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當地戶頭: N26、Revelut，到底哪個好?
我兩個戶頭都有開，主要原因是因為多數朋友都在用Revolut，我卻先辦了N26、花了€12訂

了實體卡，等了一個多月直接寄到不見，聯絡客服至少五次才拿到卡。我覺得兩者使用的差異不
大，只是相對台灣的外幣帳戶而言有個換匯功能，就算到歐洲不同國家消費也不用擔心因為貨幣
不同不能扣款。

在此分享一個小小的個人經驗：之前在克羅埃西亞旅遊時，頗多行程都只收現金，而
2022/12/31前克羅埃西亞有Cunas和Euros兩種貨幣共同使用，我身上現金不夠，從提款機提款被
抽了手續費50%，最後跑到當地的餐廳詢問能不能用Revolut轉Cunas給老闆，請老闆給我現金，
才不再被可怕的實體ATM剝削。

另外，Revolut、N26皆有免費的跨國跨行轉帳次數，我要還錢給澳洲朋友時，就是用
Revolut轉澳幣。你可以直接選一個帳戶開，我只是因為身邊朋友都用Revolut，後期便比較常使
用這個帳戶。
二、信用卡刷哪張?

經歷多方比較，我最後選擇辦ㄧ張信用卡、一張VISA卡：玉山雙幣卡 & 永豐國際學生證卡，
並開了兩間銀行的外幣帳戶，直接從網銀操作換匯、將信用卡綁到Apple Pay，當限制帳戶轉到
Revolut的錢真的不夠時，直接刷卡便可從你的外幣帳戶直接扣款，但永豐的卡計算方式很複雜，
會先扣手續費、消費稅，到隔月月底才扣回來，建議怕麻煩的人可以直接辦玉山雙幣卡，如果要
準備歐元現金帶在身上，也可以直接跑分行填單提領，並補足中間匯差的0.3即可。我有些交換
的朋友是直接從台灣換好全部的現金帶在身上，便不用處理匯款的複雜流程，但被偷便會非常麻
煩，我個人還是偏好直接刷Apple Pay。
三、備用藥品帶什麼?

可以直接到你常去的診所請醫生開備用藥品，因為我出國前疫情還是很嚴峻，我還有自費買
新冠一號、去開小黃卡，但2023年以後應該就不用帶了(吧)。出國六個月內我有用到的藥品有：
退燒藥(小感冒發燒)、皮膚抗過敏藥(吃到不新鮮的海鮮)、止痛藥(經痛)、人工貼皮(突然長大
痘痘)。另外，建議到德國以後去DM買維他命A~E、發泡錠，每天按時服用，身體真的會抵抗力比
較好，因為一旦感冒藥看醫生就要預約，德國的醫療系統很麻煩，要看醫生還要打電話預約，通
常只講德文又很難約到時間，所以能保持健康的方法就是讓自己的抵抗力好一點。
四、看牙醫與索賠分享

我相信多數的交換生應該都沒有看醫生的經驗，但我幸運的遇到了。吃飯的時候不小心撞掉
了一小塊門牙而需要補牙，但德國牙醫超級無敵貴，無論公保私保都要自己先墊錢。經歷一番大
戰，結論是DR.WALTER €37 (第二便宜的方案)的方案有補助牙齒補牙(不是裝假牙，就是一小塊
的那種)，看醫生前記得印「保險證明卡」(Versicherungsbestätigung)、 「保險填表(Aerzte-
Info-Ticket_ausfuellbar)」並交給牙醫，看完醫生以後記得索取收據，把收據、你的德國銀行
帳戶資訊掃描、解釋你看了什麼醫生、看醫生日期、付了多少錢等各種資訊寫清楚，並寄郵件給
保險公司(請自己查，不要問我)，保險公司會快速回覆你(比曼漢姆大學還有效率很多)，甚至不
用像公保一樣要郵寄過去，超級方便。我事先自己墊了€160，不到兩個禮拜理賠就匯到我的帳
戶了。
五、宿舍合約

要交換前為了宿舍的事情有一個月都在心驚膽戰。建議你可以在郵件中設置標籤，讓所有
Mannheim寄的郵件可以自動分類到該信件匣，並把每一行字讀清楚，尤其是各種截止日期可以設
在Google Calendar上設提醒，免得錯過宿舍登記、回傳合約、繳費時間等。若傳郵件給學校兩
周還沒回覆都是正常，因為他們在顛峰時間都沒辦法一次消化這麼多郵件，如果真的受不了，可
以試試看打國際電話(我是沒試過)、和其他一起交換的同校同學討論更新進度，或直接在Google
關鍵字搜尋Mannheim Exchange Student Consultant，可以線上預約半小時的諮詢時間，但交換
顧問討論你的問題(我當初遇到簽證的各種事情有問過他)。

