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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國際化的趨勢與中國大陸等亞洲新興巿場興起產生的巿場商機，可以

預見未來國際食品巿場將產生不同的面貌。本研究以臺灣食品產業如何透過兩

岸互動與合作，將過去臺灣建立的優勢能量，透過中國大陸新興巿場成長的機

會，順勢而為，創造更多國際發展的機會與影響力，開拓國際化商機為核心主

軸，研析兩岸食品與周邊產業差異、合作商機、互動模式與效益，以做為後續

互動與合作方向的參考與基礎。研究發現兩岸食品與周邊產業未來合作發展應

考量下列因素：  

1. 關注國際化趨勢之影響。國際化可能為食品產業帶來的影響力，包括「開

放〃談判」帶來的緊密區域互動關係；「畫餅〃競爭」興起，加速國際競爭；

「無國界〃差異化」加快仿傚速度與差異化需求；「接力〃應用」則串連全

球價值鏈的合作。  

2. 重視發展趨勢之差異化商機。臺灣食品產業處於成熟期，內需市場趨向於

飽和。中國大陸食品產業處於成長期，2009 年產值達 4.97 兆人民幣(成長

17.8%)，已連續十年二位數成長，力道強勁。臺灣食品產業著重於產品創

新及海外拓展；中國大陸著重於內需開發，但不同類別食品成長的力道仍

有差異。中國大陸成熟的產品包括速食麵、包裝水、碳酸飲料及食用油脂

等，朝「產業精實」及「巿場北移西進」發展；成長產品包括有休閒餅乾、

果汁、酒品及冷凍食品等，朝「新產品」與「新需求開發」發展；處蘊釀

中的新興食品包括有保健食品、乳品、冷藏食品及鮮食等，朝「布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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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健全產業鏈」發展，環境的布建狀況及產業鏈缺口的填補是決

定產品未來成長走勢與速度的關鍵。  

3. 尋求優勢互補之可行性。臺灣食品與周邊產業的核心優勢在於研發技術紮

實、經營管理能力具效率與彈性、市場敏銳度強、產業互動密切且整合度

高，為臺灣食品產業未來的創新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及移轉價值。中國

大陸則有原料供應豐富、13 億人口支撐的內需巿場可觀及政策操作的空

間。中國大陸產業現存的問題，可轉化為兩岸產業合作的機會。  

4. 拓展多元化合作商機。兩岸依不同產品發展缺口、產業生命周期及合作對

象，可有不同整合模式及合作效益。以保健食品為例，其產業鏈整合的模

式包括有(A)主導「品牌」與「通路」的合作；(B)以「品質」、「產品開發」

及「服務」等加值活動合作；(C)兩岸原料品質管制合作，提升品質保證；

(D)推動兩岸雙認證品質保證。  

5. 展現臺灣獨特的優勢。應正視兩岸產業合作的競合關係，以及臺灣在其中

可積極扮演的角色。臺灣食品產業可加強展現「創新能力」的軟實力，成

為兩岸或華人食品試驗巿場，並展現源源不斷的創意與魅力。  

6. 以全球布局分散風險。臺商在海外之布局應有均衡發展之考量，除中國大

陸外，東南亞國家及新興市場在食品產業的發展實力及商機，亦值得臺灣

食品廠商關注與策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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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化趨勢與影響力 

1.1 國際化趨勢 

食品產業的全球化運作既繁瑣且複雜，從農產品的原料供應，食品添加物

的使用，食品加工製程與包裝，運輸配送，到通路販售與餐飲消費等環節，除

創造食品的美味口感外，更要維護產品的品質與安全。食品產業的發展與全球

環境的變化緊密連結，與外在環境的連動性升高，提升管理的複雜度，也為全

球食品廠商帶來了新的機會與挑戰。  

(1)亞洲商機吸引全球競逐  

對照整體經濟發展環境，2009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1.9%，亞洲為 3.8%，

亞洲經濟表現優於全球；加上亞洲人口數為 38 億人，佔全球的 56%，食品巿

場規模目前僅約全球的三分之一，未來仍具可觀的成長潛力與空間，因此成為

已開發國家與國際企業注目的焦點(圖 1-1)。且 2009 年新興食品巿場的表現是

全球帄均水準的 2-3 倍，讓國際食品廠商紛紛以海外布局或產品外銷等方式向

新興區域拓展。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Asian Development Bank 等，本研究整理 (2010/12) 

圖 1-1  亞洲食品巿場未來潛力

（圖片來源http://www.worldatlas.com）

人口數(2009)

全球68億人

亞洲38億人(56%)

經濟成長率(2009)

全球-1.9%

亞洲 3.8 %

食品巿場規模(2009)

全球3.3兆美元(成長率3.9%)

亞洲1.2兆美元(成長率8.2%) 趨勢：趨勢：區域化與全球區域化與全球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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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產業發展現況與核心能耐 

2.1 產業發展環境(PEST) 

以 PEST 分析臺灣食品及周邊產業的發展環境，如圖 2-1。臺灣食品產業

已成熟，今日政治因素對產業的影響，多在於規範標準及協助產業拓展巿場等

多方向給予正面的推力。政策因素中最具影響性的屬兩岸政策的互動關係及健

康標示等議題。近期兩岸良好的互動持續，將加速兩岸產業鏈的合作與互動；

若目標準確，臺灣有機會藉助中國大陸巿場成長的動力，邁向國際。對健康議

題的政策性方向，則可引導產業方向，建立健全的產業秩序及產業利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1  臺灣食品與周邊產業環境分析(PEST) 

 

台灣食品與周邊產業台灣食品與周邊產業PESTPEST分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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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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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營養標示

