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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WU 

Wirtschaftsuniversität Wien(WU),又名為 Vienna Universit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是一間創立於 1898年，至今已有百年歷史的知名學府。近年搬遷到新校

區，整體校園呈現狹長形，校園內的建築設計頗具巧思，每一棟都附有不同的特色，

其中又以英國建築大師 Zaha Hadid操刀的圖書館最為出名。雖然不算寬廣，但跟其他

位於維也納的大學相比，絕對算是腹地充足的一間學校了。目前的學生人數約莫落在

22000 上下，其中有將近 1/3的比例為來自世界各國，可說是國際化程度相當高的一間

學校，有很多機會接觸到不同背景的學生。 

 

雖然整體排名上 WU或許不是非常亮眼的一間學校，但若只看商管領域的話，WU在

2019 的 QS世界排名中可是來到了第 38位，硬生生把很多其他歐洲學校都比了下去。 

 

 

 



選課資訊 

WU 的課程分為 Regular 和 Intensive兩大類，前者上課模式跟政大相似，基本上每個

禮拜一堂，但不同的地方在於一般在一到兩個月內就會結束。後者則傾向在將課程集

中在兩個禮拜到一個月內，採用的是上課→回家做 team project→回教室報告、期末

考的模式。 

 

另外，這邊的上課時間基本上會比在政大長一點。Regular一般而言 4~5小時是基本

盤，至於 Intensive動輒一整天也是常態。實際上起來真的蠻疲憊的，不過的確是一

種非常不一樣的學習體驗，而且也能讓課表變得更有彈性去做其他事情，大家可以自

己斟酌考慮選擇不同類型的課程。 

 

至於選課的方式採用的是先搶先贏制，相關資訊和選課日期會提早公開在校方官網，

在日期接近時也還會收到 E-mail的提醒通知。另外要特別留意的是課程如果有衝堂，

系統並不會提醒的，大家必須自己留意，如果有需要可以提早使用課程安排工具: 

https://lvplaner.oeh-wu.at/?lang=en_US，進而減少衝堂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選課時就因為算錯時差得到慘痛的經驗。雖然只是比別人晚 10分鐘進到系

統，但很多熱門的課都已經沒位置了，最後只好把課程介紹重新翻出來尋找理想的替

代方案。這裡強烈建議大家除了自己真的想上的課外，一定還要額外準備一些備案。

不過如果真的不幸沒選到課也不需太慌張，因為在選課結束後，會有一個專門為交換

生開設的候補系統，只要記得去填寫基本上都還有機會補到 1~3 堂課。能不能補得上

取決於你已經選了多少課，基本上就是課比較少的學生會有優先權。 

 

至於學分換算 WU採用的是 ECTS，換算公式大約是 2.5 ECTS = 政大 1學分。有學分需

求的同學可以提早換算並留意課程是否能夠抵免喔。 

https://lvplaner.oeh-wu.at/?lang=en_US


 

課程介紹 

1. Global Markets - Industry Evolution and Firm Strategy 

推薦指數: ★★☆☆☆ 

這是一堂 Regular course，不過整個課程時間大概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就會結束

