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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 年外貿協會首度於山東濟南辦理臺灣名品展 ，引起山東廣大民

眾的迴響。因此 2012 年決定在山東再度舉辦此廣大的盛會，協助廠商拓

展環渤海經濟區、沿黃河九省及東北市場商機。為響應廠商熱烈詢問，

睽違兩年，外貿協會將再次率領台灣優質廠商重返山東，並選擇該省最

大經貿城市-青島做為展覽地點，完整拓展海灣市場商機。 

 

次在青島舉辦的臺灣名品博覽會將力求突破，主打創新。據悉，今

(2012)年還首次突出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智慧保健』及『繽紛生活』

兩大特色，這是臺灣企業針對提供健康、便利、愉悅生活質量的主張與貢

獻，展示多款創新產品，其中 10 項產品更擁有全球第一的殊榮，將成為

展會上最吸睛的焦點。 

 

本次博覽會是青島市首次舉辦的大規模兩岸經貿交流活動，也是山東

省第二次舉辦此類活動。目前已有 580 餘家企業報名參展，預計展位 1500

個，3 萬餘件臺灣優質產品展出。博覽會設置展覽、論壇兩個板塊，展區

分形象區和產品區兩部分。形象區包括臺灣精品館、臺灣農業精品館、

臺灣名茶形象區、節能減排形象區、文創金點館、臺灣優良精密機械形

象館、連鎖加盟資訊化應用體驗館、健康醫美形象區、MIT 微笑標章形

象區等 9 個板塊；產品區包括節能減排區、臺灣漁產品區、運動休閒區、

服飾與配件區、美容生技區、臺灣茗茶區、臺灣地方特色產業區、銀發

產業區、農產食品區、機械產業區、觀光旅遊服務區等 11 個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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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拓展經濟及國際交流，推廣各大品牌並提高知名度，並且希望獲取更

多產學合作的方案，提供學校與企業的一個平台，促使學校與企業間的交流

及了解，並且讓學生有很好的學習對象及機會。 

 

   透過參與國際會展的機會，學習與產學合作廠商之間之互動，並提昇學

校與企業間平台之能見度，在多元的參展廠商中，擴展學校知名度之外，更

進一步學習國際會展之辦理模式與進行規模，對會展產業之辦理方式有更進

一步之瞭解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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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日程 

1.10/12-台灣出發 

2.10/13-參觀展示 

3.10/14-參觀展示並與校內合作產業會談 

4.10/15-返回 

 

 山東台灣名品博覽會－會展中心 
  這次參與這個展覽，內部主要分為三個館，三個館中展示的方向大為

不同，一館主要比較偏向於文創、環保議題的部分，二館則是健康及運動休

閒的方向，三館則是食品區及特色的部分。 

          

  在參觀這個展覽的時候，其實發現了許多台灣的老字號品牌，其實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後，經濟自由、國際化以後，帶動了整個產業的變動，為

了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以外，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才標誌成立了台灣精品，

也做為台灣優良產品之共同標誌。 

 

  像是台灣許多有名的品牌也開始走向大陸的市場，主要是台灣國際品牌

的宣傳推廣。中國有強大的經濟成長動能及消費能力，所以在這次的博覽會

當中，可見到許許多多的台灣品牌，不論是從小家喻戶曉的品牌，還是現在

正開始創立的品牌，這些都是要讓大陸消費者也有機會享受到，台灣精品帶

來的繽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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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區介紹 
  台灣大大小小的食品，除了小吃以外，有名的老字號依舊在突破，而這

次的博覽會場中，看到了家喻戶曉的品牌在館中設有攤位，就像是大家都耳

熟能詳的『小美冰淇淋』，或者是台塑食品，或許在台灣能見度不比以往，

但是在這麼具有國際規模的地方看到，依舊會有家鄉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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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山東青島國際會展中心 

圖 2:國際會展食品區 

圖 1:山東青島國際會展中心 



 

 

 台灣老字號品牌－美吾髮 
  經過這些年的轉變，台灣創立的品牌已經是多到無法用手指頭可數了，但

是因為隨著經濟的轉變，科技的進步，許多品牌已經無法立足，主要原因就是因

為一直無法突破現在的市場效應，也有很多原因其實是因為沒有辦法突破自我的

刻板印象，所以有許多大家之道的品牌或是許多剛創立的品牌，都漸漸沒的沒落，

甚至是消逝了。 

 

