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潛入光陰之海，總是有著令人難忘的古老事物層層疊出我們的記憶，幸運的是，那些令人懷念的味

道、讓人讚嘆的手工技藝，從過去來到了現在，也將陪伴我們一起走進未來，歷經歷史洪流洗禮，這

些老字號與精品的招牌將愈見光輝燦爛。

◎撰文／陳玉鳳 圖片提供／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六安堂蔘藥行有限公司、王大夫一條根

集結全球精品 開創品牌商機
「2013老字號精品展」即將登場  

族傳統文化背景、深厚的文化底蘊並取得社會廣泛認

同，且已形成良好信譽的優良老品牌。另外，根據統

計，日本百年以上企業約有2萬家，德國近千家、荷

蘭、法國則各有200家左右。

事實上，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讓人愈發珍視

古老的價值，近年來社會氛圍更形成一股重視傳統文

化與創意的風潮。除了情感層面外，老字號的品牌價

值更是不容忽視，根據中國品牌研究院對「中華老字

號」品牌價值進行的評估調查報告顯示，前100強的

老字號企業品牌總價值高達460億人民幣。

延續展覽佳績 擴大舉辦老字號精品展  

有鑑於老字號品牌的影響力之大，台北市進出

口商業同業公會（簡稱「台北市進出口公會」)與浙

江老字號企業協會，於2009年便曾舉辦「2009中華

老字號台北精品展─兩岸老字號精品展」，邀請兩岸

三地及世界各國，包括美國、泰國及馬來西亞等地最

具特色的老字號企業前來參展，其中不乏具有百年歷

史的參展企業，甚至有超過1,200年的老店。

以區域來看，上屆展覽的台灣參展企業包括：

義香食品、施美玉名香、六安堂參藥行、誠記蔘藥

行、信東生技、埔里造紙及唯豐肉鬆等。中國大陸則

老
字號」，其中的「老」字承載了無數的情感與

回憶，以及在這個功利社會中愈發珍貴的「信

任」。因為品質保證、堅持古法與真材實料的產品，

老字號商家才能博得顧客恆常的信賴及青睞，也因為

勇於嘗試符合核心價值的創新，因此得以屹立至今。

在台灣，各行業的知名百年老店約有100多家；

在中國大陸，因歷史悠久，擁有世代傳承的產品、技

藝老店也不勝枚舉。根據2006年中國大陸商務部頒

布的「中華老字號認定規範」所評定的「中華老字

號」便有1,600多家，這些商家多是具鮮明的中華民

2009年舉辦的「中華老字號精品展」吸引兩岸三地及美國、泰國
等107家廠商參與，展覽成效深獲好評。
2009年舉辦的「中華老字號精品展 吸引兩岸三地及美國 泰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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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胡雪巖所創立的胡慶餘堂、采之齋進貢慈禧太后的

貝母貢糖、金華火腿、張小泉剪刀、龍泉寶劍、西冷

印社、都錦生織錦、塔牌紹興酒、西湖龍井茶及樓外

樓餐飲等業者，加上香港的李錦記，皆是名聞遐邇的

老字號品牌；另外，美國、泰國及馬來西亞在台辦事

處也展示該國特色企業產品。

2009年展覽共計107家廠商參展、展出面積達

1,872平方公尺，3天展出共計吸引逾3萬人次參觀人

潮，洽談買家達百餘家、創造5千萬美元商機。由以

上數據可以明顯看出展覽成效極佳，成功建立兩岸三

地、美國、泰國及馬來西亞等地具特色的老字號企業

聯合行銷平台，參展廠商均對展會成效表達肯定。

鑑於之前展覽獲得熱烈迴響，因此在各界企盼

下，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將於今年10月11至13日的雙

十國慶假期間擴大舉行「老字號精品展」。公會理事

長黃呈琮表示，「台灣是全世界保留中華文化最完整

的地方，除了獨有的原住民文化外，更融合中華傳統

文化、西方文化與日本文化等，加上企業具有的創新

優勢，創造出相當具有特色的商品，使台灣成為華人

世界最具特色的地方，因此，2013年老字號精品展

在台北舉辦，意義更加深遠。」

此次展出範圍設定在農特產品、食品、酒類產

品、文創產品、養生保健產品、家電產品、美容生技

產品及服飾織品等，廣納各產業老字號廠商與其他各

特優精品業者共同展銷，因此觀展人士能看到老字號

企業用心保存產業的淵源、歷史與文化，以及精品業

者創新的品牌價值，透過展出的效益，更能協助參展

的各特優品牌轉而成為企業的創新資產，開創更多屬

於老字號企業「歷久彌新」的無限商機。

台灣展區品牌雲集  展現在地力量

以區域畫分來看，可分為台灣、中國大陸、國

際區域等展區，其中，台灣展區以具有歷史的食品、

以及蓬勃發展的生技業者最多，事實上，本展徵展一

開始即廣獲台灣食品業者的支持，此外隨著時代的演

變，養生保健品日益受到重視，因此，此次台灣參展

2013「老字號精品展」除台灣廠商外，也吸引包括韓國、義大利等工商協會組團參展，另中國大陸眾多百年老店如同仁堂製藥等亦將透過展出效
益，在台灣找到市場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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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中，也不乏許多採用老方法或新技術的養生生技

