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服務商機，我國零售與餐飲業者積極搶進，已有不少連鎖餐飲業者大有斬

獲，深究其因，台商完整的連鎖體系，以及善於建立品牌文化的強項，是台商成功西進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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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西進再升級4大關鍵

連鎖加盟＋多品牌策略 
搶占零售餐飲大餅

台灣餐飲業擁有�精緻的服務文化，在短期內中國大陸同業難以模仿，宜趁此時機快速複製，擴大中國大陸市場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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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除了統一超商、全家便利商店等零售通

路商在中國大陸市場成功布局；餐飲業更是不

乏成功搶進中國大陸市場的業者，包括85度C、王品

集團、東元集團旗下的安心食品（摩斯漢堡）等。未

來，在兩岸政策加速服務貿易開放之後，台灣批發零

售與餐飲業者如何進一步在中國大陸市場擴大市占

率，是台灣連鎖服務業者目前面對的新課題。

商機龐大 中國大陸零售規模逾20兆人民幣

觀察兩岸零售業產業發展現況，在政策開放

上，我國經濟部工業局指出，兩岸簽署服貿協議之

前，依據WTO中國大陸入會承諾，中國大陸已經允

許外資獨資經營，唯對於糧食、棉花、植物油、食

糖、菸草、原油、農藥、農膜、化肥的批發、零售、

配送服務，如設立超過30家分店，銷售來自多個供

應商的不同種類和品牌商品的連鎖店限由陸方控股。

如今，隨著兩岸服貿協議簽署，中國大陸除維

持現有開放項目之外，並且承諾上述零售商品屬於不

同品牌，來自不同供應商時，如有超過30家連鎖店

者，台灣業者出資比例可達65%，此外，對於台灣服

務提供者在中國大陸設立的出版物分銷企業的最低註

冊資本要求，也比照陸企。上述兩項放寬將對我國批

發零售業者及中小企業進入大陸市場有實質助益。

中國大陸進一步對台開放零售產業，對於台灣

業者而言，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根據經濟部統

計資料顯示，2012年台灣零售業全年營業額為3兆

8,131億元，年增率為2.4%，顯示我國零售業成長有

限。反觀中國大陸，其市場正處於不斷加速成長的階

段，根據中國大陸商務部的資料顯示，過去5年中國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複合成長率高達16.3%，產值

從2008年的人民幣10.8兆元，倍增到2012年的人民

幣21兆元，市場規模之龐大已經位居世界第二。預

計到2020年，中國大陸內銷市場商機將持續擴大，

屆時可望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

事實上，自中國大陸開放外資投資零售業以

來，台商就已經積極進入當地市場，根據經濟部

投審會資料顯示，截至102年7月12日，台灣零售

業赴中國大陸的投資案件有2,664件，總投資金額

74億1,641.8萬美元。包括潤泰集團的大潤發、統

一集團、全家超商、擁有3C購物廣場「百腦匯」

（BUYNOW）的藍天電腦集團、布局電子零組件通路

的大聯大集團，以及擁有「太平洋百貨」的遠東集團

等，都已經深耕中國大陸市場。

通路激戰 台商必須以know-how勝出

統一超商創辦人暨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徐重

仁說，兩岸服貿協議簽定之後，可以預見將會帶動更

多台商前往中國大陸擴點、展店。然而，台商想要贏

得中國大陸零售市場商機，必須對中國大陸不斷變化

的市場有持續性的了解與掌握，才能依照競爭趨勢，

做出正確的布局。

觀察中國大陸批發零售業發展，可以發現2大現

象。首先，近年來中國大陸產品通路簡化已成趨勢，

下游零售商與上游生產廠商同時進行批發整合的策

略，讓中國大陸零售兼營批發已成為常態。其次，零

售業者以連鎖方式擴張經營，也成為主流營運模式，

並且不斷橫向整合物流配銷、廣告行銷等業務，以求

達到規模經濟的效益。

上述2大趨勢已經促使中國大陸零售業市場開始

走向大型業者持續擴大、小型業者因為進入市場門檻

提高，難以生存的狀況。大者恆大的局面逐漸底定之

後，台商將面對更加嚴峻的競爭，徐重仁說，台商必

須擁有更充分的資金、積極打造品牌形象，以及標準

作業流程及系統化加速展店等know-how，才能持續

勝出市場。

再看餐飲業的政策開放狀況。由於中國大陸在

WTO時已開放外資設立獨資子公司提供餐飲服務，

因此在兩岸服貿協議不另作承諾。儘管餐飲業在兩岸

服務貿易沒有進一步開放，但是由於過去幾年台灣餐

飲業者非常積極布局中國大陸市場，因此，台灣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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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如何在中國大陸升級再進化，仍為市場焦點所在。

西進中國 餐飲業宜採多品牌策略

根據經濟部資料顯示，2008至2012年我國餐

飲業銷售額年複合成長率為6.1%廠商家數複合成長

率為3.0%，顯示台灣餐飲業實力已經達成熟階段。

2012年我國餐飲業營業額約為新台幣3,530億元，服

務家數將近11萬家，截至2012年7月12日為止，到

中國大陸投資案件有295件，投資金額為3億1,518萬

美元。

未來，在兩岸服務業加速相互投資之際，台灣

餐飲業勢必將更積極投資中國大陸市場。但是，台灣

餐飲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在前往廣大且變化快速的中

國大陸市場布局時，必須採取求新求變、多品牌經營

與加速展店以擴大經營規模的各種策略，才能成功拓

展市場。

例如，從海外紅回台灣的知名連鎖茶飲—

「快樂檸檬」，擁有此品牌的雅茗天地集團董事長吳

伯超，即透過求新、求變、發展差異化，成功布局

中國大陸市場。吳伯超指出，自2006年進入香港旺

角、再前進中國大陸以來，多年經驗讓他了解到，台

灣餐飲業者要成功攻占中國大陸服務業市場，必須要

變得夠快，趕上中國大陸急遽變化的腳步，此外持續

發展產品差異化，才能不斷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另外，在台灣已經發展10個品牌的連鎖餐飲業

