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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赴印尼隨團觀摩『2016 食品原料展』，暨收集市場商情資訊案」出國報告 

一、摘要： 

為了解臺灣農產食品在印尼市場的進口需求及潛在商機，本會組團赴印尼雅加達，除

參加「2016 印尼-東南亞食品原料展」，並邀請亞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印尼華商聯合經貿

會及印尼臺灣工商聯誼總會代表與參展廠商深度交流，拜會及參訪當地知名的實體及電子

商務通路，參訪單位包括：電子商務通路 BOBOBOBO、實體通路大華超市、印尼慕求生技公

司(Mucho)及 PT. INDO JASA BERSAMA 投資顧問公司等，增進對印尼市場現況及商機之瞭解。 

 

二、目的： 

「東南亞食品原料展」為全球知名食品及原料展覽，亦為亞洲地區最新農產食品技術

之展示平臺，該展兩年舉辦一次，於印尼及泰國兩地輪流開展，來場觀展者包括東南亞及

南亞地區的食品製造商、代理商、經銷商及具備食品原料需求之相關業者，展出內容包含

農漁產品原料、機能性食品等。 

「2016 印尼-東南亞食品原料展」業於本(2015)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23 日假雅加達國

際會展中心（Jiexpo）舉辦，屬 B2B性質。本（2016）年度展覽計有來自全球 15,000位專

業買家進場參觀，650家廠商進場參展，參觀買家包含食品/飲料製造商、分銷商、原料製

造商等，為農產食品廠商進入東南亞市場的最佳途徑。 

東協國家與我國貿易往來密切，東協市場亦為我國拓展新南向市場農產貿易之重要地

區，本次組團參加「2016 印尼-東南亞食品原料展」，邀集 12家具開拓外銷市場實力的業

者共同參展，共同開拓進入東協市場之契機。 

 

三、考察行程 

日期 內容 

9/18(日) 

第一天 
前往印尼雅加達 

9/19(一) 

第二天 

1. 邀請電子商務平台 BOBO BOBO 說明網站經營概況 

2. 邀請亞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及台灣工商聯誼總會代表與團員交流 

3. 拜會臺商李勇芳(印尼慕求 Mucho,經營冬蟲夏草生產及販售) 

4. 拜會臺商李曉芬(PT. INDO JASA BERSAMA投資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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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內容 

9/20（二） 

第三天 

1. 參訪大華超市及瞭解超市販賣情形 

2.進展覽館佈置 

9/21（三） 

第四天 
組團參加「2016 食品原料展」及觀摩其他參展單位 

9/22（四） 

第五天 
組團參加「2016 食品原料展」及觀摩其他參展單位 

9/23（五） 

第六天 
組團參加「2016 食品原料展」及觀摩其他參展單位 

9/24（六） 

第七天 
返回台北 

 

四、考察過程 

(一)隨團觀摩「2016 印尼食品原料展」 

1.參展概況 

參展期間，買家及參訪者均對臺灣優質美味的農產品留下深刻印象，試吃後對口感及

風味讚不絕口，展覽主辦單位 UBM 公司英國籍總裁 Christopher Eve 在臺灣館駐足達一個多

小時，主動向參訪者介紹臺灣產品。參展廠商中元進莊的鴨肉製品，讓印尼通路商對於臺

灣加工鴨肉的好品質感到非常驚喜，也表達想要採購的意願。據瞭解，印尼普遍有吃鴨肉

的習慣，但肉質口感及風味均差，因此多位印尼採購商對臺灣加工鴨肉產品好感度大大增

加及希望採購。 

另外一項人氣商品是壽米屋的越光米，現場試吃時人氣暢旺，等候電鍋打開的排隊人

龍一直沒有中斷，甚至吃過後會再回頭排隊。由於印尼稻米栽培技術差，對肥培管理的沒

有概念，米飯品質很差；團員們在參訪期間於餐廳吃到的米飯，沒有香氣也不 Q 彈，因此

在現場提供試吃時，吸引大批買家、參觀者聚集在攤位前討論，也成為當地媒體報導的話

題。 

2. 2016 年亞洲食品原料市場趨勢 

依據展覽主辦單位提供的資訊顯示，由於國民所得提升及飲食習慣改變等因素，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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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原料市場健康意識提升，對於天然/無添加/非化學性食材需求增加，且願意為了健康因

