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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食品產業是國家的民生必需產業，更是反映國家發展程度和人民生活品質的重要

指標。近年來隨著全球化趨勢快速發展，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因此臺灣食品企業如何

掌握本土市場優勢，並拓展國際化商機，已成為產業發展的重要課題。

2016年臺灣食品工業 (含菸草業 )的年產值 6,532億元，占製造業整體產值約近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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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億元，

占產值比率為 14.8%；進口金額為 2,530億元，占國內食品市場規模約 30%。從食品

產業長遠發展來看，確保食品安全與安心，強化行銷，導入跨領域整合與創新以提昇

國際競爭力，值得各界共同努力。

本年度食品產業年鑑的編撰以圖表為主，共分五篇，各篇章皆精心規劃與撰述，

供讀者方便閱讀並快速掌握內容要點。其中第一篇產業總論，除探討全球經濟環境、

景氣趨勢及臺灣食品工業整體發展現況外，並以中國大陸、日本、東南亞、美國與歐

洲等地區之食品工業現況，輔助說明臺灣食品產業面臨的大環境趨勢。在第二、三篇

中，則重點呈現臺灣幾個主要行業包括不含酒精飲料、冷凍食品、鮮食、保健食品、

速食麵、食用植物油等，以及包括飼料、食品調味料、食品包裝機械、餐飲服務、食

品流通等周邊產業之生產概況、產品發展、廠商動態及發展趨勢等訊息。第四篇則探

討目前各界關注的議題，包括潔淨標示的趨勢與展望、智慧製造的未來商機與應用。

第五篇收錄 2016年產業大事記資料。

食品產業年鑑的功用在於提供詳實記錄臺灣食品產業過去至現在的軌跡及未來發

展趨勢，供各界進行更廣泛而深入的策略思考，並研擬未來發展方向。感謝經濟部技

術處「產業技術前瞻研究知識服務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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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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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17年全球經濟環境及景氣趨勢走向

中經院 /彭素玲 /研究員兼主任

摘要

2016年因屢屢出現「黑天鵝事件」，致使全球經濟情勢在出乎意料下開高走平。

根據環球透視機構（IHS Global Insight Inc.）之《全球前瞻》（Global Insight, GI）資料，

2016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約為 2.5%，低於 2015年的 2.8%，也較 2016年初預測值 2.8%

差距 0.3個百分點。成長減緩主因已開發國家復甦腳步蹣跚以致全球商品貿易需求疲

軟、新興市場國家因大宗物資價格走緩，導致名目計價的出口值成長減緩，以致諸多

國家的經濟成長來源中，國外淨需求之貢獻呈現負值，如臺灣、美國等都是。展望

2017年全球經濟，因已開發國家穩健復甦、原物料價格可望自谷底翻升，以及新興市

場國家實施擴張政策等情形下，成長率可望達到 3.0%，不但高於 2016年之 2.5%，且

將是 2012年以來之新高。

由於全球經濟成長回升，臺灣整體經濟情勢可望漸入佳境。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於 2017年 5月推估， 2017年之成長率約為 2.05%，較 2015、16年之低迷情勢（0.72%、

1.48%），緩步回升，且國外淨需求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可望由前兩年的負貢獻轉為

正向挹注。雖然外貿成長低迷，可望因製造業出口成長轉佳，但接連低緩的新平庸成

長模式，確實不利民間消費與國內投資等內需擴張，如何擺脫成長貧乏之惡性循環模

式，為臺灣經濟成長與發展之重要考驗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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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食品產業

食品所 /李河水 /研究員
食品所 /鄔嫣珊 /副研究員

摘要

臺灣擁有 2300萬人口，臺灣食品工廠約六千家，2016年從業員工 13.2萬人。台灣

食品飲料及菸草製造業的整體產值為 6,532億元，占整體製造業的 5.3%，在製造業中排

行第七。前七大行業為屠宰業、動物飼料配製業、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非酒精飲料、

菸草、碾榖及磨粉製品製造業。

食品產業進出口值 2016年均成長。出口約 968億元，主要品項為冷凍食品、雜項食

品、飲料、碾製品；主要出口至中國大陸、日本、美國、香港、泰國及越南等市場。進

口約 2,530億元，主要品項為冷凍食品、酒、雜項食品、乳製品；產品主要自美國、日本、

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等國進口。

台灣食品飲料新產品推出數持續成長，2016年成長率約 12%。新產品開發型態以全

新產品推出為主，占57%；其次三成為延伸性新產品。食品產業廠商結構中小企業占九成，

但產值集中大廠商。2016年 22家上市食品企業包括統一、佳格、南僑、味王、聯華食、

黑松等，合併營收與 2015年相若。

2016年產業重大事件，包括：(1)多項新標準規範預告與實施，(2)產業鏈自主管理

要求提升，(3)產品朝創價及延伸新巿場並進，(4)通路虛實整合改變商機方向。

未來台灣食品產業發展重點方向，包括：(1)持續關注及因應國際法規及生態圈變化，

(2)深化食品安全管控機制與運作，(3)奠基新南向發展能量與布局，(4)強化電商平台連

結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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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大陸食品產業

