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換學習生活報告 

外交五 胡雅森 交換學校：德國曼漢姆大學商學院 

（一）交換學校介紹 

曼漢姆大學是位在曼漢姆市的一所年輕大學，曼漢姆市本身是一個港口

都市，因為在萊茵河與內卡河的交界處而有大量貨物在此地集散，同時也

是一座工業城市，可以看到不少工廠坐落在曼漢姆裏頭。城市本身不大，

比不上法蘭克福、司徒加特等鄰近的大城市，不過由於其重要的位置，仍

然有相當便捷的交通。 

曼漢姆大學是一所著重在一類組學科的大學，其中心理系、經濟系與商

學院可說是全德國最有名的，商學院更有「德國哈佛」的美名，被譽為德

國最好的商學院。話雖如此，但曼漢姆大學的商學院並非世界知名，與英、

美頂尖商學院相比名氣是遜色不少，然而整所大學相當有意識地要讓學生

與業界接軌，在校園各處總能看到許多國際知名大企業招募新血的廣告，

上的課程中教授也多次邀請國際大企業以及德國中小企業的高階主管來

做為講者，探討公司經營、市場拓展等等的商業經營議題。在我與當地學

生的交流之中，發現曼漢姆大學商學院的學生並不乏各種實習、專案合作、

活動參與的機會，且同學們也都相當踴躍地去爭取，例如在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一堂課中教授便邀請到了 BCG的高階主管來

