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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交換學校及課程學術方面	  

哥本哈根商學院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CBS)位於哥本哈根的 Frederiksberg區，交

通便利，生活機能齊全，離市中心 Nørreport大約 10分鐘捷運。CBS各建築物散落在城

市大約兩到三個捷運站之間，主建築物 Solbjerg	  Plads(SP)位於捷運站 Frederiksberg	  St.，

擁有 CBS最大的圖書館及許多大教室和辦公室，是交換生最常往來的建築物，另一個交

換生時常需要到達的是 Dalgas	  Have，位於捷運站 Lindevang	  St.，距離 SP兩站捷運站，

大多數小班級或者 TA課程會在這邊上課，負責交換生相關事務的 international	  office也

在此棟，有問題可以隨時到此詢問，但要特別注意辦公室上班時間。基本上，Solbjerg	  Plads、

Kilen、Porcelænshaven以及 Dalgas	  Have這幾棟較大的校區都附有非常多的學生討論空

間以及學校餐廳，可供學生自由使用，學生們討論報告都會相約在這幾棟之間，另外，

也可以上網到學校網站預約小討論室，不過有個人每星期的申請上限。	  

（一）	  課程	  

選課是件麻煩的事情，基本上流程與政大選課有點類似，在台灣時會有線上的選課機會，

基本上就是從學校開放國際生選課的課程列表中挑選，但是邏輯有點奇特，每個志願序

都會有一個備取，也就是說第一志願沒上會是由第一志願的備取遞補而非第二志願序，

我至今還是不太理解整個邏輯，但是基本上交換生會優先錄取，除非那堂課在交換生之

間剛好也很熱門。到當地之後，學校會再有一次紙本的課程確認單需要繳交，在繳交之

前可以先到辦公室去登記遞補，確認遞補上之後再行繳交，基本上 CBS不採計出席率，

只要最終考試通過即可，所以學生要自行先利用線上日曆（http://calendar.cbs.dk/）確

認自己的課程是否會大量衝堂。	  

（二）	  考試和評分	  

CBS的考試分為很多類型：sit-‐in	  written,	  oral,	  take-‐home	  essay端看各課程教授的選擇，

在選課之初即有列出課程的考試方式，在做選擇時可以作為參考。基本上我認為傳統

sit-‐in	  written對我們來說會是最有把握的，因為是我們一貫的考試方法，出題類型比較

固定，而最不可預測的則是 oral，基本上是每位學生 20分鐘的時間，大部分會預先請學

生繳交一份簡單的書面報告，然後根據報告內容，教授會請你先做簡介，再根據上課所

學的模型們去要求你應用到你的內容，這類型的考試方式很天馬行空，需要做好全面性

的準備，也必須熟習上課所學，才能在短時間內臨場發揮。而評分部分，則是採 12分制，

級距是-‐3,	  0,	  2,	  4,	  7,	  10,	  12，2分是通過，每堂課都有 re-‐exam的機會，所以如果不小心



錯過第一次考試，或者不克出席，可以申請第二次的 retake機會。	  

（三）	  丹麥語	  

丹麥人口五百萬並且全國上下英語能力皆有一定水準，所以基本上我認為除非想要長期

留在丹麥當地生活，不然沒有非常之必要學習丹麥語。CBS會寄一封包裹包含簽證文件

以及相關學校簡介等等，裡面會包含學期開始之前為期兩星期左右的自費丹麥語課程

(Crash	  Course	  Week)，是密集的丹麥語學習。或者 CBS也有開設 7.5ETS的丹麥語課程

可以選擇，也或者可以另外申請免費的丹麥語學程(http://www.iasprog.dk/en/)，在 DH

有辦公室可以到現場登記報名，為期一學期，並且提供階段性的丹麥語測驗通過後會發

給語言認證。	  

l 生活及文化交流	  

（一）	  住宿	  

學校宿舍基本上設備齊全但價格相對外面租屋大約是中偏高價格，每個宿舍區都不相同，

本身也會有很大的房型差異，但是非常鼓勵可以申請學校宿舍，會增加許多與交換生交

流互動的機會。我很不幸運沒有抽到合適的宿舍，並且 Housing	  office告知不會有第二次

