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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植物基飲食口味研究
調研設計摘要

台灣的素食飲食歷史悠久，很多消費者都有定期食用植物性食物的習慣，例如蔬果、穀物、豆類和堅果等。近年來，西方提出的「植物基」飲食概念的興起，對台灣市場帶來了新的動

力。植物基飲食是通過應用植物蛋白替代蛋白到食品與飲品中，達到營養和口感上接近動物類製品的體驗。豐富的產品創新使越來越多的消費者了解並嘗試了植物基食品。在永續理念

的趨勢下，植物基食品市場的趨勢是怎樣？

凱度全球線上調研針對全台 18 歲以上的民眾，在2023年5月以線上問卷的方式進行了調查，共獲得500份有效樣本。我們將受訪者依據是否為素食者以及四個年齡世代區分（18-24

歲、25-39歲、40-55歲和56-70歲），進行分組並分析，圍繞受訪者對於植物基食品的營養、味道、產品標籤和菜式等方面的看法，旨在了解在食品和菜式開發與推廣中需要强調的

信息，以及需要突破的障礙，使植物基菜式成爲消費者日常飲食的一部分，為普羅大衆、食品製造業、零售食品業和餐飲業帶來可行的見解。

。樣本分佈

性別年齡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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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消費者 vs 
素食或純素者

18-24歲

12%

25-39歲

34%
40-55歲

38%

56-70歲

16%

問卷連結：https://surveys.lifepointspanel.com/survey/apac/C3132471/temp0522?panels=LFP&lis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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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rveys.lifepointspanel.com/survey/apac/C3132471/temp0522?panels=LFP&list=0


台灣植物基飲食口味研究

市場整體

• 素食、純素及彈性素食主義在台灣有廣泛的認知基礎。

• 「健康」是大眾選擇植物基食品的主要原因；「環保和動物權益」

則是素食及純素者選擇植物基食品的核心因素。

• 消費者選擇植物基飲食的最大阻礙是價格高昂和購買不便利。

• 消費者期望有更多樣化的傳統素菜和植物蛋白質選擇。

餐飲裡的植物基

• 由於其便利性和價格親民，連鎖便當店、便利商店和超市是推廣

植物基菜式的理想場所。

• 植物基菜式能為餐廳注入強力的「光環效應」—消費者因餐廳提

供創新純素菜式而更願意光顧及花費。

• 消費者普遍對純素版的經典中菜感興趣，如素麻婆豆腐、素小籠

包/ 生煎包/ 叉燒包等，建議業界可以用植物肉重新演繹傳統菜色。

零售裡的植物基

• 傳統素菜和植物奶在過去三個月的購買率超過6成；植物奶的衍

生產品純素冰淇淋/冷凍甜品的未來考慮購買率比過去購買率高

出接近8成，脫穎而出成為植物基食品裡的未來新星。

• 爲了將植物基食品納入消費者的日常飲食中，食品商可以考慮

不同食用場景，推出方便食用的純素版加熱即食與甜點，配合

繁忙城市人的各種食用場景。

• 在眾多植物基材料中，台灣本地消費者最能接受豆類、蒟蒻、

海藻和菇菌銀耳等食材，這些食材均廣泛在日常飲食中應用。

• 消費者在選擇純素食品時，更關注食品安全、健康天然和無加

工等產品標籤。在營養方面，消費者最關注的純素食品是否含

有足夠的包括蛋白質、鈣及奧米加-3脂肪酸。

• 零售商應著重改善價格和購買便利度來推動購買植物基食品。

重點洞察



·

I. 調研設計摘要與重點洞察

II. 市場總覽
i. 台灣植物基食品市場有多大？

ii. 爲什麼消費者選擇植物基食品？

III. 植物基食品的零售潛力
i. 什麼類型的植物基食品最受歡迎？

ii. 什麼植物基食品類別最具潛力？

iii. 如何提升消費者對植物基產品的購買意願？

iv. 如何讓植物基菜式成爲消費者日常飲食？

IV. 餐飲業中的植物基食品
i. 植物基菜式能提升消費者在餐廳的消費嗎？

ii. 什麼純素菜式最能吸引消費者？

V. 總結及未來調研方向



台灣植物基食品市場有多大？

純素主義 (Veganism) 地中海飲食 (Mediterranean Diet)

