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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組的內容，主要是研究能不能運用一些行銷方法來屬於傳統零食的

社會價值，所以本組找到了一間擁有歷史超過五十年歷史的品牌–鴻福，

鴻福希望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鴻福。他們以生產鳳梨酥、沙琪瑪、洋芋片、

煎餅、台灣餅乾相關產品為主，此品牌相當適合作為我們研究標的，研究

的內容如下： 

「傳統產品的市場分析、行銷策略規劃、企劃可行性分析、預期效益

分析以及大概的預算和人力支援規劃」，在市場分析中提到了現況以及未

來發展，在行銷策略本組規劃了四種不同的方案參考，在企劃可行性分析

我們對各個方案做了評價，預期效益分析中也給出了大概的。希望可以夠

透過這次研究，給相關傳統零食業者在有關未來的方向時，有一個研究成

果可以作為參考，來讓消費者重新重視傳統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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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研究背景： 

隨著時代的變遷很多食品慢慢地被淘汰，人們漸漸遺忘了屬於華人的

傳統美食，而鴻福食品的誕生就是要讓我們回憶起小時候的味道。鴻福食

品創立於 1971 年，他們希望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鴻福。他們以生產鳳梨酥、

沙琪瑪、洋芋片、煎餅、台灣餅乾相關產品為主。「根據 Euromonitor 的數

據，2019 年我國休閒食品行業（包括餅乾、堅果炒貨、 膨化食品、糖果

和烘焙食品）的收入達到 1334 億元，同比增長 7.1%」。台灣的飲食習慣

與日韓相比較之下，我國居民人均零食消費水平仍處於低位，還有很大的

進步空間。（每日財報，2020） 

目前我國休閒食品行業整體集中度低，產品仍顯同質化。傳統零食大

家都知道有哪些，但這個市場並沒有一個領導品牌，在舊產品方面定要有

自己的特色可能更改一下配方或是推出不同口味等等。在顧慮傳統的同時

也應創造新的產品，以目前的零食市場來看，零食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環，好吃的同時也應該要顧慮到健康，也就是熱量不能太高，休閒零食

市場要往吃的健康發展。由於疫情愈來愈嚴重，出國人數急速下滑他們的

伴手禮業績前途不太樂觀。在國內的主要通路有他們的實體店面、官方網

站還有各大便利超商市占率並不高，在國外方面五大洲都能發現他們但也

不會特別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近幾年由於陸客的減少從 108 年的 2714065

人到 110 年的 10515 人，伴手禮的銷量慘淡，又在疫情的加持以及懶人經

濟的進步，網購零食是民眾日常休閒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消費力驚人並

且市場產值不斷成長，「以中國、日本和台灣為例，中國國內休閒零食規

模每年約在新台幣 1000 億之間、日本每年約在新台幣 920 億左右，而台

灣休閒零食市場每年也可創造出新台幣 110 至 130 億元間產值，相當於台

灣人一年可吃超過 515 萬包休閒食品」，前景非常地樂觀，他們應把重心

放在電商平台例如蝦皮、淘寶等，讓更多的消費者搜尋關鍵字時發現他們，

又或者丟業配給網紅增加曝光度，在經濟允許的情況下也可以蓋一座屬於

鴻福的觀光工廠或是在高鐵站、捷運站和火車站建立無人販賣機，讓國內

國外的旅客發現華人的美食，漸漸地讓消費者想到傳統美食時就想到鴻福

食品，讓鴻福成為外國人與本地人眼中的領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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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動機： 

為什麼會想做有關傳統零食產業相關研究，是因為我們觀察到傳統零

食正在沒落，越來越少人知道，但還是有一群人希望這個陪伴他們童年成

長的美好事物不要消失，我們也是如此，所以我們想研究社會在進步的同

時，能不能運用一些行銷方法來找到屬於傳統零食的社會價值，找到傳統

零食的落腳處，讓這個現代化社會能增加一個傳統零食的元素，使得這個

社會更多元化，也希望可以夠透過研究，給傳統零食業者在找有關未來的

方向時，有一個研究成果可以作為參考，讓自己的產業有不一樣的方向發

展，不會因為時代的改變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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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一、 研究問題： 

目前隨著時代不斷的進步，傳統的零食產也很難再吸引到更多，為了

能突破這個困境我們列出以下幾點問題，藉由研究問題的同時找到解決辦

法。 

(一)企業形象老化，新生代的族群不知道鴻福食品的品牌。 

(二)消費者不瞭解商品的製造過程，對產品產生疑慮。 

(三)如何整合內部資源且有效利用政府資源，創造出最大利益 

二、 研究目的： 

鴻福食品為台灣傳統食品廠商，隨著社會的經濟成長、生活型態改變

和加工技術的提升，傳統食品廠商為因應趨勢必須得在製作過程、研發新

產品及行銷企劃做出改變，進而提升傳統食品產業的競爭優勢，近年來因

現代飲食多元化且越來越多外國餐廳的引入導致台灣年輕人的飲食習慣改

變故傳統食品逐漸沒落導致銷量逐年降低，故本研究以傳統食品廠商為研

究對象，探討如何透過各種行銷企劃來復興台灣傳統食品產業。研究目的

列述如下: 

(一)透過問卷了解市場消費者對傳統食品的接受度 

(二)透過行銷企劃來讓消費者重新重視傳統食品 

(三)設想出最適合鴻福食品的行銷手法來獲取曝光率 

(四)探討消費者對於促銷的敏感程度 

(五)透過問卷調查了解消費者對於零食的消費習慣 

(六)以五力分析、SWOT 分析了解鴻福食品的內外優劣勢 

(七)藉由本研究的結論提出改善行銷手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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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限制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年齡層分布基本上為 18-25 歲的年輕人，透過問卷分

析的方式了解到受訪人對我們提出的四大行銷企劃有一定的支持度。 

 

