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曼海姆交換生活報告 

 

1. 交換學校介紹及課程等學術方面資訊 

    曼海姆大學(University of Mannheim)是德國第一名的商學院，這學校

畢業的學生大都在你聽過的德國大公司工作，例如 SAP就在學校旁邊，聽當

地學生說裡面大都是 Mannheim的學生。 

    當然這裡的創業風氣也很盛行，德國大大小小的公司也都是在這裡創造

的。這裡有全世界第一台電梯，第一台賓士汽車(沒記錯的話)、第一台腳踏

車。所以在這我選了創業的課，很可惜的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原本會參訪公

司的行程都取消了，甚至前半段都是遠端上課，後半段才開始有實體上課。

儘管都會邀請企業的講者來分享，前半段是線上上課的就不用說了，就算在

課堂上聽講者分享，還是有種少了現場體驗的感覺。但是當地的 Startup 

lounge 倒是都有舉行，我每一場都有到，看看當地還有學生創業家的想法，

以及參與他們的 pitch。 

    看完當地學生的 Pitch我覺得台灣學生不必枉自菲薄，外國的月亮沒有

比較圓，有些程度差到上台講都講不清楚，還要看著小抄，結結巴巴的，商

業模式也非常不成熟，目標族群、市場調查、市場規模、商品製造、成本、

售價完全講不清楚的都有。但他們很幸運的在歐洲這塊市場，地大人多資源

多，而且所有國家都在同一塊大陸上，隨時相通，又有歐盟加持，任意的進

入各個國家，使用同一種貨幣，所以他們的商業模式一開始就可以設計國際

化，相對於台灣市場小，出國要搭飛機真的是一大劣勢。 

    曼海姆位於德國的西南方，往西邊坐車幾個小時就可以到法國、盧森

堡、比利時、荷蘭，往南坐車幾個小時就可以到瑞士。要去機場的話最近的

國際機場就是法蘭克福，坐高鐵只要半小時，是個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 

    曼海姆大學位於曼海姆城市的下半部正中央，英文字母越前面離學校越

近，數字越小也離學校越近，但其實我也搞不太懂它的排法，反正住久了就

熟了。 

    學校有幾個網頁，一開始會讓人不知道該用哪一個，我覺得是系統沒有

整合好，導致網頁散在各地，像是有 myUniMA、My Portal2、ILIAS。 



首先介紹 myUniMA，老實說這個網站用途不大，我記得有些流程要上面

跑過就沒再用了。 

我先介紹 ILIAS，這是次為重要的，上課的教材都會放在這。 

再來是最重要的 Portal2，所有選課的相關資訊都放在這，可以看有哪

些課程，在這裡選課，也在這裡退選，教室的地點資訊，以及線上上課的時

候連結也都放在這裡。這裡有很重要的就是學生證也是在這裡申請。 

這邊介紹學生證，曼海姆的所有設施幾乎是依靠學生證，裡面有晶片，

也可以存錢在裡面，去學生餐廳吃飯、宿舍洗衣機都是用這張卡扣款。學生

證也可以拿來當車票使用，平日晚上七點過後可以免費搭乘，週末也是免費

搭乘。也可以買學期票這樣就平日就不受限，我記得是 180 歐元一學期。 

 

2. 生活及文化交流 

曼海姆大學是間國際的學校，因為是交換生的關係，我選的課都是英文

課程，所以班上學生都來自不同國家，老實說德國人還不多。 

有個國際學生的社團叫做 VISUM，不怕生的話建議可以去參加活動多認

識一些朋友。 

我當時去德國只要打滿二劑疫苗就可以進去，也不需要 PCR 檢測，更不

需要隔離。路上到處都是檢疫站，都是免費的，進去就可以篩檢，30分鐘就

可以知道結果。歐盟是很注重個人隱私的，檢驗的時候有三種資料處理的選

擇： 

1. 檢驗出陽性上傳到政府記名 

2. 檢驗出陽性上傳到政府但不記名 

3. 檢驗出陽性不上傳 

 