摘要

中國大陸擁 13億人口的基本市場規模，近年相關政策調整，加上本身經濟及與區域經

貿的發展產業轉型，產業環境由價格競爭，逐漸轉向強調品質安全與創新的價值競爭。

2016年中國大陸食品消費總額達 1.3兆美元，人均食品飲料消費額約 953美元，消費

成長率趨緩。食品飲料整體市場規模近五年保持成長，家庭收入增加，飲食多樣化。乳製

品、優酪乳和巧克力等巿場成長表現佳；糧食、食用油、乳製品及飲料等產量穩定。相關

行業產值變化，2016年食品製造業成長 8.8%，酒、飲料和精製茶製造業飲料產業成長 8%。

2016年食品產業出口值增加 2.5%，進口值增加 3.8%，食品貿易順差縮減。

2016年中國大陸食品飲料新品數為 11,825項；新品以休閒食品為主，其次為烘焙食品、

調味品、非酒精性飲料及乳製品；不含添加劑 /防腐劑、符合伊斯蘭教律法及省時 /快速是

新品重要訴求。

實體通路仍是中國大陸主要的通路，但虛擬通路快速成長；2016年中國大陸實體通路

市場規模為 1.7兆美元，虛擬通路為 3.9千億美元。通路正改變中國大陸通路結構及消費行

為，影響食品產業鏈未來互動及合作關係。面對國際環境變化，中國大陸及國際企業在中

國大陸的經營模式亦在調整改變，企業整併、國際化或聚焦縮減事業體等經營及強化競爭

體質模式不斷改變。另，受中國大陸生產成本增加，政策法規變化，跨境電商活絡等因素

影響，在中國大陸的外資企業投資腳步放緩，但中國大陸本土企業的海外布局動作更加積

極。

中國大陸食品產業未來重要趨勢展望，包括：(1)強調科技及商業模式創新，(2)重產品

功能及差異化價值，(3)健康及高值產品蓬勃發展，(4)新零售崛起及商機重整。

食品所 /賴孟利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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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食品產業

摘要

日本飲食受全球關注，唯受經濟成長趨緩影響，食品產品或商業模式創新，貼合

消費需求，成為創價及面對競爭的重要行為。日本食品業規模約 19兆日圓，在該國

123類產業中排名 18；成長率 4.2%，相關就業人口約 111萬人。

2016年食品飲料批發業販售額為 44兆 4千億日圓，較去年減少 2.0%，前年則增

加 6.8％。2016年日本農林水產品出口額成長 7,502億日圓，較去年增加 0.7%；但相

對前年 21.8％的增幅，大幅減緩。2016年進口額減少 10.2%，約 8.5兆日圓。如何擴

大出口為日本政策重點。

日本人口結構少子高齡化，為降低人口結構衝擊，日本廠商投入自動化，應用高

齡再雇用及拉高海外布局等策略。因應資源限制及經營問題，日本相關機構積極研發

替代食材及新型態養殖與製程技術。政府及民合作推動智慧應用科技，如無人農業、

智能生產、服務機器人及智慧自動販賣機等新技術的最適應用。受限人口減少的內需

消費力衰退。廠商積極透過產品創新，推出創新、功能性、親民價格及豐富飽足感等

刺激消費者欲望。通路強化宅配及配送服務效率增加便利性，尋找新潛在需求。雙收

入家庭及獨居等消費特性變化，已影響便利商店及餐聽等外食營運模式及需求產品型

態。面對快速變化的環境，廠商合作動態頻繁，如共同開發產品，對消費者提供搭配

服務等提案，自動販賣機通路互相販售熱銷產品，或成立物流公司共同進行產品配送

等。

日本食品產業未來重要趨勢展望，包括：(1)持續導入自動化及智慧化科技，(2)

原料多元運用，(3)創造飲食市場新需求，(4)借力合作形成多贏局面。

食品所 /簡政群 /助理研究員
食品所 /陳麗婷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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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所 /鄭佩真 /副技師

