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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石斑魚消費者調查
及內需市場研究

撰文/林彥宏•余祁暐•孫智麗

前言

臺灣從 1970年代開始進行石斑魚養殖，發

展至今已有近四十多年的歷史，養殖首例位於澎

湖地區，其後高雄永安漁民從澎湖引進試養成功

後，本島開始大量養殖。根據漁業署統計，目前全

台石斑魚養殖戶數約有 6,064戶，養殖面積達約

2,311公頃，養殖種類以臺灣養殖品種以點帶石斑

(Epinephelus coicoides) 與龍 膽石 斑 (Epinephelus 

lanceolatus)為主，近年來則另發展新品種雜交斑（珍

珠龍膽）。

由近年的產量趨勢來看，2003-2005年間，產量

隨著繁、養殖技術的改良向上攀升，不過 2005年因

爆發孔雀石綠藥物殘留事件，導致隔年產量、產值

雙雙銳減。2006年走過消費者食用疑慮低潮期後，

2007、2008年產量隨即大幅提升，產值更從新臺幣

17.3億元增加至 2008年的 48.7億元，拉升近 3倍，

使原本產值就位居全球之冠的地位更為穩固。除

2005年因食用安全性問題影響石斑魚養殖產業發

展之外，2009、2010年受莫拉克風災重創，產量較

2008年減產近 1/3，2010年產量為 1.1萬公噸，產值

並下滑至新臺幣 36億元。2011年後產量大幅提升，

2012年時產量更高達 2.2萬公噸，產值大幅成長至

新臺幣 71.7億元（圖一）。

在石斑魚的銷售上，綜觀目前石斑魚養殖產

業，運銷通路大多仍由產地販運商所主導，不論從

上游種苗、飼料供應商到下游加工廠間所形成之產

圖一  臺灣近年養殖石斑魚產量與產值趨勢

資料來源： 漁業統計年報；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銷過程，仍未隨著時間與科技進步而有所突破。根

據文獻指出，其運銷模式是由大盤商向養殖戶收購

及運銷，大盤商會主動至養殖戶池邊議價捕撈，而

捕撈所需的費用則是由養殖戶負擔，大盤商會視市

場的需求以及養殖戶們的產量來決定捕撈數量及收

購價格；運銷商除外銷外，於國內銷售時，其銷售

對象主要為餐廳、辦桌外燴業者及超市，而離產地

較遠的消費市場，則會賣給當地的中盤商，由當地

較具利基的中盤商去開拓該消費市場。透過拍賣來

銷售的石斑魚數量較少，只有少數擁有執照的運銷

商可進入批發市場拍賣，由於大部分的消費族群如

餐廳或是辦桌外燴業者均以大量訂購的方式交易，

因此直接訂貨與直接送貨的方便服務就成為主要的

銷售路徑（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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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詩璋 (2010)資料顯示，歷年臺灣地區石

斑魚之銷售，推估石斑魚外銷量約占七、八成，其

餘為國內市場之消費近兩成。而根據沈士新等 (2014)

的資料，我國所生產的大部分的石斑魚銷往大陸，

石斑內銷市場僅佔兩成左右，目前臺灣石斑銷售模

圖二  國內石斑魚產銷通路架構

資料來源： 參石斑Handbook of Grouper(冉繁華，2007)。

式以活魚為主，鮮魚冷凍加工品亦逐漸萌發中。根

據鄭安倉 (2011)的報告指出，以 99年產量來看，石

斑魚內銷產量約 2,600公噸，其中辦桌喜宴所用石

斑量約佔五成，其餘則以魚市場、生鮮超市及大型

量販店等所使用為多。根據莊慶達等 (2012) 針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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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2012 年 6 月至 7 月間石斑魚的生產及銷售情形

