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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保健食品產業 
合作商機及運作模式之研究 

陳麗婷  鄭佩真  簡相堂 

 

摘  要 

「健康」與「保健」已為全球最重要的食品消費趨勢，不論歐美、日本、臺

灣、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廣義或狹義的保健食品，其已成為極具關注、高投入

且具發展潛力的重點產業，巿場成長表現亮麗。今日臺灣保健食品產業或企業

的競爭實力，能否透過與中國大陸的合作能量，搭建更紮實與寬廣的產業發展

道路或商機，係本研究關心的重點議題。因此，本研究將從兩岸保健食品產業

環境、價值鏈運作等角度，發現現況與差異，發掘兩岸保健食品產業合作空間

與關鍵問題。研究發現： 

1. 兩岸保健食品產業合作的五大動因，包括：(1)走在趨勢；(2)注入活水；(3)

掌握時機；(4)增加活力；(5)延伸文化。  

2. 兩岸保健食品產業合作，可創造的六大商機，包括：(1)產品創新力；(2)素材

深耕力；(3)文化加值力；(4)拓展外銷；(5)布局全球；(6)增加國際合作機會。 

3. 中國大陸保健食品原料供應豐富、人口支撐的內需巿場可觀潛力，及政策具

操作空間，是中國大陸保健食品產業的優勢基礎。雖目前面臨法規未確定，

巿場混亂，與消費者對保健食品存在高度的信任危機等問題。但因產業屬朝

陽產業，巿場發展可創造的空間仍大。今日中國大陸保健食品產業現存的問

題，即是明日臺灣廠商可突破的商機。  

4. 臺灣紮實的產業鏈布建於產業中下游，上游僅微生物及部分特色農特產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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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端發展較為成熟。為加速產品深度及能量，增加下游客戶服務，除品牌培

育外，新興的產業動力逐步向關鍵保健素材及客製化應用服務深化。  

5. 中國大陸的產業鏈布建分散於上中下游，但產業鏈中的價值活動較為鬆散，

廠商品質與優勢能量差異性大。因具動植物原料優勢，上游素材原料的生產、

萃取及量產等活動已成形，唯部分價值活動仍未完全開發或到位。保健素材

應用端的價值服務多數未成形，僅外資廠商從事及運作。  

6. 建議未來兩岸保健食品產業的合作模式，有二：(1)從獨特性素材開發著手布

建新產業鏈；憑藉臺灣技術優勢、整合實力及產學研研究能量，透過中國大

陸的原料、巿場優勢，共同爭取中華獨特素材的國際地位與空間，為兩岸產

業注入正面的力量。合作效益雖非立即可顯現，但卻有機會布局全球。 (2)

從品牌及代工服務著手擴大巿場空間；但投入品牌，注意需有豐厚的資金支

援；投入代工，重借重全方位服務展現差異；蓄積實力，成為後續品牌發展

奠基。  

7. 兩岸產業合作除存在雙方法律規範等執行面障礙，待克服外，亦有歐美日廠

商的競逐壓力。後續精實臺灣競爭實力，保持合作吸引力，引導兩岸趨勢發

展，臺灣保健食品產業才能真正透過合作，贏在未來。  

 
************************************************************************************* 

計畫編號：10G4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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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第 100-4940 號  

提出日期：中華民國一年十二月 

研究人員：陳麗婷—財團法人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鄭佩真—財團法人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助理  

     簡相堂—財團法人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兼企劃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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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作動因與商機 

 

「健康」與「保健」已為全球最重要的食品消費趨勢，不論歐美、日本、臺

灣、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廣義或狹義的保健食品，其已成為極具關注、高投入

且具發展潛力的重點產業，巿場成長表現亮麗。因此，如何在成長，但同時競

爭的國際保健食品產業環境與趨勢中，透過鮮明的定位方向，堅強的產業鏈合

作陣容，紮實且具國際化規模的經營實力，取得在臺灣、中國大陸、亞洲區域

或甚至全球巿場的價值及特色差異，是未來臺灣保健食品產業發展的重要方

向。但如何擴大及增強臺灣保健食品產業或企業的競爭實力，透過中國大陸巿

場的空間及合作能量，借力使力，搭建更紮實與合乎潮流的產業及企業能耐。

產業發展的道路或前景，或許更為寛敞。因此，本章將就兩岸保健食品產業合

作的動因，與可能帶動的商機進行說明。釐清原因與確認目標後，接續的才是

空間與執行問題。 
 

1.1 五大動因 

兩岸保健食品產業的合作，其背後的價值與影響力，可有五個面向觀察(圖

1-1)。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1/12) 