摘要

東南亞 6.4億人口的龐大人口紅利，農產原料豐富，除新加坡外，多數國家產業

發展正座落於成長或蘊釀期，未滿足之食品需求空間明確，國際投資力道強勁，加上

近年表現相對其他區域亮眼的經濟成長力，目前及未來商機受矚目。

年輕及中高階族群是區域新興食品消費主流，普遍對名牌及流行產品有感。現代

通路逐步擴散，網路使用率高，造就新生活及電商等發展契機。2016年東南亞人均食

品飲料消費，新加坡居冠，但成長表現則以緬甸及印尼最為亮眼。

受惠人口數、經濟表現及投資熱絡，2016年東南亞食品飲料市場規模以印尼居六

國之冠，成長表現則以越南及印尼最為亮眼，市場表現除產業發展特色外，政策開放

程度、消費活絡及國際資金投注力量大亦是重點。東南亞豐富農產原料出口貿易基礎，

2016年印尼食品出口亦居六國之冠，未來五年出口潛力亦預期成長。

2016年東南亞食品飲料巿場超過 2萬支新品，以烘焙食品及休閒食品為多。清真

食品及安全健康已成為東南亞各國推出新品之共同訴求，方便與環保亦為重點，但龐

大年輕人口及中產階級對高檔時尚的食品接受度高，是潛力消費群。通路發展變化在

東南亞巿場是商機亦是限制因素。除新加坡、泰國及馬來西亞外，其他國家通路仍以

傳統通路為主。東南亞多國現代通路加速布局二、三線城市擴大服務版圖，強調獨特

的賣點，吸引年輕消費者。

東南亞食品巿場未來發展趨勢重點，包括：(1)掌握消費新體驗可展現差異化及

價值感，(2)推動食品創新生態圈驅動產業發展，(3)借力通路革命開發新客群，(4)東

協邊境經濟合作深化國際產業鏈結。

第五章
東南亞食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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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美國食品產業

摘要

2016年美國食品及飲料（不含菸草，下同）銷售值分別為 3,734億美元、1,252

億美元，銷售占比較大品項為乳品、烘焙食品、休閒食品、碳酸飲料、肉製品及水產

品等。2016年健康因素影響美國食品飲料銷售、新品開發，如消費者食用最低加工程

度的產品、包裝水成長率高，新品訴求則以天然、社會道德及環保、便利、減少等為

主，新品主要成分包括天然素材、黃豆、有機、植物素材等。

2016年美國食品飲料貿易逆差 69億美元，進口值成長 1.5%、出口值微幅減少

0.7%。出口方面，美國屠宰肉類主要出口墨西哥及日本，脫水食品以出口加拿大、香

港為主，多數冷凍食品外銷到韓國、日本等；殘渣廢品出口至墨西哥占比較大。進口

方面，酒精性飲料主要由墨西哥、法國等進口；冷凍食品則從智利、大陸、加拿大進

口為主；大部分罐頭食品自大陸及泰國進口；脫水食品則自墨西哥及越南進口比重最

大。

美國食品產業未來趨勢展望包括：（1）創新技術推動植物性產品開發：美國消

費者對動物性替代品接受度提高，未來將有更多優質和仿真替代品上市；（2）新健

康概念改變產品研發方向：新消費概念逐漸刺激不同食品製造思維的產生，包括可提

供簡單成分標示的產品；（3）便利需求改變產品型態及服務模式：便利性趨勢由千

禧世代引領，其習慣以點心替代主食，另便利性需求已實現於電商平台銷售的成長；

（4）個人化將引領出產業鏈新的整合模式：個人化是營養健康未來重要趨勢之一，

越來越多新創企業 (如 DayTwo)投入，食品大廠如 Campbell也設立個人化營養公司。

食品所 / 黃秋香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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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歐洲食品產業

食品所 /孫以倫 /副研究員
食品所 /鄔嫣珊 /副研究員

摘要

歐洲擁先進技術及豐富天然資源，基本經濟體質及環境成熟。近年面對區域政經環

境劇烈變化，對全球食品產業品質安全精進或科技發展等趨勢議題的引領，仍扮演關鍵

角色。據歐洲 CIAA統計資料顯示，歐洲整體食品消費占家計支出比例約為 14%。東歐

國家占比較高，約為三成；西歐與北歐國家占比較低，約為一成五。2016年歐洲人均食

品飲料消費落差大；北歐及西歐等國家最高，東歐地區因部分國家經濟尚在起步，人均

食品消費較低。2016年歐洲食品飲料市場規模約 1兆美元，較 2015年減少 1.3%。

歐洲前五大食品飲料業製造國為德國、法國、義大利、英國及西班牙。乳製品、烘

焙製品、肉類製品與海鮮及飲料等是重要品類。近年歐洲食品飲料進出口均成長，2016

年食品飲料貿易順差 69億歐元；其中，出口值為 1,158億歐元，進口值為 1,089億歐元。

歐洲食品飲料廠商以中小企業為主，部分廠商已發展為國際大廠。西歐通路商自有

品牌發展相對普遍與成熟，電子商務比重持續增加。2016年歐洲推動相關食品政策的調

整，食品安全資料庫的建置，強化食品包裝標示的易讀性。廠商亦在產品健康及潔淨標

示升級，綠色責任與商機的拿捏，區域及全球經貿關係的因應等，進行產品及策略調整。

未來歐洲食品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包括：(1)持續精進原料與產業鏈風險管控，(2)

爭取潔淨標示產品商機，(3)關注通路變革後消費行為轉變，(4)人口移動及貿易變化的

區域角色及飲食型態正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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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非
酒
精
飲
料
業