 
圖 壹-1 年齡分布圖 

二、研究限制： 

在疫情肆虐加上高齡化的環境下，人們開始注重飲食健康，擁有好的

免疫力才能保持健康活著長久，休閒食品如果不往健康發展，零食產業將

從市場上消失。鴻福食品雖然在傳統市場上具有影響力，但是不具有代表

性，想到華人食品第一個不會想到鴻福，鴻福需要增加更多的知名度，為

了提升知名度，行銷手段就要多樣化，由於被少數的連鎖超商打壓，鴻福

必須另尋出路。可以利用網路平台以及請名人代言他們的食品，甚至可以

建造屬於鴻福的觀光工廠，讓觀光客參觀消費並且把鴻福的招牌分享給世

界各地的朋友。 

  

18歲-25歲

77%

18歲以下

7%

26歲-35歲

9%

36歲-45歲

3%

46歲-55歲

1%

55歲以上

3%

18歲-25歲

18歲以下

26歲-35歲

36歲-45歲

46歲-55歲

5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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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一、研究架構 

 

 

 

 

 

 

 

 

 

 

 

 

 

 

 

 

 

 

 

 

 

 

確立研究目標 

文獻探討與企劃討論 

制定可行目標 

SWOT 

結論與建議 

問卷調查法 

選擇研究方法 

4P 

 圖 1-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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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擬定研究設計及主題 

文獻探討 

確定研究方法 

發放問卷調查 

問卷結果分析 

研究結果及建議 

圖 1-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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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產業介紹 

 

第一節 產業定義、現狀與未來 

 

一、食品產業之定義: 

凡從事食品及飲料之初步處理及製造等行業稱之為「食品及飲料製造

業」（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2009） 

二、產業現狀： 

在新冠疫情在 2020 年初爆發後至今，全球各地的產業都受到影響，

但飲食為民生基本需要故食品產業的影響相對較少，不過還是得面對原物

料價格上漲、運輸費用提升及消費者消費習慣改變的問題。 

飲食為民生基本需求，目前台灣約有 7000 多家食品工廠，食品業佔

整體製造業產值比重約為 4.8%，為台灣的第八大製造行業。飲食需求是

不可或缺的，所以在市場上，面對眾多家食品廠商的競爭，如何透過製造、

行銷面來佔有市佔率、顧客的回流率為各廠商的課題。且因應現在疫情環

境下的需求，透過網路上的電商平台、社群媒體來提升知名度已然是現在

必須採取的行銷策略。（康彰榮，2021） 

三、未來發展： 

（一）食品健康化 

「根據 Reportlinker2019 年 10 月份報導，全球零嘴市場為 2172 億美

元，每年複合年增長率 5.6％，到 2025 年零嘴市場將達到 3180 億美元，

共計成長 1090 億美元。主要會以加鹽口味並結合健康元素的零嘴成長。」

(陳建浩，2020) 

根據上文參考資料顯示，對於零食食品產業未來有可觀的發展，在最

近全民健康意識抬頭的階段，健康的零嘴逐漸風行，有逐漸跳脫傳統零嘴

的趨勢，營養訴求已經是現在人民的對於購買零嘴的依據，包含有高維他

命、高蛋白、低熱量的條件，才能在現今忙碌的生活空閒之餘，透過簡單

吃零嘴的方式補充身體要有的營養及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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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商平台的新起 

目前鴻福食品工廠的通路範圍遍布全台灣，包括全台量販店、超商、

超市、一般通路都能見到鴻福的商品，但在網路上，只有在鴻福的官方網

站上才能購買鴻福的商品。電商平台逐年透過網路科技的發展、金流的整

合與消費者消費習慣的改變逐漸新起，尤其在現今全球還在新冠疫情的壟

罩之下，電商平台的擴張及知名度有著跳躍式的成長，在未來如果與電商

平台談好條件合作，相信對鴻福食品的知名度及銷售量有顯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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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es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 擁有多個生產線 

• 品牌經營多年 

• 通過多項食品相關認證 

• 擁有多個銷售通路 

• 品牌知名度不高 

• 產品類別 、口味較

為侷限 

• 擁有良好的商譽 

• 政府通過相關方案補助 

• 全球化時代 

• 消費者健康意識抬頭 

• 無法和大廠競爭 

• 容易受到各大通路限制 

第二節 鴻福食品的 SWOT 分析 

 

一、SWOT 分析 

SWOT 分析是市場行銷的基礎分析方法之一，是阿爾伯特·韓佛瑞 

Albert Humphrey 所提。透過評價自身的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外部競爭上的機會（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 

(一) 優勢： 

鴻福食品在創立 30 多年間陸續擴增到目前擁有 4 條的生產線，並且

在食品安全方面也通過了 GMP、ISO22000、FSSC22000 等多項認證。隨

著不斷努力在國內各大超商、量販店都有通路，近年來也積極拓展電商市

場。 

(二) 劣勢： 

經過本組的研究發現，鴻福食品本身的知名度較低，大部分的民眾都

沒有聽過鴻福的牌子。並且在與廠商的對談中發現，很多時候會因原有顧

圖 2-1 SWOT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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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原因，無法調整產品的口味及開發新的產品。 

(三) 機會： 

我國行政院在西元 2005 年時通過了「新振興傳統產業方案」，提供給

傳統產業專業技術、資金上面的補助。並且隨著時代的發展，交通日益發

達，鴻福食品也將銷售通路拓展到歐、美各國，讓產品能被世界所看見。 

(四) 威脅： 

近年來消費者健康意識抬頭，對於高熱量的零食可以說是嚴重的威脅。

在資金上，無法與食品大廠去做競爭，也因為相同問題，在議價及談判上

很容易受到上下游及通路商等限制，造成在銷售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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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WOT 矩陣分析 

表 2-1 SWOT 矩陣分析表 

      內部 

 

