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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課程簡介： 

馬斯垂克大學是荷蘭的一所國立研究型大學，成立於 1976年。雖然是相

對年輕的學校，在大學的各項評比中已經有相當亮眼的表現，於英國泰晤士

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HE）位於世界前一百內，歐洲前五十內，且排行還

在不斷上升中。商學院的交換對象經濟學院（SBE）是歐洲最好的學院之一，

取得了 EQUIS、AACSB、AMBA三項世界頂級認證，是世界上極少數同時擁有

這三項皇冠認證的大學之一（政大商學院擁有 EQUIS、AACSB雙認證）。同

時，馬斯垂克大學也是歐洲採用問題導向教學 PBL的先驅者。 

馬斯垂克大學也是一所相當國際化的大學，根據維基百科，國際學生占

的比例達到 40%以上，外籍教師也達到 30%。以我交換期間修兩門課的經

驗，遇到的三位 Tutor有兩位荷蘭人、一位保加利亞人；學生則是來自五大

洲，其中德國人占最大多數，反而沒幾位荷蘭人。交換生能選的課都是英文

授課，老師和大多數同學的英文程度也非常好，是很能應用 ETP所學的環

境。除了這些學術條件之外還有一些值得一提：馬斯垂克大學還曾被票選為

歐洲最美的大學第 21名，所在的馬斯垂克是林堡省的首府，擁有完善的城市

機能，她同時還是荷蘭最古老的城市，擁有和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等

大部分大城截然不同的市容，且離德國、比利時都只有一步之遙。 

簡而言之，排名高，國際化，風景美，文化深，國際旅遊方便！ 

 

在馬斯垂克大學修課有另一項好處：你選的課一定會開，沒有選不上的

問題。每個 Period大約都有三十門課可以選，從基礎到進階，大一到大四的

課程都有。我選的兩門課分別是公司治理和經濟思想史，敘述如下： 

公司治理：由於我是企管系大四下去交換，這門課上所會援引到的各種

觀念或工具我大概都具備，雖然課前閱讀的份量很重，稍稍旅遊一下就會看

不完，但是只要肯花時間不會讀不懂。這門課沒有回家作業，上課形式大部

分是兩小時中有兩組同學上台報告所分配到的課本章節以及課外閱讀（需發

揮創意設計互動活動，跟 ETP如出一轍。），偶爾是助教和大家坐成一圈帶討

論課，丟問題出來給大家回答，沒讀書就會沒料講。另外有兩次的 lecture，

也就是到大講堂聽演講。分數由課堂表現、報告、期末考組成，5.5分以上及

格，但每個分項個別評分不能低於 5，否則一樣算當掉。 

經濟思想史：這門課其實是經濟系的課，我雖然對經濟學有興趣，還是

要加倍努力去熟悉人名和他們的理論，比較吃力。課前閱讀一樣很多，一樣

沒有回家作業，不過這門課有兩個助教，分別負責前六次和後六次的課程，

前半就都是同學上台報告，後半都是討論課，兩個助教風格很不一樣，但討



論課真的能學得比較紮實，比較不敢打混。這門課有一次 lecture，評分方式

也和公司治理一樣。 

我缺席的次數都控制在安全範圍，也有替自己設定讀書進度，期末考前

一周做完課本內容摘要。最後我兩門課都拿到 7分，算是中規中矩的分數，

安全下莊！ 

 

