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食品產業意識調查結果概要 
陳建宏 

一、前言 

近年食品產業由於國際穀物市場價格大幅上漲，以致原料成本增加，而隨

著原油價格的上漲，製造、運輸成本亦上升。另一方面，日本國內陸續發生偽

裝標示問題，以致消費者對食品產業產生不信任感。因此為掌握目前食品產業

的現況，此「食品產業意識調查」從食品進口、製造階段到流通、銷售階段，

在相關企業的協助下，對於食品產業目前面臨的問題和今後之因應方向加以調

查，以作為日後食品產業政策推行時之基礎資料，而加以活用。調查期間為2007

年7月，調查對象有食品原材料供給者，食品流通之食品企業，食品之製造商、

零售商，與食品販賣等行業。樣本包括：食品企業（食料、食品部門）27家，

食品製造業598家，批發商119家，零售商92家，外帶（購買食品回家食用）或

外食業（消費者直接在店內食用）78家，合計914家公司，主要調查結果內容

如下： 

二、調查結果內容概要 

1. 認為消費者和客戶重視之事項。 

全體受訪食品業者認為消費者及客戶重視的事項，主要為「安全性」和「高

品質」，而重視「低價格」的傾向亦達43％。其中在食品企業、製造業以及批發

商的階段，回答「安全性」的比例皆達90％以上。(表1)  

 

表1 消費者和客戶重視之事項 

   單位：％ 

項目 食品

企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

外食業 
合計 

安全性 100 95 92 86 88 93 
高品質 63 68 47 67 67 65 
低價格 59 42 45 41 46 43 
商品的安定供給 59 35 53 34 17 36 
其他 11 16 17 17 15 16 

 

2. 最近經營上重點努力的事項 

全體受訪食品業者最近經營上，重點努力的事項，主要為「確保食品安全

性之加強措施」、「原材料成本之削減」、「新商品之開發」、「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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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成本的實態，重擬價格戰略」等。而食品企業及食品製造業較著重

「確保食品安全性之加強措施」，外帶、外食業業者則較注重「原材料成本

之削減」。 (表 2) 

 

表2  最近經營上重點努力的事項 

單位：％ 

項目 食品

企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

外食業 
合計 

確保食品安全性之加

強措施 
67 60 34 36 33 52 

原材料成本之削減  19 45 29 22 60 41 
新商品之開發  19 46 20 29 28 39 
根據製造成本的實

態，重擬價格戰略  
15 42 39 27 23 38 

物流成本之削減  30 26 41 23 12 27 
人事費之削減  0 21 24 32 37 23 
其他 23 11 17 19 13 13 

 

3. 為獲得消費者信賴感應優先解決的食品安全課題 

在食品的安全性上，為獲得消費者的信賴感，應該優先解決的課題，主要為

「加強職員教育，徹底改善公司內部檢查系統」，其次為「徹底改善容易陷入過

度競爭的業界構造」。而在食品企業方面，「改善消費者對低價格和近消費期限

的購買意識」比例亦高。(表3)  

 

表3 為獲得消費者信賴應優先解決的食品安全課題 

單位：％ 

項目 食品

企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

外食業 
合計 

加強職員教育，徹底改

善公司內部檢查系統 
81 90 84 80 86 88 

徹底改善容易陷入過

度競爭的業界構造 
44 53 61 39 41 51 

改善消費者對低價格

和近消費期限的購買

意識 

48 32 36 29 26 32 

改變利益優先之經營

方針 
22 21 23 18 23 21 

其他 41 19 27 25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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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為確保食品安全性企業製作之指南 

為確保食品安全性，約83％之受訪企業製作「衛生管理指南」，59％之企

業製作「企業行動規範」及「因應事故指南」。從流通各階段觀之，製作「衛

生管理指南」以外帶、外食業業者最多，達9 1%。而食品企業較注重「企業行

動規範」及「因應事故指南」，分別為85％、70％。(表4) 

 

表4 為確保食品安全性企業製作之指南 

單位：％ 

項目 食品

企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

外食業 
合計 

衛生管理指南 44 87 67 78 91 83 
企業行動規範 85 61 64 43 50 59 
因應事故指南 70 66 44 37 51 59 
其他 15 7 13 5 6 8 
 
5.  確保食品安全性應重視之事項 

確保食品安全性，應重視之事項，以「衛生管理指南的充實和徹底實施公

司內部檢查體制」比例最多，其次為「對消費者和客戶提供資訊情報」及「I S 

O、 H A C C P（食品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系統制度）的導入」。在流通各階段，

