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 商學院交換學生 生活報告 

⚫ 交換生姓名：葉姵吟  

⚫ 交換學校：漢堡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Universität Hamburg, Master-

programm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交換年度：2022 summer semester (3/1-9/31) 

 

一、 學術活動 

漢堡大學的選課規定是只能選交換過去的學院跟語言中心開的課，如果要選其

他學院的課要另外申請，上課的模式分為 lecture和 seminar，我這學期修了兩

門企管所的 lecture和語言中心的兩門 seminar，都是英文授課。德文課的部分

語言中心有開 B2以上的課程，A1,A2則是其他的開課單位，暑期密集課跟學

期課都不需要額外收費。語言相關課程都必須有語言能力證明或是參加漢堡大

學的 Placement Test 才可以修習對應程度的課。 

 

⚫ 企管所課程－Advanced Topics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Empirical 

Auditing and Accounting Research 

 

這兩門課都是 lecture性質的課程，都是英文授課，以教授講述的方式為主，

而評量方式則是 100%期末考成績。在供應鏈管理方面有分為正課+tutorial，

正課就是上講義，tutorial 則是老師每周都會給 exercise，針對 exercise 的部

分進行講解，還有 matlab 上機操作教學。會計與審計實務管理主要是上課

講義搭配相關的文獻，主要是老師會講課，偶爾則是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演

講，但是演講的內容通常是德文。 

 

就兩堂課上下來會發現，老師在課堂上很理論和實務的比重其實差不多，在

供應鏈管理課程部分老師會透過學術上對於相關議題的定義，接著才會討論

實際操作的解答，例如倉儲設立、運輸成本最低化、價值最大化等（很多數

學概念，課堂有建議要有基礎的統計知識再來修課會比較好）。會計與審計

實務管理議題則是以歐盟地區為例，針對不同審計議題進行討論，包含聯合

查核、審計品質、舞弊防治等，如果在台灣有修過審計學再來修這門課其實

滿有趣的，再加上 IFRS 發源地是歐盟，所以也可以了解最新的公報趨勢，

還有各國的審計文化跟企業的財報/內控風格。 

 

⚫ 語言中心課程－Breaking News: Discuss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 Lessons from 

HR & Psychology 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at work 

 

這兩門課程都是 C1 程度的語言課，基本上同學的口語表達能力都很流利，

老師上課的方式就像一班的 seminar一樣，每周上課前會有指定閱讀的材料



跟預計討論的主題，上課方式幾乎都是學生發表自己的想法，而且大家都

會針對其他人的意見再給回饋，因此非常重視課堂參與程度。此外都還會

要求一篇 assignment/mid-term presentation，期末考則是針對整堂課程的討論

請學生對老師給的議題發表看法。在這邊上課很不一樣的是，老師會給很

大的發揮空間，然後請學生用 1-2頁的 pages 闡述觀點。以 HR 課程來說就

是用所有上課討論過的模型，分享自己實際的工作經驗；另一門則是針對

老師給的新聞(吃肉減少碳排放/社群媒體出現的負面影響)發表自己的看

法。 

 

在人力資源管理課程部分，老師上課也是用理論模型帶大家討論，理論模

型包含如何有效溝通、發現自己的盲點、信任的三大基礎、不同組織文化

型態的衝突與調適；在國際議題討論的課程我們討論過的議題包含藝文活

動是否應去政治化、西歐國家對於難民的責任與社會問題、世界盃賽事是

否加遽二氧化碳排放、低生育率對於已開發國家的影響、極端氣候、人臉

辨識技術的道德議題等。 

 

 

二、生活及文化交流 

(一)漢堡氣候 

夏天的學期來到漢堡其實滿好的，因為漢堡是靠海的城市，據說冬天待在

漢堡會非常濕冷，幾乎每天都很陰暗。我來的時候大概 3月初，氣溫平均

0-5度，但不下雨的話其實滿舒服的。不過因為漢堡靠北邊，到七月有時候

氣溫還是只有 10 度上下，所以冬季的衣服不能太早收！至於夏天的日照時

間大概 4:30 天亮，22:30 天黑，所以這裡的 bar都滿晚開始的。 

 

(二)居住環境 

漢堡的學生宿舍是由漢堡市統一分配的，所以不一定會住在學校附近，我

的宿舍上學通勤要一個多小時！房租部分也不一定愈遠愈便宜，格局也都

不太一樣。我的宿舍是像家庭式一樣，四個房間+兩個衛浴+一個廚房，室

友是男女混宿，月租 320歐元。其他朋友的宿舍就是 10幾個人一層樓共用

大廚房和共用的衛浴(有點像台灣的宿舍，只是房間是一人一間)，月租也大

約 340歐元左右。如果不是住學生宿舍的話，外面分租套房(WG)行情大約

落在 800-1400歐元，看是不是暖租、地點、房間大小。 

 

