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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台灣食品產業 
論 

摘要 
 
 

2009 年台灣食品工業5,000 多家，僱用從業員工10萬5,000 餘人，年產 

值 5,569 億元，在製造業產值中排行第六位。當前台灣食品工業產品主要用 

於國內市場需要，2009年出口金額 566 億元，佔產值比率為 10.2%；進口金 

額為 1,502 億元，佔加工食品市場需求的 23.1%。 

當前食品工業可涵蓋 22個子行業，前六大行業為非酒精飲料及菸草製造 

業、動物飼料配製業、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屠宰業、磨粉製品製造業、 

碾榖業；六大行業的產值比重達 61.8%；2009 年產值佔比增加的子行業為非 

酒精飲料及菸草製造業、乳品製造業、啤酒製造業、製糖業、其他酒精飲料 

製造業、調理食品製造業、調味品製造業、肉品製造業、蔬果製品製造業、 

冷凍冷藏水產製造業、冷凍冷藏蔬果製造業。2010 年整體產值預估增加 

2.20%。 

當前國內食品工業仍具有很強的技術與管理能力，可開發高附加價值產 

品來拓展國內外市場，尤其中國大陸等華人市場在新經濟情勢發展下有利台 

灣廠商的發展，預期 2010-2014 年食品工業的年帄均成長率為 2.26%，成長 

的行業為製茶業、磨粉製品製造業、動物飼料配製業、冷凍冷藏肉類製造業、 

食用油脂製造業、麵條粉條類食品製造業、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碾榖業、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啤酒製造業、調理食品製造業、乳品製造業、屠宰 

業。 

未來食品工業部門將引入更多的生物科技、資訊科技與食品衛生安全科 

技、及產銷履歷等品保措施來開發產品，進行全球化佈局，爭取散佈全球的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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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食品工業的角色變遷 
 

內銷日趨重要 

早期食品工業主要是以農產品初級加工為主，產品以外銷為導向(表 1-1)， 

出口賺取外匯以支持工業及農業發展，並透過農產加工來增加農產品的價 

值，提升農民的所得。 

 
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食品工業的角色逐漸轉為滿足國內食品需求、提 

高國民生活素質為主，近幾年，消費者更加重視食品對身體的保健作 

用，也更重視生活的便利性，因此，食品工業的角色也以提供優質健康 

便利食品、滿足國人膳食保健需求為主。 

 

表 1-1 台灣食品工業的角色變遷：1952~2009 年 
 
 

發展歷程 

 
 
1952 年 

 
 
1962 年 

 
 
1972 年 

 
 
1982 年 

 
 
1992 年 

 
 
2002 年 

 
 
2009 年 

 
 

農產加工品 

佔總出口比 69.8 37.6 9.9 5.1 3.6 1.3 0.9 

率(%) 
 
 
 

市場導向 

 
 
 
外銷導向 

 
 
 
內需導向 

 
 
特定消費與高附 

加價值產品導向 

 
 
 
全球佈局 

 
 
 
 
 
 
 
 
 
 
 
 
 
 
 
 
 
 
 
 

 

 
 

 
出口賺取外匯 

支持工業發展 

 
 

扮演角色 

 
增加農產價值 

提高農民所得 
 
 

 
資料來源：工業局「食品工業發展策略與措施」 

 
 

 
滿足國民食品需求 

提高國民生活素質 

 
 
 
 
 
提供優質健康便利食品 

滿足人類膳食保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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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食品產業 
論 

摘要 
 
 

2009 年中國食品工業產值近人民幣 5兆元，較2008年成長17.9%。2009 

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年成長 15.5%，帶動中國食品行業繼續保持快速 

成長。中國消費市場潛力大，消費升級帶動食品產業的成長。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對中國食品產業之影響，主要在於食品出口利潤空 

間不斷被擠壓，包括原材料成本的上漲、出口運輸成本提高，以及美元貶值 

和食品安全等問題。對以國內市場為主的食品企業也造成影響，尤其是餐飲 

業衝擊較大，引發與餐飲業相關的酒、飲料、水、調味料、油脂等食品生產 

企業或供應商銷售下降。 

2009 年中國食品產業重要事件包括：實施『食品安全法』、跨國飲料企 

業擴大投資等。在食品安全方面，配合『食品安全法』及實施條例的施行， 

中國公布多項配套政策，以確保食品及餐飲服務之衛生安全。 

展望未來，食品安全仍是中國政府及消費者最關心的議題。隨著生活型 

態改變，中國消費者對於食品的消費趨向多元化，包括注重健康、天然、方 

便等。另外，中國目前積極發展的鐵路建設，完成後將大幅縮短城市距離、 

交通運輸時間，有助於帶動其國內之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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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食品產業發展 

中國食品工業企業約 3.7 萬家，2009 年產值近人民幣 5 兆元，較 2008 年 

成長 17.9%。 

 

從環境面分析中國食品產業之發展 
 

政治因素(Political) 

中國食品產業發展模式正在改變－從過度依賴資金、自然資源與環境投 

入、以量的擴張帶動成長，轉向提高勞工素質與技術進步，以提高效 

率、獲得成長。 

 
高度開放的產業－食品產業是中國開放最早、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行業之 

一，也是國際品牌迅速湧入、本土品牌發展最快的行業。 

 
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廣大 

農民的農業收入相對大幅下降，而農民又無法大規模向非農業和城陣移 

轉，因此必頇加快改造傳統農業，推進農業工業化的速度。而食品產業 

的發展是帶動農業產業化、調整農業結構、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增加 

農民收入的有效辦法。 

 
經濟因素(Economic) 

消費市場潛力大－世界食品工業以 3 兆美元居世界工業前茅，中國僅佔 

5%，相對於中國人口佔世界比例(21%)，預期食品產業具有巨大潛力。 

 
消費升級帶動食品產業的成長－消費已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驅動力。根 

據 IMF 資料，已開發國家消費支出佔 GDP 比例帄均達到 80%，開發中 

國家約 74%，目前中國僅為 57%，顯示消費成長空間大。 

 
食品產業具有明顯的防禦特性－食品產業受經濟波動影響相對較小，具 

有明顯的防禦特性，在經濟回落週期中成長速度較不易下滑。與其他行 

業比較，食品是生活必需品，消費彈性較小。 

 
社會因素(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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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食品產業 
論 

摘要 
 
 

