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換生活報告 

國貿所 田博鈞 
 
① 學校環境與選修課程介紹 
 
這次在秋季學期當交換學生的目的地是 EDHEC Business School （北方高等商學院），成立於 
1906 年，在 2019 年由各家機構或單位所做的法國高等商學院的排行榜中，都幾乎排在全法國的前
五名，學校本身也獲得 EQUIS、AACSB 和 AMBA 等商管認證，校區在全球遍布五個地方，分別是
巴黎、里爾、尼斯、倫敦和新加坡。每個校區的專業和課程有所不同，在政大和 EDHEC 簽署的交
換計畫中，學生可以選擇里爾和尼斯就讀，而前者與後者的區別是課程分別以行銷和金融見長，因
為本身想比較法國高商和台灣商學院行銷專業的教學差別，因此最終選擇 EDHEC 里爾校區。里爾
校區位於北法大城里爾（Lille）附近，校區並非在里爾市中心，而是介於里爾周遭兩個城鎮 Croix 和 
Roubaix 中間。校區面積算是中小型，三棟宿舍都位於校園裡頭，另外還有一座體育館和一間小型
圖書館。 
 
由於我是延畢在碩三上學期來交換的，因此可以在 EDHEC MSc Business Management 眾多的 
Program 中選擇一個作為主修領域，包含 Marketing Management、Global & Sustainable Business 
等等。當初因為覺得台灣管理課程較多都是聚焦研究科技或金融業的商業探討，所以後來我選擇的
是 Creative Business & Social Innovation，簡言之就是關於文化和藝術相關領域的管理課程，適合
將來想從事電影、劇場、音樂或時尚產業的同學就讀。班上同學國籍相當多元，據說是最多元的一
個 Program，其他班級的同學幾乎都還是以法國人為主。課程平時大多以小組討論和講師產業介紹
為主，特色是某些課程會有幾次移地教學，將全班帶去歌劇院或是劇場參訪、舉辦工作坊。 
 
選修課程介紹 
歐洲的學分計算方式和台灣不一樣，基本上就是歐洲學分 ECTS 除以二點五大概就是台灣的學分，
我這次選修了五堂課程，以下會各別介紹，總共 20 個 ECTS，份量剛剛好。在法國上課的最大特



 

 

色，就是每堂課幾乎沒有固定的上課時間，建議同學一定要下載 EDHEC 的 App，叫做 My 
EDHEC，學校都會在前一週更新下一週即將要上課的時間和教室資訊，App 會即時推播通知，這樣
的做法其實看似彈性，不過其實也會使得某幾週上課十分密集，某幾週十分空閒，而且畢竟沒有固
定的上課時間，所以如果要安排出遊的同學就要自己預測一下會不會卡到上課。 
 
1. French Class (5 ECTS) 
來到法國交換的國際生都會修習法文課，學校會在八月底開學的前一個月以前寄信法文的線上測
驗，透過測驗結果來幫你分級，分初、中和進階班。不過在正式開學後，第一堂的法文課老師會將
每個班級的同學聚集起來，再做一次分班測驗，這次就是用簡短的口語對話進行，以確保每位同學
都能進入到最適合自己的級別。不過我有聽說如果事後想要調高或是調低自己的級別，還是可以向
老師表達意見做些調整。 
 
我自己因為大學有輔修過法文系，所以有些基礎，最後是被分配到進階班。法文老師是個還滿有耐
性的男老師，發音相當清楚，也會隨時更正同學口語和文法錯誤。每次的上課方式會先詢問同學是
否要分享自己國家的有趣新聞，接著就是聽廣播或是讀文章，看同學是否都能瞭解內容。會有一次
期中報告和期末考，報告是用六分鐘介紹自己國內的一則廣告和其重要性（我是分享一則波蜜果菜
汁在中元普渡的廣告），期末考是考一篇長篇閱讀測驗和觀點寫作。我覺得這堂課在聽說讀寫方面
都能練習到，不過有些同學覺得老師講話的比例還是佔多數，可能是老師太熱情了，所以如果想要
練口說的人建議可以積極舉手發表意見。 
 