素，付出較高的價格，這樣的趨勢成為食品供應商必須思考的方向，也是未來進入市場的

必要考量。 

另一方面，2014 年亞洲穆斯林人口達到 1.4 億，約占總人口的 32%；預估全球穆斯林

人口增加速率將高於其他族群，因此，符合清真認證產品(Halal-certified prooduct)的需求也

隨之增加。例如製作飲料、甜品及化妝品常用的明膠(Gelatine)，是一種從動物的骨頭或結

締組織提煉出來，帶淺黃色透明，無味的膠質，主要成分為蛋白質，常用於食物、藥物或

化妝品作為膠凝劑，也常用於軟糖以及其他產品，如棉花糖、冰淇淋和優格。預估經過清

真認證的明膠原料，在清真食品中需求相當大，是非常值得開發的商品。 

3.邀請電子商務平台 BOBO BOBO 說明網站經營及邀請臺商代表分享市場商機資訊 

BOBOBOBO 是印尼新興的網路通路前三名之一，新型態網路購買通路也呈現出印尼市

場新一代年輕人對於科技的應用；依據行銷總監 Saras Heidiana 於簡報時表示，目前該網路

商店販售食品的比例約只有 10%(主要為時尚服飾)，且多數屬於由歐洲進口之高單價的奢侈

品，比如像是陳年葡萄酒、高級甜點糖果等食品，且這些產品的消費力相當驚人。印尼人

口是東協最大的經濟體，擁有 2 億多人口，根據調查其財富多集中於高所得之 10%人口，

其人口數相當於一整個台灣，且這些家庭其年輕一代多半具有留學經驗，對於歐美的奢侈

品並不陌生，因此針對此利基而產生的商業模式便是網路通路的興起，滿足高消費族群對

該等商品的需求。 

本次交流會也邀請華商經貿聯合會及臺灣工商聯誼總會的代表們前來，對本次參展廠

商展售商品深感興趣，期盼能有進一步交流機會，並已安排返台時赴產地參訪。 

4.拜會經營印尼慕求生技公司及投資顧問公司之臺商 

本次參展廠商有 3 家是生技公司，因此安排前往拜會印尼生技產品公司及瞭解印尼消

費者需求與通路概況；印尼慕求(Mucho)冬蟲夏草生技公司是臺商赴印尼投資的實例，由於

印尼高端市場對於保健食品需求強勁，且當地政府對於產業保護嚴格，希望廠商能在當地

設廠生產增加就業機會及提升當地技術，因此李勇芳總經理於 10 多年前決定赴印尼設廠，

目前已將印尼列為研究中心，並在廈門、廣西及臺灣均有銷售據點。在印尼的設廠主要是

看上東南亞華僑的市場相當大，因此選擇在印尼設點。另，李總經理說明，印尼政府對於

傳統藥草跟生技產品之標示規定不同，後續國人在推動進入印尼市場時，應該先對當地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A%A8%E9%A0%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90%E7%B7%A0%E7%B5%84%E7%B9%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90%E7%B7%A0%E7%B5%84%E7%B9%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6%A0%E8%B3%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B%8B%E7%99%BD%E8%B3%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A5%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6%E5%A6%9D%E5%9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AF%E7%B3%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3%89%E8%8A%B1%E7%B3%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0%E6%B7%87%E6%B7%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4%AA%E6%A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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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有所瞭解後再進入。 