日本食品產業的發展，係基於一定規模的人口及四周環海的條件，也就 

是強大內需和天然屏障。但在當前的國際社會，必頇對此重新檢討，例如因 

應顧客要求而生產、有效果且有效率的製造與加工、以顧客為起點的流通重 

組等等，致力於總成本(與進口食品競爭)降低。同時架構價值鏈，以迅速因 

應顧客的多樣化及高度化要求。 

日本 2008年食品工業生產值有 34兆 8,531 億日圓。預估2009年為 35 

兆 6,498億日圓，預測 2010 年為 36兆848億日圓。在進出口方面，2009 年 

日本農林水產食品進口值有 528億 340萬美元。預測2010 年為 553億 3,287 

萬美元。主要進口來源國為美國、中國、澳洲、泰國、加拿大。自前五名國 

家的進口值約佔整體農林水產食品進口總值的 55.6%。2009 年日本農林水產 

食品出口值為 38 億 9,765萬美元，預測 2010 年為39億4,520萬美元。主要 

出口對象國為香港、美國、台灣、韓國、中國。出口至前五名國家的金額約 

佔整體出口總值的 73.8%。 

2008 年日本上市食品企業整體規模為 25兆日圓，其中綜合食品業(134 

家)佔 69.6%，為 17.4 兆日圓，清涼飲料業(20 家)為 4.6兆日圓，佔 18.4%， 

啤酒業(5 家)為 3 兆日圓，佔 12%。 

在產業發展趨勢方面，日本經濟因少子老年化影響，國內市場縮小且成 

長鈍化。另一方面，以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為中心的新興 

國家，經濟以高度成長。日本國內食品業界處於嚴苛環境，例如中食外食與 

加工食品等國內市場的成熟化、穀物與乳製品等的原料成本跳高、零售業與 

流通業藉由重組及寡佔化，提高大型零售業的買方購買力、安全、安心以及 

風險管理，這些投資與支出都增加業者負擔。近年來，日本國內各業界，包 

括食品業界在內均朝全球化重組趨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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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變化 
 

食品工業的分類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的工業統計表的分類，食品工業分為「食品製造 

業」、「飲料製造業、飼料製造業、菸草製造業」2 大類。在「食品製 

造業」中細分 43 個業種；「飲料、飼料、菸草製造業」中細分 13 個業 

種。換言之，食品產業是由以上 56 個業種所構成的一個產業。(圖 3-1) 

 
中分類 

 
 
 
 
 
 
 
 
 
 

食 

料 

品 

製 
 
 
 
 
 
 
 
 
 
 
 
 
 

飲料 

、 

菸草 

、 

飼料 

製造 

 
小分類 

1.畜產食料品業 

 
 
2.文產食料品業 
 

 
3.蔬果罐頭與農產 

保存食料品業 

 
4.調味料 

 
5.糖類業 

6.精殼製粉業 

 
7.麵包糕餅業 

 
8.動植物油脂業 
 

 
9.其他食料品業 
 

 
1.清涼飲料業 

2.酒類業 

3.茶、咖啡業 

4.製冰業 

5.菸草業 

 
細分類 

1.肉製品業；2.乳製品業；3.其他畜產食料品業 

 
4.水產罐頭業；5.海藻加工業 6.瓊膠(洋粉)業； 

7.魚與肉火腿香腸業；8.水產練製品業；9.冷凍水產物業； 

10.冷凍水產品業；11.其他水產食料品業 

 
12.蔬果罐頭與農產保存食料品業；13.醃漬蔬菜業 

 
14.味噌業；15.醬酒與食用氨基酸業；16.化學調味料業； 

17.調味醬業；18.食用醋業；19.其他調味料業 

20.砂糖業；21.精製砂糖業；22.葡萄糖與水飴與異性化糖業 

23.精米業；24.精麥業；25.小麥粉業；26.其他精殼與製粉業 

27.麵包業；28.生鮮糕餅業；29.餅乾業；30.米果業； 

31.其他麵包與糕點業 

32.植物油脂業；33.動物油脂業；34.食用油脂業 

 
35.發酵粉與酵母與其他酵母劑業；36.澱粉業；37.麵類業； 

38.麴菌與種麴與麥芽業；39.豆腐與油豆腐業；40.餡類業； 

41.冷凍調理食品業；42.總菜類業；43.其他未能分類之食料品業 

 
1.清涼飲料業 

2.水果酒業；3.啤酒業；4.清酒業；5.蒸餾酒業 

6.製茶業；7.咖啡業 

8.製冰業 

9.製菸業；10.菸草葉處理業 

6.飼料、有基質肥料業 11.配合飼料業；12.單體飼料；13.有基質肥料 

 
資料來源：日本實業出版社， 

 
食品業界，p.31；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 

圖 3-1 日本食品工業的產業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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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東南亞食品產業 
論 

摘要 
 
 

東南亞食品產業的廠商結構以中小型食品廠商為多，並搭配部分具規模 

的當地食品廠商及國際食品廠商。越南、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四個東南 

亞國家，各有不同的發展狀況及條件。2009 年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 

及新加坡等國食品產業產值分別為 209 億美元、414 億美元、648 億美元及 

150 億美元。 

印尼產值位居五國之首，但以總人口數達 2.4 億的規模來說，印尼食品 

巿場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過去產業發展主要的問題仍在於資金動源不足， 

產業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 2009年國際資金對產業的投入多，產業發展受 

到鼓舞。 

泰國是東亞國家中較早開放巿場，擁有豐富的農畜水產品原料資源及生 

產效率。雖然近年其人工等生產條件已不如越南等國家優越，但其積極運作 

國際化、區域經濟及文化包裝，運用泰國廚房等美食國際行銷等方式，進行 

農產品及加工食品外銷，讓泰國的食品產業相對活絡且呈現不同發展面貌。 

唯紅衫軍事件的爆發，對其原本政經帄穩的國際形象已造成負面影響。 

馬來西亞近年在清真食品的推廣及發展上具有優異的表現，其伊斯蘭發 

展局(JAKIM)核發的清真食品證書，獲得中東等回教國家的認同。國際食品 

廠商如 Nestle 及 Coca-Cola於馬來西亞的投資，與其在清真食品巿場的發展 

地位有關。 

越南食品巿場空間仍大，工資低廉、內需規模大及出口產品成長等有利 

因素，使得越南食品仍有吸引企業投資發展力量。近年政府已針對酒品、啤 

酒及飲料等產業訂定階段性的產業發展政策，對長期產業穩定發展及品質提 

升具有正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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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概況 

印尼人口數在全球排名第四，食品巿場尚未飽和，過去產業缺乏資金溢 

注是限制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近期資金活絡，其食品內需巿場潛力可 

觀。越南具人工低廉等優勢，外銷產品國際競爭力提升。泰國與馬來西 

亞經濟環境相對成熟，近年分別從有機與回教食品等方式，尋求新的定 

位及附加價值提升。(表 4-1) 
 

表 4-1 2009 年東南亞各國經濟環境 
 

國家 
 
人口數(萬人) 

 
人均 GDP(美元) 經濟成長率(%) 

