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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介紹 

曼漢姆大學(University of Mannheim)是德國較年輕的大學，於 1967 年才正式

升格為大學。然而它的商學院是德國首屈一指，於 2017年公布的世界 MBA排名

名列 54，在德國則是排名第一。校園主體是一棟巴洛克式的皇宮建築，在德文

我們稱之為 Schloss(皇宮的意思)，非常氣派華麗，(放照片)。學生付 2歐元

還可以進入皇宮參觀。除了商學院，曼漢姆大學也同時設有法學院、人文社會

學院、經濟學院、資訊學院，是各方面具備完全的大學。 

 

而大學所在的城市曼漢姆市(Mannheim)位於德國西南部的巴登符騰邦(德國劃分

成許多邦，一個邦就是一個行政區)，鄰近的大都市有法蘭克福和斯圖加特，從

法蘭克福大約 1個小時車程可以到。如果不是德國人，很少有人知道曼漢姆這

個城市，因此每次向人介紹我大多會說是位在法蘭克福南部的城市。但其實曼

漢姆在德國算是重要且具有歷史的城市。例如賓士創辦人 Carl Benz 就是在這

裡發明賓士的(不相信的話可以去 Stuttgart的賓士博物館參觀)、世界上第一

輛腳太車是在此發名、還有莫札特也曾在此長住一段時間演出。而時間推移到

現在，Mannheim已成為一座工業大城，許多德國重要企業的總部設在此或附

近，例如世界最大化學公司 BASF、世界第三大網路公司 SAP。因此曼漢姆大學

有許多產學合作的機會，時常會邀請附近企業的主管來到學校演講或是參與課

程，同時也有許多實習機會提供給這裡的學生，對於商學院的學生來說是非常

具有優勢的。 

 

在課程方面，首先提到選課。這裡不像台灣所有的課程都要一開始就註冊好，



而是許多課程是先讓你去上，學期中才決定是否登記該科的考試，學校一開始

都會公布日期所以不用擔心，登記完才算確定選這門課程，因此一開始可以多

去不同的課聽聽看最後在選。若課程需要註冊，也會在課程總覽中提到 

課程總覽。 

我建議大家不要一次選太多，因為他們的課有點重，考試難度蠻高，許多課都

以期末考分數作為成績的依據。我這次選了 4門課，包括 Bond Market、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Consumer, Market, Firm, Strategy (CMFS)、

Innovation Management。到後面期末考一次準備 4科壓力真的蠻大。和政大商

學院的課程比起來，我覺得曼漢姆的課程較著重理論的理解，比較少和實務的

結合，例如 Bond Market 和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還有 CMFS 都是。其中

CMFS我還覺得像是在教個體經濟學理論，這一點是我來到曼漢姆大學比較失望

的部分，和我原本的想像不同。而我覺得比較特別的課程是 Innovation 

management，它是屬於管理類別，除了課堂講授之外，會要求同學分組研讀一

篇關於創新管理的論文，並且尋找現實套用該理論的案例報告給其他同學、共

同討論。既然難得到國外，我建議大家能夠選一兩門能夠和同學合作討論的課

程，藉此能夠多認識些外國人，刺激一些想法。 

 

除了大學各學院開的課之外，學校還會開設德文課程以及德國文化課程給交換

學生，想要選這些課的同學記得盡早到學校一開始給的入口網站 myUniMA登

記。當初我太晚登記，文化課都已經額滿，德文課也只剩下較不方便的時間。

對於者兩種課我都相當推薦。德文課一開始有考試幫大家分級，自己在選擇適

合自己程度的課程。除了學習德文，更重要的是認識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因

為鮮少有課能夠一次看到這麼多交換學生。文化課方面有許多不同的主題，像

是德國金融體系、德國的藝術與文化，歐盟的歷史等等，都是能夠更深入了解

歐洲文化的管道。課程通常會要求同學上台用英文報告，也是很棒的訓練機

會。此外文化課會為同學規劃校外教學，像是有堂課曾帶同學到法蘭克福的證

券交易所參觀，也有課程帶同學到紐倫堡了解德國歷史，而且費用非常便宜，

通只需要付約 5歐元，比自己規劃前往還要便宜的多。 

 