美食國際化

•食品加工技術成熟

•經營管理能力佳

•物流配送技術成熟

•ICT技術層次高

•重視整合技術

•服務能量受重視

•高齡化與少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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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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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巿場拓展

廠商海外布局

異業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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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Factors)

社會因素
(Social Factors)

技術因素
(Technological Factors)

食品與周邊
產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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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陸產業發展現況與核心能耐 

3.1 產業發展環境(PEST) 

以 PEST 分析中國大陸食品及周邊產業的發展環境，如圖 3-1。  

(1)政策因素(P)：影響產業發展方向與速度  

中國大陸食品產業正處成長期，政策(P)對產業發展的方向及速度有巨大的

影響力。今日對中國大陸食品產業最具影響性的政治力量，以引導產業方向的

「十二五計畫」，攸關未來食品安全與保障的「食品安全法」及後續陸續修正的

相關管理辦法，最受關注，影響的層面亦最廣。另，2009 年中國大陸推出「新

醫改政策」或 2010 年相繼實施的「冷鏈物流發展規劃」等，對相關食品產業

的發展亦有深遠的影響。 

十二五計畫：提升消費力、重整產業體質、帶動食品功能性價值開發  

「五年計劃」是中國大陸計劃經濟發展的模式，從 1953 年開始第一個五年

計劃，到 2010 年 10 月公布的第十二個五年計畫(「十二五計畫」)，皆關係其

重大基礎建設、區域發展與國民經濟結構可能的調整與規劃，對產業發展的影

響性大。十二年計畫執行期間為 2011-2015 年，其提出的七大新興產業包含「節

能環保產業」、「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生物產業」、「高端裝備製造產業」、「新

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及「新能源汽車產業」等。  

雖 2011 年 3 月「十二五計畫」審議後，其實質的計畫經濟內容及目標才

能確定；但已可從中嗅到其對中國大陸食品產業未來可能的影響力(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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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兩岸產業合作商機 

4.1 過去經驗 

(1)以臺灣經驗階段性布局中國大陸內需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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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食品廠商的海外拓展，並不一定對國內生產造成影響，而可擴

大廠商在區域或全球的經營範圍。近二十年臺灣食品廠商對大陸食品巿場的布

局，大部分鎖定的是當地的巿場需求，因此隨其經濟發展及消費需求變化，臺

灣食品相關廠商至中國大陸投資布局的項目，由速食麵、茶飲料、休閒食品、

調味料、乳品到近期的保健食品與餐飲，海外拓展的產品項目依當地巿場的需

求不斷調整及演變(圖 4-1)。臺灣經驗是食品廠商海外布局最佳的參考資訊，配

合廠商敏銳的消費觀察及巿場成長預期，在中國大陸創出速食麵、冷凍食品、

休閒食品等新的產業誕生；如康師傅的速食麵、旺旺的米果、統一的茶飲料、

龍鳳食品的冷凍調理食品等。  

(2)依大陸政策及消費需求拓展大陸各地市場  

臺灣廠商布局中國大陸巿場，可區分為幾個階段；1987 年前為投石問路，

以中小企業透過第三地投資為主；1988-1991 年間臺灣開放中國大陸探梘，大

陸政策鼓勵臺商投資，臺商聚集東南部發展；1992 年開始因各地優惠臺商投資

政策及消費能力的變化，陸續向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與內陸等地

區拓展(黃志杰，2010)。2008 年起廠商陸續面臨中國大陸調降出口退稅、實施

勞動合同法、兩稅合一且內外資所得稅一致、開徵土地使用稅、環保限制與加

強出口企業環保監管等政策衝擊，與人民幣升值、工資成本、原物料價格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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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兩岸產業鏈整合模式與效益 

 

本章將延續上章節的兩岸未來合作商機，以兩岸產業價值鏈的整合其合作

空間及效益顯著的保健食品、鮮食及食品機械等產業為研究案例，深入分析兩

岸食品與周邊產業整合，可能的運作模式、效益及困難點。  

 

5.1 案例一：保健食品產業鏈整合 

(1)整合效益  

兩岸飲食習慣相同，在保健意識上同具有醫食同源的觀念，兩岸保健食品

產業的合作已有良好的基礎及空間。  

兩岸保健食品產業具有優勢互補空間。臺灣保健食品產業發展的優勢在於

上下游產業鏈完整，上下游夥伴關係的運作多元且具彈性；產品品質及品牌已

獲國際間的認同與信任，產品於日本、中國大陸或東南亞獲得消費者的喜愛；

產品開發方向與國際消費趨勢相近，轉向非膠囊錠劑型態的產品開發，可引領

兩岸產品開發走向；唯保健食品原料供應缺乏，使用素材將近七成依賴進口，

內需巿場較為有限，影響相關技術的產業化，產業長遠的發展受到侷限。中國

大陸保健食品產業具有豐富的中草藥等保健原物料資源及廣大的消費巿場。  

兩岸保健食品產業鏈合作可加速保健食品的產業化，推進國際巿場。臺灣

具有堅實的產業整合能力與快速產品化與產業化的經驗，對未來兩岸保健食品

的產業化有相當程度的助益，同時兩岸亦有機會及籌組國際級保健食品素材原

料供應商，跨足國際巿場。  

以益生菌為例，今日全球益生菌市場估計為 201 億美元，成長率達 20%，歐洲

及日本是主要的巿場，兩岸合力拓展有機會創造出新的天地。臺灣益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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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論與建議 

6.1 兩岸食品與周邊產業現況與差異 

6.2 兩岸食品與周邊產業價值鏈整合重點及效益  

6.3 臺灣產業未來發展的關鍵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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