會

顯得格格不入。 

 

面試的部分，台、政都有全程用英文面試的關卡，因此有機會通過台政筆試的學

弟妹可能要特別留心。即便英文能力不好，也務必一定要說話，千萬不要愣在那

裡，用你所知道的單字、文法盡量回答教授的問題，教授只要看到你盡全力想回

答，而非不知所措的苦笑，即便扣分也不會太多。 

 

至於面試的準備，由於面試時間多半為 6~10 分鐘，因此教授主要的問題來源不

外乎:備審資料、在校成績、時事等部分。舉例來說，如果你備審資料中提及你

曾參與某某競賽，教授會問你從中得到的經驗與啟示為何。時事部分則為你對

ECFA的看法如何等等。更大一部分的問題來源則是，教授從你的回答當中，在

更進一步追問下一個問題，因此臨場反應相當重要。 

 

心態方面記得保持輕鬆，面帶微笑。面試官有可能有白臉或黑臉，同學在家應模



擬如果遇到一個臉很臭，講話很尖銳的教授問問題，該如何應對。即便是黑臉教

授，也只是裝出來的，主要在測試同學的抗壓能力，因此保持平常心，微笑回答

教授問題即可。 

 

以下提供一些企管系學生參加面試常被詢問的問題給學弟妹做參考: 

1. 你已經讀了四年企管系，為何還要在考企研所?為什麼不直接去工作? 

2. 你認為企管系的背景，轉考我們科系，能有甚麼幫助或優勢? 

3. 你有甚麼特質是我們非錄取你不可的理由? 

4. 請給我一個一定要錄取你的理由? 

5. 今年好像還有另一個東海企管的同學也進入口試，如果我們兩個人只能錄取

一個的話要錄取誰?為什麼? 

6. 談談未來的規劃? 

7. 最近看的一本書/一部電影?從中得到的啟示? 

8. 父親經商?對你的影響?對大陸缺工的看法? 

 

其他時事題則需要學弟妹平時閱讀報章雜誌，做更深入的了解。 

 

 

 

 

 

 

 

 

 

 

 

 

 

 



 

※結語 

 

最後分享我 99年研究所的成績 

 

      報考學校               筆試          口試        錄取與否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所      經濟 68 管理 47   未達口試標準     落榜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所      經濟 43.6 管理 79     91           正取 

成功大學企業研究所      經濟 40 管理 77       78           備取 

中山大學企業研究所      經濟 72 管理 71    未參加口試    不予錄取 

中央大學企業研究所      經濟 51 管理 49       無           落榜 

中興大學行銷所          經濟 56 管理 84       無           榜首 

 

由於中山大學面試前政大與成大已經放榜，且我已確定選擇政大就讀，故未參加

中山大學面試。 

 

另外請學弟妹無論如何不要鬆懈，不要因為筆試成績很高就疏於準備口試；也不

要因為筆試成績勉強擠進口試門檻，就覺得很難靠口試成績逆轉。堅持到放榜的

那一刻，才不會對不起自己。 

 

準備研究所是ㄧ條漫長且辛苦的路程，希望各位學弟妹莫忘初衷，過程越辛苦，

放榜的那一刻，喜悅才會越甜美。 

 

 

 

 

 

                                                      王志桓 

                                                     2010/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