2. Sociocultural France (7 ECTS) 
這堂課只有國際交換生能夠選修，主要是要以透過社會學的理論來分析法國國情和社會風俗，有趣
的是上課老師自己也不是法國人，是位荷蘭人，所以對於其他國家同學看待法國的觀點應該能有所
共鳴。上課內容教了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Porter’s Diamond Model 和 Social Identity 
Theory，每堂課幾乎都有兩次的小組討論，都要在 40 分鐘產出一份簡報寄給老師。個人是覺得老師
人不錯，但講課比例有點太少，其他時間幾乎都是小組討論，有時候覺得太緊湊滿累的，後來老師
好像意識到這件事，就有多點講課內容，安排了一些較輕鬆的上課互動遊戲。 
 
3. Arts Management and Public Policy (3 ECTS) 
對於想要認識藝術產業有關策展和經營策展團隊的事宜，很建議來修這堂課。課程會邀請幾位來自
藝術產業，且有相當多經營藝術團隊實務經驗的講師來分享過往工作內容和所見所聞。期末會有期
末報告，各組會被指派一份個案（博物館、歌劇院或劇場等），要找出該個案主題的經營痛點，給
予經營建議。我自己覺得很有趣的是接近期末的時候，老師帶我們出去到里爾市中心的劇院，上午
聽里爾歌劇院裡頭的工作人員介紹劇院組織架構和經營理念，下午則是到另一個類似租借場地供團
隊策展的空間，邀請其他兩民間團體分享舉辦電一年一度里爾電視節（Festival Series Mania）的心
路歷程。 
 
4. Entertainment Industry (3 ECTS) 
這堂課很像是就是聽來自文化藝術產業各個領域的工作者的論壇，每一堂課的主題都不一樣，直到
學期末可以聽到來自遊戲產業、電影產業或音樂產業的一些工作狀況，內容都不會太深奧，每次上
課可能也都有一些小討論，是還滿輕鬆的課程，不過就不一定能夠學習到多麼深刻的理論。 
 
5. Fashion-Food and Design (2 ECTS) 
從課程的名字一開始以為是關於時尚或設計的課，但其實是邀請兩位來自出版業的講師講有關於出
版的產業實務，主題都是圍繞在「書」上面。課程結束前是各組要規劃出版一本書的內容和行銷計
畫，主題跟時尚設計或食物有關都可以。所以就有同學報告出版紙張可以吃的烹飪書，或是出版怎
麼教大家怎麼 DIY 用植物染衣服的書。不過由於課程內容和課名差異有點大，大家都有點不妥，所
以有反映給系上主任，之後課程內容應該會更聚焦在時尚的議題。 
 
 



 

 

EDHEC 寄發有關選課課務時程 
■ 26 Avril：收到 EDHEC 帳密，線上輸入個人資料 
■ 22 May：收到日後選課時程和交換注意事項 
■ 23 May：通知 EDHEC 學籍註冊完成 
■ 28 May：開放線上選課 
■ 12 June：交換行前通知 
 
② 生活及文化交流 
 
這部分主要著墨在學校辦的活動和住宿等方面的交流，其他生活層面會放在電子報介紹。 
 
1. EDHEC 國際處 
基本上開學後的前兩個月，EDHEC 國際處會為國際生舉辦不少活動增進大家認識，像是有一次是電
影和紅酒的活動，在大禮堂觀看完喜劇電影後，邀請品酒社的同學來講解怎麼喝紅酒，線上也提供
肉片、起司和麵包供大家搭配食用；聖誕將近的時候，也會有遊覽車載大家到附近的聖誕市集的活
動。不過記得，國際處辦的活動資訊通常都會寄信通知，並且採限額報名，所以不想錯過活動就要
定期檢查 EDHEC 的信箱有沒有收到信。 
 
2. 學生社團組織 
學校校內有大大小小的學生社團和組織，會在開學後的一個月寄招募社員的信給大家，有興趣的人
可以報名應徵。不過據我所知，交換生或是只待在這邊讀一年 MSc 的人通常很少參加，都是大學部
或是讀三年的 MIM 的人才會加入。學生社團中，其中有個叫 Open Up，會不時辦到其他國家的包套
旅遊，比如比利時或捷克等，只要提前報名付錢就從交通和住宿一手包辦，這個好處是不想動腦規
劃旅行的人，就跟著遊覽車跟團，也可能可以順便認識其他班級的同學，小缺點可能就是走馬看
花，覺得待在當地的時間不夠；另外，在 EDHEC 印度人的社群相當龐大，我自己就有參加他們在
十一月初舉辦的 Diwali 燈光節的活動，一張票 10 歐包看表演和食物，其實滿好玩的，還可以一起
在台上熱舞。 
 
