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到國外旅遊除了觀光遊憩、增添回憶以外，也想品嘗當地美食，甚至是帶回故鄉

與親朋好友分享。而來臺旅遊能選購帶回的伴手禮更是五花八門，除了高粱酒、茶葉、

鳳梨酥這些較廣為人知的代表外，還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美食，無論是代表臺灣精神或

當地具特色的名產，都是富有臺灣文化的一部分，不僅蘊含心意，更是傳遞臺灣人精

神的媒介，透過伴手禮認識臺灣風俗民情，體現臺灣人的熱情與慷慨。 

近年來臺的旅客日益劇增，隨處可見熱門伴手禮，但真正具有代表臺灣的伴手禮

又是什麼？能帶回的伴手禮又該如何選購呢？對臺灣一知半解，不瞭解其文化的外國

人，在上網搜尋「臺灣必買伴手禮排行榜」所出現的品項時，又是否真正具備足夠代

表臺灣的特質？還是只是盲從商業的行銷手法來做抉擇？ 

為了讓來臺的日客能方便地選購合適的伴手禮，我們以飲食方面的商品作為介

紹，搭配最新流行趨勢的社群 SNS－Instragram 作為推廣方式，利用時下最新的應用

程式，可以輕鬆找到產品的資訊與評價，讓來臺旅遊的觀光客能在選購的同時對產品

有初步的了解。以下我們以太陽餅、剝皮辣椒、泡麵、奶油酥條、牛軋糖、台灣啤酒

及花生糖七項特產作為實例舉證，透過實際調查分析，可供來臺旅遊的觀光客能在選

購帶回國的伴手禮的同時，能夠有更詳盡的介紹去認識臺灣，帶回真正具備代表臺灣

文化價值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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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為了讓來臺遊玩的旅客們，在挑選送親朋好友的伴手禮時，能帶回真正具有代表

臺灣文化價值的食物，我們深入探討每項伴手禮在臺灣的歷史文化與由來，不讓市面

上華麗的行銷手法專美於前，導致真正有代表臺灣本土味的產品因缺少話題性或是知

名度而漸漸被大家遺忘。我們希望能透過挖掘每樣產品背後的故事起源，讓每位來臺

灣遊玩的旅客所帶回去不只是臺灣的商品而是ㄧ個個臺灣小故事。如此一來不僅能讓

各國遊客了解到臺灣的文化，也能促進觀光產業的商機。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組專題研究方法以藉由發放問卷了解民眾對於臺灣十大伴手禮的粗略想法，統

整資料後再加以分析及探討。以下為研究架構圖表： 

 

 

擬定主題 研究動機與目的 探討文獻

發放問卷與分析統整資料製作PPT

設計推廣物品 設計海報 研究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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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我們於 4 月初成立本專題小組，以下為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1 月專題的研究程序： 

 

 

  

2017 年 4 月初 專題小組成立 

2017 年 4 月中旬 蒐集相關資訊與題目討論 

2017 年 4 月底 題目確立 

2017 年 7 月底 問卷題目討論 

2017 年 8 月中旬 發放問卷 

2017 年 9 月初 回收問卷 

2017 年 9 月初至 9 月中旬 分析、評估問卷結果 

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 資料彙整 

2017 年 11 月初 初稿完成 

2017 年 11 月中旬 製作專題 PPT、設計海報 

2017 年 11 月下旬 PPT、海報電子檔完成 

2017 年 12 月 6 日 專題發表會 

2018 年 1 月 12 日 最終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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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問卷分析 

第一節 問卷調查的目的與對象 

本專題小組以「臺灣伴手禮推薦調查」為主題，利用 Google 表單設計網路問卷

（詳件附錄)，受訪者範圍年齡及區域廣泛，主要是想訪問更多不同年齡層及不同地

區的居民對於伴手禮推薦的看法，問題多為複選題，於 2017 年 8 月中旬發放，2017

年 9 月初收回，合計發放出 230 份有效問卷。 

 

第二節 問卷資料統計及探討 

以下為問卷資料圖表分析: 

 

由圖 2-2-1 可以得知此問卷「女

性」為 80％，「男性」為 20%，

以女性居多。 

 

 

 

圖 2-2-1 性別比例圖 

 

 

 

由圖  2-2-2 可以得知年齡層

「20 歲以下」為 16%，「21~30 

歲」為 50%，「31~40 歲」為 

7%，「41~50 歲」為 22%，

「51~60 歲」為 3%，「60 以上」

為 2%此可以說明年齡層多為 

21~30 歲。 

 

 

圖 2-2-2 年齡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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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2-3 可以得知月收入

「 5000 以 下 」 為 19% ，

「 5,000~10,000 」為 25% ，

「 10,000~20,000」為 18%，

「 20,000~30,000」為 14%，

「30,000 以上」為 24%，由此

可 以 說 明 月 收 入 最 多 為

5,000~10,000。 

 

圖 2-2-3 月收入比例圖 

 

 

由圖 2-2-4 可以得知居住在「北

部」為 67%，「中部」為 2%，

「南部」為 3%，「東部」為 28%，

由此可以說明居住地區最多為

北部地區。 

 

 

 

圖 2-2-4 居住地區比例圖 

 

 

由圖 2-2-5 可以得知能接受伴

手禮價位「150 以內」為 1%，

「150~300」為 35%，「300~500」

為 43%，「500~1000」為 17%，

「1000 以上」為 4%，由此可

以說明能接受伴手禮的價位最

多為 300~500。 

 

圖 2-2-5 伴手禮價位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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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2-6 可以得知伴手禮購

買地點「觀光景點（含休息站)」

為 29%，「大賣場」為 11%，「車

站」為 14%，「網路購物」為 9%，

「飯店內販賣部」為 4%，「百

貨公司」為 13%，「機場免稅店」

為 20%，由此可以說明購買伴

手禮地點最多為觀光景點（含

休息站)。 

 

圖 2-2-6 購買地點比例圖 

 

 

由圖 2-2-7 可以得知贈送伴手

禮對象「國內親朋好友」為

61%，「國外親朋好友」為 16%，

「國內工作往來對象」為 18%，

「國外工作往來對象」為 5%，

由此可以說明贈送伴手禮對象

最多為國內親朋好友。 

 

圖 2-2-7 贈送對象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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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2-8 可以得知代表台

灣伴手禮前三名分別為「鳳梨

酥」、「太陽餅」、「茶葉」,中間

品項票數大約落在 80~30 左

右,最後三名分別為「黑麻油」、

「堅果類」、「沖泡式燕麥」。 

 