了。整體而言負擔並不會太重，基本上就是一份 Individual assignment跟兩次的

Team project，不過課前的 Reading就偏多了，每次上課都要看 3~4份 10幾頁滿

滿的 PDF，如果閱讀速度比較慢的同學可能就需要斟酌一下。這堂課特別的地方在

於教授會帶著同學們去參觀維也納附近的酒廠，一次是教授自己家裡經營的紅酒廠

(我因為旅遊安排沒有跟到)，另一次則是維也納最著名的 Ottakringer酒廠(如果

有參加 Orientation Program 基本上都會去)。總之，我覺得這堂課除非是對啤酒

或紅酒產業很有興趣的同學才需要把他排前面的順位，上課本身能學到的東西比較

少一點，很多時候都是自己在家裡苦讀各種個案。 

2. Hot Topics in Marketing-Growth Hacking 

推薦指數:★★★☆☆ 

這堂課總共會有兩位上課的講師，一位是 WU專攻消費者行為的教授，另一位則是

來自奧地利新創公司的 CRO(首席研究總監)。整個課程上課的時間只有兩天而已，

之後就會將同學分組去準備 Final Project(每兩個禮拜左右有一次進度報告)。

Final Project主要在架設一個 Landing Page去幫助一個國際組織去推廣他們的

計畫或是宣傳他們的活動，並用 Google Analytics 或是其他相關的分析工具去監

控網站的成效，並提出實驗假設以及如何優化改善。這堂課就只有一次的考試跟

Final Project要完成，基本上負擔不會太重，不過必須強調這是非常吃組員的一



堂課，如果你的組員精通各種分析工具又會架網站那可能就沒什麼問題，但像我這

組就大家可能都比較沒經驗，所以我最後是負責架設網站的工作。然而，其實我一

開始什麼也不會，所以只好自己摸著鼻子從頭開始自學，雖然辛苦但事後想想野蠻

慶幸因為這樣多學了一個工具。此外，如果你勇於提問，相信一定能從 CRO身上學

到蠻多的東西的。 

3. Negotiation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A Case Study Approach Based on 

the Harvard Program on Negotiation 

推薦指數: ★★★★★ 

這是一堂歷屆不少學長姊都推，也是我覺得來 WU絕對不能錯過的課。講師是來自

奧地利知名能量飲料品牌 Red Bull的全球行銷總監，早期還曾經在 P&G待過，完

全就是一位 FMCG產業的專家，有志朝 FMCG產業邁進的同學們可別錯過機會去請教

一番。上課主要會介紹一些理論並搭配各種 Case讓同學們分組去進行談判，然後

再從談判結果中去分析應該注意的事情以及能夠改善的地方。除此之外，講師也分

享了很多他在工作中實際的故事，讓同學們去討論和思考。整堂課討論絡繹不絕，

可以聽到很多不一樣的觀點，有些同學甚至當場否定講師的作法，但他也都虛心接

受，大概是我看過最有氣度的一位講師了。 

4.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Application to Marketing & 

Sales 

推薦指數: ★★★★☆ 

這堂課的講師是來自斯洛維尼亞來的客座女教授，上課除了 PPT 外還會有影片和分

組活動輔佐，還蠻活潑有趣的。教授也很喜歡跟學生互動並詢問來自不同背景的意

見，並不會很呆版的著重在理論的部分。作業部份則有 Pre-class assignment、

一次考試和 Team Project，整體而言負擔並不重。個人喜歡這堂課最主要的原因

並非來自課程本身，而是因為這堂課的學生幾乎都是交換生所以有機會去認識不同

的觀點，並結交來自世界各國的朋友。雖然課程時間在短短兩個禮拜內就結束了，

我卻因為這樣認識了很多不同背景的同學並學到跨文化的知識，個人覺得非常值

得。  

https://learn.wu.ac.at/dotlrn/classes/pool/0076.19w/
https://learn.wu.ac.at/dotlrn/classes/pool/0076.19w/


 

生活和文化交流 

1.Buddy Program 

基本上跟政大的 Buddy Program是一模一樣的概念，WU會在交換學期前發相關的通

知，至於是否報名就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了並沒有強迫申請。我自己是有報名參加 Buddy 

Program的計畫，所以在一開始抵達維也納時有 Buddy 到機場接機算是幫助人生地不熟

的我一個大忙。比較訝異的地方在於 Buddy是大一新生，所以她對學校的事物其實自

己也不是很了解，很多問題也不太能夠直接詢問她。我自己覺得這個計畫其實就跟政

大的很類似，最後會不會跟 Buddy變熟還是完全看個人，不過總體來講還是很推薦大

家申請，畢竟多一個機會可以認識當地的學生，而且在抵達時有一個當地人能夠直接

協助還是會安心很多。 

 

2.Pre-semester German Course 

這是在開學前為交換生準備的兩個禮拜德文衝刺班。WU在交換學期前便會發 email詢

問是否參加，報名費用為一個人 40歐(含兩本教材費)。在正式上課前會有一個線上的

測驗，目的是為了讓交換生們能依照程度去做分班，如果忘了做測驗的話就會被自動

被分配到初學者的 A1班。課程時間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半天，每次約三個小時(周三

不上課，為了配合下面會提到的 Orientation Program)。我自己的感想是負擔其實不

會太重，老師人很好會帶著學生們從最基礎的單字文法開始，雖然最後會有一個考



試，但基本上只要有乖乖念點書，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我自己本身是沒有德文基礎

的，所以當時也很猶豫是否要上這門課，不過最後蠻慶幸有來上這門課，學一點基礎

作為英文的輔助，當遇到英文溝通障礙時這一點基礎真的會派上很大的用場。 

 

