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報告 
交換學生：吳奕萱 
交換學期：2018 Autumn Semester  
交換學校：布拉格經濟大學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  
 
一、 課程簡介:  
布拉格經濟大學（捷克語：Vysoká škola ekonomická v Praze, 縮寫為 VŠE）對

於交換學生的修課規定為至少 15ECTS，課程分為 regular(正規課)以及

intensive(密集課)兩大類，regular 為每周固定時間上課，intensive 則不一定，基

本上是連續 3~5 天完成並取得學分，也有一些是每個月的其中幾個周末上課，

在課程大綱上都會註明時間以及出席規定，需自行留意；另外由於部分

intensive 是外國學者來訪或者是政府官員特別授課，故有選課後卻因老師計畫

變更而停開的風險，所以 VŠE 規定交換生一個人的 intensive 課程以 2 門為限，

若有學分轉換需求的同學要仔細考慮。以下是我在 VŠE 修習的 5 門課程，共計

18ECTS: 
 

1. Marketing Strategy(intensive，3ECTS): 
授課教師:Tomáš Kincl 
這門課比較特別，會到 VŠE 管理學院的所在地-Jindřichův Hradec 小鎮進行為期

6 天的課程，老師並不會教太多理論，但會用很多議題、影片和案例帶大家思

考，評分方式為課堂互動、考試以及報告，考試及報告都是在課程最後一天，

題型是 5 題申論題，範圍就是授課的內容，只要上課有聽講，考前有複習的話

很容易回答的；報告則是從老師選定的哈佛商業評論挑一篇閱讀，在課堂上簡

單的分享與摘要，是蠻輕鬆有趣的課。課餘時間當地的 buddy(和布拉格的

buddy 不同)規劃了很多活動，會帶大家到 Czech Canada Nature Park 一日健行之

旅、半日 City tour、捷克電影欣賞，還有國際文化交流介紹自己的國家等(當然

幾乎每晚都有 party)，可以趁機體驗小鎮生活，非常值得推薦的課程! 
 
2.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 the 21st Century(intensive，3ECTS): 
授課教師:Jan Martin Rolenc,(課程大綱上寫的教授) 
         Lenka Kovačovská(實際授課教授) 
這門課其實是由捷克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的官員 Lenka Kovačovská 教

授進行 3 日密集課(在課程大綱上的網頁即有附註)，她曾代表捷克對外進行能

源議題的談判，課堂上會分享很多自身經驗，並以地緣政治角度剖析目前歐盟

各國能源的現況以及挑戰，觸及石油、LNG、核能等議題，訊息量相當豐富!評
分方式為出席率以及個人 term paper，其內容需 10~15 頁，教授會開 7 個題目讓

https://insis.vse.cz/auth/lide/clovek.pl?id=57037;lang=en
https://insis.vse.cz/auth/katalog/syllabus.pl?predmet=138430;lang=en


同學自選，在課程結束後會有 2 個月的時間讓大家完成。 
 
3. Economic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3ECTS): 
授課教師: Milan Damborský 
每周教授都會介紹 1 個巴爾幹半島的國家，講解一些歷史、政治、資源與經濟

發展等，有點像高中地理課深入版，教授不只對這些國家很了解，實際上他也

去過這些地方，所以有很多資訊與經驗可以分享；評分方式為出席率、口頭報

告以及期末的口試，報告內容為自選一個巴爾幹半島國家(每個同學會報告不同

國家)然後選擇自己有興趣的題目，我當時做的是保加利亞的中小企業議題，其

他人則講了克羅埃西亞的足球經濟、希臘的經濟危機等；期末口試則是每位同

學選擇 1 個國家講述他的歷史、政治、資源與經濟發展等，教授會再依據你的

內容進行提問，另外這是團體口試，如果教授對其他同學的提問他答不出來的

話你可以回答，所以建議多把 PPT 看熟。 
 
4.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Central Europe to the EU - in English(6ECTS): 
授課教師: Ingeborg Němcová 
這堂課聚焦在中歐國家(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斯洛