圖 2-2-8 代表台灣伴手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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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2-9 此題的分析是以

加權方式排名出來，可以得知

最推薦購買伴手禮前三名分別

為「鳳梨酥」、「茶葉」、「高粱

酒」,中間品項票數大約落在 

67~15 左右 ,最後三名分別為

「麻花捲」、「沖泡式麥片」、「罐

裝甜點」。 

 

 

 

 

圖 2-2-9 日本旅客購買伴手禮圖 

 

由圖 2-2-10 可以得知，在 230

名訪問者中，認為「好吃」為

27%，「有臺灣特色」為 33%，

「價格合理」為 10%，「方便購

買」為 8%，「方便攜帶」為 10%，

「保存期限長」為 2%，「包裝

精美、外型好看」為 7%，「媒

體推薦」為 3%，由此可知「有

臺灣特色」為普遍大眾最想推

薦鳳梨酥的理由。 

 

圖 2-2-10 推薦鳳梨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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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2-11 可以得知，在 230

名訪問者中，認為「好吃」為

9%，「有臺灣特色」為 36%，

「價格合理」為 5%，「方便購

買」為 5%，「方便攜帶」為 13%，

「保存期限長」為 22%，「包裝

精美、外型好看」為 10%，「媒

體推薦」為 0%，由此可知「有

臺灣特色」為普遍大眾最想推

薦茶葉的理由。 

 

圖 2-2-11 推薦茶葉圖 

 

由圖 2-2-12 可以得知，在 230

名訪問者中，認為「好吃」為

4%，「有臺灣特色」為 43%，

「價格合理」為 9%，「方便購

買」為 6%，「方便攜帶」為 2%，

「保存期限長」為 23%，「包裝

精美、外型好看」為 11%，「媒

體推薦」為 2%，由此可知「有

臺灣特色」為普遍大眾最想推

薦高粱酒的理由。 

 

圖 2-2-12 推薦高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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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卷分析結果 

所謂「禮輕情意重」、「禮尚往來」不僅是華人的傳統禮俗，當中所富含的情意

與文化意義更是淵遠流長的象徵。深遠的傳統延續自今，近幾年臺灣的觀光產業越趨

蓬勃，不禁讓身在物資豐饒的我們試想，若提到臺灣，國人心目中的伴手禮為何？這

項伴手禮之所以使國人購買贈送，當中又是具備何種特質？ 

本次藉由伴手禮的推薦調查來統計大家心目中伴手禮的排名，受訪者年齡層多數

落在 21~30 歲，並且多數人認為伴手禮的價格 300~500 元較能接受。 

在「最推薦日本旅客購買的伴手禮」這項題目中，鳳梨酥不論受訪者的年紀大小

都十分受到男女老少的推薦，推薦原因也普遍選擇了好吃及有臺灣特色，並且在票數

中大幅領先其他的伴手禮品項，由此可見現代人想到要購買伴手禮時還是會以鳳酥梨

為最優先考量。 

而在較高齡的受訪者當中，選擇了茶葉占了大部分，考慮到較高齡者的經濟能力

較高，所以比較會選擇茶葉、高粱酒等等的伴手禮；也考慮到較高齡者不失禮節的傳

統觀念，購買伴手禮則會挑選外觀精美的禮盒。 

而總數超過一半的受訪者通常送禮的對象都是國內親朋好友，送禮的還是會選擇

廣為人知的鳳梨酥、茶葉、高粱酒、太陽餅等作為伴手禮。而送禮給國外親朋好友則

推測黑麻油、麵茶粉、罐裝甜點、沖泡式燕麥等是外國人不知道的臺灣伴手禮，導致

票數不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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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伴手禮定義 

一、臺灣 

臺灣伴手禮古時叫「伴禮」、「伴手」、「等路」、「丹祿」。其由來主要有兩種，一

說是「丹祿」（臺語音為ㄉㄢ ㄌㄡ），因為古早時期人們生活雖困苦，逢年過節探望

親友時，還是會帶些禮物去拜訪。這禮物不是隨手買的，而是平時省吃儉用存下來的

錢用心準備的。就像煉丹般辛苦提煉出來的情意，所以伴手禮稱為「丹祿」，比喻禮

輕情意重。 

其二是，依照傳統，大年初二出嫁的女兒得回娘家省親拜年，由於嫁出的女兒是

「外人」，回娘家就稱為「作客」。在「作客」時攜帶的賀節禮物，臺語就稱為「伴手」、

「帶手」或「等路」。「伴手」之稱取名於「陪伴」女兒提在「手」上帶回娘家；「等

路」則是孩子們「等」待親友自遠「路」帶回來的禮物，或是家人遠行返家，帶給等

候家人的禮物，傳達的也是一種情意。 

二、日本 

在日本，伴手禮可分為以下兩種： 

（一） 「手土産（てみやげ）」才是中文裡伴手禮的意思，它是指特地去某間店

買來送人的東西。 

（二） 「お土産（おみやげ）」是到某個觀光名勝，順便買的紀念品。它可以是

自己留作紀念，也可以是送別人的禮物。又兩者不一定是食物，也可以

是日用品或裝飾品。 

此外，「お土産（おみやげ）」一詞有三種由來說明。首先最早的來源是從「宮笥

（みやげ）」類似現在的「御守り（おまもり）」，是一種從神社拿到貼著符咒的木板。

古時由於交通不便，要去「伊勢神宮」是件困難的事。村裡的人會給拜託要去「伊勢

神宮」參拜的人帶「宮笥」回來掛在家中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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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音變，一開始使用的是「見上げ」讀作「みあげ」，慎重挑選禮物送人的

意思。在時代的演變下以訛傳訛，漸漸產生音變，就此從「みあげ」轉變為「みやげ」。 

最後在「室町時代（1336-1573）」末期以後，開始使用「土産」漢字。指當地的

產物的簡稱。（「その土地の産物」簡略為「土産」）另外，也可以把「土產」讀作「ど

さん」，但讀作「どさん」時，就沒有贈送人的含義，使用上時需特別注意。 

 

