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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綱要 

親愛的諸位食品業先進： 

這是一份簡單的學術性問卷，目的是為了探討「影響我國食品

業回流之相關因素」，因此需要具有食品業專業背景的您幫忙回答

相關問題。本研究係依據 Michael Porter 鑽石體系的五個衡量構

面，針對食品業問題相關因素所擬的問卷，希望您可以針對這些構

面底下所列出的各項條件說明。 

在每個構面底下的各項因素，指的是對於該構面具有影響力的

條件。請依照您所認為的重要條件列舉之。 

您的任何寶意見對於本研究都有莫大的幫助，所有資料都只供

學術上的運用，絕對不會對外公開，請您放心填答。並再次感謝您

的合作。 

敬祝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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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本資料： 

1. 公司名稱： 

2. 公司資本額： 

3. 公司在台灣與大陸的營收比重： 

4. 公司主力產品： 

5. 主力產品內外銷比重： 

6. 主力產品在台灣與大陸的產能比重： 

 

1. 到大陸設廠時所考量的因素 

A. 吸引(pull)貴公司前去大陸設廠的外部環境 

1) 生產因素(例：勞力、原料) 

2) 需求因素(例：市場..) 

3) 相關與支援產業 

4) 企業策略、企業結構、同業競爭 

5) 政府 

6) 機會 

B. 台灣 push 貴公司前去大陸設廠的外部環境 

1) 生產因素 

2) 需求因素 

3) 相關與支援產業 

4) 企業策略、企業結構、同業競爭 

5) 政府 

6) 機會 

C. 貴公司的內部環境 

1) 財務資源 

2) 實體(物料)資源 

3) 人力資源 

4) 技術能力 

5) 組織文化 

6) 領導者的信念、價值觀 

7) 經營理念 

2. 回流台灣時所考量的因素 

A. 大陸的外部環境 

1) 生產因素 

2) 需求因素 

3) 相關與支援產業 

4) 企業策略、企業結構、同業競爭 

5) 政府 

6) 機會 

B. 台灣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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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產因素 

2) 需求因素 

3) 相關與支援產業 

4) 企業策略、企業結構、同業競爭 

5) 政府 

6) 機會 

C. 貴公司的內部環境 

1) 財務資源 

2) 實體(物料)資源 

3) 人力資源 

4) 技術能力 

5) 組織文化 

6) 領導者的信念、價值觀 

7) 經營理念 

8) 社會責任 

9) 複製成功經驗回台灣 

10) 在大陸優勢不再 

 

D. When, What, Who, Why, How 

1) 貴公司決定何時回流？ 

★？年後 (說明時間及理由)★在大陸達到？規模、市佔率★其他 

2) 貴公司想回流什麼回台灣？ 

★整個公司★事業部門★功能部門（研發、製造、行銷、企劃、其他）★資金★人

才★產品★上市（募集資金）★其他 

3) 領導者的意識對於貴公司到大陸設廠，之後又決定回流的決策是否有影響？ 

4) 貴公司回流的動機為何？ 

★政治力介入★大陸基礎建設及能源的問題★大陸相關優惠不如從前（如稅制）★

公司虧損★宏觀調控★大陸的仿冒問題嚴重，造成削價競爭★大陸市場過於激烈★

大陸工資快速提高★大陸政策制度不全★大陸企業資訊虛假★台灣市場需求增加

★領導者的意識影響決策★其他 

5) 貴公司認為，廠商回流政府須釋出哪些誘因？ 

★增加基礎建設★取消夏天限水限電的限制★降低用地取得成本★提供租稅優惠

★提供取得資金管道★減少對經商投資的限制★政府政策應穩定且有持續性，行政

效率也應改進★勞力供應充足★開發科學工業園區★兩岸應有更多互動，最好直接

開放三通★其他 

3. 不願到大陸設廠的考量因素 

A. 大陸的外部環境 

1) 生產因素 

2) 需求因素 

3) 相關與支援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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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業策略、企業結構、同業競爭 

5) 政府 

6) 機會 

B. 台灣的外部環境 

1) 生產因素 

2) 需求因素 

3) 相關與支援產業 

4) 企業策略、企業結構、同業競爭 

5) 政府 

6) 機會 

C. 貴公司的內部環境 

1) 財務資源 

2) 實體(物料)資源 

3) 人力資源 

4) 技術能力 

5) 組織文化 

6) 領導者的信念、價值觀 

7) 經營理念 

8) 社會責任 

D. 貴公司認為其他食品工業廠商到大陸設廠的考量因素 

1) 大陸的外部環境 

a) 生產因素 

b) 需求因素 

c) 相關與支援產業 

d) 企業策略、企業結構、同業競爭 

e) 政府 

f) 機會 

2) 台灣的外部環境 

a) 生產因素 

b) 需求因素 

c) 相關與支援產業 

d) 企業策略、企業結構、同業競爭 

e) 政府 

f) 機會 



 95

各公司訪談記錄 

一、oo 集團 

問：○○不論在台灣或大陸市場的拓展都是產業成功經營者的典範，在公司建立事業過程中一

定遭遇許多困難，而且也一一克服，請問您企業應如何走出經營過程的陰霾? 