摘要

2016年經濟成長率 1.48%，較 2015年 0.72%上揚，有回

穩之勢。在氣候方面，2016年平均溫度 24.7度，與上年持平，

自 4月開始氣溫飆升，於 7、8月溫度近 30度，較 2015年高，

第四季也維持在較高的溫度，整體氣候條件的助力有高有低，

然短時間急降雨、暖冬等極端氣候也會影響短中期飲料消費，

加上整體經濟局勢動能趨緩，對市場銷售皆有互動消長。

在市場活動上，新產品朝向減法設計、訴求天然成分或透

過混搭創新體驗等方向發展。2016年飲料新品總數達 349支，

較 2015年 282支增長兩成。飲料業者投入新品活動的家數自

2015年 39家增為 2016年 54家，但平均一家業者推出新品數

量自 2015年 7.2支減為 2016年 6.5支。各相關企業持續進行

多項新品活動，除各飲料種類內代表品牌持續推出新品類、新

口味產品；在企業投資及發展策略上，包括投資產線、跨國品

牌代工版圖挪移、進行全球布局等；在市場競爭態勢上，除業

內各品類產品彼此競爭外，同時面臨冷飲店及超商異業競爭。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顯示，2016年飲料銷售值達558.6億元，

較 2015年 559.4億元，減少 0.1%，約略持平。以產品種類來

看，茶類飲料銷售值最大達 235.5億元 (+1.9%)，其次為咖啡飲

料 65.2億元 (-0.9%)，果蔬汁 59.3億元 (+3.0%)、碳酸飲料 53.0

億元 (-4.1%)次之，前幾年高成長的運動飲料則呈現持平發展。

展望今 (2017)年，受到第一季經濟成長優於預期，加以隨

景氣好轉及政府提振景氣措施，可望逐步帶動內需回溫影響，

預估國內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2.05%，較 2016年 1.48%為高，

有助於消費市場。2017年飲料新品仍以茶類飲料為重點。整

體市場可有一定成長，各品類呈現彼此消長之勢。

未來非酒精飲料的趨勢重點，包括：(1)碳酸飲料積極因

應減糖風潮，(2)加味水產品朝口味多樣化發展，(3)冰釀氮氣

咖啡成為市場新寵，(4)能量飲料朝向低熱量、新口味發展，(5)

新口味創新與新技術導入，(6)千禧世代打卡風氣加速包裝創

新。

食
品
所/

王
素
梅/

研
究
員

食
品
所/

郭
唐
帷/

副
研
究
員

食
品
所/

林
詠
萱/

副
研
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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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篇

產業篇

第
九
章冷
凍
食
品
業

食
品
所/

鄭
佩
真/

副
技
師

摘要

冷凍食品產業上下游區分為原料、加工、品牌及通路等不

同環節。臺灣冷凍食品產業紮實加工，傳統與新興冷凍、復熱

與物流技術能力，是優勢基礎。目前雖巿場相對成熟，但通路

商及電商強化低溫物流服務，加上倉儲邁入智慧物流管理，對

冷凍食品的產業鏈延伸具正面效應。

2016年臺灣冷凍食品產值占整體食品產值比重的 10.9%。

2016年冷凍食品總產值為 660億元，產量為 71.7萬噸，量值

雙雙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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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冷凍蔬果、冷凍肉品及冷凍

調理食品表現不俗，生產量值均呈現上揚，冷凍水產品成長不

如去年，產量減少，但產值增加。

冷凍食品是臺灣重要食品貿易品項，不論進口或出口，長

期皆居首位。2016年臺灣冷凍食品進口值為 577.0億元，成長

率 11.8%，已連續五年成長。而整體冷凍食品出口值則呈現回

穩拉升，2016年出口值為 409.5億元，成長率為 9.6%。

2016年冷凍食品產業重要動態，主要在品牌及產品翻轉，

技術升級強化外銷競爭力，跨界加入及營運模式改變等。

未來冷凍食品趨勢發展的重點，包括：(1)借助科技新力

量翻轉傳統，(2)成分審視及產品價值再升級，(3)創新詮釋產

品的本質及吸引力，(4)精準掌握全通路零售市場消費群變化。

版權所有© 2017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前瞻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

cielo0201
ITIS背景



10
鮮
食
業

139

產業篇

冷凍食品業

產業篇

第
十
章鮮
食
業

摘要

臺灣鮮食產業鏈發展成熟，且運作已為典範。其成功發

展的關鍵因素在於便利商店有專屬鮮食供應鏈體系支援，且

產業鏈中原物料供應商、鮮食廠、物流配送及 POS系統等

支援系統密切合作。

2016年底臺灣便利商店家數為10,969家，其中7-ELEVEN

及全家兩大連鎖系統占總店數的七成以上。近年便利商店展

店數成長與整體鮮食巿場開發關連度已降低，通路密度、產

品與行銷活動多元性，決定鮮食經營成效。根據食品所 ITIS

研究團隊估計，2016年臺灣整體 CVS鮮食市場規模為 515

億元，較 2015年成長 9.1%。巿場成長動力有二，一是多元

新品對消費者的吸引力，二是廠商擴大投資動作相對頻繁。

2016年各時間點便利商店鮮食產品的發展動態特色，

包括持續擴展新型態店，增加服務廣度；聯名效應發酵，強

化供應鏈能耐；借力科技，掌握來客數及消費需求；品牌重

新定位，提升價值感受。

未來鮮食產業的趨勢發展重點，包括：(1)運用智慧科

技讓服務更加值，(2)掌握感官行銷的創價商機， (3)深化小

眾新客群需求滿足，(4)優化供應鏈的創新整合能力。

食
品
所 /

鄭
佩
真/

副
技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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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篇