素食主義 (Vegetarianism) 無麩質飲食 (Gluten-Free)

間歇性斷食 (Intermittent Fasting) 低鈉飲食 (Low-Sodium)

高蛋白質飲食 (High-Protein) 乳糖不耐症飲食 (Lactose-Free)

低卡路里飲食 (Low-Calorie) 清真/伊斯蘭教飲食法 (Halal)

低碳水化合物飲食 (Low-Carb) 彈性素食主義 ** (Flexitarianism)

高纖飲食 (High-Fiber) 猶太教飲食法 (Kosher)

90%

81%

台灣大眾消費者*對素食及純素主義並不陌生，兩者在各種飲食法的認知滲透度中均名列前矛。而近年興起的「彈性素食主義」概念，雖然認知度不及前兩者，但也有

接近一半的大眾消費者認識。由此可見，大部分消費者都大致認識植物基飲食的相關飲食法，這為各大品牌持續發展植物基產品市場提供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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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 您之前有聽過以下這些飲食法嗎 ？（可複選）
*此基數不包括素食及純素飲食者
**本研究定義彈性素食主義為「固定進行最少一月一次的素食」

植物基相關飲食法在台灣擁有廣泛的認知基礎

43%

N=500

各種飲食法的認知度



台灣植物基食品市場有多大？

早在2017年時，台北就被CNN評選為「世界十大素食友善城市」。根據2023年的數據，台灣的蔬食人口（含彈性素食者）已高達300萬人，佔總人口約13%，全球排

名第三。 此外，有調查指出，台灣有超過七成民眾是彈性素食主義者，他們雖然不會每餐都吃素，也不完全排斥動物性產品，但在有選擇的情況下會優先選取植物性

產品或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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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素食主義飲食人口

Source: 
World of Statistics, Number of vegetarians Report 2023（ https://twitter.com/stats_feed/status/1678103425366609922）
人間福報，國人素食習慣調查 2021（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850537）

全球素食人口比例排名

印度

墨西哥

台灣

以色列

澳洲

39%

19%

14%

13%

12%

https://twitter.com/stats_feed/status/1678103425366609922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850537


爲什麼消費者選擇植物基食品？

較健康，因為含有更多維生素/礦物質/膳食纖維/抗氧化
劑或某種特定營養

較健康/維持體重，因為其卡路里/脂肪/膽固醇較低

較健康，因為更天然/較少加工/較少化學物

較環保（減少動物飼養和屠宰對環境的負擔）

對動物較友善，減少對動物的傷害和殺害

喜歡植物基食品的味道與口感

現在市面上有很多創新的植物基菜餚及烹飪方法

植物基食品較容易找到及購買

植物基食品價格較便宜

動物基飲食（葷食）需要較長的準備或料理時間

家庭傳承或影響

宗教或文化原因（禁止食用某些動物或動物產品）

不擅長把動物基飲食（葷食）煮得美味

對動物基食品（葷食）過敏

39%

26%

43%

46%

58%

64%

63%

60%

45%

42%

• 自2010年起，行政院推動周一無肉日已

超過十年，旨在推廣節能減碳與提倡蔬食。

低碳蔬食概念早已深入民心。

• 相比素食及純素者，對於大眾消費者而言，

健康是最多人選擇植物基食品的原因，而

且他們的健康追求亦較為多元，分散在對

身體造成較少負擔、含較多特定營養素及

較天然等幾個層面。

• 環境保育和保護動物權益也是素食的重要

推動力，當中以40歲以上的受訪者比較重

視葷食對環境的負擔和減少動物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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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的基礎以外，大眾消費者和素食及純素者很重視對環境和動物的保護
大眾消費者及素食／純素者喜歡植物基食品的原因

大眾消費者素食及純素者 vs

S8a. !"#$[pipe in: %&'(if S6=1 or )%'( if S6=2]*+,-./#012345678&9:;<=>?[pipe in: %&'(if S6=1 or )%'( if S6=2]
@&A? B,C<D S8b. !"#EFGH78&9+,-./#FGI!JA?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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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素菜

!"#$

%&#'

仿葷素肉類零食

廣義植物肉
()'

*#+,

餐點
純素微波食品/
加熱即食包

純素點心/蛋糕/糕點

飽足類零食
*#-.