外部 

優 勢 S 劣 勢 W  

機 

會 

O 

SO 策略 WO 策略 

1. 利用品牌多年經營的

良好形象，積極拓展

電商市場。 

2. 配合政府補助方案，

拓展海外市場。 

1. 透過與網路媒體、平

台等合作，增加曝光

度 

2. 利用政府的資源，增

加資金的來源。 

威 

脅 

T 

ST 策略 WT 策略 

1. 研發具有特色又兼具

健康的產品，以應對

健康主義的新起。 

2. 利用具有特色的產

品，降低替代品的危

脅。 

1. 與在地小農合作，除

了降低原物料成本，

還能創造出商品的獨

特性，避免受到替代

品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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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鴻福食品的五力分析 

 

一、五力分析： 

五力分析為麥可·波特在 1979 年提出的架構，是指產業內外部的五種

威脅，其架構分別為潛在競爭者、供應商的議價能力、現有競爭者、消費

者的議價能力及替代品的威脅，其用途是定義出一個市場吸引力高低程度。 

表 2-2 鴻福五力分析表 

分析主題與威脅程度 分析結果 

潛在競爭者 多 

現代人逐漸重視食品的營養價值，而小

農產品正在逐漸新起，所以威脅程度較

高 

供應商的議價

能力 
低 

因鴻福公司為食品工廠，原物料都容易

取得，故議價能力較低 

現有競爭者 多 

市面上有眾多零食廠商，產品鏈也相當

廣泛，且已有許多品牌的名號已深入消

費者心中(乖乖、樂事、奇多等等) 

消費者的議價

能力 
高 

市面上有各種價位的零嘴，在無絕對的

市場地位之下，很難調整定價 

替代品的威脅 大 
現在市面上零嘴的口味五花八門，很有

可能被新出的零嘴口味給淘汰 

由表 2-2 表示，目前外在威脅與內部劣勢較為明顯，在現有的競

爭者中想要脫穎而出勢必得行銷宣傳、研發新產品、建立品牌形象等

方面在做出努力及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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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鴻福食品的 PEST 分析 

 

一、PEST 分析: 

PEST 分析是利用環境掃描分析總體環境中的政治（Political）、經濟

（Economic）、社會（Social）與科技（Technological）等四種因素的一種

模型。 這也是在作市場研究時，外部分析的一部份，能給予公司一個針對

總體環境中不同因素的概述。 

 

• 食品安全一直是政府所
重視的法規之一，加上
不斷發生的食安問題，
除了必須要合乎法規
外，也該去取得各國相
關的食品安全認證，並
且也要符合進出口時所
該遵守的法規。 

• 政府近年來不斷推動傳
統廠商的創新、改革，
提供了取多經費、補
助，讓廠商能夠有效的
去利用。 

政治 
(Political） 

因為科技的進步有許多相關

的食品檢測儀器的發明，除

了確保原來的品質外，也能

檢查每天每條產線的出貨情

形，並且利用 ERP等系統管

理進出貨，層層把關每一項

產品的品質。 

科技 
（Technological） 

近年來通膨指數不斷上升，

不管事原物料的成本或是運

輸、人力成本都有明顯的增

加，要如何在現今的局勢

下，取得成本與售價的平衡

是未來的一個重點。 

經濟 
（Economic） 

隨著消費者健康意識的抬

頭，許多人越來越重視飲食

的健康，如何在保持產品美

味的同時，又能夠健康。少

油、少糖、低熱量成為未來

產品開發的一個方向。 

社會 
（Social） 

圖 2-2 PEST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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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傳統美食歷史文獻 

 

(一)50 年代：戰後台灣，整體經濟差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爆發國共內戰。那時台灣百廢待興，民

生物資相當短缺，許多資源仰賴進口供應，國際收支的逆差很大。，一般

老百姓生活艱苦，基本上不會有閒錢買零食。俗稱「柑仔店」的傳統雜貨

店早在日治時期已經出現，選擇十分有限，在 50 年代的傳統雜貨店裡，

還是可以找到一些餅乾或糖果，例如柑仔糖、花生糖和麥芽糖等較為傳統

的零食。 

(二)60～70 年代：經濟起飛荷包漸漲，民眾有多餘的錢消費 

  台灣在 1961～1972 年的經濟成長率平均 10.2%，經濟開始起飛，當

時政府採取「出口導向」政策，設立「加工出口區」，吸引外國人來投資

設廠，有助國外的生產技術在台灣傳播，國民所得增加，有部分支出可以

用來購買休閒食品。當時食品工業以製糖業和罐頭業為主。踏入 70 年代，

零食廠商開始崛起，各式各樣的休閒食品如雨後春荀般出現。較有名氣的

鹹味零食包括可樂果、專用來乾吃的王子麵與科學麵。至於甜食則更多，

喜年來蛋捲、七七乳加巧克力同樣在這時期誕生，但最有特色的莫過於涼

菸糖和牙膏糖。 

(三)80～90 年代：本地零食產業發展順利，廣告盛行、現代零售通路

崛起 

  休閒食品市場在 80 年代蓬勃發展，零食廠商紛紛建立起自動化生產

系統，開始有品牌行銷的概念，不斷在電視下廣告，甚至邀請台港兩地的

當紅明星做代言人。但是那時候，智慧財產權的觀念在台灣尚未普及，相

關法律亦不完善，許多零食廠商會直接使用卡通人物的肖像，製作塑膠製

玩具或漫畫，放在產品裡作為贈品。以乖乖為例，他會在廣告裡宣傳新推

出的附贈玩具，刺激小孩子的購買意欲。後來智慧財產普及化，贈品製作

成本提高，廠商只好放棄贈品策略。值得一提的是，零食銷售的通路體系

也在悄悄地改變。自從統一企業在 1979 年引進 7-eleven，台灣便利商店在

80～90 年代期間高速發展。由最初朝 7 晚 11，到後來的 24 小時營業，各

類商品陸續上架，變得什麼都能賣，便利商店的競爭優勢一直在擴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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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量販店等現代通路的興起，傳統雜貨店的生存空間不停被壓縮。80 年

代出現過 24 小時營業的連鎖零食商店，由於零售商的發展導致於台灣傳

統的雜貨店漸漸倒閉（嚴永龍，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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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世界休閒食品產業分析 

 

