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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商學院生活報告 
一、交換學校介紹及課程等學術方面資訊 
（一）學校校區分布與設施簡介

!  
資料來源：http://www.cbs.dk/en/discover-cbs/contact/maps 

 哥本哈根商學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CBS）位於哥本哈根的
Frederiksberg區，為生活水準相對高的住宅區，交通便利，生活機能齊全，離市
中心的Kongens Nytorv 大約只有10到15分鐘的捷運車程。從圖中可以大概看
到，校區的分布並不集中，原因是最早的主建築「Solbjerg Plads」隨著學生人
數日增空，教學空間越來越不夠，CBS便開始在週遭買下適合做為教學場所的
空間，不過這些教學空間雖然沒有集中在同一個地方，但都位於捷運沿線，步
行距離捷運車站10分鐘以內，如果有腳踏車（腳踏車上捷運有一定的時段）的
話就更快了。基本上，Solbjerg Plads、Flinthol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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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Flintholm和Kilen沒有）以及學校餐廳（東西比外面超商便宜一點點，但是比
一般餐廳便宜許多），和同學們的討論大多都會約在學校。 
 在主建築Solbjerg Plads內有學生書店，上課要用的教科書大都可以在這裡
買到，不過丹麥的書跟其他物品一樣都貴得嚇死人，題外話介紹一下替代方法
有： 
（1）結交中國朋友，他們上網下載整本書的功力高強（或試試這個：http://
ishare.iask.sina.com.cn/）； 
（2）在CBS的交換生臉書社團中詢問或注意是否有人要賤賣用過的教科書； 
（3）盡早在學校圖書館或哥本哈根內的其他圖書館借到書； 
（4）碰碰運氣，希望老師期末考只考講義內容，不要考到課本內容。 
 另外，在主建築內常常會有活動舉行，像是社團聯展（跟政大的有差，建
議可以去看看）、其他主題性活動(Ex: CBS Green)、工作博覽會、Nexus（在學
校裡的pub）等等，注意學校網站和臉書社團中的消息應該就不會錯過。 
（二）課程 
（1）丹麥文 
 丹麥總人口有550萬左右，也就是說學了丹麥文後，往後用到的機會並不
大，除非你有在丹麥落地生根的打算。不過時間許可的話，學丹麥文還是有好
處的，像是在丹麥文課堂上交朋友，還有藉由學語言更進一步認識丹麥（老師
上課有時候會講一些有趣的事，或是建議同學可以去哪走走）。針對學丹麥文
的途徑，CBS開學前的信封中會有報名Crash Course Week課程的資訊，那是為
期一週的丹麥文，需要收費；如果不想花錢又想學得比較完整的話，推薦報名
「http://www.iasprog.dk/en/」，這是免費的丹麥文課程，為期一個學期，個人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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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較累一點，但是也學得比較紮實。 
（2）學校課程 
 選課不管在國內或國外都是一項大工程，建議在CBS開始選課登記前，可
以先找時間研究研究課程內容，第一次登記後，還有第二次調整的機會（前兩
次都在台灣進行），接著到學校上課後還有一小段可以調整的機會，不過越到
後面課勢必越難選，調整前務必考慮清楚。CBS的選課系統十分便利，正式選
完課後刻意在線上日曆（http://calendar.cbs.dk/）中看到各課程時間以及是否有
衝堂，特別需要注意的是CBS的選課系統不會提醒你衝堂，學生要自己多多留
意。 
 課程內容方面，我就我所選的課來做分享。我選了四堂課，規制在Minor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下，都是互動程度相當高的課，我不知道這類型課程在
CBS中的比例如何，但是也有那種偏Lecturing的課，不過據我所知老師都還是
會安排小組討論時間。所謂互動程度相當高，是指老師對學生預習的要求高，
所以上課中老師會短暫簡介課堂主題，接著就是要求學生針對預習內容小組討
論、發表，在過程中不僅會加強口說英文，也會對課程內容有比較深刻的了
解。 
二、生活及文化交流 
（一）宿舍 
 在講宿舍經驗之前，我想要先講述一段更重要的歷程，就是找房子。對於
交換生來說，從非丹麥地區找丹麥本地的房子並不容易，除了可能遇到詐騙人
士（我遇過）外，從當地出租房子的房東來講，他們會希望讓你實際看過房子
後再出租，所以某些租屋網站對交換學生來說並不可行，還有，要找到合乎預
算的房子也不容易。就我聽到的經驗，找房子最好早點開始找，花上2~3個月也
不稀奇，或許有人會問：「學校有宿舍為什麼要在外面租呢？」，因為除了學
校宿舍可能比較貴外，也可能沒抽到宿舍，再說，許多在外面租的學生都享有
偌大的廚房，這對一個手頭拮据，從小生活在物價相對丹麥只有1/3的台灣的學
生來說，是非常吸引人的。找房子有哪些管道呢？就我的經驗而言，除了丹麥
當地的網站外，丹麥當地的華人社群也是很不錯的管道，像是臉書上的「台灣
人在丹麥」，或是一些非華人社群，如Housing in Copenhagen、Shared flats 
Copenhagen，還有CBS交換學生臉書社團、CBS網站中也會有相關資訊。 
 在宿舍方面，我候補到Kathrine Kollegiet，堪稱是學校宿舍中最貴的一棟，
如果又是單人間（單人廚房、衛浴），一個月約台幣30000元，設備都還不錯，
距離CBS主建築只有3個捷運站，離市中心也不遠，相較於其他宿舍的缺點應該
只有缺乏學生公共空間了，住進去後除非主動闖進別人房間，或是透過其他活
動認識，不然應該很難認識新朋友。 