  跟上時代的潮流，不僅是個目標，也是個夢想，因為在這變化很大的社會中，

消費者不再只是一昧的相信老品牌的口碑，也要有創新的東西在裡頭才足以吸引

更多消費者，然而能撐到現在的老品牌，除了不斷創新之外，也懂得更如何包裝

自己，如今才能在這個地方站起，讓更多消費者看見。 

 

                        

 運動保健品牌 
  像台灣有名的 GIANT 一直都是讓人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對於現在的文明，

許多的企業家也紛紛開始重視『健康』、『休閒娛樂』等等，對於他們的放鬆方式

就比較偏向於－騎腳踏車。 

  面對現在的社會，騎自行車已經不再是家貧的問題了，現在有關於許許多多

的環保議題，各個地方、各個社區、各個世界已經都紛紛提倡節能減碳，而且現

在的消費者，也開始注重輕、薄、短、小的問題，所以在這個時代的轉變下，許

多的運動商品也改變了傳統的方式銷售，除了原本的機能性質以外，也改變了許

多問題，來符合消費者的各個需求，一方面達到環保，另一方面也達到推廣品牌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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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國際會展台灣精品區 



 

 

 

                        

 台灣文創 
  現在的文明，已經並非以前的文明，在經過數百年之後，人們意識崛起，

應當注重於文化保存的部分，所以現在除了提倡保存文化以外，也開始將文

化推廣到各個地方去，一方面除了讓各個不同地方的人了解自己本身的文化

之外，還需要創新來包裝，所以文創的商品，也不是就只有單單文化內容而

已，而是有更多元的東西來組合，並且重新包裝再銷售。 

  台灣的文創商品，可說是才正開始起步，並非是大家都很了解的，但是

對於國際化的市場，文創的東西是最可被接受，也是最容易被認同的，況且

台灣的文化很多元，能夠在這國際化的大舞台立足，也算是讓台灣自我的文

化銷售出去，這真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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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國際會展台灣展區 

圖 5:國際會展台灣精品區 



 

 

參、心得 

1.會展產業的發展 

       

會議展覽服務業是全球化的新興潛力類項，具有「三高三大三優」的特

質(三高:高創新效益、高附加價值、高成長潛力;三大:產值大、創業就業機會

大、產業關聯大;三優:優質服務、優良秩序、優美環境)，近幾年來，眾多製

造業在全球化趨勢下被迫外移，政府在苦思對策並籌劃台灣未來經濟轉型發

展的謀略過程，方始驚覺台灣各項服務業在國家總體經濟產值中竟然高達

68.5%，且仍逐漸提升中。這股先前被忽略的經濟推動力，才鹹魚翻身地被

廣泛重視。 

        

      但台灣在發展會展產業上，仍有值得改善和檢討之處： 

(1) 台灣展場面積不敷需求，展館等硬體建設仍顯不足，與幾個會展大

國相較之下差距甚遠。台灣目前被 UFI 列入統計的展覽館共有 3 個，

分別為台北世貿中心、台北南港展覽館及台中世貿中心等。目前可

供商業展覽使用攤位數已近 7,000 個，但是和業界需求仍有不小差距，

所以硬體建設的不足還有待加強。 

 

(2) 展覽館多偏重於主要都會區，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區，攤位數占全台

灣展館攤位數達八成之多，而且專業展覽更集中於台北世貿中心。 

 

(3) 展場周邊交通容易打結，大批人潮、車潮造成交通壅塞，每每遭致

怨聲四起，不佳的交通狀況和難忍的擁擠情況，都會影響參觀者前

往的意願。 

 

(4) 展場周遭的住宿、餐飲業數量也不敷需求。目前台北地區能提供的

客房數量有限，每當會展舉行時，展場周邊的客房和餐飲需求量極

大，卻多與展場有段距離。因此展場、飯店和餐飲的連結，仍須著

力尋求搭配。 

 

(5) 會展產業需要企畫、行銷、設計與公關等專業人才台灣會展產業屬

於剛萌芽階段，學校教育課程少有安排，企業也缺乏相關訓練課程，

使得會展專業人才不足、服務品質仍待提升。因此，若想要獲得知

識與經驗，必須靠實務及實際操作，或由企業出資送往國外受訓。

而相關知識不易有系統化的傳授，倘若人才離職後，好不容易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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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恐 

 

(6) 怕就會中斷。 

 

