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報告 

一、學術資訊 

    Grenoble 位於法國南部大城 Lyon 的東南方 100 公里處，火車和巴士的通勤

時間都為 1 個多小時。Grenoble 意外地和台灣有某種程度的相似，城市裡面有相

當高比例的人從事 IT 產業，也稱為法國的矽谷。 Grenoble Ecole de 

Management(GEM)是一間管理學院，有很多不同的學程體系，除了交換生所屬的

BIB(Bachelo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之外，甚至還有三語言並行的學程等。學校

和台灣的概念有點不一樣，就是一大棟位於市中心火車站附近的建築物，不像台

灣一樣有廣大的校園。2013 Spring 的交換生共有 60 多人，國家來自世界各國：

台、韓、中、星、德、芬蘭、墨、加、美、哥倫比亞、秘魯、智利、巴西、奧地

利等。其中有很大部分是講西班牙文的人口。交換生會和學校的學位生一起上

課。 

    這邊的選課方式是選擇學程，學程下面的課程必須全部上完且通過才可以。

若是原來政大的商管相關學分不到 30 學分的話，只能選擇 BIB 二年級的課程(可

參考第一位去 GEM 的蔡昀臻同學的生活報告和電子報)；若是原來商管學分有達

60 學分以上，就可以從 BIB 三年級的 4 個學程當中選一個：金融與會計(Finance 

and Accounting)、全球管理(Global Management)、行銷與廣告(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時尚與設計(Fashion and Design)。其中第四個是 2013 春季新開的學

程。第一個我個人沒興趣，第二個和我原本國貿系學過的東西重疊很多；所以最

後我是在後兩者之間選擇。考量到行銷的知識台灣也學得到，而且開的課程我沒

有很喜歡；另一方面，第一次開的時尚與設計學程讓我更有興趣，況且這也是法

國的強項，就選了這個。時尚與設計學程並不是教你如何做個時尚設計師，而是

教你如何管理，畢竟這是管理學院。下面的課程包含：時尚管理、設計管理、品

牌管理、零售管理、時尚設計產業的法律議題、時尚設計產業的永續發展；除了

這六堂課之外，所有BIB 3rd year的學生還有共同的Capstone個案研討和法文課。

每個課程不是 15 小時就是 30 小時，換算成台灣的學分大概是 1~2 學分；不過要

在四月底以前上完，所以連假沒有想像中那麼多。課程不是像台灣那樣每周同一

個時段上什麼課，而是會變來變去的；有可能某堂課一周要上 18 小時也不一定， 

GEM 會有線上課表提供學生查詢。 

 

    課程心得部分：時尚管理的老師是個口音很重的義大利人，自己的感覺是上

得不太好，除了英文有時候會講錯以外，最大的問題是課程不太有趣，很像是把

各種原本就學過的商學知識套用在時尚產業上面而已。設計管理的老師是學校員

工，但也曾在飛利浦擔任過設計師！課程理論實務並進，除了探討各時代的設計

風格以外，還有從其中就開始進行的小組設計競賽，要設計一個容器的外觀(內

容物必須為液體，例如說香水、清潔劑或蜂蜜等)，還要加入人性化的設計。期



中先針對設計概念上台簡報，收集老師同學的意見後修改，期末把做好的模型成

品再呈現一次，最後還會有排名，這堂課很有趣。品牌管理的老師是個英國人，

上得滿不錯的，也很喜歡和學生互動，常常丟問題給我們思考。期末是要針對個

案用課堂知識進行分析，老師還滿嚴格的，做報告都做到凌晨但結束後很有成就

感。零售管理的老師之前是某家 Burberry 的店長，相關領域的知識非常豐富。課

程只有 15 小時但很充實，前四堂針對零售管理的四大主題做介紹，最後一堂課

自己找個 case 用這四個面向來分析。前四堂課的進行方式也很有趣，前半段為

老師授課，中間馬上開始練習，而最後隨機抽人上台簡報，隨學隨用。時尚設計

產業的法律議題的老師也很厲害，是曾經在法國和美國執業過的律師。課程針對

商標、版權、著作權等法律概念一一介紹還有如何應用在不同國家的時尚產業，

但用英文上課還滿辛苦的。時尚設計產業的永續發展大概就那個樣子，很多都是

我們已經知道的環保知識，倒是針對自己選的衣料所做的永續利用分析還滿有趣

的。Capstone Case Study 把所有 BIB 三年級的學生分成三班，我分到的班老師滿

爛的，講話沒有重點、也沒有說明 Capstone 是什麼、期中和期末報告的規定也

不清楚。這堂課是 GEM 第一年開，問題還滿多的。法文課就照程度分，會先進

行筆試和口試，但全法文上課讓我有點不習慣，從頭到尾一直都跟不太上，法文

程度並沒有顯著的進步。 

 