產業篇

第
十
一
章

保
健
食
品
業

食
品
所/

陳
麗
婷/

研
究
員

食
品
所/

鄭
佩
真/

副
技
師

摘要

臺灣保健食品產業主要布建於產業中下游。近年拓展臺灣

巿場以外的國際巿場，不論終端消費品的外銷，銷售保健食品

素材，或國際合作，朝國際保健食品產業鏈價值活動合作及連

結，已為臺灣保健食品產業鏈及周邊廠商的重要經營方向。

據食品所 ITIS團隊調查及推估，2016年臺灣保健食品巿

場規模為新臺幣 1,214億元，成長率 5.11%；其中，膠囊錠劑

型態保健食品成長表現優於傳統型態產品。2016年國內膠囊錠

劑保健食品出口表現不如去年同期表現，呈出口值增但量減；

主要外銷中國大陸、越南、香港及馬來西亞。

臺灣保健食品區分為「食品」及「健康食品」兩類。2016

年通過個案審查的健康食品有 21項產品，累計已通過個案審

查的健康食品共 315項；傳統食品與非傳統食品型態比例約為

52:48；前五大功效訴求分別為調節血脂、改善腸胃道、免疫調

節、護肝及骨質保健功能。2016年通過規格基準型健康食品

有 5項產品，累計達 64項。

根據食品所 ITIS團隊調查，2016年臺灣保健食品廠商素

材原料的使用轉以微生物為主，植物為輔；其中微生物原料的

使用比率更已連續三年成長。廠商持續透過申請健康食品認證

強化價值感，截至 2016年底獲個案審查健康食品認證廠商約

138餘家。

未來保健食品趨勢發展重點，包括：(1)全球需求存在且

成長，(2)傳統中草藥及食材機能保健價值深化潛力大，(3)個

人機能保健產品及服務持續突破，(4)挖掘及連結東協夥伴加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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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篇

第
十
二
章

速
食
麵
產
業

食
品
所/

陳
玉
玲/

研
究
員

摘要

速食麵因其方便性與多元口味而風行全球，根據 World Instant 

Noodle Association估計，2016年全球速食麵需求量 974.6億包，以

亞洲為主要消費地區，近年來全球需求量呈現逐年下滑趨勢。

臺灣速食麵市場已邁入成熟階段，面臨鮮食、調理食品等替代

品競爭，以及市場胃納量有限等因素，除了受到 2013~2014年食品

油品事件衝擊外，近年來整體產業變化不大。2016年臺灣速食麵產

值為新臺幣 115.5億元，較 2015年產值成長 14.6%，銷售量值分別

成長 13.6%、12.8%，顯示在廠商推出高價新品以及消費者信心回穩

下，臺灣速食麵市場已走出食用油品事件陰霾。主要廠商包括統一

企業、維力公司及味丹公司等，合計前三大企業銷售量市場占有率

近九成。

在進口方面，2016年速食麵進口值 9.9億元，較 2015年成長

14.8%，主要來自南韓、日本及印尼，約合占進口值的 77%，越南、

香港分居第四、第五。食用油品事件對臺灣本土速食麵品牌造成衝

擊，並為進口品牌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其中消費者較偏好南韓速

食麵，2016年進口值占比比 2015年更高。在出口方面，2016年速

食麵出口值 15.8億元，較 2015年成長 7.5%，主要出口至中國大陸、

美國及香港，約合占八成。

在國內市場動向方面，臺灣本土廠商推出新品仍趨於保守。研

究顯示，2016年臺灣速食麵銷售有近 45%來自高價位產品，反映

消費者口味偏好精緻及為了健康、產品品質願付較高金額購買。

臺灣速食麵產業未來趨勢包括：(1)為了符合消費者需求，廠商

逐步朝潔淨標示方向發展；(2)創新行銷手法帶來消費者體驗與商機；

(3)進口品與電商對本土速食麵威脅程度日益加重；(4)產品創新應

凸顯健康概念，另可嘗試甜味之新品口味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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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篇

產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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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食
用
油
脂
業

