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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食品及餐飲互動平臺搭建 
之價值與效應 

陳玉玲  陳麗婷  謝侑蓉  蘇桂香  簡相堂 

 

摘  要 

面對國際化的潮流以及國內市場成長有限，臺灣食品企業經過數十年深耕

本土市場，已培養出生產、研發、行銷等經營管理的優勢能耐，再加上政府開

放赴中國大陸投資等政策因素激勵下，臺灣食品企業已陸續赴中國大陸拓展市

場，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中國大陸已是臺灣食品工業對外投資的

主要地區。 

根據食品所觀察歷年來兩岸互動之發展，本研究篩選兩岸食品及餐飲業互

動的重要議題，分析臺灣食品產業如何透過兩岸交流與合作，拓展中國大陸市

場並提升影響力。主要研究議題包括：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臺商企業佈局、

政府與民間交流之互動平臺、兩岸互動關注重點（食品安全、產業標準、企業

誠信體系建設）、兩岸企業合作、兩岸互動關鍵問題、兩岸互動展望。  

本研究發現兩岸互動問題包括：互動平臺之持續性與效益性、十二五規劃

商機、大陸投資環境之不確定性、相關法規與標準之變化與適用性、綠色通道、

資金與結盟等。對於兩岸食品及餐飲業之互動展望如下：  

1. 在食品方面 

(1) 臺灣食品企業已具有多項經營管理競爭優勢，臺商應運用中國大陸十二

五規劃等政策利多因素，推升經營動能，擴展在當地的市場地位。  

(2) 兩岸具有優勢互補效益，但大陸食品業發展迅速，臺灣廠商應關注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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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情形，例如建立雙方原料管制平臺、降低拓銷大陸障礙等。  

(3) 落實兩岸食品相關協議，瞭解廠商需求，藉由制度化協商管道或溝通平

臺，協助解決產業問題。 

(4) 思考兩岸未來產業競合的因應策略，創造雙贏效果。  

2. 在保健食品方面 

(1) 臺灣保健食品產業限制因素在於市場及通路，藉由兩岸合作解決市場規

模及通路問題。 

(2) 提供平臺協助理解大陸法規及申辦保健食品認證等資訊。  

(3) 建議兩岸可從開發獨特性素材及品牌、代工服務著手，進入產業供應鏈，

佈建市場。 

3. 在餐飲服務方面 

(1) 掌握二級以下城市之產業動態與消費趨勢。  

(2) 整合資源、建立策略聯盟，促進業者之互動。  

(3) 放寬大陸餐飲人才來臺之限制。 

 
************************************************************************************* 

計畫編號：12G436-03 

委託單位：經濟部技術處 101-EC-17-A-31-R3-0453-6 

調查報告：第 101 - 5306 號 

提出日期：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一月  

研究人員：陳玉玲－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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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視中國大陸食品及餐飲市場 

1.1 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之重點與商機 

「五年計劃」是中國大陸針對全國重大建設項目、生產力分佈和國民經濟重

要比例關係等做出規劃，制訂經濟發展目標和方向。從 1953 年開始，已經完

成十一個階段的五年計劃。2010 年 10 月中國大陸頒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簡稱“十二五”），自 2011 年起實施，『區域均衡發展、

灌輸環保意識、調整經濟結構』是三大重要主軸，擴大內需市場、提高進口金

額是經濟發展重點，據以調整經濟結構，縮小貿易順差，改善人民生活。  

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重點是在“十一五”基礎上大力推進『二三四』，全面

建設小康社會，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中，『二』是指鎖定

區域發展和產業升級之兩大主題；『三』是要推動從外需轉向內需、從高碳轉向

低碳，以及從國強轉向民富之三大轉型方向；『四』是指擴大消費、城市建設、

生產性服務及七大新興產業等四大投資亮點。  

根據 McKinsey 研究顯示，在此政策方向下，食品工業是帶動大陸內需消

費市場的引擎行業之一，預期在城市化、增加收入及消費環境轉變等市場因素

驅動下，食品飲料將是受惠行業。 

1.1.1 食品 

(1)《食品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是行業發展的指導性文件 

2011 年 12 月，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與工業和信

息化部（簡稱“工信部”）聯合發佈《食品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簡稱“食品工

業十二五規劃”），作為“十二五”時期全國食品工業發展的指導性文件，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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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兩岸食品及餐飲業互動平臺 

