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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產業是重要的民生產業，反映並影響著國家發展程度

和人民生活品質。隨著氣候變遷、疫情、俄烏戰爭、國際原料

及物流等全球大環境變動，區域經貿環境變化、生活模式轉變

及各式新興科技發展，眾多變動為全球食品供應鏈及市場需求

商機帶來變化。國內食品產業如何掌握本土優勢，迅速對應以

拓展國際佈局，已成為產業發展的關切課題。

2021 年臺灣食品及飲料工業 ( 不含菸草業 ) 年產值 6,896

億元，占製造業整體產值 4.3%，在製造業中排名維持第 8 位。

產品主要供應國內市場所需，出口金額 1,110 億元；進口金額

為 2,675 億元。從食品產業長遠發展來看，掌握飲食生活情境

變化，確保食品安全與安心，順應環境及時勢，強化技術創新

與數位科技等跨域整合，提升國際競爭力及合作機會，值得各

界共同努力。



本年度「食品產業年鑑」共分五篇，各篇章皆精心規劃與撰述，編撰以

圖表為主，供讀者方便閱讀並快速掌握內容要點。第一篇產業總論探討全球經

濟環境與景氣趨勢，以及臺灣與美國、歐洲、日本、南韓、中國大陸、東南亞、

紐澳、中東等地區之食品工業整體發展現況，使讀者快速理解全球不同區域食

品產業環境的特色與變化。第二、三篇呈現臺灣主要行業及周邊產業之生產概

況、產品發展、廠商動態及發展趨勢，包括麵條粉條、食用油脂、烘焙食品、

休閒零食、罐頭食品、調味品、冷凍食品、鮮食、植物肉、乳品、非酒精飲料、

酒精飲料、保健營養食品、飼料、食品包裝、食品機械、餐飲服務、餐飲流通

等產業，使讀者更全面掌握整體食品及周邊產業動向。第四篇則從趨勢、時事、

消費、科技及政策等面向進行全球趨勢、碳中和行動、虛擬廚房與社群商務新

生態及食品科技等議題討論。第五篇收錄 2021 年全球與臺灣食品產業大事紀

資料。

「食品產業年鑑」的功用在於詳實紀錄臺灣食品產業的發展軌跡及未來

趨勢，提供各界用以研擬發展策略與方向。感謝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基磐

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的經費支持，以及各界的協助，使本所經濟分析同仁得

以順利完成編撰。倘有不盡周延之處，尚祈不吝指教。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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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球經濟因供應鏈瓶頸與地緣政治緊張推升全球物價上漲壓力；而再歷

經 2021 年強勁復甦，比較基期拉高，以及北約與俄羅斯陣營對峙情勢升高，致使各

界預期 2022 年全球經濟情勢將呈現成長下緩及通膨情勢。依據 IHS Markit 於 5 月

發布之預測數據，全球經濟成長率預估值為 2.9%，是 2021 年 5.8% 的半數，CPI 年

增率（通貨膨脹）則將由 2021 年 3.9%，進一步攀升至 6.7％；成長下降而通膨走升，

2022 年全球總體經濟勢必面臨諸多挑戰。 

臺灣 2022 年經濟成長表現，因 2021 年高度成長（經濟成長率達 6.6%），比

較基期拉高，加上大環境相對不佳，年初即面臨保 4% 關卡。4 月中旬後防疫政策由

「清零」轉向「共存」，由於確診人數攀升，連帶對各項經濟活動帶來影響。國內

經濟成長表現在內外環境交互影響下，成長走勢轉緩。依據主計總處 5 月下旬發布

之最新國民所得統計，2022 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約 3.9%；上半年因比較基期及疫情

升溫影響，成長率走緩，年增率為 3.2%；下半年成長率預期因疫情規範漸趨鬆綁（如

跨境居隔期間縮短）等環境變化，成長率將高於 4.5%。至於物價走勢，由於國際原

物料、食品價格走勢攀升，加上運輸成本等走高及預期心理等，2022 年國內 CPI 年

增率約 2.7％，較 2021 年增加 0.7 個百分點。

全球經濟環境趨勢展望

摘要

中經院 / 彭素玲 / 研究員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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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食品產業

摘要
臺灣擁 2,338 萬人口，食品工廠約 7,601 家，以中小企業為多，雇用員工 21.1

萬人。食品產業的發展影響上下游原料、食品加工、通路至餐飲等產業，超過 2 兆

元經濟的未來創新及價值展現。2021 年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對臺灣的干擾

持續存在，但臺灣食品飲料製造業表現仍相對亮眼。食品及飲料製造業 ( 不含菸草 ) 

2021 年整體產值為新臺幣 6,896.4 億元，成長 7.4%；產值占整體製造業的 4.3%。

前三大行業為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屠宰業及動物飼品製造業。

全球疫情反覆升溫，延伸的船舶調度、港口裝卸與運輸效率等問題，衍生全球

性的貨櫃短缺及運費成本倍增，抑制 2021 年部分食品的貿易表現。2021 年臺灣食

品產業的出口及進口仍雙雙成長。出口值新臺幣 1,109.8 億元，主要出口品項為冷凍

食品、其他雜項食品及非酒精飲料，出口市場包括美國、中國大陸、日本及香港等。

進口值新臺幣 2,675.2 億元，主要進口品項為冷凍食品、酒精飲料、其他雜項食品及

乳製品；主要自美國、日本、紐西蘭、泰國、澳洲、英國及中國大陸等進口。

2021 年臺灣食品飲料推出之新產品以全新產品為多；少添加、具機能健康營

養、重在地食材運用、呈現包裝翻新及創意風味組合或強化與社群媒體的互動等，

是新品重要的特色及訴求。疫情改變生活行為及飲食需求，拉升即食食品、膳食菜

餚、保健營養品等產品需求成長，同時加速即食外帶外送及各式網購食品組合活絡。

法規新增注脂肉列管、巧克力含量修訂等，規範產業發展框架。原有素食產業根基

的植物肉等蔬食生態圈，產品開發及市場更為活絡。扣合永續及在地差異特色強化，

在地原料及副產品加值應用的產品，更加豐富多元。因應人口結構及國際環境變化，

政策攜手食品所等跨法人及產業公協會，深化食材質地風味層次及智慧設備整合技

術，推動銀髮友善食品評選、新味食潮評選及食品產業數位轉型輔導，協力臺灣食

品產業開展新層次的產品及商業模式，展現產品價值及營運韌性。

未來臺灣食品產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食品潔淨及永續持續行動，(2) 數

位科技應用及商轉加速，(3) 營運實力及韌性蓄積強化，(4) 國際變局掌握及新商機

探掘。

食品所 / 賴孟利 / 副研究員
食品所 / 陳麗婷 / 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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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食品產業

摘要

美國人口數居全球第三，為全球高收入經濟體之一。新冠肺炎 (COVID-19) 疫

情增加美國消費者在家備餐和用餐的機會，消費者按生活飲食需求及情緒，尋找舒

適、健康、放縱、冒險等多元價值的食品飲料。

2021 年美國食品巿場銷售值 4,440 億美元，減少 3.5%。烘焙食品、休閒食品

等微幅成長，無麩質烘焙食品正擴展新的品項來保持增長；消費者希望在疫情壓力

中尋求安慰，居家隔離促使多種類型休閒食品成長。2021 年美國飲料市場銷售值

1,463 億美元，成長 1.3%，其中增幅較大的品項，包括運動飲料、能量飲料和包裝

水等；其中含天然成分、低熱量 / 無糖、新口味等產品市場成長。

美國食品飲料貿易逆差狀況持續，2021 年逆差值達 192.8 億美元，食品飲料進

口值、出口值得成長率分別為 17.8%、20.0% 以上。產品自法國、加拿大、墨西哥、

義大利等國進口增加，外銷中國大陸、墨西哥、日本增長超過二成。

2021 年美國食品產業重要事件，包括：對氣候友善銷售宣稱之標準化、加工與

餐飲食品之短期減鈉目標、新增天然藍色食用色素種類、徵求細胞培養肉標示之意

見、投入 D2C 商模食安之評估、評估及識別食品供應鏈瓶頸。疫情宅居及有時間備

餐，除了優質產品及口味外，廠商轉向運用多樣化素材開發即食食品，零食正餐化

也驅動水果和堅果棒、能量棒和穀物棒等流行。環保仍是美國飲料產業重要挑戰之

一，飲料業者為包裝再利用和回收等訂定更積極目標，包括 rPET、可重複密封或重

複使用的包裝。另，疫情形塑消費者彈性且跨通路的食品購買模式，零售業者推進

可全通路銷售的產品策略，並提高食品飲料供應鏈效率，階段性建置自配送的網絡。

未來美國食品產業發展趨勢，包括：(1) 新常態飲食與消費習慣的滿足，(2) 健

康和創新是產品關鍵要素，(3) 食品供應鏈韌性強化，(4) 創新科技打造食品未來。

食品所 / 黃秋香 /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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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食品產業