答：現今台灣企業在商場強敵環伺競爭下處境相當艱困，不論在經營思維、產品或技術都應該

追求降低成本與提昇附加價值。同時，要割捨已不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技術與研發根留台

灣，讓大陸成為台灣的製造基地，兩岸要互相合作發展，如果台灣政府沒有發展出兩岸互動

良好的機制，台灣就有可能走向邊陲化，成為沒有任何優勢的地方。 

問：現在全世界都著眼於大陸市場，台灣產業若要追求永發展就不可能與此世界潮流背離，公

司高層高先生也大力鼓吹三通，請您談談產業對三通的需求性，以及政府應如何克服這個「難

題」? 

答：台灣與大陸的經濟關聯愈來愈高，尤其這二年(2003~2004)台灣的國民所得不升反降，台灣

的大陸政策不做重大改變實在不行。以戒急用忍政策為例，鬆綁並不代表無限制的開放，而

是回復企可以專案申請的方式赴大陸投資，一樣是需要經過審查。台灣對大陸一年出超 200

多億美元，如果能三通，台灣到上海只要二個小時，可以降低營運成本，讓台商在國際競爭

中更有優勢。 

問：經濟部工業局負責國家永續發展行動計畫中「資源與產業組」及「生活與生產組」之工作，

主要的任務是推展與民生、產業息息相關的工作。目前台灣產業在大陸低成本的衝擊下，對

台灣的民生與產業造成一些影響，您對於政府後續協助產業的功能角色以及做法上，有哪些

特別的期許 ? 

答：政府能做的是將台灣基本投資環境做好，輔導廠商升級，不要擔心廠商錢進大陸就不會把

資金流回台灣，政府「管」廠商的心態，並不利於廠商發展；而若因成本太高，台灣無法對

外競爭，將會失去台灣最重要的經濟力。 

○○集團如今在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皆設廠，都是基於「成本」觀念，「哪裡有錢賺、

就往哪裡去」。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大陸市場。政府對於廠商對外佈局的現象，要務應是在

國內發展具有特色的產業。例如發展無煙囪的觀光事業，這點可以鄰近的香港雖然沒有什麼

天然資源，卻可以吸引可觀的觀光客，政府可以好好想想要怎麼做。哪裡有優勢，企業就往

哪裡走，這是企業走向國際化、全球化的趨勢。代工已經不是台灣該走的路!唯有專注產業

升級，朝高附加價值及管理來發展核心產業，才能根留台灣。 

受訪者意見： 

商人對潛在市場是有高度嗅覺的，哪裡有商機與機會，自然就會往哪裡發展，如東協 13

國經濟體及影響力日益茁壯，未來 5-10 年將與中國大陸市場連成一氣 ，形成一個 30 億人口結

構的超大市場，面對將來的超級市場競爭，企業必須積極整合集團資源，準備搶占商機，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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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除了中國市場外，東南亞市場的佈局是目前當務之急，因為過去沒有這麼好的機會，整

個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市場將形成一個大市場，尤其是配合東協 10 加 1，將興建一條連接中國大

陸、中南半島國家的鐵路交通，由中國大陸昆明連接泰國曼谷，預估在 2007-2008 年可連至新

加坡，未來的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市場將以一整個市場來看待。 

二、□□集團 

到大陸投資設廠的考量因素: 

生產因素: 原物料比較便宜， 成本下降 

         人工成本較低，約為台灣工資的十分之ㄧ 

問: 大陸目前對於廠商都會採行限水限電，而且有時還是不定期的限水限電，會影響□□在大

陸的投資意願嗎？ 

答: 限水限電的問題對於泰山影響很小，主要是因為地點的問題，因為泰山投資設廠的地點在

漳州，屬於新開發區，沒有限水限電的問題。 

 