以學生宿舍來說的話，漢堡住的地方生活機能都不錯，我宿舍離地鐵站走

路大概 7分鐘，走路 20分鐘內有藥局、醫院、家庭醫生、超市、郵局。而

且漢堡的生活環境超好的，到處都是綠地、公園和遊戲場，這邊也很重視

行人和腳踏車的路權，走在路上也確認自己是不是走在人行道上面，因為



還有腳踏車道，而這邊車子也非常禮讓行人，有些馬路甚至只有行人可以

走，這裡行人走的路就像是森林小徑的石子路(不一定會鋪設磚頭或柏油)，

所以看到原始小路不要害怕，漢堡這裡很多這種馬路。 

 

 

(三)台、美、義同學一起包水餃 

來德國之後最有趣的就是和歐洲的同學們分享亞洲食物，也很難得有機會可

以邀請來自西方國家的朋友一起包水餃。包水餃的過程也跟他們介紹我們的

水餃皮、肉餡的組合其實可以做出水餃、煎餃、混沌、抄手等等。 

 

在飲食文化方面的觀察，我發現亞洲食物有一個特色，就是我們的食物滿多

都是很多東西混和在一起，像是炒飯、粥、什錦湯、炒米粉，我常常在廚房

煮飯室友都問我在煮什麼，想說怎麼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混在一起，不過有一

天我請室友吃炒米粉，他們還滿喜歡的。而歐洲的食物相對來說就比較簡單，

我看室友最常做的就是墨西哥捲餅、義大利麵、或是烤馬鈴薯。之前吃室友

做的烤馬鈴薯加起司加辣粉居然這麼好吃！另外室友的媽媽也有來烤傳統

的歐洲蛋糕給我們吃，我們也有一起做鬆餅、玩桌遊。 

       

 

       

 

(四)馬戲團巡迴表演在歐洲很常見 

現在動物表演的比例少非常多也非常友善了，在歐洲除了年輕人常去的酒



吧、夜店之外，看馬戲團或是音樂劇也算是很受歡迎的休閒活動。我來歐

洲就看了好多常音樂會跟音樂劇，這次的馬戲團巡迴期間剛好在漢堡一個

月，所以就抓緊機會趕快體驗一下，這邊的馬戲團戲棚幾乎都是臨時搭建

的，所以會跟著表演者到處移動。 

     

      

 

(五)與土耳其、德國朋友一起探索漢堡週邊小鎮 

除了在漢堡市區以外，我們也探索了呂北客、布萊梅和施威林等周邊小鎮，

在德國旅行除了一般的交通票之外，也可以使用邦票，邦票通常可以 1-5 人

一起用，而也剛好德國在 6-9 月有出 9歐票，可以無限搭乘德國境內的慢車，

相對於昂貴的交通票來說，真的非常划算！ 

 

         

三、 交換生注意事項 



(一)入境前手續 

⚫ 預約簽證(到德國在台協會預約，我的經驗是五週拿到簽證) 

⚫ 簽證前必須準備 

 限制提領帳戶財力證明(我使用 Expatrio，至台灣銀行匯款) 

 德文或英文動機信 

 目前就讀之台灣學校所核發的英文版在學證明，兩份 

 目前就讀之台灣學校所核發的英文版成績單，兩份 

 德國高等學院入學許可，兩份 

 三張最新且符合生物特徵之證件照(須於三個月內拍攝) 

 有效護照正本(須於最近十年內核發，持照人已於簽名處簽名, 至

少須有兩頁以上空白頁面) 

 完整填寫好的申請表格，兩份 

 護照個人基本資料頁影本，兩份 

⚫ 簽證當天千萬不能遲到***最好提前半小時到樓下換證填寫防疫資料 

⚫ 申請保險(我使用 TK公保，但以防萬一還有加保兩個月的 MWISTA

私保)，另外有保台灣的旅行平安險(如果不是歐盟認可的保險，不能

拿去簽證) 

(二)入境後必做事項 

⚫ 入籍(需準備租屋合約、護照、申請表)，申請表看你去的戶政機關，有

的會直接幫你寫，有的是要先寫好帶過去，我自己是沒有先寫好，現

場行政人員直接幫我打，另外一定要確認他的國籍有幫你寫 Taiwan，

我遇到的很想寫 China，也有人直接被寫 China，這樣到時候需要入籍

證明的場合會很麻煩 

⚫ 確定學校有收到保險公司寄的保險證明，這樣才能註冊、拿學期票 

⚫ 開德國當地銀行帳戶，接著啟動限制提領帳戶 

⚫ 電信：這裡的電信都是實名制，可以帶護照到門市購買，或是網購到

郵局開通，或是線上真人開通驗證，看不同電信公司而訂。常見的管

道有 Vodafone, Aldi, O2, Telecom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