根據 Reportlinker2019 年 10 月份報導，全球零嘴市場為 2172 億美元，

每年複合年增長率 5.6％，到 2025 年零嘴市場將達到 3180 億美元，共計

成長 1090 億美元。主要會以加鹽口味並結合健康元素的零嘴成長。成長

最快的區域在亞太平洋區域，特別是中國市場，預估未來幾年，每年有

8.1％的成長率，並可擴增其中 578 億美元的市場的增長機會，可為許多菁

英分子提供了事業發展機會。零嘴定義為餐與餐中間，相較正餐量少，可

充饑解饞，隨著所得提高，以及女性工作者增加，零嘴成為市場最佳發展

趨勢。大致可以分類為 1.烘焙零嘴（麵包、蛋糕、餅乾等）2.加鹽類零嘴

（馬鈴薯片、爆米花、玉米片等）3.糖果類零嘴（巧克力、糖果、軟糖等）

4.冷凍冷藏類（冰淇淋、蔬果、肉品、優格等）5.其他。目前烘焙類市場

占比最高，但是很可能將被加鹽類零嘴追上，特別廣泛運用健康元素及蛋

白質添加，增加了消費者對健康概念的喜好度（陳建浩，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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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健康零嘴盛行 

 

零嘴也開始走向清潔標籤，減少添加物造成身體的負擔（不含任何人

工添加物及防腐劑，產品成份簡單）。有業者推出日曬海鹽洋芋片，簡單

調味，反而異軍突起，贏得許多想吃零嘴，又追求相對性比較健康的人士。

另一類健康零嘴的代表是果乾、堅果產品，果乾濃縮了礦物質並具有植化

素及豐富的膳食纖維，成為健康零嘴代表，其次是堅果產品，它除了以上

元素，更有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是良好的油脂替代來源，堅果也含有蛋

白質，營養更為豐富，當然吃這類健康零嘴也要避免添加物使用，有些果

乾會使用硫化物或是防腐劑，可以改變果乾色澤及保存期限，部分果乾為

了口感，添加甜味劑，吃多了造成身體負擔。如果固定把果乾做為平日膳

食纖維的補充，最好還是選擇無添加的果乾產品。至於堅果的選擇，更是

一門學問，因為富含人體需要的不飽和脂肪酸，吃原味不但可以吃到完整

營養，也容易判斷堅果品質好壞，但是業者為了加工快速，額外添加油脂

焙炒堅果，這反而會間接造成身體負擔，產生燥熱甚至喉嚨發炎現象，也

有業者會額外添加抗結塊劑（二氧化矽等），都是為了方便加工作業。堅

果透過油炒及調味，可以降低堅果品質差異，隱藏不是那麼新鮮的問題，

至於調味的原料是否又有其他添加物，也是消費者要注意的地方。便利食

用是關鍵，獨立小包裝零嘴，更能滿足生活上的補充。外出、運動或是旅

遊，獨立小包裝零嘴方便攜帶，品質較好掌握，從銷售上可以看到有明顯

的成長趨勢。隨著國民所得增加，對食品業者而言，滿足消費者解饞、更

便利的能量補充，把產品零嘴化，以符合食品趨勢發展，可以成為一條食

品業新的成長曲線。消費者吃零嘴也不再有罪惡感，健康的零嘴，反而更

能補足忙碌生活下飲食的空缺，也期待更多健康零嘴豐富我們的生活（陳

建浩，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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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品牌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 

 

品牌個性就是我們將品牌視為人類，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品牌個性

的概念。想想你認識的人，想像他們在不同情況下的言行舉止。他們平時

都是怎麼打扮的？他們如何反應和回應他人？比方說，把 Apple 想像成是

一個人，會聯想到些什麼，你又覺得他會是一個怎樣的人呢？他對編程語

言和程式開發品質管控都是非常注重的。同時，我會說他是一位有很強的

想像力、創造力和細心的人，並且總是追求進步。這就是 我認為 Apple 打

造出的品牌個性。如何打造出良好的品牌個性呢（STRIKINGLY，2022）? 

（一）考慮競爭環境: 

  你的品牌管理策略的目標之一是要在眾多競爭者中凸顯自己的優勢。

因此，在確定你的品牌個性之前，你需要比較競爭對手和產品替代品的品

牌個性。只要你知道你的品牌和產品有別人沒有的優勢或是別人的劣勢，

你就能進行下一個步驟。 

（二）記下你的目標: 

  你需要為建立品牌個性制定明確的目標。並且記下你的核心目標更

能確定你的發展方向。 

（三）建立人物形象: 

  許多企業甚至會為品牌個性繪製相應的草圖，以實際將品牌形象化，

然後將特徵與其相關聯。無論你的企業有多大或多小。 

（四）與你打造出的蘊涵品牌個性的虛擬人物形象進行對話 

  下一步是與你的品牌進行想像對話。如果你已經建立了品牌的虛擬

人物形象，那麼這一步會更有意義。你可以試著和你設計的品牌虛擬人物

問一些問題：比如你很容易讓別人理解你嗎？你能和你身邊的人產生共鳴

嗎？你的性格和其他人有甚麼不一樣嗎？你是否具備強大的應變能力適應

環境的變化？ 

（五）在過程中保持一致 

  上述步驟不是一次性過程。它們需要定期重複，趨勢和環境不斷地

變換需要你不斷地更新你的品牌個性。由於你的行銷策略與你的品牌個性

息息相關，因此，你需要不斷觀察市場趨勢和淺在競爭者來修改或更新你

的品牌個性。 

品牌形象是您要向客戶展示業務的方式，包括品牌名稱、品牌設計、

文字企劃、形象溝通影片、企業網站、服務流程等等。目的是要向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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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品牌價值。而品牌形象有以下四大重點（Gremlin Works，2021）。 