摘要

歐洲擁技術及豐富天然資源，基本經濟體質及環境成熟。近年歐盟在全球淨零

碳排、數位轉型、糧食永續及俄烏戰爭等部分國際議題，有引領或影響等關鍵角色。

歐洲食品市場以德國、英國、法國最具規模，歐盟會員國間食品貿易條件寬鬆，

貨品往來及勞力互補支援互動頻繁。2021 年歐洲食品飲料市場規模超過 1.2 兆美元，

較去年成長 5.9%。 乳製品、烘焙製品、肉類製品與海鮮、蔬果農產、零食及調理

食品等是歐洲重要的食品品類。飲料產品中，則以酒精飲料市場規模最大，其次為

碳酸飲料、咖啡及包裝水。

2021 年歐洲與全球貿易往來回溫，食品飲料貿易順差為 517 億美元。2021 年

歐洲出口貿易額為 2,171 億美元，進口貿易額為 1,654 億美元。關鍵市場德國主要

進口品項為水果、堅果、乳品、酒精及非酒精飲料、根莖蔬菜農產品等；出口品項

為乳製品、穀物麥片及烘焙材料、調理食品、肉品、酒精及非酒精飲料等。英國主

要進口品項為酒精及非酒精飲料、水果、堅果、肉品及雜碎、穀物及烘焙材料等；

出口品項以酒精及非酒精飲料為最多，其他品項如調理食品、穀物麥片及烘焙材料、

肉品及雜碎、水產品、乳品等。2021 年歐洲食品廠商活動仍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新品推出數相對減少。

歐洲食品飲料廠商以中小企業為主，部分中大型廠商發展為國際大廠。疫情帶

動歐洲電子商務市場快速成長，全球市場占比約二成，中小型電商新創企業活絡；

食品零售經營虛實通路動作積極。2021 年歐盟發布 2050 淨零碳目標，並針對會員

國制定減塑標準及新規範，加強環境保護管制力道。另有強化食品營養標示制度、

GMO 食品認定標準討論、推行動物福利保護肉品標示等關鍵動態。英國退出歐盟影

響及市場變化持續；全球疫情狀態及俄烏衝突加劇食品原料價格波動幅度大，糧食

安全供應穩定受挑戰。

未來歐洲食品產業發展趨勢，包括：(1) 經濟永續兼籌並顧，(2) 數位體質翻新

續行，(3) 食品供應系統審視且升級，(4) 區域經貿關係重組。

食品所 / 孫以倫 /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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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日本食品產業

摘要

日本為邁向少子高齡的已開發國家，總人口數近 1.26 億人。人口減少，重視人

才培育、產業數位化、特殊新品開發及產地基盤整建為日本食品產業重要環境及關

注議題。植物基食品從健康攝取觀點，以食肉並行的新興食材發展受重視，除大豆

肉食品規格確立外，2022 年預計植物基規格亦將設立。

飲料食品販售，2021 年主要三大販售通路銷售額達 45.3 兆日圓；新冠肺炎

(COVID-19) 疫後超市成長顯著，超商及百貨回穩持平。2021 年日本農畜產品及水

產品批發業販售額與前年同期減少 1.7％，食料及飲料批發販售額減少 0.8％；食料

及飲料零售販售額微增，成長 0.7％。2021 年前期受疫情管控措施影響，宅經濟下，

提供外帶外送、拓展冷凍食品成飲食需求重要轉換及變化。強化生活及免疫力等健

康價值的巿場活絡，機能性表示食品規模及新品持續擴大，2021 年市場規模達 4,418

億日圓。運用機能性表示食品制度及廠商產品開發，共同提升國民健康，成為日本

健康推進重要課題。

日本於 2006 年設定農林水產品及食品出口額 1 兆日圓目標，2021 年首度達成；

主要出口對象為香港、中國大陸、美國及臺灣等。進一步設定 2025 年達成 2 兆日圓，

2030 年達成 5 兆日圓等出口目標。2021 年日本農林水產品進口額達日圓 10.2 兆日

圓，增 14.4％，為兩年連續減少後首度回升。貿易逆差達 9.1 兆日圓。

宅經濟下的家中飲食擴大，日本消費者更強烈追求健康及心情轉換等兩大訴求。

可長期擺放的冷凍食品及災害儲備方便的調理食品成長，手作樂趣、新奇口感等需

求增加。食品廠商、通路及餐飲紛紛針對需求變化，提出各式因應對策。

未來日本食品產業發展趨勢重點，包含：(1) 確保食料供給穩定；穩固國內糧食

生產，穩定提升食品外銷，並確保對未來糧食問題有對應能力。(2) 強化食文化發展

及影響力；保存既有日本食文化，針對近代餐食情境拓展所需。(3) 強化食品科技運

用及革新；整合業界開發能量及難點，推動食品技術發展與規格訂定。(4) 拓展國際

食品市場；針對國外需求積極促進商業交流，排除出口障礙，擴大海外商機。

食品所 / 簡政羣 /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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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食品產業

摘要

南韓人口約 5,130 萬人，成長率 0.2%；人口老齡化，青壯年勞動人口急速下降。

傳統韓國深受中華文化影響，近代經貿發展，形塑現代韓國的樣貌。近年南韓電視

劇、電影、音樂、電玩遊戲等流行文化席捲全球，被稱為「韓流」。

南韓耕地面積有限且逐年減少，糧食仰賴進口，自給率 45.8%。農業資源稀缺，

除稻米、根莖作物、糖和蛋能基本自足外，其餘大多仰賴進口。國內高附加價值農

產如高麗參、芝麻等，種植比重增加。南韓飲食偏鹹辣，以稻米為主食，湯鍋料理

與飯一起食用，泡菜、燒酒為韓式料理最大特色。農食品進口金額遠高於出口金額，

主要進口國為美國、中國大陸和澳洲。

2021 年南韓食品飲料市場主要品項為包裝食品、酒精飲料、非酒精飲料和沖泡

飲料，整體加總規模約為 568 億美元，年度成長 7.8%，成長動能來自非酒精飲料，

以及包裝食品中的復熱餐和零食。南韓食品市場集中度高，大型食品廠商產能規模

大且跨國布局。南韓政府建立東北亞食品工業園區，積極向世界各國食品大廠招商。

南韓食品廠商市場布局擴大及經營多角化，如希杰集團旗下 CJ 第一製糖的全球

布局策略，或樂天集團規劃樂天製果與樂天食品合併，及 2,600 家 Ministop 超商和

12 家物流中心購併等。廠商扣合趨勢及法規演進開發新品，包括低鈉及低碳水化合

物的產品推出，重視各式替代食材研發及產品開發。

未來南韓食品產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挾文創產業全球行銷；(2) 平臺經

濟擴大與控管；(3) 技術共創接軌國際。

食品所 / 李怡蓁 /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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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食品產業