食品企業及食品製造業較重視「衛生管理指南的充實和徹底實施公司內部檢查

體制」，皆達90％以上。(表5) 

 

表5 確保食品安全性應重視之事項 

單位：％ 

項目 食品企

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

外食業 
合計 

衛生管理指南的充實

和徹底實施公司內部

檢查體制 

93 90 69 66 82 84 

對消費者和客戶提供

資訊情報 
52 37 57 59 45 43 

I S O、 H A C C P的

導入 
30 52 20 13 33 42 

確立公司內部控制系

統（內部通報制度） 
63 35 34 30 24 34 

企業行動規範的制定

與公佈 

59 32 38 22 2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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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 3 2 2 1 2 
 

6 .  自海外進口原材料及製品之障礙 

大部分業者自海外進口原材料、製品，皆曾遭遇障礙，尤其食品企業遭

遇障礙高達96％。在各階段，食品企業、製造業、批發商主要障礙為「不符合

品質的基準」及「在價格方面沒有談妥」。而零售商及外帶、外食業業

者，主要障礙為「不符合品質的基準」。(表6) 

 

表6  自海外進口原材料、製品之障礙 

單位：％ 

項目 食品

企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 

外食業 
合

計 
不符合品質的基準 37 29 28 35 31 30 
在價格方面沒有談妥  41 14 20 3 4 14 
無法確保期待之數量 15 9 5 3 17 9 
其他 4 3 5 0 3 3 
無 4 44 42 58 46 44 

 

7 .  今後因應進口原材料及製品供應不足之道 

進口原材料、製品供應不足時之因應方法，大部分業者主要以「國產原材

料、製品作為進口原材料、製品的替代品，加以因應」，而食品企業以「在進口

原材料、製品存貨不足時，即停止製造、販賣」比例最高。(表7) 

 

表7 若進口原材料、製品供應不足時之因應方法 

單位：％ 

項目 食品

企業 
製造

業 
批發

商 
零售

商 
外帶、

外食業 
合計 

國產原材料、製品作為進口

原材料、製品的替代品，加

以因應 

22 71 76 74 90 71 

在進口原材料、製品存貨不

足時，即停止製造、販賣 
26 13 5 12 1 12 

以國產契約農場、自家農場

之原材料生產（增產）加以

因應 

4 6 10 11 7 7 

其他 48 10 9 3 1 10 
 
8. 使用國產原材料及製品之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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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企業、製造業、零售商使用國產原材料、製品之主要優點為「消費者

的需求高」。而批發商及外帶、外食業業者使用國產原材料、製品之主要優點

則為「品質高」。(表8) 

受訪食品業者使用國產原材料、製品之主要缺點，為「價格高」及「供給

少、不安定」。尤其外帶、外食業業者，有81％認為國產原材料、製品「價格

高」。(表9) 

 

表8  使用國產原材料、製品之優點 

單位：％ 

項目 食品

企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

外食業 
合計 

消費者的需求高 50 38 33 38 31 37 
品質高 19 27 35 29 45 29 
生產履歷明確 15 29 27 26 23 28 
其他 15 6 5 7 1 6 

 

表9 使用國產原材料、製品之缺點 

單位：％ 

項目 食品

企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

外食業 
合計 

價格高 60 63 69 67 81 65 
供給少、不安定 36 25 22 20 12 24 
品質低、不安定 0 9 2 7 7 8 
其他 4 3 6 6 0 3 

 

9. 社會混亂時準備採取之對策 

若大規模地震、新型流感、大規模恐怖活動等社會混亂時之對策，各業者

之回答以「情報收集、聯絡體制的整備」最多，約69％~85％。(表10) 

 

表10 社會混亂時準備採取之對策 

單位：％ 

項目 食品企

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

外食業 
合計 

情報收集、聯絡體制

的整備 
85 71 69 70 75 72 

事業繼續運作計

畫、指南之整備 
8 10 6 7 7 9 

儲備原材料、製品， 0 7 13 13 11 8 

 5



以因應不時之需 
訓練之實施 0 3 2 1 1 2 
其他 8 9 11 9 7 9 

 

10. 經營狀況和過去兩年的比較 

和1、2年前比較，經營狀況變化情形，製造業、批發商、零售商、外帶、

外食業業者大多回答「相當困難」及「有點困難」。而食品企業有26％認為經

營好轉。(表11) 

 

表11 和1、2年前比較，經營狀況變化情形 

單位：％ 

項目 食品企

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外

食業 
合計 

相當困難 19 48 45 30 36 44 
有點困難 30 36 35 37 41 36 
大致不變 26 7 8 18 10 9 
有點變好 26 7 8 10 12 9 
相當好 0 1 3 3 1 1 
 
