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換生學習報告 

一、學校介紹： 

  EDHEC 法國北方高等商學院成立於 1906 年，是古老的法國精英教育系统

“Grandes Ecoles”的一員，也是歐洲最著名的商學院之一。EDHEC 的金融碩士

2014 被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排名為全球第三，管理學碩士（Master in 

Management）在 2014 年英国《金融時報》的全球管理學碩士排名中列 16 位，並

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的 2014 全球商學院排名中排名全法

第三，全球第 62 位。作為法國高等商學院體系的五大商校之一，EDHEC 在歐

洲享有相關領域的知名度和名望，是世界上極少數同時得到 EQUIS、AACSB、

AMBA 三大最權威商學院認證的商學院，是名副其實的精英學校。 

  一般碩士學位有兩個校區可以選擇，分別是里爾與尼斯，里爾校區著重的是行

銷，而尼斯校區則是金融。我所選擇的尼斯校區距離市區大約 30 分鐘的車程，

但來往車次多所以還算方便，而學校距離機場大約只需要 5-10 分鐘的車程。 

 

二、課程資訊： 

  當初我選擇 EDHEC 尼斯校區完全只是因為之前去交換過的學姊說里爾校區出

去玩交通不方便，而不管尼斯校區最著名的金融課程並非我的興趣，因此在選課

上挑選了與金融相關性不大的法文、策略管理以及金融服務行銷三門課。 

  或許是因為策略管理和金融服務行銷這兩門課不是尼斯校區所著重的領域，所

以上課的內容讓我覺得非常失望，不僅僅是教學內容凌亂，內容也太過簡單，都

是台灣學士班教過的東西，如果在台灣有修過相關課程的同學，強烈建議不要選

這兩門課。 

  另外想特別獨立講一下金融服務行銷，當時看到這門課會跟法國的大銀行合作

專案時，覺得挑戰性會很高，沒想到卻不如想像中好。老師基本上每堂課的上半

堂都會教幾個行銷概念，下半堂則是讓我們討論，並且依照上半堂課所教的內容

寫一份報告，但其實「這份」報告當中的題目常常只是換句話說，或是跟之前寫

過的題目很像，讓人不解其意義何在，且因為是銀行產業基本上可以做的創新不

多，發想行銷內容時綁手綁腳，常常被銀行方否決，給的建議也大多不具體，一

學期下來可以說幾乎沒有學到任何東西。 

  至於法文課，一開學需要經過一個分級考試，但這個分級其實非常粗略，只分

成初、中、高三級，在同一班的人法文能力差很多，且老師上課非常隨性沒有組

織，又常常要求同學之間練習口語對話，假如每次都跟到程度跟自己有差距的同

學，其實練習的成效不佳。 

  整體來說我對於學校的課程非常失望且非常不推薦，建議未來要去的同學還是

依照自己的興趣選擇校區。 

  這間學校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你在選課時並不會知道自己的課被排在星

期幾，要到迎新公布學校帳號資料後才知道，且同一堂課不是每週上，且上課時



間不定（上一次星期二上課，隔了兩週可能變成有星期四上課），又加上如果一

門課缺課兩次就會被扣總分一分（總分總共也才 20 分）所以在得知課程時間之

前是無法做任何旅行安排的。 

 