3.Orientation Program 

這是 WU 幫交換生在開學前準備的活動，活動的用意主要是將交換生們分成不同的小

組，然後由本地生做為領隊帶著交換生們了解維也納周遭的生活環境並讓交換生們彼

此互相熟悉。這項活動在交換學期前 WU就會發信通知詢問是否參加，報名費為一個人

260 歐，活動為期兩個禮拜，時間為平日下午，但每周三會是一整天的 Day trip去奧

地利其他的大城市。個人覺得這項活動雖然單就 CP質而言可能如同歷屆學長姐說的不

是很划算，但它的存在我覺得主要還是讓大家有一個機會去認識彼此，不然錯過這項

活動開始正式上課後真的會比較難有充裕的時間去認識新的人。以我自己而言有不少

交換期間的好友就是因為這個活動所以才變熟的，後來我們的課幾乎都沒有重疊，但

大家還是會三不五時小聚一下。 

(小提醒:由於我是在活動開始前幾天才抵達維也納的，所以很多關於戶政登記、銀行開戶等等

的行政作業其實都因為這兩個活動的緣故遲遲無法處理，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盡量提早抵達去處

理行政事務，不然可能就是得犧牲某幾天的活動時間去完成。 

 

4.Tandem Program 

Tandem Program是 WU和 Raiffeisen銀行合作開設的語言交換計畫，除了德文外，也

提供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各國語言的配對，只要你想學的語言當中剛好也有人想

學中文，那就有機會配對成功，但德文的成功率還是會高一點。註冊時間大約在開學

左右，採用先報名先配對的制度。這個計畫包含計算學分(2ECTS)和不算學分兩種，在

配對完成後可以根據需求跟語伴討論你們要進行哪種方案，前者必須定期回報並在期

末繳交報告，後者則相當彈性，可以依照自己的時間和進度安排。像我自己申請完沒

幾天就收到了配對成功的消息，語伴是在中國留學過的當地學生，我們最後達成不算

學分的共識。雖然一開始我們也有見面互留資訊，但我的語伴之後因為工作關係所以

遲遲沒有辦法抽出時間，最終我的 Tandem Program以失敗坐收。 

 

5.EBN 



EBN 是 WU中類似政大 IY、SA的學生社團，成立目的在於舉辦各種活動帶交換生更快融

入當地生活。除了每周一的 Party Night以及每周三的 Karaoke Night外，也會舉辦

各種 Trips，像是在 10月的慕尼黑啤酒節就相當具有指標性。我自己是沒有參加過

EBN 的 Trip，但聽我兩個朋友分享去慕尼黑啤酒節，一個自助一個跟 EBN，差不多的行

程結果跟 EBN的花費卻多了快一倍。雖然費用不便宜，但如果有打算報名 EBN社團的

活動，可以考慮花 5歐辦 EBN卡，這樣每次參加 EBN 的活動時都會有一定的折扣。另

外，大家如果只是想要拿 sim卡的話其實可以不用辦 EBN卡，我是直接去問就免費拿

到了(直接上 Educom官網申請也是免費的)。 

小提醒:sim 卡本身雖然免費但仍需花錢選擇方案才能使用喔! 

 

注意事項 

行前: 

1. 住宿: 

WU 並沒有獨立的學校宿舍，但他們一般而言推薦學生住在 OeAD這個平台上。

OeAD 有許多位於維也納的宿舍，租金根據地點以及房型而不同，其中最多人選擇

也最方便的就是 Molkereistrasse。這間宿舍距離學校 10分鐘、地鐵站 3分鐘，

隔壁有一間 Billa超市，地下室有 2.5 歐的洗衣機和免費的烘乾機，每週還有打掃

阿姨幫忙整理房間，生活機能可說是相當完善。我自己是選擇 Molkeristrasse的

雙人房，一個月 495歐，除了衛浴和廚房共用外，每個人都擁有獨立的私人房間，



跟政大的雙人房是不太一樣的概念。由於 OeAD 的辦公室並非每天開門，如果抵達

那天運氣不好那就沒辦法進宿舍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事先寄信告知 OeAD請

Buddy 幫忙帶領鑰匙。OeAD 的房租是以月為單位，最少必須租到 WU當學期結束，

即便提早離開也是得把租金繳到學期結束的。 

 