第二節 推薦伴手禮介紹 

  以下一到十名分別為：鳳梨酥、茶葉、高粱酒、太陽餅、剝皮辣椒、泡麵、奶油

酥條、牛軋糖、臺灣啤酒、花生糖。 

本專題之所以從四到十名開始介紹的原因是因為前三名產品本身已經具備足夠

的知名度，只要是對臺灣有初步認識的旅客都能聯想到。從調查的問卷中發現鳳梨酥

居高不下的人氣儼然已經成為臺灣伴手禮的代表，不僅在眾多伴手禮選項中脫穎而出，

在各國旅客心中更是臺灣伴手禮的首選。 

雖然臺灣不是盛產茶葉的大國，產量沒有他國多。但在世界競賽中得獎，產出的

茶葉品種眾多、且每種口味各具特色、喝起來不僅韻味十足，更是別有一番風味，因

此在問卷中被評選為具臺灣味伴手禮的第二名。 

而高粱酒更是臺灣特有的品項，金門高梁酒通常被歸屬於「清香型」白酒。而日

本的清酒是米釀的，金門高粱酒顧名思義是高粱釀的，兩種酒的酒精濃度也不相同，

一般高梁酒酒精濃度比日本酒高，因此也是日本人伴手禮考慮的品項之一。 

 

以下在此簡單地介紹前三名： 

一、鳳梨酥／Pineapple cake／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 

    早年鳳梨酥大多為冬瓜酥，命名取其閩南語臺灣話諧音「旺來」，但如

果要正名回冬瓜酥，不僅沒有旺來酥好聽，對長久以來接受旺來酥的民眾亦

難以接受。近年來則有不少商家改以純鳳梨製作內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AC%E7%93%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AC%E7%93%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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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茶葉／Tea／おちゃ： 

    由茶樹的葉加工製成的食物，大多種植在梯田，多烹成茶湯飲用、也常

加入食物中調味、又有藥用。現代的茶主要按發酵程度分爲六類，綠茶、白

茶、黃茶、青茶、紅茶、黑茶。 

三、高粱酒／Sorghum liquor／コーリャンしゅ： 

    金門高粱酒，產於金門縣的高粱酒，是種中國燒酒，也是一個高梁酒品

牌。使用金門特產旱地高梁並引金門水質甘甜的寶月神泉與金門潔淨的空氣

與氣候條件，承襲古法技術所製造，因為「清澈透明、質地純淨、芳香濃郁」

而著名。 

簡單介紹完以上前三名後，我們將彙整以下七種伴手禮，整理其特色，希望能在

我們的介紹下讓更多臺灣特色伴手裡能被更多人認識，不再只是以上較廣為人知的伴

手禮，打破臺灣的既定印象，推廣及發揚光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B6%E6%A8%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C%E9%85%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0%E8%8C%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8%8C%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8%8C%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8%8C%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8%8C%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8%8C%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8%8C%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6%80%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7%B2%B1%E9%85%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7%83%A7%E9%85%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1%E7%89%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1%E7%89%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A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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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陽餅／Sun-cake／タイヤンピン 

在西元 1949 年，改良自中國傳統的酥餅而來，最後才定名為太陽餅。說起聞名

全國的臺中太陽餅，太陽餅的發明人「阿明師」魏清海先生世居臺中縣神岡鄉社口村，

十三歲起即在神岡鄉社口村昆派餅店學習製餅。「阿明師」魏清海先生在學成昆派餅

藝後又將早期的酥餅加以精心改良，於西元 1949 年與郭丁先生在臺中巿北屯開設了

「元明商行」，開始製作起漢餅與太陽餅的生意，這正是臺中太陽餅開山始祖的由來。 

西元 1954 年「阿明師」魏清海先生攜子魏建

三「阿郎師」應林紹松先生之邀共同創立太陽餅

店，從此奠定了太陽餅為臺中名產的聲譽並建立

了太陽餅顯赫的口碑！直到西元 1992 年，臺中

縣政府及縣立文化中心為記述正確的地方史料，

方對於太陽餅的文化加以尋源追根，建立了較完

整的太陽餅史蹟，並且記錄於台中縣口述歷史第

二輯。 

然而，「阿明師」魏清海老師傅與「阿郎師」相繼過世後，唯一製餅技術的繼承

人就是魏清海的義子林祺海先生。林祺海為感念義父與義兄一生中對太陽餅的付出與

貢獻，於是在西元 2000 年將太陽堂正名為「阿明師老店太陽堂」以緬懷太陽餅的歷

史由來，這正是太陽餅發明人承傳店「阿明師老店太陽堂」。 

《傳說一》天狗吞日製餅驅逐 

相傳在古老的中國南方，由於民風純樸，民智未開，突然有一天天昏地暗，太陽

不見了，民眾以為是天神派了天狗把太陽吃掉了，於是民心惶惶，不知所措。 

後來有人提議，集合村裡的婦女們，用麵粉及麥芽作成糕餅，祭拜天神，讓天狗吃飽，

不要把太陽給吞噬了。於是村民製作了許多的糕餅祭拜，果然太陽又出現了，因此，

代代相傳成為習俗，所製作的糕餅，也被稱為「太陽餅」。 

《傳說二》千金餅招親 

圖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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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在清朝末年，有一位糕餅名師賀日昇，幫自己的女兒招親，他的弟子陳維民

因為鍾情於小姐，便依據小姐的容貌做成太陽餅，並以純正的麥芽糖做餡，表達他的

甜蜜愛意之情。 

在招親會上，陳維民的太陽餅深得師傅的歡心，於是將女兒許配給陳維民，後來，

又以陳維民所做的太陽餅當做喜餅，分贈親友們，大家都很喜歡，因此，太陽餅被發

明，同時又有「千金餅」的美名。 

《傳說三》狀似太陽而名之 

由於太陽餅的形狀渾圓，中間通常都蓋有店家的紅色店印，因此，形狀很像太陽，

為人所取名為「太陽餅」，就此流傳。 

而太陽餅的興起及發展皆與臺中息息相關，

隨著鐵路、公路的交通脈動，在臺灣各地建立起

口碑，優勢在於臺中的地理位置適中，位於臺灣

西部鐵路的中點，更讓太陽餅成為南來北往的

最佳伴手禮。而太陽餅的製作技術，也在顧客紛

紛提出建議下逐漸改進，造就出，「皮薄、酥香、

餡巧」三大要求的獨特風味，成就臺中的一項特

殊「名產」。 

 

  

圖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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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剝皮辣椒／Peeled chilli pepper／青唐辛子漬け 