問: 大陸政府會給予外資投資土地減免，是否為吸引□□到大陸投資的條件？ 

答: 大陸政府雖然對於外資投資會給予土地減免，但還是會經過評估之後再斟酌 

減免幅度。大多對於出口的產品才會給予土地減免，且是有期限減免。 

 

需求因素: 大陸市場大，且對食品偏好相近、文化背景習性較相近 

 

同業競爭: 台灣人的危機意識，當時中共以武力威脅台灣，企業不看好台灣市場的未來。而食

品業同業都紛紛過去大陸投資，所以泰山也去，對於泰山而言，這是個偶然、必然

的機會。 

 

問: 到大陸投資，必須要和當地政府打好關係，才能在當地生存。而大陸當局政 

策常常說變就變，是否會影響□□在大陸的投資意願？ 

答: 雖然投資大陸必須和當地政府打好關係，但是因為從中沒有拿太多利益，所以不怕其政策

說變就變，對於泰山在大陸的投資意願不會有太大影響。 

 

問: 如果海峽兩岸開放三通，對於公司而言會有什麼好處？ 

答: 如果政府開放三通，對□□會有優勢。因為□□在漳州設廠，位置地點適中，正好在大陸

和台灣中間，會減少許多運輸成本，但是仍是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也就是說，除了開放三

通外，政府在進口食品的關稅也要調整，要看整體的總成本才會決定是否回流台灣販售，如

果在漳州生產成本較台灣低，□□會讓產品回流台灣。 

受訪者意見: 對於廠商前往大陸投資，如果政府管制越少，對廠商越有利，而產品回流取決於

政府政策。 

財務資源: 

問: 是否會想在大陸上市，籌募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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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在大陸投資，終於在去年(2004 年)開始獲利，對於投資大陸的資 

金，並未想在大陸上市籌募，畢竟現階段泰山投資的範圍僅限於東南沿海部分。就算真的需

要資金，也不會考慮在大陸上是，因為不想受到政治上的干擾。 

 

社會責任: 

問: □□在台灣擁有文化基金會，是否會因為對社會的責任心，將資金定期從大陸回流台灣至

基金會？ 

答: □□會回饋給基金會，但是其資金來源不一定從何而來，資金不一定是從大陸回流，資金

愈流通，企業在運用這項資源會愈方便。 

 

其他: 

問: 大陸政府會給予外來投資租稅優惠，是否為吸引□□過去投資的考量因素？ 

答: 大陸政府雖然會給予租稅減免，但是仍然需要繳增值稅 17%，增值稅沒有減免此為對外資的

一項不平等待遇，因為大陸當地食品業可以採取較低的稅率，讓其生產成本較低，能夠以較

低價格在市場販賣，比外資產品更有利。 

(1994 年大陸政府扶植國內廠商，讓其發展迅速，而八寶粥在大陸銷售最好的品牌為國內廠

商大陸品牌銀鷺) 

 

問: 大陸的衛生條件比台灣差，是否會影響□□到大陸投資的事業與意願？ 

答: □□的產品受衛生條件影響不大 

 

問: 當大陸和台灣紛紛加入 WTO，您的想法為何？ 

答: 加入 WTO 對於大陸影響其實不大，反而是對於台灣影響很大，是弊大於利。例如: 對於豬

肉和飼料的需求，當台灣加入 WTO 後，會進口較多的豬肉，對於台灣的養豬業者，養豬數會

減少；對於生產飼料的業者，只能減少飼料產量，對台灣的飼料業者衝擊很大。但其實加入

WTO 後，雖然影響很大，但同時也是一個契機，讓業者經由良性的刺激，改善現有環境體質。 

 

問: 對於一些台灣的食品同業，到目前仍然不願意到大陸投資(例如:義美)，您有什麼看法？ 

答: 有些台商企業不去大陸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領導者的信念和其經營理念。如 X美公司因為

其本土意識較強且和現在台灣政府關係良好，其價值觀較具本土性，X美目前在台灣市場做

的很好，所以並沒有意願到大陸投資。 

  

受訪者的意見: 如果廠商在大陸賺錢，其實要資金回流台灣很不容易，因為大部分廠商會把資

金做再投入，在大陸增加生產線。 

 

三、◇◇公司 

問: 果糖為◇◇在台灣的明星產品，為何沒有到大陸投資？ 

答: 因為砂糖在大陸很便宜，沒有人會用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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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因素: 大陸的市場雖然很大，但其口味、偏好不同 

 

領導者的信念、價值觀:  

      ◇◇高層內部分為兩種派系：日系和美系，但同為保守派，對於在外地投資抱持很謹慎

的態度。如：1985 年在東南亞的廠商(如:菲律賓、泰國)想和公司合作投資飼料產品，但

後來考慮後仍沒有去。目前因為去年剛從大陸回來，公司高層對於外地投資更為保守，

想法為在台灣已經做的好好的，何必再去大陸。 

 

其他: 大陸人信用不好，不像在台灣交易可以使用支票遞延支付，所以在大陸做交易有風險，

呆帳易產生，不確定性、無法控制性太高。 

問：◇◇先前赴大陸設產經營麵粉事業(北京◇◇公司)，除了大陸廠商信用不好，倒帳、呆帳

風險高之外，在經營上還出現或面臨哪些問題? 

