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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食品產業

第 一 章

第一章 台灣食品產業

摘要

台灣食品工廠約六千家，僱用從業員工 12 萬人，2012 年產值 6,533 億

元，在製造業產值中排行第七位。產品主要用於國內市場需要，出口金額 901

億元，占產值比率為 13.8%；進口金額為 2,049 億元，占加工食品市場需求

的 26.7%。

當前食品工業可涵蓋 23 個子行業，前七大行業為動物飼料配製業、屠宰

業、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不含酒精飲料製造業、菸草製造業、磨粉製品

製造業、碾榖業業；七大行業的產值比重達 60.0%；2012 年產值占比增加的

子行業為其他酒精飲料製造業、調理食品製造業、乳品製造業、糖果製造業、

麵條粉條類食品製造業、動物飼料配製業、不含酒精飲料製造業、冷凍冷藏

蔬果製造業、製茶業。2013 年預估整體產值微幅成長至 6,544 億元，成長率

不超過 1%、產值規模超過 280 億元的產業將包括動物飼料配製業、屠宰業、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不含酒精飲料製造業、菸草製造業、磨粉製品製造

業、碾榖業、食用油脂製造業、乳品製造業、調理食品製造業。

預期 2012 至 2017 年食品工業成長 12.0%，個別行業產值成長率超過

10%、規模超過 280 億元的產業將包括動物飼料配製業、屠宰業、未分類其

他食品製造業、菸草製造業、磨粉製品製造業、食用油脂製造業、冷凍冷藏

肉類製造業、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未來食品工業將更重視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生物科技、資訊科技及產銷

履歷等品保措施，並開發更多適合國內外消費者食用的產品，進行全球化佈

局，爭取散佈全球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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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中國大陸食品產業

第二章 中國大陸食品工業

摘要

2012 年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為人民幣 51.9 兆元，較 2011 年成

長 7.8%。2012 年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為 20.7 兆元，較 2011 年成長 12.1%。

2012年中國大陸居民受到物價上漲壓力，其中食品價格比 2011年上漲 4.8%。

「十二五」規劃等政策因素，人均收入及可支配收入提高，人口城市化

將帶來生活方式的改變，創造食品行業發展的巨大空間。

根據中國食品行業協會資料，2012年中國大陸食品工業產值達9.0兆元，

其中大中型食品工業企業產值約占一半。以區域發展而言，產值占比較大者

在東部，其次為中部，發展已日趨平衡。2012 年中國大陸食品工業銷售值達

8.8 兆元，較 2011 年成長 21.1%。

在食品貿易方面，中國大陸仍持續出現貿易逆差現象，根據中國海關統

計資料，2012 年食品進出口值分別為 874.3 億美元、542.5 億美元，預期未來

在生活型態轉變及政策因素刺激下，進口食品將愈來愈多，貿易逆差將持續

擴大。

目前中國大陸食品工業面臨生產成本持續上升、消費者對食品安全失去

信心、及遭受國外原料供需與內需市場等環境因素的衝擊。因此，提高農產

資源綜合利用程度、運用區域資源創造差異化與規模效益等，是食品工業積

極發展的課題。展望未來，安全、營養、保健等仍是食品消費的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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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食品產業