剝皮辣椒的創始店名叫「葉家香」，創立於 1974 年。「葉家香」在 1970 年代蘇

花公路上南澳經和平至花蓮崇德一帶，向農民收購紅辣椒。遙想 1971 年，蘇花公路

還是單向通車，路況極差，時常受地震與颱風侵襲，導致道路中斷，因此，農產品經

常運不出去，造成農民損失慘重。 

就在同時期，臺灣正逢多次颱風侵襲，導致辣椒未熟紅尚青綠之際，就已經被颱

風橫掃遍地，葉家香見此慘況，不忍農民損失慘重，便將這些數量龐大的未熟青綠辣

椒全數購回，不斷的研究青辣椒如何製成其他產品，歷經無數次的失敗，才在當年成

功的研發出剝皮辣椒上市販售。 

剝皮辣椒主要為臺灣東部地區——花蓮、臺東一帶名產，一般將青辣椒油炸過後

剝皮，再由醬油、糖、鹽等佐料醃製而成。 

圖 3-2-3 

有各種不同的吃法，單吃、配飯、炒菜、煮湯等。甚至有商人研發出了內餡吃法，

特別推薦曾獲得日本冠軍的「曾餃子」研發出花蓮剝皮辣椒搭配豬肉的水餃，是連在

臺灣都很少見的獨特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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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花蓮名店「金品醬園」成立於 1993 年，其中剝皮辣椒，由陳秋金老闆夫妻

精心研發，一開始從傳統市場收購或從批發市場取得青辣椒為主要來源，當辣椒缺貨

時，他們也會缺貨，此品牌為了解決此問題，成立了辣椒農業產銷班，一方面幫助在

地小農，不讓辣椒價格暴漲暴跌影響生計，一方面為了製作出品質最好的剝皮辣椒，

種植特定品種辣椒，讓好品質從原料開始。另外，為因應花東地區每年因天災影響而

導致青辣椒缺貨，我們也和小部分外縣市農民契約合作來補足青辣椒供應缺口，不僅

如此，為了確保產品品質及穩定度，老闆還自行研發了全臺灣唯一一臺剝皮辣椒機器，

加上乾淨的廠房以及嚴格的品管，使得金品醬園剝皮辣椒成為市場上的第一品牌。 

另外，金品醬園剝皮辣椒更在

1998 年獲得消費者保護協會頒發

金牌獎、2002 年獲頒傑出專業農家

獎，都再再證明了金品醬園剝皮辣

椒優良的品質。 

堅持「料好實在、精緻加工」

的原則，陳老闆夫妻陸續研發出一

系列的精緻美食，每一項產品都經

過長時間的研發及實驗而誕生，不

論是香脆的剝皮辣椒、剝皮朝天椒、

或是潤胃的茶油剝皮辣椒，到新推

出的山豬皮、辣菇婆均深受消費者

的喜愛！ 

 

  

圖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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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泡麵／Instant noodles／インスタントラーメン 

泡麵的發名是由 1958 年台裔日本人安藤百福發明。有一次，安藤百福看到妻子

正在炸天婦羅，靈機一動想到麵條可以用油炸乾燥的「油熱乾燥法」。他花了一年時

間研發，也因為當時處於二次大戰，為了吃一碗麵要排隊排很長很久，為了節省大家

的時間，所以發明了泡麵。1966 年他到歐美考察，看到美國超市的採購人員將雞汁麵

折成兩半、再放入紙杯、然後用叉子取食，這激發了他開發杯裝泡麵的想法。之後，

他於 1971 年推出世界第一碗杯裝泡麵就是日清食品的雞絲拉麵口味。 

臺灣的泡麵歷史可以分成幾個時期： 

一、萌芽期（1967－1972 年）： 

臺灣速食麵產業源起於 1967 年，在此時期臺灣速食麵的產品製造以模仿日

本產品為主。在 1970 年統一企業推出第一碗統一肉燥麵。 

二、成長期（1973－1997 年）： 

在這段期間臺灣經濟發展與國民所得都變得比較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使

得泡麵市場不斷擴張。1978 年維力公司推出維力炸醬麵、味王公司推出原

汁牛肉麵、味丹公司則生產排骨雞麵再加上統一企業的統一肉燥麵，被稱為

當時臺灣泡麵的四大天王。 

三、成熟期（1997 年－迄今）： 

消費者對泡麵的需求除了要求口味、價

格外，再來就是便利性。但隨著連鎖便

利商店的普及且帶動了鮮食產品的發

展，消費者對泡麵的需求量逐漸減低。

另外，伴隨著交通革新與全球化的影響，

世界各地的特色泡麵也漸漸打進臺灣泡

麵市場中，臺灣本土泡麵品牌正備受挑

戰。 

圖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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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維力炸醬麵是家喻戶曉的老品牌老口味，維力炸醬之所以好吃好調理；祕訣在

於原料完全採用熟成的豆瓣製成豆瓣醬，在穩定的溫溼度控制下，其發酵的時間、溫

度是成為美味的最大秘訣。1978 年維力炸醬麵問世，普通的泡麵只有一種吃法，不是

泡湯就是乾拌，而維力有一包兩吃的食用方式，吃乾麵時可以搭配清湯，這是其他泡

麵沒有提供的。因而擄獲消費者的心，為國內「速食乾麵之第一品牌」。 

維力炸醬麵系列共有三種口味兩種包裝，分別為維力炸醬麵、維力素食炸醬麵、

維力麻醬麵，不管是葷食者還是素食者都能享用，後續還推出了麻醬口味，因應臺灣

消費市場。 

臺灣大潤發統計過去一年十大熱銷泡麵排行榜，發現從 1978 年創立的老品牌「維

力炸醬麵」奪冠，全年熱銷 250 萬包，全部疊起來還比 42 座喜馬拉雅山脈主峰聖母

峰還高，因此十分推薦日本遊客購買臺灣味泡麵的選擇。 

 

圖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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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奶油酥條／Butter bread crisp／ラスク 

