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隆大學 WISO Faculty 交換生活報告 

104205037 財政四 蕭涴榕 Winter 2019 

 

 交換學校介紹 

科隆大學是德國最老的大學之一，約有六百多年的歷史。目前學生約 48,000 

人，其中國際學生占 12％，是德國最受歡迎的學校之一，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

優秀的學生前來就讀，是一所十分國際化的大學 

 

科隆大學設有六個學院，其中一個學院-政大所簽約的經濟管理與社會科學學院

(WISO)享負盛名，尤其經濟系在德國規模是最大的，國內排名長期處於前三

位，屬於首屈一指的商業經濟高等院校，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保持領先地位，

也因此與世界多所知名的院校、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目前已有超過 250個合

作的機構及部門，提供學生很好的學習環境以及跨學科的研究。 

 

科隆大學在德語學習生，對國際生十分友善，會提供至少一個月免費又紮實的

德語學習課程，有時在學期間還可以繼續往上修習，可以省一大筆語言的學

費，還可以從中認識許多不同學院的國際學生，非常推薦一定要報名參加。 

 

 課程資訊 

在選課前一個月，WISO學院會寄給學生一個選課說明書的檔案，上面會清楚

地介紹如何用選課系統選課、一些選課的注意事項還有技巧；跟政大選課方式

較不一樣的是： 

 雖然 WISO學院不建議這樣做，但如果能喬好時間的話，同個時間可

以選兩門課。 

 上課與考試是分開的兩件事，可以選課之後，決定要不要考試，通常

登記選課和考試不會在同一個時間；如果發現那門課不適合自己或考

試時間剛好有事等等，是可以不登記考試，成績單就不會有修過這門

課的紀錄；但如果要拿到該課的學分，就一定要記得登記考試，每門

課登記考試的時間不同，要自行注意，有時教授不會提醒，如果沒有

登記到，自己必須負責，教授不會幫忙補登記。 

 通常 Seminar 的頂多收到 30為學生，為了避免沒有選到，建議可以多



選幾門，之後可以去聽第一堂課適不適合自己在決定要不要修。我自

己的修課經驗是教授多半不太肯多收學生，因為報告議題、組別都已

事先訂好了，除非有非常非常特殊的理由才肯通融。 

 

 學期前德文課Ａ1 

冬季學期大概在七月時學校會寄信詢問是否要參加課前德文課，但每一年

修課的政策會有所改變，2019年變成課前一個月的德文課或課間一學期的

德文課只能選一個上。而要上 A1以上的德文課必須參加線上分級測驗，

如果只要上 A1，不需要登記測驗，但還是需要去相關網站登記上課。 

 

這學期 A1課程裡會有兩位老師上課，我遇到的是一位用英文，另一位用

德文上課，雖然用德文上課比較吃力，但聽力進步較快，搭配著老師出的

功課與課間與同學的互動，整體而言算是很紮實的訓練。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Retailing 

授課教授：Linzbach, Peter 

這堂課每周一次，是持續一個多月的 Seminar，每周都有作業，教授希望同

學能學以致用，所以課後的作業都是上課內容的延伸，非常的實務。教授

有非常多的實務經驗，曾經在零售業擔任主管，上課時會舉許多他曾經遇

到的例子讓同學更好理解零售業的相關理論與商業模式。就算沒有修課，

也非常建議可以旁聽喔，有任何問題，教授都會熱心地為同學解答。 

 

 Fundamentals in International Taxation 

授課教授：Müller, Nadja 

這堂課是持續兩個月的 Lectue，就算沒有修過稅務相關的課程也可以修

習，一開始教授會簡單介紹稅的基本知識，才會帶到國際租稅的議題。我

在財政系上沒有修到國際租稅的課程，所以來這邊上，但如果有修過的同

學，可能課程內容有一些重複到，只是換一種語言上課。 

 

上課內容難度不會太深，教授除了上國際租稅的理論，額外還會舉非常多

的例子希望同學可以理解要如何實用理論與現有的法條，也可以探查一些

大公司避稅的技巧。 



 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 Incomings    

授課教授：Graumann, Matthias 

這堂課是一學期上三個整天的 Seminar，需要課前預習，因為教授開課的目

的是希望我們可以直接運用預習的內容，他只是做檢視，並指導學生哪裡

可以改進，所以第一堂課上課前就有考試，測驗學生是否有預習，沒有過

就無法修習，基本上不會太難，只要有預習，都寫得出來。 

 

課間教授會用許多例子，例如美國軍隊對於越戰期間該繼續打仗或撤軍、

公司對於投資的決策等等，一步步地讓學生模擬如何較正確地做決策與產

生 option, 最後選擇最好的方法達成目的。非常推薦的一門課。 

  

 生活及文化交流 

 住宿 

如果有想要住在學生宿舍的話，建議在確定得到交換的名額後就可以申請

了，申請時不需要先繳交入學證明，可以先繳交護照，之後拿到入學證明

在補繳即可。越早申請，可以越早拿到，不是最高金額寫越高，越早拿

到。宿舍非常搶手，因為房租真的比外面租的便宜許多，外面租的至少每

月都要 400歐以上。如果 7月才申請宿舍，基本上申請到的機率就減少許

多；我當時最高金額只寫 350歐，但因為蠻早申請宿舍的，在 6月中就收

到通知了，最後房租是 230歐，有聽說同學寫 400多歐的，但到快八月才

拿到宿舍。 

 

