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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飲食丈化興扎尋根熱潮
才方人近來亞洲的食品消費趨勢
仉一鹼哂嬸歟麟
食品的風行來看，亞洲的消費

者口味正逐漸在變;同時在復

古尋根下，帥使傳統食品也要

因應時代變遷，一切講求悽速

及便利，只需再加溫或微波處

理立即可享用，也衍生出一個

新名詞“打包傳統”(Tradition

in a packet ) 0

當然這些改變不是一夜造

成，每個國家消費者的喜好受

到3種因素影晌:國民所得、

進口食品開放，及大眾傳播媒

體的充分配合;此外中產階級

的成長也是一個帶動飲食文化

的主因 0

社會成長遏程表現在飲食

文化方面的可分成三級:第一

階段為生存而叱;第二階段叱

得比較豐當，f旦健康食品需求

仍缺乏;第三階段也是最進化

的階段，人們不光只是要叱得

好，也要叱得健康 0

有許多西方國家食品公司

欲嗦解亞洲餐飲市場，都先選

擇新加坡市場作試聆，只要新

加坡市場接受，預期3∼5年

，其他東南亞國家便可跟上胸

步。

起”

根撩對亞洲餐飲有研究的

Goodlnan Fielder wattie 食

品公司總經理張翠克．唐表示

，新加坡市場只要消費者接受

，此種新食品便可成為最先進

的流行。在遏去20年裹，新加

坡已從基本第一階段成功地轉

型為第二階段要求叱得好，而

現今新加坡人更正邁向第三階

段，也要求吃得健康。

至於其他亞洲國家，在他

的看法中，香港比較新加坡的

發展要遜色，約介於第二與第

三階段間;曼谷與吉隆坡位於

第二階段，而台灣則只介於第

一與第二階段之間0

新加坡

過度成熟的市場?
由於新加坡鏨β卜來食品的

開放與複雜，使得許多外來的
食品公司都喜歡選新加坡作為

新產品的測試地，不遏有一著
名的跨國食品公司發言人認為

，新加坡消費市場遏於成熟，

其口味為單次元的影晌因子，

因而他認為曼谷與吉隆坡才是

較好的樣品測驗市場0這兩個

市場均可代表產品週期絰的“

黃金帶”，但新加坡市場只可

視為週期繼的末段;此外，雖

然新加坡對新產品的接受力很

，但要打入市場所需花費知1右J

相當懿人，以電視廣告宣傳為

例，至少需要50萬美元的廣告

費才夠 0

/
．

新加坡
帶動變化的先驅

東南亞各國的飲食成長階

段皆不同，獅忮0新加坡的飲食

口味變化最多，其社會中產階

級所佔百分比較東南亞其他各

國都來得高，同時餐飲服務業

的人及食品製造工廠的家數

在在顯示，新加坡帶領著東南

亞的餮飲消費走向0

在尋，艮熱潮下，傳統食品

再度受至Ⅱ重*見。(林子清提供)

如果在食品貿易中，要問

那個國家最能代表急遠變化的

亞洲食品市場，毫無疑問，答

寨是泰國，原因是泰國在遏去

5年裹其中產階級急速成長0

另外可以用來作為預測未來食

品趨向的市場是馬來西亞，它

也是因為中產階級的崛起，對

社會流行趨勢帶來極大的影晌

力。不遏，值得注憲的一點是

，泰及馬的烘速變化均僅限於

都市中，在鄉村地區消費習慣

仍沒有改變。

至於台灣近幾年來經濟高

度成長，累積了相當多的可利

用所得，但一直到最近才開放

進口管告1，隨若進口食品的增

加，台灣的消費習慣才開始變
化0

媒體宣傳與進口政策
由於媒體的影晌，近來許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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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接22頁)