（一）提升品牌的質感： 

優良的品牌形象，有助於提升品牌的質感，而同樣的產品，看起來質

感較高，會讓顧客感覺物超所值。同樣價格的商品，消費者大多會選擇你

們家的產品。 

（二）提升品牌競爭力： 

網路及媒體氾濫的時代，想讓品牌脫穎而出，除了靠行銷策略之外，

就是靠著經營品牌形象，讓消費者在比較同類商品的過程中，更能注意到

你的優點。 

（三）建立品牌忠誠度： 

具有強大的品牌形象，能讓顧客的印象更深刻，這有助於和顧客保持

聯繫，若顧客對您的產品或服務感到滿意，那優質的品牌形象可以幫助建

立顧客的忠誠度，能使他們的回購率增加也能使他們更有意願將您的品牌

推薦其他人。 

（四）較多的合作機會： 

與無品牌企業相比，有好的品牌形象更有可能被視為經驗豐富和值得

信賴的合作對象，良好的品牌形象可讓您的品牌看起來更加值得信賴，藉

此引起大公司注意，並促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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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是一種普遍的調查方式，是通過一系列標準、客觀的問題

來的理解受訪者對問題的意見及看法，其優勢在於它的便利性及匿名性，

可以讓研究者在短時間內收集到大量的資料並加以分析，作為計畫擬定及

解決問題的依據。 

本研究問卷主要研究對象為一般消費者，並且分為四個部分：1.基本

資料 2.消費習慣 3.鴻福食品市場調查 4.企劃發想調查。 

第一部分本組想要先了解受訪者的基本資料，並在第二部分蒐集受訪

者平時購買零食等食品時的消費習慣，第三部份針對本次研究的廠商鴻福

食品，希望能知道廠商在受訪者中的知名度和是否有買過鴻福食品所推出

的產品，接著在第四部份針對本組所發想的提案去了解受訪者對那些行銷

企劃是有興趣的。 

  



21 
 

 

第二節 PSET 分析 

PEST 分析（PEST Analysis）是由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

社會（Social）與科技（Technological）四種因素所組成的，企業在擬定策

略時，可以利用此分析法分析外部環境，能夠有效地做出決策。通常會搭

配 SWOT、五力分析等 

(一)政治（Political）：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政府政策、法令、

政治是否穩定等，都可能對企業造成影響。 

(二)經濟（Economic）:是影響企業決策的最重要的因素，一個地區的

經濟好壞，會直接影響市場規模，例如：匯率、經濟成長率、通貨程度等。 

(三)社會（Social）：社會因素不僅影響產品的需求，有時更會影響企

業的經營方向或管理做法，例如：社會文化、健康意識等。 

(四)科技（Technological）：科技的發展會帶給企業很大的幫助，不管

事在成本、品質的控管，還是研發時的過程，都會因著科技的進步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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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五力分析 

  

現有競爭者 

之間的競爭 

供應商 客戶 

供應商的 

議價能力 

潛在競爭者 

替代品 

客戶的 

議價能力 

替代品的威脅 

新加入者的威脅 

 圖 4-1 五力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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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研究設計 

 

在整理問卷的過程中，本組認為最嚴重的問題是，品牌知名度是非常

不足，要如何才能將傳統的產業利用現代的方法將名聲推廣出去，成為設

想企畫的關鍵，並且經過討論得出了以下方案，希望可以提升鴻福食品的

知名度。 

一、觀光工廠： 

利用在地化的觀光工廠，讓消費者在最近的距離認識到鴻福食品的歷

史文化以及產品，在消費者更認識鴻福的同時，也將鴻福的品牌推廣出去。 

二、異業結盟-Youtuber： 

在網路發達時代，利用網路媒體去推廣品牌是很重要的一個手段，只

要選對了定位，能很輕易的在短時間累積大量人氣。 

三、舉辦比賽： 

利用獎金、獎品等方式，並舉辦相關活動，邀請媒體，吸引人潮，以

提升知名度。 

四、鴻福販賣機： 

可以設立於各處，利用特別設計的外型吸引民眾的注意達到宣傳效果。 

  

第一節 觀光工廠 

 

背景及動機： 

金融風暴的影響導致台灣主要維持經濟成長的製作及商貿活動生產力

逐漸下降，且近年來許多工廠因為成本上揚的原因，紛紛把工廠移置東南

亞或中國大陸其他成本相對較低的地方，政府逐漸意識到台灣的產業結構

正在變化，轉而投入更多資源到觀光產業上，另外加上台灣開放陸客自由

行，本組認為台灣的觀光產業可以帶來可觀商機，希望透過轉行為觀光工

廠來打下鴻福的知名度外，也可以讓更多人對傳統美食重拾信心。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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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鴻福食品位於楊梅的工廠交通地理位置不夠方便，希望透過與中

小學年齡較小的學校配合校外教學參觀工廠的活動，讓人從小就認識鴻福

這個品牌也加深對台灣傳統餅乾的認知。 

(二)改建為觀光工廠的同時需要耗費龐大資金，且在改建的同時可能

會遇到生產力下降甚至是停擺的狀況，因餅乾的保存期限較長的緣故本組

希望鴻福可以在改建前提升生產力先大量囤貨，好讓改建時能順利供貨 

三、行銷企劃： 

(一)透過與中小學配合實行參觀工廠，從小就深耕鴻福品牌的知名度 

(二)在觀光工廠內設置 DIY 餅乾造型工作室及活動，讓進工廠參觀的

大人小孩透過親手下去做的方式，可以深刻了解製作餅乾的流程，加深對

台灣傳統餅乾的認知，做好的餅乾可以用鴻福的紙袋進行包裝帶回家 

四、建議： 

可以透過各大社交平台推廣，如 Instagram、facebook 架設粉專，多推

廣增加知名度，也提升參觀工廠人數。 

可與當地政府申請補助金，有更多資源可以改建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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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舉辦活動 

 

一、研究目的： 

希望藉由舉辦饒舌比賽「台灣傳統零食」重新喚起台灣人對傳統點心

愛好，更希望直接領起一番風潮，傳統零食吹起一陣旋風，讓傳統零食不

再因為時代變遷而被遺忘。 

二、 比賽海報設計 

三、 比賽方式建議 

(一)創作規範 

● 請依「台灣傳統零食」內容創作饒舌歌   

● 檔案格式限 MP3、PDF 

● 須以中文為主，可以混搭台語、客語或任何外語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公司得逕行取消獲獎資格，如已領取獎項則