摘要

中國大陸有 14.1 億人口之基本市場規模，近年相關政策調整，產業環境已轉向

健康、環保 / 道德、優質、個人訂製化等面向發展。2021 年中國大陸食品消費總額

約 1.7 兆美元，人均食品飲料消費額約 1,155 美元 ( 成長率 11.7%)；預估 2026 年

食品消費總額達 2.6 兆美元。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和國際形勢影響，中國大

陸政府以雙循環政策持續強化內需潛力。

近五年中國大陸食品飲料整體市場規模仍穩定成長。受疫情影響，內需供給大

增，2021 年食品製造業成長達 5.7%，酒、飲料和精製茶製造業提升 8.7%。食品出

口值約為 588 億美元，較 2020 年提升 12.6%；進口值為 1,126 億美元，較 2020

年顯著成長 21.3%，顯示食品消費市場重新回溫。

 2021 年持續受疫情影響，消費者對健康、永續發展之關切，影響食品創新。

領導品牌多投入回應健康訴求如減糖、減脂、美體美容等產品。2021 年中國大陸食

品和飲料上市新品數 12,126 項，較 2020 年微幅成長 0.03%，新品以休閒食品為主，

占比逾二成，其次為飲料、烘焙食品、乳製品、加工魚、肉及蛋製品。2021 年新品

透過社群媒體傳遞者，逾二成；另因消費者對美體瘦身之需求，低脂 / 零脂 / 減脂

(12.1%) 產品，及因應永續發展之環保包裝 (11.2%) 等訴求亦受重視。

實體通路仍為中國大陸主要消費通路，虛擬通路受跨境電商帶動線上交易影響

有顯著成長；2021 年實體通路市場規模為 2.7 兆美元，虛擬通路為 1.1 兆美元。虛

擬通路因跨境電商發揮線上行銷、線上交易、無接觸交付等優勢，帶動整體市場發

展，並帶動境內互聯網巨頭及零售業者加速推廣線上線下融合及發展跨境業務。

未來中國大陸食品產業趨勢重點，包括：(1) 健康趨勢持續引領產業創新，(2)

植物基概念食品持續成長，(3) 產業鏈各環節協同推動減碳，(4) 跨境電商助力線上

消費成長。

食品所 / 莊承曄 / 副研究員
食品所 / 陳靖旻 /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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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食品產業

摘要

東協 6.7 億人口，龐大人口紅利及多數國家正處成長與蘊釀期，飲食需求力量

相當明確且可觀。加上隨著供應鏈恢復和需求增強，加速經濟快速拉升反彈，食品

巿場成長力道相對其他區域大，仍為國際廠商投資與貿易重點。

2021 年東南亞人均食品飲料消費，新加坡居八國之冠，雖東南亞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經濟表現不佳，但隨著疫苗接種率提高疫情獲得控制後，生產

及消費活動逐漸復原。加上東南亞國家逐步放寬防疫與邊境管制措施，振興旅遊觀

光經濟，可望緩解高通膨壓力及美國連續升息衝擊，驅動東南亞經濟及食品產業成

長動能。

受惠人口數、經濟表現及投資熱絡，2021 年東南亞食品飲料市場規模，印尼居

六國之冠；柬埔寨及越南巿場分別成長 8.3% 及 7.3% 巿場表現相對亮眼。東南亞擁

豐富農產原料基礎，出口貿易暢旺，2021 年印尼食品出口居六國之冠，未來五年預

期出口仍將成長。

2021 年東南亞食品飲料新品以休閒食品及烘焙食品為多，雖 2021 年新品數較

前年微減少 2.7%，但東南亞食品飲料巿場全年仍維持超過 2 萬多支的新品推出，市

場活潑，但也相對競爭。東南亞通路發展狀態，以往受限於基礎網路不普及，加上

物流配送不夠發達等因素影響食品飲料產品布局，但隨通路環境逐步成熟變化，加

上行動裝置快速普及，社群平臺使用深化及應用方式增加，2021 年對食品產業發展

帶來新動能。

未來東南亞食品巿場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突顯在地原料及製程技術升級，

(2) 加入永續供應鏈行動及革新，(3) 區域合作強化供應韌性，(4) 結合數位科技轉動

新商機。

食品所 / 鄭佩真 / 副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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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澳食品產業

摘要

食品與飲料是支撐澳洲及紐西蘭經濟的主要產業，占總體製造業三成以上，其

中肉品、穀物、奶製品及葡萄酒為重要出口動能。2021 年全球對大宗原物料需求增

長，澳洲及紐西蘭對外貿易分別成長 38% 及 12%，加速當地經濟復甦。

2021 年澳洲及紐西蘭食品與飲料市場較去年成長 3%。兩國主要出口貿易產品

略不相同，澳洲出口以肉品及穀物為主，紐西蘭以乳製品及肉品為主；畜牧產業及

農業對紐澳極具重要性。俄烏戰爭影響全球食品供應鏈，國際重要大宗原物料 ( 黃豆、

玉米、小麥、植物油、乳品等 ) 需求與價格持續攀升，澳洲及紐西蘭因俄羅斯及烏克

蘭戰爭的轉單效應，海外需求大幅成長，帶動出口成長動能。

全球淨零排放趨勢，對紐澳長年仰賴出口的農業及畜牧產業帶來新挑戰。面對

國際市場實施碳定價制度增加，兩國宣布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積極推動相關節

能減碳策略，協助產業綠能轉型。相關政策，包括節能低碳計畫、減碳技術、再生

能源替代、碳捕捉及封存技術等，協助產業接軌國際食品減碳供應鏈體系的因應行

動，陸續展開。

未來紐澳食品產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推動節能減碳轉型，(2) 強化供應

鏈韌性提升糧食安全，(3) 強化中小企業數位化競爭力，(4) 關注國際經貿與環保政

策。

食品所 / 徐郁婷 /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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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食品產業

摘要

中東總人口數約為 3.8 億，以色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

四個國家 GDP 較高。中東飲食特色與宗教信仰息息相關，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和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信奉伊斯蘭教；以色列信奉猶太教。兩宗教對飲食生活有嚴明規定，

共通原則為禁食豬肉和動物血液，動物屠宰應依教法執行，另伊斯蘭教禁止飲酒。

2021 年中東國家中，埃及、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四國

的食品飲料規模為 780.2 億美元。中東食品飲料仰賴進口，長年處貿易逆差；2016

年中東農食品貿易逆差逐年擴大，2020 年疫情衝擊貿易逆差縮小，2021 年疫情趨

緩，貿易逆差再度擴大至 388.5 億美元；主要進口品項包括米製品、棕櫚油、奶油、

麵粉及麵包等；主要出口品項為糖及麵包。

中東 2021 年食品飲料總新品數為 6,571 件，較前年增加 1.8%。埃及、以色列、

沙烏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四國新品，2017 至 2021 年間埃及新品數最多，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新品數相對穩定；新品主要以調味品、烘焙食品類、魚肉蛋類加

工食品、零食、乳製品等為多；新品訴求集中於宗教、社群媒體、潔淨和環保包裝

等面向為主。中東四國包裝食品飲料通路以實體店鋪零售為主，占比超過九成；現

代通路逐年成長，但各國略有不同。移動設備持有率上升，加上疫後轉向線上購物，

電子商務 2021 年成長 16.8%，是近年成長速度最快的通路管道。

永續成中東政策及廠商發展重點，包括太陽能發電的使用、垂直農場或替代蛋

白產品開發，跨業及新創投入活絡。以色列的黑水虻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駱駝奶

等潛力產品強化高價值生態圈建置。食品廠商強化數位供應鏈建構等，提供營運能

耐。

未來中東食品產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產品及市場定位鮮明，(2) 永續解

方持續推進，(3) 電子商務與數位廣告成長。

食品所 / 廖育祥 / 副研究員
食品所 / 陳怡文 /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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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條粉條業

摘要

麵條及粉條是臺灣重要主食之一，產品可區分為麵條粉條及速食麵條粉條兩大

類。產業參與者眾多，近年新品牌、中小型廠商及餐飲業者積極加入，產品創新及

市場競爭樣貌多元活絡。

2021 年臺灣麵條粉條業產值為新臺幣 160.0 億元，較 2020 年成長 2.0%。異

國口味需求明確，2021 年麵條粉條進口貿易顯著成長，而出口貿易量微幅下滑。

2021 年進口值為新臺幣 21.4 億元，成長 18.4%；產品主要自南韓、日本及義大利

進口。2021 年出口值為新臺幣 32.2 億元，減少 15.8%；臺灣麵條粉條主要出口至

中國大陸、美國、香港等地。2021 年 5月至 7月臺灣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升

溫，屬民生防疫物資的麵條粉條爆發短期搶購潮，伴隨疫情逐漸穩定，業務用產品

需求回升，加上消費性產品快速推陳出新，品牌競爭激烈，而原料價格上漲及民生

物資通膨等經濟問題激起消費者囤貨心理，估計 2022 年麵條粉條產值成長至新臺幣

163.3 億元。

2021 年麵條粉條產業重要動態，原料運籌面，原物料通膨現象衝擊生產成本，

使製程自動化程度擴大。投資經營面，既有品牌延伸產品線及側翼品牌，且新進投

資風氣不減。產品發展面，健康、植物基等新興飲食趨勢驅動產品配料創新，並加

強包裝設計提升商業價值。通路行銷面，建構跨品牌、跨產業的多元合作管道，以

提升品牌競爭力及行銷曝光度。

未來臺灣麵條粉條產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從供應鏈強化產業韌性，建構

定價機制及商業模式之彈性，以快速應變市場需求，(2) 跟隨健康飲食趨勢，祭出多

樣化之產品創新策略，以穩固市場份額，(3) 洞察國際需求祭出外銷策略。

食品所 /郭芳妤 /副研究員
食品所 /陳玉玲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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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油脂業

