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前準備篇 

簽證 

 

關於簽證申請的最高指導原則，當然是去參考德國在台協會官網→領事暨簽證業務→

單國德國長期簽證 - 於德國境內就讀高等學院簽證。 

基本上，對於中華民國護照來說，要到德國停留 90天以上，就要申請德國長期簽證。

建議要盡早向德國台協會提出申請。不過，德協的預約平台也會阻止申請者提前太多

申請，所以差不多再出發日前 3個月左右跟德協提出申請。8月 9月是大量留學生出

國的時間點，所以可以預期 5-6月的申請者會爆量增加，所以要做好一直刷預約平台

的心理準備。 

 

財力證明 

 

作為簽證的文件之一，德國要簽證申請者證明自己有足夠財務條件在德國生活。財力

證明可以用獎學金或是限制提領帳戶的形式取得，大多數交換生應該都是用後者申

請。我建議可以適用 Expatrio 的方案比較快，Expatrio 算是一個輔助德簽申請者完成

各文件的公司。我限制提領帳戶的申請就是在 Expatrio 的協助下在網路上辦好的，

Expatrio 也有獲得 German federal foreign office 的官方認證，所以只要跟著他的步驟辦

理、去銀行電匯款項就能順利取的財力證明。 

 

保險 

 

自 2010年 10月 1日開始，所有須持簽證進入申根國家者都必須提供有效且符合規定

之醫療保險證明，這也是簽證申請第二階段要繳交的文件。同樣地，可以選擇透過

Expatrio 買 TK 公保或其他德國私立保險；另外也可以選擇台灣公司的保險，德協在官

網也有列出「符合規定條件之保險公司建議名單」，建議不要找名單之外的保險公司，

以免遇到麻煩。最後，提醒如果是透過 Expatrio 跟保險公司買保險，離開德國的時候

記得自己要跟保險公司中止保險合約。 

 

行李 

 

衣物的話，短袖衣物記得也要帶一些，9月的時候還是很熱的；Vallendar 2022年底溫

度最低在-10度左右，德國當地買冬季衣服不會比較便宜或方便，所以如果你預算少



或是行李空間允許的話，不妨多帶一些冬季物品像毛帽、手套和發熱衣。電器的部

分，建議帶 2個轉接頭，這樣就可以宿舍固定擺一個，出門上課或旅行帶另一個。同

時，也建議攜帶擴增延長線，一個轉接頭的使用彈性就比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