西元 2009 年，劉進立夫婦以花蓮縣

餅榮獲世貿國際食品展漢餅金牌獎，創

立花蓮縣餅專賣店。劉進立夫婦即使店

鋪營運穩定、員工充足，為了品質的保證

仍是堅持每天清晨動工，並且留意天氣

變化以便調整麵團溼度，維持麵團的品

質穩定，烤出來的麵包也各個充滿著香

酥動人的口感，由於奶油酥條全部以手

工製作，製造的流程繁瑣複雜，有別於一

般市面上機器製造的口感，以致產量不

多，一天只能生產三千份。 

然而隨著店內的生意越來越興隆，劉進立夫婦也考量著邊料浪費的問題：店內暢

銷品之一的烘培漂流木餅，在製造的過程中切掉的邊邊角角數量眾多，每天多達五十

公斤，惜福愛物的他，決定將這些吐司邊抹上奶油、灑上細砂糖，切成細條狀，經過

烘焙製成了現在爆紅的伴手禮「奶油酥條」。 

雖然劉進立夫婦並無將奶油酥條作為主要廣告宣傳，但因為網路媒體的流傳，加

上許多客人吃過之後，覺得既新奇又美味，便將這份美味口耳相傳。當時的花蓮縣餅

菩提餅舖（奶油酥條創始店）使用每人限購 2 包的行銷策略，讓老闆以「排隊心理學」

的手法使得奶油酥條因而聲名大噪而竄紅，店內訂單不斷，店外也總是聚集著排隊人

潮，有時候排上一整天也可能遇上銷售一空的窘況。 

因為花蓮縣餅菩提餅舖的奶油酥條開始名聲大噪，成為觀光客到花蓮必買的伴手

禮之一，因此市面上開始有想要藉著縣餅名氣的業者，便也打著「縣餅」的名號，花

蓮縣餅為了避免讓消費者正確地選擇創始老店，決定把包裝外觀改掉。真正產自花蓮

縣餅的奶油酥條，包裝上有創辦人劉進立的肖像為商標，可供消費者辨識。 

圖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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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將奶油軟化後，再以烤箱 150 度預熱 5 分鐘，將一片厚片吐司切成 6 小條。比

較寬的那兩面抹上軟化後的奶油，灑上一層砂糖，最後於烤箱中放上吐司條，以 150

度的火烤 35 分鐘，也能自己在家中享用奶油酥條喲！ 

  

 

圖 3-2-8 



22 

（五） 牛軋糖／Nougat／ヌガーキャンディー 

明代在浙江省有一文人叫商輅，有天夜裡商輅夢見自己跪在文昌殿前，看見供桌

上擺著筆墨紙硯、一盤花生和一些糖。文昌神一直看著他微笑卻不說話，突然文昌神

手朝供桌一揮，花生自動去殼飛入糖中，而花生糖瞬時化成數頭牛朝他飛奔而來，商

輅此時就清醒了過來。之後他請人幫他解讀夢中的景象，筆墨紙硯和花生為妙筆生花

的比喻，花生糖化成數頭牛朝他奔來是比喻智慧的象徵。 

商輅聽完解夢的結果非常驚喜，就吩咐家人取米榖和麥芽糖一起攪和，再加入花

生熬成硬糖，最後請人作牛形狀的模具，把糖變成有牛形狀的花生糖，而「軋」字有

花生的含意在其中，因此商輅把這種有牛形狀的花生糖取名為牛軋糖。 

另外「軋」字本來讀取 一ㄚˋ，現今為方便大眾讀取乃將一ㄚˋ改成ㄓㄚ。 

商輅創製牛軋糖後，同一年去參加鄉試、會試、

殿試都連中第一名，就是我們所謂的三元，商輅為

明代 89 名狀元中唯一三元及第的人。商輅為了感

念文昌神的保佑，就製作大量的牛軋糖赴文昌殿祭

拜答謝文昌神，祭拜後就把牛軋糖分給大家品嘗，

因為香醇有勁而廣為流傳，之後因為把糖製作成牛

的形狀不容易，大家就把糖直接切成長塊狀，就是

現今大家看到的形狀。  

很多人愛吃牛軋糖，卻不知道牛軋糖是十字軍東征帶回的戰利品。數百年來，牛

軋糖從東方飄盪到西方，再從西方紅回東方。牛軋糖在數百年前的法國點心界佔有一

席之地，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拜訪西班牙皇室，不是帶著黃金或珠寶，而是帶了 42 公

斤的牛軋糖，足以證明牛軋糖在當時的價值。牛軋糖，在法國又叫做 Nougat，法國人

在 11、12 世紀十字軍出征時，從東方帶回牛軋糖 ，原本的配方是核桃、蜂蜜，但是

法國人決定再加入開心果、杏仁和櫻桃。可口的牛軋糖，很快在法國掀起一陣熱潮，

迄今，南法的城市，每年都要生產 2000 公噸的牛糖，是生產量最大的城市。 

圖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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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由邱彭毓和女士自香港引進「牛軋糖」，經不斷改良，獨特之配方，貫徹

「四十八小時產銷」之新鮮計劃，家族經營，自製自銷。由於絕不添加任何添加物。

因此保存期限短，為使消費者能吃到最新鮮的牛軋糖，每日依量生產。因配方特殊，

口味佳，頗受消費者喜愛。  

邱彭毓和女士晚年時，一直希望能成立博物館完成文化傳承、服務眾生的夢想，

於是在她的支持下，第二代邱義榮總經理 於 2005 年成立「牛軋糖博物館」，將創始

「飲水思源」的理念，與公司歷史加上強韌勤勞之客家文化，希望傳遞智慧而將孝道

「承先啟後」，達到博物館最終目的「公益」。 

在牛軋糖博物館內，除牛軋糖的產製過程、發展歷史，也將博物館內部塑造成「臺

灣古早味」的風格，像早期的雜貨店（柑仔店）、三輪車等等。館內還展出古代訂婚、

結婚用品，並將中國婚嫁迎娶應有禮俗介紹給一切講求簡單的現代新人們知道；總經

理邱義榮並聘請專家把從海內外各地蒐集而來的收藏民俗，像是馬車、櫥櫃、門戶、

打水機等等都一一陳列出來。不但如此，邱義榮希望可以喚起年輕 e 世代的「飲水思

源」與「孝親」的中 國傳統美德，所以規劃「孝親大道」，藉著歷史演變，提醒大家

以孝為先。  

臺灣牛軋糖具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也是大家的兒時記憶，逢年過節每個家庭

不可或缺的零嘴之一。不僅僅是傳統口味，這些年經過創新發展、因應市場需求，

加入了休閒食品以及健康的元素。例如現今消

費者越來越關注自身健康，低糖、低脂的標籤

十分吸引消費者眼球。並與牛奶、花生、青

豆、芝麻等粗糧結合。此外牛軋糖也改良推出

牛軋餅（牛軋糖蘇打夾心餅乾），酥酥的外

表，裡頭裹著易入口的牛軋糖、附有層次的口

感，讓人一口接著一口，停不下來。 

 

圖 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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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啤酒／Taiwan beer ／台湾ビール 

