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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及課程介紹 

鹿特丹管理學院 (Rotterdam School of Management, RSM)最初成立於西

元 1913 年，時稱荷蘭商學院，幾經變革發展後於西元 1973 年和鹿特丹醫

學院合併為荷蘭伊拉斯莫斯大學(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屬於其七大

學院之一，長期以來皆位列歐洲頂尖商學院，也是歐洲前三大管理研究機

構。 

在課程方面，鹿特丹管理學院以其在商管領域的前瞻性著稱，專業課程

包括金融、經濟、行銷、會計、財務等面向，旨在訓練在未來社會中具備創

新性思考的商業人才。另外，為培養學生國際競爭力以迎合全球化競爭，鹿

特丹管理學院對待來訪交換的國際學生與本地學生並無二致，將交換生視為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BA Program)的一員，意即在享受當地

學生福利的同時，交換生也需符合嚴格的課業水平要求。 

針對上學期(Trimester1)的交換生，鹿特丹管理學院要求每位國際交換生

必需選擇一門 15 ECTS 的 Minor，以及數門 2~5 ECTS 不等的選修課程)。其

中，相對於自由具彈性的選修課，能一次取得 15 ECTS 的 Minor 課程自然

是嚴格且繁重，課程主題包括行為財務學、創新管理、大數據行銷等，學生

要在課前大量閱讀相關文獻資料及個案，在課堂中與教授及同學討論該議

題，課後還需要與來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同學合作完成專題報告和個人

作業，如此訓練務求讓學生能在短短一個學期之內對於課程主題有清晰的認

知和深入研究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與我們熟悉的四年制大學課程不同，RSM 為三年制，

雖然少了一年，但據我個人觀察，RSM 學生所需要修習的課程卻一點也沒

少，也因此學生需要在較短時間內累積實力以應付畢業後升學或求職所需，

課程相對密集且沉重，時常可見本地學生在自修大樓內熬夜苦讀趕報告的身

影。而前段所提之 Minor 作為 RSM 三年級在校學生的唯一必修科目，重要

性自然不容小覷。另，2~5 ECTS 的選修課程即一年級或二年級學生的必修

科目，相較 Minor 容易，惟仍需投入心力準備。 

 

我在交換期間分別修了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以及

Quantitative Decision Making (QDM)，以下分段介紹： 

M&A 作為 Minor，為期約 10 周，每周上兩次三小時的課，六份小組報

告共佔 50%，期末考 50%為課程及講座內容。 

課程主要以跨國企業角度出發，探討併購（兼併、收購、重組、裁撤）

等公司組織議題，研究其背後動機及原因，分析財務比例、評價收購綜效用



以擬出公司併購策略，藉由實務個案了解在大型併購案中可能產生的影響及

阻礙。除了傳統的財務角度外，也以心理層面討論現今的併購浪潮是否有可

能是公司管理者在非理性思考下的產物、另也帶到在法規遵循領域中須注意

的架構及概念。課程的最後以 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為鑑，反思全球化的

跨國併購案可能帶來的風險及威脅。 

對我個人而言，這堂課讓我收穫良多，雖然在授課過程裡較為枯燥乏

味，課堂中與老師的互動並不太多，但在課後的討論及撰寫報告的過程裡，

我們必須大量閱讀相關的文獻題材，學習如何與不同成長背景的組員們協調

合作，著實讓我深刻體會各國學生的特色、作為台灣學生所具備的長處以及

需要補足的缺點。 

另外，我還選了 QDM，6 ECTS，為期約 13 周，每周上兩次兩小時的

課，期中考和期末考為兩個分別的主題，各佔 50%。 

量化方法決策，乍聽之下很厲害，好像跟統計或資訊系統有關，結果完

全不是。其實它應該算是一堂數學課，期中考前的內容主要為透過馬可夫矩

陣，排隊模型等數學方法，去計算商場中可能遇到的小問題，諸如，顧客到

訪次數、回訪率、與總顧客人數之間的關係，或者是到店率、作業時間、店

內空間會如何影響顧客排隊時間等問題，基本上還算是有趣。期中考後的內

容則關於線性規劃，沒錯，就是那個高中時大家都學過的線性規劃。可能是

因為期中考前的進度較有挑戰性，期中考後的內容顯得特別容易，也因此偷

偷推薦給在期中考後想要出遠門旅遊的各位。 

 

