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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的新聞報導提到多家來自新加坡的知名肉骨茶品

牌，從三年多前陸續登台後，開始接連收店，甚至可能準

備撤出台灣市場。筆者多年來擔任餐飲品牌發展顧問的過

程裡，亦從市場與數據中歸納出不少異國料理在台灣市場

的發展規律和週期。

莫約在 2000∼ 2015年之間，可算是日本餐飲品牌大
舉進入台灣餐飲市場的黃金時期。由於台灣人對日本餐飲

品牌的喜愛與高接受度，造就了即使在現在，依然是最大

宗的異國料理市占率。然而也就是因為太受歡迎，反而造

成日本餐飲品牌一窩蜂登台的狀況，各式的拉麵、豬排、

定食、壽司與甜點等日本品牌大量展店。經濟上，產業的

繁盛與否向來奠基於「供需」是否平衡的狀態。各類型日

本餐飲品牌選擇性過多所導致的，即是客源與營收都過於

分散，再加上消費者的新鮮感疲乏與消費意願減緩，導致

多數的經營者都陷入苦戰。

2015年前後，香港的餐飲品牌開始填補了日本餐飲業
態下滑的空缺。從獲得多年米其林一星的「添好運」，到

有當紅藝人代理光環的「點點心」，迅速得到了消費者的

關注。香港餐飲品牌在台灣發展的優勢，第一是主力客群

多是華人，彼此口味接近，較少有吃不慣、或用餐文化差

異的問題。其次則是價格，在日本拉麵店內動輒接近、甚

至超過新台幣 300元的單價，在香港的餐飲品牌內很有可
能可以點到兩樣點心加一杯飲料，較不會有國人重視的 CP
值不夠的疑慮。於是一樣高速發展後的軌跡：「檀島」、「甘

牌」、「太興」、「華嫂」⋯⋯等香港知名品牌接連登台，

卻也同樣讓香港餐飲品牌開始不易做到差異化與趨於飽和

的瓶頸。

2018年起，緊接著港式風潮過後接棒的，則是東南亞
的料理。一時之間，各餐飲集團都開始導入、經營越式河

粉品牌。同時我們也開始能夠在台灣吃到各家新加坡最知

名的肉骨茶品牌。但這一波東南亞餐飲風潮後來的結果就

是本文一開始所陳述的困境。

綜觀在台灣除了歐美外的異國料理發展過程中，我們

常看到業者大多是依據目前的市場缺口、或競爭較少的利

基市場來作為切入的依據。但是要能夠維持較長的消費熱

度與營收成長動能的異國料理市場，其實往往還需要緊扣

另外兩方面的要素。

第一個是相對長時間的文化輸入力量。日本餐飲除了

日劇、動漫、藝能界的大量輸入台灣外，更有與台灣在歷

史上的緊密連結，作為市占第一的異國料理別，自是不在

話下。而市占第二的韓國餐飲品牌，在 2008年時，韓國
以官方政策結合民間資本力量驅動的「文化輸出計劃」，

同樣讓韓食文化在台灣根基穩固。當我們在收看韓國的戲

劇、電影、MV的同時，也會讓自己對韓國餐飲文化產生內
心認同的嚮往與投射，進而內化成為自己期望的生活的一

部分。

第二個要素則是台灣人民願意到訪的觀光意願。在前

面提到的日本、韓國料理，都已在台灣的餐飲市場站穩腳

步。其中也是因為日韓經常是國人出國觀光意願排名中的

前三名。而近幾年台灣人出國觀光排名僅次日、韓、中、

港的後起之秀──泰國，也同樣讓台灣人對於早已在國際上

發光多年的泰國餐飲趨之若鶩。再加上泰國這幾年在台灣

受歡迎的電影、戲劇與音樂等文化內容輸出也愈來愈多。

當我們日漸頻繁地接觸泰國當地的美食文化與餐飲資訊，

也都讓來台的許多知名泰國餐飲品牌如：「頌丹樂」、

「NARA」、「帕泰家」⋯⋯等大受歡迎。
隨著全球疫情漸趨穩定，各國暫停近三年的餐飲品牌

海外代理業務再度開始活絡。今年 Q4開始，台灣即將再度
開始大量引進新的海外餐飲品牌。是否能夠在準備重新蓄

勢待發的台灣餐飲市場，走出長久經營的異國料理發展軌

跡，我們就持續觀察並拭目以待。

台灣餐飲市場的異國料理品牌發展軌跡

林剛羽。現任天帷企管顧問工作室／展店顧問。天帷企管顧問工作室擁有豐富的展店相關經驗與國內外通路資源，目前業務

主要為協助連鎖品牌展店及海外品牌代理。至今已經服務超過200家企業、共400多個品牌，更是多家海外餐飲品牌來台展店的
首選顧問團隊，其中包含牛角燒肉、一風堂、 本吐司、燒肉Like、點點心、蔦屋書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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