被通知到有宿舍時，只能選擇接受或拒絕，一旦選擇拒絕就沒有機會在申

請下一間。沒有申請到的期間，每個月 Werk 會寄一封連結的信給同學，

確認你是否要再繼續排宿舍，一定要記得點那個連結，不然五天過後，如

果沒有按那個連結，Werk會當作你放棄申請宿舍，名額就會消失。 

 

 電話卡 

我是選擇 Aldi talk，因為月費最便宜。雖然許多人說 Aldi talk的訊號沒有

O2或 Vodafone好，但我自己用下來的心得反而是相反，蠻多地方竟然都

是 Aldi talk訊號較強，其他反而較弱，可以參考一下。如果有購買，記得

帶護照去，然後請店員幫你直接註冊開卡，比自己上網開卡省事許多。 



 交通 

用科隆學生證可以在學期間免費搭乘在 Nordrhein-Westfalen (NRW) ICE、

IC 以外的大眾交通工具，但課前一個月的德文課不包含在裡面，所以

WISO會寄給同學一張表格，填完後直接到 Neumarkt 的 KVB月台購買一

個月的月票。我的宿舍在 Efferen，在購買時需額外向工作人員說是要買到

Hürth的月票，金額大概是 90歐上下。 

 

旅遊部份十分建議購買 ESN card，是由學生組織 Erasmus Student Network

所發行的卡，一張 10歐，主要優點是享有一些交通上的優惠，包括 10次

Flixbus 10%的優惠，如果有提早 28天訂 Ryanair機票的話，可以享有 8次

票價八五折的優惠，並有免費 20KG托運行李，我在德國許多旅程都有提

早買機票，就有用到這張卡幫我省很多，尤其是加購行李的部分。 

 

在台灣也可以先辦國際學生證，除了台灣德國來回機票較便宜外，有的博

物館也可以有優惠，例如這次有去梵諦岡博物館參觀，他主要是看國際學

生證而不是歐盟學生證給予學生優惠，當時我拿科隆學生證給工作人員

看，他還要求要一併拿護照檢查；但旅伴直接拿國際學生證，他們就直接

給予優惠票。 

 

 超市 

住在 Efferen雖然離學校有一段距離，但優點就是車站旁邊就有兩大德國超

市 Lidl與 REWE，在走一段距離有 Netto，非常方便。 

 

而亞超的部分，我最常去 Breslauer Platz / Hbf 站的 Ho's Supermarket，裡面

應有盡有，還找得到台灣蔥抓餅，他的正對面也有一間亞超，有時還可以

互相比價，在決定要去哪裡買；我本來在想要不要帶醬油之類的調味料到

德國，但去到亞超後發現根本就不需要從台灣帶旯，裡面龜甲萬醬油、金

蘭醬油膏、台灣香油、油蔥酥甚至是魚粉ほんだし(Hondashi)都有，價錢最

多比台灣貴兩倍，但可以節省一些行李空間。 

 

 

 



 注意事項 

 Buddy 

WISO學院會為每一位交換生指定一位學伴，大概在開學前一到兩個禮拜

會收到他們的資訊，建議一收到就可以立馬寫信詢問，他們通常都非常熱

心，很願意協助交換生。像這學期我 9/1到德國，但剛好是星期日，無法

入住宿舍，需要外宿一天，原本問學伴有沒有推薦科隆大學附近的住宿，

結果他非常好心地願意讓我去他家住一晚，隔天再幫我一起搬行李到宿

舍。 

 

 搭電車 

在德國搭電車時，請先站在一旁讓車上的人下車，盡量不要站在中間，我

已經目睹過三次有些德國人因為站在車門的中央，稍微擋住要下車乘客的

路，結果這些乘客下車時，竟然直接非常用力地撞開站在中央的人，撞完

後還會罵幾句，搞的其他乘客有點尷尬。 

 

 有問題直接詢問 

我在德國或其他地方旅遊時，只要遇到任何問題自己 Google不出解答，都

會直接詢問當地人，目前還沒有遇過一個拒絕協助我的人，即使他們英文

不太好，也會非常熱心的比手畫腳希望能幫助到你，所以可以不用躊躇，

連德國人也是，完全沒有想像中的冷漠。 

 

 當個直接的人 

在歐洲生活，除了有問題直接詢問外，對於自己的喜好也可以直接述說，

不要隱忍，不然有些人會當作理所當然或認為為什麼你不一開始就講清

楚。 

 

例如我宿舍是住在 WG，有三位室友，都是歐洲人。一開始我們有開一些

會議訂一些宿舍的規定，我對於一些規定有些疑問，但我沒有在一開始提

出，導致之後有些誤會，在解開誤會的過程中，跟室友有些小爭執，發現

自己應該在一開始直接提出覺得不合理的規定、向他們述說不能接受的習

慣；最後是有與室友們順利解開，但覺得直接一點說明自己的喜好，或許

就能避開爭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