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報告 

財管三  石慈軒 

學校介紹 

 簡介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CBS) 位於哥本哈根的 Frederiksberg 區，各校區附近都有

metro station，交通十分方便。學校的建築物都很有現代感，在裡面上課、讀書或是討論報告

都讓人覺得很舒服。CBS 的主要大樓是 Solbjerg Plads (SP)，裡面有圖書館 、咖啡廳、餐廳還有

非常多討論空間；International House 位於 Dalgas Have 大樓，對於交換期間的住宿、選課等等

的問題可以去找那邊的助教，他們都很願意幫忙；其他大樓像是 Kilen、Flintholm 都有可能是

上課的地方，只要去上 1、2 次課就會對學校的位置和交通方式有所了解了。 

 

 選課 

CBS 第一次的選課在 4 月左右，可以在學校的官網找到交換生課程的資訊，包括課程期間

（Q1, Q2, Semester) 、學分數 (ECTS)、課程介紹和考試方式都有說明。不過在剛開始選課時並

不會知道每周上課的確切時間，只能之後上 CBS Calendar 查詢，如果有衝堂或是不符合自己選

課的安排，再進行之後的加退選。如果交換結束後想回政大換選修學分，最好先在政大課程的

英文版中看看有沒有同名的課程，就算政大這學期沒有開那門課也還是可以抵免；如果沒有學

分壓力，不妨試試看政大沒有的課程，也會是不錯的體驗。我個人滿推薦丹麥文，不只可以更

了解丹麥的生活和文化，也因為課堂中和同學有比較多互動，可以交到要好的朋友；另外也有

聽朋友說她選了有關 fashion industry 的課程，是真的和丹麥的企業合作共同解決問題，雖然

很累但真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我覺得這一類型的課程也滿值得試試看。 

 

 CBS 交換生選課資訊： 

http://www.cbs.dk/en/international-opportunities/international-students/guestexchange-
student/undergraduate-courses 
 

 考試方式 

CBS 的考試主要分為Written exam, Oral exam 和 Home assignment，Written exam 有些是

手寫，有些則是要電腦作答；Oral exam 通常會在口試前 2、3 周交一份個人或團體報告，在口

試時老師會根據那份報告問一些問題，時間大約是 15 分鐘，一開始滿害怕這樣的考試方式，

但其實只要對之前交的報告有所了解和準備，口試就不會太困難；Home assignment 是我個人

覺得最困難的考試，我選的其中一門課 Asian Business System 雖然有整整一周的時間可以打總

http://www.cbs.dk/en/international-opportunities/international-students/guestexchange-student/undergraduate-courses


共 10 頁的報告，但光閱讀資料就要花很多時間，最後還要進行歸納統整，其實還是有一定的

難度。 

 
 

生活及文化交流 

 住宿 

大約在 5 月的時候學校會寄信提醒抽(ㄑㄧㄤˇ)宿舍的時間，因為 fall semester 的交換生人

數較多，宿舍會比 spring semester 還要難搶，雖然房租比住在外面貴，但也比較有保障，最重

要的是可以認識比較多外國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做菜和旅行。如果沒有抽到宿舍，學校也會幫

忙找外宿，雖然也比較有保障，但可能會住到很遠的地方，所以還是要看運氣。最後的選擇就

是自己找外宿，我和一位東吳的學姐沒有抽到宿舍，最後是在 Airbnb 找到房子，不過自己找

房真的要注意比較多細節，對多數人來說也都是第一次，所以要多找幾間房子比較，多問房東

有關房子、房租的事情會比較保險。 

 

 腳踏車 

哥本哈根的人一年四季都騎腳踏車，整個城市幾乎都有腳踏車道所以很方便。想買腳踏

車可以在 FB 二手版看看，我自己則是到腳踏車行詢問，當時老闆是說花 1,500 丹麥克朗(DKK)

