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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換學校介紹 

 

荷蘭的高等教育和台灣不同的地方在於每間學校都有不同的發展的重點，所

以雖然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本身的排名在荷蘭並非最高（甚至荷蘭本身也很難

針對各個大學排名），但其底下的商管學院，也就是鹿特丹管理學院（Rotterdam 

School of Management，RSM），卻是荷蘭之最。來到學校可以發現學校的設

備和公共空間不僅有鹿特丹獨有的現代感，也具有商業的氛圍。校舍比較新，不

像許多歐洲著名的學校具有古樸的學院風格。鹿特丹管理學院的 MSc 碩士學程

一共分成五個 Block，秋季交換會歷經 Block1-2，春季交換則是 Block3-5，我

是春季交換，因此歷經三個學期，總共修了四門課程。由於 RSM 要求每個 Block

都要修課，加上荷蘭的國定假日不多，國定假日剛好遇到假日也不會補假，所以

每個 Block 中間是沒有中斷的。如果預計要到鄰近國家旅遊的同學需要事先留意

時間的規劃。此外，RSM 的課非常紮實，雖然授課時數不多，但需要花費很多

時間完成作業、報告和準備考試，老師也都很準時上課，是很適合學習的地方。

對於交換學生來說，要兼顧課業和體驗國外生活，時間的分配絕對是重中之重。 

 

 

 

二、課程介紹 

 

 由於本身的專業是財務金融，因此我在 RSM 修習的課都和財金與會計相

關，以下是本次交換修習的課程資訊： 

 

1. Block 3: Financial Modeling (6 ECTS) 

這門課因為開課前老師突然不能上課，所以臨時召集各領域的專家開課，陣

容包含 RSM 的老師和業師，也因為要配合業界師資的時間，有幾堂課的時間有

做更動。這邊要提醒一下交換生們，如果沒有修 ICP 的話，通常會有一個 Block

至少要修兩門課，若有因時間更動有衝堂的疑慮或是需要退選的話一定要寄信給

課程助教或課程召集人。回到正題，這門課主要是用 Excel 的 VBA 做財務模型。

內容涵蓋投資學、選擇權、因子投資等等。難度並沒有想像中高，但是個需要辛

勤耕耘的課。課程設計了三個分組作業跟三個個人作業，個人作業為期末考試，

占學期成績 70%。雖然作業題數不多，但每個大題都有很多子題，每個子題並不

是模型跑完就可以繳交作業，還需要寫解釋，當時修這門課幾乎每天都在寫作業。



建議對投資組合管理、選擇權、避險、及因子投資有背景知識的學生再修，否則

若同舟共濟的組員不太認真，分組成績會受很大影響，且該課程分組作業給分又

比個人作業高，雖然占比只有 30%，但要好好把握團體作業。另外，三分個人作

業是在考試週前一個禮拜才陸續公布，但誠如前面提到每個題目都需要跑模型和

寫解釋，似乎有很多學生寫信告知無法在期限內完成，所以課程召集人發信公告

延長兩天的期限。簡言之，在荷蘭生活，如果有問題就立刻向相關單位反應。 

 

2. Block 3: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6 ECTS) 

這門課介紹銀行和金融機構。涵蓋的內容很廣，包含金融機構的角色、銀行

效率、各種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支付系統等等。對於主修一直在財金

領域的學生而言，對課程內容至少會有基礎的概念，但是這門課會加入很多實

證研究的結果，老師除了理論之外也會回顧一部分的文獻。考試會要求學生針

對一些論文或是學說進行闡述。另外還有一分團體報告。基本上報告跟考試多

為開放性的問題，沒有標準答案。這門課有公告成績統計，平均分數 6.75，只

有 22%的學生沒過。 

 