西元前 3,000 多年時，啤酒（Beer）這種麥製的酒精飲料，已經出現在人類的

書寫歷史當中。西元 1613 年時，啤酒首度飄洋過海來到日本，直到 1853 年，日本

學者川本幸民首度開始在當地試釀啤酒，這種外來飲料逐漸被民眾接受，19 世紀末

葉，日本的啤酒工廠紛紛出現。 

臺灣於 1860 年代，因清廷開放港口對外通商，首次接觸到啤酒這款西洋飲料。

而高砂麥酒株式會社是日本在臺灣設立唯一的啤酒工廠，資本額 200 萬日圓，廠址

設在臺北廳上埤頭庄（今日臺北市建國啤酒廠），佔地 14,000 多坪，主要的設備從

夏威夷進口。台灣啤酒的前身是在臺灣日治時期 1919 年由高砂麥酒株式會社首釀，

當時稱為「高砂生啤酒」（高砂生ビール），第一批高砂麥酒在 1920 年上市。 

1933 年（日據時期），將啤酒納入

專賣範圍，在臺北成立專賣局。二戰結

束光復初期，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

由當時新成立的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接收

並改為「臺北第二酒廠」，並將「高砂

生啤酒」改名為「台灣啤酒」，之後於

1975 年又更名為「建國啤酒廠」。 

從 1978 年開始，經典台灣啤酒參

加世界啤酒比賽皆屢獲好評，連續幾年

拿下金獎，堪稱為臺灣之光。 

1980 年台灣啤酒進入現代化製程，善化啤酒廠揚棄傳統發酵方法，引進戶外發

酵及立體製麥技術，使產能提高兩倍。竹南啤酒廠以最現代化設備，堪稱是最現代

化的啤酒廠。 

2002 年 7 月公賣局改為企業化公司，更名為「臺灣菸酒公司」，下設酒事業

部、啤酒事業部、菸事業部。啤酒事業部主要負責啤酒生產、研發及品牌推廣行銷

圖 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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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現有烏日啤酒廠（前中興啤酒廠）、善化啤酒廠（前成功啤酒廠）及竹南啤酒

廠（前復興啤酒廠）及建國啤酒廠，由烏日、善化、建國啤酒廠負責啤酒生產業

務；竹南啤酒廠兼負酒類瓶支生產及成品運送。 

從 1946 年 0.6 公升瓶裝台啤上

市，1968 年開始量產罐裝台啤，隨

時滿足您的需求，讓台灣啤酒融入

每個人的生活。近幾年台啤產品更

是不斷推陳出新，在 2012 年 5 月推

出「台灣水果啤酒」，其中有葡萄、

鳳梨、芒果、柳丁、紅葡萄、青梅

等口味，在 2015 年 4 月推出「蜂蜜

啤酒」，提供更多元化的口味滿足市

場不同的需求，讓消費者可以透過

不同口味的啤酒擁有全新體驗，口

感再進化，進而感受到最在地的臺灣味，讓台啤與臺灣在地化的特色更加緊密的結

合。 

  

圖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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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花生糖／Peanut brittle ／ピーナッツキャンディー 

西元前 475~221 年的中國戰國時期，因為當時戰爭激烈，在戰火紛紛時期，人

民為了在危急時期能夠充飢，就以飴糖、麥芽及糖，與花生加在一起熬煮過後，再

切成不規則的一小塊，這就是在古代時花生糖的前身。在 12、13 世紀花生糖首先傳

入阿拉伯國家，然後傳到希臘和歐洲乃至世界各地。在二十幾種花生糖當中的各式

口味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即是低糖類花生糖，愛吃花生糖的人可以避免多糖而

增加體重，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免除吃多糖食品而使病情加重，是個不論老少咸宜都

能當作小零嘴的經典伴手禮。如今花生糖已成爲大陸、港澳臺、歐美等國家地區久

負盛名的特色產品。花生糖歷史悠久，不僅是零食點心，更是臺灣名產，伴隨臺灣

人記憶中的口感，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越嚼越香，讓人意猶未盡。 

以製作花生糖聞名的伴手禮名店「龍情花生糖」，是由 1991 年溫光士先生正式

創立龍情品牌，以精湛的手藝研發出多種口味的花生糖，讓吃下花生糖的客人能夠

享受花生糖多種層次的味覺感，花生糖也因而聲名遠播，成為前來龍潭的觀光客必

買的伴手禮之一。 

龍情花生糖傳承至上代的開創精

神，依照傳統作法，並加以潛心鑽研改

良，為了製造出突破以往黏牙的花生

糖，從選花生、糖時就精心挑選、嚴格

把關審核，挑選出粒粒飽滿的花生，致

力於研發出甜而不膩、香脆可口的花生

糖。對品質方面嚴格要求，堅持產品自

然健康，保證不添加防腐劑、色素及香

料，造就了現在道地又好吃的臺灣伴手

禮──花生糖。 

圖 3-2-13 



27 

花生糖的做法：先將花生米加工，把花生烤至七分熟、顏色呈現白色時即可出

爐，再用去皮機將花生皮去除，挑選出飽滿且無霉變的花生，再來化糖、熬糖、攪

拌，最後將製作好的糖塊壓片、切塊，在冷卻過程中仔細地挑選出規格一致的花生

糖。 

  

圖 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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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推廣方式 

第一節 Instagram 介紹 

Instagram 是一個照片分享社群軟體，最初運行在 iOS 的平台上的移動應用。以一

種快速，美妙和有趣的方式隨時抓拍下的圖片分享彼此，Instagram 的還內置了很多

種的濾鏡效果，用戶可以在自己的智能設備上完成拍攝照片，修改照片，發布照片的

全過程。 

2012 年 4 月 3 日起登陸的 Android 應用商店 Google Play。 

2012 年 4 月 10 日，Facebook 宣布以 10 億美元收購 Instagram。 

2015 年 09 月 27 日，Instagram 的活躍用戶超 4 億，而在這 4 億用戶中，有四分

之三生活在美國之外的國家和地區。用戶增長最快的國家包括巴西，日本和印度尼西

亞。 

2015 年 5 月，對應用進行了升級，放棄了復古相機樣式的應用圖標，並引入了更

簡潔的用戶界面。這是 Instagram 的推出 5 年以來，首次改變應用圖標。 

2016 年 8 月，推出限時動態功能，用戶可上傳相片，並在 24 小時後該圖片會自

動消失。 

2017 年使用 Instagram 的用戶已達七億人數之多，影響力不容小覷，使用者以年

輕及女性使用者居多。 與其他社群平台相比，IG 更常被用來紀錄生活，透過圖像來

說故事，改變以往傳統的傳播方式。 

 

