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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報（一）  行前準備 
在確定自己要前往哥本哈根管理學院交換半年一直到從學校那邊拿到從哥本哈

根寄來的資料之前，對於交換的生活一直是處於空想的階段，想著能像電影一樣

抱著一本書漫步在唯美的歐式校園、能踏遍歐洲各個角落到處旅行、能吃到與眾

不同的異國美食，還能體驗每天生活在明信片風景裡的感覺。而直到收到紙袋裡

厚厚一疊資料後，才開始真正思考現實生活中要辦理的許多手續和可能遇到的各

種問題。以下就分項簡短說明幾項重要的手續和我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簽證手續 

辦理簽證，可以說是拿到資料袋之後的首要之務，因為核發簽證下來的時間可能

需要一到二個月，因此如果沒有及早辦理簽證的話可能會延誤到出國的時間。辦

理簽證的手續很簡單，只要事先填好資料袋裡的表格，準備好所有辦簽證所需要

的文件和錢，並在前往丹麥辦事處之前事先打電話預約，一般而言只需要不到二

十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手續，然後就等待辦事處作業完成的通知。 

國際學生證 

在開學之後幾週，哥本哈根商學院就會發學生證，所以這張學生證的功能其實就

和國際學生證的功能重複了。但是如果在開學前就有旅遊計畫的人，建議可以申

請一張國際學生證，歐洲很多地方都有學生票價的優惠，其實這張學生證只要用

上一次，就可以把辦卡的工本費省回來，而且辦卡的手續也很簡單，因此不失為

一種好選擇。 

選課程序 

第一階段選課是在出國前就開始了，所以在選課期間之前就要先找到自己最想選

的四門課，以及四個備案。選課系統的方式是讓你選擇四門課，以及這四門課要

是沒選上的話分別以哪一門課遞補，因此總共可以放八門課，也因為第一階段排

的課程幾乎都會選上，所以只要確定好自己想選的課並在第一階段就放上系統，

之後就不會遇到想修的課已經額滿的問題。如果是在第二階段才又想更換，選擇

只會更少。 

貨幣問題 

丹麥使用的貨幣是丹麥克朗，在台灣的銀行是換不到的，所以大致上有三種方案

可以選擇，而比較保險的辦法是三種方案都準備好，以備不時之需。第一種是先

把台幣換成美金或是歐元，到丹麥時再把美金或歐元換成克朗，這種方法優點在

於一開始到國外生活都還沒就緒的時候可以先用，且發生什麼意外時可以先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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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是有兩次匯差的損失，且有失竊的風險。第二種方法是到丹麥開戶，再請家

裡的人幫忙轉帳到新的帳戶，這種方法也會有匯差及手續費的問題，要在出國前

先詢問好相關的事宜。第三種方法是在國外直接用信用卡消費，在丹麥幾乎什麼

地方都可以使用信用卡，但這種辦法也有存在卡刷不過的風險，且依然有匯差及

手續費的問題。重要的是在台灣時就要先打電話去銀行申請一組四碼的 PIN碼，

這組密碼在機器買票及自行結帳的時候可能會需要用到。 

信用卡問題 

如果想趁著交換這段時間到歐洲各國去旅行，建議除了申請丹麥當地的 Debit 

Card之外，還要有另一張 Visa Credit Card會比較好。在購買廉價航空機票的

時候，通常用 Debit Card付款會比用 Credit Card付款還要便宜。而出國旅遊

有時會遇到一些沒辦法預期的狀況，身上帶著一張 Credit Card，在遇到突發狀

況時比較能夠應付，而 Visa Card運用的範圍比較廣，之前在英國就有遇到店家

不收 Master Card的狀況。 

租屋問題 

Fall Semester的交換學生人數比較多，所以學校的宿舍可以說是嚴重的供不應

求。學校選宿舍的系統是先搶先贏的制度，因此如果事先學校就有寄信說明宿舍

不夠的情況或是自己有非常想住進哪間宿舍的話，一定要算好時差，找個網速快

的地方坐在電腦前面待命，用搶演唱會門票的方法來搶宿舍。如果沒有申請到宿

舍，也要常常寄信給學校催促尋找可能 Private Housing的方案，或是自己上網

搜尋租屋。在熱門的交換期間找房子一定要很積極，否則最後可能要住條件很差

的房子或是付出更多的代價才能享有和別人一樣的生活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