3. Block 4: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Investments (6 ECTS) 

這門課會教到一點都市經濟學，也會講述房地產評價方法、迴歸分析、景氣

循環等。其中一堂課是荷蘭銀行的演講，該堂課程有分組的 in-class exercise，

要大家分析不同狀況之下，以銀行的角度借錢給哪個房地產物件比較能獲得報酬。

課堂練習並沒有強制，最後會預留時間請各組盡量分享怎麼建模，然後業師會再

進行講解。這門課分組報告需要交 7000 字的諮詢報告，各組要找一個房地產物

件進行評價，並做經濟分析，最後會有一堂課進行口頭報告。考試是上機考，一

半的分數是考 DCF 評價方法，另一半考多篇指定閱讀的論文，英文打字不能太

慢，但老師給分也比前面兩門課寬鬆一點。這門課平均分數 7.55。 

 

4. Block 5: M&A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6 ECTS) 

這門課會探討許多和公司治理以及企業併購相關的主題和論文。會計的要求

並沒有很高，但提及併購勢必會提及和合併報表有關的內容，且基本的評價會是

考試的重點之一，不會要求做會計分錄，但要有基本的會計觀念。課程有安排三

堂 Guest lecture 和一堂 in-class exercise，Guest lecture 沒出席且沒事先告知

原因會直接被當（老師是德籍老師，應該是說到做到）。每次 Guest lecture 都要

拿名牌，老師用名牌點名，這三堂課會記錄學生發言，學生大部分都很踴躍。

Guest lecture 和 in-class exercise 各占 15%，期末考占 70%，期末考題目很

多，但老師接受列點式簡要的回答，只要知道概念基本上老師也都會給分。這門

課平均分數為 7.49。 

 

 



三、生活及文化交流 

 

1. 學校主辦的活動 

荷蘭種族多元，且生活很自由，只要不要影響到其他人，不違法，基本上要

做什麼都可以。這點從大麻合法和是全球第一個開放同婚的國家就可略知一二。

初來乍到的時候，除了 Orientation 之外，學校會舉辦 Welcome Party 歡迎國

際學生，活動最後會有荷蘭當地食物可以品嚐，例如荷蘭生鯡魚、荷蘭鬆餅、甘

草糖等等，當然也可以兌換飲料和酒，交換生可以去品嘗荷蘭的食物。不過，如

果有交換生不吃牛肉的話，要注意他們的香腸有時候是牛肉香腸，漢堡、肉包、

甚至義大利麵醬可能都有牛肉的成分。除此之外，學校的每週二會有 pub crawl，

可以去酒吧喝酒，每個禮拜主題不同，也有不同的服裝要求等等。在正式去酒吧

之前，外國學生會先在家裡和三五好友 pre-drink，玩小遊戲等等。此外，學校

也會舉辦室內電影院和戶外電影院，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透過學校的官方臉書

或是 ESN 的臉書查詢，不定期會通知。 

 

2. 演唱會相關資訊 

如果喜歡去 Live house 的話，很推薦在國外看表演，尤其有些藝人不會在

台灣開巡迴，就算開巡迴，票價也高出很多，如果沒有課程衝堂且買得到票的話

可以考慮。我在荷蘭看了幾場演唱，裡面都有吧檯可以買酒和軟性飲料，大家會

一邊喝酒一邊隨著音樂搖擺，很放鬆。 

 

3. 酪農食品 

荷蘭的酪農業很有名，所以在這邊買牛奶和優格是在台灣的半價。此外，起

司也很濃郁，如果太敢生吃，拿來入菜也很方便，我會自己做起司雞肉咖哩等，

對於不會自己調味、調醬料的人是一大福音。 

 

4. 鬱金香王國 

荷蘭人善於園藝，許多人家的庭院會種植花草，去市集或超市也隨處可見

植栽或種子的販售。荷蘭人也喜歡賞花，尤其這裡是鬱金香王國，每年三月到

五月是鬱金香盛開的時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庫肯霍夫公園，民眾齊聚觀賞花

團錦簇，好不愜意。 

 