維尼亞……等)自蘇聯瓦解到加入歐盟的過程以及所面臨的挑戰，涉及到經濟、

就業、農業、貨幣、移民(包含難民)等主題，前面 90 分鐘為 lecture，後面 90
分鐘為 seminar，教授有設計些活動讓大家互動然後帶同學討論中歐經濟整合的

相關議題，seminar 結束後有時需寫反饋(大概半頁)作為作業，1 學期有 3~4 個

作業。評分方式為出席率、research paper 與期末考，research paper 為自選一個

中歐國家有關的主題，可以自由選擇要不要上台報告，如果要的話期末考 7 題

申論題選 2 題書寫，如不願意則是 7 題選 5 題書寫(我們班是全部都有上台報

告)。 
 
5. Basic Czech for foreigners (A1) (3ECTS): 
授課教師: Petra Sůvová 
這堂課是給完全沒有捷克文基礎的同學上的，評分方式為出席率、期中考、期

末考與 1 次口頭報告，考前一周老師都會告訴大家題型還有模擬練習，所以不

用擔心會考砸；報告則是 1 個人 8 分鐘(實際上每班情況不同，人數多的班級可

以 2 人 1 組而且 1 人 5 分鐘) ，主題自訂但要用捷克文報告，大部分同學是選

擇介紹自己的國家，簡報上可以把你講的內容打上去，不用擔心會很困難，不

管多簡單的句型都可以，也能帶講稿上台，老師人非常好的! 
 
 
 
 

https://insis.vse.cz/auth/katalog/syllabus.pl?predmet=136786;lang=en
https://insis.vse.cz/auth/katalog/syllabus.pl?predmet=136118;lang=en
https://insis.vse.cz/auth/katalog/syllabus.pl?predmet=136051;lang=en


二、生活與文化交流 
1. Buddy System: 
VŠE 的 Buddy System 相當完善，除了在出發前會有 buddy 和你聯繫接機事宜，

他們也很樂於幫助大家，之後也會舉辦很多活動，例如:布拉格城堡區半日

tour、酒廠參觀、到收容所遛狗、language cafe、international dinner、滑雪、國

家公園一日遊、波蘭 Krakow 之旅……等，還有每周二的 N2N Party，有興趣的

話可以多留意 Buddy System 的網站。 
2. 交通卡: 
在 oriention week 拿到 confirmation of study 後可以到中央火車站(hlavní nádraží)
或者地鐵 Můstek 站的交通票中心辦理學生月票；請務必隨身攜帶交通票以及記

得快到期時要去續卡，因為隨時會遇到查票員，如果沒帶有效票會被罰 800 克

朗。 
3. 電話卡、ESN Card、N2N Party Card: 
以上三項會在 oriention week 時一起販售，價錢為 600 克朗，電話卡開通後每個

月須預先儲值，不然會被罰款；每個月 3GB 的網路，歐盟境內都能使用，因為

在學校、宿舍還有 Tram 有 Wifi 可用，節省一點的話其實足夠；若流量不夠的

話也可以加購，1GB 為 99 克朗，或者是帶著 ISIC 卡到 Vodafone 辦理 1 個月

499 克朗的學生方案，每個月有 10GB 的網路，但記得離開前 1 個月要去申請

停止方案。ESN Card 則類似 ISIC 卡，有很多優惠，例如 28 天前買 Ryan air 機
票的話有折扣以及行李優惠，可以上 ESN 官方網站找更多資訊。持有 N2N 
Party Card 參加 Buddy System 每周二晚上的 Party，12 點之前免費入場，地點每

