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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臺灣健康飲食新革命 

陳麗婷  張嫈婉  謝侑蓉  黃秋香  簡相堂 

 

摘  要 

健康需求正在變化。歐美、臺灣或中國大陸等新興國家，消費者的健康需

求持續增長與轉變。健康標準如何界定？目前歐美各國產業界及政策紛紛就減

鹽、減糖、減熱量等健康飲食標準，進行產品開發及長期規劃。而飲食與消費

者口味密切相關，健康趨勢下，結合消費趨勢及網路互動等混搭效應，未來健

康飲食將產生何種變革及不同面貌，值得細究推敲。本研究提出幾項有關未來

臺灣推動健康飲食新革命的建議如下：  

1. 趨勢：借鏡國內外健康飲食推動現況及趨勢方向。以健康飲食價值鏈的角度，

透過消費需求變化、原料健康升級轉型、食品餐飲廠商健康策略作為及法規

動向變化等四個面向進行分析與陳述。相關發現可為作為思考或規劃未來臺

灣健康飲食的基礎及方向。  

2. 模式：針對產品特性慎選健康升級模式。臺灣可視產品本身的差異價值，區

分「健康創造」及「健康跟隨」二種健康升級模式。「健康創造」係針對具有

臺灣或中華飲食概念或口味等差異化產品，持續加強健康的創新及升級，讓

產品在國內外創造無可替代的價值。「健康跟隨」係針對國際廠商已相繼投入

的項目或全球性無差異的產品，以貼近觀察國際原料及應用廠商動向，適切

的追隨國際廠商動作，避免其健康升級產品逐步替換巿場產品，改變原有巿

場的競爭格局。  

3. 策略：依企業能耐慎選健康升級及變革的策略。本研究提出三項健康升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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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策略，一是系統且細緻的消費觀察，讓產品符合需求或創造感動，而非

線性思考。二是核心能耐的提升與創造，讓獨特能耐與健康趨勢的連結或產

生價值。三是借力使力，創造可加值的價值鏈合作關係，尋求適切的健康升

級夥伴及具競爭力的成本規劃。同時本研究亦提出五大運作關鍵重點審視運

作方向，可針對前述三項升級與變革策略逐一審視。  

4. 藍圖：本研究綜整研究內容，對臺灣健康飲食升級與變革提出短期、中期及

長期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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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動因與商機 

1.1 動因 

(1)健康需求為關鍵飲食趨勢，但細節內含複雜且多元  

消費需求是真正拉動食品創新的根本力量。相對於「便利」、「愉悅」及「環

保與道德」，「健康」的消費趨勢最受關注(圖 1-1)。主要的原因在於具健康概念

的新產品，其產品開發上可以著墨的空間仍大；加上近年國內外走健康路線的

食品或餐飲，年成長率多有二位數的表現。在供需雙方的推力與拉力帶動之下，

巿場發展備受期待。  

 

智慧生活

在地

品牌

CP值

文化

故事

認證

體驗

全球食品消費趨勢：圍繞一個核心、四大方向與八個連結發展

 
資料來源：食品所 (2012/11) 

圖 1-1  全球食品消費趨勢：健康發展最受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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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費需求正在演化 

(1)不確定性的時代，消費者健康需求演化快速且變異大  

國際經濟、社會及科技及政策等環境快速變化，消費者的飲食需求趨向多

元。綜觀國際對食品消費趨勢的觀察 (表 2-1)，可以發現健康係消費者關注且不

斷提升的需求方向，但絕非唯一的考量。隨環境的變化，消費者對健康的需求

升溫，已逐步與心靈愉悅、生活型態及經濟壓力等各種生活層面連結，演化出

不同的多元面貌，健康的商機亦在轉變。  

而消費者對健康飲食之需求日益興盛蓬勃，逐步導引先進國家及新興國家

的食品產業及餐飲巿場的發展，勢必成為未來引領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近年

健康需求演化亦帶動各國政府政策以及主要食品企業之產品與技術研發，及營

運策略的轉變與創新；包括修訂營養膳食建議、推動減鹽運動或考量徵收脂肪

稅等相關政策，成為受關注且持續變革的重點議題。  

表 2-1  國際食品消費需求趨勢重點  

趨勢研究  重點觀察內容  

2012 重要  

飲食文化趨勢  

美國 Hartman Group 提出十二項持續影響消費者食品消費與市場行銷之

重要飲食文化包含：  

1. 各年齡層的飲食自主性提高：  

2. 獨自用餐人口增加；  

3. 點心文化盛行；  

4. 非計畫性、立即性消費頻率增加；  

5. 多元化家庭型態 (如單身 )帶來多元飲食文化；  

6. 健康為良好食品品質關鍵因素；  

7. 不同社會階級飲食相關之價值主張、偏好等差異明顯；  

8. 營養教育改變食品消費行為；  

9. 多元食品相關活動為食品產業帶來新的願景；  

10. 好玩有趣乃未來食品行銷重要元素；  

11. 文化深深影響食品飲料之品牌價值；  

12. 零售業應致力於發展公司文化、創造故事並改變傳統生產觀念。

(Foodstuff, 201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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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料健康升級及轉型 