第 三 章

第三章 日本食品產業

摘要

日本食品製造業的生產值為 33 兆 7,467 億日圓，占總製造業比約為 12%。而

從業人員有 1224,862 人，占總製造業比約為 16%，與輸送用機械業兩者都超過

10%。因此，食品工業在日本經濟與社會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已成為僅次於輸

送用機械業為日本第二大產業。

在進出口方面，2011 年日本農林水產食品進口值有 725 億 7,347 萬美元，比

2010 年的 584 億 5,772 萬美元，約成長 24.15%。預測 2012 年的進口值將成長

12.73%，為 820 億 3,753 萬美元。主要進口來源國，以來自美國占最多，為

23.4%，而排行 2~5 名分別是中國大陸（12.6%）、泰國（6.7%）、澳洲

（6.5%）、巴西（4.6%）。前五名國家的進口值約占整體農林水產食品進口總值

的五成三八。2011 年日本農林水產食品出口值為 44 億 6,657 萬美元，比 2010 年

的 46 億 504 萬美元，約負成長 3.01%。預測 2012 年的出口值將負成長 11.61%，

為 39億 4,800萬美元。日本主要農林水產食品出口對象國，以出口至香港占最多，

為 24.5%，而排行 2~5 名的分別是美國（15.2%）、台灣（14.5%）、韓國

（8.7%）、中國大陸（7.1%）。前五名國家的出口值約占整體農林水產食品出口

總值的七成。

本來日本政府預想在 2011 年 2 月以後，其市場會從 2008 年受雷曼衝擊（Ri-

emann Shock）起的不振，漸漸活絡起來，但不幸的卻是發生不可預料的 311 東日

本大地震。食品產業在面臨此一沒有經驗過的困難狀況下，可說是迎接一個新的轉

換期，而如何克服此一轉換期，又能在食品產業中發揮作用，以食品產業事業主而

言，就是不要被過去的框架所約束，誘發出「創新」的思考，創造出一個新的價

值。此外，透過強化自身企業的經營體質，提高整體食品產業經營活動的持續性，

做為帶動日本經濟的驅動力。

另外，政府部門也為因應此一災變，特由農林水產省邀集產官學研代表召開

「食品產業的未來願景」座談會，會中以食品事業主的共同觀點，確立了三個透視

（Perspective）-「消費型態起點（Consumption Patterns Starting Point）」、

「地域起點（Geographical Starting Point）」、「全球化起點（Globalization

Starting Point）」的組合，確立食品產業的未來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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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東南亞食品產業

第四章 東南亞食品產業

摘要

東南亞具原料供應優勢、經濟與消費力成長的潛力及區域經貿發展商機，

近年已成為國際間重視且加強布局的海外巿場。歐美日及台灣廠商的外銷或

海外布局動作頻頻。以國內為例，看好東南亞市場未來發展潛力，南僑、統

一及宏全等皆持續加碼布局。其中宏全跟隨主要客戶腳步，2012 年加重泰

國、印尼及中國大陸等巿場拓展，提供飲料充填代工服務，未來亦計畫進入

菲律賓、巴基斯坦、柬埔寨及寮國等國家。

東南亞食品產業結構以中小型食品廠商為多，但同時存在部分具規模的

當地食品廠商及國際食品廠商。印尼、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五

個東南亞國家，因各別整體經濟環境不同，產業發展進程差異，各有不同的

發展特色重點。2012 年印尼、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國食品產業

產值分別為 1,584 億美元、505 億美元、328 億美元、192 億美元及 31 億美

元；其中越南食品產業表現最為亮眼。

現代化通路發展方面，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國相對成熟；2012 年泰國

通路店數拓展的速度，不論是便利商店、量販店或超巿皆十分強勁；唯營收

成長未同比例增加，顯現通路間的競爭態勢。另，2012 年印尼通路在店數增

長及整體營收增加上，皆有明顯的成長變化，顯示通路在各方投入下已趨於

活絡。

2013 年東南亞食品產業的關鍵發展趨勢，包括：(1)政策方向仍有變化，

(2)消費實力持續顯現，(3)產業投資更為熱絡，(4)競合關係正在改變，(5)通

路環境持續轉變。

march0324
新建印章

march0324
文字方塊

march0324
文字方塊
版權所有©2013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專案辦公室 承辦