將追回獎項： 

圖 5-1 比賽海報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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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抄襲他人作品經查證屬實。 

    b.違反著作權法或其他法律相關規定者。 

(二)參賽方式： 

●請至主辦單位活動網站進行報名，請確認已完整、正確填寫第一階

段各項基本資料後才按  下送出鍵。按下送出鍵後即進入報名資格審查流

程。 

●請上傳歌曲檔案到活動網站 ，將歌詞：於「歌詞」欄位輸入您所創

作的歌詞 

(三)評選標準 

●第一部分  作品是否符合主題「台灣傳統零食」30% 

●第二部分 網友投票(按讚) 30% 

●第三部分  演唱技巧 20% 

●第四部分 詞曲內容吸引力 10% 

●第五部分 創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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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異業結盟－YOUTUBER 

 

一、動機 

為了增加曝光度從而提升銷售量，行銷手法已和往常更多變，在人手

一機的時代，你只要有流量就會有一定的影響力。近年來這些 YouTuber 

若在某領域具有專業知識及頭銜，掌握著一定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且能影

響觀眾的消費決策，而如此龐大的影響力也吸引了許多廠商及廣告主想要

與他們合作，希望他們能為自己的商品或服務做行銷，透過拍攝影片的方

式進行廣告業配。這時各大廠商為了增加自家產品的曝光度，會把業配丟

給有流量的人，也就是我們俗稱得網紅。當然每個網紅的影響力不同，觀

看的客群也不同，在美食領域裡近年最有影響力的美食網紅 YOUTUBER

前五名如下: 千千進食中、大蛇丸、詹姆士姆士流、古娃娃、Fred 吃上癮。

其中吉娃娃是最推薦最適合鴻福食品的，他擁有近百萬的訂閱數，他負責

開箱新的美食，而她的口味符合大眾需求，會給出最真實的評價如圖一，

這個 影片是開箱全家與 PABLO 聯名的開箱，留言的粉絲都是依致好評。

除了美食網紅當然也能參考有影響力且能影響消費者決策的網紅如圖二這

位 YOUTUBER 因為把影片呈現的非常搞笑在短短兩個禮拜內突破 200 萬

次觀看，在 Google Trends 的搜尋熱度也於一個禮拜內從 13 ％來到 100 ％，

順勢帶起了合作店家歇腳亭的搜索量，創造不少社群話題及媒體版面，是

近期非常成功的 YouTuber 網紅行銷案例 

 

二、結論 

鴻福食品與網紅合作後知名度提升的同時也能招攬到更多年輕顧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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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鴻福販賣機 

 

一、動機： 

在現代的消費者中，除了產品本身，產品的包裝也成為吸引消費者的

重點，所以我們有了這個計畫。 

二、企劃大綱： 

這個計畫我們想要在各地架設自動販賣機，配合台灣各地不同的特色

文化、特產顯示在包裝上，例如日本常常會推出產地限定口味或是星巴克、

可口可樂等限定包裝等。利用特殊的造型吸引來往的消費者，增加品牌知

名度。 

三、產品設計 

(一)產品本身的包裝：因為鴻福是在地經營 50 多年的老廠商，包裝方

面我認為可以利用童年、古早味等主題製作一系列包裝，在配合當地的特

色建築作、特產等在細節上作為各縣市的區分 

(二)販賣機：在販賣機的設計，樣式一樣用復古的設計，為了讓大家

可以一看到就知道是我們的產品所以我認為可以用統一的方式，在下面我

做了簡單的示意圖，其中圓圈的部分可以使用燈條製造出傳統的味道。 

 

圖 伍-2 販賣機示意圖 

四、 施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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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販賣機放在各縣市的火車站、高鐵等具有地方代表性的地方，利用

我們復古的設計吸引來往的顧客，也可以舉辦拍照打卡的活動等，將品牌

的知名度推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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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問卷資料分析與結果 

 

第一節 消費者基本資料 

 

本次問卷從 9 月 7 號發放至 9 月 17 號，總共發放 231份，其中 231份

為有效問卷、0 份為無效問卷。問卷分析總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消

費者的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受訪者的消費習慣，從中得知受訪者的消費

偏好，購買零嘴的依據為何；第三部為鴻福企業的市場調查，初步了解鴻

福在市場上的品牌認知；第四部分為行銷企劃發想調查，透過問卷方式了

解企劃的可行性。 

受訪問卷顯示（表 6-1、圖 6-1），性別男比例佔 35.9%、性別女比例

佔 60.2、不願透漏則佔 3.9%。可以看出受訪者男女比例有些失衡。                  

表 6-1 受訪者男女比例表 

性別 男 女 不願透漏 

人數 83 139 9 

百分比 35.9% 60.2% 3.9%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圖 6-1 受訪者男女比例圖 

女

60.2%

不願透漏

3.9%

男

35.9%
女

不愿透露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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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受訪問卷顯示（表 6-2、圖 6-2），年齡層面 18 歲以下為 7.4%，18～

25 歲為 57.1%，23 歲～30 歲為 26.8%，31 歲～40 歲為 10.7%，41 歲～50

歲為 3.6%，51 歲以上為 1.8%，最多為 18～22 歲。可以看出受訪者，半

數的人年齡都在 18~25 歲。 

表 6-2 受訪者年齡資料統計 

年齡 
18 歲以

下 
18~25 歲 26~35 歲 36~45 歲 46-55 歲 55 歲以上 

人數 17 178 21 6 2 7 

百分比 7.4% 77.1% 9.1% 2.6% 0.9% 3%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圖 6-2 受訪者年齡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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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問卷顯示（表 6-3、圖 6-3），居住地於北部地區的比例為 71.5%，

