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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長期台灣製造產業聚焦代工業務，導致附加價值率逐年下降，估計國內製

造業附加價值 21%遠低於歐美 30%。過去國內製造業產值於整體經濟之比例達

四成以上，目前降至約二成，鄰近國家製造業佔比仍有三成以上，應重視製造

業比重快速下降的問題。台經院副院長龔明鑫表示，中國大陸及東南亞 2.5 產

業有龐大商機，韓國則積極發展 2.5 產業，而台灣有發展 2.5 產業的優勢。  

因此後 EACF 時代政府單位提倡台灣製造業，從 2 級產業推升至 2.5 級製

造服務業，積極推動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2.5 產業是介於

第 2 級與第 3 級產業間的產業，具有服務、貿易等第 3 產業管理中心的職能，

又具備研發中心、技術生產中心、物流中心、服務中心等第 2 產業營運中心的

功能。  

除了大眾所熟知的服務業之外，尚有部分屬於製造業服務化，而這將會是

帶動台灣另一波成長的動能，透過製造業服務化可促進製造業附加價值的提升

與服務業的成長，因此台灣製造業價值鏈活動將朝研發、設計、整合與運籌等

製造業服務化方向轉型。 

台灣製造業如何建立資源整合能力，由需求端思考跨領域整合的創新服

務，掌握產業關鍵知識及技術，進行產業升級或轉型已成為重要課題。製造業

為從降低成本及提升效率為主的供應鏈模式，轉換以提供創新高附加價值服務

的客戶導向價值鏈管理。2008 年經濟部技術處規劃「製造服務推動計畫」，其

主軸包括（1）客戶價值深化：鼓勵廠商以服務客戶角度出發，提供製造服務

及多元化的加值服務，強化客戶滿意度與彼此關係，增加製造廠商附加價值。

（2）製造價值延展：鼓勵廠商從核心製造能耐，發展服務商品或衍生新興服務

事業。（3）新服務事業：鼓勵廠商發展前瞻型服務產品，以帶動新製造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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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製造業服務化相關研究 

2.1 製造業服務化之概念 

一、製造業服務化之定義 

面對製造業服務化的趨勢，包括先進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及地區，都積極

推進製造業服務化的工程。美國將製造服務化稱為 Service based manufac-

turing，自 2002 年起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針對服務工程 ESS（Exploratory 

research on engineering the service sector）作為重點領域。歐盟將第六框架

計畫（The 6th Framework Program）中的協同設計及製造研究進行重要項目探

討。日本則稱製造業服務化為服務導向製造（Service oriented manufactur-

ing），並資助智慧型製造系統等相關研究。而中國大陸亦在國家中長期科技規

劃及製造業進程中，納為重要項目的佈署。 

1988 年 Vandermerwe 和 Rada 最早提出製造服務化（Servitization）的概

念，強調以顧客為主，結合產品、服務、知識，其中服務為最重要元素。而製

造服務化相關用詞包括 servicizing、 service strategy in manufacturing、

product-based service、 service oriented manufacturing、 product service 

system、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services、 integrated so-

lutions 等。製造服務化的發展歷程與製造業國際化、差異化競爭、廠商經營策

略調整有關，主要是製造商因應下游需求轉變，而結合服務以塑造差異化競爭

優勢，因此製造商調整在供應鏈與價值鏈所扮演的角色，並衍生外包趨勢、製

造業轉型。部份製造服務化則強調製造商和顧客間的合作關係，以達到雙方共

享的目標，進而增加財務利潤。  

製造服務化的形成有以下四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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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食品業服務化模式一：善用產能代工 

 

受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包材、人工、運輸成本持續增加，市場競爭日益

激烈，食品業者投資風險較過往高，因此業者自行購置土地、設備建廠的經營

模式逐漸改變，加上消費需求朝少量多樣化發展，產品更新速度快，選擇委外

代工比例則提高，將非核心產品採外包生產，而廠商本身則專注產品研發、品

牌行銷及通路經營。此外，連鎖超市、超商及量販店為鞏固消費者的忠誠度，

也積極尋找食品廠商代工，提高自有品牌的比重，作為與其他同業間差異化的

競爭優勢。  

委外代工對企業而言有其優缺點，優點包括減少設備投資、降低資產折舊

費、縮短產品上市時間、生產排程調整機動性強、管理費用較低。但企業也面

對一些缺點，例如機密外洩，包括配方、技術、原物料規格、銷售資訊等，雖

可透過合約得到保障，但時而無法完全保密。 

國內食品廠商代工方式各有差異，例如代工帶料、代工帶部分料、代工不

帶料等，部份 OEM 代工合作是由委託方提供配方、製程、原材料規格等作業

標準給受託代工廠，部份 ODM 代工合作則由受託廠商自行設計配方、製程、

原材料規格。目前國內食品業委外代工模式主要四種：（1）連鎖零售通路商委

託食品企業代工生產、（2）食品企業間彼此委託代工、（3）國外食品公司的知

名品牌委託國內食品業者代工生產，行銷國內外市場、（4）國內食品企業委託

國外食品業者代工，回銷國內或銷售全球各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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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食品業服務化模式二：整合供應鏈 