(7)政府雖於 2005 年開始推動會展人才培訓計畫，但仍需一段時間磨練，

才能成就出豐富經驗的好人才，尤其是從業人員對新資訊之掌握尚嫌

不足、策略行銷做得不夠、往往未確切掌握參展者的主要需求，再加

上專業程度不夠，一旦行銷推廣做得不好，展覽收益就會大打折扣。 

 

       樂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從 98 年至 101 年起規劃辦理「臺灣會展躍升

計畫」，推動具相當成效，整體會展環境也因而持續改善。為繼續推動

下一階段會展產業之發展，爰規劃自 102 年至 105 年推動會展產業發展

之「臺灣會展領航計畫」，期望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援下，持續帶領會

展產業航向國際。 「臺灣會展領航計畫」將以「打造臺灣會展成為優

質會展服務的領航者」為願景，同時以「提高會展服務品質效率，強化

臺灣會展品牌國際形象及國際競爭力，發展臺灣成為全球會展重要目的

地」為長期發展目標。 

 

2.現實狀況 

 

這次的博覽會真的讓人很意猶未盡，除了是參觀以外，還對於這次的活動

有了更深層的了解，台灣的精品品牌，能夠在這麼大的市場上立足，除了要面

對很多的壓力以外，還有外界的批評及同行的競爭，倘若一個機會錯失，那就

有可能是無法東山再起，況且面對現在的市場壓力，除了改變公司的制度以外，

產品的內容及包裝都必須要突破、創新，才有可能被現代的消費者接受，這是

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啊！ 

 

   現在的廠商機制，已經並非是要擁有高學歷、高知識才可以去執行的，現

在許多的廠商都會與學校相互合作，推廣產學的合作，一方面達到培養人力的

部分，另一方面是因為現在的年輕消費者居多，所以在創新的部分，就可以利

用學校的資源達到這部分的需求，學生也不用擔心畢業就等於失業的問題，只

要產學合作的方式推廣成功，許多學生其實都是很樂意這樣做，畢竟現在時代

趨勢，擁有一技之長不怕沒有公司不要你，再加上產學關係，公司與學校的相

互配合，其實也給了年輕人更多的機會學習及經驗。 

 

   白手起家已經不是問題了，現在的社會找工作難，但是如果有那個本事、

想法、能力，其實做什麼都不再是問題，儘管讀書讀得再高，也比不上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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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經驗的累積，所以現在許多學校都已開始推廣產學合作，亦或是許多大學也

開始推廣到許多公司實習，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現在的市場趨勢偏向如此，若跟

不上時代的腳步，那麼再多的想法、創意、本事都是徒勞無功的，天下沒有白

吃的午餐，若要收穫就必須要耕種，才有資格站在舞台上告訴大家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東西、有多麼好。 

 

     

肆、建議事項 

 

教育部為整合大專院校教學設備及能量，特別成立多個「教育部區域產學

合作中心」，各校依據發展條件及區域產業特色及需求，進行領域發展，合作

的對象包括本校及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及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目的在於輔導高職及技專院

校設置產學訓練合作專班，採用「3+2(高職加二專)」或「3+4(高職加四技)」

的合作模式，加強高職與技專院校縱向彈性銜接學制，建立技職教育、職業訓

練及產業界的合作平台，雖期待能透過不斷的觀摩與參展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

片天，但卻仍嫌不足或是速度緩慢或成效有限。 

 

現行教育制度內在全國大專院校設有北中南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分別就各

區域內之大學院校輔導責任區內之學校推廣發展其產學合作，初期成效似乎具

整合效果且媒合了不少成功的案例，讓大學院校的研發能量透過實際商品的量

化，產生商品化的價值，唯透過這種區域式的整合仍屬媒合的效果，較無法展

現全國化的推展，以致於雖有源源不斷的研發能量，卻無法很迅速的在終端展

現其商業價值。 

 

會展產業其實是多面向的，可依產業需求或是政策方向導入消費端、供應

端以及研發端的需求，達到多方媒合的一次性效果，透過週期性固定的展示，

讓業界來尋寶，也讓全國大專的研發能量及能果在此一場合展現，大規模的展

示及業界的媒合若能持續推動，則較有機會將產學合作商品化的成功率提高，

也能避免產學合作變成口號的政策，而且，透過實際會展的辦理，也讓不斷成

長的會展人才有多一些活動的經驗，一舉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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