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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台灣本土食品的價值與競爭力 

黃秋香  張嫈婉  謝侑蓉  簡相堂 

 

摘  要 

台灣在地食品呈多元化發展，藉其各自擁有的資源建構在地產業鏈，然在

地食品整合技術、文化等元素進行發展，究竟蘊藏多少價值，以及如何以動態

產業鏈合作提升在地食品競爭力，值得深入瞭解。因此，本研究針對(1)進口素

材、台灣製造，(2)台灣本土素材，(3)國外典範案例，進行探討研析，從中發掘

台灣在地食品向上提升之價值及競爭力關鍵方向。本研究主要結論如下：  

1. 業者具創造進口素材外銷價值之能力：多數國內進口原料屬大宗原物料，必

須具有將技術整合於供應鏈所產生之加乘效益，才能減緩台灣產品受到原料

價格波動帶來之影響。台灣已有幾項進口原料加值出口之成功案例，顯示業

者已有能力運用進口素材創造外銷價值。  

2. 活化產業鏈為創造台灣本土食品優勢之關鍵：在地食品供應鏈的重整及活

化，改變生產者經營模式、與顧客互動之關係，創造出有別於既有供應鏈模

式之價值。藉由整合產、製、儲、銷等流程，改善過去對通路與消費端掌握

度不夠之問題，甚至可依消費者需求進行客製化生產，創造新的競爭優勢。  

3. 在地食材為創造餐飲新意涵之重要元素：追溯餐飲源頭可看到在地文化的深

度與內蘊，透過在地食物可與食材生長之土地連結，讓食用者產生情感共鳴。

近年來加工食品使用本土食材已蔚為國際潮流，而在餐飲市場上，在地食材

更賦予料理新風貌與意涵。  

另本研究亦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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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政策鼓勵與推動在地食品產業鏈之互動合作：具深度且長期性的系統整合

與規劃，若能由政策推動的角度運作，對整合之廣度、深度及持續性皆能有

實質助益。借鏡日本近期六級產業推動及發展概念，目的即在串連在地農林

漁(一級產業)、製造業(二級產業)及零售業(三級產業)的充分合作，活化資源

應用及開創的效益。  

2. 以加工出口專區帶動外銷商機：善用加工出口專區之概念與資源，可能係台

灣創造在地食品外銷價值的一種方法。近期在全球化及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

下，政府著手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方案，除享有保稅區待遇外，可開放國外

農產原料進口，並加入契作國產原料，區內生產製造加值後直接外銷。  

3. 以國家品牌協助在地食品國際化：台灣生產的優質在地食品，佐以國家品牌

加持，除可將台灣製造優勢轉化為國家品牌的優質形象外，更可透過國家品

牌的共同行銷，有效爭取國外消費者對台灣在地食品的目光，進而認識台灣

在地食品的特色及價值。同時透過參與國家品牌的制度與門檻，亦可塑造優

質在地食品的標竿，讓產業形成正向精進的氛圍，對有效拓銷歐美日或新興

巿場皆有助益。  
************************************************************************************* 

計畫編號：12G436-03 

補助單位：經濟部技術處  101-EC-17-A-01-06-0453-6 

調查報告：第 101-5314 號  

提出日期：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一月  

研究人員：黃秋香－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嫈婉－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  

     謝侑蓉－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  

     簡相堂－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兼企劃室主任  

 

march0324
文字方塊
版權所有© 2012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專案辦公室 承辦



