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報告 

 

一、學校介紹及課程 

 關於 HHL Leipzig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HHL 成立於 1898 年，是歷史相當悠久的學校，也是德國的第一所商學

院，萊比錫代表的學校即為萊比錫大學，HHL 原本亦為其商學院，後來方

才獨立，因為是純商學院的關係，學生相對一般大學來說較少，只有碩士

班及博士班，其中碩士班的學成有開給應屆畢業、工作經驗較少的 MsC 

Program，以及給已有一定工作經驗的 MBA。 

 

而 HHL 開的課程選擇不算多，可以從 MsC、MBA 開的課程選，不過也有

單獨給交換生的課，實際上課後發現 MsC 的課程 Loading 通常比較重，

聽說 MsC 學生之間的競爭氛圍也比較濃厚，而 MBA 的相對比較多基礎管

理理論，學生也都是有一定年紀的人，大家都還蠻友善的！（不過大家對

交換生都很 peace，畢竟壓力比較小） 

 

以下是我交換期間修的課程名單： 

 Problem Solving and Communication 5 ECTS 

授課教師：Dr. Maurice Steinhoff 

教授過去是管顧業的顧問出身，課程內容基本上是管顧公司的問題解決方

法實務，課程集中在兩周內上完，其中在第三堂課時教授出了一個

Overnight Assignment，也就是要在當天晚上產出一份危機處理的顧問報

告，不過不算分。期末則是隨機分配幾間公司，針對永續議題作出一份分

析報告。分組是教授隨機分，非常看人品，成績是 100%以期末小組作業

評分，但是沒有組內互評的機制，導致組內出現 free rider 也沒有辦法只

能自認倒楣，有同學寄信跟老師反映只得到 “Communication is key!”

這種答案：)  

總結來說，上課的內容還是蠻實用的，適合以後想往管顧業發展或有興趣

的同學！ 

 

 Marketing 3 ECTS 

授課教師：Prof. Dr. Erik Maier 

這堂課的教學方式幾乎上是純 lecture，上的內容也偏基礎，所以之前有修



過 Marketing 的人我個人建議不用再修，雖然有很多 pre-class 的

reading material 和作業，但課堂的評分方式只有算期末考加上期末的個

人作業，所以課前的作業就看個人要不要寫，整體來說是一堂 loading 不

太重的課，如果缺學分也是可以選 xD 

 

 Sustainability, Society,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 You 3 ECTS 

授課教師：Prof. Dr. Vivek Velamuri & Felix Toepler 

這堂課是 MBA 開的課，不過交換生有分開授課，所以課堂上只有交換

生，上課的內容和氣氛都相當輕鬆，有點像大學通識課，主要在討論永

續、社會企業相關的議題，比其理論知識，教授比較注重學生的自我覺

察，因此這堂課的大部分作業都是以心得報告為主。 

 

 German A1 6 ECTS 

授課教師：Andreas Hellfayer 

德文課的老師聽說是德國有名的德文老師，上課的步調算快，但是整體來

說負擔並不會特別重，每周有兩到三堂課，我覺得學習的很有感！學期間

有四場考試，最後成績只取三場成績較高的計算，相當人性。 

然而，如果你在交換期間想要常常出去玩，德文課可能不是一個好選擇，

因為這堂課主要是開給交換生和 full time 的國際學生，教授會把課程時間

訂在大家空堂的時間（也常常有周六需要上課的情形），並且通常兩周到一

個月前才會公布上課時間，所以也可能失去了很多出去玩的時間！ 

 

 Business Strategy 3 ECTS 

授課教師：Prof. Dr. Andreas König 

BS 是 MBA 開的課程，課堂比較偏重一些基礎策略理論模型的應用，課堂

中也有一個 overnight assignment，隨機分組後針對個案公司，應用課堂

上教的理論模型分析並拍一個影片，期末則是個人的分析報告，整體來說

上課氣氛很好，也算是蠻有趣的課。 

 