3. 學校設施 
EDHEC 體育館內的健身房和游泳池環境還不錯，和朋友一同去游泳和健身也是不錯的社交活動。只
要在學校網站線上預約使用時段，就可以憑學生證刷卡入內使用，環境相當整潔，相當建議可以趁
在學期間使用一番；學校圖書館則是非常小巧，藏書不多，大概只有三到四個書架而已，大多人都
是在那邊準備考試和寫作業，如果想要的書找不到，可以跟櫃台說，有校外借書的服務。 
 
4. 住宿生活 
由於我是住在學校宿舍的套房，所以剛到學校的一個月，會有很多住宿生會在 KOT 辦派對，時常都
會張貼公告邀請大家參加。要認識朋友的人真的要把握前一個月，可以在派對認識一些朋友，之後
就有可能會時常揪夥一起出去買菜或小旅行，這大概是我想到住學校宿舍一開始最能發揮的效益
了。 
③ 交換注意事項 
 
是否住宿？ 
 
一開始我選擇學校住宿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離教室走路五到十分鐘就到了，另外住宿也已包含
房屋保險、早餐和打掃，可以減少些許麻煩。而學校住宿分為七人共享廚房的和交誼廳的 KOT，以
及單人套房，兩者每月價差差 30 歐（KOT 470 歐／月；套房 500 歐／月）。據朋友經驗分享，
KOT 時常發生需要分工清理廚房和倒垃圾、半夜辦派對太吵或覺得沒有隱私的問題。 
 
客觀上來說，套房的房間其實滿大的，包含兩桌兩椅和一個衣櫃，且流理台和電磁爐也堪用。但是
住一陣子後會發現學校宿舍相對校外較貴，電費時常估算下來，兩個月可能就會衝破 100 歐，所以



 

 

有時候都不敢開暖氣。而且房間的器材也會不時的損壞，電磁爐不能用，或是電燈泡燒壞，除了通
知住房經理之外，電燈泡必須去超市買自己換，退宿前也會有許多規定限制。所以整體而言，住學
校宿舍的三大不便是價錢較貴、生活機能較差和住宿規定較多。想要選擇學校住宿的同學可自行衡
量一下。 
 
是否辦法國信用卡？ 
 
開學後來到學校擺攤的有巴黎銀行 BNP 和匯豐 HSBC。我自己後來是辦匯豐的信用卡，當下承辦人
員會說明辦卡的好處，包含會送 80 歐的購物金等等。這邊切記如果有辦卡的同學，一定要趁機和承
辦人員拿他們的名片以留下聯絡方法，事後如果有其他問題才可以知道找誰聯繫，在寄信的時候如
果對方不回是常見的事情，除了只能不厭其煩寄信之外，有同學是直接跑去市區的分行詢問問題。 
 
不過其實到後來，我的匯豐卡根本沒有使用到，都是藉著現金（當初帶了 3000 歐）和台灣帶來的信
用卡（台新 Richart Flygo）生活。其實辦卡很大一個重點就是需要拿到 IBAN Code，來申請房屋補
助或電信號碼，以及旅行在外有些地方只接受歐洲當地發放的信用卡。但是如果只是待一學期（不
符申請房屋補助資格）、房租可以用信用卡刷、選擇不需要 IBAN Code 的電信業者的話，建議先在
台灣辦好一張海外回饋趴數較高的信用卡還比較實用。因為一辦卡接下來要使用的話，有很多線上
手續要進行，最後還要寫實體信到巴黎去關帳戶，滿不方便的。 
 
 
是否辦國際學生證？ 
 
是否要辦見仁見智，因為 EDHEC 其實給學生證的速度很快，在開學第一天就拿到手了，所以有了
國際學生證是多了其他一份佐證是學生的文件，不過在下半年申辦的國際學生證，期限只到十二月
底，和 EDHEC 上面載明的期限是一樣的，所以使用的機率可能不到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