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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鬥在歐洲： 

人都到歐洲了，當然還是要把握機會到各地旅遊、搶便宜機票、住宿和在 25 歲

之前盡情使用學生優惠，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些實用的工具和心得： 

 實用工具： 

 GoEuro: 非常好用的交通票券 App，基本上旅行查詢廉價機票、車票等

就靠這個 app 了 

 Airbnb: 因該大家都知道的住宿平台，是住宿便宜划算的選擇 

 RATP: 巴黎地鐵交通 App，可參考它的地鐵資訊 

 Skyscanner: 搜尋便宜機票 

 Booking.com: 因為有住宿現金回饋，在交換生的交流社團裡非常熱門，

上架的住宿不只有旅館、也有類似民宿、青旅等類型住宿選擇，但素質

有些參差不齊所以大家訂房時要多留意評價等 

 重要文件： 

 護照：這個不用我說，旅行在外護照絕對是最重要的身分憑證 

 歐盟免簽聲明：如果有要去比較小的國家、或是去英國，建議可以上網

下載好歐盟申根區對於台灣的免簽證明文件，有些小地方海關根本沒聽

過台灣，自己多做好準備可以省去不少麻煩；英國因為不是申根區，也

建議另外準備好英國對台灣的免簽證明 

 學生證：歐盟對於學生提供許多優惠，以法國而言很多景點憑學生證都

可以免費入場，但是多有年齡限制 25 歲，要好好把握機會 

 

 心得： 

歐洲治安不比台灣，出門在外還是要注意錢財不露白、深夜不落單，要隨時

保持警覺，基本上來找你搭訕的有八成機率是要騙你的錢。提醒多注意自己

的財物，一些我們在台灣養成的習慣如離開位子把手機來留在桌子上，在歐

洲就非常危險，可能一回頭手機就被偷走了；若要離開時，行李、包包一定

要請朋友協助顧好，聽到很多案例是朋友沒有留意就整個包包被偷走。盡量

使用暗袋、錢財分散放等方法來降低損失風險，若真的不幸遭遇小偷也記得

一定要報警不要自認倒楣，有些證件是有機會尋回的，甚至有些保險可以申

請理賠，因此要保留好報案收據，也可以向外交部旅外華人急難救助尋求協

助。 

 花都日記，我的歐洲旅行紀實 

#花都日記 1－歡迎點選連結查看「花都日記」更多系列故事 

在法國待滿一周，迄今一切都比想像中好的許多，除了骯髒的街道和時時飄出怪

味的地鐵站、和有次對著我們直接拉開褲子拉鍊小便的男人之外，巴黎的一切依

https://www.boca.gov.tw/np-49-1.html
https://www.facebook.com/search/top/?q=%23%E8%8A%B1%E9%83%BD%E6%97%A5%E8%A8%981


然迷人。（希望我幾個月後還是可以說出一樣的話 XD） 

雖然有時候還是納悶，為什麼一個對於美感要求甚高、甚至會約束樓房外觀、會

規定商家招牌顏色的城市，可以忍受這種髒亂的街道和地鐵...... 

第一周的 Oritentation 之後才算是正式認識了巴黎，一直身處在地球的另一端，

對於歐洲概念多半是壟統而模糊的，歷史遺留在法國人身上的痕跡似乎格外深刻，

隨處可見的百年建築與戰爭刻劃，十分理所當然地與當代巴黎的日常融合在一起。

舊時的皇宮花園現在成為一般庶民的野餐去處、歌劇院的富麗堂皇也不再只為貴

族開啟。 

漫步在香榭麗舍大道，親眼見識了麥當勞個案中總會提到的經典案例「國際品牌

在地化」：M 型招牌只能以黑白色呈現、內裝的裝潢也擺脫制式化的美式明亮樣

貌，顯得十分典雅而韻味。 

巴黎人的生活無疑是優雅而緩慢的，悠閒的朝九晚五、準時下班是常態，週日抱

歉政府規定不能上班、一年 5 個星期的年假是最基本勞工福利（聽說大企業基本

是 11 週年假）員工不爽就能罷工爭取權益，雖然看似幸福，卻也造成另一種極

端的商業分佈，約有 90%的法國企業是小於十人的小公司，而法國的年輕人失

業率也一直居高不下、靠著政府的失業救濟金過活；馬克宏總統上任後開始鼓勵

新創也是為了解決高失業率的問題。 

最讓人意外的是發現法國商學院學生對於兩岸議題多半不陌生、學校也會花一個

月的時間教授關於中國與亞洲的市場狀況，也有法國人會直接問我認不認為台灣

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大聲說不哈哈），雖然官方上法國是不承認台灣的主權，

但其實在很多面向上法國人對待台灣人是與中國有所區別的，總體來說算是滿有

趣的交流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