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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介紹 

 

EBS 位於法蘭克福市區西邊，搭火車約一個小時可以到達的地方:Hattenheim，位於萊

茵河旁的一個小鎮裡，這小鎮周圍都是種植專門釀酒用的葡萄，每到秋天時葡萄園就會變成

金色很漂亮。小鎮裡搭火車可以通往其他的城鎮，小鎮內有公車，小鎮跟小鎮之間也有公

車，但這些公車大多是一個小時一班，不算特別方便。我住在 Oestrich-Winkel，搭火車一

站就可以到學校，學校很多學生都住這裡。我覺得選住宿要選附近有超市的，我有朋友住學

校旁邊，但是那裡沒有超市，每次都得坐公車去超市，也是很不方便。 

 

 

 

 

 

 

 

 

 

 

 

 

 

 

 

 

 

 



 

 

 

 

課程與學術部分部分 

 

EBS 的選課通常是在開學前一個禮拜，在 intensive course 快結束的時候，要特別注

意 EBS 碩士和學士課程無法跨選，也就是說碩士無法選大學部的課，而大學部也無法選碩

士的課。但如果你是 MBA交換生，你可以選 MBA也可以選碩士的課。但碩士無法選 MBA

的課。不論是碩士或學士，都是全英文授課。 

 

EBS 的課比較不像政大是每個禮拜有固定的時間上課，因為 EBS有很多老師都是業界

人士，通常上課會比較集中，例如 11 月的每個禮拜五，上課 6 小時；或是二四的早上各上

三小時，但只有兩個月的時間。有些人會有些旅遊的安排，他可能會傾向將課都排在 9-11

月，然後 12 月跑出去玩。我那時候學期中有繼續上 german course，是有固定時間的，給

各位作參考。 

 

因為我一邊在歐洲有實習的關係，所以無法選太多的課，除了學期中繼續上 German 

course 外，我選了 Operation management（ECT: 6）。因為我個人對供應鏈管理很有興

趣，而 EBS有一個碩士學程是汽車產業管理（Master in Automotive），所以我預設他們的

作業管理應該是非常紮實的。而在上第一堂課之後，也的確令我大開眼界。我在政大上的作

業管理比較注重理論的理解，在每堂課都會有 Case Study，每堂課上課前都會先做小組討

論並呈交討論報告。而在 EBS 是另外一種上課方式，會教學生大量的公式，如何算產能、

瓶頸、回歸分析，注重實際在作業流程上的應用。這堂課小組討論較少，只有一次是全班分

組做工廠運作的 simulation，裡面運用到一整個學期學到的公式，非常有趣但也很複雜，我

跟兩個德國人和一個印度人同組，藉由一起討論互動，也學習很多。每三堂課會有一次小

考，最後會有一次期末考，每一次都需要很多時間準備，不喜大量數學計算與公式的同學慎

選。 

通常在學期開始之前會有為期一禮拜多 intensive german course，是免費的，非常推

薦去上，可以藉機認識很多其他國家的交換學生，因為每一天要一起上近 5 個小時的課，大

家的感情也會變得比較緊密。我們的 intensive course 在星期二開始，但星期一學校才開放



 

 

給交換學生做 student ID 的申請，所以我們訂機票時通常都訂在很靠近課程開始的時間。但

後來 flat hunt找到的房子是從 8/1 就開始算租金的，所以個人建議如果你有充裕時間，可以

訂早一點的機票先飛過去到處玩玩。

 

我與 Intensive German Course 學生合影



 

 

生活與文化交流 

 

在德國住的好處是，在歐洲是先進國家，但物價相較周圍先進國家便宜。在這裡外食

不若台灣便宜，一碗義大利麵動輒也是 10 歐以上，大部分我們都是自己去超市購買食材自

己料理。剛開始到的時候，還不太會煮東西，有時候就隨便買 kebab（有點像台灣的沙威

瑪）還有 pizza 來吃。在台灣時很少逛超市，但是在德國生活時，超市就是生命線！我平常

沒事也很愛逛超市，牛奶起士啤酒還有紅白酒也相較台灣便宜很多，基本上早餐就是吐司

（一長條大概才一歐）加 nutella，麥片（也是很便宜，我個人都會買 crunchy因為在台灣

吃不太到）配牛奶就可以吃得很開心。午晚餐有時煮義大利麵，會加很多 cream cheese 還

有乳酪絲，或是自己烤雞腿或 ikea 買的肉丸，然後會買超市現成已洗好的生菜加沙拉來

吃，還有煮番茄蔬菜湯。超市的話，oestrich-winkel這裡有 rewe、Edeka、Aldi等，都算方

便。Aldi算是特價超市，品項不多，但東西比起其他超市便宜很多。而 Edeka 會比其他超

市稍貴，但聽說品質更好，Rewe 的普及程度逼近台灣全聯，東西也比較平價，他們有的自

有品牌 Ja，東西比起其他牌子又更便宜，品質也不差。在德國有時蔬菜我會選用有機，因

為價錢上沒有貴很多，不像台灣落差那麼大。 

 