 

2008 年臺灣開始推動兩岸兩會的制度性協商，同時也推動兩岸經貿交流正

常化。當年，全球面臨金融海嘯的襲擊，而臺灣由於兩岸關係改善，快速解決

了金融海嘯的衝擊，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與早期收穫項目正

式上路，以及民間消費漸趨活絡下，臺灣經濟成長率由 2009 年-1.81%提升為

2010 年 10.72%。以下針對近年來兩岸政府互動之制度化協商、食品相關協議、

搭橋專案，以及民間交流等進行分析。  
 

2.1 政府層面 

2.1.1 兩岸制度化協商 

近年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以及全球化與區域經濟加速整合的趨勢，兩岸經

貿已成為臺灣經濟發展最不可忽視的關鍵部分。中國大陸是臺灣最大貿易夥

伴、最大出口地區、最大貿易順差來源，也是臺商對外投資的最主要地區。根

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1991 年至 2012 年 9 月止，共核准食品及飲料

業赴大陸投資達 2,672 件、34.0 億美元，分別佔總投資的 6.7%、2.8%，雖然

佔比不大，但是食品業臺商在中國大陸食品飲料市場的發展已佔有相當重要地

位。 

2008 年兩岸重啟制度化協商管道，雙方由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

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在 2008 年 6 月及 11 月分別在北京及臺

北舉行 2 次江陳會談，為制度化協商奠定基礎。  

2008 年 6 月 13 日兩岸順利簽署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7 月 4 日大陸

旅客首發團抵臺，7 月 18 日協議正式實施。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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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兩岸食品及餐飲業互動重點 

 

兩岸食品及餐飲業之互動，市場拓展與產業發展是其中最關鍵的核心，然

而圍繞核心的重要議題主要係食品安全、產業標準及品保認證。這些議題皆與

產品之品質與衛生安全息息相關，亦是兩岸食品及餐飲業互動中最常被提及與

探討的重點，前述兩岸政府層面之相關互動平臺，幾乎與食品安全密不可分。

大陸方面期待與臺灣各界的互動中，可以吸取臺灣多年品保與安全經營管理的

經驗，甚至經由雙方合作改善既有問題；而臺灣方面則將此視為與陸方洽商合

作的利器，期藉此敲開商機。以下就此三個議題，說明大陸目前之現狀與擬解

決之作法，並進一步研析其中臺灣廠商應重視之要點以及可運用之商機。  
 

3.1 食品安全 

3.1.1 食品 

(1)食品安全是中國大陸食品行業發展的關鍵 

食品產業鏈的全球化增加確保食品安全之難度。食品安全是全球面臨的難

題，受到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的重視，各國對食品安全投入不斷增加，而中國

大陸亦不例外。 

食品安全議題是中國大陸食品行業發展的關鍵。根據 2012 年 1 月 6 日中

國大陸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社旗下的《小康》雜誌與北京清華大學聯合

發佈的「2011~2012 年中國飲食安全報告」，對全中國 1,036 人進行調查顯示，

80.4%受訪者對當前的食品沒有安全感，91.3%非常關注食品安全事件，顯示

食品安全事件嚴重影響消費者信心。該項調查也發現，94.5%受訪者認為中國

大陸食品安全存在問題，儘管中國大陸當局已加大對食品安全監控，仍有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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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兩岸食品及餐飲企業合作 

4.1 食品 

臺灣自 2009 年 6 月 30 日起，對陸資來臺投資採正面表列方式分階段開

放，兩岸對於陸資來臺投資申請程序如表 4-1。根據 2012 年 3 月 30 日經濟部

經審字第 10104602380 號令修正發佈，《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之

食品工業共有 21 個細業別（表 4-2），從該正面表列清單中可以發現，目前政

府對於陸資來臺投資，其限制條件大多以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

比率須低於 50%。臺灣食品企業積極開拓中國大陸市場，其中上市櫃食品企業

與大陸企業合作事項詳如表 4-3。但大陸企業來臺投資食品業相對較少，近期

有復星集團以新臺幣 3.6 億元投資知名鳳梨酥廠商維格餅家 2 成股權。 

表 4-1  兩岸對於陸資來臺投資申請程序 

投資專案  設立企業  
項目  

地方企業  中央企業  地方企業  中央企業  

大陸流程  

1. 省級發改委初

審  

2. 國家  

直接向國家發改

委申請核准  
1. 省級商務監管

部門初審。  

2. 報 商 務 部 核

准。  

直接向商務部申

請核准  

臺灣流程  

1. 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遞送申請書。  

2. 投審會先向商業司查詢公司登記。  

3. 投審會召集各業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始送審階段。  

4. 於每月召開的投審會提會審查並准駁是否來臺投資。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中國商務部等網站（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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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兩岸食品及餐飲業互動之關鍵問題 