 
產業狀況 

 
越南 

 
泰國 

 
印尼 

 
馬來西亞 

 
8,800 

 
6,470 

 
23,730 

 
2,750 

 
974 

 
3,992 

 
2,185 

 
7,140 

 
5.3 

 
-3.8 

 
4.3 

 
-3.4 

 
快速成長 

 
較成熟，求突破 

 
資金動能升溫 

 
較成熟，求突破 

 
資料來源：BMI，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06) 

 
受惠於人口數，2009 年食品產業產值以印尼居四國之冠，泰國、越南 

及馬來西亞次之。泰國是目前東南亞最大的食品出口國，越南短期發展 

潛力最受看好，尤其是農產品及飲料；印尼待農業與食品產業效能提 

升，長期發展潛力大。(圖 4-1) 
 
 
 
 
 
 
 
 
 
 
 
 
 
 
 
 
 

資料來源：BMI，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06) 

圖 4-1 2009 年東南亞各國食品生產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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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國食品產業 
論 

摘要 
 
 

2008年美國食品產業(包含菸草)產值 7,746億美元，共僱用員工1,590,679 

人。2008 年食品產業產值佔整體製造業產值的比重，排名第一位。食品支出 

佔可支配所得的比重，逐年減少；在家食品消費佔食品支出的比重，亦在減 

少，唯有在外食品消費支出佔食品支出的比重，仍維持在 4%左右。 

2008 年美國加工食品出口額為 485億美元，進口額為 400億美元，此為 

連續三年產生貿易順差。出口項目，以肉製品為主，榖類及油籽產品次之。 

隨著景氣反轉，消費者減少衝動購買行為且僅購買較熟悉的產品，零售 

商開始刪減特定產品。其中，2008 年食品新產品推出的產品類型，以糖果、 

口香糖及休閒食品等佔多數；新產品標示，以加大份量標示為主。 

雖然美國整體景氣有復甦跡象，但在 2009 年，美國整體消費仍趨於保 

守，訴求在家可輕鬆烹調的冷凍食品，具有解除煩悶情緒之糖果或休閒食品， 

具有公帄交易的商品，頗具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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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概況 

2008 年美國食品產業(包含菸草)產值 7,746 億美元，較 2007 年 7,181 億 

美元，成長 7.9%。2008 年共僱用員工 159 萬 679 人。(圖 5-1) 
 
 
 
 
 
 
 
 
 
 
 
 
 
 
 
 
 

 
註：包含菸草在內。 

資料來源：U.S. Census Bureau，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4)。 

圖 5-1 美國食品產業產值變化：2001~2008 年 

 
美國食品產業(包含菸草)產值佔整體製造業產值的比重，已由 2007 年之 

第三位，2008 年竄升至第一位。(圖 5-2) 
 
 
 
 
 
 
 
 
 
 
 
 
 
 
 
 
 
 
 

資料來源：U.S. Census Bureau，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4)。 

圖 5-2 2008 年美國食品製造業佔整體製造業的地位 
 

 



 
 

業 
總 

歐第 
洲六 
食章 
品 
產 
業 

 
 
 
 

第 
一 
篇 

產 

第六章 歐洲食品產業 
論 

摘要 
 
 

2008年歐洲食品與飲料產業營業額為 965億歐元，較 2007年成長 3.2%， 

工廠家數 31萬家，僱用員工 440萬人，僱用人數較 2007 年小幅成長 0.8%。 

2008 年歐洲食品與飲料業營業額在製造業中排名第二，佔比 12.9%。 

近幾年歐洲食品與飲料產業進出口結構穩定，2008 年進口量成長幅度高 

於出口量，故貿易順差額明顯小於過去幾年。在進口方面，2008 年進口額為 

570億7,900 萬歐元，巴西、阿根廷和美國為歐洲食品及飲料產業的前三大進 

口國，佔進口額的 29%，大豆、棕櫚油、魚片等三大產品進口額佔總進口額 

的 30%。在出口方面，2008 年歐洲食品與飲料出口額為 581 億 7,300 萬歐 

元，較上年成長 6.4%，美國為歐洲食品及飲料產業的第一大出口國，佔總出 

口額的 17%，但近兩年歐洲出口至新興國家的貿易額成長快速，非酒精飲料 

及各式加工食品約佔總出口額 60%。 

歐洲食品及飲料產業廠商家數眾多，以小型廠商佔多數，但大型廠商在 

營業額、附加價值等頁獻度佔整體歐洲食品與飲料業的 50%以上，前 25 大 

食品與飲料公司中有 9 家呈現衰退，其中最大的 Nestle 公司呈小幅衰退。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問題影響食品產業，未來透過教育、科技等研究克 

服長期氣候變遷問題乃歐洲關注的焦點。歐洲研發創新方向以滿足消費者愉 

悅訴求為主，特別是精緻、多樣化的口感及五感體驗等感性訴求。為食品注 

入健康、自然等特質的元素，為食品廠商持續投入的研發創新重點，部分業 

者將產品搭配健康服務，迎合現代消費者對健康飲食的需求。根據 CIAA 調 

查，非酒精飲料及即食加熱食品更為兩大熱門創新食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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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概況 

2004 ~ 2008 年歐洲食品與飲料業之營業額呈逐年上升的趨勢，2008 年 

歐洲食品產業營業額為 965 億歐元，較 2007 年的 913 億歐元，成長約 

3.2%(圖 6-1)。 
 
 
 
 
 
 
 
 
 
 
 
 
 
 
 

註：貨幣單位為百萬歐元 

資料來源：CIAA，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5)。 

圖 6-1 歐洲食品及飲料產業營業額：2004~2008 年 

 
歐洲的食品與飲料產業營業額在製造業中佔比最重，高於汽車、化學製 

藥、機械設備等產業，食品與飲料產業相較其他類別製造業，其營業 

額、附加價值及員工人數等較為穩定。2008 年歐洲食品與飲料產業的 

營業額與附加價值佔製造業比重分別為 13%及 11%(圖 6-2 及圖 6-3)。 
 
 
 
 
 
 
 
 
 
 
 
 
 
 
 
 

 
資料來源：CIAA，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5)。 

圖 6-2 2008 年歐洲食品及飲料業營業額佔製造業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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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非酒精飲料業 

 
摘要 

 
 

台灣非酒精飲料產值約 460 億元規模，出口比例在一成以下，進口比例 

則小於 5%，以內需市場為主。2008年飲料市況低沈，銷售下滑，進入2009 

年，雖然延續金融海嘯造成的不景氣，但在逐年復甦提振消費信心、暖春熱 

夏氣候的助長，成功的新品及長銷產品帶動下，2009 年飲料新品推出數量呈 

現自 2004 年一路下滑後首次止跌回穩，較 2008 年成長約 3%而為 292 支， 

整體國產銷售量成長 1.4%呈現回穩態勢，銷售額亦成長約 2%為 475 億元， 

市場呈現較 2008 年熱絡的氣息。 

展望今年，經濟情勢更為樂觀，市場上新品推陳出新，氣候雖然上半年 

時冷時熱，但是進入七月後的酷熱已造成飲料廠出貨大增，因此若 7-8 月銷 

售旺季氣候及颱風負面影響能在帄均水準之下，估計今年整體飲料銷售量成 

長可望達 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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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概況 