march0324
新建印章



總

論

第
一
篇

69

第 五 章

美國食品產業

第五章 美國食品產業

摘要

2011 年食品產業(包含菸草)產值占美國整體製造業比重近 16%，食品產

業產值 8,629.8 億美元，其中磨粉製造業、大豆和其他油籽製造業、動植物油

脂精煉製造業、早餐穀物製造業等產值成長率較高。2011 年美國食品業銷售

值成長率 8.6%，主要由穀物及油籽碾磨業、動物食品製造業、動物屠宰與加

工業、乳品製造業等所帶動，而附加價值以飲料製造業、其他食品製造業、

穀物及油籽碾磨業等成長率較高。

2011 年美國食品業出口值成長 6.6%、進口值增加 10.3%，貿易逆差約

21.2 億美元。美國食品業前十大出口國佔整體出口值六成以上，主要外銷至

墨西哥、日本、中國大陸、韓國和香港等國之比重增加，而外銷值衰退之品

項包括肉製品、巧克力與糕點製品。另外，美國食品業前十大進口來源國佔

整體進口值逾六成，其中加拿大、義大利、澳洲和泰國等進口比重略微下降，

2011 年加工食品進口值增加之品項包括穀類及油仔產品、蔬果製品、烘焙食

品等，但肉製品、乳製品、巧克力與糕點製品等金額則微幅下降。近期美國

食品產業主要發展動態包括通路商品牌蓬勃發展、食品安全日漸受重視、健

康為重要消費需求、減鹽為產品研發重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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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歐洲食品產業

第六章 歐洲食品產業

摘要

2011 年歐洲食品飲料業產值為 10,017 億歐元，較 2010 年增加 6.8%。

2011 年歐洲食品與飲料業產值在整體製造業，肉類製品、烘焙與澱粉類製

品、乳製品、飲料與其他食品等五大食品項目，佔整體食品與飲料業產值之

76%。食品與飲料業附加價值佔整體製造業之比重為 12.9%，肉類製品係年

度附加價值最高之食品項目，佔整體食品飲料附加價值之 20%。

2011 年歐洲食品與飲料產業之進出口值皆較上年度成長，出口值與進口

值分別為 762 億歐元及 630 億歐元，貿易順差為 132 億歐元。2011 年歐洲食

品飲料出口值持續成長，主因與新興市場需求增加有關。在進口方面，巴西、

阿根廷與美國為歐洲食品飲料前三大進口來源國，共佔總進口值 28%。在出

口方面，美國、俄羅斯與瑞士為歐洲前三大出口國，佔總出口值 31%；就產

品別而言，飲料製品為歐洲重要出口項目，佔整體出口值 31%。

2011 年歐洲前 24 大食品企業營業額多呈成長趨勢，歐洲最大食品公司

雀巢，2011 年於歐洲之營業額為 128 億歐元，佔全球營業額之 16.7%。歐洲

中小型食品飲料廠商之營業額、附加價值、員工人數與廠商家數佔比分別為

49%、48%、64%及 99%；大型食品廠商之營業額、附加價值、員工人數與

廠商家數佔比則為 51%、52%、36% 及 1%。

在食品產業趨勢方面，消費者與食品廠商越益重視食材在地化，且據Fo-

odNavigator市場調查顯示，消費者願意為在地食品支付更高的價格，這股動

能確實帶動不少品牌進行供應鏈調整。2013 年初歐洲多國爆發牛肉製品摻雜

馬肉成分之風波，由於馬肉來源交代不清，使得消費者選購食品更為小心，

對於原產地標示越加戒慎恐懼，進而催化歐盟提出加強食品安全相關提案，

該案涉及食品從生產至消費的過程，並重新檢視食品標示、食品追溯等體系，

預計 2016 年前發佈生效，可預見未來相關資訊全面透明化已成重要方向。

march0324
新建印章

march0324
文字方塊

march0324
文字方塊
....

march0324
文字方塊
版權所有©2013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專案辦公室 承辦

march0324
新建印章



第二篇 產 業

非酒精飲料業

冷凍食品業

鮮食業

保健食品業

速食麵業

食用植物油業

march0324
文字方塊
版權所有©2013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專案辦公室 承辦



