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德國漢堡大學 Universität Hamburg (UHH) 
期間：107（下） / 2019 春季 

撰寫：Spin Yuan（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碩一） 
 
漢堡大學介紹 
 
漢堡大學自 1919 年建校，提供逾 170 學位學程，是北德最大學術研究和教育中心。在百年校史中孕育
6 位諾貝爾獎(Nobel Prize)得主、6 位戈特弗裡德·萊布尼茨獎（Gottfried-Wilhelm-Leibniz-Preis）得主、
3 位藍馬克斯科學文化勳章獲獎者、普朗克獎章及沃爾夫數學獎各一名。 
 
依據 2019 年數據，漢堡大學於世界大學排名 135，更在藝術與人文、物理科學、法律三項專業擠進百
名榜。其中，漢堡大學之研究以氣候環境（Climate, Earth, Environment）、光子與奈米科學（Photon 
and Nanosciences ）、手稿（Manuscript Research）、神經科學（Neurosciences）、粒子天體與數
學物理（ Particle, Astro- and Mathematical Physics）、感染與結構生物（Infection Research and-, 
Structural Biology）及健康經濟學（Health Economics）見長。尤其物理系與科研單位德國電子加速器
裝置（DESY）密切合作，坐擁精密儀器如 DORIS、PETRA、HERA、FLASH、XFEL，在高能物理、
天文學、雷射、量子科學等領域享譽世界。 
 
漢堡大學亦在商管領域大放異彩，被稱為德國最著名五所商學院之一。有趣的是，儘管位處德國第二大
城暨歐洲第二大港，自古便是商業海運重鎮、對商業管理的剛性需求不言而喻，但漢堡大學過去皆以經
濟學為重點發展項目，商學院成立延至 2004 年。發展至今，以多元英文授課及雙軌制（部分學分以企
業實習代替）獲得 FIBAA（國際工商管理認證基金會）認證。碩士英文課程著重金融市場、保險經濟、
行為財務、顧客關係、資產管理，十分多元。 
 
學生福利方面，除了相對便宜且多元的學餐( € 5 以內，但相對東德價錢還是高了 80%)，德國大學多提
供學期交通票券（雖然沒有學分費，但需支付 Contribution Fee 以使用校內設施及交通票卷），範圍涵
蓋 ABCDE區，讓通勤成本只剩時間考量。此外，漢堡特有的植物園研究、DESY參訪、Bergedorf 天
文台講座更是不可錯過的行程。 
 
最後，若有機會參與該校就業博覽會，建議每天都去逛逛。為期三天的就業博覽會採流動攤位，亦即不
同產業、主題、公司多數只會出現一天。各種禮品、點心不說，結交人脈和認識產業就靠把握當下了！ 
 
生活及文化交流 
 
由於商管課程以教授講課為主，沒有分組報告很難有機會主動與當地學生交流；主要社交活動大多由漢
堡大學「學伴計畫（Buddy Program）」或「Eramus 學生聯盟」舉辦，參加者極高比例同是交換生；
更別提非德語人士亟需的的語言課。儘管週末派對也是結交朋友的方法之一，但由於個人毫不熱衷夜生
活，以下提供可行體驗文化的方式： 
 

1. 學校課外活動：社團（學術性、運動、活動性、投稿地方學生報紙）、學術訊息（天文、殖民
歷史、社會學、語言學講座）、校方活動（行動日、就業博覽會） 

2. 善用科技與人性：Meetup（外國版活動通）、寄宿家庭（搬進宿舍前的好選擇）、語言交換
（FB社團、學校申請）、沙發衝浪（異地流浪必備）  



3. 留意地方新聞或海報：港口節、音樂節、假日二手市集、呂納堡花季、聖誕市集，不少有趣的
當地活動都是偶然得知，無疑是非常難得的體驗。假日或特殊節日（復活節、Good Friday、聖
誕節）走進教堂直接感受宗教氣息也挺新鮮的。 

4. 寫信約見面：由於參訪大學及其學生餐廳是個人遊歷城市的附加興趣，後來我直接查好當地與
研究相關的學者，在到訪前寫信請益甚至見面討論，讓旅遊更有主題性。強烈推薦旅遊時挑一
個有興趣的主軸接洽，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像我一個瑞典朋友就會寫信給酒商，四處造
訪釀酒廠。 

5. 大方跟路人聊天吧！說來微妙，幾個保持聯繫的德國朋友都是路邊偶然聊來的。期初聯合派對
也認識不少人，但大部分都是交換生，在認識當地文化上比較可惜。 

 
在嘗試搭訕或社交行徑時，也建議大家具備以下基本技能： 
 

1. 臺灣背景知識：大部分歐洲人對臺灣認知十分模糊，從對臺灣、中國關係一知半解，到沒發現
隨處可見的科技巨頭 ASUS / Acer / TSMC / Giant來自臺灣，這時候如果進一步問臺灣傳統習
俗、流行音樂、山川美景、原住民文化就很傷感情了。不過，如果能流利介紹家鄉特色和必訪
理由（陽光和美食好球帶），外國人很樂意拋出更多想法互相討論。在討論時可以用他們熟悉
的例子，例如臺灣和中國就像目前的烏克蘭和俄羅斯（東西德已經統一，拜託別再用了），他
們會更有共鳴。 

2. 基本料理技能：如果能在聚會端出滷肉飯、珍珠奶茶、鹹酥雞肯定驚艷全場，但等級若比較一
般，家常菜如洋蔥炒蛋、蔥爆熱炒、蛋餅也是不錯選擇。由於德國環保意識高漲，出現不少
Vegan / Vegetarian，能準備幾道素食料理更加分。 

3. 灰色偏黑的幽默：德式笑話雖然沒有英式黑色幽默那麼深，但絕對是偏灰色！若能成功逗樂循
規蹈矩又硬派的德國人，大概是交換一大成就。其中，反諷邏輯很重要。 

 
交換注意事項 
 

1. 限制提領帳戶：德國簽證在 2018年後出現「限制提領帳戶」之新制，原先財力證明只需提交自
己或父母經銀行或郵局認證之戶頭餘額，但現在強制依據所待期間事先匯款至歐洲帳戶，以確
保留德期間生活無虞。舉例來說，德國每月建議生活費為 € 720，乘上交換一學期（五個月），
必須在限制提領帳戶至少存入 720 * 5 = € 3600。 

2. 保險：儘管在漢堡大學官方手冊提供公私保建議名單，但實際交換期間，校方僅認定 AOK 或
TK之公有保險(€ 93)。當初看在兩者費用相差 2 - 3倍、同為學校建議之列、有其他留德同學先
例、討厭看醫生等綜合因素投保私保，導致後來一連串混亂。 

3. 選課：漢堡大學春季學期是 4 - 9月，課表甚至三月底才釋出，完全搭不上政大規定之寒假選課
期間，但若沒有按時選課可能會面臨被強制休學的厄運。 

4. 手機網路卡：儘管德國以工業見長，但網路基礎建設遠不及亞洲國家，許多地方都收不到訊號。
不過，也有可能是我使用 Vodafone卡片的緣故，因為網路跑五趟門市後我再也不抱期待了。 

5. 獎學金：在申請交換期間就要邊注意獎學金訊息，除校內項目，也可多注意「臺灣獎助學金入
口網」，釋出校外、地方獎學金十分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