燕麥棒/穀物零食棒

放縱類零食
純素巧克力/糖果

純素冰淇淋/
純素冷凍甜品

植物奶類

()/

純素優格/優酪乳

*#01

31%

54%

48%

31%

44%

59%

40-55歲

62%

35%

40%

66%

25-39歲

62%

46%

46%

56%

56%

33%

66%

各類植物基食品在過去三個月的購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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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類型的零售植物基食品最受歡迎？

S9a. 想請教您一些基本資訊。您在過去三個月內有購買並食用過以下哪些純素產品 （即不含肉類、蛋、奶、奶油、動物油及所有動物副產品）？（可複選）注意：請嚴
謹判斷產品是否為純素，如不確定是否含有動物成份請避免選擇

在傳統素菜以外，植物奶在過去三個月較受歡迎

N=500

• 過去三個月，約一半大眾消費者曾購買及食用中式傳統素菜及仿葷

素肉，可見受到佛教及道教文化的影響，台灣不少消費者會在農曆

初一十五、農曆七月等傳統時節購買及食用傳統素菜，食品生產商

亦可以考慮把植物肉融入中式食品與菜餚中作推廣。

• 近年來隨着Oatly燕麥奶、alpro杏仁奶、光泉與義美燕麥奶等品

牌的大力推廣，植物奶不單在咖啡店廣泛應用，而且在零售管道中

也吸引不少消費者買回家飲用。

18-24歲 56-70歲

植物基食品平均購買率:31%



傳統素菜以外，大衆消費者比純素者在過去三個月更少購買植物肉、純素點心/ 蛋糕/ 糕點

40%

19%

21%

62%

28%

29%

32%

81%

傳統齋菜

中式傳統素菜

中式傳統仿肉

仿肉類零食

廣義植物肉
植物肉

純素海鮮

餐點
純素預餐

純素點心/蛋糕/糕點

飽足類零食
純素餅乾

燕麥棒/穀物零食棒

放縱類零食
純素朱古力/糖果

純素雪糕/
純素冷凍甜品

植物奶類

植物奶

純素乳酪/酸奶

純素芝士

什麼類型的零售植物基食品最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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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三個月，大衆消費者對植物肉、純素包點/ 蛋糕/ 糕點的購買率明顯比素食

者的低。零售商可以考慮加强植物肉的宣傳和推廣，希望更有效地吸引大衆注

意力。純素包點/ 蛋糕/ 糕點這類型的純素食品也在市場上并未普及，沒有太多

的選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 另一方面，大衆消費者對燕麥棒/穀物零食棒的購買率比素食者較高。燕麥棒/

穀物零食棒通常為消費者提供一種即食且健康的選擇，對追求方便的繁忙的城

市民衆是不錯的素食選擇。

各類植物基食品在過去三個月的購買率
素食者大衆消費者

S9a. 想請教您一些基本資訊。您在過去三個月內有購買並食用過以下哪些純素產品 （即不含肉類、蛋、奶、奶油、動物油及所有動物副產品）？（可複選）注意：請嚴
謹判斷產品是否為純素，如不確定是否含有動物成份請避免選擇



62%
40%

60%

-2%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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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a. 想請教您一些基本資訊。您在過去三個月內有購買並食用過以下哪些純素產品 （即不含肉類、蛋、奶、奶油、動物油及所有動物副產品）？（可複選）注意：請嚴
謹判斷產品是否為純素，如不確定是否含有動物成份請避免選擇
S9b. 那您在未來三個月內會考慮購買並食用哪些純素產品？（可複選） 注意：請嚴謹判斷產品是否為純素，如不確定是否含有動物成份請避免選擇

*產業潛力 = (預計未來三個月考慮購買率 - 過去三個月購買率 ) / 過去三個月購買率 。基數為知道及不抗拒植物基食品的「大眾消費者」，不包括素食或純素者 N=500

