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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介紹 

位置 

  WHU-Otto Beisheim School of Management 創立於 1984 年，有兩個校

區分別坐落於是萊茵河畔的 Vallendar 和科隆以北的 Düsselforf。前者主要是

大學部及 MSc 的課程為主，後者則是 MBA 與 EMBA。碩士交換生可以選擇要

去那個校區交換，而我是選擇清新悠閒的 Vallendar 校區為我的交換學期，有

趣的是整個 Vallendar 是被聯合國認可的世界遺產，所以在這念書可以沉浸在

古色古香的德國氛圍。 

排名 

  2019 年 Financial Times 公布的歐洲商學院排名當中，WHU 排名全歐第 23

名，德國第 1 名，其中 MBA 課程更是首次擠進 Top 10，每年都在追求進步提

升。 

WHU Spirit 

  WHU 是一間很國際化多元的學校，他們秉持四個原則所構成的 WHU 

Spirit，分別是 Respect、Responsibility、Initiative、Cooperation。可以說

算是他們的校訓，因此整個學校很常辦活動，讓整個校園群體的彼此可以更認

識彼此。這裡稱交換生為「Tauchies」大一新生為「Quitschies」，學校會很積

極地讓這兩群體迅速融入學校，也很幸運的是交換生也是他們所看重的一環，

所以在校園內有很多機會跟不同國家的人互動。 

  「Work hard & Play harder」則是這裡每個學生朗朗上口的一句。因為

WHU 的課程很緊湊，討論報告作業時通常都會最大效率的謹慎完成，但在每

個 Quater 初有 Party 的時候大家便會嗨一整晚，有免費的酒水喝到飽，校園

門口也會出現蠻多喝醉的人。 

 

二、課程資訊 

  WHU 的一個學期會有 2 個 Quarter，基本上一門課就是一個 Quarter 會結

束，少數的課會延續到兩個 Quarter。因此，每一門課的進度其實會蠻快的，

而且這裡的碩士課程會假定你已經應該要會某些特定技能，如: 回歸分析、投

資分析的能力等，如果沒有這類基礎就亂選可能就只能靠隊友了。這裡的一門



碩士課程大概 5 ECTS，換算臺灣學制大概是 2.5 學分，而只有給交換生的特別

課程是 4.5 ECTS；這裡的評分標準則是 1~5 分，1 分最好也很難拿到，5 分則

是算 Fail，但我覺得實際上除非真的太混也很難 Fail，以下便是我的修課心得。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這門課主要是講述國際匯率的經濟模型，像是 Overshooting Model、

Balassa–Samuelson effect，老師人很好而且會由淺入深，每次下課老師都會

即時匿名 Kahoot 測驗，第一名的人可以拿 Ritter 巧克力，會讓人很想認真上

課猜題目，個人蠻推薦的一門課程，但第一份作業會需要用到迴歸分析的技

能。評分方式主要是小組作業 60%，期末考 40%，然後通常只要有分組的課就

會規定每組一定要有 Tauchie，所以是個可以認識當地學生很好的機會。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Analysis 

這門課算是基礎入門的課程，有點像是幫你釐清過去所學的初級會計與投資模

型，內容主要以觀念為主，考試基本上都是要用紙筆解釋而不是算出數字。

Cover 的內容大概有股價估價模型(CAPM、DCF、NPV)、公司財務(Cost of 

Capital)、會計(存貨週轉天數)，算是內容蠻廣又教蠻快的一門課。評分方式則

是 100%考試，就比較沒有跟當地學生互動的機會。 

Venture Capital Finance 

這門課內容主要是在講 VC 的運作及股權結構的內容等，臺灣很少有這類的課

程所以接觸起來其實蠻新鮮的，但對我來說也蠻難的。難的原因在於課程的進



度主要取自於老師與學生的問答，但碩士班學生很多都來自不同國家，有時候

他們口音很容易上課的時候迷失方向，礙於英文聽力不夠好所以學到的東西其

實沒有想像中的多。評分方式是 60%小組作業、10%出席、30%個人作業，我

覺得這門課的小組作業算蠻難的，而且老師通常就是給大家題目後三小時內要

寫出來，有點像變相團體考試了，所以要搞得很清楚才可以找出正確答案，因

此要認真上課。個人作業對我自己來說也有點難寫，因為上述原因很難寫出很

有深度的東西，所以最後成績其實不算理想，但還是 PASS 了。 

German A1.1 

認識一個國家最快的方法我覺得就是學語言了，這門課我自己是大推。第一可

以認識很多交換生，第二就是老師會介紹很多德國的文化，唯一的缺點可能是

老師一個學期會把整本 12 課教完，對於純初學者可能蠻難的，但我自己來之

前有先學過半年了而且老師的用書跟我在臺灣學的是同一本，是 Menschen 

A1.1，所以對我來說只要 cover 後半的 6 門課就好，老師很用心也很包容，算

是蠻輕鬆好玩的課程。  

三、生活與文化 

如上面所說 WHU 是個很注重 Diversity 跟 Integration 的學校，所以活動非常

多，分述如下: 

Campus Recruitment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就是外界企業來 WHU 徵才的活動交換生也



