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報⼀：交換開始前必須處理事項 

⼀、說明 

開始好好享受國外⽣活之前，還是有很多⿇煩的⾏政流程需要處理的，希

望⼤家都不要被這些事影響了交換體驗，基本上可以照我寫的順序⼀個⼀

個處理，就沒什麼⼤問題了，祝福⼤家都能享受⼀個快樂的交換⽣活。 

⼆、⽣活費—Expatrio & Revolut 

（⼀） Expatrio 

是⼀個專⾨為前往德國的國際學⽣與交換學⽣提供「簽證所需服務」

的平台，協助你處理德國學⽣簽證申請中最⿇煩的三樣東西，Blocked 

Account 凍結帳⼾、Public Health Insurance 公保、Incoming Insurance 

旅平險，如果在學期開始前⼊境就會需要⽤到這個保險，如果辦⼤禮

包會直接送 Incoming Insurance 。 

然⽽ Expatrio ⽐較⿇煩的點的是要開通（開始領錢），⼀定要⽤德國

⼿機號碼，+49開頭的號碼來收驗證碼，因此如果⼀開始是先買蝦⽪ 

SIM卡的話，就要注意他有沒有提供德國的⼿機號，以免⼊境後無法

開通帳⼾，此外開通也要經過⼀個真⼈驗證，就是準備護照回答他⼀

些問題就可以。 

另外使⽤ Expatrio 我覺得不錯的地⽅是它其實蠻有彈性的，在開通時

他會問你第⼀次要領⼀到三個⽉，我覺得第⼀個⽉其實是最花錢的要

買⼀些家具、⽣活⽤品等，因此第⼀次提領我是⼀次領兩個⽉，就還

蠻夠⽤的。 

最後我的 Expartrio邀請碼是 hengchihc1，有需要的話可以⽤我的驗證

碼申辦你就可以獲得 15歐回饋！ 

（⼆） Revolut 

是⼀款來⾃英國的數位銀⾏ App，主要提供多幣別帳⼾、國際轉帳、

刷卡與線上付款服務。它在歐洲⾮常受留學⽣歡迎，因為不需要德國

傳統銀⾏帳⼾就能辦卡與收款。 

Revolut 的驗證流程反⽽簡單，有台灣的⼿機號就可以驗證，因此在

台灣就可以先開好⼾，他們會要求提供稅號但是給的期限蠻寬鬆的，

⽽且就算沒有稅號也可以正常使⽤，去德國辦好⼊籍以後再提供他們

德國稅號基本上就可以了。 



整個交換過程使⽤起來⾮常⽅便，沒什麼缺點，交換⽣之間通常也都

是⽤ Revolut 互相轉帳，轉帳都沒有⼿續費，回國以後如果 Revolut還

有剩歐元，也可以在交換⽣社團徵⼈換回台幣。 

三、保險—TK 

TK（Techniker Krankenkasse） 是德國最⼤規模、最受學⽣歡迎的公共健

康保險機構之⼀，提供⾼品質醫療保障、英⽂客服與數位化服務，是許多

國際學⽣⾸選的保險公司。 

可以直接綁定 Revolut帳號，每個⽉ 15號會⾃動扣上個⽉的保費 144歐

元，雖然我在交換過程中，完全沒⽤到，但也沒辦法是學校規定的，⽽且

⽬前科隆⼤學的政策似乎不⽀持⾃⼰轉為私保。 

四、 辦理簽證 

（⼀） 與德國在台協會預約 

看之前的⽂章分享以及他們的官網都寫可以團體預約，⽽且是獨⽴於

其他個⼈預約，可以寫信直接跟他們預約，不⽤跟個⼈預約⼀起搶名

額，於是我們很早就聯絡了政⼤⼀起去交換的同學準備團體辦簽證。 

寫信過去以後，德國在台協會突然說今年取消團體預約的機制，完全

沒有提前公告，那時候個⼈預約的時間也早就都滿了，所以我們⼀直

寫信跟德國在台協會 argue他才開新的個⼈辦理名額給我們。 

（⼆） 需要準備⽂件 

護照、簽證申請表格、個⼈⼤頭照（兩年內照⽚）、⼊學證明、財⼒證

明與健康保險證明（可以直接辦 Expartrio ⼤禮包很⽅便，就匯 992

歐元*6個⽉進 block account就可以當財⼒證明，也可以同時拿到保險

證明）、動機信。 

五、匯款 Semeter Fee 

要匯⼀筆 304.75歐元給科隆⼤學，他們會⽤這筆錢來辦活動和幫你買⼀張

德鐵的學期票，除了 ICE以外德國境內⽕⾞都可以搭，⽽且必須在他們規

定的期限內，不然會影響到後⾯的選課程序。我的經驗是不要去國泰匯這

筆錢，因為科隆⼤學選的銀⾏好像是國泰沒有合作的，⾏員跟我說可以幫

我辦全額到匯，結果根本沒有全額到匯成功，我後來還私下拜託其他在歐

洲的朋友幫我匯剩下的錢。 

六、網路—Fraenk（⼊境德國後處理） 



是德國 Telekom（德國電信）旗下的⼀個主打「純 App 操作、eSIM 專

⽤、便宜簡單」的⼿機資費品牌。⾮常適合短期居留的國際學⽣。 

需要把 App Store地區切換成德國後下載，我是選擇 10歐元/⽉的⽅案，可

以買到 15GB/⽉，每推薦⼀個新使⽤者或別⼈⽤你的推薦碼辦 eSIM都可

以直接每個⽉+3GB，我當時總共拿到 18GB，對我來說超級不夠⽤，但是

剛好他們在做活動，突然送了我 50GB，完全拯救了我的交換⽣活，直接

變吃到飽在⽤，很讚！ 

只有三個⼩缺點，第⼀是客服，客服團隊只⽤德⽂溝通，要⾃⼰即時翻

譯，⽽且不能臨時取消⽉租，要⾄少提前⼀個⽉取消；第⼆是雖然 eSIM

主打的是同時收得到台灣跟德國簡訊，但我實際使⽤下來，台灣的簡訊，

像是刷卡驗證碼通常無法及時收到，因此如果要在德國⽤台灣信⽤卡線上

購物就變得很⿇煩；第三是我在西班⽛和葡萄⽛有時候訊號不太好，其他

國家都算正常。 

七、⼊籍（⼊境德國後處理） 

線上預約很難預約，建議禮拜⼀和三可以直接帶護照還有住宿證明直接過

去排隊，禮拜⼀ 7:30 AM-3:00 PM 營業，禮拜三 7:30 AM-12:00PM 營業，

我的經驗是他們快下班的時候去就不⽤等很久，⼤概半⼩時內。 

⼋、預定宿舍 

預定宿舍其實是這裡⾯最早需要開始處理的，越早越好，但是真的晚了也

不⽤太擔⼼，⾄少在交換開始前三個⽉開始申請，我覺得都是可以申請到

的，我接續在下⼀篇宿舍介紹⼀起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