平均產
業潛力

24%

傳統素菜 仿葷素肉 仿葷素
肉類零食 植物肉 純素海鮮 加熱即食包 純素點心/

蛋糕/糕點 純素餅乾 穀物
零食棒

純素巧克力
/糖果

純素冰淇淋
/冷凍甜品 植物奶 純素優格

/優酪乳 純素起司

各類植物基食品在過去三個月的購買率

傳統素菜 廣義植物肉 餐點 飽足類零食 放縱類零食 植物奶類

31%

產業未來三個月潛力*

平均
購買率

經過對過去與未來三個月消費購買/食用以及考慮購買/食用的交叉比對，我們可以發現，消費者對於傳統素菜、仿葷素肉與植物奶的購買意願並沒有顯著增加，甚至會

減少購買。

哪個植物基食品類別最具潛力？
傳統素菜和植物奶未來三個月的零售渠道潛在購買力達瓶頸



8% 10%

5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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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a. 想請教您一些基本資訊。您在過去三個月內有購買並食用過以下哪些純素產品 （即不含肉類、蛋、奶、奶油、動物油及所有動物副產品）？（可複選）注意：請嚴
謹判斷產品是否為純素，如不確定是否含有動物成份請避免選擇
S9b. 那您在未來三個月內會考慮購買並食用哪些純素產品？（可複選） 注意：請嚴謹判斷產品是否為純素，如不確定是否含有動物成份請避免選擇

*產業潛力 = (預計未來三個月考慮購買率 - 過去三個月購買率 ) / 過去三個月購買率 。基數為知道及不抗拒植物基食品的「大眾消費者」，不包括素食或純素者 N=500

平均
購買率

24%

傳統素菜 仿葷素肉 仿葷素
肉類零食 植物肉 純素海鮮 加熱即食包 純素點心/

蛋糕/糕點 純素餅乾 穀物
零食棒

純素巧克力
/糖果

純素冰淇淋
/冷凍甜品 植物奶 純素優格

/優酪乳 純素起司

傳統素菜 廣義植物肉 餐點 飽足類零食 放縱類零食 植物奶類

31%

產業未來三個月潛力*

平均產
業潛力

爲了開拓新顧客群，業界可考慮開發目前較小眾、但未來潛力更大的類別，如純素冰淇淋/冷凍甜品與純素海鮮。植物奶的購買率在過去三個月不錯，食品商可以利用目

前優勢，發展衍生產品，尤其是未來購買率達八成的純素冰淇淋和冷凍甜品，這類食品目前較難在零售通路中購買，因此鼓勵更多相關品牌進入市場。

哪個植物基食品類別最具潛力？
純素冰淇淋/冷凍甜品、純素海鮮潛力亮眼

各類植物基食品在過去三個月的購買率



14% 19% 13%

25%

40%
32% 38% 30%

15
S9a. 想請教您一些基本資訊。您在過去三個月內有購買並食用過以下哪些純素產品 （即不含肉類、蛋、奶、奶油、動物油及所有動物副產品）？（可複選）注意：請嚴
謹判斷產品是否為純素，如不確定是否含有動物成份請避免選擇
S9b. 那您在未來三個月內會考慮購買並食用哪些純素產品？（可複選） 注意：請嚴謹判斷產品是否為純素，如不確定是否含有動物成份請避免選擇

*產業潛力 = (預計未來三個月考慮購買率 - 過去三個月購買率 ) / 過去三個月購買率 。基數為知道及不抗拒植物基食品的「大眾消費者」，不包括素食或純素者 N=500

平均產
業潛力

13%

傳統素菜 仿葷素肉 仿葷素
肉類零食 植物肉 純素海鮮 加熱即食包 純素點心/

蛋糕/糕點 純素餅乾 穀物
零食棒

純素巧克力
/糖果

純素冰淇淋
/冷凍甜品 植物奶 純素優格

/優酪乳 純素起司

傳統素菜 廣義植物肉 餐點 飽足類零食 放縱類零食 植物奶類

31%

產業未來三個月潛力*

平均
購買率

各類植物基食品在過去三個月的購買率

哪個植物基食品類別最具潛力？
加熱即食包、純素甜點與純素優格／優酪乳有機會成為崛起新星
• 植物基加熱即食包在未來考慮購買率亦達四成，反映出越來越多的人期望在烹調上能更省時省力，並將即食純素餐點納入他們的日常飲食中。