摘要

臺灣食用油脂產業發展，以植物油脂為主，除加工用油外，以黃豆油為主，榨

油原料黃豆依賴進口；其他消費者較關注之植物油脂，包括酪梨油、玄米油、苦茶

油等，多以進口粗製油精煉或精製油分裝 / 原裝進口等供應。一般家庭較少使用動

物油脂，豬脂多由臺灣廠商自行製造，進口則以牛羊脂、魚類油脂為主。受 2021 年

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社交距離及限制餐飲等環境變化，消費者朝自煮、

健康方向轉變，影響食用油脂產業發展。

2021 年臺灣食用油脂業產值新臺幣 239.6 億元。食用油脂供應量中，食用植物

油脂供應量估計約 84.5 萬公噸，進口 29.8 萬公噸；國產以黃豆油為大宗，2021 年

產量 54.7 萬公噸；進口以棕櫚油為主，占食用植物油脂進口量七成，其次為芥花油

與葵花油。食用動物油脂年供應量約為 9.3 萬公噸，三成為國產、七成為進口；國產

以豬油為主要品項，2021 年產量約 3.0 萬公噸。

2021 年食用油脂廠商藉由數位科技化強化營運體質，整合虛實通路、強化與消

費者互動聯結，以提升消費者體驗。政府方面則持續精進食用油脂產品安全性，包

括持續啟動稽查食用油脂專案，以及優化「食用油脂及奶油中重金屬檢驗方法」等。

未來臺灣食用油脂產業趨勢重點，包括：(1) 強化供應鏈韌性及競爭力，(2) 顯

現特色及食用油脂替代價值，(3) 細化產品使用情境搭配，(4) 產品帶動市場多元化。

食品所 /莊承曄 /副研究員
食品所 /陳靖旻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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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食品業

摘要

烘焙食品產業鏈包含農產原料、烘焙原材料、烘焙產品加工及下游銷售等環節。

上游原材料以蔬果、米穀小麥及預拌粉等國內外原物料及設備供應商為主，中游食

品加工與品牌廠商分為烘焙油脂、餡料、麵粉、果醬等初級原料加工，以及冷凍麵

團半成品或食品麵包工廠代工生產等，互動程度及模式多元。下游端包含品牌烘焙

坊、麵包店 (前店後廠 )、餐飲通路、烘焙材料行、量販店、超商、超市、專賣店等，

銷售管道多元且活絡。

臺灣烘焙炊蒸食品業產值 2021 年為新臺幣 370.4 億元，產品以餅乾及其他烘

焙炊蒸食品兩大類為主；其他烘焙炊蒸食品包含麵包、蛋糕、西點、中式米製 / 麵

製點心、糕粿糬類製品等。終端通路，烘焙坊營收占整體市場約 6成，超商居次，

其餘通路占比每年各有消長。

烘焙食品產業 2021 年重要產業動態，包括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衝擊後影

響及國際原料價格波動，烘焙食品產業面臨產品、營運轉型挑戰，整體市場需求持

續回溫且未來市場看好。異業及產業合作布局動作積極，關鍵廠商擴增經營範疇，

加大投資。產品健康及潔淨升級持續，疫後新常態，強化在地特色及 Z世代消費需

求滿足，傳遞獨特風味差異及體驗價值。產業多面向創新，不論是產品研發創意翻

新，或扣合時代變化創造新食用情境及新需求，烘焙食品廠商經營手法及服務體驗

加入數位科技面向更為多元，亦有產品及服務的系統翻新。另，廠商積極進行全球

市場布局及海外投資；上下游原料半成品、成品到設備等產業鏈環節影響力從臺灣

延伸至海外，創造產業活水。

未來臺灣烘焙產業趨勢發展重點，包括：(1) 供應鏈原料量價因應及營運韌性強

化，(2) 產品美味與健康持續精進，(3) 借力科技呈現製程及營運新面貌，(4) 運用體

驗強化產品附加價值，(5) 臺灣品牌特色提升國際能見度。

食品所 /孫以倫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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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休閒零食業

零食泛指正餐外之零星食品；其包裝良好具妥善密封性且保存期限長；通常食

用時機為閒暇時解饞或餐與餐間充饑，產品型態如餅乾、米果、糖果、巧克力、果乾、

肉乾、蛋糕、甜品和冰品等皆囊括。臺灣休閒零食產業研究，關注烘焙炊蒸食品、

脫水食品、糖果 ( 含巧克力 ) 及冰品等四大類，相關產業鏈發展成熟，廠商多為中小

企業，各式創新產品及銷售模式多元活絡。

2021 年臺灣休閒零食總產值約新臺幣 542.5 億元，增幅逾一成；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宅居的壓力緩解，消費者為放鬆及開心過日子的想望增加，對休閒

零食的需求增多，帶動市場成長；廠商持續透過商業模式及產品創新，維持且創造

休閒零食的新巿場。臺灣休閒零食 2021 年進口值約新臺幣 88.1 億元 (+10.1%)，進

口量近6萬噸	(+7.5%)，量值成長。主要進口來源為日本、南韓、法國及義大利等國。

休閒零食出口值為新臺幣 39.4 億元	(-7.9%)，出口量約為 2.4 萬噸	(-8.3%)，量值衰

退。產品主要出口對象為美國、中國大陸、香港和加拿大。

2021 年休閒零食產業從不同面向進行產品及營運的調整與精進。消費者愛新奇

體驗，廠商積極從原料、質地、口感等不同角度開發新產品；如保健食品、飲料、

餐飲、夜市小吃、冰品等進行風味零食化，罐頭甜湯、懷舊零食等多元化組合增加，

休閒零食應用酒粕等不同機能及特色價值的產品也增加，刺激休閒零食需求成長。

休閒餅乾及各式糕餅點心持續有創新質地及風味的產品開發，如抹茶海苔、四重脆、

酒粕椰子酥、珍珠奶茶酥、濃厚夾心酥等點心品項，帶動巿場活絡及消費者嚐鮮。

冰淇淋持續與手搖飲店聯名開發特色風味產品塑造特色價值。整體休閒零食產業不

斷轉型翻新，強化餐飲等各式通路布局及營運資源整合等。

未來臺灣休閒零食產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產品貼合新生活快速轉型，(2)	

運用數位工具提升競爭實力，(3) 全通路布局擴增客源。

食品所	/	賴孟利	/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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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罐頭食品業

罐頭食品產業上下游區分為原料、加工、品牌及通路等不同環節，產品多保留

原料外觀與風味特性，和農漁禽畜原料供應之間有著強連結關係；早期臺灣罐頭產

業是重要的食品外銷貿易品項，奠定臺灣食品產業的發展根基。隨時代發展，臺灣

罐頭產業開展海外基地，朝運用全球資源進行國際布局；國內產品則透過多元產品

創新，防災防疫與戶外生活新便利滿足等面向，開展新商機。

2021 年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擴大，必要儲備及恐慌性需求存在，臺灣罐

頭食品生產量值微幅成長。2021 年罐頭食品產值新臺幣 79.1 億元，產量 1,202.3 萬

標準箱。產值結構，其他食品罐頭占比最高，其次為水產品罐頭及蔬果罐頭。罐頭

食品貿易，2021 年臺灣罐頭食品進口值為新臺幣 26.5 億元，與前年相近；出口值

為新臺幣 9.5 億元，海外疫情對罐頭食品需求大，出口成長 11.5%。

2021 年罐頭食品持續增益新使用場域及價值感，讓產品在消費者宅居一日三餐

的飲食需求中，成為半成品食材及豐富料理備置的美好選擇。參與不同角度的產業

競賽，成為地方特色伴手禮新選擇，連結社群與競賽改變刻板印象，創造及展現罐

頭食品的新價值特色，活絡創新能量。另，餐飲等跨業加入開創罐頭食品的便利商

機，罐頭食品在緊急時刻是飲食關鍵支援的角色，亦有不同面向的展現。

未來臺灣罐頭食品產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擴展應用情境與使用族群，(2)