生活及文化交流 

飲食 

雖然德國屬於西歐國家中物價較低的地方，但是去餐廳用餐還是非常貴，通常

正餐一餐至少要 7、8歐元，相當於台幣 250左右。因此平常我們大多都去超市

買食材到宿舍煮。而德國的超市則是相當便宜，和台灣的超市價格不多，尤其

是麵包和乳製品方面。例如我最常喝的鮮奶 1公升只要 0.95歐元，相當於台幣

33元左右，優格許多只要 0.29、0.15歐元，而且口味選擇很多，是個能把自

己變胖的好地方。德國超市林立，例如 Lidl、Aldi、Netto等都是價格非常便

https://goo.gl/LhUNpb


宜，品質又還不錯的超市。不過大家要注意的是，德國人星期天店家都會關

門，因此星期五或星期六記得去超市一趟補足周末所需的食材，才不會在禮拜

天受餓。 

而在學校設有學生餐廳 Mensa，裡面的餐點還算便宜，最常吃的 Menu1 只要 2.9

歐元，通常就一個主餐配湯和沙拉。除了套餐之外裡面還可以自己夾一些沙拉

或肉類秤重估價。不過我覺得裡面的食物偏鹹，剛開始吃還不太習慣。 

 
住宿 

學校提供了幾個宿舍給交換學生，包含 B7、G7、Carl-Zuckmayer、

Hafenstraße、Ulmenweg。其中 B7、G7都是屬於在市中心，離學校最近，走路

10~15分鐘就會到。而我住的是較遠的 Ulmenweg，主要因為那裏的宿舍比較容

易申請到同時也有較多交換生住在此，如果參加一些活動或派對的時常會有住

在此的交換生一起回去，也是個認識人的好機會。而且雖然遠，但是他的交通

非常方便，有 Tram 4/4A會到學校，每 10分鐘就有一班車。同時還有 60號公

車路過，每 20分鐘就有一班，大家不要被它的遠距離嚇到了。然而如果想要住

近一點的宿舍例如 B7、G7手腳要快，必須在宿舍開方申請時馬上點選申請，因

為這兩間非常搶手，幾乎以是秒殺的方式，記得注意學校寄信公布的申請宿舍

時間。 

 

交通 

曼漢姆市區的交通以 Tram和巴士為主，同時也有租賃腳踏車 Nextbike。一般

來說，我們都會買交通學期票，可以在規定範圍內無限搭乘交通工具(包含

Tram、Bus、DB Train)。我在 2017年 2月購買時候的價錢是半年 160 歐元。我

建議大家可以購買，因為搭乘一次市區交通就要 2.5歐元非常昂貴。此外交通

學期票的範圍不只有曼漢姆市區，包含了整個運輸公司的服務範圍，例如可以

到鄰近的海德堡以及浪漫大道的起點 Würzburg。因此學期票成為一個划算的選

擇。 

在市區內的交通大家可以下載 VRN這個 App，裡面可以查詢到各個地方的交通

即時資訊，同時可以把常用的路線儲存起來，方便班次時刻的查詢以利交通時

間規畫。 



 

電話/網路 

通常都是買預付卡，像是 Vodafone就有歐盟漫遊方案，可以在歐盟國家內使用

網路和通話服務。除了一般電信公司，一些超市也會販賣他們自己的易付卡，

大家可以去比較一下價格和服務看看哪個較適合自己。 

 

文化交流 

  除了上課之外，西方國家同學最喜歡的就是課後參加 Party，除了期末考周

之外，幾乎每天都有舉辦，這也是和台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通常大家會在自

己家裡先喝到有點醉才去 club，因為夜店裡面的酒價格太高，要在裡面喝到有

點醉非常困難。而在 Party中大家不外乎就是跳舞和聊天，是個認識新朋友和

異性的場所。不過去一次 party真的很累，直接玩通宵隔天基本上也沒有體力

做其他事情，很佩服歐洲同學們能這麼常去 party還能隔天繼續上課。對於平

常較少參加類似活動的人我建議有機會可以去個幾次，而且多找些朋友去比較

有趣，藉此多認識些朋友和了解西方文化。 

 
 