住宿方面，因為我是上學期去交換，學校在大概五月時會辦 flat hunt，我原本為了省

錢，選中了一個雅房，十人 share 一整間大房子，一個禮拜後承辦人才跟我說我要跟 4 個男

生一起 share 廁所，所以我就換到了另一間套房，我個人覺得比較像 studio，房間本身包含

廚房。雖然比較貴一點，也離火車站遠一點，但是生活品質很好，房東人也非常 nice。個人

認為注重生活品質，喜歡安靜的人建議住套房不叫不會被打擾，而想要多認識人，不怕被打

擾的人可以去住 share flat。像我朋友有人住 10個人的 share flat，每個人有自己的廁所，

但廚房是共享的。這樣有個好處是大家煮飯時就可以聊天，可以多認識不同國家的人。 

 

交通部份，學校的學生証是在開學註冊時，繳交 123 歐元（不見得每個城市都一樣的錢），

在法蘭克福區域內火車公車電車吃到飽，所以非常重要千萬不可以遺失。所以一到學校，第

一件事就是去辦證，這裡的單程票可都是非常貴的，公車 2.9 歐起跳，火車動輒也是 7、8

歐以上。 

 



 

 

除了上課的交流外，可以跟外國學生交流的機會大概就是住在一起的室友。我因為自

己住一間 studio 比較不會跟其他人一起交流，但很幸運我認識了住樓上的印度室友，一開始

還沒有什麼人到時，我們常常會一起出去吃東西、喝一杯、互相煮東西給對方吃，因為都有

工作過，所以年齡都比較相近，我們成為非常好的朋友，回到彼此的國家之後到現在，我們

還是保持聯絡。 

 

除此之外，中國香港新加坡的學生也不少，大家常常會聚一起煮東西吃，也會去互相

的家裡聚會，也會認識其他國家的人。外國人很喜歡在家裡辦 house party，我喜歡趁一開

始大家還沒醉成一團的時候去，比較可以認識到人。 

 

 

與其他亞洲學生聚餐：來自新加坡、香港、中國、韓國



 

 

其他交換注意事項 

至於簽證、限制提領帳戶如果多爬文大概知道情況怎樣，這邊這分享一點自己的血淚

史： 

我辦理的是德國的短期學生簽證，德國人辦事的眉眉角角很多，相信如果各位多爬

文，大概可以體會。重點就是千萬不可以大意！ 辦理德國簽證有一個規矩，就是你必須要

在德國境內銀行有一個限制提領帳戶，在申請簽證之前必須要匯入一定的金額，讓德國當局

確保你不會在德國境內因為沒錢造成社會問題。這也是德國簽證比較麻煩的地方。所以什麼

事都要注意期限、提早辦理、萬全準備。任何文件送出之前都要再三檢查過！舉例我在辦理

德意志銀行的限制提領帳戶公證，沒有檢查一個欄位資訊上有所缺漏，就直接給德國在台辦

事處公證，他們不會幫你檢查文件完整性，幫你公證完直接就送出。然後我兩個禮拜後收到

德意志銀行 mail告訴我他們拒絕我的帳戶申請，請我重跑一遍。在申請簽證時，時間非常

寶貴，少掉兩個禮拜的時間可能讓你的簽證辦理變得很緊湊。各位要辦限制提領帳戶，建議

辦理萊茵高人民銀行限制提領帳戶，一言以蔽之萊茵高人民銀行辦事程序比較簡化，也比較

彈性。 

接機時我是使用學校提供的 shuttle serive，單趟從 frankfurt機場到 oestrich-winkel(我

住的地方)大概要 60 歐元左右，我那時有先在 whats app 的 ebs 國際交換學生群組裡先問有

沒有人跟我一起 share，不然 60 歐一個人頗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