是可以參加的，而且這裡的徵才很特別的是通常說明會結束都會有一起與公司

的人吃晚餐的環節，像我參加了高盛跟瑞士信貸的徵才，結束後都有帶到一個

地方餐敘，算是很特別的體驗，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International Dinner 

這應該算是每個交換生的第一個大活動，每個人要攜帶自己家鄉的食物然後上

台介紹，然後帶到地窖後放在分享的桌上，再配上學校提供的德國食物的晚

餐。一開始我帶了超級多的鳳梨酥，結果發現大家其實大概都帶了 3-4 人份而

已，我覺得可以放一點在分享的桌上，再帶一些在自己的身上交朋友，效果會

很卓越的。 

Running Dinner 

這算是一個很道地的活動，就是會分主人與客人。通常交換生都是客人，然後

會有三道菜分別是前菜、主食、點心。每一道菜就是一戶主人家，然後最後的

點心跟酒水是由客人攜帶，酒水通常都是好幾大箱的啤酒，算是個蠻好玩的活

動，推薦大家主動報名。 

Tauchie Tuesday 

顧名思義就是交換生主辦的活動，交換生之間會選出一個叫做 TGV 的組織來安

排所有交換生的活動，這個 Tauchie Tuesday 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個。我們這期

開始是安排在校園的 Bristo，每周二會在那邊販售各個不同國家主題的食物，

賺到的錢就提供給之後的交換生 Party 所使用。可惜的是，以前在 Bar 還會有



當地居民一起同歡，但改在 Bristo 後有點都變成交換生去而已了，所以我自己

其實沒什麼參加這個，但如果有組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妨也主動參與販售的部

分。 

Coffee & Cake 

這是學校主辦讓交換生與未來 WHU 的交換生齊聚一堂的活動，有機會遇到要

去自己大學交換的學生，像我就有遇到一個下學期要來政大的 WHU 學生，校

方會提供餅乾蛋糕咖啡，還有舒適的環境讓大家交流，是個很棒的活動所以推

薦大家多留意信件。 

Euromaster 

這算是一個體現 WHU 精神的一個活動，歐洲很多國家的商學院都會齊聚

WHU 進行運動比賽。大概為期 4 天，最後一天有啦啦隊比賽，然後每天晚上

都會有規模很大 PARTY，只是門票也不太便宜我記得是 80 歐左右。很多參加

完的交換生都說這是必參加的活動，但我那時候跑去旅行了所以沒有參與到。 

Others 

學校有個組織叫做 VIP，專門舉辦交換生活動的組織。像是啤酒節的時候他們

會帶大家去”一日遊”，聖誕節則會去逛 Koblenz 的聖誕市集。還有大地遊戲

或是體驗道地的德國食物等等，都還蠻好玩的，就等大家自己體驗了。 

四、注意事項 

德國超市星期日不營業 



來德國最重要的莫過於超市了，因為外食真的是很不好吃然後又貴。所以超市

可以說是你的好朋友，Vallendar 附近有兩個超市 Rewe&Lidl，往 Lidl 的方向

其實還有幾間，他們星期日都是不營業的，所以週六的時候要記得屯糧。

Koblenz 有一間還算蠻大的亞洲超市，裡面有賣很多泡麵包括維 X 炸醬麵(0.69

歐)所以其實大家不用特地從台灣帶過來，但這間超市要特別注意的是很常會擺

上過期的東西，所以大家就多注意囉。 

小費文化 

德國是有小費文化的，有時候沒給可能還會被念一下。這裡給小費的流程就是

當服務生告訴你金額後，你再跟他說一個數字，那小費就含在裡面了。那給小

費的原則就是量力而為，我自己的經驗是 5%-10%或是取整數，給大家參考。 

各地交通系統不一 

這算是蠻麻煩的一件事，每個德國城市的交通通常都是由不同的整合機構所賣

票的。像 Koblenz 是 VRM，科隆則是 VRS，但都可以用 DB 的 APP 買票。最

大的問題是每個地方的規則也不太一樣，像柏林慕尼黑都是要 validate 票根才

能上車，但 Koblenz 不用；然後柏林慕尼黑的公車可以從後面上車，但

Koblenz 的則一律從前門，所以大家到別的城市時別傻傻的以為跟 Koblenz 一

樣了。 

建議攜帶的東西&推薦 

其實我覺得德國的亞洲超市能買到的東西算很齊全又不貴了，koblenz 可以買



到很多不貴的泡麵、紹興酒、醬油、臺灣麻糬(?)。所以推薦大家可以帶買不到

的東西或是來這會很捨不得買的東西如: 醬油膏、鳳梨酥、好用的筷子、好喝

的奶茶包、玉米濃湯包等等。 

隨時保持警覺 

來歐洲的很大心得之一就是不要隨便跟人搭話了。亞洲面孔還蠻容易在歐洲成

為下手的目標的，尤其是當你越鬆懈的時候，德國雖然相對安全了但建議大家

還是要提高警覺，錢包、手機就貼身放。別的國家就更不用說了，尤其是很多

假藉慈善名義叫你捐款的 9 成都是假的，臺灣人的善心很容易就被誤導過去

了，所以千萬不要被利用了!祝大家可以有個安全愉快的交換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