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加侖大學交換生報告-金融四陳薇如

1. 聖加侖大學（Universität St. Gallen）簡介：

聖加侖大學（德語：Universität St. Gallen，簡稱HSG），是一所位於瑞士東部聖加侖市的研究型大學，是

歐洲四家最頂尖的商學院之一，歷來有不少歐洲皇室成員入讀，也是不少世界級投資銀行家的搖籃。不

少聖加侖大學的校友都曾出任瑞銀集團(UBS)、瑞信集團(Credit Suisse)等國際頂尖投資銀行的行政總裁及

高層人員。該校歷史悠久，建立於1898年，主要學科包括工商管理、金融、經濟學、法學和國際關係學，

且尤以金融、工商管理而見長，在德語區以精英教育而聞名，被譽為歐洲的哈佛大學，是CEMS和國際事

務專業學院協會（APSIA）的成員之一。也獲得了EQUIS和AACSB的商學院認證。

2. 選修課程介紹：

總的來說，我覺得聖加侖大學的師資與課程內容都蠻實務，教授也都親切熱心，課程也會邀請業師來進

行講座分享，或是教授會分享一些面試tips，然後也會給學生很大的發揮空間，個人非常喜歡這樣的學習

環境。

• Applied Corporate Valuation：主要課程內容皆以使用excel建立財務模型為中心，涉及範圍有公

司財務分析、各種公司估值方法（PE/PEG/PB/EBITA等）、併購協同效應、LBO。這堂課建議有

一定投資學基礎，或是有相關實習、參與過相關活動的同學選修，不然一開始直接進入實務可

能會有點痛苦，不過個人非常喜歡這門課！覺得學習到非常多。教授非常親切且經歷嚇人，港

大博士＋曾經的JPM IBD正職，所以課程內容幾乎都使用實務的模型案例來講解。

• Corporate Finance：基底上跟政大投資學差不多，不過多了很多實務案例分析，除了正課外，

也有TA課，也有Case study的課。考試的時候比政大課程更加注重對應案例當時所發生的問題

或看法，相對沒有政大這麼重視繁雜的計算，主要是如何拆解案例來進行分析。



3. 文化交流：

聖加侖大學的Buddy system非常厲害，每個禮拜幾乎都會舉辦很多交流活動，大家可以挑自己有興趣的參加。

• Running Dinner：印象非常深刻的活動，2人一組，分成前菜、主餐、甜點。要去各個不同組的家中用餐一小時，然

後再去下一個地點吃飯，我跟我的夥伴抽到甜點，於是我們準備了珍珠奶茶與花生糖。在用餐過程中練習如何跟大

家用英文尬聊、認識彼此，也遇到很多不同國家的人：捷克、瑞士、土耳其、挪威、丹麥、哥倫比亞、義大利、葡

萄牙、瑞典、日本。也很深刻的是吃到甜點時已經12點多，但大家竟然還在談論職涯規劃….（果然是聖加侖的碩士）

• Ice-skating：第一次溜這麼厚的冰，小巨蛋都是薄薄的冰，在冬季的時候也可以假日約好友自己去溜！超喜歡

• Skiing：兩天一夜的滑雪之旅，滑雪是一項很看天份的運動，尤其大部分我們都沒接觸過，有些人第一天就可以滑簡

單的賽道，有些人可能還需要練習怎麼走，很建議新手一定要有人帶，不然會受傷（像第一天就有人流血或骨折），

buddy system的人都非常有耐心的教導我們，晚上也有充滿滿滿covid的電音party，總的來說雖然價格不斐、全身痠

痛，但是非常喜歡滑學的速度快感，一生必體驗。

• German A1：非常推薦對學習德文有興趣的選修Professor Gröner Carina的課，老師非常親切熱心，就像在帶幼稚園小朋

友一樣，非常有耐心，也很喜歡跟學生互動，課程內容主要很重視生活會話，上課也會有很多小組練習口說或是寫作，

大推！聽朋友說A1另一個老師Jennifer上課比較死板，大部分都是念課文，大家若想學德文就各憑喜好了。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ar：這是碩士的課所以非常小班，大約10-20個人，主要內容環繞在車子相關的主題：車聯

網、自動駕駛、氣候變遷、綠色能源等，教授人也是非常有趣及親切，第一天甚至還做了每個人的名牌給我們放在桌

上，然後大家自我介紹。非常鼓勵學生舉手發言，很多時候會感覺像一群學者在進行學術研討。考試內容是進行一個1-

3人的30分鐘主題報告+3000字的個人論文，對還是學士的我來說覺得蠻驚奇的，第一次撰寫英文論文，花了不少時間

研究論文格式。跟我的瑞士partner在準備報告的過程中也交流許多，覺得收穫豐富，當然在專業英文的口語也進步蠻

多！如果大家想要增進自己在專業英文上的練習，推薦可以選有類似報告的課但也不要太多人一組，不然講不到那麼

久，我當初是大概講了15分鐘左右。

2. 選修課程介紹：



3. 在瑞士交換五個月來的心得：

在瑞士的五個月恍若隔日，好像還是那個興奮計畫要走遍哪些國家的菜雞，好像才剛抵達聖加侖開始安頓生活用品，手機塞滿各國家交通App認真研究。五個月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很多人會