貼照片 
（三）CBS交換生活動 
 如同在政大一樣，每個交換學生都會有一位CBS的buddy負責接待，不過每
一位buddy接待交換學生的方式不同，如果被buddy冷落了，沒關係，CBS在開
學前連續兩個禮拜有專為交換學生舉辦的活動，這些活動包括認識哥本哈根、
Denmark Tour、Berlin Tour、交換生派對…等等。這兩個禮拜大量個活動會讓你
有機會認識很多人，對我自己來說，原本很不習慣這類大量曝光在人群中，並
且要無限次自我介紹的活動，不過多參加幾次後，還是有可能交到聊得來的朋
友，除了之後在CBS的生活比較不孤單外，往後許多活動常常是經由朋友的介
紹知道，進而有機會參加。針對「文化交流」這件事情，我的心得是首先要克
服認為自己英文不好所造成的心理障礙，即使字彙有限，也盡量嘗試去了解來
自不同國家的人。除了學校所舉辦的活動外，個人認為參加哥本哈根市所舉辦
的活動、結識在丹麥落地深根的台灣人、參加教會活動（非教徒也可參加），
也是很好的「文化交流」的機會，重點在於多聽聽別人的生命故事，讓不同的
價值觀碰撞，對於生長在台灣人文環境相對封閉的我們而言，是很特別的經
驗。針對丹麥當地的文化，哥本哈根有相當多的博物館，是了解當地社會歷史
背景的好方法，而且在特定日會開放免費參觀，或是參加免費的city tour，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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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的方式。 
三、交換需注意之事項 500 字 
（一）簽證 
 交換在外，為了確保自己能夠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個人覺得一
切就重一個"早"字。諸如辦簽證、選課、找房子、抽宿舍等等，早一點準備，
才會有充裕的時間應對突發的事情。出國之前，第一件事情是買機票，機票越
早訂費用越低，最好在確定交換學校後就訂，這樣對自己來說也比較好分配在
台灣的時間。再來就是辦簽證，在台灣辦丹麥簽證除了貴以外，也可能會用到
比較長的時間，由於丹麥在台灣沒有官方的對口單位，目前是委託「丹麥商務
辦事處」，去之前備妥ST1 Form、護照影本、財力證明、入學許可、繳費證
明、7200元，預約後按照時間去即可。 
（二）申請CPR Number 

!  
 到丹麥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趕快把CPR Number辦好，因為有了這個號
碼後，相當於有了當地的身分，才能去當地開戶。CBS開學前會有特定一天請
市政廳的人員來幫忙辦，不過如果比較早到丹麥的話，搞清楚自己所住的區域
後，帶齊文件到照片中的地方去辦，過程不超過半小時(大部分為等待時間)，
我當初收到的信封袋中沒有這份資料，還本來想傻傻等學校辦理的那天。 
（三）課程時間 
 有些老師的上課地點可能每一周會有所更動，上課前記得確認Email有沒有
通知，或是個人Timetable中的資訊是不是不一樣，免得錯過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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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rash Course Week 
 如之前說到的，CBS會為學生在學期開始前舉辦很多能夠互相認識的活
動，但是如果自己有計畫在開學前去別的歐洲國家完的話，會不會少掉很多認
識朋友的機會呢？答案是不會，因為開學後CBS還是會為交換學生舉辦活動，
Buddy Group也可能會約吃飯，再來就是只要你不是整天都窩在房間的話，還是
有很多機會可以認識朋友，像是到別人家一起煮飯、參加朋友自己約的party甚
至是相約一同出遊，都是可以認識新朋友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