不同於臺灣的通路實態，在印尼市場中直銷是很重要的通路；本次也安排拜訪當地前

三大的健康食品直銷集團-K-link Group，接待人是臺商李曉芬女士。除經營健康食品外，李

女士也創立投資顧問公司，在臺灣及印尼均有據點，李女士表示，印尼有土地廣闊、勞動

力充足及消費力正在成長等優勢，對臺灣的高科技農業技術有很大的渴求；李女士很期待

政府能對印尼臺商多些助力，後續臺灣出口廠商倘貿易或投資上有遇到困擾，都可以與她

多多交流洽問。 

5.拜會印商大華超市(Ranch Market) 

大華超市在 1997 年首次成立，原為美國大華超市集團 PT Supra Boga Lestari 在印尼的特

約連鎖店，並在當年重新改組後，成立獨立公司並努力經營超市。近二十年來該公司穩定

成長，成為印尼食品銷售業之領先零售商， 不斷努力提供最高檔的產品，包括熟食、優質

的肉類、魚和家禽，以及進口雜貨等，以獨特的氣氛和優良的服務，為消費者創造一個健

康舒適的購物體驗，目前已經在印尼開立 12 家商店，也是印尼唯一取得聯合國全球契約網

絡成員的超市(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UNGC）致力於促使全球企業在人權，勞工，環境和

反腐敗等領域，採取負有社會責任的配套作法)。大華超市也有取得 ISO 22000 標準認證，

以及與食品安全相關的 HACCPP 9000 認證。 

本次經由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外貿協會)雅加達臺灣貿易中心的聯繫

安排，拜訪大華超市坐落於印尼最高端的 Shopping mall, Grand Indonesia 的分店，由總裁 Mr. 

Harman Siswanto 親自接待，對於臺灣訪團的到訪表達歡迎之意，也對我方人員相當友善。 

在參觀超市過程發現，由於道路、電力及冷鏈等基礎建設尚未普及化，運用高科技技

術生產之高品質農產品價格高昂，舉例來說當地的家禽售價為國內的 1.5 倍，但口感及大

小均與國內相差甚遠，我方廠商均覺得印尼市場大有可為。另一方面，當地水果的種類很

多，但多數口感相當差，可能與當地種植技術落差有關；總裁 Harman 表示，希望能夠獲得

臺灣方面在農產品栽培及加工技術方面的交流，也相當鼓勵業者赴印尼投資，運用當地土

地及勞動力等優勢，增進雙方農業交流與發展。 

五、考察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印尼市場需求概況及臺灣農產食品進入之機會： 

印尼人口數高達 2 億餘人，惟由於道路等基礎建設及農業生產技術仍相當落後，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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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處於糧食及物資不足狀態，一般商品品質低下，貧富差距極大，富裕階層對於好品質產

品的需求旺盛，且不在意價格；台灣優質農產食品、保健食品及醫美商品有很大潛力進入

該市場。 

然而，印尼對農業採取保護主義，對審核進口產品項目及核發進口准證均相當嚴格，

因此即使市場需求相當大，但通過進口審核非常困難，整體市場呈現需求大進口小之漏斗

型，市場進入的障礙高；另據報印尼刻正依據「清真產品認證法」(Halal Product Assurance Law)