非酒精飲料(以下簡稱飲料)業近年產值約 410-460 億元，2009 年產值成長 

3.4%，而為 461.7 億元，佔整體食品飲料業產值 8.9%，為重要分業之一。(圖 7-1) 
 
 
 
 
 
 
 
 
 
 
 
 
 
 
 
 
 
 
 
 
 
 
 
 
 
 

資料來源：經濟部經濟統計資訊網路，食品所 IT IS 計畫整理。 

圖 7-1 台灣非酒精飲料製造業產值與其佔食品飲料產值比例：2000~2009 年 
 

 

二、進出口概況 

飲料產品分為原料型產品及消費型產品。原料型產品以濃縮果汁為代表， 

2009 年進口量達 16,706.2 千公升，較 2008 年下滑 13.4%，出口量約 5,767.2 

千公升，較 2008 年成長 1.9%；進口來源以中國大陸、美國、巴西、西班牙、 

以色列為進口量前五大，佔約八成五，出口對象則以日本、泰國、科威特、 

美國、韓國為出口量前五大，佔約八成。 

消費型產品以內需市場為主，由於內銷市場競爭非常激烈，不少業者轉 

而開拓外銷市場，致 2009 年出口增長，數量成長 19.6%而為 13,419.2 千公 

升，以茶類飲料及果蔬汁為大宗，前五大出口對象為香港、中國大陸、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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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冷凍食品業 
 

摘要 
 
 

2009 年台灣冷凍食品總產值為 450億，產量 59萬噸，其中，冷凍水產 

品及冷凍調理食品的量、值同時呈現成長。2009 年冷凍食品產業持續在產品 

多樣化及價格競爭上著墨，目的在吸引消費者對冷凍產品的青睞及增加接觸； 

尤其是冷凍調理食品，除新產品推出的速度加快外，網購族群亦成為新興的 

冷凍良品消費族群。另外，冷凍食品自有品牌亦持續增加，主要的產品通路 

仍以量販店為主，挑戰現有全國性品牌的品牌價值及產品價格。國際趨勢與 

台灣發展狀況相似，冷凍食品新產品推出比例增加，尤其是冷凍主食。2009 

年新產品推出的比例明顯活躍。零售商包括Wal-Mart等採取增加冷凍食品貨 

架空間的作法，呼應消費需求的變化。 

冷凍食品是台灣重要食品貿易品項，不論進口或出口，長期居於第一的 

地位。2009 年台灣冷凍食品出口值佔全部食品出口值的58%，進口值佔全部 

食品進口值的 24%。2009年台灣冷凍食品進口總額為 325億元，成長 16%； 

出口總額為 319 億元，減少19%；冷凍食品貿易出超縮少為 6億元。面對冷 

凍水產品出口量減少的問題，配合調理食品消費需求的成長趨勢，後續台灣 

發展成熟的冷凍調理食品，若可搭配美食國際化等政策的推動，進而帶動具 

台灣口味的調理食品外銷，冷凍調理食品有機會彌補冷凍水產品出口減少的 

空間。 

冷凍食品產業經營的主要問題以巿場環境問題為主，包括新巿場的開發、 

經濟環境及巿場競爭狀態等。相對而言，成本與產品品質及安全等問題的難 

度較低。中國大陸冷凍食品巿場預估有另一波成長機會，也為台灣冷凍食品 

廠商的海外布局帶來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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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概況 

冷凍食品包含冷凍蔬果、冷凍肉品、冷凍水產品及冷凍調理食品等四大 

類，2009 年台灣冷凍食品總產值為 450 億元，產量為 59 萬噸。不論就 

產值或產量觀察，冷凍肉品與冷凍調理食品都是最主要的分項。(圖 8-1) 
 
 
 
 
 
 
 
 
 
 
 
 
 
 
 

資料來源：經濟統計資訊網路查詢系統；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06) 

圖 8-1 台灣冷凍食品分項產值變化：1997~2009 年 

 
冷凍水產品產值為 55 億元，產量近 9 萬噸，因冷凍水產品出口多為遠 

洋漁產品的外銷，不納入台灣產值統計，使得國產量值與貿易量值有差 

異。冷凍蔬果與冷凍水產品相同，因東南亞及中國大陸相關農產原料的 

生產成本低廉，台灣除產品品質及安全保障上有明顯差異外，整體的生 

產效率仍難與其競爭，造成相關產品產量難有大幅度的成長。(圖 8-2) 
 
 
 
 
 
 
 
 
 
 
 
 
 
 
 
 
 

資料來源：經濟統計資訊網路查詢系統；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06) 

圖 8-2 台灣冷凍食品分項產量變化：1997~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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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速食麵業 
 

摘要 
 
 

速食麵已成為國際性的方便食品。全球每年約消費速食麵 936 億包，主 

要市場在亞洲國家，其中約有一半是被中國消費掉的。全球速食麵主要市場 

仍集中在亞洲地區，佔全球市場比為 87%，從每人年食用量也都是比其他洲 

高，並且每人年食用量也在成長。 

台灣速食麵業主要產品為速食麵、米粉及冬粉等，2009 年產值約為 96 

億元，約佔整體食品工業產值的 7%。目前台灣速食麵市場處於成熟飽和與 

將進入衰退之階段，主要競爭者(市場佔有率超過 10%)有統一企業、維力公 

司及味丹公司等 3 家，合計市場佔有率約 85%，就產業結構與競爭狀況而 

言，台灣速食麵業屬於結合型(寡占產業)之競爭型態。在消費行為方面，目 

標消費群大多集中在 15~29 歲之年齡層，消費者食用頻率以 1月 1次及 1週 

1 次的百分比較高。 

速食麵製造成本中，原料成本約佔 80%，對企業獲利影響很大。 

2009 年速食麵業面臨景氣衝擊，以及通路費用、新品效益、經濟規模的 

挑戰，眾廠商在新品開發上顯然較往年保守。未來的產品發展上，將朝向具 

有健康意識的速食麵；在產品包裝規格方面，因消費者的綠能減碳等認知提 

高，以及消費者追求便利性與自行烹調影響下，預期袋裝麵將有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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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市場概況 

速食麵已成為國際性的方便食品。全球每年速食麵的銷售量為 936 億 

包，其中約有一半是被中國消費掉的，隨著中國快速消費品市場的快速 

成長，在 2005 年到 2007 年成長將近 13.2%，在 2008 年首次呈現負成 

長。(表 9-1) 

