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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莫在三月中的時候收到 Aalto寄來的信，然後就開始一步步準備前往芬蘭交換所需的一

切事務。其實也不用太擔心會漏東漏西，基本上在芬蘭生活所需的行政相關方面，芬蘭助教都

會在信中提醒，只要照著Mail裡的注意事項完成就可以了。 

機票 

在收到第一封信確定 Orientation大概的時間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訂機票。在經濟考量下選

擇土耳其航空，每個聽到的人都先是嚇一跳，但其實它是歐洲最愛的航空之一，除了只要轉機

一次，還有三十公斤托運行李的額度，再加上價格只要三萬出頭，CP值很高。 

保險 

 為了申請芬蘭的居留證，除了要先跑銀行拿存款證明之外，還要申請芬蘭的保險。保險方

面我是選擇跟 Aalto合作的保險公司（錄取通知上面的 to-do-list會有附，照上面推薦的公司申

請就可以了），很特別的是它是以天計算的，只要輸入你的身分跟要在芬蘭待多久，就會直接

出現一個金額，非常方便。 

居留證 

 交換最擔心的事情就是居留證（很怕被驅逐出境 XD），歸功於台灣的九十天免簽，所以可

以選擇先在台灣備好文件、再到芬蘭警察局申請居留證（因為申請居留證要壓指紋，可是台灣

沒有合作，最近的地方要飛到香港）。在這邊有一些事情要注意，除了要先照 to-do-list的居留

證規定準備文件之外，最好在台灣的時候就先去芬蘭警察局的網頁預約申請居留證，早點申請

早點拿到比較不用擔心。還有在過海關的時候不用太緊張，只要記得備好入學通知、宿舍租約

跟回程機票資訊在隨身行李裡，海關也不會太刁難，還會很親切地提醒記得要申請居留證。 

宿舍 

 芬蘭跟政大不同的地方是沒有學校宿舍，但有些 Apartment有跟 Aalto學生會簽約，所以

只要上他們的 Domo 系統填寫自己想要的宿舍志願序（寄來的信中會有提），就會進入到「排

隊」的階段，最好的情況是在開學前就可以排到，運氣比較不好的話也有可能會要先自己找其

他地方住。因此建議大家在一收到填宿舍的信以後，越快登記完越好（順序會比較前面）。 

 這次選的是之前學長姐們推薦的 Ida，是全部裡面最便宜的一種。雖然租金比較低，但有

自己的房間也有共用的廚房跟衛浴，還有免費的洗衣、烘衣設備，生活機能也蠻方便的。只是

到學校或市中心需要搭 20分鐘的公車，但總體而言是 CP值很高的一個選擇。 

銀行帳戶／信用卡 

 出國前還有另個煩惱很久的東西，就是到底要不要在芬蘭開戶。首先，因為想控制自己的

預算，所以覺得就算刷卡應該跟跨國匯款的手續費不會差多少；其次，近年來芬蘭銀行對交換

生開戶要求變的比較嚴格，很有可能要開戶結果被拒絕；在猶豫了很久、參考很多資訊以後，

決定不在芬蘭開戶，只使用台灣的簽帳金融卡（可以刷卡也可以提款）。 



 只是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出國前一定要先去發卡銀行確認有開通跨國提款、線上刷卡，還

有最好提高卡片的提款跟刷卡額度，最重要的是，記得去問卡片的 PIN 碼（四個數字），因為

有時刷卡會需要輸入 PIN碼，還有提款的時候也一定需要輸入，所以這個碼很重要。然後最好

準備兩到三張卡片，以防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