圖 1-1  兩岸保健食品產業合作五大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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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兩岸保健食品產業環境現況、趨勢與差異點 

2.1 臺灣產業 

2.1.1 產業環境(PEST) 

臺灣食品巿場已成熟，而保健食品巿場在 1999 年起，臺灣通過並施行《健

康食品管理法》後，產業發展規範及巿場產品走向已漸趨明確與成形。臺灣保

健食品可分為食品以及健康食品兩種，健康食品為法定用語(圖 2-1)。因此，食

品屬於傳統食品型態，不得宣稱健康功效；具有健康宣稱資格之健康食品，則

須依規定申請。該法對健康食品的定義是：「提供特殊營養素或具有特定之保健

功效，特別加以標示或廣告，而非以治療、矯正人類疾病為目的之食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1/12) 

圖 2-1  臺灣保健食品的定義與法規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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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兩岸保健食品產業鏈運作與解構 

3.1 臺灣保健食品產業鏈 

臺灣保健食品產業鏈解構如圖 3-1。臺灣紮實的產業鏈布建於產業中下

游，上游僅微生物為原料的素材，產業鏈較為紮實；近年原料範圍延伸至特色

農特產。價值活動切割並無固定標準與模式，端視價值鏈的基本定位，及各環

節價值夥伴之核心能耐，而決定。新興價值鏈環節為保健素材應用端(含貿易商)

為加速產品商品化，或增加下游客戶服務及應用量，所提供的服務機制。  

 

 

 

 

 

 

 

 

 

 

 

 

資料來源：食品所 (2011/12) 

圖 3-1  臺灣保健食品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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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兩岸保健食品產業合作模式探討 

4.1 臺灣經驗 

(1)食品在中國大陸布局已有二十多年經驗，近年開始關注保健食品 

食品具有文化、口味、習慣、少量多樣、儲運及安全衛生等特性，屬於內

需型巿場。因此，臺灣食品廠商逐步擴大在區域或全球的經營範圍。臺灣食品

廠商對大陸食品巿場布局的時間已超過二十年，多因應當地巿場、政策或經濟

的變化，不斷調整及演化(圖 4-1)。近年對中國大陸的布局，目標逐步擴大至保

健食品與餐飲服務等，需求潛力與發展空間是在演化的重要關鍵。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1/12) 

圖 4-1  保健食品成為臺灣食品廠商布局中國大陸的新興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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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灣保健食品產業發展的關鍵下一步 

 

今日兩岸保健食品產業具有優勢互補的合作契機，與創造未來國際空間的

相同願景，為兩岸保健食品產業開展了良好的合作前題。唯兩岸產業合作除存

在雙方在保健食品法律規範及認證制度差異等種種現實執行面的障礙，待逐一

克服外，歐美日競爭者的競逐壓力，及臺灣保健食品產業今日的優勢能耐，如

何在合作後仍能持續保持實力與合作吸引力，或引導趨勢發展，相信才是臺灣

保健食品贏在未來的關鍵。而相關延伸的議題，更值得各界重視與不斷審視。  
 

5.1.合作商機停看聽 

(1)商機路徑：中國大陸世界華人亞洲全球 

從產品及服務等多方面觀察，健康產業未來發展的範圍及面貌相當多元。

站在趨勢線上，從保健食品產業的角度，向健康產業延伸，產品價值創造的空

間寛廣。透過與中國大陸或其他區域的多元化合作，為臺灣產業發展注入活水

與活力，未來拉大產業發展格局，與國際能見度及獨特性的願景(圖 5-1)，更有

機會實現。  

臺灣保健食品產業雖已建立基本產業鏈競爭實力，但相較於歐美日等先進

國家發展的步調，仍較緩慢。做為個追隨者，尋求未來國際發展的空間，鮮明

的定位方向更顯重要。臺灣保健食品要與國際保健食品廠商競爭，中華特色是

最基礎，且有發展空間的差異化定位。從中華保健素材與保健食品產業鏈建置

及紮實的方向，逐步邁進，透過特色原料的發現、新素材的開發與相關應用，

從系統性與科學驗證的角度，將特色素材商品化及產業化。不僅在臺灣巿場可

運作，在中國大陸亦同。臺灣廠商即有機會透過與兩岸當地上下游產業鏈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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