所進行石斑魚生產及運銷通路的調查結果，可概估

外銷量大約在 60-80%之間，其餘則是國內市場的

消費。

然而，但由於全球景氣下滑與中國大陸自 102

年初宣布禁奢令，使得中國大陸對高價水產品的需

求量減少，而我國國內更於 2013年 8月再度爆發重

鉻酸鉀事件，使我國石斑魚價格受到影響，根據漁

業署統計，2013年 8月 600克的點帶石斑魚價格，

其池邊價下跌至 216元 /公斤，市場價格相較於去

年同期跌幅更高達 13%。在種種事件下，對於我國

內需市場應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我國石斑魚內需市場發展現況

我國為全球石斑魚產值第一、產量第二之國

家，在產品通路上多以活魚配送為主，為了進一步了

解我國國內消費量與內外銷比值，本研究依據政府

圖三  臺灣石斑魚產業物流價值鏈

資料來源： 冉繁華等(2007)、莊慶達(2012)；行政院財政部中華民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資訊、前人研究、消費者調查結果與實地訪查等相

關資料，先將國內石斑魚的運銷通路簡化後，再由

消費端進行我國石斑魚消費市場規模推估，並配合

供應面的角度來參考檢視。

（一）消費者調查

過去關於石斑魚通路端對於消費者的認知與消

費態度的調查與分析較少，同時產業現況也是持續

動態變化，為了避免研究結果與現況差異過大，台

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於 103年 4月

至 6月之間進行市場需求與消費型態調查分析，調

查方式採定額抽樣，將臺灣區分北、中、南三區，

訪員隨機於住宅區、街道、商店、市場等地點，進行

現地問卷調查，進行消費者的認知與消費態度的調

查與分析。調查內容包含國內消費者購買頻率、消

費地點、消費型態與消費價格四個部分。本次進行

605名消費者調查，統計實際回收共 605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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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卷 605份，有效問卷回收率達 100 %。

1. 石斑魚消費頻率比較

依消費者調查結果得知，將近半數的受調者對

於石斑魚的食用頻率集中於「一年 1-2次」，其次為

「半年 1-2次」，約佔八成左右，顯示國人於日常生活

中食用石斑魚料理之頻率偏低。

其中，兩性對於石斑魚之食用頻率相似。而男

性選填「一個月1-2次」及「一周 1-2次」之比例略

比女性高一些；若以年齡來區分，則可發現 40 歲以

上的消費者較 40 歲以下常食用石斑魚；若以區域來

看，則可發現南部地區消費者在整體上，相較於其

他地方，較常食用石斑。

圖四  石斑魚消費頻率比較

資料來源：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消費者調查(2014)。

2. 石斑魚銷售通路認知比較

消費者的認知部分，有近八成的消費者認為可

以買到 /吃到石斑魚的地方是「餐廳 /飯店」，其他

如「漁港 /市集」、  「傳統市場」、  「外燴 /流水席」 及 

「批發漁市場」也都有超過五成的消費者所勾選。

另外，受調者選填於水產品專賣店可購買到的

比例也較大賣場（家樂福、大潤發）及超市（全聯、

松青）高。

當消費者實際進行消費時，卻仍然是以「餐廳

/飯店」 為主，然而，其次才依序為「外燴 /流水席」、 

「傳統市場」、「漁港 /市集」，及「批發漁市場」。至

於大賣場（家樂福、大潤發）、水產品專賣店、超

市（全聯、松青）、其他、有機專賣店、網路、郵購 /

訂購及電視購物皆只有一成以下的消費者勾選。其

中，勾選「外燴 /流水席」的比例，依受訪者所在地

區，由南向北逐漸上升。

根據此調查結果可以得知，消費者的認知與消

費習慣仍是以餐廳為主，其次則為外燴流水席與市

場；「其他通路」部分，雖然消費者知道在水產品專

賣店可以買到石斑魚的比例較大賣場（家樂福、大

潤發）及超市（全聯、松青）高，但在實際購買上，

但在實際購買行為上，卻不會特別到水產品專賣店

進行購買，在有機專賣店、網路，電視購物、郵購

等其他通路進行購買的，更是少之又少。

圖五  石斑魚銷售通路認知比較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消費者調查(2014)。

3. 石斑魚消費型態習慣比較

消費者最常買到 /烹飪料理的石斑魚型態部

分，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受調者最常買到的型態為

「冷藏切片／切塊／魚頭／碎肉（非真空包裝、直接

置於冰上／冰箱內）」，「冷藏全魚（殺好置於冰上／

冰箱內）」其次才是「活魚（從水中取出，現殺）」，

其勾選的頻率皆為四成以上；而「冷凍全魚（置於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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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櫃）」與「真空包裝切片／切塊／魚頭／碎肉」則