多方合作開展新巿場，(3) 強化產業永續價值及競爭力。

食品所 /廖育祥 /副研究員
食品所 /陳怡文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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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調味品業

臺灣調味品涵蓋辛香料、鹽、味精、醬油、醋、味噌及醬料等多種產品，產品

原料來源與加工製造方式多樣。產業鏈上游農產原料來自於全球與臺灣各地，運用

日光曝曬、施加外力研磨到運用微生物發酵釀造等各式加工技術，創造產品特色風

味，透過多元行銷及商業模式，開創產業商機。

近年扣合消費者對健康的追求，調味品開發強化產品的潔淨安心及便利價值，

重視原料成分、可複合式烹飪運用及強化包裝便利使用的調味品，成為新產品開發

重點。調味品包含醬油、味精、食用鹽及其他調味品等四大類別；2021 年整體產值

為新臺幣 187.4 億元。飲食多元且國際化，各式調味品進口活絡；2021 年臺灣調味

品進口值達新臺幣 69.8 億元，較前年成長 8.3%。2021 年調味品出口值新臺幣 35.1

億元，較前年減低 9.8%。

2021 年臺灣調味品產業在展現產品的原料特性價值、提升原物料管理與製程技

術、創造包裝多元使用情境及便利等面向，尋求創新變化。面對餐飲等業務巿場受

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干擾，需求波動變化大，開發宅食新巿場成為因應重點。

宅居料理新手增加，調味品面向新興目標客群展現不同調味品的協力價值，隨時隨

地好幫手的料理風味協力，或易開啟、保存及容量小、不浪費等便利使用特性，開

創調味品的優勢持續推動產業發展。

未來調味品產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強化原料價值及來源靈活度，(2) 提

升產品多元應用便利性，(3) 創造多業態多場域應用情境。

食品所 /陳怡文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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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冷凍食品業

臺灣冷凍食品產業鏈分為原料、加工、品牌及通路等環節。臺灣冷凍食品巿場

成熟，通路商及電商強化低溫物流服務，加上倉儲邁入智慧物流管理，冷凍食品產

業鏈延伸及多元演化仍有成長空間。

臺灣冷凍食品 2021 年總產值新臺幣 931.8 億元，產量 93.8 萬噸，量值雙雙成

長。2021 年冷凍調理食品及冷凍水產品表現不俗，生產量值均呈現上揚；其中冷凍

水產品生產量值表現最為亮眼，呈現二位數成長。冷凍食品是臺灣重要食品貿易品

項，2021 年臺灣冷凍食品進出口值雙雙減少，進口值為新臺幣 586.0 億元，出口值

為新臺幣 358.3 億元。

2021 年冷凍食品產業面對新型態消費模式、商圈結構的改變、異業競合關係加

劇及環境競爭壓力等問題考驗，冷凍食品業者持續創新和延伸消費場景，增加產品

市場差異化及品牌價值。臺灣食品數位化及數位轉型快速推進，冷凍食品廠商試驗

運用數位工具，拓展新巿場、新通路及開發客製新產品能量。另強化多通路相互導

流和帶動客流量，由製造延展至製造服務以建立品牌，拓展虛擬通路，並創造產品

附加價值。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干擾外食巿場影響，餐飲通路廠商加入冷

凍食品巿場，透過結盟異業夥伴及跨域合作，增益產品特色及創造巿場新機會；新

時代商機合作共創，氛圍明確。

未來臺灣冷凍食品產業趨勢發展重點，包括：(1)連結豐富生活創造新食用樂趣，

(2) 加速永續及潔淨變革與創新，(3) 跨業合作強化數據運用價值，(4) 精益供應鏈及

營運韌性因應環境不確定挑戰。

食品所 /鄭佩真 /副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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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鮮食業

臺灣鮮食產業鏈發展成熟，便利商店鮮食有專屬鮮食供應鏈體系持續支援；產

業鏈中原物料供應商、鮮食廠、物流配送及 POS系統等支援系統充分合作是持續保

持創新動力的原因。

臺灣鮮食發展基本關鍵點是便利商店。截至 2021 年底臺灣便利商店家數有

12,975 家，其中 7-ELEVEN 及全家兩大連鎖體系占總店數約八成。過去便利商店展

店數與整體鮮食巿場發展，關連密切；近年便利商店走向 3.0 時代，與消費者互動關

係改變且距離縮短，帶動單店來客增長，便利商店朝全面性服務發展演化，連帶改

變鮮食產品的活絡。據食品所 ITIS 研究團隊估計，2021 年臺灣整體 CVS 鮮食市場

規模為新臺幣 745 億元，較去年微幅增加 0.1%。巿場發展動力有二，一是產品朝豐

富消費者生活及飲食體驗強化，跨業整合新產品或新服務延伸觸足新族群；二是廠

商擴大拓點密度，透過會員經營及電商經濟等數位服務，打破商品陳列與消費時間

限制，發展成「跨產業生活服務平臺」，導入多項新服務，為營運挹注新動能。

2021 年各類鮮食主打輕食料理及減碳，餐點朝年輕及多樣化創新；鮮食除既有

的冷藏及冷凍食品外，積極在熱食區增加多樣化選擇。鮮食強化會員生態圈深耕及

電商通路經營，串接線上線下體驗，提升購買方便度及會員黏著度。加速展店強化

布點密度及新特色店型複合體驗兩路並進策略，多元的服務提升單店吸客力。產品

拉長聯名檔期，擴大原不進便利商店購買鮮食的新客群觸及。

未來臺灣鮮食產業趨勢發展重點，包括：(1) 視味覺融合創新體驗感受，(2) 話

題設計找新亮點，(3) 數位優化增強消費黏著，(4) 綠色永續行動全面啟動。

食品所 /鄭佩真 /副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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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物肉產業

國際健康及環保消費趨勢持續發展，具高蛋白、高纖、低脂、低碳的植物肉，

跳脫傳統宗教飲食印象，展現與過往不同的差異化及價值感，朝向機能營養與友善

環境等新概念發展，觸動臺灣傳統植物肉產品及產業重構升級，帶動產業創新轉型

和新商機開發的機會。

已有厚實技術及產品開發經驗等基礎的臺灣植物肉產業，借力食品所過去及現

在持續投入的植物肉研發能量，強化大豆蛋白組織質地結構的層次及豐富口感，開

發仿肉絲質地多維度纖維差異的新一代技術，增添產品可能的新體驗魅力。廠商強

化技術及多元產品開發與包裝呈現的價值感，開拓臺灣植物肉產業國內外巿場商機

的新潛力客群及新巿場。

2021 年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居家防疫及遠距辦公等新興生活模

式，驅動國內植物肉的產品型態、調理風味、應用情境等有不同翻新樣貌，相關冷藏、

冷凍及即食型態的植物肉調理食品如雨後春筍般上架。植物肉新舊廠商相繼以新投

資、研發、創新品牌等不同角度，加入植物肉產業布局及新巿場拓展。帶動未來產品、

供應鏈及商模運作有不一樣的創新展現，為臺灣植物肉生態圈注入正向循環動能。

未來臺灣植物肉產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產品依不同消費情境設計及滿足，

(2) 投資及新創商轉加速前進，(3) 使用體驗尋求創新突破空間 (4) 從全球永續角度審

視供應鏈。

食品所 /徐郁婷 /副研究員
食品所 /陳怡文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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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乳品業

乳品產業上中下游分工細膩，涵蓋在地酪農生產生乳及進口原料，乳品加工廠、

委託代工、乳廠品牌廠商、酪農品牌業者、通路品牌廠商、進口品廠商、業務通路、

零售實體通路、宅配通路、虛擬通路。

臺灣生乳以牛乳為大宗，羊生乳產量較少，2020 年總生乳產量約 45.0 萬噸，

其中牛乳生乳約 43.7 萬噸、羊乳生乳 1.3 萬噸；2021 年牛乳生乳生產目標成長為

41.9 萬噸、羊乳生乳則約 1.45 萬噸。在乳製品生產方面，2021 年乳品業總生產值

約新臺幣 379.2 億元，產值增長 1.8%；相較整體食品飲料菸草業，表現相對緩和。

其中以鮮乳為大宗，產值 230.1 億元，為臺灣重要生產的乳製品品類。

乳製品貿易屬入超品類，2021 年乳製品進口規模約 23.8 萬噸，其中以奶粉及

塊狀乳為進口大宗，其次為鮮乳 /保久乳 /調味乳。臺灣生乳供不應求，儘管液態乳

進口量因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下滑，仍超過WTO關稅配額 (TRQ) 限制，顯