多有關脰固醇的研究報告披露

，因寸〔彳、難推測新加坡人耋寸食

品中所含的油脂其質與量的闆
切態度0不遏即使媒體帶來許

多國外的消息．，若無食品進口

管制的解除及社會整體發展相

配合，消費者也很難改變其飲

食習慣0 尤其是嚴格的進口管

帝卜將會使消費者習慣無從改
．．、^

亞洲國家的飲食習慣到底

有了那些變化?大致上可分為

二部份。一是愈來愈多的外食

人口，二是台己烹調用餐方面

的改革。

首先所謂“外食”的趨勢

，遏去拘謹而優雅的高級餐館

已逐漸為非正式、輕鬆的場所

所耳又代。新潮料理已遏時，人

們想要的是重點營養的加強、

好的烹調處理、優良的靼食成

份，即使價格昂貴也無所謂。

在那些已達第三階段的國

家，例如新加坡，它們更發展

到在飲食文化中尋“根”，傳

統食品再度為人們所重視，此

外有鮮明的種旌色彩餐館也愈

來愈受歡迎。

不遏處於第二階段發展的

國家中，可看出對美式速食的

喜好0對亞洲人而言，速食只

需平民化的價格，便可以得到

有格調、友善及良好的服務，

因此趨之若騖，當然重點還是

在於心理上認為比較先進的錯

覺。

妒‘市

七
‘

緲毤

傳統食品峔、須符合，吷速、{更禾Ⅱ的要求0

的趨勢，造成此現象有2個因

素0 第一，除了經濟落後地區

外，亞洲社會大多數的城市裹

，為了增力口家庭收入，有更多

的婦女投入就紫市場;第二，

由於經濟繁忙，工商社會處於

緊張狀態，很難要求有較多的

時間來協助處理家務。

0

牖鰍

孑

睜

兼

烹調傾向’即食”

(林嵩展/攝)

流，將傳統食用的豬油逐漸改

用羲菜油。

雖然大家強調健康的飲食

，但據餐飲經營者表示，亞洲

地區消費者對低熱量餐接受度

仍不高，不遏健康食品專賣店

倒是一家接看一家開。這意味

著，亞洲人外出用餐時仍以口

腹滿足為重，但是在家裡用餐

時，他們則十分重視健痺、的飲

．/、。
雖然工商繁忙，但並不毒

味家庭烹調不再受到重視，而

是傳統烹調的費時方法已為摒

棄，代之以“帥食”的烹調 0

最近的潮流為任何事物均講求

省事，烹調上也不伸P卜，例如

瓶裝已榨好的新鮮椰奶，爆好

的紅蔥頭，削好、切好的洋蕙

等，為烹調準備工作節省不少

時間及人力，這趨勢在馬、印

尼、新加坡都明顯見到。此外

，凡可以裝盒、先混合的傳統

食品，在星、印尼、馬、泰及

菲都已陸緒見到新產品打入市

場。

亞洲外食人口有愈來愈多

丑夃，月ι壯Jr

J亡 U

在最成熟的市場裹，有一

項新趨向一注重物品的包裝藝

術，尤以日本為代表。日本人

在產品的各種包裝上使用具有

民族風味的文字、圖秦，此外

在使用機械台動包裝時，不忘

為兒童設計利於單手提攜的包

裝0

^

在最成熟的市場裡，
講究產品的包裝藝術。(林子清提供)

吜娏α召κ才ββκγ豳乏臿毌

．用油較少的烹調。擦餮

飲紫者表示，烹調用油有愈來

愈少的傾向，即使中國傳統的

油炸食品也不伊P卜。

．水果消費量增加。除了

對油及脰固醇的認識更深入，

健康的新覺醒反映在水果消費

有顯著增加。

．多樣化的選擇。製造商

表示未來食品的製造趨勢是提

供消費者更多樣的選擇。例如

當地麵包店，以往只出售台麵

包，最近貝‘開始供應全麥及小

點心類的糕餅，未來他們將要

引進其他種類的麵包。

．知的權利。營養成份標

明清楚的加工食品將更受歡迎

，同時顯示消費者對傳統食品

加上現代盒裝及瓶裝接受力不

差，能投消費者所好的造商

已羸得了市場。 ．

食品
薑見^

鄉間小路

．心

另外一個消費趨勢為，關

心健康及食品的營養成份。亞

洲地區，健康方面最重視的是

烹調油脂及脰固醇的關係，糠

國際食用油工業同紫公會報告

指出，帥使中國大陸也順應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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