次會在不同的 club。 
4. 洗衣服: 
需透過 VŠE 的宿舍系統-ISKAM 事先預約，單次價錢為 60 克朗，它的系統設

定每次 3 個小時，但實際上不會 1 個人洗那麼久，可以和朋友約好時間一起洗

很多輪，這樣才能省錢。要洗衣服時帶著學生證到洗衣間門口感應(已經不需要

去 reception desk 借鑰匙了)，然後要啟動洗衣機也要用到學生證，注意非預約

時段是進不去也無法使用洗衣機的。 
5. 影印: 
在宿舍大廳有一台影印機，印一張 A4 大小 2 克朗，也可以插入 USB 影印文

件；學校也有影印機，在學生證儲值就能使用。學校附近有影印店，店員會說

英文，可以請他協助。 
6. 學生餐廳: 
學校的學生餐廳位於 RB，有兩大區，一區為捷克菜，每天都有展示品可以參考

點菜，另一區為義大利菜，有披薩義大利麵等，較方便的付錢方式為學生證儲

值或者付現，但兩大區必須分開儲值，無法通用，如果有餘額的話記得在離開

學校前去餐廳提領出來即可。另外宿舍餐廳位在 Jarov G 棟，和學餐的捷克菜

廠商應該是同一家，所以菜色一樣。 



7. 郵寄: 
寄明信片到捷克郵資是 19 克朗，歐洲其他國家的話為 35 克朗，歐洲以外則是

41 克朗，如果要寄包裹可以到郵局購買箱子，另外郵政總局位在 Jindřišská 附

近，會英文的服務人員比較多，總局營業時間是 02:00~00:00。 
 
8. 文化交流相關社群: 
以下有幾個分享給大家的社群 
 youtube 頻道-Honest Guide，有很多在布拉格生活的實用資訊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7oj318jVQi7vRbc1bNjJA 
 Instagram 帳號-praguetoday，會分享每周在布拉格舉辦的活動 

https://www.instagram.com/praguetoday/ 
 
三、交換須注意事項 
1. 簽證: 
辦理捷克簽證需要很多文件也很耗時，可以趁早準備；另外簽證需要的入學證

明和住宿證明 VŠE 會一併寄到 OIP，當時我們 3 月初就拿到了，建議一收到就

打電話到捷克駐台北經濟辦事處預約簽證申請面試(簽證需要的文件需先備妥，

不然會跑很多趟)，從面試到拿到簽證約 30~60 天的時間，越接近暑假要申請的

人越多，會有無法及時拿到的風險。 
2. 宿舍: 
VŠE 的宿舍和政大一樣是線上申請，其系統為 ISKAM，和宿舍有關的事情比

如洗衣服、健身房、運動場、報修等都要透過這個系統預約。我們來交換前宿

舍有翻修和調整，所以從我們這屆開始沒有 Standard 雙人房的選項，以前 2 萬

元宿舍費的時代不存在了；目前有的選項是 Premium 雙人房、Standard 單人

房、Premium 單人房、以及雙人房單人用，如果想住單人房的話要在系統一開

放時就搶，不然的話就是勾選雙人房單人用這個選項(當然價位也最高)。 
3. 銀行卡: 
VŠE 並沒有特別要求要在當地銀行開戶，加上我手邊的 debit card 海外刷卡回

饋高過國際清算手續費，所以我平時主要是刷卡(在捷克刷卡其實非常方便)，
並且帶了一些歐元現金來這換成克朗(有些地方例如越南開的小超商只能付現) 
以備不時之需，並未在這裡的銀行開戶，因此關於開戶細節可以參考前幾屆學

長姊的分享。 
4. ISIC 卡: 
在捷克多數交通與景點持 ISIC 卡的話會獲得學生優惠，尤其是捷克國鐵

(České dráhy)和 RegioJet (Student Agency)可以省很多錢，這兩家是玩捷克小鎮

還有鄰近國家很便利的交通工具。如果 9 月之前申請的話只能用到當年底，但

9 月以後申請就能用到明年底，如果時間允許的話可以晚一點辦卡。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7oj318jVQi7vRbc1bNjJA
https://www.instagram.com/prague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