僅兩成受訪者勾選，顯示國內消費者對於冷藏石斑

魚及活魚的偏好程度高於冷凍石斑魚。

4. 國內石斑魚銷售通路之消費價格認知比較

消費者對於石斑魚在不同消費地點的售價了解

程度部分，則可發現，若自行 /代客料理時，選擇

每尾價格約為 300-600元或 600-1,000元各有三成

以上，其中依據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或地區，而

略有差異。以性別來說，就較多男性認為每尾價格

約為 300-600元，而女性則較多認為每尾價格約為

600-1,000元。

在餐廳吃石斑魚時，有六成以上受訪者所購買

的價格每尾大約新臺幣 600-2,000元；其中男性約

各有三成的人表示每尾大約 600-1,000元或 1000-

2000元，而女性則有接近四成表示每尾大約 600-

1,000元。40 歲以下約有三成的人表示每尾大約

「600-1,000」元或「1000-2000」元；而 40 歲以上則

有接近四成的人表示每尾大約「600-1,000」元，另

外則有接近三成的人表示每尾大約「1000-2000」元。

北、中部地區消費者皆較多人表示為「600-1,000」元，

其次為「1000-2000」元；而南部有四成以上的人選

擇「600-1,000」元，其次為「不知道」。

若在外燴或流水席開一桌含有石斑魚料理的宴

席，則近四成的民眾選擇價格為每桌新臺幣 3,500-

8,000元，另外也有近三成民眾選擇價格為每桌新

臺幣 8,000-16,000元；其中男性和女性皆有四成左

右表示為 3,500-8,000元，其次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

認為需 8,000-16,000元，男女認知比例大致相同，

但男性認為 3,500-8,000元的比例較高，而女性表示

每桌價格 8,000-16,000元的比例則較男性高一些。

若以年齡來區分，則可發現不論 40 歲以上及以下皆

有較高比例表示 3,500-8,000元，其次有三成左右的

人認為需 8,000-16,000元。

若在飯店或宴會廳開一桌含有石斑魚料理，半

數左右的消費者認為每桌要新臺幣 8,000-16,000

元，男女比例上皆超過半數。同時，不論 40 歲以下

及以上選擇「8,000-16,000」元之比率最高。

另外，據調查結果得知，半數以上的消費者

皆「願意」為有政府認證、有品牌 /品質保證的石

斑魚付出較高的價格，其中男性有 52.7%、女性有

61.2%；而願意多付品牌 /品質保證的比例較高，為

願意多付政府認證的 1.1倍，男女分別有 61.4%、

68.5%。

（二）價格彈性

價格彈性，即是需求量對價格的彈性，則指某

一產品價格變動時，該種產品需求量相應變動的靈

敏度。而價格彈性分析，就是應用彈性原理，就產

品需求量對價格變動的反應程度進行分析、計算、

預測、決策。

價格彈性表明供求對價格變動的依存關係，

反映價格變動所引起的供求的相應的變動率，即供

給量和需求量對價格信息的敏感程度，又稱供需

價格彈性。商品本身的價格、消費者的收入、替代

品價格，以及消費者的愛好等因素都會影響對商品

消費的需求。價格彈性是指這些因素保持不變的情

況下，該商品本身價格的變動引起的需求數量的變

動。在需求有彈性的情況下，降價會引起購買量的

相應增加，從而使消費者對這種商品的貨幣支出增

加；反之，價格上升則會使消費者對這種商品的貨

幣支出減少。

經濟學對價格需求彈性的定義是指在價格增加

1%時，需求增加的百分比，其計算公式是：

需求的價格彈性 =

假設 Q為某個商品的需求，P為該商品的價格，

則計算需求的價格彈性 Ed為：

Ed代表需求價格彈性繫數，Q表示需求量，ΔQ

是需求量的變化量，P表示價格，ΔP是價格的變

需求量變化的百分比

價格變化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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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量。