產

業

第
二
篇

91

第 七 章

非酒精飲料業

第七章 非酒精飲料業

摘要

2012 年在整體經濟環境上，經濟成長率僅 1.32%，較原先預估下滑。在

氣候方面，雖然 2012年台北台中高雄三地各月平均溫度 24.0度，略高於 2011

年 23.7 度，但總雨量增長約 50%，尤其在暑假的八月造成高雨量，氣候條件

助力有限。在市場活動上，擺脫 2012 年塑化劑事件的陰霾，非酒精飲料（以

下簡稱飲料）新品上市活動回溫，根據食品所調查統計，2012 年飲料新品數

量較 2011 年成長 36.7%而為 324 支，在新品活動及行銷刺激下，整體市場有

微幅成長。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顯示，2012 年飲料產值達 512.9 億元，其

中茶類飲料產值最大達 198.3 億元，其次為咖啡飲料 83.2 億元，果蔬汁 63.4

億元、碳酸飲料 57.1 億元次之，若以成長率來看，則以運動飲料（+9.5%）

及茶類飲料（+7.2%）為主要帶動品類。

展望今（2013）年，雖然經濟成長率預估 2.40%，高於 2012 年，理性消

費仍慣性存在，但是 1-3 月呈現暖冬現象有助產品銷售，根據經濟部統計處

資料顯示，第一季飲料產值較 2012 年同期成長 5.8%。雖 4 月的氣候反覆，

但各式新品出籠推陳出新，茶類飲料仍是今年看好的主流商品，5 月底開始

的炎熱鼓動消費者出手採買，若無其他因素影響下，市場將朝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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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冷凍食品業

第八章 冷凍食品業

摘要

2012 年台灣冷凍食品總產值為 557 億元，產量為 66 萬噸，2012 年量值

雙雙微幅成長。近二年冷凍食品貿易表現佳，2012 年貿易出超 77 億元。冷

凍水產品為台灣相當重要的外銷產品，在 2009 年出口量減少後，近三年外銷

量持續成長，出現回穩的格局。冷凍調理食品、冷凍肉類及冷凍果實外銷力

道，2012 年則較為減低。

全球冷凍食品市場發展方向有三，一是彰顯冷凍健康、新鮮及安全形象，

與消費者充分溝通；二是加入包材、應用及覆熱等創新技術及概念，多元應

用及開發貼合消費需求的產品，三是開發兒童及銀髮族等新興族群，增加巿

場廣度。台灣冷凍食品仍將跟隨國際腳步，持續創新開發及運作，革新消費

者形象及改變飲食習慣，帶出冷凍食品健康、便利及品質等優勢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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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鮮食業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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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便

利商店店數的多寡代表鮮食供應通路密度，但近年鮮食巿場並未依便利商店

展店快速增加的速度同步成長，反而隨新產品的開發、目標消費群的開拓及

消費者對便利商店的生活依賴度提升等因素變化，有明顯的成長。基本上台

灣鮮食巿場已呈現大者愈大的格局，2012 年整體CVS鮮食市場規模約為 307

億元，較 2011 年成長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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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便利商店鮮

食產品發展的重要特色，綜整包括：（1）持續投入生產履歷運作，強調來源

安全。（2）強調食材與產品的品質、信賴度及在地化特色。（3）持續推動

餐食蔬果加量，瞄準蔬食商機。（4）開發新口味、新樣式產品及新服務。

（5）增加現煮服務。（6）增加消費者自主操作及選擇空間。（7）加速店型

改造，擴大座位空間。（8）推動區域鮮食廠擴增及配送物流升級，加大雙核

心產能及配送效率。（9）行銷經濟組合餐的省錢模式。（10）全時段供餐，

且瞄準午餐重點時段，培養新客群。（11）主打鮮食品牌，注入不同產品定

位及精神。（12）結合 APP，提供客製化服務。

未來隨便利商店鮮食不斷調整及轉型，持續擴大投資，以鮮食廠與物流

中心雙核心的搭配及加強運作效率，及全聯福利中心等超巿鮮食加入，未來

三年鮮食巿場擴大且競爭加劇的現象將更趨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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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保健食品業

