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二、兩岸加入 WTO，對大陸及台灣食品業之影響 

一、 台灣方面 

(1)由於食品加工用農產原料關稅稅率及非關稅措施之解除對於食品工業原料之

取得成本自然會降低，而由於食品業成品進口關稅亦降低，使國內業者會面臨較

大的競爭壓力。  

(2)推動「農業菌種保存及開發計劃」提供食品工業用菌種之開發、保存及鑑定

服務。  

(3)基於食品工業特別強調安全衛生之特性，亦有提昇產品安全衛生及品質之措

施。 

(4)我國食品加工業，多數呈現進口食品（成品）自由化，生產加工原料並未自

由化，而成為一相反式階梯之獨特現象。所謂有效保護率甚至為負值，對食品加

工業之發展非常不利，政府宜正視此一問題。  

(5)我國食品加工業雖然在目前不合理的關稅結構下，但仍具有外銷的潛力，不

過卻未見發揮。  

           台灣加入 WTO 對食品業影響之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受影響方向 正面影響 負面影響 

受影響內容 1. 降低食品加工用農產

原料之關稅稅率及數量限

制，有利原料之取得。 

受影響內容  

2.可相對要求貿易對手國

降低貿易障礙，促進出

口。 

1.部份成品或半成品開放

進口，將面臨較大競爭壓

力。 

2.農牧業因受競爭衝擊將

逐漸萎縮，影響上下游食

品業之發展。 

3.入會後若農產原料及食

品成品進口關稅稅率結構

不合理，將使因而承擔較

高之原料成本及不利之市

場競爭。 

受影響產業 罐頭食品業、冷凍食品

業、醃漬食品業、糖果製

屠宰業、乳品製造業、食

用油脂製造業、製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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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麵食烘焙業、味精

業、其他調味品業、不含

酒精飲料業。 

碾穀業、製糖業、菸酒製

造業、飼料業。 

說明 上列產業之農產品原料目

前大多屬於較高關稅稅率

或非關稅進口限制項目，

加入 WTO 後預期將解除此

等農產原料之進口限制或

大幅調降其稅率，因此可

望降低生產成本。 

目前對上列產業之成品保

護程度較對其原料之保護

程度為大，且其成品大都

依賴非關稅貿易障礙進行

保護，未來非關稅障礙逐

步撤除後，產業之有效保

護水準將下降。 

 

二、 大陸方面 

加入 WTO 為中國食品工業所創造的機遇有：(1) 利於推進中國食品企業建

立現代企業制度，(2) 有助於擴大食品工業出口貿易。(3) 中國可直接參與相關

國際規則的制定，並依照非歧視貿易原則，平等參與國際貿易仲裁，享受其他國

家和地區開放市場的好處，發達國家等貿易大國將不得不減少、取消對中國的不

合理的貿易措施和反傾銷事件。 

中國大陸加入 WTO 對其食品業之影響亦是正負面皆有之，大致來說，以外

銷為主、具外銷競爭力之加工產業(例如冷凍食品業、肉品加工)，將因外銷市場

關稅調降、市場開放而獲益；但若以內銷為主的產品或農產作物加工產業(例如

食用植物油脂業、食糖)，則因大陸市場關稅下降，或非關稅貿易障礙取消，可

能面臨較大的進口衝擊及競爭。 

由於中國大陸食品業發展仍以初級農產加工業所佔比重較高，一旦加入

WTO，隨著農產品市場開放之進口競爭壓力，產業所受衝擊將遠大於台灣。譬如

對農產品價格制度衝擊不小，雖對貿易或許利弊皆有，但對食品(加工)業卻可能

需先面臨一段價格高度波動的考驗時期。此外，原有農產原料及加工成品之相關

運銷服務業，亦將可能產生結構性變化，對於食品業產銷影響也極需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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