 
2008 年除了印度以外，其他國家皆有呈現零成長及負成長的現象，從 

印度的成長狀況，可推論該國生活型態及消費者行為有所改變，預期在 

未來的全球速食麵市場，印度將是一潛力相當大的市場。 

 
全球速食麵主要市場仍集中在亞洲地區，佔全球市場比重 87%，從每人 

年食用量也都是比其他洲高，並且每人年食用量也是在成長。(表 9-2) 

 

表 9-1 世界速食麵總需求量：2005~2008 年 

國/地域 2005 2006 2007 200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中國/香港(China & HK) 

印尼(Indonesia) 

日本(Japan) 

美國(U.S.A) 

越南(Vietnam) 

韓國(Korea) 

菲律賓(Philippines) 

泰國(Thailand) 

蘇聯(Russia) 

印度(India) 

巴西(Brazil) 

奈及利亞(Nigeria) 

馬來西亞(Malaysia) 

墨西哥(Mexico) 

台灣(Taiwan) 

442.6 

 
124.0 
 
54.3 
 
39.0 
 
26.0 
 
34.0 
 
24.8 
 
19.2 
 
16.0 
 
5.8 

 
12.6 
 
6.5 

 
8.9 

 
10.0 
 
8.9 

467.9 

 
140.9 
 
54.4 
 
40.4 
 
34.0 
 
33.7 
 
25.0 
 
20.5 
 
18.0 
 
8.0 

 
13.8 
 
10.6 
 
10.6 
 
9.0 

 
8.7 

501.1 

 
149.9 
 
54.6 
 
42.4 
 
39.1 
 
32.2 
 
24.8 
 
22.2 
 
19.0 
 
12.0 
 
14.3 
 
11.8 

 
11.8 

 
9.0 

 
8.8 

451.7 

 
137.0 
 
51.0 
 
43.2 
 
39.1 
 
33.4 
 
25.0 
 
21.7 
 
20.0 
 
15.6 
 
14.9 
 
12.1 
 
12.1 
 
8.6 

 
8.4 

 

資料來源：AJINOMOTO 日本速食麵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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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食用植物油業 
 

摘要 
 
 

台灣食用油脂業係為依賴進口原料、以內需為導向的行業，2009年該業 

產值為 246.8億元，比 2008 年衰退5.7%，主因在於國際大宗穀物價格大幅 

回落。 
主 

要 

在原料方面，台灣製油原料依賴進口。2009/2010年度全球主要油籽產量 

為 437.8百萬公噸，較 2008/2009年度成長10.2%，其中大豆佔全球主要油籽 

產量的58.9%，主要生產國集中在美洲。在貿易方面，進出口量各為98.0 百 

萬公噸、100.6百萬公噸，主要進口國為中國及歐盟，主要出口國為美國及巴 

西。主要油籽壓榨國為中國、美國、歐盟、阿根廷、巴西及印度。2009 年台 

灣約進口大豆 251 萬公噸。 

台灣一年約生產 41 萬公噸食用植物油，另需進口約 20萬公噸，估計國 

內整體供應量近 60 萬公噸。在全球食用植物油產銷方面，2009/2010年度生 

產量約為 139.0 百萬公噸，產量居首的是棕櫚油，佔主要植物油產量的 

33.1%，產量第二大的是大豆油(佔27.3%)；全球植物油進出口量分別為55.2 

百萬公噸、56.9 百萬公噸，主要的進出口品項為棕櫚油、大豆油，分別佔進 

口量的 63.4%、15.9%，出口量的 62.9%、15.6%。在台灣進口油品中，棕櫚 

油 佔 最 大 宗，佔植物油進口量的 75.0%，其次為芥花油(9.8%)、大豆油 

(5.4%)。 

國內食用植物油市場雖已經過整併，但是市場競爭仍然十分激烈。整個 

市場朝向功能性的調合油品發展。由於人口增加速度趨緩、逐漸老化，再加 

上健康意識影響，食用油脂消費量漸減；但另一方面，兩岸往來日漸頻繁， 

大陸觀光客來台旅遊帶動餐飲服務之發展，間接影響食用油脂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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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油籽產銷概況 
 

生產 

根據 USDA 估計資料，2009/2010 年度(2009 年 10 月~2010 年 9 月)全球 

主要油籽產量為 437.8 百萬公噸，較 2008/09 年度成長 10.2%。主要油 

籽生產國為美國(22.6%)、巴西(16.1%)、阿根廷(13.1%)、中國(12.6%)。 

預測 2010/2011 年度全球主要油籽產量為 440.0 百萬公噸，微幅成長 

0.5%。(圖 10-1) 

 
主要油籽產量：2009/2010 年度大豆產量為 258.0 百萬公噸，佔主要油 

籽產量的 58.9%，主要生產國為美國(35.4%)、巴西(26.4%)、阿根廷 

(20.9%)。產量第二大為菜籽 59.4 百萬公噸，佔 13.6%，主要生產國為 

歐盟(36.1%)、中國(22.2%)與加拿大(19.9%)。 
 
 
 
 
 
 
 
 
 
 
 
 
 
 
 
 
 
 
 

 
註：主要油籽包括大豆、菜籽、棉籽、花生、葵花籽、棕櫚仁、椰乾。 

資料來源：整理自 Oilseeds : World Markets and Trade 資料(2010/05)。 

圖 10-1 全球主要油籽生產量：2006/2007~2010/2011 年度 
 
 

進口 

2009/2010 年度全球主要油籽進口量為 98.0 百萬公噸，較 2008/2009 年 

度 增 加 4.6%。主 要 油 籽 進 口 國 為 中 國(48.9%)及 歐 盟(17.1%)。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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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保健食品業 
 

摘要 
 
 

台灣保健食品市場不受景氣寒冬影響，市場規模逐漸擴大。據本所調查， 

2009 年台灣保健食品市場規模約有新台幣 762億。帶動市場成長主因，在於 

推出含燕麥的飲品，各種添加茶花成分的產品，益生菌擴大在腸道、過敏原、 

體重管理上之應用，再加上訴求由內而外的美容保健等商機促成。 

民眾購買保健食品支出金額，約在千元以內。然隨著年齡增加，購買保 

健食品的頻率和支出金額亦相對增加。整體經濟趨緩，但2008 年帄均每戶家 

庭在醫療保健支出金額又向上攀升。2009年消費者經常購買品項，以預防三 

高、骨關節、抗皺、減重、完整均衡等產品為主。 

雖面對整體經濟環境不確定性高，消費者支出轉為保守，據經濟部主計 

處統計，2008 年消費支出佔可支配所得的比重，逐年降低，但在各類開銷 

中，僅醫療保健的金額是一路攀升，2007年首次突破 10萬元，2008年帄均 

每一戶家庭花在看病、買藥、買保健食品、買醫療保險的支出，高達103,285 

元。 

看好保健食品未來發展潛力，我國不管是通過認證的產品項數，或是申 

請上市上櫃的廠商家數，甚至是進出口額，均較 2008 年呈現增加。也因此， 

為引領產業合理發展，政府亦減免保健飲品營業稅、放寬低劑量維生素為食 

品、增列代言人負損害賠償等相關法規規定。 

未來產業發展，產品開發以預防生活習慣疾病為主。使用之素材，則以 

膳食纖維、益生菌、維他命 C等具潛力。不可忽視對於嬰兒潮、女性和孩童 

等族群之保健需求。因應景氣趨緩，應開發質優價廉之產品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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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概況 

