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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換  生 學 習 報 告 
企 研 碩 二 鄭 宇珊 

一、 EBS介紹 

EBS 德文全名為 Universität für Wirtschaft und Recht，創立於 1971 年，是德國最

早成立的私立學校，由商學院、法學院和行政學院組成。學校位於德國黑森邦，鄰近

法蘭克福，商業和行政學院在萊茵河畔的 Oestrich-Winkel 小鎮，法學院則位於黑森邦

的首都 Wiesbaden(威斯巴登)。學校提供學士、碩士、MBA、行政工商管理碩士等課

程，全校共有 2,200 名學生 (除了德國學生外，印度和中國學生占大宗，也有來自全

球的交換生)、44 位教授任教和 250 名行政人員。 

就校園來說，EBS 是一個小而美的學校，不管是商學院還是法學院， 10 分鐘就

能逛完整個校區，商學院位在萊茵河畔，旁邊就是葡萄園，景緻很優美，法學院則是

位在威斯巴登車站附近的大樓，交通較方便。 

整體來說，選擇 EBS 商學院的第一個好處是學校鄰近法蘭克福，在課餘期間要

去旅遊很方便，威斯巴登和 Oestrich-Winkel 的居住環境都不錯而且安全，第二個好處

是 EBS 的教職員很親切及很樂意提供協助，回信的效率也很快，對於在申請簽證時和

日後聯繫幫助很大，第三個好處是課程的安排一學期分為 2 個 part (下方課程的部分

會詳細說明)，很適合交換學生。至於壞處為校園真的很小，學校旁邊除了葡萄園就

什麼都沒有，連要買個吃的都不容易，而學校也沒有提供宿舍，所以要自己花時間

找，如果選擇住在威斯巴登，會需要通勤上課。  
  

往學校的路上 校園內景致 

二、 課 程 介紹 

         EBS 秋季學期大約在 8 月底就開學，12 月底學期結束。學校課程除了部分大學

部課程，皆用英語授課，學期間會有兩個 Block，前 8 週為 Block 1，後 8 週為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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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的課程會分在上下兩個 Block 進行，也有的課程會集中在 Block 1 就上完，如果

選的課都在 Block 1，大概在 10 月底就會結束所有的課程。選課前學校會寄如何操作

選課系統的信以及課程介紹。EBS 有些課程會以 Module 的形式開課，通常會由兩堂

相關的課程組成，由不同的教授授課，如果要修這個 Module 就必須同時修這兩堂

課，不能單獨選修其中一堂，而在學期後兩堂課的成績會一併計算，需兩堂課都不

被當才算通過。我選修的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Module 就是個別由 Tools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和 Founder’s Skillset 兩堂課組成。EBS 的課程

很重實務，在這堂課中，老師為了讓我們知道如何向投資人做 Pitch，不但讓我們實

務演練，也邀請了很多新創公司的負責人分享創業經驗，也帶同學參觀產學合作的

新創基地，而透過課堂報告及考試，能夠訓練自己英文的表達能力，算是滿有收穫

的一堂課。 

      除了一般正規的課程，EBS 也有提供學期前跟學期中的德文課供選修，學期前的

德文課集中在一週內上完一個 Level，學期中的則是分 2 天的晚上上課，但師資就

很看運氣還有和老師是否投緣，如果同一個 Level 有 2 班，可以在上了第一堂後看

自己喜不喜歡授課的教授，如果沒有可以盡快跟管理語言課的負責人詢問能不能換

班。但整體而言，在德國學德文的效益滿好的，平時的生活中充斥著德文，加上授

課的老師是德國人，發音一定最準確，滿建議可以選修學一些基礎的德文，對於日

常生活多少會有幫助。 

三、 生活 及 文化 交 流 

對我來說，德國是一個很適合生活的國家，以下就各方面說明： 

食物及民生用品：德國的民生用品、藥妝及食物的物價相對某些歐洲國家算便宜，

超市的東西也非常多，我自己很常去 Aldi、Lidl、Rewe 購物，可以趁交換期間多吃一

些在台灣購買會比較貴的食物，例如牛奶、優格、藍莓等新鮮水果。德國的藥妝也

非常豐富，在 DM、Rossman 都有非常多選擇。 

住：考量生活機能及交通便利性，我選擇住在威斯巴登這個小鎮，威斯巴登雖然不

大，但因為二戰期間沒有受到波及，所以城市內依然保留了許多上個時代留下個建

築風格，加上不少綠色的植栽，居住環境很美，不喧囂也安全。我找的房子離公車

站很近，到主火車站也只要 10-15 分鐘的車程，走路 10 分鐘就能到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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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巴登街景 