到課堂上演講，並且也在課後馬上提供了學生實習的機會，可見曼漢姆大

學的學生素質是廣受認可的。 

在課程方面，商學院提供了相當多的課程，產銷人發財的每一項都有相

當豐富的課程可供選擇，而且英文課程相當地多，這是因為曼漢姆大學的

國際學生相當地多，占了總學生的 15%，且德國學生與教授們的英文程度

普遍都接近母語人士，所以並不會因選擇了英文授課的課程，而就只有與

國際生一起上課。同時近年來新興的商業數據分析領域的課程，曼漢姆也

頗有著墨，儘管商業數據分析的課程並不歸類在商學院裏頭，而是另開一

個系，但有興趣的人還是可以選擇旁聽，能夠學到很多東西，而在曼漢姆

大學想要旁聽是相當容易的一件事情，這與曼漢姆大學的課程制度有關，

接下來我會詳細介紹。 

曼漢姆大學的大學部課程大多數都採取「期末考定生死」的方式進行，

除了少數課程外，大多都是在學期間沒有報告，也沒有作業，更沒有期中

考，而是透過期末考的成績決定是否通過。不過若真的沒考過，曼漢姆大

學也提供一次補考的機會，只要有過便一樣能拿到學分。而曼漢姆大學採



用登記考試的制度，也就是選課階段選到了課程之後，並不代表自動參加

該科的考試，而是在學期進行大概 1/3後，再根據個人意願選擇是否參加

考試，若不參加該科將不會出現在最終成績單上。也因為這種制度的關係，

我可以大量選擇我有興趣的課程，而不用擔心必須要在期末時負擔沉重的

考試壓力，對於課程內容不確定的人，也可以有一個試聽的機會。我在學

期間一共上了五門課，不過最後我只有選擇我最有信心的一科去考試，原

因無非就是因為曼漢姆大學商學院的考試相當地具有挑戰性，需要花費大

量的時間與精力去準備才能拿到好成績，同時曼漢姆大學教學的方式是要

求學生在課後大量閱讀，因此準備一門課的考試會花費不少的時間。 

（二）生活及文化交流 

1. 文化交流的機會 

曼漢姆是巴登符騰堡邦第三大城，城市中心是一個棋盤式的設計，絕大

多數的商店與設施都集中在城市中心。整體來說曼漢姆並不算大，但城市

機能相當健全，生活頗為便利，只不過我個人認為娛樂活動是遠比不上大

城市。 

曼漢姆大學使用曼漢姆工作為其大學主體，雖然外觀是皇宮的樣子，不

過裏頭早已相當現代化，僅保留一小部分作為博物館，而各種教學設施散

落於曼海姆城市各地，而非集中於校區，校區本身並不特別大。 

曼漢姆大學的學生社團 VISUM會定期舉辦各種給交換生的活動，可以藉

由這些活動認識許多朋友，活動舉辦的頻率相當高，幾乎每個禮拜都會有

1~2 次，其中像是 International Dinner 等活動，都是很好的文化交流

的契機。學期間學校也會規畫幾個前往鄰近城市的活動，例如法蘭克福與

司徒加特，去觀光的同時又可以認識當地歷史，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去

慕尼黑啤酒節，那次真的體驗到歐洲人的狂歡性格以及對節日的重視。 

若有參加大學所開設的暑期語言學校，可以參加語言學校所提供的各種

假日出遊活動，能夠去到鄰近知名的景點如海德堡、施韋青根城堡等，通

常學校都會請當地的解說人員來帶你更進一步了解該處的歷史，同時收費

也不高，相當推薦參加。 

2. 住宿 

曼漢姆大學的宿舍可供交換生住的有五個，分別是 B7、 G7、

Hafenstrasse、Ludwig Frank (ulmenweg)、Carl-Zuckmayer-Strasse。

每個住宿各有優缺點，不過我覺得最好的是 B7→G7→Hafenstrasse→

Ludwig Frank。B7離學校最近，走路就可以抵達，同時也在整座城市生活



機能最為便利之處，位處市中心，只不過缺點是難抽同時空間也比較小一

些，G7則是較 B7稍微再離學校更遠一些，不過也算是很便利，是走路也

可以抵達的距離。走出來便是在曼漢姆被稱作 Jungbusch的酒吧街，晚上

可能會較為吵鬧。Hafenstrasse則是位於港口處，附近有許多工廠，這裡

要到學校就比較遠一些，需要搭乘公車，不過整體建築我認為是蠻新的，

附近也比較不方便，因為離市中心有段距離了，好處是可以看到內卡河的

河景。Ludwig Frank 則是位在最遠的地方，不在曼漢姆的市中心棋盤內，

需要搭乘路面電車來回學校，我認為還蠻不方便的，因為晚上 1點後就不

會再有大眾交通，只能騎腳踏車或叫計程車，因此有時候 Party 完或者是

要坐凌晨的火車時就會很不方便。不過好處是這裡是交換學生的大本營同

時遠離市中心，因此會有許多的交換生 Party活動可以參加，房間相較之

下也更大。 

宿舍房租大約落在 350 歐/月上下，但我有認識許多人是自行在曼漢

姆租房子，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雖然一個月的房租貴了一點，來

到 500歐左右，但是可以住在市中心同時也享有更好的居住品質。如果考

慮在當地租房，可以先加入 FB 的「曼海姆台灣同學會」社團，詢問當地

台灣人有無房源等等，他們都會很樂意幫忙你！ 

（三）交換需注意事項 

前往德國之前，最麻煩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辦簽證了，通常簽證的核發

會需要一個月，運氣不好甚至會等到兩個月，因此最好在兩到三個月前就

先前往辦理。有上暑期學校的人，可能會遇到承辦人員只給學期間的簽證

而不給暑期學校時間的簽證，不過這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因為台灣可

以免簽入境，最長可以在歐盟待到 90 天。若真的遇到，由於入學證明上

所寫的就學期間是會包含語言學校的，所以可以嘗試跟他據理力爭。 

到了當地之後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入籍(Anmeldung)，需要前往當地戶

政事務所，位於 K7 處辦理，需要在一個月內完成。辦理時可以順便問辦

理人員有無提供給學生的學期票(Semester Ticket)，有些人員會直接給

你一張免費的，不過有些人則是會要你付錢(180歐)，所以可以多問幾個

不同的人，碰碰運氣，大部分的人都有拿到免費的只不過少數人有被要求

付錢。他們對於這個似乎沒有一個特定的規則，完全是看你遇到的人想不

想要你付錢，若要付的話可能會要求你到當地大眾運輸的承攬公司 VRN的

總部辦理，若不用付則是會直接給你一組序號讓你去線上兌換。在離開德

國之前，還需要去辦體退籍手續(Abmeldung)，這方面透過郵件辦理即可，



需要額外在信中告知需要獲得「退籍證明文件」，才可以拿這份文件去申

請結束保險（德國要求每個人都需要保保險才可獲核發簽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