示驅使業者願支付高關稅的市場需求力道。

整體乳品市場發展，飼養源頭端持續導入智慧科技設備提升效率，隨對動物福

利重視，友善乳牛相關指南驗證推出。原物料上漲形成壓力，為反映源頭酪農成本，

基礎乳價於 6月 1日起調漲。疫情促使廠商新品以蛋白質、益生菌等訴求，回應消

費者健康維持需求，此外疫情初期形成的儲備行為延伸，開啟易儲常溫乳品商機。

乳品廠商導入數位工具提升管理效率，於行銷運用強化消費者互動。植物奶新品輩

出，於餐飲產品替代動物奶形成競爭壓力。環境永續作為從飼料自給研發、工廠節

能減碳到包材回收計畫，乳品產業鏈各階段業者參與投入。

未來臺灣乳品產品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機能營養隨時補充；(2) 網路連結

深化互動；(3) 環保永續投入實踐。

食品所 /王素梅 /研究員
食品所 /林淨鈴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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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酒精飲料業

2021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升溫催生新的飲食生活型態，改變辦公模式、

餐飲消費支出，進而影響非酒精飲料 ( 以下簡稱飲料 ) 消費。飲料市場競爭激烈，業

內不同品類及通路自有品牌競爭，業外則面臨手搖茶店、咖啡館與超商超市等現調

飲料侵蝕。包裝飲料業者以產品創新、包裝聯名、異業合作，搭配行銷策略進行各

式體驗活動。2021 年臺灣飲料產業維持產品精耕路線，新品推出數量 214 支，較

2020 年減少 34.2%，2021 年飲料銷售值新臺幣 580.1 億元，與 2020 年相比僅微

幅成長 1.0%，仍為近十年新高。

以產品種類來看，茶類飲料銷售值最大達新臺幣 206.2 億元 ( 占比 35.5%)，其

次為咖啡飲料新臺幣 56.7 億元 (9.8%)、果蔬汁新臺幣 55.2 億元 (9.5%)、碳酸飲料

新臺幣 51.7 億元 (8.9%)、礦泉水新臺幣 32.0 億元 (5.5%)、運動飲料新臺幣 31.6 億

元 (5.5%)，其中以運動飲料成長率最高 (5.7%)。除礦泉水、運動飲料銷售值上揚外，

其他品類皆下滑。

在企業發展策略上，部份飲料業者朝海外布局，包括中國大陸、東南亞、東北

亞及美洲等。產品發展上，超商與休閒食品及飲料業者合作推出多款零食飲料化產

品，飲料業者也和手搖飲等餐飲品牌聯名，打造功能添加、異國風情、奇趣顆粒等

特色，增添飲料多元風味與新穎體驗，擴大市場範圍。2022 年 1-3 月飲料銷售值較

2021 年同期減少 1.6%，有回縮之勢；以近十年的年複合成長率推估，預期今年可

望成長 1.5%，達新臺幣 588.7 億元。

未來臺灣飲料產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有意識地放縱，平衡美味與健康，(2)

消費意識轉綠，驅動創新與溝通，(3) 追求個性體驗，優化數位接觸點。

食品所 /王素梅 /資深研究員
食品所 /劉宜叡 /副研究員
食品所 /王珮蓉 /副研究員
食品所 /林淨鈴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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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酒精飲料業

酒精飲料分為釀造酒、蒸餾酒和再製酒三大類；依使用原料不同可再細分，釀

造酒如啤酒、葡萄酒、紹興酒等，蒸餾酒如高粱酒、威士忌、白蘭地等，再製酒如

參茸酒、梅酒、咖啡酒等。國產及進口酒品經由物流或經銷 / 代理商，在業務通路

和虛實零售通路販售，業務通路逐年增加；2020年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出現，

干擾餐飲巿場，酒精飲料的業務通路比例降低。

近五年臺灣國產及進口的酒精飲料總供應量穩定中仍有波動；國產酒精飲料

2017 年至 2020 年呈平穩下滑，2021 年下滑幅度加劇；進口酒精飲料近年持續增

加上升。2021 年臺灣酒精飲料國產產量為 404 萬公石，產值新臺幣 390 億元；受

與疫情餐飲禁止內用等相關影響，2021 年產值減低 15.4%。2021 年進口量約 30.2

萬噸，年增量 10%；主要進口自中國大陸和荷蘭。出口量 1.3 萬噸，成長 21.7%；

主要出口至中國大陸和日本。

酒精飲料廠商 2021 年在強化國產原料應用的價值及穩定性，為疫情營運阻礙

找新路，及多管道觸及線上消費者等面向投入心力。不論強化多元國產原料的使用，

增加原料國產契作，穩定原料供應；或強化新服務、消費者觸及等，因應環境變化

也開展未來新可能。

未來臺灣酒精飲料產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產品結構及動能出現變化，(2)	

原料供應韌性挑戰，(3)	深入生活場景虛實並進。

食品所 /李怡蓁 /副研究員
食品所 /廖育祥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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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保健營養食品業

生活環境及人口結構變化，加上新冠肺炎 (COVID-19) 疫後消費者對身心靈安

好更加重視，不同面向的健康需求殷切。保健營養食品產業重要價值活動，包含上

下游產品及服務的深化。臺灣保健營養食品產業近年連結國內外夥伴合力共創，在

上下游進行不同層次的布建。據食品所 ITIS 團隊調查，2021 年臺灣廠商有半數投入

上游原料及素材端的深化，有八成經營成品生產或代工，另近四成透過自有網站或

電子商務平臺強化通路布局。

據食品所 ITIS 團隊調查及推估，2021 年臺灣保健食品巿場規模為新臺幣 1,608

億元。健康趨勢、疫情個人對免疫力強化、3C使用黏著度增加對視力保健及戶外活

動增加對不同機能營養及肌肉關節保健等追求，臺灣保健食品巿場持續成長。

臺灣保健食品區分為「食品」及「健康食品」兩類；健康食品認證產品僅占保

健食品市場部份。2021 年有 14 項產品通過個案審查，取得健康食品認證，累計至

2021 年底通過個案審查產品共 414 項，重要功效訴求以調節血脂、胃腸功能改善、

護肝、免疫調節及不易形成體脂肪最多。另按政策規定，2022 年 7月後僅限取得認

證的健康食品，產品品名才可使用「健康」字樣。

臺灣保健營養食品廠商具有的優勢能耐及營運重點差異大。2021 年廠商在成品

端的活絡度相較素材端更為活潑，不論銷售業務層次、專業代工、生產製造、品牌

建立或客製化服務，廠商的運作更為深入。另，廠商透過新夥伴合作關係或加入社

群媒體等新平臺，強化營運體質及開創新巿場。

未來臺灣保健營養食品產業趨勢發展重點，包括：(1) 做好：保健營養需求持續

邁大步，(2)做穩：強化供應鏈及營運韌性，(3)走遠：海外拓銷及布局不受限，(4)做精：

個人化精準健康向前行。

食品所 /陳麗婷 /資深研究員
食品所 /鄭佩真 /副技師
食品所 /陳怡文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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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飼料業

飼料指供給家畜、家禽、水產類營養或促進其健康成長之食料，包含植物性飼

料、動物性飼料、補助飼料和配合飼料等。臺灣的飼料產業分為畜牧飼料和寵物飼

料兩大類。禽畜飼料原料為大宗穀物 ( 如小麥、黃豆、玉米、豆粕等 ) 及魚粉，高度

仰賴進口，受國際穀物行情及匯率波動影響；寵物飼料以進口為主，國產飼料漸增，

部分訴求使用國產農糧原料。

臺灣飼料產品受限於產品形態與保存儲運等問題，逾九成五供應國內，屬內產

內銷型產業。飼料的主要原料 ( 黃豆、小麥和玉米 )，高度依賴美國和巴西進口，其

中六成為玉米，近兩成五為黃豆。2021 年受國際氣候異常致糧食減產及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持續影響全球，供應鏈變化及航運壅塞、物流延遲、貨櫃短缺等綜