中部區域比例為 21.6%，南部區域比例為 5.2%，東部區域 1.3%，離島

0.4%。 

表 6-3 受訪者居住地資料統計 

地區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東部區域 離島 

人數 165 50 12 3 1 

百分比 71.5% 21.6% 5.2% 1.3% 0.4%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圖 6-3 受訪者居住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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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問卷顯示（表 6-4、圖 6-4），收入 15000 元以下為 37.2%，

15001 元～25000 元為 28.1%，25001 元～35000 元為 22.9%，35001～

45000 元為 7.8%，45001 元以上為 3.9%，佔最多的是每月收入在 15000 元

以下 37.2%。 

表 6-4 受訪者月收入統計 

月收入 
15000 元以

下 

15001～

25000 元 

25001～

35000 元 

35001～

45000 元  

45001 元 

以上 

人數 86 65 53 13 9 

百分比 37.2% 28.1% 22.9% 7.8% 3.9%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圖 6-4 受訪者月售入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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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問（表 6-5、圖 6-5）卷顯示，職業為學生者為 58.9%，服務

業為 18.2%，餐飲業為 7.4%，主管及經理人員為 8.0%，軍公教為 1.7%，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為 0.9%，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為 2.6%，

其他為 8.7%，以學生 58.9%為最多。 

表 6-5 受訪者職業資料統計 

職業 學生 服務業 餐飲業 
主管及經理

人員 
軍公教 

人數 126 42 17 14 4 

百分比 58.9% 18.2% 7.4% 6.1% 1.7% 

職業 

農、林、

漁、牧業生

產人員 

機械設備操

作及組裝人

員 

其他 

 人數 2 6 20 

百分比 0.9% 2.6% 8.7%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圖 6-5 受訪者職業分布圖 

主管及經理人員

6.1%

其他

8.7%

服務業

18.2%

軍公教

1.7%

農、林、漁、

牧業生產人員

0.9%

學生

54.5%

機械設備操作及

組裝人員

2.6%
餐飲

7.4%

主管及經理人員

其他

服務業

軍公教

農、林、漁、牧業生

產人員
學生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

人員
餐飲



35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第二節 受訪者消費習慣 

 

根據受訪問卷顯示（表 6-6、圖 6-6），有 86%民眾是平常都有不定時

買餅乾、零食的習 14 的民眾是幾乎不曾購買餅乾、零食的。由此可知對

於大部分消費者，餅乾、零食可說是日常一定會買的消費品。 

表 6-6 受訪者購買零食資料統計 

 是 否 

人數 51 6 

百分比 89.5% 10.5%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圖 6-6 受訪者購買零食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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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問卷顯示（圖 6-7、圖 6-8）所示一周購買次數 3 次以上為

38 人（6.5%），一周 1～3 次為 15 人（16.5%），兩周 1 次為 49 人（21.2%），

一個月 1～2 次為 59 人（25.5%）一個月少於 1 次為 38 人（16.5%），無購

買為 32 人（13.9%）。 

 從問卷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受訪者每個月都會去買至少的餅乾，其

中更是有 22.5%以上的受訪者每週至少都會去買一次以上。 

  

圖 6-8 購買次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根據受訪問卷顯示（圖 6-9）所示受訪者中會去便利商店購買餅乾、

零食的人數為 137 人，會去大賣場的人數為 136 人，會去量販店的人數為

70 人，會去電商平台購買的人數為 50 人，而不會購買的人數則為 32 人。 

從此數據可以看出絕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在便利商店（59.3%）及大

賣場（58.8%）購買餅乾、零食，可見這兩項通路的是推廣產品非常重要

的通路。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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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購買次數分布圖 

圖 6-9 購買通路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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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鴻福食品市場調查 

 

 根據受訪問卷顯示（圖 6-10）所示受訪者中認識鴻福食品的人數

為 81 人(35%)，不認識的人數為 150 人(65%)，可以看出鴻福食品的知名

度是不高的。 

 根據受訪問卷顯示（圖 6-11）所示現在受訪者中購買過鴻福食品

的產品的人數為 61 人(26.4%)，沒有購買過的人數為 170 人(73.6%)。 

 兩者相比較後可知道，在 81 位知道鴻福食品的受訪者中，有高

達 75%位受訪者有購買過鴻福的產品，若維持此購買率，並拉高知名度鴻

福食品的銷量位有顯著的提升。 

 

圖 6-10 鴻福知名度統計圖 

 

圖 6-11 鴻福產品購賣統計圖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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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企劃發想調查 

 

 根據受訪問卷顯示（圖 6-12）所示若鴻福食品與明星或遊戲等不

同產業合作會有興趣購買的的人數為 124 人，沒有興趣的人數為 107 人。 

若想要利用異業合作的機會來創造利潤，需要慎選合作的對象，挑選

最符合消費者興趣的合作對象。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根據受訪問卷顯示圖（6-13）所示有受訪者中有 181 人曾經去過觀光

工廠，50 人沒去過，可見在受訪者中曾經去過觀光場工廠的比例是很高的。 

根據受訪問卷顯示（圖 6-14）所示會有意願去鴻福所建立的觀光工廠

的人數為 130 人，沒有意願的人數為 101 人，兩者相當接近。 

依據這兩個問題，本組認為在絕大部分民眾都去過觀光工廠的情況下，

若要建立自己的觀光工廠，如何變得更有趣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讓消

費者有全新的體驗，可能成為成功的關鍵。 

 

圖 6-13 是否去過觀光工廠統計圖 

 

圖 6-14 有意願去鴻福工廠統計圖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根據受訪問卷顯示（圖 6-15）所示若鴻福設立自己的專屬販賣機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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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異業合作興趣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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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的人數為 132 人，不會購買的人數則為 99 人。 

本組發現在這次提出企劃中，對販賣機這項提案有興趣的人數是最多

的，但礙於相關法規所以實施上會比較困難。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根據受訪問卷顯示（圖 6-16）所示若鴻福舉辦競賽有興趣參與的人數