答：其實，普遍的食品業除了看重大陸龐大的消費人口這個廣大的市場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想取得那裡便宜及豊富的原料，但在◇◇赴大陸經營期間，卻發現在外資在大宗穀物的

原物料取得方面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因為大陸官方對大宗物資(黃豆、玉米)都有配給額

度，想要這些原物料必須從當地的國營企業取得，而國營企業賣給外商會較貴，賣給本地企

業則會相對較便宜，使得外商與台商在這方面處於較劣勢地位。 

問: ◇◇目前有在做飼料，而之前台灣加入 WTO，對台榮有何影響？ 

答: 台灣對於飼料需求會下降，但不會過大，且近幾年飼料業者關閉營業近七、八家，對於◇

◇而言也是一個契機。 

問：就◇◇來說，大陸那邊結束經營與撒資後，面對台灣這麼激烈的競爭環境，公司在經營方

面是否有進行哪些調整? 

答：是的，公司會漸漸把經營的重點目標往高附加價值的量身訂製(Modified)麵粉，像是化工

麵粉(變性)這些產品，因為看中台灣冷凍調理食品市場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而公司未來在

產品組合方面這類澱粉的比重會漸漸增加。 

受訪者的意見： 

認為廠商會去大陸投資的原因─ 

1. 看到大陸市場大，想分這塊大餅 

2. 在台灣已經做不下去，才去大陸 

3. 因為供應練上下游廠商已經去大陸，不去不行 

 

四、△△實業 

問：△△在台灣比大陸的主力產品是否一樣? 

答：△△實業在大陸廈門投資的事業是屬於水殖飼料業，這點與台灣的油脂產品不一樣，而也

由於是高水產飼料比重的策略成功，2000 年正式轉虧為盈。廈門廠原本看準海南島發達的水

產養殖業，計劃擴大市場規模，將旗下水產飼料賣到海南島，但卻受到現有往來的船隻，無

法運送大宗飼料而作罷，而轉向經營寵物飼料。 

△△實業表示，廈門廠未來除了將持續強化水產飼料經營，也會在淡季時生產部份農畜飼料

以及寵物飼料。此外，目前公司方面認為，大環境不景氣，目前尚無投資新廠的計劃，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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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密切注意未來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兩岸飼料業整合的機會，包括旗下的水產飼料、

寵物飼料等，都不排除從直接人陸生產進口，藉以降低生產成本。 

另外執行副總堯經理洪表示，目前大陸官方正大力鼓吹，希望養殖業者能減少會造成水質污

染的雜魚飼料，改使用專業的水產飼料，因此帶來相當大的市場商機，但由於水產飼料受限

於旺季限制，消費高峰只在每年的六到十一月，因此目前公司仍需要生產農畜飼料來平衡經

營。 

生產因素：大陸官方鼓吹、人力成本低廉 

機會：大陸水產養殖業興起 

問：面對台灣激烈的競爭環境，以及人事成本這麼高的情況下，公司在經營方面是否有進行哪

些調整? 

答：國內食品業競爭激烈，人員的精簡與商品的精緻經營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業界提升競爭力的不二法門。△

△實業精簡人事成本，推動施行「五四三」策略，強調「五個人的工作，四個人的薪水，由三個人來做」，同

時將非核心事業委外代工，鼓勵退休或被資遣人員以創業的方式承包業務，大幅降低該公司的人事成本；通常

老字號的食品廠多半有沉重的人事包袱，△△實業近年來力行內部控管制度，人員效益的提升成為重點，該公

司推出「五四三」政策，以溫和的方式精簡人員，透過操作流程的改善，包括ｅ化的導入等來提高營運效率；

首先進行內部組織的調整，視業務的改變與需求，合併旗下相關的課級單位，儘量讓組織作業扁平化。  

其次，△△實業也積極將非核心的生產技術流程，以外包的方式委託經營，並鼓勵員工自行創業，承接外包的

業務，一方面降低△△的人事成本，同時也讓員工開創事業第二春的機會；目前△△實業整體的員工數量，

已從最早的六百多人高峰期，正陸續縮減至目標四百人以下。 

     