第十章 保健食品業

摘要

因應追求健康的食品消費趨勢，保健食品產業持續成為台灣及國際間重

要且具發展潛力的產業。

台灣保健食品使用原料相當多元，但使用及研究的保健素材則以植物類

及微生物為多。素材來自微生物，在台灣具發展潛力且不需考量原料資源的

充足性，過去為台灣廠商最重視的機能性原料；2012 年因應消費者對蔬果植

物的原料偏好，廠商首重的保健素材使用轉向植物類原料。

根據食品所 ITIS 計畫調查及推估，2012 年台灣保健食品巿場規模約為

新台幣 1,004 億元，成長率為 11.95%。相較於 2011 年僅 6.57%的成長率，巿

場成長力道明顯回復。而取得健康食品認證之產品，截至 2013 年 5 月底止，

共有 232 項產品取得健康食品個案審查認證；26 項產品獲規格審查通過。近

期取得健康食品認證的產品除膠囊錠劑外，傳統食品型態的載體較為分散，

包括茶類飲料、其他飲料、保健飲品、牛奶、沖泡穀粉或奶粉等。而前五大

功效訴求分別為調節血脂、改善腸胃道、免疫調節、護肝及調整血糖；與去

年同期相同。

未來台灣保健食品巿場仍將持續看揚。預估 2013 年整體保健食品巿場的

年成長率可達 11%，其中傳統食品型態保健食品的巿場表現可能略高於膠囊

錠劑型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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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食麵業

第 十 一 章

第十一章 速食麵

摘要

速食麵已是風行全球的方便食品，根據世界速食麵協會（WINA）估計，

2012 年全球速食麵消費量約為 1,012 億包，主要集中在亞洲市場，而中國大

陸消費量約占全球速食麵消費量的 43%。

2012 年台灣速食麵產值約為新台幣 106 億元，以內銷為主。台灣速食麵

市場處於成熟飽和階段，近年來整體產業結構趨於穩定，主要廠商包括統一

企業、維力公司及味丹公司等 3 家，合計銷售量市場占有率近九成。除國產

速食麵外，台灣亦進口速食麵，主要來自南韓、印尼及日本。

在消費行為方面，速食麵已是台灣消費者廣為接受的加工食品，約有六

成消費者在正餐時間食用速食麵，主要消費口味為『牛肉』，主要包裝型態

為『袋裝』。

由於倚賴國際原物料，台灣速食麵市場受到國際農產原料變化之影響，

連帶影響產業的研發與經營模式。廠商持續採取精耕品牌及提升產品價值等

策略，近五年來速食麵銷售額成長率多高於銷售量成長率，除了反映成本外，

速食麵廠商多著重在『質』的提升，而麵體與湯頭是速食麵品質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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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植物油業

第 十 二 章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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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該業

