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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篇	
作为一个对没有安排妥当的重要事项有一百二十分焦虑的人，从知道分校之后的第四天起就开始搜集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帖，踏上了漫
漫租房路。在紧俏的学区房地区找到四个月的短租相当困难，再加上之前从来没有找房的经验，我在交流准备阶段的开头，就明白了为
什么出国被形容为“跳出舒适区”。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一段有趣的经历。我希望把我了解到的几种租房方式总结一下，可以对需
要的人有所帮助。	
1、	公寓网站。https://daviswiki.org/是戴维斯的网站，在上面搜索apartment可以查到大部分可供出租的公寓，打开公寓的网站可
以查看房型、价格等等信息。但是在我们四月收到通知的时候，大部分性价比高的公寓都已经全部租出去了，如果是将来到国外读研，
倒是可以考虑这一途径。即便是公寓网站上有房源，这也不是很好的选择。首先是因为租约都是一整年，其次是公寓的租金每年都会上
涨，但如果从上一任租客手中续租，租金就不会上涨特别多（在3中会详细介绍）。另外，其他同学的经验分享帖里经常提到
Craigslist网站，据说是58同城的原型，上面会发布很多租房信息。但我个人感觉上面的信息太杂，而且网站界面不太user
friendly，因此并没有用这个网站。	2、	中介网站。搜索一下可以找到很多中国的留学租房中介网站，但是就在前段时间，一个规模挺
大的中介网站wehousing因为中介跑路、吞掉学生的押金而被封掉了，所以让我对中介持谨慎态度。之后在异乡好居上面看到了一些
房源，也和客服沟通了，感觉它们还比较正规。但因为通过中介其实也是和公寓签合约，所以也要签约一整年，学期结束之后再把房子
转租给其他人，如果找不到续租的人就得自己承担损失。另外一个缺点是中介的价格比较贵，如果是带家具的房间，双人房里的一个床
位月租是700-800刀，单人间是1000刀+，而且转租的时候还要根据公寓的要求付100-200刀不等。	3、	CSSA。UCD的CSSA是一
个中国学生论坛，可以去上面看看新生手册里的租房攻略以及租房板块的帖子。很多UCD的学生会发布转租信息，比如他们的租约到
2019年8月结束，可以选择接下他们的租约和公寓续租，这样价格会有一些优势。也有找室友信息，比如有人搬走空出一个房间。但是
可以想象大部分人都希望找至少住一年的室友，即便是能够接下别人的租约，到了学期结束还是要找到接自己租约的人。那么最好的方
法是什么呢？如果你正好能找到一个秋季学期要到其他地方交流的UCD学生，租下他的房间，这就是完美的方案了！但可惜，CSSA上
的租房信息并不多，要等来一个合适的同学太难了。不过，你也可以发帖求租，说不定会有愿意短租的房东找到你呢。类似的方式还有
微信群，也可以找到中国学生的租房信息，至于怎么加入微信群，自然就是问同学、多搜索、各显神通了。	4、	Airbnb。之前有一些
暑期或秋季去交流的同学是在airbnb上订的短租，信息全面、有评价、有保障，是很好的短租选择。但是，我今年搜索UCD周边的民
宿，要么是太远，要么是太贵，要么是一个房间四张床的青旅模式，没有找到合意的，可能是最好的房子都用来长租了吧？不过听说有
同学和私人房主谈好后，通过airbnb签合约，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个选择。	5、	学校网站。在戴维斯的SISS网站上有专门的板块介
绍housing信息，上面提供了很多种选择：校内住宿（很难申请到）、host	family（可以尝试）、酒店（……）等等。我在焦头烂额
之际看到复旦同学的经验分享帖里提到了Uloop这个网站（在此九十度鞠躬感谢这位同学详细的分享帖！大家可以往前找那篇帖子，非
常棒），是专门供UCD学生发布信息的网站。虽然它上面的信息不多，更新也不频繁，但是非常幸运我找到了一间暑期和秋季学期出
租的房间！之后和这位美国同学邮件沟通，视频看房，确定了租约。	6、	Facebook。我一开始也没想到，FB上面UC	Davis	off-
campus	housing小组上的租房信息是最丰富的，每天都会有很多条更新，也可以加入小组之后发帖求租，真的会有人回复！我连着三
周每天刷小组里的信息，最开始还会尝试给找室友的人发消息，但是每次都被拒绝，因为他们都想找一整年的室友合租。后来我只寻找
出租秋季学期的，概率真的很小，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两条帖子，再加上别人给我的求租帖回复，前后和三位房主沟通了要求。一位是想
把自己家的一间房间短租出去的幼儿园老师，另外两位是要出去交流的学生。最后，经过沟通和比较，我还是选择了在Uloop上找到的
那个房间。	
虽然文字写起来平淡，但是处于被动一方的租房经历是非常坎坷的。记得在开始找房之前读到同学的分享帖里说“经历了许多次半夜到
三教楼下和房东通话沟通细节，最后还是被放了鸽子”，自己经历了一遍也懂得了这句话背后的崩溃。不过大家也不用紧张，总不至于
沦落到露宿街头的地步，不论通过什么途径，大家最终也都找到了住处。只不过如果你希望找到性价比高的房子，就必须得付出时间和
精力的代价，疯狂收集信息，耐心等待，细心比较，最终好运会找到你的！	
选课篇	