前  言 

 3
食 品 所 I T I S 報 告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1.前  言 

1.1 重視在地食品之價值 

在地化飲食並非今日出現的新穎性概念，但卻是國際間受關注且持續運作

的趨勢方向。2007 年牛津字典即已將 locavore（即組合 local（在地）與 vore

（飲食）等兩字）列為年度風雲字；2011 年雀巢公司亦將其列為企業重要關注

項目之一；歐盟亦有在地食品標示的規劃，顯示在地化食品在今後仍具有不容

忽視的影響力，因此食品在地化的運作動力與潛藏價值：  

一、驅動力量：口味、環保、經濟及營養 

飲食具文化及口味的差異，無法全然標準化，造就了在地化的必要性。以

全球化連鎖餐飲運作的麥當勞及肯德基為例，為了因應各地飲食習慣差異，在

其全球標準化之生產系統中，亦須適當導入在地食材，調整產品內容及口味；

如麥當勞 2012 年其在法國推出棍子麵包漢堡，肯德基在中國大陸推出油條產

品等。拿捏全球性品牌的在地化比重，是其中的關鍵挑戰。  

食品從生產到消費，不同環節各有不同的碳排放，減少碳排放量為驅動食

品在地化的重要訴求。據環保署資料顯示，國內原料佔食品生命週期各階段（包

含原料、製造、配送銷售、消費者使用、廢棄回收等）碳足跡的比例約佔六成

至七成，對環保議題關注的廠商，普遍利用在地原料，來達到降低碳排放量的

目標。而截至 2011 年，國內已有 30 家廠商的 77 件產品取得產品碳標籤；以

2012 年取得碳足跡標示的台鐵便當為例，其產品即強調各站便當，在地食材新

鮮直送。  

食品在地化可為在地經濟做出貢獻。倫敦新經濟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in London）曾研究表示，每消費一元的在地食品即可為當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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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T 創造進口素材新價值 

2.1 台灣素食居全球供應鏈要位 

一、全球素食市場蓬勃發展 

根據 2011 年美國素食者協會統計資料，美國素食者佔總人口比例 2-8%

間，德國素食者佔全國人口 8.4%，英國素食者人口比例亦達 7%，荷蘭和法國

分別為 4.4%、0.9%，而義大利部份地區的素食人口比例已達 10-18%。另印度

為世界素食人口最多之國家，全國約四成比例人口、近 4 億人食用素食，足見

全球素食市場正逐漸擴大，亦代表素食加工品之潛在商機。  

據估計，台灣素食人口(含全素與彈性素)約在 300 萬之普，已足夠支撐素

食產業之發展。過去素肉相關原料皆由日本進口，價格頗為昂貴，業者亟思進

口替代作法。由於做為素肉主原料之大豆，台灣每年進口 250 萬公噸以上，大

豆相關產業發展相當成熟，各種大豆加工應用食品品項眾多，產業界一直關注

如何透過技術創新提升大豆終端產品價值，其中素肉即是最受注目的一項。此

亦促成政府挹注資源投入大豆肌理化素肉關鍵技術之突破，進而逐步精進成為

全球高價素肉製造技術領先國，並擴大國內素食應用範圍與帶動素食產業外銷

蓬勃發展。  

根據食品所估計台灣素肉產值逾 30 億元，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相

關素肉製造商 100 餘家。大豆素肉的成功案例顯示，台灣可以發掘消費者的需

求為拉力，憑藉加工生產技術優勢之推力，加上飲食文化及烹調技術的多元應

用為助力，將進口原料在地化加值應用，並伺機拓展國際競爭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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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藉本土素材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3.1 國外引進成功栽植 

3.1.1 古坑咖啡發展地方品牌 

長久以來國內咖啡一直被歸類為外來飲料，西方味濃厚，而近年來國內各

地咖啡栽種蔚為風潮，同時加諸在地各項歷史文化元素，益顯得台灣本土咖啡

彌足珍貴，因此更增添本土咖啡的文化意涵。台灣咖啡於十九世紀末引進，有

計畫種植始於日據時代，目前國內種植咖啡的地區不少，包括南投、雲林、嘉

義、台南、花蓮及屏東等地，然古坑咖啡卻能成功地發展為地方性品牌，主要

原因是其動員整個鄉的人力及資源、結合農業及觀光業共同發展成為該鄉的地

方產業。本文探討古坑鄉建構咖啡產業的發展模式，作為國內在地食品品牌化

之借鏡。  

 