11. 經營狀況惡化的理由 

經營狀況惡化的原因，主要為「原料價格的上升」、「成本上升，轉嫁困

難」。此乃食品產業對於食品製造必要的成本，無法反映在銷售價格上，以

致經營狀況惡化。而「原料價格的上升」對食品企業及食品製造業影響最大，

「業界內的價格競爭」對批發商、零售商影響較大，外帶、外食業業者較受

「人才確保困難，人事費上升」影響。(表12) 

 

表12 經營狀況惡化的理由 

單位：％ 

項目 食品企

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

外食業 
合計 

原料價格的上升 77 74 39 35 57 65 
成本上升，轉嫁困難 46 70 52 26 48 62 
業界內的價格競爭 62 59 78 58 33 60 
安全性成本之增加 62 31 26 27 25 30 
人口減少，嗜好改

變，進口品之增加，

以致市場縮小 

8 19 30 26 10 20 

人才確保困難，人事 8 11 8 35 6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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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上升 
其他 3 11 17 20 4 12 
 
12. 經營狀況好轉的理由  

經營狀況好轉的原因，各業別並不相同。食品企業經營狀況好轉的主要原因

為「新商業模式的建立」及「國內景氣好轉」。製造業則為「新商品開

發」及「銷售價格的改定」。批發商、零售商為「流通的合理化」及「新

商業模式的建立」。外帶、外食業業者以「新商品開發」，「原料價格的

抑制」為主因。 (表 13) 

 

表13 經營狀況好轉的理由 

單位：％ 

項目 食品企

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

外食業 
合計 

新商品開發  0 42 38 42 60 40 
新商業模式的建立 71 27 46 50 40 38 
銷售價格的改定  0 38 38 33 10 31 
流通的合理化  14 15 46 58 10 24 
原料價格的抑制  0 23 31 18 50 23 
人事費之削減  0 25 31 25 10 22 
國內景氣好轉  57 10 31 25 30 21 
海外事業之展開  57 8 0 0 0 9 
其他 7 15 15 17 15 14 
 

13. 今後改善經營必要的因應措施  

今後改善經營必要的因應措施，食品企業較注重「新商業模式的建立」及

「流通的合理化」。製造業重視「銷售價格的改定」及「原料價格的抑制」。

批發商為「銷售價格的改定」及「流通的合理化」。零售商仰賴「新商業模式

的建立」及「國內景氣好轉」。外帶、外食業業者重視「原料價格的抑制」

及「人事費之削減」。(表14) 

 

表14 今後改善經營必要的因應措施 

單位：％ 

項目 食品企

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

外食業 
合計 

銷售價格的改定 41 68 48 36 36 58 
原料價格的抑制  19 47 30 23 50 42 
新商業模式的建立 78 36 45 43 3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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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通的合理化 52 28 53 32 13 31 
設備的合理化 7 33 19 22 18 28 
人事費之削減  4 23 18 25 38 23 
國內景氣好轉  19 16 32 38 32 22 
海外事業之展開  41 10 6 4 0 9 
其他 6 5 7 3 4 5 

 

14. 對食品產業行政之意見 

業者對食品產業行政之意見，業者多期待行政上「提供食品產業相關之情

報」及「加強取締不法行為」。而食品企業及外帶、外食業亦期待「放寬管制」。

(表15) 

 

表15 對食品產業行政之意見 

單位：％ 

項目 食品企

業 
製造業 批發商 零售商 外帶、

外食業 
合計 

提供食品產業相關

之情報 
41 53 47 51 38 51 

加強取締不法行為 11 19 25 27 17 20 
放寬管制 44 14 13 5 29 15 
無特別意見 4 14 15 16 15 14 

三、結語 

近年日本由於偽裝標示等事件的發生，以及穀物國際供需結構和消費者嗜好

的變化，對食品產業的企業策略產生很大的影響。尤其消費者對於食品的安全、

安心的意識高漲，多樣化的飲食生活及健康、機能性食品需求的增加，在今後食

品產業策略的展開上，都是必須加以考慮之重要因素。根據「食品產業意識調查」

結果可知，今後食品產業改善經營必要的因應措施，主要為「銷售價格的改定」、

「原料價格的抑制」及「新商業模式的建立」。而食品產業則期待行政上，「提

供食品產業相關之情報」、「加強取締不法行為」及「放寬管制」等。因此藉由

此調查，可將日本食品業界目前面臨的問題和因應方向加以掌握，以作為未來推

行食品產業政策的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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