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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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全球布局

外銷新常態
農產市場

開拓全球市場，農產外銷創新局

壹、前言

新冠肺炎自今（109）年初開始影
響全球，各國陸續祭出邊境管制，全
球經濟產生極大的變化，供應鏈也開
始重新洗牌。原先預期的疫情趨緩，
卻又出現了回馬槍，無法想像的劇變
不斷出現，消費行為變化、海空運輸
費用高漲、貿易洽商模式改變，我們

該如何面對疫情下的新常態，並在全
球的農產外銷上創新局，是目前必須
面對的挑戰。

貳、防疫優先，是未來最重要的新常態

這個世紀受惠於全球化的推進，
各國大開國門，擁抱來自全球各地的商
人及遊客，加速全球貿易及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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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加速各國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實現
了全球貿易自由化。然而在今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竄升，染疫及死亡人數遽
增，甚至癱瘓醫療體系，讓各國不得不
以防疫為優先，進行封城、封港甚至封
鎖國境，但這些防疫措施同時也讓國內
外的經濟活動幾乎呈現窒息現象。未
來，在防疫優先的條件下，過往視為的
常態也隨之改變，伴隨的是去全球化、
更多的限制條件，下面將列舉疫情下農
產外銷的新常態，以及如何在這樣的條
件下開創農產外銷全球市場的新局面進
行探討。

一、	 全球糧食供應鏈重整
在今年疫情重創下，最開始出現

的是糧食供給的問題。主要糧食生產
國如印尼、越南開始管制糧食出口，
或是如美國等農產生產國受限於疫

情，農產品無法出口；另一方面，主
要仰賴進口農產品的消費國如新加坡
則積極對外採購。對於如何有效穩定
國內糧食供給，未來各國對於糧食政
策甚至農產品採購將會有所改變。

面對全球供應鏈的重整，臺灣
農產外銷可把握這改變的契機，例如
新加坡對進口農產品具高度需求，面
對疫情下，該國需求將趨向鄰近且穩
定供應之生產國採購。因此應將新加
坡列為重點外銷市場，無論是深化與
當地通路的合作，或加速與新加坡官
方談判生鮮豬肉開放期程等，以提升
米、鮮果或其他加工品外銷量值。

二、	 海空運費用高漲
全球受到封港、邊境管制等疫情

影響，航線及班次大亂，海空運費用節
節攀高，再加上近期需求大於供給，因

為因應全球海空運費高漲，協調華航公司包艙將花卉外銷至日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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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造成一櫃難求，運費持續高漲。未來
即使疫情趨緩，運費仍難以回復過往水
平，運費高成本時代已來臨。

在疫情期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簡稱農委會）以外銷獎勵措施鼓勵
花卉、蔬果等出口，以維持原有外銷
市場，但僅是短期因應之道，面對運
費高成本的新常態，研發農產品耐儲
運方案勢在必行，將由原有的空運轉
為海運，或延長海運期間農產品的保
鮮，都是較佳的相應方法。

三、	 邊境檢驗檢疫強化
近期世界各國已有數例在進口

水產品包裝上發現新冠肺炎病毒的蹤
影，為阻絕進口商品包裝帶有疫病的

風險，各國將陸續強化進口商品之邊
境檢驗檢疫，同時也拉長商品通關時
間，並墊高外銷成本。對於未來各國
的邊境檢驗檢疫要求，我國外銷業者
更應重視廠房及人員管理，以減少商
品污染的風險。

另一方面，過往輸銷日本、韓國
之生鮮果品需經日韓官方派遣檢疫人
員來臺進行檢疫後始可輸銷該國，但
今年由於各國多採取入境人員須隔離
的檢疫機制，實際執行確實有難度，
因此放寬對我農產品外銷檢疫，由我
官方自行檢疫後銷往日韓，再由當地
進行邊境檢疫。未來是否能成為新常
態，農委會則將盡力與日韓協商，以
爭取我農產品更大的外銷機會。

四、	 消費行為模式改變
各國防疫措施當中，針對民眾群

聚、外出或是用餐方式都加以要求，
除了消費行為轉向網路購物外，包括
在家烹煮、外出用餐以個人或小群體
為主的消費行為模式不斷在改變，因
此通路也配合著這些趨勢改變。例
如：日本家庭式居酒屋「和民」因應
疫情，也逐漸轉型開設個人燒肉店等。

面對不斷改變的消費行為模式，
掌握當地消費脈動及趨勢是不二法
門，再透過適當的行銷及廣告投放，
則有機會切入新市場。例如上述的日
本「和民」居酒屋，原是臺灣毛豆主
要客戶，倘轉型開設個人燒肉店，
則原有市場恐將消失；若找出「吃燒

今年因疫情關係，全球國際展會停辦或延期，2020 東京國
際食品展亦取消辦理（圖為農委會組團參加 2019 年東京國
際食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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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必吃毛豆」的行銷點，將有機會
打開新市場。

五、	 數位貿易發展
由於防疫措施最重要的是減少

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因此也促進數位
貿易發展，除了一般熟知的電子商務
（網路購物外），另還包括在全球貿易
的數位發展，例如線上會展及線上貿
洽會等，未來也將成為新常態，甚至
迎來虛實整合的時代。

疫情期間，全球舉辦的展會相
繼停辦，相應而生的是線上會展及貿
洽會。透過網際網路的貿易無法以觸
摸、嗅覺或是試吃來感受商品，而是
以視覺化的產品呈現以及體驗。因此
在未來的趨勢下，電子型錄甚至已不
足以應用，業者更應積極進行數位化
轉型，將商品透過更多的圖文、影

片、3D或VR技術等呈現，促使買方
下單採購。

參、結語

面對後疫情時代外銷農產品的新
常態，如何維持既有市場，並同時開
拓新市場是大家共同要面對的課題，
農委會除了持續輔導外銷業者拓展海
外市場外，未來將加強數位行銷、海
外市場資訊蒐集及調查，並強化與海
外通路跨域合作，強化產業基礎，提
升產業競爭力，以及產業形象整備
等，以面對隨時變化的新市場挑戰。
與此同時，也將積極發展跨境電子商
務，將與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
當地電子商務平臺或洽商合作，將促
使農產品外銷創新局。

未來農委會將發展跨境電子商務，以開創農產外銷新局面（圖為今年與國內電商合作，將新鮮文旦柚直送港澳消費者
手中；中為農委會陳吉仲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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