受訪者： 

其實除了△△轉往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以及在人事上精簡人力之外，其他業者也都頻頻調整其在台的經營策

略，例如在商品經精緻化發展方面，味全在兩年前決定專注冷藏核心事業的發展方向，為了擅用有限的資源，一口

氣裁減掉多款不賺錢的常溫小包裝飲料，雖然衝擊當年的營收表現，卻也縮小了該類別的虧損情況。在味全公司總

經理蘇守斌的帶領下，味全持續深耕冷藏飲料市場，加強品牌的投入於高附加價值商品，陸續培養出包括每日Ｃ、

林鳳營等年營收超過五億元的主要品牌，甚至帶動今年冷藏飲料營收大幅成長八○％，獲利也很可觀。 

五、▽▽企業 

問：在大陸表現不錯的廠商有哪幾家？ 

答：統一、康師傅、旺旺、聯華、泰山 

 

問：食品業在大陸可以享有的優惠有哪些？  

答：租稅、能源的使用（如果和地方政府打好關係可以減少限電的次數） 

 

問：以▽▽公司本身而言，在大陸與台灣的經營事業是否有所不同。 

答：目前，▽▽公司投資建設的▽▽食品（哈爾濱）有限公司，在開發區哈平路集中區內開工

建設。一期工程占地面積 23 萬平方米，投資 4330 萬加元（約 3000 余萬美元）。將建成一條每

小時 7.5 噸加工能力的薯條生產線和兩座馬鈴薯存儲庫。同時，他們還預留了 23 萬平方米土地，

用於下一階段擴大生產規模，生產冷凍蔬菜等。▽▽公司表示，哈開發區的新廠是其在亞洲的

第一家工廠，將納入其全球採購、供應鏈條。而在台灣則是以冷凍調理食品為主力，這是基於



 100

市場需求考量。 

 

問：台灣最大 push 的因素是什麼？ 

答：台灣市場實在太小，導致商人才會想要到大陸發展、擴展市場，甚至全球化。在台灣的營

業額是固定的，但到大陸發展營業額一定會增加個 3、4倍（成功的話）。 

 

問：海峽兩岸開放三通的重要性為何？我國政府又為何不願意開放三通？ 

答：開放三通後，原物料的取得可以更快速、更有效率，另外如果成本允許的話，也可以將產

品回流到台灣（工廠在大陸，產品運回台灣）。而政府不開放三通純粹是因為政治的考量。 

 

問：您認為有「人才回流」的可能性嗎？ 

答：回流的人通常是被當地人替代掉的，所以我不會視他們為「人才」。 

 

問：義美不到大陸的原因為何？ 

答：意識型態。 

六、００企業(尚未到大陸投資) 

問：００為何一直沒有去大陸發展？ 

答：其實我們 7、8年前有考察過大陸的市場，但發現那裡不衛生，怕找不到好 

的乳源（想要有自己的牧場）。最近這幾年我們還是有到大陸考察市場，現在如果要過去可

能會用和當地農牧業者合作的方式。我們最快今年(2005 年)會將萊爾富引進大陸，先有通

路在說。 

 

問：大陸政府會給予你們什麼樣的優惠？ 

答：土地租稅、為我們建橋等基礎建設，因為乳品這類產品，保鮮期非常短，大陸政府若願意

為我們提昇基礎運輸設施，這會我們非常有意願進行投資。 

 

問：你們有沒有考慮過要到東南亞發展？為何先鎖定大陸這市場？ 

答：我們決定先到大陸發展是因為大陸離台灣近、文化背景和口感也都和台灣相似。至於要不

要到東南亞以後再說，因為東南亞較不適合養牛，而且乳品原料比台灣還貴。另外東南亞

乳製品的市場也不大，因為乳製品對東南亞人來說太貴，較無消費需求空間。 

問：到大陸發展以後，你們的總部及研發會留在台灣嗎？ 

答：當然會盡量根留台灣，因為台灣在乳製品的衛生控管、品質上都做的比較好。 

 

問：到大陸發展後，你們會將產品及資金回流台灣嗎？ 

答：開放三通後可能會將在大陸生產的乳製品運回台灣銷售，至於資金的回流須 

配合大陸政府的政策。 

 

問：你們到大陸後會像和台灣一樣推動基金會、盡社會責任？ 

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