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換學生生活報告-列日大學商學院ＨＥＣ 

一、 交換學校介紹及課程等學術方面資訊 

o 學校介紹 

列日大學商學院ＨＥＣ位在比利時列日市，創立於 1817 年，為歐洲最早成立的高等

學府之一，目前在校生逾 2 萬人現有學位課程有 38 種學士，93 種碩士和 68 種進階碩

士，以及 18 種博士及博士後課程。列日大學參與歐洲和國際多項重大研究計劃，尤其在

管理學、經濟學、心理、哲學、太空、天文學等領域，研究成果舉世公認。 

o 選課 

一開始學校會請你選至少 20 個ＥＣＴ，因為他們規定每個學生至少都要選 20 個ＥＣ

Ｔ，不過之後你多次詢問能不能退課，他就會幫你退了（個人經驗）。因為是院級交換的

關係，可以選修的課程只有商管類相關的課程，像我就選修了三門分別是Ｓｔｒａｔｅｇ

ｉｃ Ｓｔａｋ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

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學校開學前會舉辦

一個線上的法文語言能力測驗，來幫每個人依能力分班，而關於是否修習法文課，我建議

真的非常有興趣再去修，因為法文課一個禮拜要上兩次而且還是在晚上，空閒時間想要有

別的安排就比較困難一些。 

o 授課方式 

在歐洲大部分課程都需要和小組討論和上台報告，在挑選修習課程的時候需要慎重考

慮，因為大量的討論會佔用掉很多時間，而且在外國人面前上台報告自己也需要克服心理

障礙，和在台灣的講課方式相差甚遠，如果有這些考量的學弟妹可以盡量挑選和台灣授課

方式相同的課程，不過我自己覺得可以體驗外國的授課方式也是相當不錯的體驗。 

o 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及收穫 

我上過最印象深刻的課程是一門叫做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還有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ａｋ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

課，期間可以學到很多外國人的創意邏輯思維，而且和很多國際生交流也可以順便增進自

己的英語能力，整個課程上完以後，會有模擬一個創業過程的感覺，不過老師有時候給方

向會給的不太清楚或是給予批評給得很直接，這些都是自己需要調適的。另外因為組員來

自於各個國家，而不同國家的學生做事的方式又會有不太一樣的時候，討論時會有一些磨

合都是很正常的狀況，我自己認為這些都是給自己磨練的機會，因為來國外的其中一個目



的就是來體驗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共事的感覺，所以我自己都是挑討論比重較重的課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ａｋ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最後會請每一

組上台運用課堂上所教的知識，分析土耳其當局對於全球化的局勢變化有甚麼影響。 

 

二、 生活及文化交流 

o 吃飯 

在西歐國家普遍來說物價都是台灣的２－３倍，所以我強烈推薦多多精進

自己的廚藝，自己在宿舍煮飯可以吃的比台灣還便宜，但是如果想要在餐廳

裡飽餐一頓的代價通常是１５歐以上，就算是想吃速食也大部分要１２歐左

右。歐洲人一般吃飯時間是８－９點，所以台灣人正常的晚飯時間去廚房是

遇不到人的，如果想要在廚房裡面跟外國人聊天的話，可以調整一下自己的

吃飯習慣。 

o 交通 

列日市的交通非常便利，火車直達周遍的城市有法蘭克福、科隆、盧森

堡、馬斯垂克、布魯塞爾，可以利用火車轉到歐洲的任何一個城市，不過歐

洲搭火車的票價都比較昂貴，在比利時境內搭火車可以利用比利時國鐵ＳＮ

ＣＢ的ＡＰＰ，裡頭可以購買青年套票，總共有 10張 53 歐，相較其他一張單

程票都要接近 15歐的價錢可以說是相當的實惠。另外，在列日市內移動大部

分都靠公車，可以到列日吉爾曼一樓大廳購買半年票，只需要 19.6 歐就可以

無限搭到飽。 

o 水 

比利時的自來水官方宣稱可以生喝，不過當地人大部分都習慣在超市買礦

泉水來喝，如果有預算考量我建議可以網購一個濾水壺在家濾完自來水來

喝。 

o 語言 

大部份列日市民英語能力都不太好或是有很厚重的口音，甚至點餐時都沒

辦法使用英文，不過認為最好的溝通、解決問題的方法，還是直接去找工作

人員問清楚，除了學校裡的同學教授，基本上碰到人都要有要比手畫腳的心

理準備。 



o 電信 

我的手機ＳＩＭ卡是先在台灣買的，然後帶去歐洲使用，電信公司是Ｖ

ＯＤＡＦＯＮＥ，我在台灣買到的是英國的ＶＯＤＡＦＯＮＥ，2022/6/18 以

後就不能在歐盟國家使用了，所以為了保險起見，建議還是要到了當地再買

ＳＩＭ卡比較好，也可以找到比較經濟實惠的方案。我自己的方案是一個月

10英鎊，有 5G網路流量加上無限電話和簡訊，另外根據我在這邊認識的朋

友，他們在當地辦的ＳＩＭ卡，一個月10 歐，有10G 的網路流量外加無

線電話和簡訊，一比較下來還是有點差距。	

o 疫情影響	

剛來列日時其實有一點不習慣，因為我是從荷蘭過去的，在荷蘭幾乎看

不到街上有任何一個人戴口罩，他們反而會覺得戴口罩的人有一點奇怪，

（不過在國外不論你做什麼，旁人絕對都會給予你尊重，所以不必太擔心自

己會被歧視或受到攻擊）。剛落腳比利時大概是二月初，街上戴口罩的人雖

不是全部，不過也有一半的人會戴，上了公車或火車更是每個人都一定會戴

口罩，不過隨著政府逐步解封，到了三月中的時候，在公共場合及學校都不

強制戴口罩了，也沒有了遠距教學的顧慮，所以雖然在台灣看國外是很開放

的，比利時也是半年前才解封的。	

三、 交換學生期間需注意的事項	

在交換的過程中，我認為最重要的不是在課業上，而是在文化的衝擊之下，學習

更開明的想法及拋棄自我舊有的惡習。我所見到的是西方人他們好的習慣根深蒂固在

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舉個最簡單的例，國外的斑馬線和台灣的斑馬線並不是同一樣

東西，在國外，過馬路時你大可以不必擔心身前身後會有一台車子呼嘯而過，而在台

灣我們卻常在新聞上聽見行人橫死在斑馬線上、孝子孝女們亡於大車的輪子下。在國

外如果你在街上露出一絲需要幫助的神情，幾秒後就會有人上前有禮貌地詢問你，有

什麼我可以幫的上忙的嗎？在台灣，幫助別人前，往往要打量自己幫了這個忙以後可

以得到多少回報，估量一番後，結果想是得不到回報，便打打馬虎眼說道，自己還有

別的事忙，眼看是幫不上這事了(前陣子在看紅樓夢裡頭就是這樣演的)。	

我期許自己回到了台灣也可以繼續保有在國外所學到的一些好的習慣，見到人打

招呼、給予他人一個微笑，都是很好的，我期待有一天可以看見，人們在上公車時不



要爭先恐後搶那幾個座位，飛機誤點時不要在候機室破口大罵，反之，飛機安全落地

後給機長一點掌聲，結完帳後祝福店員有個美好的一天，人與人的互信往往就是從這

些支微末節的小事建立起的，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