4.1 垂直整合 

Porter（1980）認為垂直整合是廠商將供應鏈中，技術全然不同的原物料

供應、研發、銷售、配送等經濟性價值活動，在單一廠商管轄經營範圍內加以

統合。即意謂廠商自行生產其投入（向上游整合），或自行處理其產出（向下游

整合），在原物料至顧客的價值鏈中，將每個階段的價值附加於產品。  

垂直整合時，廠商因整合供應鏈上下游的營運，聯合生產、銷售、採購等，

而產生規模及範疇經濟，可達成經濟效益及節省成本。而垂直整合有助於廠商

了解上下游活動的關鍵技術，增加差異化能力，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且讓廠商

全盤掌握供應鏈，進而提供顧客相較競爭者差異化的產品及服務。 

另外，垂直整合可讓廠商於產業原物料供應緊縮時，仍獲得所要需求量，

或下游產品需求低迷時，可找到銷售出路，降低廠商供需的不確定性，且透過

整合可免除因應眾多供應商及顧客，所進行的低經濟效益投資，使企業經營更

加有效率。  

2010 年雀巢公司因供應鏈垂直整合的效益彰顯，降低了產品銷售、配送、

管理等成本二至四成，使其利潤增加至 13.4%，由於雀巢向下游整合的關係，

及積極改善能源、生產用水及產品包裝的使用效益，其對全球環境保護有相當

助益。面對未來諸多不確定性，例如原物料價格的波動，藉由供應鏈垂直整合

的模式，雀巢已有相當信心及準備因應。  

4.1.1 向上游垂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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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食品業服務化模式三：經營客戶關係與通路 

5.1 經營顧客關係 

5.1.1 B to B 深耕顧客關係 

一、整合性解決方案 

1. 南僑烘焙服務中心  

1971 年起南僑在台灣投入食品加工用油事業，在生產、研發和經營等方

面具有豐富經驗，且擁有完善的食品安全衛生制度，使其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時，具相當競爭力。在中國大陸市場，烘焙油脂、冷凍麵糰與餐飲是主導南

僑集團獲利的要角，尤以烘焙油脂表現最佳，佔集團獲利比重超過六成；近

期南僑準備於上海設置烘焙油脂、冷凍麵糰及酵母工廠，為提升麵包的好吃

度，烘焙業者會增加酵母的需求，因此南僑提前準備酵母供應，以助集團版

圖的擴張。  

據南僑統計數據，全中國使用該公司烘焙油脂之麵包店，佔整體店家數

比例近三成，其 95%客戶為中國大陸企業，重要客戶包括日本山崎麵包、韓

國巴黎貝甜、台商 85 度 C、克莉絲汀、向陽坊等。除了先天條件優勢外，

幾項經營策略亦使南僑在中國大陸成功地深耕發展，例如設立服務中心(含烘

培教室)，預估 2011 年增為 21 個，提供烘培師傅訓練課程，並設有服務團

隊，主要目的是使客戶快速熟悉產品的應用，提升品牌忠誠度，目前南僑服

務中心在中國大陸二、三級城市拓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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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6.2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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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浪網：www.sina.com.。 

14. 聯合知識庫網站：udndata.com。 

15. 鉅亨網：www.cnyes.com。 

16. Eco-MOTTAINAI 公司網站：eco-mottainai.com。 

17. Food Navigator 網站：www.foodnavig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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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326517 

02-27329133 

itismembers@micmail.iii.org.tw 

10669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16號 19 樓 

帳號：01677112 

戶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收款銀行：華南銀行─和平分行 

 (銀行代碼：008) 

戶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收款帳號：98365050990013 (共 14碼) 

星期一~星期五 

am 09:00-12:30 pm13:30-18:00 

 

 

如欲下載此本產業報告電子檔， 

請至智網網站搜尋，即可扣點下載享有電子檔。 

ITIS 智網：http://www.iti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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