UC	Davis的选课的pass	1在5月底开始，学分限制是17	units。我在复旦的专业是金融，在UCD是经济学专业，所以能转换学分的专
业课并不多。我选了International	Microeconomics，Public	Finance和Linear	Algebra三门课，选课过程非常曲折坎坷。最开
始我想选国际贸易，但是并没有搜索到给本科生开的这门课，于是选了给研究生开的国际贸易。第一堂课教室里总共只有五个学生，教
授一开始就“复习”two-sector	model，我听得云里雾里。下课之后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翻看UCD经济学本科生的修读计划，想找找有
没有其他我能上的课，忽然发现了International	Microeconomics这门课。看名字我以为是微观经济学的高阶课程，但因为和
International相关，我就去听了一下，没想到这门课的内容就是International	Trade！后来又经历了一系列波折，终于在最后一天
选上了这门课。一点经验分享：选课之前要仔细研究一下交流对应专业的本科生修读计划，课程名字和内容可能会有偏差！	
幸运的是，这三门课的教授讲课都非常清楚明白，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也能给出清晰的解答。尤其是International	Microeconomics
和Public	Finance的两位教授，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结合时事，给了我很多启发，上他们的课是一种享受，课程助
教的水平也很高。	
生活篇	
几乎每一篇交流里都会提到Davis是自行车之城，的确是这样，而且当地居民非常以此为傲。学期刚开始我打算不买自行车，而是乘公
交车上下学。一方面是因为自行车太贵，一方面是因为被“这里的人骑自行车都非常疯狂，在开学第一周会有人在学校里的交通枢纽旁
边放一张躺椅，坐着数一天中会出多少场事故”的说法吓到了。但事实证明，见过复旦上下课高峰时段路口的盛况的人都不会觉得在戴
村骑车是件困难的事。开学三周后我和美国室友说，在学校骑车没有我想象的拥挤，她们非常惊讶地说“真的吗？”可能是因为我来自中
国吧。	
开学后我还是买了自行车，因为公交车的时间有些尴尬。如果坐早一点的车，到学校之后要等半小时才开始上课。如果坐晚一点的，又
会迟到几分钟。事实证明，买自行车非常值得，如果没有车，去商店买菜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而且在九月到十二月期间，因为下
雨而不能骑车上学的日子不超过十天，不用担心自行车利用率的问题。	
至于吃饭问题，我们有多种选择。如果你吃得惯快餐或西餐，并且预算充足，downtown有很多餐厅供你选择。如果只爱吃亚洲菜，并
且预算充足，也可以找到不错的中餐厅、日料、韩料等。如果你像我一样受预算约束，那么自己做菜就是最好的选择。我最推荐的超市
是Trader	Joe’s，从蔬果肉类到半成品、成品，品类齐全，只不过可挑选的种类并不算丰富，但是品质、性价比非常高。就算你在出发
前下厨经验几乎为零也不用担心，人的潜力是无限的，说不定你就会发现自己隐藏的厨神技能。	
在申请交流项目之前，我也纠结了很久，会不会落下太多课程？回复旦之后课程修得完吗？如果去的学校不是排名非常高的学校，值得
吗？并且申请成功之后还要经历很多麻烦的手续，面对难题时的焦虑和手足无措。但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以及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切都
非常值得，如果让我回到过去再选择一次，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申请。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做事追求稳妥，成长过程循规
蹈矩，平凡且安稳的人，那么在一生中可能很少有机会能去过一种和现状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在学校
时，心里会堆着很多事情：课业，社团，实习等等，一直会有外界的压力推着你向前跑，于是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感受是怎样的，想成
为什么样的人。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之后，你或许会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是这样的，我过去的生活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
人都是这样，但是对我来说，交流经历是对我的思想和心灵的解放。希望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这样一次经历，即使不是海外交流，也
可以带着这样的目标去寻找机会。另外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在交流期间写日记是很好的记录下感受的方式，我就有些后悔当时没有写日
记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