除了 OeAD外，WU 的網站也提到維也納其實也還有很多房屋出租平台和 FB社團，

有預算考量的同學們不仿去點連結看看。聽住過朋友的經驗是說會比 OeAD來的便

宜，但相對手續較為麻煩，也得更小心合約上的內容。 

 

2. 申根保險 

我自己是線上投保和泰的申根旅平險，對比各家保險公司我覺得是 CP值最高的，

保單內容較彈性可以根據自己需求去調整保額，唯一的缺點大概就是線上必須在出

國前一個月內才能申請。保險內容基本上大同小異，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申請 D簽要

求的「意外身故和失能保險金」的最低保額 120萬台幣。 

 

3. 簽證 

半年的短期交換需要辦理居留時間介於 90~180天的 D 簽（Visa D）。申請前要記

得準備好: 護照正本、入學許可、來回機票證明、住宿證明、保險證明、財力證明

(詳情大家可以直接上奧地利台北辦事處官網看會比較清楚)。我那時候申請的費用

大約落在 5000元左右(有逐年上漲的趨勢)，效率相當不錯，基本上 2~3天就可以

去領簽證了。 

 

抵達: 

1. 戶政登記 Meldezettel 

在入境三天內帶護照、住宿證明去 Magistratische Bezirksamt 申請，建議大家

不要去離學校最近的第二區公所，不知道為何那裡人都特別多，選擇其他的公所

辦起來會快很多。申請表格可以現場拿或是事先印出來，雖然是德文的但網路上

都不難找到英文的翻譯版本，比較需要注意的申請文件上需要有房東的簽名，如

果住在 OeAD的人不用太擔心因為 OeAD 在入住時就會幫你準備已經簽好的文件，

住在外面的人就要特別請房東幫忙處理了。 



2. 學期交通票 

攜帶戶政登記、學生證、入學證明到 U-bahn地鐵有服務櫃檯的大站像是學校附近

的 Praterstern 購買。我買的時候是 78歐，亦可網路狗買電子票券在自己印出

來，一張為 75歐，但程序上比較麻煩，建議大家保險起見還是直接櫃台處理比較

妥當。 

3. 銀行開戶 

我選擇的是 Erste銀行，開戶時需攜帶戶政登記、學生證、護照和大頭貼。看過

去學長姊的經驗有些人是辦到 ISIC戳記的銀行卡，雖然我去的時候也有詢問，但

根據行員的說法，那種學生卡是待一年以上的人才可以申請的。不過奇怪的是，

我有些朋友雖然只待半年但一樣拿到 ISIC銀行卡，顯然能不能辦完全是看運氣，

每個行員的說法都不太一樣，如果真的想辦 ISIC銀行卡的同學建議可以多跑幾家

分行詢問看看。 

 

近期歐洲網路銀行發展蓬勃，諸如英國的 Revolut、德國的 N26 都是相當知名，

實際申請流程不會太複雜，使用上簡單、方便，大家除了實體銀行外不仿可以考

慮看看。 

4. 電信 

我自己是辦可以跟學生社團取得的 Educom電信 sim卡，他的網路其實是奧地利最

大電信商 A1的系統，所以品質其實挺有保障的。一個月分為 10歐和 15歐的方

案，我自己是使用 10歐的方案，奧地利境內每月可上網 15GB(比之前學長姐多可

能是因為 2020電信修法有新規定)，當月用不完可累積，最高 30GB，漫遊部分則

是 5GB左右不可累積。使用心得除了在英國和德國 4G上網不太穩定的缺點外， 

CP 值真的蠻高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它有專屬的 app 可以下載，方便隨時監控自

己用了多少流量。 

小提醒: 

i. 由於奧地利在 2020年的電信法修正案，門號從此都必須實名登記，在網路上申

請程序變複雜許多。建議大家不論辦哪一家電信都可以跑一趟實體店請專人協

助會比較方便有效率一點。 

ii. 裝 sim卡時記得設定 APN，雖然不確定是不是每張 sim卡都有需求，但如果不設

定 APN的話很有可能會導致網路沒辦法順利使用，建議大家如果網路不能使用

可以留意一下這部分。 



 

如果有哪邊不清楚或交換相關問題都歡迎大家 FB聯繫我喔! 

https://www.facebook.com/jerrylin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