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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簽證 

比利時簽證是全歐洲最貴的，將近台幣兩萬左右。需要準備的文件跟程序也

很繁雜，建議大家可以在出發前兩個月開始辦理。所需文件如下： 

i. 良民證：程序大致可分為以下三步驟 

1. 警察局申請 

2. 民間公證 

3. 外交部公正並領取 

ii. 體檢：建議要到辦事處指定的醫院進行體檢，不然要多一道公證程序。

我是到台北的杏群診所。體檢費用 3000 台幣。 

iii. 財力證明：這學年 ICHEC 並沒有提供 block account，所以在財力證

明上會比較麻煩。除了姊妹校提供的 block account，還可以用 “每

個月六百多歐以上的獎學金” or “擔保人的收入、存款、所得稅證明”

作為財力證明，我因為沒有符合條件的獎學金，只能選擇後者。 

在這裡建議大家在辦簽證前，可以先寄信詢問負責處理交換生事項的窗

口－Kristien 該學期是否有提供 block account。 

II. 宿舍 

負責交換生的 Kristien 會提供一些住宿資訊，可從他推薦的網站中去找。以

往亞洲學生去交換，都會申請住在 “international house”。但由於疫情的關



係，過去一整學年學校不主動提供 international house 的保障名額，不過還是

可以自己去聯繫房東。Kristien 提供的文件中會標示出適合居住的地區，環境比

較清幽但相對價格會高一些。在布魯塞爾的住宿平均一個月房租是五、六百歐，

便宜的也有機會找到€450 左右的房子。 

我自己是住在 Ixelles 區域的 “365 rooms”，房租一個月五百歐左右，他

是專門提供給學生的宿舍。依據 studio, private room, communal room 分為

A~F 棟，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提出需求詢問是否有空房。Private room 是

有私人衛浴跟廚房，好處是可以在房間內完成所有事，在疫情的狀況下會是一個

安全的選擇；而 communal room 則是 communal kitchen and shared shower 

& toilet，如果想跟其他人相處，這會是一個好選擇，比較不孤單。 

這兩類型各有優缺，大家可自行斟酌。有共同空間的宿舍交朋友比較容易，

尤其在這學期所有課程改為線上，室友會成為你物理空間上最近的朋友，大家會

在宿舍開趴、喝酒、相約出去玩，只要你加入不怕沒人嗨。但相對的因為有共同

空間，室友又都是來自不同國家、文化背景的人，除了生活習慣不同之外，也不

是所有人都懂得尊重別人，因此可能會遇到環境被用的很髒亂卻沒人清理、要準

備考試或半夜時間傳來極大的喧鬧、音響聲。雖然如此，大多歐洲人還是喜歡住

communal room，他們熱愛結交新的人、每晚瘋狂的 party，甚至有人原本住

在 private room，覺得自己孤單到快悶出病了去要求換宿。所以還是看大家想

體驗怎樣的交換生活，在安全為基礎的情況下，依照自己喜好做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