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交換至克羅埃西亞的學生很少，每年成大加上中山的頂多 4-5個。至克羅埃西亞之前不需辦學生

簽證，而是到當地後去警察總局辦短期居留証(儘管學校會告訴你可能要到日本或中國大使館辦簽證

但是不須理會)。克羅埃西亞的學院是分散在整個 Zagreb城市中的，沒有固定的校園範圍。我就讀的

人文社科學院很幸運地就在宿舍附近因此可以不用搭電車通勤，宿舍共有三個可以選，價格都很平易

近人但我個人推薦價位排行中間的 Cvjetno宿舍，附近機能較好也最新。學校方面較大的問題是若為

少數科系可能有沒有英文課程可以上，此時教授就會請你跟他進行一對一課程(次數視個人而定)，我

因為在英文系因此全程英文上課沒有這個問題。 

 

克羅埃西亞為歐盟之一但非申根國(台灣人沿用歐盟免簽)，主要以觀光業為主，幣值用 KUNA(非歐

元)、語言為克羅埃西亞語。海邊風景很美但物價也相對高，位於海邊 4-5小時車程的 Zagreb首都相

較之下反而物價平易近人，單算生活費來說一個月一萬台幣上下可以活得很愜意，相較其他歐洲國家

省很多。克國的人或許沒有特別開放熱情但絕對是好心純樸的，治安方面也很安全; 語言的話，基本

上年輕人都會講英文但年紀大一點的或是公家機關的辦事人員就不會了，建議申請學校 BUDDY 

PROGRAM好有個人可以幫忙。學校方面 ESN 會舉辦很多交換生的活動可以參加，國內外旅遊、運動活

動、各種 PARTY或是語言交換都有。Zagreb 雖貴為首都但其實觀光價值不高，大概一兩天就可以逛

完，不過如果是久待在那裏”生活”的話倒是一個很舒服的城市。 

 

在克羅埃西亞境內旅行以巴士最為方便，火車據當地人說通常複雜又沒有英文標示，不推薦。Zagreb

機場的廉價航班並不多因此我會選擇搭巴士到鄰近的大城市(威尼斯、維也納)轉飛機或是皆以巴士位

主。台灣人在歐洲有 90天免簽，至克羅埃西亞辦理短期簽證後(須至少一個月的程序時間)可在歐盟

國家境內暢行無阻，唯一的差別是過境時必須在護照上蓋章(因為非申根國)。 

 

整體而言克羅埃西亞並不是一個很先進的國家，但也因此保留了許多純樸的樣子。當地人訝異我們的

到來但也敞開雙手歡迎，雖然他們總是對於自己的落後感到自卑但仍努力把所擁有的介紹給我們。巴

爾幹半島上的歷史是難過的，至今克國與鄰近國家的嫌隙仍在，歷史的傷痕留在老一輩人的心中而年

輕人則鮮少觸碰，即便如此，仍可從生活中看見他們的樂觀與滿足。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選擇克羅埃西亞，當然選擇的限制與經濟考量是因素之一，但也是因為來這裡的人

少。台灣人對巴爾幹半島並不熟悉，克國人對亞洲文化也是如此。來到這裡後我看見的是一個跟我們

想像中的西方國家不一樣的地方。歐洲是一個非常多元文化的地方，不只有德法那些大國，更多的是

我們不熟悉的小國家，不該概括而談。這一年在克羅埃西亞，我打開的國際觀並不是說台灣有多落後

而西方又有多先進，而是這個世界比我所知道的還有更複雜、更纖細，絕不是簡單的二分法、四分法

可以隨隨便便帶過的。 

 

如果你喜歡大自然、喜歡探索不一樣，我想克羅埃西亞是適合你的。 

順帶一提，亞得里亞海，是我看過最美的一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