價格彈性取決於該商品的替代品的數目及其相

關聯（即可替代性）的程度、該商品在購買者預算

中的重要性和該商品的用途等因素。

而本研究推估過程中，由於過程所使用的參考

資料較為早期，為避免推估結果與現狀差異過大，

因此，藉由價格彈性進行推估數值的調整，避免推

估結果與現況差異過大。

本研究經實地訪查後得知，批發市場的銷售對

象為各地傳統市場的零售商，藉由他們每天所購買

的價格與數量的紀錄來看，可以了解一般大眾的消

費狀況，因此我們假設國內整體市場交易狀況與批

發市場類似，將上述資料進一步以價格需求彈性理

論進行迴歸分析後，可得知在總體社經結構短期不

變之趨勢下，國內石斑魚市場需求約達一萬一千公

噸；且當石斑魚價格每提高 1%，將使國內消費量減

少約 3.34%，因此我國石斑魚內需市場的價格彈性

是屬於富有彈性 (elastic)。藉此價格彈性，來進行國

內需求量的調整。

內需市場研究

本研究依據政府資訊、前人研究、消費者調查

結果與實地訪查等相關資料，先將國內石斑魚的運

銷通路簡化後，再由消費端進行我國石斑魚消費市

場規模推估，並配合供應面的角度來參考檢視。

由需求面來估計，則可根據「餐飲宴席」（含餐

廳、宴席承辦等）與「其他通路」（含傳統魚市場、

超級市場、零售式量販店與其他通路等）兩個主要

銷售體系的國內石斑魚需求量進行；或以「餐飲宴席」

類（餐館業、宴席承辦）與水產品�售業兩種稅務

行業類別進行國內石斑魚需求量推估。

1. 銷售面

銷售體系部分，包含「餐飲宴席」與「其他通

路」。「餐飲宴席」部分，是以行政院財政部的統計

資料，依餐廳營業家數，採用鄭安倉等 (2011)販賣

石斑魚餐廳之比例，計算出可能販賣石斑魚餐廳之

營業家數，再配合各餐廳進貨時間、進貨數量與進

貨大小，計算出國內需求量。再藉由消費者調查、

實地訪查與價格彈性修正後，推估「餐飲宴席」部分

國內需求量約為 11,520公噸； 「其他通路」部分，則

是藉由行政院財政部的稅務資料，配合消費者調查

與實地訪查取得各通路的平均單價，及石斑魚占批

發魚市場總銷售額比例進行計算，得知「其他通路」

合計至少約為 180-269公噸。

故銷售體系部分，包含「餐飲宴席」（餐廳、宴

席承辦）與「其他通路」（傳統魚市場、超級市場、

零售式量販店與其他通路等）兩個主要銷售體系的

國內需求量推估合計至少為 11,700-11,789公噸。

而若由稅務行業類別資料，計算餐館宴席類及

水產品零售業之石斑魚使用情形，在餐館宴席類部

分，依據稅務資料、業者平均報價、與消費者調查

結果，推估得該年度總開桌數，並配合使用魚隻大

小，得知餐館宴席類國內需求推估量約為 11,200公

噸；水產品零售業部分，則是藉由行政院財政部的

稅務資料，並配合消費者調查與實地訪查取得的平

均單價，及石斑魚占批發魚市場總銷售額比例進行

計算，得知國內水產品零售業石斑魚整體需求量約

為 358公噸。故由稅務行業類別資料，國內需求量

推估總計約為 11,558公噸左右。

2. 供應面

從供應面來看，若由政府資訊中，漁業年報與

中華民國海關資料庫資料來推算，101年度我國石

斑魚活魚部分，包含養殖與捕撈的部分，國內總市

場需求量將近 10,816公噸左右；若由政府資訊的稅

務資料來看，同時配合農產品（魚）批發市場承銷

的資料進行調整，則推估批發／販運部分之國內需

求量至少有 13,360公噸；而實地訪查結果則顯示，

目前國內石斑魚含進口的需求量，應約在 10,000 - 

11,000公噸左右，其結果與本中心以不同推估方式

所計算出的國內石斑魚需求推估量類似。

3. 內外銷比

內外銷比部分，根據過去文獻指出，已從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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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8逐漸轉為 3:7；根據莊慶達等 (2012)的報告