二、生活及文化交流 

 德國文化： 

交換前對德國人的刻板印象就是準時，這點的確在有些課堂上可以看的出

來，印象很深刻的是 Problem Solving 第一節的課堂上，中間下課休息時



間結束後大家雖然已經進教室，但都仍在三言兩語聊天，老師等到大家安

靜下來才說我們的表現進了職場不合格，不過我覺得也相當看人啦，有些

德國人就不會特別注重時間觀念。 

另外，德國人很注重流程的規範，從簽證的申請、辦理入籍等等手續上，

就可以發現他們的各種流程其實慢！到！爆！因此建議申請各項手續都可

以提前準備。 

 同學交流： 

HHL 的華人學生不算多（交換生中加上我只有四位，其他 Program 的中

國學生也不算多，大約 10 名以內），所以相對來說，有很多機會可以認識

從不同國家來的同學！跟大家交流的過程中也可以發現不同國家、地區的

人的個性真的差很多，也很建議大家除了出去旅行外，平常也可以多和交

換生們相處。 

之前的交換生心得有人提到大家會因為交換生學業壓力小所以不太想跟交

換生一起合作，我其實沒有遇到這個問題，尤其是 MBA 的學生，他們都

還蠻樂意跟我們合作交流的，雖然看到許多交換生常常出去玩，但我認為

畢竟有這樣的機會到國外學習，課業上還是要投注一定的心思，HHL 許多

老師、同學都很優秀，其實可以好好把握這段時間學習，也不要給台灣人

丟臉 xD 

 交通出行： 

萊比錫的市內交通主要是透過 tram 以及 S-Bahn，交完學校的學生會費

（235 歐）後，憑學生證後面的貼紙可以免費搭乘萊比錫的公共交通，範

圍有含附近的幾個城市，也可以搭 S-Bahn 到附近的城市走走。 

平常可以下載 Leipzig Move 追蹤電車的時刻，電車不會常常延遲，但有

些路線不曉得為甚麼會突然取消（像本來從我家附近到市中心的路線就有

停駛過一個月@@害我每天得多走 10 分鐘），想在德國境內玩則可以下載

DB 的 APP 找車票，Leipzig Move 學生卡也可以升級成全德月票，不過

ICE/IE 不是 DB 的所以不在此限唷～想坐慢車還是要另外買票。另外比較

特別的是，德國的火車票想預定位子是要另外加錢的，如果沒有另外加訂

位費，就是自由票的概念，而車票費用在越接近乘車日期會月桂，所以訂

好行程就可以及早買票了。 

我在交換期間，電車上查票大概遇過 5,6 次，S-Bahn 的查票頻率更高，長

途的火車則是幾乎每次都有遇到查票員，所以建議還是不要僥倖逃票～ 

 台灣／華人社群： 



交換前我有加入 Facebook「德國萊比錫及哈勒台灣同學會」的社群，社

群內主要是在萊比錫的台灣人，當初也是透過這個社群先找到了另一位也

到 HHL 交換的台灣同學。不介意的話，微信也有許多萊比錫華人群、二手

群，不管是生活有問題想詢問或是離境前出二手都很方便。另外，也可以

加入「德國台灣同學會」社群，這主要是在德國的台灣人，一些針對的德

國生活、行政上的問題，就可以在群組裡問其他有經驗的人。 

 

三、交換之注意事項 

交換申請有些必要的手續，我按照時間線整理在這邊： 

 抵達德國前： 

1. 學校申請：交換榜單出來後，HHL 的負責人員會再提 HHL 的申請網

站，需要再次提交一些資料（資料內容蠻麻煩的，甚至要高中英語成績

單）這些程序還蠻花時間的，提交完才會拿到正式的入學 Offer。 

2. 學生簽證：拿到 Offer 後，就是最麻煩的簽證申請！相信大家都知道德

協惡名昭彰的辦事效率，政大榜單出來後我建議就可以先到網站預約時

間了，其他的相關資料室後續才需要提供，不要像我傻傻一開始以為要

先把資料準備完才能提交申請>< 

3. 宿舍：收到學校入學通知時也可以開始申請學生宿舍，學生宿舍是提供

給整個萊比錫地區的學校，不過萊比錫的租房需求高，建議臨近開學

一、兩個月沒有收到申請結果就要趕緊在其他管道尋找房源，詳細的租

房相關訊息可以見電子報一。 

 抵達德國後： 

4. 入籍（anmeldung）：抵達德國後要在兩周內到市政廳辦理入籍，網上

的預約時間幾乎都是滿的，學校建議我們可以到當場排隊辦理，不過建

議於上班時間前提早一小時到，不然可能會花半天的時間在排隊^_^ 

5. 銀行卡：入籍後會拿到稅號，就可以辦銀行帳戶了，我用的是

revolut，很多歐洲同學都有 revolut 帳號，未來分帳轉錢很方便。 

6. 電信：我是用 vodafone，可以直接到實體門市跟店員說要辦預付卡，

但德國網路真的很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