• 純素甜點類產品如純素蛋糕、巧克力與優格／優酪乳在未來三個月的發展潛力也不容小覷，越來越多人有純素甜點的需求，尤其台灣普遍存在乳糖不耐症人口（事實

上，整個東亞地區的乳糖不耐症人口高達九成**），這些食物普遍也具有較高的飽和脂肪含量，多食易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風險。相較純素甜點多以植物性食材取代動

物性食材，從而避免了一些潛在的健康風險。

• 這些食品在各種場合下都非常適合食用，不論是早餐、下午茶或者零食時間。食品商可以考慮廣泛的食用場景，推出相應的產品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消費者認為越多選擇越想買的品類

17
S9c. 您認為那些純素食品的「產品/品牌選擇更多元化」可促進您的消費意欲？（可複選）
注意：請嚴謹判斷產品是否為純素，如不確定是否含有動物成份請避免選擇

N=500

彈性素食消費者已經有定時食素習慣，要加强他們對植物基食品的購買意願，食品

商可以考慮在市場上推出更多元的傳統素菜和素肉、植物奶肉：

• 台灣一般傳統素菜品項集中在素包、 淨素蒸餃等，通常以蔬菜料理爲主，

而且口味較平淡。隨著植物肉類的崛起，業界可考慮將植物肉類融入傳統

素菜中，增加素食料理的質感和變化，增加口味多元化與選擇性。

• 植物奶產品中亦可考慮研發更多元的口味，除了一般常見的的原味豆奶、

米漿、燕麥奶、杏仁奶、椰奶以外，亦可混和消費者熟悉的堅果類元素，

包含芝麻、花生、腰果，甚至研發更多創新口味，以創造更豐富的口味及

更均衡的營養。

58%

53%

47%

40%

39%

傳統素菜

植物奶

燕麥棒/穀物零食棒

植物肉

仿葷素肉

純素優格/優酪乳

36%各類植物基食品平均

如何提升消費者對植物基產品的購買意願？
彈性素食者期待更多元化的傳統素菜素肉和植物奶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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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消費者對植物基產品的購買意願？

M6b. 咦，考慮到致敏、口味及其他因素，請問您不介意食用哪種原材料製成的純素產品？（多選）

植物基產品的原材料中，消費者最能接受豆類、蒟蒻、海藻和菇菌銀耳

N=500

• 最常食用的豆類包括大豆、紅豆、綠豆、黑豆、青豆等。豆類在過去都被譽為「窮人的肉

食」，含有蛋白質、鐵以及大量的硒、鋅、磷、鈣、鉀和葉酸。而且它們富含可溶性纖維，

營養極為豐富，這使它們成為素食世界中的超級明星。

• 其他食材如蒟蒻和海藻雖然較偏門，但隨着近年更多素食餐廳創造新穎純素菜色，這些食

材也更為人認識及嘗試，例如蒟蒻貢丸、海藻生魚片、豆製「人造蛋」(e.g. Just Egg) 等，

相信消費者接受的純素原材料將更趨多元化。

消費者最不介意食用的植物基食品原材料

84%

81%

87%豆類，包括大豆/ 黃豆、紅豆/ 綠豆 、
豌豆、荷蘭豆、鷹嘴豆、黑豆等

菇菌類、銀耳、木耳等

全穀，包括燕麥、大米等

堅果類，包括杏仁、核桃等

椰子

其他，包括蒟蒻、海藻、麵筋等



優化植物基產品標籤以提升購買意願 —食品安全、無加工、健康天然為主

19

如何提升消費者對植物基產品的購買意願？

M5b. 以下哪些標籤能提升您購買純素產品的意願？（多選）

• 直擊消費者核心需求的標籤，有助產品贏得消費者信心。最受關注的標

籤都與食品安全與健康相關，購買時不僅考慮食品價格或味道，亦關注

製造過程的安全與對自身健康的影響。

• 食安事件層出不窮，在這數十年來持續困擾著台灣民眾，因此消費者對

食品的安全性和產地追溯性表現出高度關注與警覺，對於純素產品而言，

包裝上應清楚標示原材料來源地、生產商及經銷商等相關信息，提升消

費者信心。

• 另外，標榜無添加防腐劑、少鹽／低鈉、全天然的食品也能提升他們購

買意願，反映民眾對健康越來越重視。

50%

52%

52%

59% 低糖 (low sugar)