三、生活以及文化交流： 

1. 住宿： 

  當時為了省錢（尼斯平均住宿都是 500 歐/月以上），所以選擇離學校近（但離

市區遠）備有公用廚房和廁所的 CROUS 遍及歐洲專門租給學生的住宿組織（一

個月 280 歐），一開始進去覺得很難接受馬桶沒有馬桶蓋、廚房有時候會非常髒

亂、暖氣又一點都不暖的住宿條件，但最後很慶幸自己選擇了這個住宿組織才讓

我交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因為廚房是公用的所以有很大的機會可以碰到其他來

煮飯的人，很多人在做菜的時候都會隨意跟旁邊的人聊天，不過大多數的人還是

以法語交流為主，我的法語程度還沒有到很好，講話比較慢但是基本溝通和聽力

都沒問題，新朋友看到我很努力的說法文，也都很願意放慢速度跟我聊天，有些

會說英文的也會轉用英文跟我溝通，慢慢的在廚房多見幾次之後就開始約一起做

菜、做語言交換或出去玩。 

  關於退房，在法國要特別小心，住宿方會要求退房者必須把房間清潔到一塵不

染，任何東西只要跟你一開始入住時不同就會被要求賠款，所以在一開始入住的

時候只要任何東西有點不對勁都要記錄下來，避免自己最後吃虧。如果不是住在

CROUS 這種宿舍組織，比較不會出現亂罰錢的情況，在尼斯退那種兩房一廳一

衛大小的房時基本上都會被罰 75 歐至 200 歐的費用。 

2. 物價： 

  在去法國以前只覺得巴黎物價一定最貴，避開巴黎法國的其他地方一定都還好，

沒想到尼斯的整體物價比巴黎還貴，巴黎因為有各色人種且生活水準差異大，所

以物價從高到低都有，但尼斯是法國非常著名的度假勝地，能夠長年在南法享受

溫暖天氣以及燦爛陽光的人們都是有錢人，所以整體物價水準不低。 

3. 交通： 

  尼斯的大眾交通工具內部有公車、tram、腳踏車以及跨界的火車及飛機，但因

為尼斯不大，所以 tram 只有兩條，主要在尼斯移動的方式是坐公車；公車又分

為日票、週票以及月票，對交換學生來說最划算的選擇當然是月票，但月票必須

到特定的地方（好像整個尼斯才兩個而且不好到）才能開卡，之後才可以在數量

稍微多一點的特定書報攤加值，EDHEC 在迎新當天會請負責公車營運的組織到

側門賣月票，有需要的人可以等到迎新當天再買，在那之前先買週票暫替。 

4. 亞洲文化： 

  其實歐洲現在的年輕人都對於異國文化非常感興趣，覺得是潮流的象徵，但因

為他們對於亞洲文化只有一個整體且模糊的印象，基本上除了泰國很便宜東西好

吃、日本壽司很好吃之外都不太了解，也因此不太會像我們遇到歐洲人有很多關

於他們不同國家的疑問一樣有很多問題想問我們（有些人可能會因此有點沮喪覺



得歐洲人對我們國家都沒有興趣），如果自己可以主動聊一聊關於自己國家的事

情，或是煮亞洲食物跟他們分享（即使做出來不好看或是沒有像在台灣那麼好吃，

他們都還是很真心的大力稱讚，畢竟對他們來說這是第一次吃這種異國料理）其

實他們都非常有興趣。 

 

四、交換注意事項： 

1. 早點弄簽證：在辦理法國簽證時，原本應在出國前兩週就拿到，卻因為法國

辦事處的人將簽證日期打錯，而又多花了一段時間才拿到簽證，建議未來想

去交換的人在時間這方面還是抓的充裕一點會比較保險。 

2. 記得保不便險：有保險總是好的！我當時要出國前保了各種保險的最高額保

費，只為了心安，沒想到飛機一到尼斯當地就出問題；行李延誤將近 24 小時，

但因為有保不便險，所以保險公司會理賠所有我在拿到行李之前所需之必需

品的花費，解決了原本應該會發生的麻煩。 

3. 小心扒手或小偷：我自認多數時候都很小心的注意周遭環境避免被小偷下手

行竊，但某次在布達佩斯泡完溫泉時，全身放鬆且因為 longchamp 包包裡只

放了換洗衣物，所以就也沒有特別注意，只是將包包的拉鍊用手壓著，沒想

到一上地鐵就有一對中年夫婦不斷擠我，當時車廂很空我只是一直覺得他們

很怪，轉頭看一下包包後方沒發現異狀也就只有默默遠離他們，沒想到下車

後就發現包包在離我大概只有一公分的距離被劃了一道將近 15 公分的洞，才

想到是地鐵上的那對夫婦，之後只要我在街上行走都會跟陌生人保持一定的

距離，避免一個不小心又有財物損失，即將前往歐洲的同學不要覺得只有三

大旅客警戒的巴黎、羅馬和巴賽隆納要注意，只要在歐洲隨時都有可能被偷

東西！且 lonchamp 雖然在法國被視為大眾包，但在其他國家是被視為名牌包

的，很容易成為歹徒盯上的對象，且因為材質薄所以可以很輕鬆貴刮開，超

級不建議遊客拎著這款包包去旅行，最保險的方式還是使用內袋，將錢財貼

身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