文化交流： 

 交換期間很容易觀察到一個現象：亞洲人喜歡和亞洲人在一起。可能是

因為語言或文化比較接近的緣故，我觀察到台、港、中國學生常一大群一起

行動，新加坡人則是自成一群。但我覺得這樣有點可惜，尤其朋友圈一旦形

成，之後就不容易再打進新的圈子了，所以我主要是和M building同層的樓

友，以及 predrink時認識的一群國際學生一起。平常沒事的時候會揪一起喝

酒喝咖啡，出去玩的時候他們也是很好的旅伴。 

 和國際學生相處的時候，我來自台灣的身分常常是第一個話題，因為對

方常常會說一些他對中國的理解，這時候我就會表明自己的認同，往往能激

盪出一些有趣的對話。除此之外，食物也是交朋友的好方法，我曾送給阿根

廷人一罐肉鬆，他一直不太清楚這東西要怎麼吃，直到我想出肉鬆的功能其

實和火腿差不多他才理解；一些簡單的亞洲料理也能擄獲國際學生的心，因

為許多人都只會煮義大利麵，配沙拉和烤薯條。想要煮飯的話，帶個電鍋是

很方便的。 

 一些我們早就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對國際學生可能十分新奇，譬如十

個荷蘭人有九個都不知道荷蘭和台灣其實蠻有淵源，我們所使用的注音符號

更是僅此一家別無分號，和中國、香港所使用的系統都不同。玩牌的時候我

教朋友們玩大老二和九九，結果他們愛死了這些遊戲，到處教別人，幾乎成

為主流文化。同樣的，我也受他們的薰陶，開始嘗試去酒吧和 pub玩，學著

分辨各種啤酒牌子，和一群朋友坐一圈玩喝酒遊戲。這也是他們普通的日常

娛樂，但對我而言都是全新的體驗。 

 文化交流對我而言同時也是除魅的過程。在來之前可能覺得自己的英文

怎麼練都不夠，到了這邊之後發現非英語系國家的同學雖然英文的確講得頗

流利，但同樣僅限於日常用語，字彙量一樣頗為有限，而且有的時候口音還

蠻重的。只要有自信地把自己的意思表達出來，不用特別去糾正文法或時態

的小錯，其實國際學生也都會當沒聽到有錯一樣，還是能聊得有來有往。我

也覺得自己本來帶有很多刻板印象不太好，有一次喝酒遊戲時有一個俄羅斯

女生面前是一杯水，我問她說那是伏特加嗎，結果被她說是刻板印象，我還

很不好意思。過沒兩分鐘，另一個土耳其人就問了和我一模一樣的問題。原

來刻板印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重點在不需要一概而論，只要能夠很快調整

過來，其實也沒甚麼大不了的。 

 在國外的交流也有助於我回頭看看自己和自己生長的地方。在國外的時



間越久，我越覺得台灣是個很棒的地方，台北是個很優秀的城市。我們的治

安很好，走在街上不需要注意被偷拐搶騙；人們樂於助人，不會特別擺什麼

臉色；物價平易近人，滿地都是美食；捷運明亮乾淨，街道即使不是完全沒

有垃圾，也不會有糞尿的味道。我們或許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許多沉痾

需要面對，但我覺得我們目前的成就絕對值得肯定。 

 

注意事項： 

交換期間建議隨身帶著幾張實用卡片！ 

1. 國際學生證 ISIC 

有了這張卡，就可以購買華航的學生機票，在馬斯垂克大學的學生證還沒

發下來前，這張卡就在各個景點發揮學生證的功能！（政治大學的學生證

不行）。這張卡同時可以享用無限次的 Flixbus 9折和一次的三歐元優惠，

400塊台幣的辦理費一下就賺回來啦！ 

2. ESN卡 

到了馬斯垂克之後，有一個叫做 ISN的組織常常替交換學生辦活動，在

ISN的辦公室除了可以拿到免費的 Lebara sim卡以外，還可以辦 ESN卡，

接下來 ISN辦的各種活動都可以有 8折左右的優惠，參加幾次下來其實還

蠻划算的（歐美同學很常參加 ISN的活動，交到外國朋友後也會時不時被

拉去一起玩）。更厲害的是，ESN卡還可以 Ryanair機票 8折外加免費託運

一件行李，在交換末期才知道這件事的我覺得真是虧大啦...... 

3. 居留證 

約莫到了馬斯垂克一個月後，學校會通知大家去領居留證。這張證件就像

護照一樣重要，因為當初入境時使用的簽證效期並沒有涵蓋整個交換期

間，在那之後就要靠居留證來證明自己的合法身分，一定要帶在身上。小

到去 coffee shop，大到坐巴士遇到邊境抽檢或是過英國海關，都要靠這張

卡化險為夷。 

4. 博物館卡 

這張卡我沒有辦，但後來有點後悔。在荷蘭各大博物館的售票處可以購買

這張卡片，之後就能通行荷蘭四百多間博物館和美術館。像阿姆斯特丹的

安妮之家、梵谷博物館幾乎是必去的點，烏特勒支也是一個充滿博物館的

城市，建議可以在台灣時就預做規劃，把各博物館的學生優惠票價加一

加，來決定要不要買博物館卡。買到後記得在一個月內上官網登記，將有

效期展延為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