低飽和脂肪
(low saturated fat)

蛋白質來源
(source of protein)

維護動物權益
(animal welfare)

纖維來源
(source of fibre)

公平貿易 (fair trade)

多種蛋白質
(blend of proteins)

不含過敏的材料
(Free from)

不含麩質
(gluten-free)

不含五辛
(buddhist-friendly)

不含蛋奶
(egg/dairy-free)

食品安全/ 可追溯來源
(food safety/traceability)

無添加防腐劑
(no preservative)

少鹽/低鈉 (low salt)

全天然 (all natural)

環保的 (eco-friendly)

無反式脂肪及降膽固醇
(zero trans fat & cholesterol)

非基因改造 (non-GMO)

無重金屬
(no heavy metals)

有機 (organic)

特價 (Discount)

無添加抗生素
(no antibiotics)

低卡路里 (low calorie)

能提升消費者購買意願植物基的食品標籤



如何提升消費者對植物基產品的購買意願？

20M6a. 明白了。那請問您最希望純素產品能有充足的以下哪種營養？（多選）

强調植物基食品中蘊含的蛋白質、鈣及奧米加-3脂肪酸

N=500

• 很多大眾消費者對於植物基食品能否為身體供給全面、均衡的營養存在疑慮，

所以強調富含營養素可鼓勵消費者持續食用該植物基產品。

• 蛋白質及鈣是消費者很重視的營養素。兩者分別是動物基肉類及奶類內含最豐

富的營養，而且愈來愈多消費者了解到人體攝取的蛋白質不單要分量充足、且

食物要具備「完全蛋白質」(即包含9種人體必須氨基酸)方夠全面。除了以豆腐、

藜麥、開心果及奇亞籽等原料生產及推廣食品外，生產商也可混合食材及內裡

的蛋白質以助消費者攝取完全蛋白質，例如國外純素食品常混合大米及豌豆蛋

白作為食材，不單蛋白質全面而且幫助消化及不易致敏。

• 奧米加-3脂肪酸 (Omega-3) 也很受40歲以上的年長消費者歡迎，可見年長消

費者頗為熟悉奧米加-3對預防老化的益處（例如穩定三高、改善關節、增強視

力、提升記憶力等）。

蛋白質 (Protein)

鈣 (Calcium)

奧米加-3脂肪酸
(Omega-3 fatty acids)

維生素B12 (Vitamin B12)

維生素D (Vitamin D)

鐵 (Iron)

鋅 (Zinc)

能提升消費者購買意願植物基的營養素

57%

57%

75%



更健康 – 更天然
更健康 – 更低卡/脂
更健康 – 更多維生素
更健康 – 減少致敏材料

59%
43%
38%
36%

更便宜 56%

味道與口感更可口 53%

更多創新菜色及烹飪方法
煮食更簡單

36%
31%

如何讓植物基菜式成爲消費者日常飲食？

21
S8c. 原來您[pipe in: 很抗拒if S7=2 or 不是特別喜歡 if S7=3] 植物基食品！ 可以請教您[pipe in: 很抗拒if S7=2 or 不是特別喜歡 if S7=3]的原因嗎? （可複選）
M5a. 您認為目前的純素產品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是？（多選）

著重改善價格和購買便利度

N=500

• 累積顧客群及維持長期需求的過程可分為兩個步驟：突破嘗新障礙及回購。對於不

同階段的顧客來說，他們各自存在不同的購買動機：

• 對未曾購買過植物基食品的消費者，產品價格是最爲重要，零售商可以推出

小容量的包裝，讓消費者以較低的成本嘗鮮。

• 其次，購買便利性對驅動嘗鮮也很重要。比較其他國家，實體門店是台灣主

要的食品購買管道，品牌方不妨考慮聘請推廣員在各零售通路進行試吃推廣，

給大眾嘗試植物基食品的口味，也提升購買便利度。此外，零售商也可以考

慮推出一些適合日常生活場景的食品，例如純素起司三明治，專為上班族早

餐需求而設。

• 強調健康是影響顧客持續食用的因素，大部分人會購買天然、低卡/脂肪、

更多維生素和致敏度低的食品。產品更便宜也會推動民眾繼續購買，品牌也

可考慮與其他產品推出組合優惠提升性價比。

如何打破
嘗鮮障礙?