交通：德國大眾交通以公車、火車、地鐵為主，不過火車卻常有不準時會臨時取消

的情況出現，或是臨時更換搭車月台，就算搭上火車了，也可能遇到中途停在鐵軌

上的情形，很容易耽誤行程，所以搭車前都要先用德鐵 DB 的 app 確認車班的狀況，

因為通常火車的間距都是半小時以上，如果錯過上課就會遲到，也建議如果當天有

考試或是課程結束時的大考，都需要提早出門比較保險。有關車票，EBS 會提供學期

車票給學生使用，在領學生證的同時繳一筆費用給學校後，之後在指定的範圍內搭

大眾運輸工具就不需另外買票，只需在遇到查票員時出示學生證即可，所以可在抵

達德國後就先去學校領學生證，到學校的火車只有 RB10可搭，是我在德國覺得查票

查很勤的一班車。★在德國搭大眾運輸前務必先買好票，如果真的為了趕車，公車

票可以在上車時跟司機買，火車的我不太確定，但只要在查票時沒辦法出示證明就

會被罰，德國有些地方查票不是那麼嚴格，但還是建議不要有僥倖心態，因為罰金

很高。 

購物與換匯：德國購物很方便，除了實體店面，店家基本上都有提供網購服務，也

可以使用 Amazon。在到德國前，原本以為德國人愛收現金，但到了德國後發現其實

刷卡非常方便，只要辦好有海外刷卡優惠的信用卡，就不用擔心手續費的問題。但

還是建議換點現金，因為還是有些機器或是小店沒有刷卡服務，在學校付費用、儲

值、或是到了非歐元區需要換當地貨幣時，會需要現金。 

人：交換期間，我遇到的德國人都很友善也很樂意提供協助，大部分的德國人英文

都很好，沒有溝通上的困難，少數時候遇到不懂英文的人，也能用簡單的德文與比

手畫腳表達。在學校上課能認識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有時大家會一起出遊或是

在家裡開 Party。要認識最多交換生的時間就是開學前上德文課的時候，因為開學後

大家各自修不同的課程就比較不會遇到，所以滿建議開學前就先來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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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 換  前 注 意 事項 

(1) 申請簽證：盡量提早申請，可以等收到交換學校錄取通知時就申請。若選擇秋季

交換，申請簽證會剛好碰上暑假的熱門時段，若越晚開始，可能會預約不到申請

簽證的時段，而申請的速度也會變得很慢，我在 5 月初提出申請，到了 7 月底(出

發前一個禮拜)才收到文件，等的很心力交瘁。 

(2) 申請保險及限制提領帳戶：德國保險分為公保及私保，EBS 是建議學生保公保，

推薦的保險公司為 TK，保公保的好處是保險涵蓋的範圍較全面，也符合申請學校

及簽證的要求，但費用較高；如果保私保，費用較便宜，但需透過公保的保險公

司認證保險範圍是否足夠以及放棄之後保公保的權利。我自己是保私保

(Mawista)，並請 TK 幫我做認證，但要注意的是，保私保前最好先確認該家保險

公司是否可被認證，學校會提供保險公司負責 EBS 學生的聯絡窗口，有問題可以

先詢問。限制提領帳戶是用 Expatrio，直接網路申請，方便又快速，到了德國只

要開帳戶連動後，每個月初就會自動匯款。 

(3) 尋找住宿：務必提早開始找住宿，越早開始選擇比較多，也能夠有更充分的時間

審視租屋條件及預留簽約的時間。一開始還沒找到住宿時，我在申請文件填寫的

是學校的地址，但後來在申請簽證的階段有被德國簽證核發單位要求提供德國當

地的住宿地址，並要求提供租屋合約，才准核發簽證。 

(4) 購買機票：在購買前可注意航空公司是否有提供學生機票，通常有價格跟行李額

度的優惠，例如阿聯酋的學生機票就能拖運 2 個 23 公斤的大行李。另外也建議

提早買機票，因為價格比較便宜，但壞處就是如果簽證一直沒下來，會因為很怕

在出去前拿不到簽證及護照而感到很焦慮，不過到最後可以透過打電話或寫信去

催德國駐台辦事處，請他們盡快核發。 

(5) 備妥檔案文件：可以將重要的檔案如學校錄取通知信、房屋合約、保險、限制提

帳戶合約、護照掃描檔等重要資料的電子檔存在 USB 帶著，也可以帶一份紙本，

到德國申請入籍時會用到。在德國影印不是很方便，有同學在德國的影印店影印

但很貴。學校可以影印，只是學校的影印卡需要強迫儲值一定的金額，且最後不

能退還，但交換生基本上根本不會印那麼多文件，雖然金額不多但不建議這麼

做。DM 藥妝店也有提供影印的服務，但不是每一間都有。 

(6) 整理行李：可以參考網路上很多整理行李的清單，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個人藥品、

隱形眼鏡帶齊，保健食品、衣物、鞋子等生活用品可以到當地再買，德國藥妝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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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宜，選擇也多，各式各樣的店面都不缺，而且到歐洲旅遊時也一定會再購

物，所以一開始不需要帶很多行李，不然到最後回國打包時會很煩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