產值為新台幣 288.5 億元，比 2011 年減少 5.1%。

在原料方面，台灣製油原料依賴進口。2012/13 年度全球主要油籽產量

為 468.7 百萬公噸，較 2011/12 年度成長 6.0%，其中大豆占全球主要油籽產

量的 57.5%，主要生產國集中在美洲。在貿易方面，進出口量各為 111.6 百萬

公噸、114.4 百萬公噸，主要進口國為中國大陸及歐盟，主要出口國為美國及

巴西。主要油籽壓榨國為中國大陸、美國、歐盟、阿根廷及巴西。2012 年台

灣約進口大豆 240 萬公噸。

台灣一年約生產 35 萬公噸食用植物油，另進口約 21 萬公噸，估計國

內整體供應量為 53.5 萬公噸。在全球食用植物油產銷方面，2012/13 年度生

產量約為 158.4 百萬公噸，產量居首的仍是棕櫚油，占主要植物油產量的

38.2%，產量第二大的是大豆油（占 27.2%）；全球植物油進出口量分別為

64.0 百萬公噸、66.6 百萬公噸，主要的進出口品項為棕櫚油、大豆油，分別

占進口量的 68.4%、13.2%，出口量的 67.4%、13.3%。在 2012 年台灣進口油

品中，棕櫚油占最大宗，占植物油進口量的 74.4%，其次為芥花油

（12.2%）、葵花籽油（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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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業

第 十 三 章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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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為達最適配送及

服務效益，與下游養殖區域互動緊密，飼料工廠多集中於南部。目前台灣配

合飼料廠家有 128 家。

2012 年台灣整體飼料業年產值估計為 867 億元，產值成長與飼料價格上

揚相關。飼料成品貿易僅佔少數，2012 年飼料進口依存度為 10%；飼料出口

比例僅為 3%。隨寵物食品及新通路的增加，寵物食品巿場呈現熱絡氛圍；

讓寵物飼料近年成為受關注且具成長潛力的品項。

未來飼料銷售變化受大宗原料供應及價格波動、禽流感等疫情變化及彈

性素食人口增加等國內外環境情勢變化所影響。但飼料廠商仍將持續朝國內

外上下游垂直整合、巿場拓展及品牌及品質精進等方向運作。另，新興的寵

物飼料則朝多元及健康等新產品多元開發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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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食品調味料業

摘要

2012年台灣整體調味品產值約 168億元，產量 57萬公噸；量值均較 2011

年幅微減少。除其他調味品外，醬油、味精及食用鹽為主要調味品類別。台

灣產製之調味品，近八成產品供應內需巿場。

台灣調味品近年貿易變化，出口相對於進口平穩。2012 年咖哩醬及味增

進口大幅成長，進口產品主要來自日本、美國、大陸及印尼等地。醋及其代

替品、番茄醬及醬油出口成長帶動整體出口發展。

台灣消費者偏好之調味品種類以醬油、沙茶醬及番茄醬為主。除咖哩醬

及醋外，多數調味品消費者偏好降低；健康及流行等因素係變化可能的原因。

未來產業主要動態有四，一是訴天然原料的應用趨勢，二是朝觀光工廠

多角化延伸張；三為關稅及法規變化改變競爭環境；四是開發國際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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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章