合因素，影響整體經濟及墊高運費成本，促使國際原物料價格居高不下，臺灣飼料

成本及價格增加，飼料產值新臺幣 867.2 億元，年增 15.8%。

2021 年臺灣廠商持續強化飼料的海外投資及擴增產能，透過供應鏈垂直整合，

強化營運綜效；利用 AI、數位化技術等方式，建置智慧飼料工廠或管理系統，精實

營運效益；透過增加飼料原料多樣性，試圖緩解原料供應風險與危機。寵物商機活絡，

寵物食品朝多元高值及品項細化等開展，除重視健康營養及機能性，亦重視環境永

續等面向，開展各式高品質產品及服務。另，廠商也積極透過串聯寵物用品及醫療

保健等周邊服務，提供寵物全方位的營養照護。

未來臺灣飼料產業趨勢發展重點，包括：(1) 分散進口風險，穩定原料供應，(2)	

擴大營運規模與深化技術，(3) 掌握寵物新商機及布局動能。

食品所 /賴孟利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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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裝業

摘要

臺灣食品包裝上游原材料業主要有塑膠、金屬、玻璃及紙質等原料廠商，產業

鏈下游則對應零售通路、食品飲料製造業、餐飲業及物流業等產業不同包裝需求。

除了確保內容物衛生安全與品質等基本要求外，近年來隨消費生活變化、社群媒體、

電商平臺與數位科技等發展，食品包裝成為產品價值傳遞、行銷推廣等工具與載體，

串接使用體驗、品牌形象差異化、與目標客群互動。

臺灣食品包裝產業仍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2021 年各類包裝的產

值與產量變化有差異。紙容器因餐飲業者提供外帶外送服務，直接帶動紙包裝需求

增加，2021年紙容器產量及產值成長7%以上。金屬罐因國際金屬供應受海運延誤、

價格不斷上漲等影響，產值增長 3.7%，金屬瓶蓋產值則成長 2.0%。

2021 年臺灣食品包裝紙容器出口值為新臺幣 6.6 億元，減少 3.7%，產品主要

外銷澳洲。塑膠包裝外銷值新臺幣 51.3 億元，成長率 16.9%，美國是重要出口國。

馬口鐵罐出口值新臺幣 6.0 億元，成長率 2.3%，以出口泰國為主。

2021 年臺灣食品包裝廠商的主要作為，包括：包裝設計展現新樣貌與溫度感，

為老品牌和在地產品創造新面貌、特色意象；設備系統數位化增加營運彈性，智慧

化使生產管理具即時性和效率；植物包材與製程綠色再進化，包括以副產物製成包

裝與紙質替代塑膠、生產技術與製程綠色升級。

未來臺灣食品包裝業發展趨勢，包括：(1) 聚焦塑膠減量與回收增加，(2) 科技

給力產品好感度與行銷，(3) 減浪費和減碳一起做，(4) 創新設計提升消費體驗。

食品所 /黃秋香 /副研究員

25



4252022 FOOD INDUSTRY

摘要

食品機械業

臺灣食品機械業多數為中小型廠商，供應鏈上游設備材料、零組件等品項繁雜，

供應食品等多元產業；中游食品機械組裝與製造等廠商為食品機械產業主幹。因應

消費需求及數位科技的變化翻新，食品機械廠商技術研發及產品開發更加多元，朝

更自動化與智慧化發展。

近年臺灣食品機械於整體機械設備產值比重維持於 1.0%，且逐年平穩成長；

2021 年食品機械產值為新臺幣 84.9 億元。近五年臺灣食品機械進出口皆有波動，

2021 年進口值為新臺幣 106.9 億元，出口值新臺幣 122.7 億元。相關機械設備進口

方面，混合、軋碎、篩分、均質、攪拌等機器以德國、日本、中國大陸進口為主；

八成以上烤箱和炊具等機械從中國大陸進口；製造熱飲熱食設備主要自瑞士、德國

等進口；多數瓶、罐、箱、袋等包裝設備則從日本、中國大陸、德國進口。出口方面，

重要品項主要出口國家，包括瓶、罐、箱、袋等包裝設備出口美國和中國大陸；混合、

軋碎、篩分、均質、攪拌等機器出口中國大陸；食品機械零組件則出口美國及中國

大陸。

因應食品發展型態改變，食品機械廠商提供自動化與數位化等設備、技術，協

助食品廠商解決人力短缺、建立生產履歷、提升生產效益、手工升級轉化等，以提

升產品品質和競爭優勢。近年食品機械廠商積極引進科技工具，以加強機械價值效

益；另，其營運服務同步數位化，應用科技工具，改善銷售流程，即時掌握客戶動

態與提供服務。

未來臺灣食品機械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產線數位化串接供需端，(2) 數

據提升設備運轉效能，(3) 設備模組化增加產線靈活，(4) 節能減碳置入機械基本功

能。

食品所 /黃秋香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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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餐飲服務業

餐飲業指從事中西式餐點、飲料供應的餐廳、飯館、食堂、小吃店、茶藝館、

咖啡館等，或點餐後立即在現場飲用或食用的行業。目前多數連鎖餐飲品牌設置中

央廚房進行餐食半成品備製，再交由門市進行現場烹調。餐飲業範疇包括餐館業、

飲料店及外燴團膳承包業三類。臺灣不同餐飲業態，按店數多寡，依序為麵店 / 小

吃店、餐館 /餐廳、冰果冷飲店、早餐店、餐食攤販、便當 /自助餐店及咖啡館。

供需相長態勢，臺灣餐飲業營收逐年成長；2020 年開始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疫情影響，餐飲營運遭受困境。2021年餐飲業營運波動變化大，年初市場回溫；

5月中至 7月底疫情升溫，三級警戒禁止內用，營收受挫；7月疫情趨緩營收回升；

9月底政府振興五倍券的提振，10月恢復去年同期水準，11、12 月較去年出現小幅

成長。2021 年臺灣餐飲業營業額 7,280 億元，年減 6.4%。

市場態勢下，外送服務市場供需互長，市場滲透創新高；外送平臺外，跨業進

入外送市場者眾。消費者自煮比例提升，包裝食品需求增加，餐飲 / 食品線上競逐

市場，餐飲與食品的界線更為模糊。供應鏈不穩定的營運壓力，餐飲降低單一市場

營運風險，加強國內外供應鏈垂直整合。數位科技發展及應用速度加快，餐飲線上

平臺推陳出新且服務深化，加上各式AI 機器人服務生及自動販賣機加入，餐飲業生

態逐步翻新。

未來臺灣餐飲服務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飲食複合外送市場更多元，(2)

餐點設計與體驗再優化，(3) 營運彈性及韌性更強化。

食品所 /李怡蓁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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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品流通業

食品流通業為食品產業鏈最接近消費者的一環，以食品運籌及銷售為業務範

疇，型態包含實體及無店面通路等兩大類。臺灣食品流通業包含便利商店、超市、

量販店、無店面零售及街邊店等其他食品零售。下游流通銷售端創新活絡，有新進

者；中游廠商扣合消費需求變化，不同定位通路自有品牌加入產品創新。新冠肺炎

(COVID-19) 疫後新常態及 Z世代消費力，虛擬通路轉強，虛實融合、宅配新模式等

生成且演化。

臺灣食品批發與零售業 2021 年合計營業額為新臺幣 14,976.0 億元，食品飲料

批發業營業額為新臺幣 12,125.3 億元，食品飲料零售業營業額為新臺幣 2,850.7 億

元。無店面零售成為最受關注的零售通路，其次為便利商店、食品專門店、超市及

量販店。2021 年實體通路店數仍有增加，便利商店總店數最多，且新增店數最多。

2021 年生鮮食品成為食品流通業商機關注重點，超市可運作空間加大，有併購

量販店或與外送平臺合作的競爭優勢出現；無店面零售、便利超商、超市、量販店

等食品零售業態界線模糊。疫後新價值汰換，虛實融合及快商務等「最後一哩」商

機演化加速，食品通路加入電子商務經營思維，積極透過外送平臺、網購宅配、到

店快速取貨服務等進行營運轉換。Z世代消費力，網紅、社群及會員經濟生態串聯；

宅經濟崛起，各通路品牌關注不同生活型態的新市場商機，業態版圖及服務內容快

速因應調整。

未來臺灣食品流通業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 永續推動的責任及角色加重，(2)