我們這屆幾乎所有台灣交換生都被分配到Ulmenweg 55宿舍(如下圖)，搭Tram(電車)4、4A約
17-20分鐘會到Paradplatz，該站離學校約900公尺，所以若加上走路時間，從Ulmenweg到商院的
時間約30分鐘。另外，你也可以到Tram station(Haus 3外面)對面的公車站、Netto前面等60號
公車，會直達學校Schloss、學校BWL(又稱Schnekenholf)商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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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宿舍&附近機能
我住的是Ulmenweg Haus 4，為五人雅房、一個共用廚房、一間男性廁所、一間女性廁所及

一間淋浴間組成的Shared Flat，價格為每個月€348暖租，因我有參加暑期學校，便從8月租到
12月，相對在法國交換的朋友已經便宜很多了(聽過在巴黎念書的朋友租到非常便宜的雅房，也
要€750一個月、在南法交換的朋友租到€600的套房)，但和其他當地學生比卻又有價格差異。
和我住同層、套房(有自己的衛浴、廚房)的鄰居，一個月€284，所以實在不太清楚到底是怎麼
計算的。

宿舍附近有四間超市: Tram站對面的Netto(生鮮食品有時候不太新鮮，之前買到發霉的沙拉，
但乾貨都很可以)、土耳其超市Arsu(肉品很新鮮)、Tram前一站的REWE(價格比較高昂的超市，但
品質也較好)及Haus 6後、馬路對面的Aldi(便宜穩定的超市，但離Haus 4挺遠，我只去過一次)。
七、咖啡店

大家都說歐洲的咖啡好喝，但我相信絕對不是Mannheim的咖啡。我是個每天都要喝Latte 
Machiatto的人，去過幾間以後，最後決定自己手沖最好喝。如果要買咖啡豆的人，可以到
Marketplatz站附近的MOHA咖啡店買豆子、到ROSSMAN買打奶泡棒。德國的燕麥奶和鮮奶都超級便
宜，最推的是Lidl賣的Barista燕麥奶、REWE賣的Weihensphan Frisch Milch 3.5%(它的起克利
牛奶也超好喝，唯一推薦這瓶，其他喝起來都像保久乳)。
若你要喝外面的咖啡，經歷幾番慘痛經驗後，如果你要省錢就去REWE投€1買一杯Latte 
Machiatto，貴一點就是學校對面的Cafe Sammo (一杯拿鐵€3.8)，當然也可以喝星巴克，不過
每天喝應該會錢包破洞。

八、逛街
Q6Q7的店很多，從很多女生愛用的歐舒丹、很暖的品牌Holister、我超常去的The Body Shop都
有，你想得到的各種品牌一應具全。當然，DM和Rossman的保健食品、保養品價格都比台灣便宜
很多，甚至有看到一瓶€0.95的身體乳(台灣進口真的好貴…)。
九、外食推薦
當地學生社團很常到Novus Cafe 舉辦活動，那邊的漢堡很好吃；另外，Wassertum附近有一間叫
Pita Pita的小店，是多家裡面我最愛吃的；要吃Pizza可以到Pizzeria Salerno，不過他們的服
務態度沒有很好。
十、入籍(Anmeldung)
記得在台灣時就可以先預約K7的時間，如果來不及預約也可以一大早去現場等。除了攜帶網路上
規定的文件外，還要記得帶在Mannheim的在學證明去。完成後，你會在很久以後收到實體信件，
證明你已經入籍，離開前學校也會寄信教你如何退籍。
十一、廣電費(Broadcast Fee)
若你是住Shared Flat，則該Flat中最早去入籍的人會是該戶的戶長，要繳納廣電費(€18.36/
月)，我住六個月，和其他四人依照住期長短均分後，我需繳納€17.13。網路上一直說要去填其
他人已繳納、我不用繳納的單子，但系統一直出問題，最後我沒填也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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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WE的€1 ▲MOHA咖啡豆 ▲SAMMO咖啡 ▲Pita餅

▲ Aldi Talk方案內容

十二、電信
經過比對多家以後，我選擇Aldi Talk 每月€17.99的方案，包含12GB

網路(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可以漫遊，但有時候訊號很差)+對德國境內
Alditalk和E-Plus的所有手機門號無限打電話與傳簡訊，有效期為四周，
就算流量沒用完，一旦時間到還是會過期。購買的方式為到Aldi超市買
€9.99的Starter-Set、帶護照請櫃檯人員幫忙開通，或是自己回家開通。
詳細資訊可參考學妹的介紹文(IG: @pic.a.history)，就不在這邊贅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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