問我：交換最大收穫是什麼？我想了一陣子，得出的結論：更加認識歐洲、更加認識台灣，也更加認識自己了。

聽來普通，但於我而言，從小到大接觸的很多都是美國思維、美語班、國際觀，新聞也很少報導歐洲相關的事情。歐洲，對原本的我來說就像是一塊遙不可及的大陸，以為「歐洲」就可以

作為這塊大陸跟人們的總稱。但交換後我深覺得過去實在錯得離譜，歐洲每一個國家都是獨特的，而且差異甚大，最喜歡的例子是瑞士，光是瑞士，就可以簡單粗分為德、法、義語區，在

台灣，實在很難想像一個國家竟然會有四種官方語言（還有另一種叫羅曼什語,但很少人用了）。就像前幾天從聖加侖搭火車到日內瓦，到蘇黎世（德語區）前，查票員打招呼方式都是

Grüezi，然後Danke結語，但再往日內瓦（法語區）方向過去，查票員就會講Bonjour 、merci ，沿路上交通標誌、乘客講的語言，不知不覺中也從德語轉換成法語。上次從盧加諾回到聖加侖

時也是，從義語開始轉移成德語。你會誤以為自己身處在不同國家，但其實都是在瑞士（忘記什麼時候有瑞士人告訴我，原本瑞士規定要學的第二外語可選法語、德語或義語，最近才加入

英文，所以有些老人家英文不好是正常的）。也因為歐洲大陸是如此多元，這裡的人們普遍對於不同文化更為包容與友善，時常看到很多歐洲人至少熟練三種外語以上（大概是德、法、義、

西、英語C5取3🤣），實在令人羨慕哈哈。

印象深刻的是，歐洲人對生活的態度簡直可以用「慢」這個字來形容，剛開始去餐廳時習慣一次把飲料、主餐、甜點點完的我們每次都會被服務生提醒slow down，服務生說他們認為吃飯是

一種休息，所以花個2-3小時都是小事，不要急，通常會先幫你點飲料、上飲料，再點主餐、上主餐，最後才來問要吃什麼甜點，想結帳又是另一段漫漫長路了。上課中也很容易發現很多年

紀比台灣認為「正常年紀」大的25.26歲碩士生，他們普遍認為碩士前應該先工作確立自己的方向，然後再去讀碩，很多人甚至會去gap year旅遊、打工、各種嘗試。跟亞洲新聞媒體追尋的

「應屆考上」、「直升」等速度競賽極大不同，對他們而言，學歷並非一切，懂得享受生活、找尋自己想要什麼才是。這點實在根植我心。



4. 一些在瑞士生活需注意的事：

• 簽證與居留證：聖加侖大學最棒的是學校會幫你跑好學生簽證的申請，只要在收到email後根據指示前往瑞士辦事處辦理即可，所有相關要準備的文件也都會一一寫在校

方到時候提供的網站中，只要注意好期限就沒什麼大問題。要注意的是到瑞士後必須要到市政廳將簽證轉換為居留證，建議將相關文件（R Form、簽證、保險證明、入

學證明、租屋證明等重要文件）在台灣影印好出帶去瑞士，因為在瑞士印東西沒有台灣這麼方便，居留證通知會透過郵寄的方式寄到你家，然後你再去郵局領。

• 租屋：聖加侖大學也會提前詢問幫忙尋找租屋的意願，我當時因為忘記匯款了超過期限，只能自己找…花了非常非常非常多心力找房，不過最後好險有找到便宜實惠的

租屋，如果大家不想花那麼多時間，建議花錢了事，不過學校找的房子通常會稍微貴一點點，還要多給一筆仲介費，不過花錢了事。如果會一直跑出去玩的話，建議選

靠近火車站的房子，不然之後一定會累死你。（學校離火車站大概公車10分鐘左右距離，而且是山坡路）

• 開學前活動與課程：學校在開學前也會有大約兩週的德文課跟campus tour，也很建議大家參加，也可以多認識一些其他國家的朋友。

• 垃圾袋：在瑞士倒垃圾很方便，只要知道你家的收垃圾時間，一定要去超市買垃圾袋才能丟！！然後放在家門口外的街道即可。

• 注意電壓：瑞士的轉接頭跟歐盟的不一樣，三個圓孔比較細，蠻推薦買瑞士規格的，跟歐盟規格的可以通用，這樣就只要買一個就好比較方便。

• 信用卡與現金：我沒有在瑞士開戶，主要是因為麻煩，然後瑞士刷卡非常方便，幾乎沒什麼地方不能刷卡。

• 食材：瑞士亞洲超市很少，超市裡面的東西也很有限，歐洲買的米大部分也都是細細長長的，所以我自己當初有帶小包白米。珍珠也是我到德國的亞洲超市才買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