台灣保健食品產業市場規模逐年增加，至 2009 年約有新台幣 762 億元。 
 

看好榖類飲品的發展，早在 2008 年下半年，率先由愛之味推出榖類飲 

品後，2009 年又相繼有佳格、統一、味全、泰山等廠商的加入，預估 

全台燕麥奶飲品市場商機將高達新台幣 10 億元。 

 
近年氣溫變化較大，再加上國人對於過敏的認知度提昇，連帶使得含益 

生菌的保健食品受到重視。其中，以益生菌素材起家的景岳，在今年取 

得瑞士雀巢及丹麥 Chr Hansen 的訂單。 

 
2009 年雖受景氣影響，國內茶飲料市場成長有限，但機能性茶飲，特 

別是產品名稱帶有茶花者，表現更加亮眼。 
 

隨著高齡女性族群的增加，國內廠商看準女性愛美心態，不少廠商順勢 

提供由內而外的美容保健食品，搶佔國內一年約新台幣 4~6 億元市場商 

機。(圖 11-1) 
 
 
 
 
 
 
 
 
 
 
 
 
 
 
 

資料來源：食品所 ITIS 計畫調查與推估。 

圖 11-1 台灣保健食品市場規模：2005~2009 年 
 

 

二、消費概況 

台灣民眾購買保健食品之支出金額，約在 1,000 元以內。然隨著年齡增 

加，購買保健食品的頻率和支出金額亦相對增加。意味保健食品與年齡 

代表之身體指標，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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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鮮食業 
 

摘要 
 
 

台灣對鮮食巿場的觀察及討論以便利商店供應的鮮食產品為主。2009 年 

台灣鮮食市場規模約為 200 億元；巿場成長速度趨於緩和，鮮食巿場呈現大 

者愈大的格局，根據食品所 ITIS 計畫估計，2009 年通路店數佔比為 51%的 

7-ELEVEN 擁有 74%的鮮食巿場。 

目前台灣便利商店供應的鮮食區分為 18℃鮮食、4℃鮮食、常溫麵包、 

自助機台及其他類別等五大類，由於巿場已走入成熟階段，且各家便利商店 

在面對外在經濟環境及產業內激烈競爭壓力下，都希望能創造出本身鮮食產 

品的差異性，走出不同的定位方向，吸引消費者的青睞，因此不論在強調製 

販同盟的供應鏈關係、供應廠商專業性、原料品質、產品口感、包裝差異、 

組合搭配及服務，各便利商店有其不同的策略考量。2009 年鮮食食品持續在 

產品種類及口味多樣化上著力，尤其主打現煮咖啡、鹹式麵包及冷凍調理食 

品等新興鮮食產品巿場。 

紮實的鮮食供應鏈及便利商店靈活的行銷策略，在未來仍是鮮食產品發 

展及競爭的主要利器。鮮食供應鏈長期建立的消費需求探索能力、產品開發 

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及品質管控能力等效益，未來在強調以供應鏈競爭對抗 

單一產品與服務的競爭環境下，產生的影響力會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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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概況 

台灣鮮食巿場呈現大者愈大的格局，2009 年台灣整體 CVS 鮮食市場規 

模為 200 億元，較 2008 年成長 8.1%。(圖 12-1) 
 
 
 
 
 
 
 
 
 
 
 
 
 
 
 
 
 
 
 
 
 
 
 
 
 
 
 
 
 

資料來源：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06) 

圖 12-1 台灣鮮食巿場規模變化；2005~2009 年 

 
2009 年各類鮮食食品持續在產品種類及口味多樣化上著力，尤其提升現 

煮咖啡、鹹式麵包及冷凍調理食品等新興鮮食產品的巿場；行銷成功的進入 

帄價咖啡巿場，讓便利商店的多了一個明星鮮食產品。但鮮食產品模仿速度 

快，維持差異化優勢難度高的狀態仍然維持。(圖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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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業 
 

摘要 
 
 

飼料為人類之間接糧食，是畜牧業與水產養殖業之主要投入。大宗穀物 

為飼業之上游原料，國際穀物行情的波動及匯率變化，對飼料業營運結果影 

響大；飼料業對下游的畜牧、水產養殖業依賴度高，產業成長空間與畜牧、 

水產養殖業發展息息相關。 

台灣飼料之大宗為禽畜飼料，因產品體積大，長途運輸缺乏經濟，且需 

就近提供下游養殖戶技術諮詢等服務，屬內需型產業。2009 年台灣整體飼料 

業年產值估計為 735億元，較 2008年的 798億元，減少7.8%，原料及飼料 

價格回穩為產值減少的主要原因。台灣飼料成品的進出口貿易量較少，2009 

年飼料進口依存度為 8%，主要進口飼料為寵物飼料；飼料出口比例為 3%。 

飼料最適配銷範圍為 100 公里，受下游養殖區域影響，飼料工廠多集中於南 

部，配合飼料廠家約 124 家。商品飼料使用對養殖禽畜產品的安全品質掌控 

較有保障，目前台灣商品飼料比例約佔七成。 

未來台灣飼料產業的發展趨勢將以重視源頭管理、提高附加價值、重視 

價值鏈合作及國際拓展等方向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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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概況 

動物飼料是人類的間接糧食，是畜牧業與水產養殖業之主要投入，而家 

畜、家禽、水產魚等產品則供應人類對肉類、蛋類等動物性蛋白質食物 

之需求。飼料業對下游的畜牧、水產養殖業之依賴度高，使得飼料業的 

成長空間與畜牧、水產養殖業景氣息息相關。大宗穀物為飼業之上游原 

料，因此國際穀物行情的波動及匯率變化，也牽動著飼料業的營運結 

果。 

 
飼料產品受限於產品形態與保存儲運等問題，以內需巿場為主，貿易比 

例不高。台灣飼料以進口原料為主，飼料成品進出口貿易量較少。主要 

的進口項目為狗及貓等寵物飼料。2009 年台灣飼料產值約 735 億元， 

減少 7.8%；配合飼料廠商數變化不大，維持在 124 家的水準。(表 13-1) 

