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津生活一 

4 篇電子報的內容是連貫的，以介紹牛津生活作為主軸，從一到牛津之後需要做的一次性服務

及消費，到日常的超市、咖啡廳、購物等食衣住行，逐一分享在牛津居住三個月的生活體驗。 

 

● SIM 卡 

英國的電信商非常多，服務也都差不多，主要有 EE、O2、Vodafone 、Three、giffgaff 等，

申請流程以及資費方案上網搜尋就可以快速地比較。我自己是選擇用 giffgaff，因此直接分享

使用過程中的經驗，giffgaff 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我們在台灣就可以申請，不知道它是怎麼計算

運輸成本的，不過你只要在網路上填寫資料申請一張 SIM 卡，它就會不收任何費用直接將

SIM 卡寄到你家，在台灣就可以事先將 SIM 卡開通好，到英國時只需要購買方案就能馬上使

用，對我而言減少了許多不確定性。 

 

除此之外，使用 giffgaff 的好處是方案實惠，若你的手機以及 SIM 卡是支援 5G(兩者都要能

夠支援，因此申請 SIM 卡也要注意是要申請 5G SIM 卡)，它提供的 golden bag 方案價格並

不會特別貴，15GB 是 10 英鎊(約 400 台幣)，流量用完了也能直接線上購買，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它也能夠支援在歐洲使用，等於我們在歐洲的四個月只要用一張 SIM 卡就能自由旅行。 

至於缺點的部分，唯一的缺點就是在較為偏遠的地區有時收訊不太好，整體而言使用上的體驗

並不會有太大的阻礙，是個值得推薦的電信商選擇。 

 



 

● 銀行帳戶 

看過去的學長姐交換經驗分享都有提到在國外銀行開戶的大小事，事實上，我這次的交換並沒

有在國外開戶，生活也都非常的順利，若是怕麻煩或是覺得實用性不大，也可以像我一樣考慮

不開戶。至於為什麼不需要開戶，是因為歐洲各國的電子支付消費型態已經普遍盛行，80%的

生活支出都可以用電子支付解決，我自己是把信用卡以及金融卡綁在 Apple pay，所以只要帶

著手機就能到處走，電子支付的方便是我一開始完全沒預料到的，有時金融卡的匯率比銀行的

現金匯率還要低，如果用信用卡還有機會再打個 9 折，甚至一開始帶來的現金(約 1000 鎊)到

最後都沒用完。 

 

建議在出國前就先想好要不要在國外開戶，如果要辦也要事先準備好相關文件，若不需要，我

建議可以到欲使用金融卡的所屬銀行臨櫃辦理「海外提款」，原因是不一定去的每個國家都是

用同一種貨幣，若是待上 1、2 個禮拜，或多或少都需要一點預備現金，如果開啟海外提款，

ATM 就會自動幫你轉換匯率後給你該國貨幣。此外，到各個旅遊景點時也會看到許多

exchange 小窗口，我的個人經驗是除非你急需現金，否則不要選擇到那裡換錢，雖然看起來

都很正常也都標榜 0 手續費，但過程中的風險非常的大，因為他們通常會要求你提供護照給

他們列印，而且標榜 0 手續費的 8 程都會抽手續費，只是換個名字扣錢而已，因此，能不去

換錢就盡量不要，除非是直接到銀行換，或是事先搜尋網路上有保證的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