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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觀察      
 

日本食品產業群聚對在地食品之影響 
    童靜瑩 

出版日期：2012.08.10 

日本向來以農業技術發達著稱，無論是品種改良或生產技術都擁有耀眼成

就。然而，隨著都市化與工業化的發展、少子高齡化人口結構的改變，以及因為

國際貿易和流通系統的複雜化等因素影響，使得日本農業耕地面積縮小，且人力

投入不足，農產品的銷售與利潤降低，經營面臨危機。 

為了振興農業與提升農業生產價值，2001 年日本經濟產業省透過全國 19 個

地區推動產業群聚事業，2005 年農林水產省則以縣為單位設置民間產業群聚或食

料產業等協議會，共同於日本國內逐步導入食料產業群聚事業。根據農林水產省

資料顯示，日本共成立 49 所食料產業群聚協議會，加上村里為單位的地產地消活

動，以及其他地域農業再生計畫，顯示日本積極努力改造農業生產結構，以強化

農產品價值。由於相關計畫與政策種類繁多，為釐清產業群聚政策與日本既存的

「地域食品品牌計畫」或「地產地消」等計畫之差異性，本文針對「食料產業群

聚政策」的運作結構、施行重點和營運效益對食品產業發展之影響加以探討分析。 

一、日本食品產業供應鏈之演進 

日本農業已擴大為食物產銷體系 

食料產業群聚形成之前，日本各地區即已根據新農業基本法，將農業涵括範

圍擴大至消費者、食品業者與農業生產者共同連結而成的食物產銷體系(圖 1)。其

主要目的是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強化食品產業與農業之間的合作關係，藉此提

升日本農產品的自給率。 

 

圖 1  日本農業與食品產業間之流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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