 
禽畜飼料是飼料的大宗，產品體積大，長途運輸缺乏經濟效益，且產品 

銷售多包含對下游養殖戶的技術諮詢服務。 

 

表 13-1 台灣飼料產銷狀況：2005~2009 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產值(億元) 

出口(億元) 

進口(億元) 

國內市場需求值(億元) 

進口依存度 

出口比例 

配合飼料工廠家數(家) 

525.56 

17.31 

47.19 

555.44 

8% 

3% 

126 

539.24 

16.72 

52.96 

575.48 

9% 

3% 

128 

642.33 

15.80 

57.63 

684.16 

8% 

2% 

128 

797.71 

15.98 

57.77 

839.50 

7% 

2% 

124 

735.87 

21.70 

59.78 

773.95 

8% 

3% 

124* 

 

資料來源：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06) 

 
配合飼料又可分為商品飼料及自配飼料等兩種，商品飼料由飼料廠商供 

應，自配飼料則由養殖戶自行配置。台灣的配合飼料以商品飼料為主 

流，目前台灣商品飼料與自配飼料供應的比例約為 70：30；但不同飼 

養對象使用的產品比例有明顯差異；家禽飼料及水產飼料以商品飼料為 

主；豬飼料則以自配飼料為主。(表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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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食品調味料業 
 

摘要 
 
 

台灣各項調味品皆有領導品牌，如醬油有龜甲萬及金蘭、沙茶醬有牛頭 

牌、醋有工研與益壽多、蠔油有李錦記與萬家鄉等。台灣調味品市場年均成 

長率 3%，2009 年調味品產值約 164億元，各項調味品產值佔比依序為其他 

調味品 39.1%、味精 28.1%、醬油26.2%、食用鹽 6.6%。近幾年台灣各項調 

味品產值皆呈正向成長趨勢。 

2009 年台灣調味品進口值約 11億元、衰退六成，蕃茄與味精是大宗進 

口品項，調味品主要進口來源國家為日本(29%)與印尼(10%)。而台灣調味品 

出口值約31億元，其外銷重要國家包括北韓、日本、奈及利亞、美國等，各 

項調味品的出口情形，2009 年味精出口值成長 35%、醬油 3%、醋 29%。 

八成台灣調味品廠商屬於中小型企業，且多數廠商集中於中北部地區， 

如台北縣(23%)、彰化縣(10%)、雲林縣(9%)等。近幾年台灣調味品企業營業 

收入及研發經費大幅成長 15%以上，但研發經費僅佔營收0.5%。隨調味品業 

的發展，相關廠商數及員工數逐年增加。 

未來台灣調味品業的發展方向，企業會融合地區文化及聯結地方觀光活 

動，強化消費者對品牌的印象；產品會強調健康形象，因應低油、低鹽、低 

糖、高纖的食品趨勢，滿足消費者好口味及好健康的飲食需求；傳統製造的 

黑豆醬油成為主流，因採用的原料及製造方式，較豆麥醬油營養、風味佳， 

越來越多消費者購買黑豆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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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概況 

台灣調味品市場逐年緩步成長，年均成長率 3%，2009 年調味品產值約 

164 億元，外銷佔比約 16%。(圖 14-1)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06)。 

圖 14-1 台灣整體調味品產值：2005~2009 年 

 
各項調味品產值佔比依序是：其他調味品 39.1%、味精 28.1%、醬油 

26.2%、食用鹽 6.6%，2009 年味精產值成長 6.3%。(圖 14-2)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06)。 

圖 14-2 台灣味精產值與產量：2005~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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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食品包裝業 
 

摘要 
 
 

2009 年台灣紙容器產值約 68.3 億元、年成長率0.6%，但紙容器產量約 

37.8 億只、衰退0.7%，而台灣紙容器年銷售值約 90億元，其中外銷紙容器 

佔銷售量值 17%以上。金屬罐方面，2009年產值與產量分別為 93.8 億元(成 

長率 5.1%)、23.2 億只(成長率7.5%)，另 2009 年台灣金屬罐銷售值約91 億 

元，外銷佔其銷售量值 17%以上，且金屬罐外銷比重逐年明顯成長。 

2009年台灣主要食品包裝如紙容器、塑膠瓶及馬口鐵容器進口值分別為 

9.5 億元、7.1 億元、0.07 億元，而進口量則分別是6,699 公噸、3,100公噸、 

61公噸。近幾年台灣紙容器出口值呈現正成長態勢，2009年主要出口國家包 

括澳洲(33%)、美國(17%)、中國(14%)等。2007-2009年台灣塑膠瓶進口規模 

維持於 7億元，出口值則逐年成長，2009年塑膠瓶出口值約 23億元(成長率 

14%)，出口集中於日本(24%)與美國(18%)。另台灣馬口鐵容器以出口為主， 

2009 年馬口鐵容器出口金額約 6.6億元、出口量 8,000公噸，馬口鐵重要出 

口國家有日本、泰國等，其出口值佔比分別是 35%、28%。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最新資料，台灣紙容器製造廠商數目約 779 家，大部 

分廠商集中於中北部，如台北縣(20%)、台中縣(17%)、彰化縣(12%)、桃園縣 

(12%)等，近八成紙容器企業員工數少於 20 名，多數廠商屬於中小型企業； 

紙容器廠商帄均年營收約 570億元，研發經費則變動較大，且僅佔企業營業 

收入 0.1%。而台灣金屬罐製造業廠商數約 200 家，多數廠商集中於台北縣 

(19%)、彰化縣(15%)、高雄縣(12%)、台中縣(11%)等，約六成五的廠商員工 

數低於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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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概況 

近幾年，台灣紙容器業產值持續下滑，2005-2009 年帄均下滑幅度約 

8%，而 2009 年紙容器產值成長 0.6%；產量方面，台灣紙容器年產量規 

模約 38 億只，2009 年產量微幅衰退 0.7%。(圖 15-1)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06)。 

圖 15-1 台灣紙容器產值與產量：2005~2009 年 

 
2005-2009 年台灣金屬罐產值呈上揚趨勢，但 2008-2009 年金屬罐原料 

成本高漲，直接反應於生產成本上。隨金屬罐產量大幅增加(7.5%)， 

2009 年產值成長 5.1%。(圖 15-2)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06)。 

圖 15-2 台灣金屬罐產值與產量：2005~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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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食品機械業 
 

摘要 
 
 