租車，半年後還回來如果車況良好可以退 750，所以我從 9 月開始使用，夏天騎車真的很舒服，

但是到 11 月哥本哈根的天氣就變得很冷(大概 7、8 度)，在寒風中騎車真的很痛苦，我只好放

棄還給車行，還被 charge 維修費，導致最後我只有拿 DKK450 回來，真的超不划算，怕冷的人

真的要想想自己有沒有辦法在冬天時騎車，才不會浪費太多錢。 

 

 公共交通 

哥本哈根的公共交通主要是 metro, bus 和 s-train，可以使用 rejsekort 或是買月票搭乘。

Rejsekort 就像悠遊卡，每次搭乘大概介於 DKK12~20，另外有個 app 叫做Mobilbilletter，就是

用手機付車票的程式，價錢和 Rejsekort 相同，下載這個 app 就可以不用去中央車站買

Rejsekort，也可以直接從信用卡扣款，省去了加值的麻煩。如果較常使用大眾運輸，則建議到

中央車站辦月票，帶著黃卡和一張證件照馬上就可以辦好了，哥本哈根的主要生活圈都在

zone 1 和 zone 2，在這 2 個區間的月票是 DKK375，大約是台幣 1,700 左右，價錢其實滿划算

的。 

 
 
 



 文化交流 

CBS 是歐洲很有名的商學院，交換學生也來自世界各地，相較於其他學校真的很多元。這

邊也有 buddy 的制度，大部分台灣、香港或是中國交換學生的 buddy 都會是由 ASP (Asian 

Study Program)的學生擔任，基本上他們都可以聽懂一點中文。在學期初會有和 buddy group 的

聚會，在學期中也會有一些交流的活動，可以在這些活動中認識各國文化，並交到一些朋友。 

 
 

交換注意事項 

整體來說，我在丹麥交換的生活都滿順利的，不過也有遇過小問題，所以有一些建議： 

 

 丹麥行政效率 

丹麥的行政效率真的滿差的，無論是出國前或是到了當地辦事情都需要漫長的時間等待，

我當時一到丹麥就先去辦 CPR number，要拿到一張黃卡後，才能申請銀行開戶或是買 Sim 卡，

在等待的期間還和室友先去東歐旅行 10 天，想說回來丹麥就可以直接處理後續的事情。回來

後確實有寄來一張粉紅色的卡，上面有我的 CPR Number，但我當時沒有發現到他把我的生日

打錯，所以 CPR Number 也是錯的，直到我都把銀行戶頭和手機的事情用好才發現，結果所有

行政程序都要重來，又經過超漫長的等待才全部用好。所以在丹麥辦行政手續時一定要先查好

要準備的文件並再三檢查資料對不對，不然會很麻煩。 

 

 備用手機 

手機在每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所以帶一隻備用手機到歐洲真的比較保險。我有朋友手

機就在丹麥壞掉，我的手機也會因為天氣太冷自動關機，感受最深的是我和朋友聖誕夜在倫敦

旅行，結果朋友被搶了手機，只好在英國再買一隻新的。如果有隻備用手機，不只可以省下一

些錢，在緊急狀況時也比較好應變。 

 

 Sim 卡 

一開始 CBS 會給每位交換學生一袋資料，裡面有一些資訊還有一張 Sim 卡，可以把那張

儲值卡轉為月租的方案，印象中一個月 DKK100 就可以有 10G 的網路流量，也有打電話的功能，

雖然很便宜但它的缺點就是只能在丹麥國內使用。因為我想要在國外旅行時也有網路，而且學

校和家裡都有 wifi，真的不需要那麼多流量，所以沒有使用那張卡，而是到一家叫做“3”的電

信辦了月租方案，一個月只要付 DKK60 就可以在歐洲大部分的國家使用 2GB 的網路。相信還

有些電信會有類似的方案，可以在住宿的地方或是學校附近的電信行問問看。 

 



最後我想說，我真的很喜歡哥本哈根的生活，雖然物價超貴、冬天真的很冷，但整個城

市的風景和我所遇到的人事物，都讓我很慶幸自己可以在這個地方生活半年。哥本哈根並不是

令人驚艷的觀光城市，要在當地生活一段時間，融入丹麥人的生活步調後才能漸漸感受到它的

美好，很推薦大家來親身體驗這個全球最幸福的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