遞補機會（事實上後來他們有寄信來問我是否需要給我遞補，但我已經找到房子了），所

以開始了期末考與找房子併行膽戰心驚的一個多月，哥本哈根 private	  housing供不應求，

更何況是跨海跟房東聯繫，簡直難上加難，透過 facebook上一些社團，以及一個叫做

Kina的論壇，最終找到一個距離 SP四個公車站的雅房，與其他四位同學一起 share衛

浴及廚房，租金大約是一個月 13000台幣左右。	  

（二）	  食	  

基本上哥本哈根外食價格高得驚人，餐廳一餐下來至少需要 1000元台幣，通常大部份

的時間我們都會到超市購買食材自行烹煮，哥本哈根超市密集度非常高，SP附近就有至

少三間超市。最常見的超市是 Føtex,	  Netto,	  QFacta,	  Irma，Irma是高檔超市，價格非常不

親民，而 Netto和 QFacta則是最便宜但貨色及新鮮度較差，Føtex則是位居中間，價格

中等貨色較齊新鮮度較優，所以一些生活用品或者乾糧都會到便宜的 Netto或 QFacta購

買，而生鮮類則到 Føtex採購。	  

（三）	  交通	  

因為到達時間是一月，正是酷寒的嚴冬，所以我都是購買兩區間的月票，每個月 365丹

麥克朗，可以於兩區內搭乘任何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唯一不便的地方是若要到位於四區

的機場，需要加買兩區間的單程票，也可以拿著居留證去中央車站申請免費的Rejsekort，

或于機器購買（每張 80克朗），功用類似于悠遊卡，一個半小時內于兩區間內移動價格



是 12克朗，而直接從 2區搭到機場也只需要 16克朗，還滿划算的。當然當天氣漸漸轉

好，在哥本哈根最棒的交通方式非自行車莫屬！哥本哈根有完善的腳踏車道，不用擔心

與人、車搶道！只是要注意相關規定，像是不可以雙載、夜間騎乘前後要裝有車燈等等，

也必須承擔哥本哈根腳踏車的高失竊率風險（朋友在半年之間失竊了兩台腳踏車）。	  

（四）	   APP	  

丹麥是個非常慣用智慧型手機的國家，因此推出非常多相關的手機應用程式，其中最實

用的便是 MobilePay，是一款將銀行賬戶與手機連結的 app，可以自由轉賬給他人，有時

候逛些小攤位也可以使用這 app付款給對方，而 CBS自己也出 app可以在手機上查詢個

人課程日曆，另外如果有申辦當地銀行賬戶，可以下載銀行的 app隨時查詢賬戶餘額及

交易明細等等，非常方便，像我自己是辦 Nordea的帳號，所以直接下載他們的 app使

用。	  

	  

l 交換須注意事項	  

（一）	  準備期：	  

-‐	  因為申辦丹麥簽證所需時間非常久大約需要快兩個月，因此在拿到學校既發的包裹之

後，應該儘快到丹麥在台辦事處辦理相關手續，也可以趁包裹還沒有寄到之前，先把相

關文件準備好及申辦流程釐清等文件寄到比較不會因為期中考而蠟燭兩頭燒。	  

-‐	  CBS線上註冊流程需要很多文件，建議可以在還沒有開始之前，先把所有需要繳交的文

件掃描好，等線上註冊系統開放可以直接上傳比較省事。	  

（二）	  出發前：	  

-‐	  CBS交換生 buddy制度完善，基本上 buddy會事先和你聯繫，並且到機場接機。	  

-‐	  可以帶一些台灣特色的零食、童玩去和朋友交流，或者帶面台灣國旗，等學期結束可

以讓朋友們留言紀念。	  

（三）	  剛抵達：	  



-‐	  因為丹麥申辦相關文件需要非常久的作業時間（銀行賬戶大約需要一個多月），因此建

議剛抵達前幾天儘快申辦所有文件：CPR，銀行賬戶，電話卡（通常學校會發給預付卡，

但也可以根據個人需求申辦其他電信公司，非常推薦 Three	  Telecom可在歐洲多國免費

使用網路）。	  

-‐	  請密切注意信箱，是否有收到一張粉卡，功能是丹麥的身份證，丹麥政府核發簽證之

後，會寄發一疊正式書信到台灣辦事處，但是這封信的功能只是讓你順利進入丹麥境內，

入境之後，照理說移民局應該主動寄發居留證粉卡給你，方便之後進出非申根國家（英

國），或者作為通行歐陸國家的合法身份證使用，但是很多人直到學期結束都還沒有收到，

我也是學期開始一個月後才知道有這張卡的存在，經過多次打電話到移民局詢問之後，

又等了一個月才終於拿到（不要信任丹麥效率，務必密集致電詢問進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