一、咖啡產量為全台之首 

台灣咖啡樹種植集中於中南部地區，以阿拉比卡為最大宗，雲林縣古坑鄉

因產量大，是國內最著名產區，其他尚有南投惠蓀林場、嘉義阿里山、台南東

山鄉、花蓮瑞穗農場及屏東三地門等，合計咖啡種植面積 700 多公頃、年產量

約 800 公噸，但不及消費需求之數量，故咖啡豆仍需仰賴大量進口。  

據行政院農委會資料顯示，2011 年台灣咖啡主要生產地為雲林縣、南投

縣、台東縣、屏東縣及嘉義縣，其咖啡栽植面積與產量如表 3-1 所示：其中雲

林縣古坑鄉咖啡種植面積非國內最大，然每公頃產量最高，總產量則居全國之

冠、達 163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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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借鏡成功典範，探討未來發展機會 

4.1 借鏡典範國家 

4.1.1 韓國高麗參成功發展之關鍵因素 

南韓農作物資源相對不多，但卻能將高麗參產品與品牌推廣行銷國際，成

為全球人參出口大國，其發展經驗可做為在地化素材加值應用的重要案例。據

韓國農林水產食品部的統計資料，2011 年韓國人參出口值超過 1.8 億美元，八

年成長約 40 倍，按人參產品出口值之佔比排序：紅參 25%、紅參精 7%、人參

飲料 5%。近年來，韓國人參相關產品出口仍大幅增加，主要得益於韓國人參

業者在中國大陸、台灣、日本等主要市場的積極宣傳。  

一、標準化生產，嚴格控制品質 

韓國高麗參主要分佈在北緯 33° -42° ，主要產區為錦山、扶餘、忠南、全

北、忠北、慶北等地。1899 年起韓國實施人參國家專營制度，人參栽培方式需

按其國家標準（良好農業規範，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GAP），至 1997

年解除專賣制度後，參農們可自行選擇民間企業之研發方法，近來以拮抗和誘

導系統性抗病微生物的生物控制法進展最快。韓國全部參田  (包括白參或紅參) 

都要向當地人參公司登記地籍，或參農要自行銷售生參，亦須取得參田地籍，

以便證明人參根的場地和參齡。  

韓國人參公司計有 130 家，每季檢查合作參農栽培記錄，包括農藥種類、

施用時間和方法、場地管理。人參採收前需由具合格資格之實驗室檢查農藥殘

餘量，採收時評估專家依人參的重量、形狀和表皮完整度，進行品質等級分類，

而產品品質證書則是人參公司發出，未取得證書的生蔘不得於市面販售。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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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5.1.1 台灣本土食品之發展具明顯關鍵成功要素 

台灣本土食品，包括進口素材在台灣製造、國外素材在台灣成功栽植應用、

台灣地方特色食品、台灣地方特色餐飲、台灣本土保健素材等，皆朝多面向應

用與發展。其成功發展之要素歸納有三：一是產業供應鏈重整及創新，以提高

生產效益及價值；二是藉關鍵技術之掌握及加持，以優化產品之品質及競爭優

勢；三是發展在地食品品牌及市場地位，以利產品推廣行銷海內外（表 5-1），

不同發展要素形塑在地食品的價值與優勢。  

表 5-1  五大型態在地食品發展之關鍵成功因素  

在地食品類型  關鍵成功因素  說   明  

型態一：  

進口素材台灣製造  

建構完整產業鏈  
包含原料採購及篩選、生產技術、產品

開發、行銷等產業上中下游的整合，及

週邊產業的建構。  

掌握核心關鍵技術  
獨特技術為此類型業者進軍國際市場

及品牌延伸之必要條件。  

型態二：  

引進國外素材  
地成功栽植應用  

完整地方產業供應鏈  
從上游原料栽培至下游應用擴展，皆與

當地政府及業者整合資源，如契作栽

種、在地食育活動推廣。  

技術改良，品質優化  
積極培育台灣特有的優質品種，以提高

競爭力與產品價值。  

建立地方品牌  
運用地方資源的參與及合作，強化消費

者體驗，加深在地產業印象。  

發展高值化產品定位  
此類型業者之生產成本較高，故朝高值

化、精品化發展為重要產品定位。  

型態三：  

地方特色食品 /食材  

創新產業供應鏈活動  
在供應鏈各環節中創新價值活動，如依

顧客需求提供客製化加工產品。  

創新經營模式  
利用在地特色及資源優勢，改善收益，

創造新型態經營模式，例如建立在地農

企業體系、異業產銷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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