周
邊
行
業

第
三
篇

第十五章 食品包裝與食品機械業

摘要

近年來國內紙容器生產呈穩定成長，產值與產量年均成長率 8%以上，

然 2012 年成長力道趨緩。而近五年台灣金屬罐產值與產量成長力道也趨緩，

2012 年金屬罐產值近 109 億元。與上年數據比較，2012 年紙容器出口值減少

二成、進口值成長近一成，澳洲與美國為國內紙容器主要外銷國家，尤其集

中外銷澳洲，而出口至中國大陸比重減少。2012 年塑膠瓶出口值約為進口值

4.6 倍，出口值成長 4.6%、進口值成長 12.2%，日本、美國及香港為塑膠瓶

外銷的前三大國家、外銷比重總計 56%。2012 年馬口鐵容器進口值大幅成長

七成，出口值年成長率 11.6%，國內馬口鐵容器主要外銷至泰國、日本、菲

律賓及越南等，2012 年出口至上述國家佔整體外銷值近九成。

因 2012 年消費市場回溫及食品加工業產能擴充之所需，國內食品機械業

產值成長 8.7%，產值近 70 億元新台幣。2008-2012 年國內食品機械進出口值

呈緩步下降趨勢，2012年食品機械進口值與出口值分別下降 17.6%、23.1%。

進口方面，2012 年製造熱飲熱食機械設備、瓶罐袋等包裝設備及糕餅機為前

三大進口品項，與上年資料相較，瓶罐袋等包裝設備進口值比重大幅縮水一

成、糕餅機進口比重增加 7%；相關機械自日本與義大利進口比重提高，中

國大陸則列居前三大進口來源國之一。出口方面，2012 年食品包裝設備仍為

出口大項、外銷比重增加 4%，糕餅機出口比重亦提高，然通心粉麵條設備、

製造熱飲熱食設備與飲料無菌紙盒包裝機出口比例皆減少。2012 年台灣食品

機械前三大出口國包括中國大陸、印尼及泰國，外銷至大陸比重維持二成，

與 2011 年資料相較，出口至印尼與馬來西亞比重增加、越南則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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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服務業

第 十 六 章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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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餐飲服務業

摘要

2012 年批發零售及住宿餐飲營業額為新台幣 14 兆 2,072 億元，較 2011

年微幅下降 0.4%，其中餐飲服務業營業額為 3,855 億元，較 2011 年成長

3.6%， 近年成長趨勢持續抬升。細項產業部份，2012 年餐館業、飲料店與

其他餐飲業之營業額分別為 3,284.76億元、409.42億元、16.47 億元，分別較

2011年成長 3.71%、3.04%、2.33%，其又以餐館業者成長幅度最大。在連鎖

餐飲服務體系方面，2012 年家數為 624 家，與 2011 年相比增加 67 家，增加

率為 12.0%；總店數部分，2012 年店數為 28,880 家，較 2011 年減少 1,851

家，成長率為-16.1%，顯見連鎖總部家數提升，總店數下滑，平均店數縮減。

各大連鎖品牌如 85 度C、安心、王品等龍頭業者相繼由興櫃轉為掛牌上

市，明顯帶動整體產業發展，如台灣國際品牌價值調查統計，王品與 85 度C

名列其中，顯見其具備的營運能量。餐飲產業因毛利較高，無庫存問題，以

及國際化帶動觀光旅遊與飲食文化向外發展等，皆為餐飲業提供正面且強大

的影響力；再加上資產周轉率高，快速複製營利模式等產業特性，使其擁有

較長的成熟期，整體經營環境相對穩定。且透過首次公開發行過程有效提升

品牌知名度，有利吸引國際人才或策略聯盟合作，未來發展空間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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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議 題

2013 年全球經濟展望

日圓貶值影響力觀察

食品健康趨勢及升級藍圖

食品在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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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全球經濟展望

第 十 七 章

議

題

第
四
篇

第十七章 2013 年全球經濟展望

摘要

全球經濟仍處於低迷時期。歐債主權危機持續發酵，美國財政減赤問題

懸而未決；中國大陸 2013 年經濟成長率及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下跌，顯示

2013 年全球經濟前景仍延續 2012 年之蕭條景況，處於低檔徘迴。雖中國大

陸成長或許不如預期，但新興市場成長持續扮演成長引擎，尤其東南亞區域

以及拉美區域的成長，將猶為耀眼。

至於日本經濟 2013 年經濟成長表現，自安倍首相上任，力推安倍經濟

學，日本經濟情勢一度被認為將能扭轉深陷 20 年景氣低迷的深淵。雖日圓貶

值，或有利於其出口競爭力，但因進口物資成本增加，反而造成日本貿易逆

差持續加劇。尤其，有關年金、國債以及老齡化問題未解，民間消費難以持

續提升。且日圓持續走貶，可能引發競爭對手競貶，未來日本經濟走勢仍充

滿變數。

農工原物料價格走勢平緩。由於 2013 年全球經濟走勢平緩，以及頁岩

油開發技術愈趨成熟，加上美國原油庫存持續增加、市場揣測聯準會可能調

整現行寬鬆貨幣政策等因素影響，大宗物資以及原油價格走勢也呈現疲軟。

GI 亦預測 2013 年全球通貨膨脹率走勢將低緩。

在國內，政府積極推動相關政策，包括如「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加

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傳統產業維新方案及推動計畫」等，預料將

有助國內投資成長。台美雙邊貿易協定即將復談；台紐、台星 FTA 已近完

成。加上年初開放人民幣業務與兩岸進行「兩岸貨幣互換機制」有助於爭取

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以及「自由經濟示範區」之規劃等，都有助於未來經

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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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圓貶值影響力觀察