跨域及虛實融合角色更細緻掌握，(3) 新世代生活步調及風格引領，(4) 數位科技強

化服務體驗打造。

食品所 /孫以倫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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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全球食品趨勢發展重點

摘要

大環境及科技變化，全球食品生態創新變革迫在眉梢。因應全球不穩定的生態

環境，扣合數位科技及消費者價值極大化等追求，建置「我時代」翻新滿足的優勢

競爭力，鍛鍊營運無敵鐵金剛，強化營運彈性與韌性，打造生意時刻皆可信手捻來，

對應電商或製程等多元創新與滿足，成食品產業或廠商適應環境的重要優勢展現。

未來轉型及創新打造，食品生態變革有五大關注重點值得密切追蹤與因應。包

括：(1) 糧食資源量價穩定性：有危機，有新商機，(2) 數位轉型：企業營運體質彈

性及韌性強化關鍵，(3) 食品替代翻新：各層面的翻新及破壞式創新力量，(4) 高層

次價值感打造：為他而做的貼心與滿足，(5)Microbiome下一代食品創新變革新重點：

營養健康透明可視。

近觀 2022 年全球食品產業趨勢，對新冠肺炎 (COVID-19) 疫後新常態、日常及

供應鏈的高度不確定性及移動不自由，趨於習慣的 2022 年，伴隨氣候環境變化的隱

憂，生活模式的翻新，科技及商模的創新扣合，消費者更重視聆聽自己內在的需求

想望，滿足及創造符合自己期待的生活日常。據食品所 ITIS 團隊的觀察，2022 年全

球食品產業正以〈我時代。全面滿足〉為核心，掌握及形塑各自能到位又具差異優

勢的角色價值；八大趨勢包括：「地球永續。行動全面展開」、「身心健康。層次

翻新精準」、「體驗感受。豐富每個日常」、「未來打造。科技全員到位」、「品

牌角色。關係重塑重建」、「食品部落。新 TA生成出線」、「全通路競局。互利商

模跳躍」及「敏捷韌性。企業決戰巿場」。扣合生態環境及消費需求等環境變化，

走出食品加工製造環節的侷限及思維，朝向融合餐飲、生活娛樂及數位日常等飲食

生態創新滿足，策略及行動布局加大加速。

食品所 /陳麗婷 /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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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時事：
國際食品碳中和行動

對應全球氣候異常加劇，聯合國制定 SDGs 永續發展目標、碳排稅則、國際

永續行動及相關規範制定加速；企業透過品牌與永續的連結，展現 CSR 社會責

任，符合 ESG 永續投資框架，加速碳中和產品實現。消費巿場中，新氣候主義者

(Climavores) 出現，從食品成分或製程等是否符合永續，選擇產品，形成新飲食需

求。

據聯合國資料顯示，目前全球超過130個國家承諾或正考慮2050實現碳中和，

有 16個國家已立法執行碳中和計畫，顯現未來食品廠商跟進及實現淨零減碳的時程

及速度，決定企業國際競爭力，亦是影響生存力的重要關鍵。

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及俄烏戰爭影響，國際大宗原物料價格及食品物價

指數再創新高點；食品產業面對供應鏈現實問題外，仍需面對國際減碳法規訂定的

急迫壓力，如歐盟將試行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美國、日本及南韓將 CBAM列

入減碳措施研議範疇等。顯示全球主要經濟體積極調整政策規範或相關減碳認證，

加速達成碳中和目標，將影響國際食品供應鏈及供需關係重新組構。

面對國際碳中和等減碳趨勢、國際規範及消費永續意識高漲，國際食品廠商正

串聯產業上下游，透過多方資源整合及跨域合作，尋求改變。包括低碳排原料開發

及循環經濟強化，製程及營運低碳排及韌性強化，包裝設計回收再升級，食品科技

促進低碳飲食生態圈打造等。食品未來革新的面向很廣，食品產業與自身供應鏈及

跨業跨領域的互動及合作共創，將更為緊密。

未來綠色趨勢行動重點，包括：(1) 全面盤點供應鏈碳排放路徑及設立目標，(2)

綠色金融接軌國際供應鏈，(3) 減碳科技加速建立永續商模。(1) 全面盤點供應鏈碳

排放路徑及設立目標，(2) 加入持續擴大的低碳排食品生態圈，(3) 善用數位科技事

半功倍。

食品所 /徐郁婷 /副研究員
食品所 /陳麗婷 /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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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消費：
虛擬餐廳及社群商務新生態

疫情帶來餐飲市場重組，低接觸、更快速、便宜和可靠的外送系統蓬勃發展，

推動虛擬餐廳成長及演化。虛擬餐廳，亦稱虛擬廚房、幽靈廚房，指無內用座位、

僅作外帶外送服務的餐廳。因應外送平臺而生，這類型餐廳減省店租和人事成本，

提供更實惠餐點。雲端餐廳，亦稱雲端廚房，共享廚房的虛擬餐廳，店租和人事成

本更減省，降低餐飲創業的進入門檻，增加餐飲市場的多元豐富性，創造快食尚風

潮。據 Euromonitor 預測，全球虛擬餐廳 2030 年將達 1兆美元的市場規模，競逐

食品及餐飲商機。

目前全球約有 5.5 萬家虛擬餐廳，主要集中於美國、英國、印度及中國大陸。

全球虛擬餐廳營運模式，正由不同參與者主導；主要形式包括新創虛擬餐廳平臺、

外送平臺主導、既有餐飲業者轉型及餐飲業者與平臺業者結盟等四種。

全球社群媒體發展活絡，全球社群媒體用戶有 46.2 億，達全球人口數的

58.4%。社群媒體平臺流量亦超越搜尋引擎；如 2021 年 2 月 TikTok 使用流量超過

Google，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網站。直接面對消費者DTC商業模式正透過社群激發更

多的創新應用可能；品牌或網紅亦透過社群平臺串連銷售頁面，透過貼文及短影片

等形式，引導更多元且有感的產品及服務提供。

社群平臺與電子商務平臺的串接，逐漸改變電子商務的生態環境。據

Accenture 預測，2025 年全球社群商務將達 1.2 萬億美元，Z世代將是主要的推動

族群。相關趨勢發展，不僅大型品牌有開創新局的機會，更多個人與小品牌亦有更

多異軍突起的發展空間。

未來虛擬餐廳與社群商務新生態，主要發展重點包含 :	(1) 新商務帶來供應鏈翻

新；(2)	消費者線上多元觸及；(3) 多平臺媒合與分潤變革。

食品所 /李怡蓁 /副研究員
食品所 /廖育祥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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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
由CES展看食品科技創新

美國消費電子展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CES) 為全球受矚目的大型消

費性電子科技展。2022 年 CES 展會結合實體與線上參展模式，整體展會參展廠商超

過 2,000 家。展會內容呼應新冠肺炎 (COVID-19) 疫後新常態飲食生活趨勢，關注

跨域食品科技可融入家庭飲食場景、糧食生產永續、個人精準飲食及餐食供應革新

四大重點。

疫情新常態，消費者重視防疫安心，宅家不出門的生活場域改變；疫後全球糧

食安全議題關注，可永續、更高效及環境友善的糧食生產方式變革；AIoT 技術發展

且應用場域多元；餐食供應模式革新等，皆是展會創新重點。

以 CES 展觀察智慧科技發展方向及食品生態未來改變，主要在回應產業環境正

面臨的挑戰，如通貨膨脹、供應鏈問題、勞動力需求、疫情變化等，尋求新解決方案。

國內食品上下游及周邊產業同樣積極思考數位化、智慧化及多元跨域技術應用的未

來新可能，關注重點包括數位轉型商模及服務再造、智慧烹調機、機械手臂及智慧

販賣機等設備的創新，回應未來飲食需求情境的改變。

跨域科技融合的新未來已來，未來相關產品定位及發展突破，考量重點，包括：

(1) 跨業合作成本及門檻已減低，(2) 人員數位認知與協作提高，(3) 高效提升供應鏈

韌性，(4) 科技兼顧消費需求，(5) 友善設計迎合情境變化，(6)	強化消費互動溝通。

關注廚房型態、跨域應用、需求變化、商模創新對飲食生態的翻轉與變化。

食品所 /孫以倫 /副研究員
食品所 /黃秋香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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