業者。

目前報名台灣展區業者包括百年老店金門王大

夫一條根、中藥業者六安堂；食品業者包括油品老牌

子福壽實業、龍口粉絲、南海食品、台隆工業的明治

冰淇淋及台隆手創館、世華企業八八坑道高粱酒、

「綠色小鎮」有機連鎖品牌、頂級牛肉進口商美福國

際公司等。

生技業者則有「百齡」、「綠的」品牌的中

化、綜合大藥廠信東生技、保健食品品牌「三多」，

「雪天嶺」綺蔘貿易等，其他另有「藝術圖章」史丹

普國際、流行飾品聚英等廠商參展。根據展會工作人

員的觀察指出，台灣展區的共同最大特色就是「品牌

經營」，每家業者都擁有自己的品牌，這些品牌隨著

時代發展，不斷發揚光大且歷久彌新。

中國老字號往外拓展 找尋台灣機會點

至於中國大陸展區方面，目前預計有100多家中

國大陸老字號企業報名參展，展位數近200個，產業

領域主要為醫藥保健、餐飲、百貨、茶品茶藝與文化

藝術等。此次中國大陸的主要組團單位包含上海老字

號企業協會、廣西對外貿易經濟合作企業協會、中國

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昆山市商務局、浙江省老字

號企業協會、廈門市商業聯合會（廈門市商務局）、

福建省福貿會展服務有限公司（福州市對外貿易經濟

合作局）、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北京市東城區商

務委員會等；此外還有更多的單位有意組團前來。

中國大陸這些老字號精品商家希望能透過此次

展覽，將中國大陸在地的特色產品帶到台灣，進而在

台灣找到市場的切入點，讓更多華人了解老字號的品

牌，並有機會在台灣找到代理商和合作夥伴，獲得更

大的發展機會。

由中國大陸廠商積極走出海外參展的情況來

看，顯示企業想在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中傳承並發展，

就必須和現代商業行銷模式接軌。

台海兩岸共襄盛舉之外，此次也規畫了國際展

區，此區估計有30～40個攤位，由國際工商協會組

團來台參展，包括韓國首爾台北俱樂部／鉅鵬集團將

組織韓國食品、化妝品及環保產品來台參展；公會的

全球姊妹會，如義大利對外貿易協會也將組團來台對

接，另外，國際知名品牌進口代理商，例如南聯國

際貿易代理的李錦記食品、榮泰貿易代理的NIKON相

2

1.  擁有百年歷史的「六安堂」，轉型提供網路宅配的創新服
務，將中藥材成功推廣給年輕族群。

2.  金門百年祖傳老店「王大夫」在將一條根藥品發揚光大後，
未來更將結合文創，發展微電影，讓更多人認識此品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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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七明企業代理的PRGR高球用具等；最後則是各

國駐台商務辦事處，例如：奧地利商務代表辦事處、

美國在台協會農業貿易辦事處、美國愛達荷州亞太區

辦事處、美國密蘇里州亞太商務辦事處、駐台北土耳

其貿易辦事處等，這些單位將展出各國經典特色品牌

的產品。

打造專業行銷平台 展現品牌價值

整體而言，台北市進出口公會籌畫此次展覽的

目的，是要將全球老字號精品企業集結在一起，透過

本展搭建的專業行銷平台，讓這些企業的品牌價值在

展覽過程中徹底展現，參展商透過展覽，不僅能加深

企業品牌在一般民眾心中的印象、更能以老字號精品

企業的成功經驗，讓業界了解如何「歷久不衰」的經

營理念與管理過程。

截至目前為止，參展商家及單位仍在陸續增

加，而台北市進出口公會長期經營及投注心力是關鍵

所在。事實上，在決定舉辦本次老字號展覽後，公會

人員就先後赴海外、中國大陸及國內各工商團體宣

傳，並規畫大量媒體公關活動，希望號召更多元、更

多面向的參展廠商及買主前來採購與貿易洽談參與。

為了成功聚集人氣，此次展覽的行銷活動主題

定調為老字號、精品企業的「品牌故事」，藉由專屬

品牌故事專區的呈現，讓更多人知道每一個成功品牌

背後的感人故事。且自7月起，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出

刊的《貿易雜誌》新闢「經典老字號」專欄，將報導

30年歷史以上或具特色的參展企業品牌故事。

之後更將於9月開始舉辦「品牌故事FB徵讚大

賞」網路票選活動，徵選企業品牌故事刊登於官網

上，並開設活動粉絲團供民眾按讚票選，即有機會抽

中獎品，獲選前三高人氣品牌故事企業將提供媒體報

導採訪，並於《經濟日報》網路版上刊登故事。

另外，也將進行「經典傳統‧全新潮流」展前

記者會，以媒體新聞發布本屆參與盛會的全球老字號 ■■■■■■

「2013年台北國際老字號精品展」

展覽期間：2013年10月11∼13日
展覽地點：台北世貿一館

最新訊息請上官網查閱：http://www.ieat-vbs.com
歡迎成立30年以上企業或品牌廠商報名參展
洽詢電話：（02）2581-3521 分機409 李柏勳先生

在各界企盼下，「2013年台北國際老字號精品展」將於10
月登場，各項活動多元，精彩可期。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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