第 十 八 章

議

題

第
四
篇

第十八章 日圓貶值影響力觀察

摘要

日本啟動貨幣寬鬆政策用以振興經濟，造成日圓匯率的大幅貶值，相關

影響性已引起全球普遍關注，並對全球貨幣競爭及產業鏈競合造成衝擊。

台日食品互動密切且產業本質相似，皆朝升級及海外拓展發展。日本農

食品深受台灣消費者及餐飲業所偏愛。台日食品出口皆以優質為訴求，有一

定的競爭性。綜合而言，五大影響包括：（1）原料價揚，日本關連產業交互

影響經營壓力倍增；（2）降價壓力，台灣巿場面臨日本進口食品價格的考

驗；（3）海外競合，台灣食品及餐飲業之國際經營壓力增加；（4）相對高

價，台灣銷日產品面臨新興巿場的價格競爭；（5）依賴加深，有利日本技術

擴散卻有礙台灣自主創新。

但台灣食品企業與日商的合作與互動長久且多元，且已從台灣巿場延伸

至中國大陸。短期受日本貨幣寬鬆政策影響，可能直接縮減合作效益評估的

結果，不利近期相關合作案的洽談；但台日食品合作多考量長期效益及商機，

匯率波動對台日合作的影響力相對較為薄弱。但台可爭取日本高物價環境下

的平價商機，但若日圓貶值的現象持續存在，不同食品上下游或關連產業其

原物料價格及製造成本，與進口產品間的價格關係及矛盾，可能蘊藏不少國

際價值鏈變化及移動商機，台日食品的互動策略勢必需要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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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在地趨勢

第 二 十 章

議

題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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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食品在地趨勢

摘要

食品在地化已為勢不可擋之重要趨勢，除了漸漸獲得消費者青睞之外，

在地食品也受到國內各界重視，政府單位及民間組織推廣在地加工食品與新

鮮食材的價值，強調地方農企業及農產品利用在地特色、獨特資源，以創造

新型態的農業經營模式。而在地食品發展之驅動力包括環保、營養及口味，

且可促其與消費者之互動、創造食品營運新模式、深耕在地原料與市場。

經營在地食品的思維有訴求原料獨特性之價值、強調產業鏈結力量大之

價值、融合異文化及開展新風貌之價值。強調產業鏈結力量大之價值方面，

台灣在地食材的經營逐漸以供應鏈角度切入，原料端負責精進原料的價值及

品質，並借助外部研發單位能量，一方面擴大在地農產品的應用範圍，一方

面為在地食品創造新價值。另融合異文化及開展新風貌之價值方面，混搭在

地食材可產生新創意，吸引新客群及開創迥於以往的風貌，例如國際上越來

越多西方料理轉以東方在地素材呈現，逐漸受消費者青睞，轉化為一股餐飲

新潮流。

提升在地食品新價值之作為包括技術力創新產品外銷價值、整合力活化

在地食品競爭優勢、創新力賦予餐飲新意涵。未深加工之農產原料經濟價值

低，其真正價值需透過技術挹注才能彰顯，在國內廠商不斷精進研發製造技

術下，可提升在地食材及進口原料之附加價值。而活化重整在地食品供應鏈，

可改變生產者經營模式、與顧客互動關係等，所創造之價值會優於既有供應

鏈模式。此外，在地食材與餐飲業合作可發揮互利效益，在地生產者得以擴

大生產量、提升收益、精進產品品質，而餐飲業者可獲得衛生安全、優質、

供應量穩定之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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