第二節 Instagram 推廣重點 

創辦 Instagram 帳號就像建立品牌，照片要有自己的品味、文字也要有自身觀點，

在大頭照及個人簡介上，都要能明確傳達出此帳號的特色。 

Instagram 的介面就像一道作品牆，直接揭露出使用者的攝影風格。所以每篇貼文

除了照片必須夠清晰外，色調與觀感也要盡量一致。當品牌形象建立後，自然能夠吸

住粉絲的眼光，辨識度越高，追蹤人數也會跟著上升。 



29 

使用 Instagram 的日本人日漸增加，因為這點我們決定用這個 instagram 做一個的

台灣伴手禮的推廣專頁。使用中日文介紹，再加上我們效仿網路拍攝食物的手法。 

一、圖片 

在 Instagram 要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圖像的呈現，優先著重的焦點應該是貼文的圖

像品質，而不是文字內容，更不是貼文數量，因此經過精心設計的圖片才能吸引眼球，

更給予追蹤者視覺上的感動。 

 

根據生活網站 Oh, Joy! 的創辦人，同時也是數百家創意公司的顧問的 Joy Cho

（本身擁有超過 351K Instagram followers）表示，最棒的 Instagram 使用者會像專業

攝影師一樣，將所有攝影的重要素材都考慮進去：色彩、對比、構圖與好的光線，花

時間喬出對的角度與最佳採光「讓照片變得特別也更強烈」。相反地，若照片品質不

佳，貼文長久無法令人感動或產生共鳴，據調查顯示，有 45%的追蹤者會取消對其帳

號的追蹤。因此要保留你既有的追蹤者，更增加潛在追蹤人數，千萬不可以忽略處理

圖的細節。 

 

二、Hashtags ハッシュタグ 

Hashtags 的使用，是 Instagram 相當獨特的地方。（雖然 Facebook 也有 Hashtags

的使用，但效果目前不佳）Hashtags 在 Instagram 上的使用，除了被用來找到有相同

Hashtags 的圖片以外，也能成為搜尋時的關鍵字，因此吸引人的 Hashtags 可以增加文

章的曝光機率，提升行銷的效果。 

雖然 Instagram 的 Hashtags 上限是 30 個，但單篇 PO 文最好不要超過 3-5 個

Hashtags，過多 Hashtags 可能會影響到使用者觀看圖片內文的效果；第二點是要選擇

相關的 Hashtags，即使那個 Hashtags 再有名（像是 Love 目前已有 8 億則貼文含這個



30 

Hashtag）但若和圖片不相關，不但不會吸引粉絲目光，增加曝光度，反而會讓使用者

覺得有被欺騙的感覺，甚至進而取消追蹤，對品牌形象產生負面的影響。 

 

第三節 人氣社群網站比較 

一、Facebook：買廣告吧！ 

Facebook在眾多社群網站中使用人數最高，年齡層分布在18-29 歲佔了 87%，

30-49 歲的使用者比例減少；65 歲以上的長者則有顯著增加的趨勢。  

Facebook的資訊流動快速，造成大量資訊流洗版，使得粉絲專頁的點閱率減少，

容易造成曝光機會大幅下降。為了改善此缺點，Facebook提供「廣告」推廣，只要付

費即可讓曾瀏覽過自己粉絲專頁的消費者頁面、或朋友的頁面中出現，大幅提高在

Facebook上的曝光率。 

二、Twitter：趣聞軼事、圖片、引用 

Twitter的發文限制為140字，近五分之一的成年人使用，大部分的使用者年齡在

50歲以下，許多品牌以Twitter為主要推廣社群網站，成功關鍵在於品牌特性是否符合

Twitter的使用者特性。 

Twitter 的使用者偏好圖片更勝於影片，有趣的內容（how-to and list blog spot）

比起他種類的資訊的轉發次數來得更高，有「引經據典」的動態比起那些沒有「引用」

的動態，多了 43% 的追蹤者。 

此外，Twitter 也是一個最佳創造品牌與消費者對話空間的平台，因為 Twitter 的

可及性很高，也被廣泛的使用。比起 email 的往返時間，Twitter 更有效且即時。若

能夠在 Twitter 上即時且準確地回覆顧客訊息，也可能因此提升品牌的形象和評價，

有助於產品的銷售。 

三、 Instagram：引人注目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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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查顯示，幾乎有超過一半以上的 Instagram 使用者（300萬人）每天都會

登入此社群網路，主打強項就是圖片。對品牌來說是相對友善的平台，因為它並不會

過濾或是隱藏任何的動態，或是以雜亂無章方式呈現。 

Instagram 比較適合擁有實體環境展示空間，大量的產品和配件可以在同一個畫

面中顯示的品牌。例如衣著服飾配件這些商品可以被實境展示，同時搭配呈現，也很

容易拍出唯美、吸睛的照片，甚至透過照片說產品的故事，便很適合使用 Instagram。

但若品牌不符合上述的內容，只要

能夠創造一個創意十足的策略，像

是讓消費者主動為品牌創造流量的 

UGC（user generate content），搭配

一致性的主題標籤、影片討論，

Instagram 也能為品牌形象或是銷

售量帶來一場炫風。 

四、以京都人氣品牌「伊藤久

右衛門」為例： 

（一）Facebook 

在介紹商品中，加上一些引起使用者興趣的小雜學。比起Twitter、

Instagram更加沈穩、俐落的文字，雖說很有打廣告的感覺，但卻不令人厭

煩。加上商品詳細頁面的連結，能讓有興趣的人能迅速得到商品資訊。 

 

 

圖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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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witter 

與Facebook、 Instagram感覺完全不

同，使用強烈有梗的口語詞彙、顏文字，

完全融合Twitter營造的感覺，沒有商品連

結、廣告要素，是非常平易近人的表現。

  

 

 

（三）Instagram 

首先會注意到

的就是照片。比起

Facebook 或 Twitter

更能吸引使用者，

連圖中的氣氛都能傳達給看的人。照片上不只是單一的商品，更表現出高

尚講究的世界觀。文章也用詩文體表現傳達，與 Twitter 相比之下明顯看

出極大差異，非常符合 Instagram 的文化。使用 Hashtags，讓人可以輕易

搜尋到此文章。  

 

 

  

圖4-3-2 

圖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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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際作品 

圖 4-4-1 

 

 

圖 4-4-2 



34 

 

圖 4-4-3 

 

圖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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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圖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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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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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專題的探討核心為介紹臺灣道地伴手禮，並以日本旅客為主要推薦對象。之所