食
品
所/

莊
承
曄/

副
研
究
員

食
品
所/

陳
玉
玲/

研
究
員

摘要

食用油脂是日常飲食必需品，隨著消費意識的改變，追求少

油、低熱量、低飽和脂肪酸等健康概念產品，已逐漸影響產業發展。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2016年食用油脂業產值新臺幣 196.1

億元，較 2015年微幅成長 1.27%。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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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消費者較常食用之植物油脂，包括葵花油、橄欖油等，

多以進口粗製油精煉或精製油分裝 /原裝進口等供應。在動物油脂

方面，由於健康考量，一般家庭較少使用動物油脂，豬脂多由臺灣

廠商自行製造，進口則以牛羊脂為主。

在食用油脂供應方面，2016年臺灣食用植物油脂供應量估計

約 67萬公噸，進口 29.7萬公噸。國產以黃豆油為大宗，2016年產

量36.1萬公噸；進口以棕櫚油為主，占食用植物油脂進口量近六成，

其次為菜籽油與葵花油。臺灣食用動物油脂年供應量約為 12萬公

噸，三成為國產、七成為進口；國產以豬油為主要品項，2016年

產量 3.9萬公噸。

由於 2013-2014年食用油品事件影響層面廣，臺灣食用油脂法

令仍朝強化管理制度、提高產業鏈透明度方向發展。2016年主管

機關要求一定規模食用油脂業者實施自主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擴大

電子申報所屬範圍、強化標示與衛生標準等政策與措施。在消費方

面，根據 2016年食品所消費調查資料，臺灣消費者最常食用油品，

前五大依序為橄欖油、葵花油、沙拉油、麻油、調和油，各類食用

油脂食用率皆顯著成長。

未來食用油脂產業趨勢發展重點方向：(1)消費者重視原料及

產品安全，(2)產品朝優質健康發展，(3)多元運用電商通路，(4)提

升產品品質與資訊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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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邊行業篇

第十四章 飼料業
食品所 /賴孟利 /副研究員 

週邊
行業篇

摘要

臺灣飼料產業產值占食品飲料分項產值的第一位。產業受與國內外政策、經貿及食

用油脂與養殖等關連產業影響大。

飼料產品受限於產品形態與保存儲運等問題，約九成以上係以內銷為主，貿易比重

較低。2016年臺灣飼料產值為 726億元，減少 1.3%；受禽流感疫情影響，飼養量減少

等，直接影響飼料需求量。2016年臺灣寵物飼料進口量約 6.4萬噸，進口值約 45億元，

產值持續增長，顯示需求熱絡。

臺灣不同養殖種類使用的飼料產品的狀況有所不同；家禽飼料和水產飼料以商品飼

料為主，豬飼料則以自配飼料為主。飼料產品中，寵物飼料屬高單價產品，隨著飼養意

識的改變，飼主逐漸重視寵物飲食問題 (品質與成分 )，且願意花費更多費用，照顧寵物

生活飲食。對此，有機、機能保健、即時鮮食 (寵物餐廳 )等高值化寵物，成為飼料產

品新產品及新服務開創的重要巿場。

2016年飼料產業重要動態，包括飼料產業聚落集中，經營環境變數增加；各式飼料

日趨強調原料來源及成份，創造禽畜安心健康飲料，且能減少用藥；寵物飼料的機能價

值開展空間及互動模式多元。

未來飼料趨勢發展重點，包括：(1)擴大副產物的加值應用，(2)重視具客製且獨特

的寵物產品巿場開發，(3)經營及合作更為多角化及有彈性，(4)重視全球布局的綜效展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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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食品調味料業
食品所 /鄔嫣珊 /副研究員 

週邊
行業篇

摘要

食品調味料分為調味品及香辛料二大類。調味品包括味精、鹽、醬油、

沙拉醬、沙茶醬、番茄醬及蠔油等各式調味醬及食用醋等品項。臺灣食品調

味料約八成供應國內巿場所需，2016年臺灣整體調味料產值約近 181億元，

產值較 2015年成長 1.4%，產量減少 2.3%。醬油與其他調味料為調味品主要

品項；2016年其他調味品產值表現相對較佳，成長約 7%。

2016年臺灣調味料進口量持續增加，食鹽、咖哩醬及番茄醬是 2016年

臺灣調味品進口的主要品項，主要進口來源為日本、美國及泰國。2016年臺

灣調味料出口量值略降，味精與醬油為主要出口品項；2016年調味料主要出

口至美國、中國大陸及印尼。2016年食品調味料產業的重要動態，包括原料

強調有機及天然等差異價值，產品重視成分及製程的安心價值，政策調整改

變標示規範。

全球調味料巿場依循消費者口味轉變，期待能有更多健康安心與美味兼

具的產品開發。未來調味料產業的重要趨勢包括：(1)潔淨標示持續為產品開

發主軸，(2)異國風味混搭創造食用新氛圍，(3)機能價值能延伸新角色及定位，

(4)多角化及跨業合作突顯調味料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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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食品包裝業
食品所 /黃秋香 /副研究員 

