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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按照馬大和政大的信件步驟，就沒有問題了，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要記得預留

緩衝時間，像我自己本身就是遇到聖誕節假期，荷蘭辦事處放了三個星期的假，如

果可以最好收到信就開始動手處理。 

 

 機票： 

辦國際學生證可以買學生機票，價格方案較優惠；大部分的人買華航學生機

票直飛阿姆斯特丹，可以半年內彈性改機票，行李限重印象中是 30 公斤；

少部分的人買阿聯酋可以體驗杜拜轉機的感覺，行李限重印象中是 40 公

斤；我自己是買荷蘭航空，託運限重 23 公斤+手提 7 公斤，很晚買大概

27000 左右，比上述兩家都便宜一些，建議可以多多比較，確定宿舍入住

退宿日期後，及早出手。 

 

 電信： 

我是沒有仔細研究各家方案費用，比較各家電信的網路訊號強弱等，直接用

一進宿舍就送的 Lebara Sim 卡，用儲值的方式購買每個月的用量，有心的

話可以自己再比較，聽香港人說有些在過去荷蘭前先買好會比較便宜。 

 

 銀行金融卡： 

我也是選擇最方便、宿舍旁邊 5 分鐘就有的 ING Bank，雖然網站都是荷蘭

文介面，但行員英文完全沒問題，只要開戶成功，成功下載 APP 後，就可

以使用英文介面的 APP，從此過著逍遙的日子。開戶關戶前記得先預約，

或是銀行一開門就去，不然可能輪不到你。 

 

 物品清單： 

我自己沒有所謂的物品清單，但我建議可以先拿學長姐舊的清單來改，然後

提早開始想，一想到可以或需要帶去荷蘭的就加入這個清單中，越早開始清



單就完整。不建議帶電器，因為有些電器即使有變壓器，仍然無法使用，或

使用後直接損壞，像我的吹風機就曾經冒火花讓我害怕爆炸不敢使用，而且

還佔空間。(轉接頭僅僅只是轉接而已，並沒有改變電壓，手機和電腦是在

一定範圍內內建變壓功能，千萬不要以為接了轉接頭就已經變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