根據經濟部國貿局與財政部關稅總局定義之食品機械業範圍，包括糕餅 

烤箱、造冰機、冷飲機、冰淇淋製造機、製造熱飲、熱食或烹調用之機器或 

設備、乳酪分離機、封口機、貼標籤機器、飲料充氣機、飲料無菌真空紙盒 

包裝機器等項目。 

2009 年台灣食品飲料機械產值約 47.2 億元、年衰退25%，而2009年台 

灣整體機械設備的產值為 4,039.5億元，食品飲料機械佔整體機械設備產值約 

1.2%。2009 年台灣食品機械進口值 28.3億元，較上年增加1.5%，其中重要 

進口來源國包括日本、瑞士、德國等，上述國家進口值佔比分別為 23%、 

16%、16%。出口方面，2009年台灣食品機械出口值約 50.0億元、年衰退率 

5.4%，依出口值來看，台灣食品機械主要出口對象包括中國(18%)、馬來西 

亞(7%)等。與2008年出口值相較，台灣食品機械出口至馬來西亞、越南及泰 

國的金額大幅成長，而外銷金額衰退的地區有美國(-23.7%)、香港 (-19.5%)、 

印度(-18.4%)等。 

根據經濟部統計資料顯示，台灣食品飲料機械業者員工數不超過20人之 

廠商比例約八成五，大部分食品機械廠商屬中小型企業。另外，食品機械廠 

商家數計259 家，其中五成廠商集中於中部、北部近三成、南部約二成，中 

部食品機械廠商數明顯減少，而整體產業員工數變化不大。 

食品機械發展趨勢將朝幾個方向發展：藉由電腦及機電一體的設計、加 

工生產及包裝設備的完善銜接，可提高食品機械運作效率；有效應用電腦系 

統、模組概念設計食品機械，增加生產彈性及靈活度；善用故障自我診斷及 

網路遠端監控診斷系統，降低生產不良率；食品廠商對於成套機械設備及電 

腦模擬機械設計的需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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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概況 

2009 年台灣食品飲料機械與整體機械設備業產值皆大幅衰退 25%以上， 

食品飲料機械產值約 47 億元，但食品飲料機械於整體機械設備產值的 

佔比略微提升。(表 16-1) 

 

表 16-1 台灣食品機械產值：2001~2009 年 

食品飲料機械 機械設備 
 
食品飲料機械佔機械設 

年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產值 

(百萬元) 

4,855 

3,692 

4,547 

5,117 

5,049 

4,315 

5,014 

6,354 

4,715 

年成長率 

（%） 

5.15 

-23.95 

23.16 

12.53 

-1.33 

-14.54 

16.19 

26.73 

-25.80 

 
產值(百萬元) 

 
376,386 

401,593 

451,262 

540,343 

563,526 

588,365 

624,336 

608,214 

403,953 

年成長率 

（%） 

-15.36 

6.70 

12.37 

20.10 

4.29 

4.14 

6.11 

-2.58 

-33.58 

備產值之比重 

（%） 

1.29 

0.92 

1.01 

0.94 

0.90 

0.73 

0.80 

1.04 

1.16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06)。 

 

二、進出口概況 

2009 年台灣食品機械業進口值成長 1.5%、出口值減少 5.4%，近年來食 

品機械年帄均出口值約 47 億元、進口值為 30 億元。(圖 16-1) 
 
 
 
 
 
 
 
 
 
 
 
 
 

 
資料來源：食品產業知識庫，食品所 ITIS 計畫整理(2010/06)。 

圖 16-1 台灣食品機械進口值與出口值：2005~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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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餐飲服務業 
 

摘要 
 
 

2009 年批發、零售及餐飲營業額共新台幣 12 兆 4,701 億元，年增率 

為-3.18%，其中餐飲業營業額為 3,217.81 億元，年增率為 0.04%。 

如細究餐飲服務次業種的表現，2009 年我國餐館業、飲料店業與其他餐 

飲 業 之 營 業 額 分 別為 2,717 億、358 億與143 億元，年增率分別為 

0.15%、-0.79%與 0.02%，以餐館業的成長百分比較大，飲料店的成長表現為 

近五來最低。 

以連鎖體系的餐飲業來看，2009 年連鎖餐飲服務業家數為 419 家，較 

2008 年增加 72 家，增加率為 20.74%；在總店數方面，2009 年店數為 

26,154，較 2008 年增加 5,630 家，增加率為 27.43%。 

經濟部自 201 至 2013年積極推動「台灣美食國際化行動計畫」，期望 

透過此方案將世界美食匯集台灣，同時引導台灣美食國際化，透過一系列美 

食國際化行動，協助更多餐飲業者將台灣美食文化輸出，此外，近來有愈來 

愈多的餐飲業者以與外資企業合作方式，積極進軍中國大陸市場，在國際擴 

展與兩岸交流活絡的此時，食品與餐飲品牌管理的配套問題應長期受到重視。 

2010開始針對現作餐點進行詳盡的食品營養成分標示計劃，以供消費者在選 

購或食用餐點時的指標參考，未來餐飲業將以安全、健康與美味兼顧的發展 

方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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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概況 

2009 年，台灣批發零售及住宿餐飲營業額共新台幣 12 兆 4,700 億 

9,400 萬元，年增率為-3.15%，其中餐飲業營業額為 3,217 億 8,100 萬 

元，年增率為 0.04%。整體來看，近五年來餐飲業營業額成長率呈逐 

年下降趨勢，故如何尋求產業的轉型與突破，創造高附加價值受到重 

視。(表 17-1) 

 

表 17-1 台灣批發、零售及餐飲的表現：2005~2009 年 

單位：百萬元；% 

 
 

年份 

 
批發業 

營業額 年增率 

 
零售業 

營業額 年增率 

 
餐飲業 

營業額 年增率 

 
合計 

營業額 

 
 
 
年增率 

 
2005 7,686,699 

 
2006 8,353,012 

 
2007 9,008,154 

 
2008 9,327,704 

 
2009 8,866,776 

 
6.61 

 
8.67 

 
7.84 

 
3.55 

 
-4.94 

 
3,093,919 
 
3,147,067 
 
3,262,902 
 
3,230,201 
 
3,281,537 

 
5.66 
 
1.72 
 
3.68 
 

-1 
 
1.59 

 
289,410 
 
302,666 
 
315,903 
 
321,656 
 
321,781 

 
6.69 
 
4.58 
 
4.37 
 
1.82 
 
0.04 

 
11,070,028 
 
11,802,745 
 
12,586,959 
 
12,879,560 
 
12,470,094 

 
6.35 

 
6.62 

 
6.64 

 
2.32 

 
-3.18 

 
 

資料來源：經濟部經貿統計 

 
2009 年，台灣餐飲服務業總營業額較 2008 年增加近新台幣 4 億 7,800 

萬元，年增率為 0.04%。2009 年台灣餐飲業營業額佔批發、零售及餐飲 

業營業額之比例為 2.58%。 

 
2009 年餐飲服務業成長表現不如零售業，但仍優於批發業。2005 至2009 

年台灣餐飲服務業之營業額呈逐年上升的趨勢，2009 年餐飲業年增率 

增加幅度與過去四年相比明顯走弱。 (圖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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