為 64 人，沒有興趣的人數為 167 人。 

 本組認為雖然對此項提案有興趣的人較低，但若能藉此機會推廣

品牌知名度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案。 

 

圖 6-16 鴻福舉辦比賽興趣統計圖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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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鴻福販賣機興趣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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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上述研究後我們最後整理的結論如下： 

隨著時代的變遷很多食品慢慢地被淘汰，人們漸漸遺忘了屬於華人的

傳統零食，目前我國休閒食品行業，整體集中度低、產品仍顯同質化，在

舊產品方面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推出自己獨特的口味，在顧慮傳統

同時也應創造新的產品，讓自己具有異質性。 

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結果可得出，買零食餅乾會在每條通路都佔有一

定比率，大部分人在買零食時都會在便利商店，或在大賣場購買，都是順

手買居多，依調查顯示，大部人不認識鴻福，知名度不高，購買過的人也

不算多，所以需要一些提高鴻福的知名度的企劃，我們另外發起了企劃調

查，本調查分析了四種不同的企劃，分別是觀光工廠、自動販賣機、異業

合作、舉辦比賽。 

在觀光工廠的部分改建為觀光工廠的需要耗費龐大資金，同時可能會

遇到生產力下降甚至是停擺的狀況，且鴻福食品位於楊梅的工廠交通地理

位置不夠方便，考量部分稍多，但這是政府輔導的產業有機會可以申請補

助，可行性蠻高的。依數據來看大部分人去過觀光工廠，有一定的市場性，

如何把工廠得好玩，讓消費者有全新體驗是成功的關鍵。 

在自動販賣機的部分，放置販賣機的租金成本及設備維護將會是考慮

的重點，且進入成本高效果慢，相關法規規定嚴格等等都是困難重重，但

調查顯示對販賣機這項提案有興趣的人數是最多的，本組認為是一個值得

考慮的方案。 

在異業合作常可以讓一款商品成功增加銷售，知名度大增，但合作的

成本高低，要考慮的點是能不能在合理的價格內打出想要的效果，需要慎

選合作的對象，挑選最符合消費者興趣的合作對象。 

在舉辦比賽上除了有很多先例可以參考外，資金方面不用花費太多，

在創意行銷這部分有著高 CP 值的優點，雖然依調查顯示對此項提案有興

趣的人較低，但若能藉此機會推廣品牌知名度也是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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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後本組給出的建議有三點： 

(一) 未來市場建議往健康食品發展 

現代人越來越長壽，喜愛傳統零食的年齡層也會隨之提高，年齡高後

難免會有一些慢性疾病或代謝不良等等問題，所以產品方向應注重健康飲

食，有助於產品本身銷售提高，也可以善盡社會責任，是不會吃虧的雙贏

方向。 

(二) 開發電商平台通路 

由於近年來疫情愈來愈嚴重，出國人數急速下滑，再加上近幾年由於

陸客的減少，伴手禮的銷量慘淡，在疫情的加持以及懶人經濟的進步，應

該得有一些改變。網路購買零食是民眾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有只在

網路上購買零食餅乾，前景非常樂觀，傳統零食業者開發電商平台通路，

例如：蝦皮、淘寶、PChome 等，會讓更多的消費者發現，在搜尋關鍵字

時還能擁有更多的曝光機會。 

(三) 善盡社會責任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在現代的社會中，企業除了賺取利潤，也

該對社會、自然生態的永續發展做出貢獻。近年來全球各大企業除了賺取

更多利潤，也紛紛投入了慈善、環保等議題，例如：蘋果公司近年來的產

品都強調了環保的概念，在包裝上有了很大的改變，也因此很多人的支持。

若食品也在慈善、環保等議題上多做出貢獻想必也能提升消費者的品牌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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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 

 

致理科技大學國貿系專題－ 新北在地老品牌之 鴻福食品行銷企劃相關問

卷 

大家好，我們是致理科大國貿系大四的學生，本組的主題是發想推動新北

在地老品牌－鴻福食品的改變與創新。 

鴻福食品成立於西元 1971 年，從事傳統烘焙業多年，並創立了自己的商

標品牌「九福」，再用心經營多年的努力下，取得了多項食品安全相關認

證，在國內外都有良好的商譽。目前鴻福食品主要有鳳梨酥、沙琪瑪、花

生糖、洋芋片、小餅乾、休閒食品系列等，並且在國內的量販店、賣場、

公教福利中心都有做飯售。 

 

一、基本問題 

 您的性別 

□男 

□女 

□不願透露 

 您的年齡 

□18 歲以下 

□18-25 歲 

□26-3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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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5 歲 

□46-54 歲 

□55 歲以上 

 您所在的地區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離島 

 您的月收入 

□15000 以下 

□15001-25000 

□25001-35000 

□35001-45000 

□45001 以上 

 您的職業 

□軍公教  

□服務業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主管及經理人員 

□學生  

□餐飲 

□其他 

二、消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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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是否會購買餅乾 

□是 

□否 

 購買頻率 

□一周三次以上 

□一周 1-3 次 

□兩周 1 次 

□一個月 1-2 次 

□1 個月少於 1 次 

□無購買 

 每次購買金額 

□50 元以內 

□51-150 元  

□151-250 元 

□251 元以上 

□無購買 

 如何購買 

□便利商店 

□大賣場 

□量販店 

□電商平台 

□無購買 

三、鴻福食品市場調查 

 是否聽過鴻福食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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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購買過鴻福的產品 

□是 

□否 

四、企劃發想 

 是否會因為喜歡的明星或遊戲等代言而去購買相關的零食、餅乾？ 

□會 

□不會 

 曾經去過觀光工廠嗎？ 

□會 

□不會 

 若鴻福建立自己的觀光工廠會有興趣參觀嗎？ 

□會 

□不會 

 若鴻福設立自己的特色販賣機是否會因此提升購買的興趣或進而去購

買呢？ 

□會 

□不會 

 若鴻福食品舉辦了比賽(例如：歌唱、籃球、大胃王等），會想要參加

嗎？ 

□會 

□不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