週邊
行業篇

摘要

食品包裝製造包括收縮膜 /膠膜、積層彩藝 /軟性包材、玻璃容器、金屬容器、

紙製容器、鋁箔容器、塑膠容器等業者。食品包裝依產品屬性、運輸及儲存等不同要

求，進行包材及包裝之設計，滿足下游零售通路、食品飲料製造業、餐飲業及物流業

等不同產業需求。

臺灣食品包裝以內銷為主，比重七成以上。2012-2016年臺灣紙容器生產成長平

穩，因受塑膠及紙質等包裝替代影響，金屬罐生產值量逐年下滑，另金屬瓶蓋生產變

動較金屬罐低。2016年紙容器出口值下滑 4.9%，澳洲和新加坡是主要外銷市場；塑

膠瓶出口金額則成長 7.9%，出口市場以日本、美國、香港等為主；馬口鐵罐出口值下

降兩成以上，重要出口市場包括泰國、日本、菲律賓。

2016年食品包裝業發展趨勢包括：（1）智能標籤減少食物浪費：食品包裝與感

測器結合，確保產品品質與新鮮度；（2）生質包材利於環保目標：國際食品飲料大

廠朝非糧食料源，進行生質包材開發應用；（3）因應不同生活情境需求：消費者期

能方便抓握使用、攜帶、儲存等，廠商要能提供不同包裝尺寸；（4）增加與消費者

互動：藉由標籤、數位印刷技術等，達到產品客製化 /個人化，增加消費者對品牌的

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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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食品機械業
食品所 /黃秋香 /副研究員 

週邊
行業篇

摘要

整體臺灣食品機械業廠商數約 250家，規模多為中小型企業。上游設備材料、零

組件品項多且複雜，廠商非僅供應食品單一產業，中游食品機械組裝與製造為產業主

幹。機械種類依最終應用食品飲料型態及功能作區隔，粗分為粉粒體、黏體、液體及

固體用設備、包裝設備、餐飲設備。與其他機械設備不同之處，除考慮產品製程外，

食品機械相當重視衛生安全及清洗管線等條件。食品飲料市場更迭速度快，食品業者

不斷增加新品數目及縮短產品生命週期，加工設備需具高度生產變動彈性。

2016年國內食品機械出口值較上年下滑 4.9%，影響國內食品機械業生產值減少

11.5%。同年食品機械進口值下滑 2.79%，因糕餅機、肉或家禽加工機械等進口金額減

少四成以上，主要進口來源國包括日本、大陸、德國等；而國內食品機械出口值下滑

4.9%，因瓶罐袋等包裝設備、其他第 8438節所屬設備等出口金額減少 4%以上，重要

出口市場包括大陸、美國等。

2016年食品機械業發展趨勢包括：（1）機械聯網提升生產彈性：加工設備導入

聯網控制架構，強化不同產品製程的管理與排程決策；（2）視覺感測器添設備識別

能力：食品設備應用視覺感測器，提供產品定位及引導問題確切位置；（3）借力拓

銷東協新興市場：廠商可透過拓銷團、貿易洽談會等方式，持續布建貿易網絡；（4）

技術加乘產品創新價值：國內業者積極導入數位控制、機械手臂、視覺系統等元素，

提高最終產品的創新與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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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餐飲服務業
食品所 /鄔嫣珊 /副研究員 

週邊
行業篇

摘要

餐飲產業鏈包含食材生產與進口、食材初級加工、餐食調理加工及餐廚具設備供

應等環節。在食材調理加工部分，已有部分大型連鎖業者設置中央廚房進行食材初加

工及餐食半成品，再交由門市進行後續烹調處理。除既有餐飲業體系多元發展品牌外，

亦有其他領域業者如百貨通路業，積極引進或自創餐飲品牌，由供給面帶動餐飲業蓬

勃發展。

2016年營業額為 4,394億元，較 2015年成長 3.6%。餐館業、飲料店與其他餐飲

業等各類別的營業額，分別為 3,720億元、491億元及 183億元，各類別皆較去年成長；

其中，飲料店成長幅度仍為較大。2016年臺灣連鎖餐飲店數為 8,669家，較 2015年

成長 12.4%。

2016年餐飲業相關上市櫃公司經營的表現及動向，營收以 F-美食 (85度 C)營收

最高，其次為王品集團。晶華集團營業利益最高，其次為 F-美食 (10.72%)及六角集

團 (10.52%)。強化品牌及餐食定位，進行店面形象優化及轉型，重視對東南亞及美國

等海外巿場的擴展與國際合作等。

未來餐飲業重要的趨勢發展方向包括：(1)新品牌的創價表現，(2)品牌精神的黏

著度效益，(3)跨業及國際的多元合作，(4)產業鏈及國際影響力的紮實及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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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食品流通業
食品所 /孫以倫 /副研究員 

週邊
行業篇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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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及智慧生活普及，影響消費行為及購