3.1 原料來源回歸天然 

天然、無添加等健康概念，係食品朝健康方向創新開發之重要方向 (圖

3-1)，亦係爭取消費者信賴，及提升產品競爭力與價值的重要關鍵。但若就原

料升級及轉型的重要作為及趨勢影響觀察，2012 年全球天然原料訴求中，三大

關鍵重點則包括蔬果夯、無添加受歡迎及天然色素掘起等。其中無添加亦為近

五年全球、亞洲及歐洲食品飲料最重要的宣稱 (表 3-1)，顯示訴求原料的天然純

淨，係產品朝健康升級最基礎亦最能直接反應健康的概念。  

 

天然
純淨

健康
食材

天然
原料

有機
栽培

產品
無添加

食品添加劑
如色素等…

添加必要性…

化學合成天然食材比例
種類多元

安全
無農藥殘留

回歸天然
食材本身

關鍵門檻：(1)消費者教育 (2)願付價格WTP

•蔬果
•全穀物
•…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2/11)。  

圖 3-1  天然純淨的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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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廠商健康策略布局與商機 

4.1 產品：規劃健康發展路徑 

(1)回應消費需求變化  

隨消費者對低糖、低熱量、低熱量、低油脂、純天然及機能保健等食品飲

料的健康需求不斷提升，食品飲料朝健康升級及轉化是必然的趨勢。回應消費

者的健康需求，近年食品逐步透過改善技術、配方與製程，兼顧口感美味與健

康安全，以減少熱量、降低過敏源、縮小包裝、應用創新替代素材等方式，降

低消費者身體負擔。  

(2)廠商健康目標及路徑規劃正在進行  

食品廠商如何在滿足消費者健康需求下，逐步朝兼顧健康與美味的階段性

目標運作，一方面展現產品優勢，一方面突顯企業經營及健康優化的決心，對

廠商而言，健康升級的規劃及實際運作正在展開(表 4-1)。  

以近年積極朝食材供應及提供解決方案的聯合利華為例，其飲食策劃的健

康策略，即包括提供減糖、減脂及減鹽等多元產品選擇。據資料顯示，截至 2011

年其旗下的產品已累計減少 3 萬噸的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3 千噸的納鹽及 1.7

萬噸的糖，同時開發有機、全穀類及蔬菜等增量的產品，包括 V8 蔬果汁、骨

片、蔬菜湯品等。策略轉換反應在企業的產品營收增長，對策略的轉型給予正

面力量。美食與健康的權衡，在推動健康升級及變革中，是一門科學，亦是一

種藝術。因此，本節將針對食品廠商正規劃性運作的健康製程改善 (減糖、減油

及減鹽等)，進行分析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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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規環境動態變化與因應 

5.1 法規調整現在進行式 

(1)確保食品安全，國內外法規重新審視及調整加速  

回應消費者對健康議題的關注，近年不論歐美、新興巿場或國內，食品健

康安全相關的法規變化，動作加大且速度加快(表 5-1 及表 5-2)。 

以歐盟為例，2012 年 1 月重啟食品添加劑的安全性評估工作，將色素、甜

味劑、防腐劑、乳化劑、抗氧化劑及上光劑等 26 項功能性食品添加劑列示為

優先評估對象。2011 年 11 月歐盟即規定，所有食品飲料包裝頇清楚標識脂肪、

糖、鹽、碳水化合物及卡路里等含量；禁止人造食品，如人造乳酪等簡稱為乳

酪。同時需標示可能引起過敏反應物質；能量飲料等含咖啡因食品需標示對孕

婦和兒童的警語；新鮮肉製品頇標示產地標籤；同時逐年實施。除標示外，歐

盟亦對食品標籤用語重新進行審視。規定 2012 年 12 月起將禁止食品使用未被

批准的食品標籤用語，確保消費者獲得真實營養資訊。歐盟食品安全部門 2008

年開始收集各國食品標籤用語，共收集 4.4 萬條。經過嚴格審核，最終僅 222

條食品標籤被允許使用；另有 2000 多條標籤用語仍在審核中。  

以中國大陸為例，其根據最新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十二五‛規劃》，將

於 2013 年前完現有 2,000 餘項食品國家標準和 2,900 餘項食品行業標準的清

理與整合，2015 年底前制修定完成肉類、酒類、植物油、調味品、嬰帅兒食品、

乳品、食品添加劑、保健食品、水產品、糧食、豆類製品、飲料類等 13 類相

關食品安全標準。相關產品標準的規範或新制度的頒布，未來三年可預期仍將

持續大幅度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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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動臺灣健康飲食新革命 

6.1 臺灣健康飲食升級與變革關鍵重點 

(1)健康升級具策略目的及價值  

健康升級與變革係全球食品與餐飲的趨勢方向，就前述章節內容說明，角

度很廣，具運作空間及商機的前景可觀。除理解國內外健康飲食動向及發展路

徑，思索運作方向與消費需求及法規規範方向一致外，相對更重要的是適切於

臺灣整體產業或各別廠商的升級或變革的方向選擇。讓臺灣飲食的健康升級，

不論對國內產業的價值提升或在國際巿場做臺灣下一代新競爭力產品的培育，

皆有其策略性目的及價值(圖 6-1)。  

 

紅海

新藍海

紅海

國內巿場 國際巿場

健康價值
新產品

(或服務)

現有產品

新藍海

1

2

(下一代競爭力產品)

1

 
資料來源：本研究 (2012/11) 

圖 6-1  健康升級的策略目的與價值  
 

(2)選擇：視差異價值區分「創造」及「跟隨」二種健康升級模式  

健康升級及轉型的目的在於創造差異化價值。全球食品及餐飲業者相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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