業者展圓國際，在中國大陸市場的布局也同樣採取品

牌策略，展圓國際陳志雄總經理則指出，該公司初步

在中國大陸的展店策略，會集中「代官山創作料理」

（日式創作料理）和「跳舞香水」（下午茶）兩個餐

飲品牌，並將單一品牌大量複製、展店，創造經濟規

模。而在展店策略上，首先以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

為主，預計2013年底總店數可以達到25家店。2014

年起，預計以每月增加一家新店鋪的速度發展。

而進入中國大陸市場9年即拓展40多家店的千葉

連鎖餐飲集團，也採取多品牌策略加速布局當地市

場。千葉連鎖餐飲集團總經理李昆霖表示，目前千葉

跨足火鍋、牛排、超市等3大業態，積極拓展中國大

陸市場商機，預計2014年底前會進一步登陸華南地

區，開設第一家店。

4大關鍵 連鎖品牌西進再升級

整體來看，台灣零售商與餐飲業者在中國大陸

1. �現階段前進中國大陸的台灣連鎖品牌服務業，普遍面臨人才
短缺的問題，當務之急為培訓在地優質人力。
2. �自中國大陸開放外資投資零售業以來，台商便積極西進，目
前包括全家超商、大潤發等知名企業都已深耕當地市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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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布局，連鎖與品牌是兩大關鍵，未來，台灣業

者必須思考如何在連鎖品牌基本策略下，進一步優化

自身的競爭力，更順利搶進龐大的中國大陸市場。

根據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商業發展研

究院共同合作進行的「兩岸連鎖品牌服務業發展與

轉型」研究計畫，透過彙整36位標竿企業執行長

（CEO）的深度訪談，以及159份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台灣連鎖品牌服務企業目前雖然普遍具備經營優

勢與能力，不過，未來要更成功布局中國大陸市場，

必須掌握4大關鍵。

關鍵1》整合與轉型 保持優勢

現階段，台商進入中國大陸服務市場，正面對

店面租金上漲、人力資源缺乏的結構性問題，因此台

商過去單打獨鬥的經營模式，已經無法有效因應中國

大陸新的社會與經濟結構，所以，未來台商應該整合

各地服務業，形成具備規模優勢的服務業經營聯盟，

才能在中國大陸服務業市場保有一席之地。

對此，勤業眾信與商業發展研究雙雙強調，未

來台灣產、官、研各界應以「台灣服務業資源平台」

概念，整合在中國大陸經營有成的業者，以創業經驗

分享、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主管教育訓練作為基礎，發

展出聯合作戰的整合架構，如此將對我國品牌服務業

者在當地市場的發展，帶來深遠且正面的影響及實質

效益。

徐重仁就非常鼓勵在中國大陸的台商，可以回

台進行經驗分享，並且與想要進入中國大陸的其他台

商，組成「聯合艦隊」前進中國大陸市場，如此才能

在當地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互相支援成長，朝永續經

營邁進。另外，在轉型方面，連鎖品牌業者除了原有

的直營與加盟模式之外，也應該拓展電子及行動商務

平台。

關鍵2》善用台式精緻服務 贏取市場

另外，台灣在中國大陸服務業市場最大的優勢

在於文化軟實力，台式服務文化的精緻與內容是短期

內中國大陸同業難以模仿的特性。所以，如果能把台

灣各項創新且便利的生活服務特性引入中國大陸，對

於爭取當地服務市場的機會將會有很大的幫助。徐重

仁強調，台灣的連鎖加盟事業發展相當蓬勃，而且富

有強韌的品牌生命力，是台灣企業主要競爭力所在，

尤其台商能夠從服務供應到服務設計，提供標準作業

流程和系統化，更是台商成功登陸，經營連鎖品牌的

關鍵。

勤業眾信總裁陳清祥指出，台灣連鎖品牌服務

業在過去多年的快速發展下，已經累積非常成熟且穩

定的品牌、管理及技術能力，所以有許多企業成功跨

足中國大陸市場。陳清祥進一步強調，我國國內市場

有限，國際化成為企業永續發展必要途徑，因此，未

來台商應積極借鏡兩岸標竿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在

進軍中國大陸市場時，減少機會成本的支出。

關鍵3》培育人才 解決缺工問題

由於現階段前進中國大陸的連鎖品牌服務業，

普遍面臨人力短缺問題，未來此情況將更為明顯，因

此，未來台商必須對服務業人力培訓投入更多資源。

勤業眾信指出，除了年輕人力培訓之外，中高齡就業

者的吸收與培訓，也是業者未來可以思考的發展方

向，此外，由於兩岸產業結構變遷，許多中壯年就業

人口面臨就業困難的問題，因此若能對於這些人力進

行適當的培訓與應用，也可以解決未來服務業缺工的

問題。

關鍵4》西進練兵 增強國際化能力

另外，台灣品牌連鎖服務業CEO普遍認為，台商

連鎖品牌業者可以藉由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經營，進行

體質與管理能力的升級，學習到如何在大型市場內管

理連鎖品牌的經營模式，並且透過在中國大陸市場的

測試與修正，發展出國際化管理能力。

總而言之，台灣零售餐飲業在中國大陸市場的

拓展，正如火如荼的進展，未來，隨著兩岸服務貿易

加速相互開放，將有更多台商搶進中國大陸零售餐飲

市場，台商應該加速培育國際化服務人才、並以台灣

精緻服務與品牌能力，全力搶攻中國大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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