5. 國王節 

荷蘭也有皇室，我來交換的時候剛好碰上國王節。在國王節前夕，許多民

眾會在大街上徹夜喝酒狂歡，國王節當天也會有許多人租船在運河上慶祝，尤

其是在阿姆斯特丹。當天也會有跳蚤市場可以撿便宜，但跳蚤市場賣的東西幾

乎所有交換生都不需要，只有極少數的店家有賣可能合身又還算好看的衣服。

在各大城市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烏特勒茲等，會有音樂祭，比較大的城市



會有在亞洲較知名的西洋歌手和 DJ（荷蘭的 DJ 也是舉世聞名）演出，大家一

樣會在音樂祭喝酒慶祝。如果想要親眼見到國王微服出巡，可以查詢當年度王

室經過的地區，每年略有不同。 

 

6. 交通 

荷蘭的交通費非常高昂，如果你的租處距離學校不算太遠，可以買一輛二手

腳踏車節省交通費順便運動。然而，荷蘭是很常下雨的地方，尤其春季交換通常

天氣都不會太好，十分濕冷，所以騎腳踏車雖然是荷蘭人日常，但對於短期交換

的交換生要考慮實用性和安全。考慮到天氣問題，且傳聞荷蘭腳踏車失竊率高，

我在荷蘭都搭 Metro 或 Tram 通勤。建議大家可以下載 9292 這個 app 查看交

通時刻。如果要去荷蘭其他城市旅行，或是去機場的話，可以留意 ah 超商、

Krudivat 等店家不定期推出的特價交通票。或是透過荷蘭電商 actievandedag

購買票券，可以節省不少費用。 

 

 

 

四、交換需注意事項 

 

1. 定期收信 

建議交換生除了和政大以及你和 RSM 常聯繫的電子信箱之外，偶爾也要留

意 RSM 的學生信箱。這次修課的第一個學期（Block 3）有遇到開課前一週的禮

拜四系上才突然寄信通知大家課程異動，但是學校的 Orientation Day 辦在開課

前的星期五，在 Orientation Day 當天學校才會正式跟大家介紹不同系統的功能

（類似 inccu 跟 wm5 要怎麼使用的說明）。所以當我知道有哪些系統應該怎麼

使用之後，才看到系上更改課程及時間的通知。非常建議大家就算剛開始不太會

使用 Osiris、Canvas、Timetable 等系統，剛落地到荷蘭的時候還是至少檢查一

下 RSM 的學生信箱。 

 

2. 在市政廳註冊 

學校會舉辦 One Stop Shop 讓國際學生可以在指定日期完成市政廳登記、

辦金融卡、以及保險等服務。因為我沒有抽到學校的宿舍，所以外宿在 Capelle

區，並不是在 Rotterdam，所以雖然學校在網路上請外宿的學生填寫要去市政

廳註冊的表格，並請房東簽名，帶著所需文件來註冊，但是 One Stop Shop 當

天會去學校服務的是 Gemeente Rotterdam，如果不是住在鹿特丹區的同學會

被拒收。所以我在 One Stop Shop 當天一分文件都交不出去，保險也沒辦就回

去了。個人覺得不一定要參加 One Stop Shop，因為保險可以線上辦，市政廳

註冊可以自己跑（而且若居留不到四個月甚至不需要註冊）。至於銀行的部分，

今年是 bunq 駐點，我在網路上看到每個月要付一小筆費用才能使用帳戶服務，



就跑去 ING 開戶了。或許之後學弟妹來的荷蘭時候各家銀行提供的優惠和便利

性又不一樣，可以事先上網查詢。 

 

3. 保險問題 

學校推薦大家辦 AON 的保險，但是一定要是鹿特丹大學的 Complete+版本

保險公司才會受理。之前參考很多學長姐的交換資料，知道很多人保 AON，所

以我當時只用 GOOGLE 打 AON、Student insurance 這些關鍵字就進入網站填

寫資料，沒有特別注意到我保的不是 Complete+，所以有被退件，最後重辦。

Complete+毋庸置疑比一般的學生保險貴，但有保險至少出門在外比較安心。

上網登錄資料付款也算是方便，但大概受理完一個月我的 ING 帳戶才有被扣這

筆款項。之前查相關資料有學生詢問保險沒被扣款最後被AON通知補繳的例子，

建議大家可以記帳稍微留意一下扣款時間，如果過很久還沒扣款一樣直接詢問相

關的負責單位（保險公司或扣款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