5.1 食品 

(1)兩岸已搭建互動平臺之持續性與效益性 

兩岸制度化協商管道已發展數十年，其間雖有中斷，惟已於 2008 年恢復

協商機制處理兩岸交流問題。在臺灣方面，由總統府至行政院及相關部會已建

立決策規劃與執行之運作機制，其中由陸委會職掌統籌全盤性大陸政策之研

究、協調等與部分執行；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接受政府委託辦理有

關兩岸民間交流涉及公權力的事務性、技術性等事項。而大陸方面設有「海峽

兩岸關係協會」，屬國務院授權處理海峽兩岸事務的機構。  

隨著兩岸交流日漸頻繁，再加上政府政策帶動下，不論是經濟貿易、食品

安全、檢驗檢疫、教育文化、觀光旅遊…等，多已逐漸顯現出對臺灣整體發展

的影響，多數臺灣食品企業對於兩岸開放交流與合作表示樂觀其成。根據陸委

會歷年調查顯示，臺灣民眾支持政府持續透過制度化協商來處理兩岸交流問

題，對於近年來兩岸共舉行 8 次江陳會談、簽署 18 項協議，半數以上民眾認

為有助於臺灣整體發展。然亦有部分企業或民眾擔心兩岸交流過熱，而影響國

家安全與產業空洞化問題。 

在民間交流方面，外貿協會受經濟部國貿局委託，每年均在中國大陸辦理

多場臺灣名品博覽會及洽商會等活動，協助廠商打開在中國大陸的知名度，每

年均有不少中小型食品廠商參展。例如家會香食品公司為臺灣中小型糕餅業

者，多年來均參加外貿協會辦理的名品博覽會等活動，推廣其『皇族』品牌產

品，根據該公司黃董事長表示，在參展期間臺灣食品頗受中國大陸消費者、代

理商或通路商歡迎，有助於提升廠商知名度，然而，中小型廠商之資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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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兩岸食品及餐飲業互動展望 

6.1 食品 

(1)廠商期待掌握因政策加持而大幅躍升的中國大陸食品業商機 

1990 年代食品業臺商陸續拓展中國大陸市場，部分已有相當成就，也帶動

中國大陸食品產業的快速發展。13 億人口的內需市場是中國大陸食品工業持續

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人民收入的有效提升及對健康要求的提高是激勵食品工業

發展的主要支撐力量，根據 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BMI）估計，2011

年中國大陸食品消費為 551.0 億美元，預測 2012 年成長 12.0%達 623.5 億美

元，另 2012 年進口食品規模將成長 5.1%達 535.5 億美元。目前大陸食品行業

仍處於快速成長期，在中國大陸 “食品工業十二五規劃 ”的政策利多下，預期

2015 年食品工業產值將達到人民幣 12.3 兆元。 

“食品工業十二五規劃”將肉類加工、乳製品、飲料、方便食品、配料工業

等作為重點行業，並指出應提高行業進入壁壘、培養大型企業。受惠於增強內

需的方針，以及國民消費力的提高，對各類食品飲料的需求有增無減，市場對

食品及飲料行業的前景繼續抱持樂觀預期。在擴大內需的刺激下，中國大陸食

品市場的龐大商機是各國廠商積極搶食的目標，而臺灣食品工業歷經數十年的

發展優勢，可以為中國大陸食品產業發展提供寶貴經驗。食品安全、營養與健

康、產業的自主創新等，是兩岸食品產業面臨的共同問題，需要兩岸食品科技

與產業界共同努力，在互補中共同提升。  

(2)兩岸食品業優勢互補 

現階段兩岸食品業在市場、技術、生產及經營等各項構面上，皆存在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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