研擬強制性清真產品之認證及標示，並將設立官方機構(BPJPH)核發清真認證並制定相關行

政規則，受本法規範產品包括與食品、飲料、藥品、化妝品、化學品、生物產品、基因改

造產品及日常生活使用等相關之貨品及服務。印尼預定於 2019 年起正式實施「清真產品認

證法」，成為全球第一個強制性清真產品認證及標示之法規，將要求進口清真相關產品需明

確標示「清真」或「非清真」，臺灣政府及廠商應充分收集資訊儘早因應。 

(二)參展接單及展覽成果  

為瞭解參展廠商之回饋意見，業於展覽後 9 月 24 日上午召開展後交流討論會議，參展

廠商都對參加本次商拓團表達肯定，除增進對市場的商機了解外，於參展期間詢問代理進

口、代工生產的比例也相當高。壽米屋已接獲印尼進口商 60 噸訂單，該印商政商關係良好，

也對台灣高品質梗米深感興趣，現正努力申請進口配額。依據參展廠商回報，本次展覽之

採購商來自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模里西斯等，顯示該展確實為進入東協、

南亞國家等之窗口，值得持續前往參展及拓展市場。 

(三)後續輸出及建置長期販售通路 

由於食品在超市通路等販賣，必須先申請進口准證，且印方基於保護國內產業的立場，

對進口產品管制嚴格，核發准證需要 6-12 個月或更長時間才能取得；為使臺灣農產食品能

在通路上實際販售，已與外貿協會聯繫，規劃由外貿協會印尼臺灣貿易中心擔任窗口與大

華超市對接，協助匯集商品後送大華超市挑選及辦理進口准證，大華超市之定位屬於高檔

超市，且對臺灣相當友善，是辦理臺灣農產品促銷展售的良好選擇。倘申請准證進度順利，

將可於明年 10 月在大華超市辦 Taiwan fair，並與臺北駐印尼代表處規劃之國慶日臺灣週活

動結合，共同打響臺灣農產食品在印尼的知名度。倘可以持續長期經營，可比照於香港永

安百貨公司設立據點模式，在印尼大華超市設立臺灣農產食品專區，成為臺灣農業進軍新

南向市場的灘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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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續開拓新通路及販售管道 

參展後獲知，臺灣農產食品出口至印尼市場確有發展潛力；除了參加國際性展覽外，

也可以主動辦理採購洽談會，邀請當地重要進口業者及通路商，由臺灣供應商向潛在的買

家介紹特色商品或加工技術，媒合採購商機。業已洽請外貿協會及印尼臺灣貿易中心協助

規劃，提出具體方案後可向本會研提計畫。由於進口業者才是辦理進口准證的負責單位，

向進口商推介產品倘獲得青睞，就會主動辦理進口准證，因此以進口商為對象辦理採購洽

談會，有其必要及意義，可有效擴大進口臺灣農產食品的採購商，有效增進外銷量值。 

(五)廠商請求協助事項及後續規劃事項-希望恢復良好工廠作業規範(GMP)認證，或發函向國

外說明台灣的 GMP 已轉為臺灣優良食品規範(TQF) 方可順利出口外銷： 

本次參展得知，由於 GMP 驗證標章在國外推行多年，在國際間具有知名度及公信力，

印尼許多食品廠商都要求台灣出口商需檢附 GMP 認證證明，惟國內因受食安風暴影響，已

於 2015 年 4 月將「台灣食品 GMP 協會」更名為「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Taiwan Quality 

Food Association，TQF)，2015 年 6 月 GMP 微笑標章正式由經濟部移轉至 TQF 協會，爾後由

TQF 協會將負責移轉後標章督導管理，致使國內已無核發 GMP 認證標章之單位，也無法向

買家提出相關認證文件，間接造成產品無法外銷。 

後於 2016 年 12 月 8 日會議上碰到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蔡仲偉秘書長，蔡秘書長

表示，確有接獲多家廠商表達相同的問題，該協會正積極洽請外交部協助向印尼、馬來

西亞等國家說明，臺灣的 TQF 認證等同 GMP 認證；TQF 協會將盡力協助業者解決本項

問題，並可依各家廠商遭遇的情況，個案為業者開立證明文件或說明資料，協助順暢外

銷。已將本資訊轉知參展廠商代表，並請有遭遇困難的業者與 TQF 協會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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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照片 

  

邀請電商 BOBOBOBO與廠商交流 拜會臺商研討進口程序等 

  

參訪大華超市及聆聽解說 參展團員全體合照 

  

BUM總裁熱心推薦臺灣商品 駐印尼代表處同仁到場關心 

  
展場洽談情形 買家對臺灣米讚不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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