指出，由於石斑魚的年出口量變動極大，因此根據

歷年臺灣地區石斑魚之銷售，可概估外銷量大約在

60~80%之間， 其餘則是國內市場的消費。而本研究

根據中華民國海關資料庫資料了解，102年度國產

石斑魚的外銷量，包含活魚、生鮮或冷藏石斑魚、

生鮮或冷藏石斑魚片及魚肉、冷凍石斑魚、冷凍魚

片等，依漁業署計算方式還原全魚重量後，合計約

17,776公噸，其中進口石斑魚部分，包含活魚、生鮮

或冷藏石斑魚、生鮮或冷藏石斑魚片及魚肉、冷凍

石斑魚、冷凍魚片等，依漁業署計算方式還原全魚

重量後，總計為 2,536公噸。

本研究推估國內市場部分，若含進口部分約為

11,558公噸，若扣除進口石斑魚的部分，則可推估

全台國產石斑魚的需求量約為 9,022公噸。故推論

102年度內外銷比為 34%：66%，約為 1:2，但我國

石斑魚生產之內外銷比例並非一成不變，將可能隨

國內生產數量、出口國市場需求等因素而動態調整。

結論

本研究推估過程中，由於過程所使用的參考資

料較為早期，為避免推估結果與現狀差異過大，故

藉由價格彈性來調整。根據本研究及調查結果發

現，在總體社經結構短期不變之趨勢下，國內石斑

表一  不同推估方式所計算出的國內石斑魚需求量
單位：公噸

推估方向 推估方式 國內石斑魚推估需求量

供給面

政府資訊 10,816

稅務行業 13,360

實地訪查 10,000 - 11,000

需求面
銷售體系 11,700-11,789

稅務行業類別 11,558

資料來源：漁業年報、中華民國海關資料庫、中華民國財政統 

計資料庫、鄭安倉等(2011)、實地訪查、消費者調 

查；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推估整

理。

魚市場需求約達一萬一千公噸；且當石斑魚價格每

提高 1%，將使國內消費量減少約 3.34%。

內外銷比部分，根據過去文獻指出，已從早期

的 2: 8逐漸轉為 3:7；根據莊慶達等 (2012)的報告

指出，由於石斑魚的年出口量變動極大，因此根據

歷年臺灣地區石斑魚之銷售，可概估外銷量大約在

60~80%之間， 其餘則是國內市場的消費。而根據本

研究及調查結果發現，102年度國產石斑魚內外銷

比值約為 1:2，但我國石斑魚生產之內外銷比例並非

一成不變，將可能隨國內生產數量、出口國市場需

求等因素而動態調整。

而根據消費者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知道，消費者

的認知與消費習慣仍是以餐廳為主，其次則為外燴

流水席與市場；其他通路部分，雖然消費者知道在

水產品專賣店可以買到石斑魚的比例較大賣場（家

樂福、大潤發）及超市（全聯、松青）高，但在實際

購買上，但在實際購買行為上，卻不會特別到水產

品專賣店進行購買，在有機專賣店、網路，電視購

物、郵購等其他通路進行購買的，更是少之又少。

在消費者對於石斑魚的消費型態調查結果中則

可發現，國內消費者對於冷藏石斑魚及活魚的偏好

程度高於冷凍石斑魚。然而，水產品具有高營養成

分，在常溫下非常容易使細菌滋生，為了有效降低

細菌繁殖速度，減緩酵素之作用，並保持水產品新

鮮狀態，將水產品以低溫狀態保存，則是基本條件。

不論國內外市場，除了食安問題，穩定的供貨

與價格，對於水產品的銷售上，亦是相當重要的一

環。因此，若政府能輔助產業改良冷凍加工技術，

除了可調節漁獲供需，並可延長保存時間，提升多

元通路拓展機會。 Ag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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