 生活及文化交流 

回想起在荷蘭的生活，實在是非常的讚，甚至超乎我在申請交換填志願

時的想像。 

首先是語言，當初因自己不諳第二外語只會講英文，又聽 Buddy 說荷蘭

人普遍英文都不錯，因此主要選擇荷蘭的學校。結果到了這裡之後才發現，

荷蘭人講起英語不僅是不錯而已，根本就是好棒棒。小至小小孩，老至市集

裡賣菜的歐巴桑，講起英文的流利程度都讓人以為荷蘭人的母語是英語了。 

 還記得萬聖節時和西班牙室友出門蹓達，遇到一群小小孩穿著各樣戲服

向我們吵著要糖，我倆因為聽不懂荷蘭文，只好對著他們說英語，沒想到這

群小朋友居然就用童言童語說著，Trick or treat, give me candy or I’ll kill you! 

當然，去英語較不普及的國家交換也會從中發掘不同的樂趣，一切就看你的

選擇囉! 

 荷蘭還有個很讚的特色就是他們的電子支付系統規畫得十分完善，可以

說是一卡在手，萬事通。不論是市集買肉買菜、朋友間轉錢、上餐廳吃飯或

是交通購票等，所有願望都能一次滿足。尤其在荷蘭生活了一段時間後，去

其他以現金支付為主的國家旅遊時，更能深刻體會到電子支付的美好。 



 來到荷蘭，一定會聯想到腳踏車。尤其是在溫暖的季節裡，騎著腳踏車

悠閒的享受陽光吹著風到處晃晃是最具荷蘭風味的生活方式，從街上放眼望

去總能見到單車的身影。 

過去幾十年中，荷蘭政府藉由一連串的交通改革，政府鋪設了大量的人

行道和自行車道，又因為地勢低平、氣候乾爽，漸漸地，腳踏車便普及了起

來。 

在荷蘭，腳踏車不僅是交通工具，更成為了一種生活的態度。常常可以

見到爸爸媽媽帶著小孩一同騎車，有時遇到大風或上坡，便會輕推著小孩的

背一起往前。除了溫馨的畫面，當然也有瘋狂的場景，騎車滑手機，騎車吃

三明治，騎車拖行李箱等不勝枚舉，尤其到了冬天，總有些瀟灑倜儻的高手

會將雙手插進口袋，騎車不忘取暖，還能在彎道口來個帥氣的轉彎。總之，

在這裡誠摯地邀請你，如果有機會到荷蘭交換或者是旅行，買或租輛腳踏車

體驗看看吧！ 

 關於日常生活，誠如過去交換的學長姊所說，一起做菜、分享料理是交

朋友最快的方式。如果可以的話，在出國前先學兩、三道拿手菜吧，相信一

定會很有幫助的！如果你真的對料理一竅不通也不必太擔心，畢竟交換前只

會煎荷包蛋的我還是活下來了。人是個堅強的動物，會自己找到出路的，不

知不覺中，你會發現自己竟然開始會記得菜價、挑剔肉品新鮮度，體驗這段

成長的過程也是交換的樂趣之一。 

 

 交換須注意的事項 

我誠摯的建議將來要交換的每一位同學，盡可能在交換前清楚確認在交

換過程中希望達成的目標及方向，無論你的理由是想趁著學期間的空檔旅遊

各處、或與來自各國的朋友一同享受生活、抑或是將自己浸入當地文化。在

交換的過程中，相較於在台灣忙碌的生活，你會多出許多空閒的時間，能夠

讓你好好地往當初設定的方向前進，漸漸地你會發現，所訂立的的目標越明

確，交換生活的每個日子就會顯得更充實、更有意義。 

對於多數人而言，在國外交換通常是第一次如此遠離家鄉，在全然陌生

的環境下生活。因此，交換生活的學習不僅侷限於課堂之內，更是在生活

大、小事上的摸索與成長，小從買菜、修車，到房屋租約、簽證事宜等，得

開始學會一個人打理生活。尤其在交換的過程總是鳥事一籮筐，永遠能超乎

你的想像，被關在無人的車站、當街被搶、發生車禍、AirBnB 房東放鳥、

錯過火車回不了家、班機延誤一整天之類的衰事，就是會莫名其妙地降臨，

享受每個意外的插曲吧！別擔心，勇敢地面對問題，人只要還活著，事情總

是能解決的，將來，這些種種都會成為將來回味再三的有趣故事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