以訂下此題目是希望能藉此提供給來臺遊玩的日本觀光客一些想法及方向。並想推廣

更多的道地臺灣美食給日本觀光客，讓他們知道的臺灣伴手禮的選擇不再只是鳳梨酥、

茶葉而已，還有很多道地的美食可供參考。為此我們利用時下最熱門的社群軟體

Instagram 作為推廣媒介，內文搭配精美圖片以及穿插詳盡的介紹來達到宣傳目的。 

第一章節為序論、動機目的與架構程序。透過這個章節確立我們的研究方向及執

行進度。第二章為問卷分析，我們利用 Google 設計表單發放給各年齡層的臺灣人，

蒐集各種看法與意見，廣納意見，藉此豐富其參考價值。而最後解果統整出深受臺灣

人喜愛並想推薦給日本人的商品。第三章為文獻探討，從問卷得出的結果，由鳳梨酥、

茶葉、高粱酒拔得頭籌，成為大多數臺灣人想推薦給日本旅客的前三名。但由於這三

項對日本人來說較廣為人知，而本專題主要方向為藉調查探索出更多由道地臺灣人推

崇的隱藏版名產，因此以上三項不列入我們的推廣項目。第四章為推廣方式，在眾多

推廣方式中我們選擇了 SNS-Instagram。用簡明扼要的日文，搭配活潑生動的圖片，

以圖文並茂的方式提供給日本人參考。 

我們從訂定題目到問卷分析遇到了很多的困難，首尾的連貫性、是否有偏離主題

是我們一直在注意小心的。以前做報告的剪剪貼貼在這都不適用，我們透過大家的幫

忙統整出了七項實例研究探討，每個品項均附有歷史、由來以及廣受臺灣人推薦原因，

藉以上條列式彙整來增加說服力和可信度，使其參考更具備價值，達到本專題至始至

終冀望能傳遞、推廣的唯一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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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臺灣伴手禮推薦調查 

您好，我們是致理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的學生，感謝您參與我們的調查。 

為了想要了解現今流行的臺灣伴手禮中，是否真的代表臺灣。 

藉由此問卷調查，統計出大家心目中推薦的伴手禮、加以研究分析，進而推廣給日本遊

客。 

本問卷僅作為專題研究所用，不包含任何商業用途，謝謝您的答覆。 

指導老師:工藤卓司 

學生:陳昰燁 林桂嫆 康芸 蘇晴 萬心慈 周靖軒 王文伶 楊宜蓁 

1. 性別：□男□女 

2. 居住地區：□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南部地區□東部地區 

3. 年齡層：□20 歲以下□21~30□31~40□41~50□51~60□60 歲以上 

4. 月收入/零用錢：□5,000 以下□5,000~10,000□10,000~20,000□  20,000~30,000

□30,000 以上 

5. 你通常會在哪個地點購買伴手禮？（複選）： □觀光景點（含休息站)□大賣場

□便利商店□車站□網路購物□飯店內販賣部□百貨公司□機場免稅店□其他

________________ 

6. 你通常送伴手禮的對象是？：（複選）□國內親朋好友□國外親朋好友□國內工

作往來對象□國外工作往來對象□其他_______________ 

7. 能代表台灣的伴手禮（複選）：□阿舍乾麵□黑麻油□花生糖□奶油酥條□剝皮

辣椒□高粱酒□茶葉□鐵蛋□杏仁茶□地瓜酥□台灣啤酒□芋頭酥□麻花捲□

沙其馬□蜜餞□麵茶粉□大溪豆乾□堅果類（瓜子、開心果)□牛舌餅□泡麵

（味味 A、維力炸醬麵、統一等)□罐裝甜點（八寶粥、花生牛奶等)□旺旺仙

貝□沖泡式麥片□鳳梨酥□牛軋糖□古坑咖啡□太陽餅□芒果凍□金門貢糖 

8. 您最推薦日本旅客購買的伴手禮（第一名）：□阿舍乾麵□黑麻油□花生糖□奶

油酥條□剝皮辣椒□高粱酒□茶葉□鐵蛋□杏仁茶□地瓜酥□台灣啤酒□芋頭

酥□麻花捲□沙其馬□蜜餞□麵茶粉□大溪豆乾□堅果類（瓜子、開心果)□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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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餅□泡麵（味味 A、維力炸醬麵、統一等)□罐裝甜點（八寶粥、花生牛奶

等)□旺旺仙貝□沖泡式麥片□鳳梨酥□牛軋糖□古坑咖啡□太陽餅□芒果凍□

金門貢糖 

9. 為什麼想推薦它？（最多三個）： □好吃□有臺灣特色□價格合理□方便購買

□方便攜帶□保存期限長□包裝精美、外型好看□媒體推薦 

10. 您最推薦日本旅客購買的伴手禮（第二名）：□阿舍乾麵□黑麻油□花生糖□奶

油酥條□剝皮辣椒□高粱酒□茶葉□鐵蛋□杏仁茶□地瓜酥□台灣啤酒□芋頭

酥□麻花捲□沙其馬□蜜餞□麵茶粉□大溪豆乾□堅果類（瓜子、開心果)□牛

舌餅□泡麵（味味 A、維力炸醬麵、統一等)□罐裝甜點（八寶粥、花生牛奶

等)□旺旺仙貝□沖泡式麥片□鳳梨酥□牛軋糖□古坑咖啡□太陽餅□芒果凍□

金門貢糖 

11. 為什麼想推薦它？（最多三個）： □好吃□有臺灣特色□價格合理□方便購買

□方便攜帶□保存期限長□包裝精美、外型好看□媒體推薦 

12. 您最推薦日本旅客購買的伴手禮（第三名）： □阿舍乾麵□黑麻油□花生糖□

奶油酥條□剝皮辣椒□高粱酒□茶葉□鐵蛋□杏仁茶□地瓜酥□台灣啤酒□芋

頭酥□麻花捲□沙其馬□蜜餞□麵茶粉□大溪豆乾□堅果類（瓜子、開心果)□

牛舌餅□泡麵（味味 A、維力炸醬麵、統一等)□罐裝甜點（八寶粥、花生牛奶

等)□旺旺仙貝□沖泡式麥片□鳳梨酥□牛軋糖□古坑咖啡□太陽餅□芒果凍□

金門貢糖 

13. 為什麼想推薦它？（最多三個）：□好吃□有臺灣特色□價格合理□方便購買□

方便攜帶□保存期限長□包裝精美、外型好看□媒體推薦 

14. 除了以上選項之外，是否有其他推薦的（食品類）伴手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