  相較於西方同學，我認識的亞洲朋友們很喜歡聚在一起煮飯，可能是東方人

真的比較注重吃吧。藉由和朋友的聚餐我品嘗到各國的食物，例如韓國、日

本、香港，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同時也在吃飯聊天的同時了解彼此的文化和語

言，是我在這裡最大的收穫之一。 

 



  關於歐洲文化方面，德國人是很注重個人的生活，不會把所有時間都投入在

工作上面，每天下午都能看到很多人聚集在廣場上休息聊天，不然就是在購

物，這是台灣看不到的景象。他們生活步調較慢，像是去旅遊的時候不會想要

一次趕很多點，就待在一個久吧意整天也無所謂，而且也不太喜歡拍很多照，

就是享受當下而已。同時他們也很注重每個人的時間價值，我想這可印證在我

們可以在德國超市買到便宜的食物，卻要花高很多的價格在餐廳用餐，因為有

餐廳的食物經過人力料理。 

 

  另外德國非常多慶典，最有名的就是 2月底 3月初的嘉年華，慶祝春天的來

臨。可以各城市的名眾都會盛裝打扮和花車一起遊行，場面非常熱鬧歡樂。其

中最著名的嘉年華活動在科隆舉辦，建議大家可以提早規畫行程前往。 

  

 其他方面，大家以為德國人都很準時，但其實不然。我認識幾個德朋友，但我

跟他們有約的時候經常是我比他們早到，我覺得這個說法應該是相較於其他歐

洲國家，德國人是比較準時一些的。 

 

其他注意事項 

提醒大家先在台灣辦好 ISIC國際學生證，因為許多博物館都給予學生優惠，另

外藉由 ISIC學生證可以買學生機票，價格低很多，是非常有的一張卡。 

 

而在去德國前最重要的就是申請簽證了。這個手續說起來很麻煩，但其實只要

把東西都準備好提早規劃，很容易就能拿到簽證。需要準備的文件有在德國在

台協會都有說明。 

http://www.taipei.diplo.de/contentblob/3335408/Daten/7132070/Download

_Merkblatt_Studentzulassung_Ch.pdf 

其中最麻煩的就是財力證明的準備。因為去年 11月開始，德國在臺協會只接受

在德國開設限制提領帳戶的證明方式，而在台灣開設德國限制提領帳戶過程較

http://www.taipei.diplo.de/contentblob/3335408/Daten/7132070/Download_Merkblatt_Studentzulassung_Ch.pdf
http://www.taipei.diplo.de/contentblob/3335408/Daten/7132070/Download_Merkblatt_Studentzulassung_Ch.pdf


複雜，需要填寫申請單給在台協會公證在寄到德國。由於這次我在規定改變之

前就準備好財力證明，並沒有開設限制提領帳戶，沒有辦法和大家分享自身經

驗，但網路上非常多相關的部落格大家可以去參考。 

建議大家一拿到入學證明就可以開始所有申請簽證的工作，因為財力證明的申

請和簽證的核發都需要一段時間，到時候才不會來不及出國。 

 

最後，想要和大家分享在國外交換要如何才能過得較充實快樂。首先是能夠盡

量參加各種活動，因為每一次活動除了活動本身所蘊含的文化就值得細細體

驗，還提供了和其他人交流的機會，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另外不用試著過得像

在台灣生活一樣，多去嘗試不同的事物，例如去些 party、嘗試不同的食物、

參加一些慶典。因為半年真的非常短，能夠在這段時間體驗的事物非常有限，

也許會覺得沒那麼習慣沒那麼舒服，但這就是交換的目的之一，不然只是換個

地方做一樣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在德國都能夠收穫滿滿產生不同以往的想法! 

 

如果有關於在曼漢姆生活上課的一些問題都可以寄信問我，在我能力所及我都

會盡量回答。 

98756kobe@gmail.com 

 

mailto:98756kob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