二、生活資訊 

    以下就針對各項生活瑣事做說明。 

    首先是前往 Grenoble 的交通方式。台灣目前只有長榮的班機直飛巴黎，從

巴黎市中心搭乘法國高速鐵路(TGV)有三小時的直達車。若從戴高樂機場的話就

要先坐到市中心再轉車。由於新生訓練是 1/5，我就選擇先前往巴黎跨年，所以

我是從市中心做的。巴黎有很多車站，往法國南部的車站叫做 Gare de Lyon(里昂

車站)，很多人會和南法的里昂搞混，Gare de Lyon 其實在巴黎。車票最早三個月

前就可以線上訂，如果確定了機票時間早買優惠很多、可以到 5 折甚至更低；時

段不同票價也不同。像我當初看到 8 :00, 9 :00, 10 :00 多各有一班，但票價分別是

80,47,80，很莫名但我當然就選中間那班。Grenoble 有個中央車站和城市南方的

車站叫 Grenoble University，記得選目的地的時候選 Grenoble 就好。GEM 在車站

的北邊，要從大廳走地下道穿越，不要像我剛到的時候一樣，拖著 2、30 公斤的

行李沿著鐵軌走找地方穿越......。之後記得去車站買一張青年卡(Carte Jeune)，只

要拿著護照去，證明 25 歲以下就可以用 50 歐買到。乍看之下很貴，但接下來的

一年內，每次買火車票都有折扣！以去里昂的火車為例，成人價是 20 歐，但用

青年卡幾乎都是 10 歐；巴黎和 Grenoble 來回的車票更可以省 20~30 歐，買卡的

50 歐很快就回來了。我在四月底課程結束後開始旅行，也因為有青年卡的關係

在南法到處跑都很便宜。至於其他旅遊的細節會放到電子報裡。 

    住宿方面，法國租屋是需要法國人當保證人的，雖然透過 buddy program 有



認識法國人，但也不能無故就叫人家當我保證人，於是法國公家的宿舍 CROUS

不需要保證人就是還不錯的選擇。Grenoble 的 CROUS 有四間，其中一間很偏遠、

另外一間是女宿，所以我就在 Home Des Etudiants 和 Maison Des Etudiants 之間選

擇。其實兩間宿舍就在對面啦，我是被分配到前者但我覺得後者還是比較好。一

方面後者比較新一點，而且住宿費是水電都包的、房間看起來也比前者好一些。

而且我住的前者沒有床組就算了(本來就有先告知)，但沒有網路是真的很誇張。

我剛到還要跑去外面找網路線再一個月花 7 歐付網路費，明明一開始就說宿舍是

有網路的，有點傻眼。前者的租金是一個月 383 歐，剛到的時候要先付至少 4

個月(沒有保證人怕你賴帳)，電費另外付，最後算下來一個月電費大概 17 歐，

因為我暖氣不常開。GEM 時間差不多的時候會來信告知申請的方式，就照著做

就行，還需要先匯360歐元到法國。缺點大概就是離學校遠和沒有洗衣服的地方，

外面有自助洗衣但很貴，洗衣就要 3.4 歐，烘衣服 10 分鐘 1 歐，很誇張，所以

可以選擇在宿舍的浴缸洗。還有一個就是距離學校有點遠，走路的話大概要 30

分鐘左右看你腳程。出太陽就算了，但下大雪就很麻煩，記得去買輕軌電車

(Tramway)的月票，月票的學生價是 26.5 歐，第一次買空卡多 5 歐，拿護照去車

站附近的 Tramway 服務站就可以了。 

     

三、注意事項 

  簽證辦理的時間要小心，法國在台協會一個星期只開一三五的早上9~12點，

去諮詢、去面試、去領件大概要跑個三、四趟，收到錄取通知之後就趕快辦。一

些讀書計畫、自傳還有財力證明的東西也要盡早準備。另外，由於法國都是一月

初開學，政大這邊的選課就要小心，一定要記得一開學(我自己是一階選課之前

就在問)去跟教授說明自己的情況。大部分的商學院老師事會通融的，有的甚至

專門安排比較早的期末考給交換生，但還是要看老師；通識的老師有些也不太願

意，如果有期末團體報告的課也要先和組員溝通，不要期末就自己去法國逍遙，

政大的東西就都不顧了。信箱也要常常收信，Cherry 一收到 GEM 的信或是文件

就會馬上通知，也要記得即時處理免得錯過一些期限。另外住宿的部分，除了

CROUS之外還是有別的選擇(GEM 官網上面提供給交換生的 Guide book一定要盡

早印下來好好研讀)，有私人的學生宿舍，離學校很近但比 CROUS 貴了至少 100

歐，或是 GEM 的 FB 社團會有人徵要一起合宿，也是不錯的經驗，但變數就比較

大，端看個人的選擇。CROUS 一開始會要求你填寫離開宿舍的日期，但之後還是

可以修改的，只要去 Masion Des Etudiants 的櫃台告訴他就可以了，繳房租也是

在那裏。如果要提早或延後離開宿舍，要記得寫一張 Preavis 給宿舍櫃檯，其實

就是一張紙告訴他們你要更改合約內容的意思。離開宿舍前會要你清理還有看東

西有沒有少，但其實檢查得很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