這和台灣驗出陽性就連名帶姓記錄下來上傳到政府是非常不一樣的。如

果驗出陽性需要隔離嗎? 據我所看到的是沒人會管你，你要不要隔離甚至要

不要戴口罩都不會有人限制你。 



    我前期去的時候要進餐廳必須出示打滿二劑的證明，德國有個 APP叫

CovPass，他會記錄你有沒有打過疫苗，顯示 APP上的 QR code讓店員掃就

可以，後來完全開放就都不需要了。 

    話說我第三劑是在德國打的莫德那，隨去隨打，也不需要預約，疫苗非

常充足。 

在這裡生活機能非常方便，到處都有超市，也有二間亞洲超市，如果懷

念家鄉味的話這是一個好選擇。歐洲不像台灣到處都有便利商店，更不用說

24小時了，要注意各超市的關門時間，避免關門後買不到食物，小提醒德國

的超市和百貨公司星期日是不開的，購物要注意時間。 

這邊超市我個人覺得比台灣的超市還要便宜，不管是肉、青菜、水果、

牛奶都很便宜。以牛奶為例，不到 1歐元就可以買到一瓶鮮奶，台幣 30元

左右，台灣可是要賣一百多元呢。 

但這邊就沒有像台灣有很多便宜方便的小吃，通常就是餐廳，吃一餐要

十多歐元，就要好幾百塊台幣了。 

當地住宿租屋一個月大概介於 300-600 歐元，需要與房東簽約拿到一張

證明，拿那張證明去當地像是戶政事務所的地方辦理註冊說你搬到這地方來

了。當你辦好註冊，接下來會要求你繳廣電費，這個會寄到你的註冊地址，

但有些人沒收到，我是有收到，就乖乖繳費。 

租屋分為冷租和暖租，暖租就是包含網路、家具可能還有水電，冷租當

然就是什麼都沒有。這邊冷租的什麼都沒有真的什麼都沒有!連床、家具都

沒有，就是空白的房間和牆，而且是很平常的事情，大家要注意，避免以為

租到了便宜的房子，但是後續自己要買家具什麼的都很麻煩。 

接下來要談的是保險，這邊特別說給超過 30歲的同學看的，一般來說

辦 Expatrio一切都會辦好包括保險，但是學校不給我入學，一直說我保險

沒有辦好，可是我跟其他同學都是辦同樣的流程和內容。後來發現原來德國

超過 30歲以上就不能保公保，必須要保私保。如何保私保又是一項麻煩的

事情，對於當時不懂德國規則的我。流程是先去公保辦 Exemption，我是找

TK辦的，用 E-mail就可以辦理(只是要注意的是德國效率)，拿到

Exemption 之後去辦私保，這點我覺得私保有效率多了，非常快速當天就辦

好，我辦的是 Mawista，這個在網路上就可以快速辦好。 



 

3. 交換需注意之事項 

首先是去德國前需事先準備的事項。 

1. 德國簽證：請先去德國在台協會自己看辦簽證的注意事項，以及要下

載表格，把上面所列的東西都準備好一定要看仔細，一項都不能缺，

只要缺一樣就要重新再預約重新再申請一次。 

*注意：請至少二個月前甚至三個月去辦，德國的效率沒有我們想像中的

高，非常慢，越早辦越好，因為等簽證非常漫長，如果中間出了任何問題要

再重辦一次基本上就來不及了。 

而且還要向德國在台協會預約時間，在網路上預約，時間不是去就有，上面

的預約時間可能會一週或一個月都是滿的 

2. 護照：如果沒有護照請先辦好護照，如已有護照，請注意是否過期或

快過期。 

3. 政大的在學證明 

4. Mannheim 的錄取證明(Letter of admission) 

 

再來就是機票了，我去的時候因為疫情導致航班大亂，我訂了二次航班

(日航、國泰)都被取消掉，最後是訂了華航的直飛法蘭克福班機。 

交通的部分解決了，接下來是住宿。記得!學校一說可以申請宿舍的時

候就要馬上去申請了，一開始我以為是用抽的，所以我到最後才申請，結果

是先申請先安排。而且我必須再說一次，德國人沒有想像中的有效率，不像

台灣回覆的很快。你寄信過去不是不回就是很久才回你，久到什麼時候呢，

我記得我 11月申請宿舍，1月到德國的時候才回說沒有宿舍。等你到德國的

時候就會習慣歐洲人的效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