物模式。虛擬通路興起，驅動物流宅配等周邊服務發展及上游環節的經營變革。

2016年臺灣食品批發與零售業合計營業額為 13,956億元，食品飲料批發業營業

額為 9,144億元，食品飲料零售營業額為 4,812億元。整體消費市場通路以食品專門

店營業額最高，其餘依序為便利商店、無店面零售、量販店及超市。

2016年實體通路店數仍有增加，尤以便利商店通路增加最多。通路朝創造消費者

的體驗價值升值，展現通路吸引力及特殊價值。2016年臺灣便利商店總計 10,300家，

便利商店店面網絡已完整。超巿店數持續增加，品牌定位及服務轉換是重要發展點。

隨電子商務活絡，量販店加入生鮮外送、網購宅配及到店快速取貨服務等營運模式調

整，改變原有通路定位及服務形態。各連鎖通路品牌強調安心健康品牌價值，有機通

路成長走緩。

2016年流通業重要動態，包括：(1)限定產品拓展新商機，(2)食品安全監管責任

擴大，(3)跨產業投資助力智慧零售發展，(4)強化個人消費體驗。

隨科技及消費需求等環境變化，未來食品流通發展重點，包括：(1)科技融入強

化資訊及數字影響力，(2)以安心健康展現通路價值，(3)服務設計扣合消費生活需求，

(4)智慧零售驅動虛實通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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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潔淨標示趨勢與展望
食品所 /賴孟利 /副研究員 
食品所 / 陳麗婷 /研究員

議題 篇

摘要

食品產業趨勢重點多元，包括「潔淨標示 (clean label)」、「體驗樂趣」、「高齡社會」、「特
殊族群」、「超級食品」、「創新包裝」、「新創力量」、「物流革命」、「通路革命」及「購

併影響力」等。趨勢變化中，潔淨標示對食品產業本身最巨大且將持續發展，帶動天然取代、

無人工化學添加劑、成分來源單純或最少加工製程產品的發展風潮。潔淨標示的巿場需求明確

且存在缺口，未來在產品原料、製造、通路、供應及經營等面向，保有及創造更多的消費者安

心價值，皆影響其擴展的方向及速度。

國際市場趨勢動向，包括 (1)全球消費需求明確且願為潔淨價值多付費；(2)食品廠商視潔
淨標示為企業策略調整重點；(3)上游添加物廠商的天然替代發展火熱；(4)餐飲服務加入強調配
料單純化；(5)新興技術導入，有助於滿足潔淨食品之挑戰等。

臺灣消費者思維調查及推敲，包括 (1)消費已在改變，但「純天然」標示信賴度轉低；(2)
政策投入與產業自主管理有助消費者認同；(3)潔淨標示最重視無添加及來源透明；(4)最在意標
示日期、成分及原料來源；(5)天然仍是關鍵產品標示宣稱，無添加訴求亦重要。

未來關鍵思維及行動：(1)從食品潔淨升級拼圖找解方，針對不同切入角度及行動思維，擬
定適宜的解決方案；(2)食品潔淨標示升級的產業鏈突破，從生鮮原料端到消費端，需共同接力
與簡化目標才能達成；(3)潔淨標示產品的商業模式，需有效串連產業鏈所有合作夥伴，以貫徹
潔淨升級終端產品的價值主張；(4)未來商機行動方向，需透過產業鏈上下游及產官學研共同合
力達成及突破，才能明確培育重點基礎及掌握商機。

版權所有© 2017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前瞻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

cielo0201
ITIS背景



21
食
品
供
應
鏈
智
慧
應
用
發
展

291

議題篇

第二十一章
食品供應鏈智慧應用發展
食品所 /黃秋香 /副研究員
食品所 /孫以倫 /副研究員

議題 篇

摘要

全球製造業生產要素條件遞減，所形成的推力，加上全球競逐智慧科技應用產業的拉

力，為推動智慧供應鏈生態的兩股重要力量。建構智慧化製造、配送、銷售和消費的系統，

可快速反應或預測下游廠商及市場需求，成為國際食品價值鏈重要競爭優勢。

全球食品產業環境變化快，電子商務、行動購物、智慧化生產等議題和訴求，正改變

食品業生產方式、服務機制與流通系統。因應產業環境改變，食品供應鏈上下游各階段導入

新興科技，使得原料供應監控體系創新、食品製造模式翻轉、倉儲物流準確度 /可靠性提升、

擴增消費端創新價值等，建構彈性靈活與智慧化的供應鏈。

國際主要廠商發展食品智慧供應鏈生態之關鍵，在於掌握消費者需求脈絡，繼而建構

智慧化流程並創新產品與服務模式，以達提升產品與服務效益。據此，廠商借力新興技術與

平台，深化與品牌互動性，提供無縫消費體驗。另智慧化流程激發許多創新模式與服務，改

變企業內部產品研發、運輸配送、經營方式、消費體驗等。而技術於供應鏈生態智慧化過程

中，協助建構競爭門檻，並由產品衍生產新服務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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