如何鼓勵
繼續購買?

沒那麼昂貴 53%

較易找到及購買 34%

不懂煮得美味
缺乏創新菜色及烹飪方法

26%
20%

味道與口感 ／
無法提供蛋奶味道口感

22%
19%

較不健康，因多加工 18%

培養忠誠顧客群的過程

提升消費者選擇植物基食品的因素



·

I. 調研設計摘要與重點洞察

II. 市場總覽
i. 台灣植物基食品市場有多大？

ii. 爲什麼消費者選擇植物基食品？

III. 植物基食品的零售潛力
i. 什麼類型的植物基食品最受歡迎？

ii. 什麼植物基食品類別最具潛力？

iii. 如何提升消費者對植物基產品的購買意願？

iv. 如何讓植物基菜式成爲消費者日常飲食？

IV. 餐飲業中的植物基食品
i. 植物基菜式能提升消費者在餐廳的消費嗎？

ii. 什麼純素菜式最能吸引消費者？

V. 總結及未來調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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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a. 請問您目前有多頻繁光顧以下選項？（逐個單選）
M3b. 如果這些地方增加供應我們討論過的創意純素菜色，不論品牌或產品多元性，您會改變光顧頻率嗎？（逐個單選））
M4b. 如果這些地方增加供應我們討論過的創意純素菜色，不論品牌或產品多元性，您會改變每餐平均花費金額嗎？（逐個單選）

N=500

• 在比較受上班族歡迎的餐廳中，受訪者每月最

頻繁光顧連鎖便當店、便利店和超市，這類型

餐廳的特點是每餐消費不高，容易找到，適合

忙碌的都市消費者。此外，由於其便利性和價

格親民，這些餐廳也是推廣植物肉菜式的理想

場所。

• 當便利店、超市、連鎖便當店和西式速食店增

加創意純素菜色時，超過4成消費者表示他們會

更頻繁地光顧，超過3成人也會願意提升每餐花

費。

• 消費者的印象裡，台式熱炒店提供的純素菜色

比起一般菜色更健康與新奇、更值得額外花費，

這類型餐廳可嘗試推出更多創意純素菜色。

連鎖便當店
便利商店的
加熱食品

超市的熟食或
微波食品 西式速食店 咖啡廳的餐點 台式熱炒店

每月平均光顧頻率

增加更多純素菜色後會
更頻繁光顧的消費者佔比

更多純素菜色後、
願意增加每餐花費的佔比

5.8 5.3 4.2 3.8 3.3 2.4

41% 45% 45% 40% 33% 33%

31% 33% 33% 31% 30% 35%

消費者對餐廳增加純素菜式后的態度轉變

植物基菜式能提升消費者在餐廳的消費嗎？

「植物基菜色效應」— 連鎖便當店、便利店/ 超市的熟食食品最有潛力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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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感謝您貢獻的想法！那請問以下哪些創意純素菜色聽上去最能吸引您嘗試呢？（可多選）
注意：以下菜色均以植物肉、植物海鮮及其他純素產品製成。選項可能有點多，感謝耐心挑選！

N=500

這些都是本地餐廳常見的菜色和加熱即食小吃，植物肉起源於西方國家，隨著其

在本地興起，業界可以重新演繹經典菜餚，使用植物肉替代菜餚中的肉類，為消

費者提供更健康的選擇。

能吸引消費者嘗試的菜色均數：11

什麼純素菜式能吸引消費者？
素麻婆豆腐、素包等中式素食最吸引消費者嘗鮮



1. 調查設計

2. 重點洞察

3. 植物基市場總覽

4. 零售業洞察

5. 餐飲業洞察

6. 總結及未來調研方向



未來調研方向

根據品牌漏斗的邏輯，找出自家品牌

對比競品的品牌優勢：

• 認知：是否消費者首先想起 (Top

of Mind)的品牌? 有多少人認識? 

顧客透過什麼管道認識品牌?

• 形象：品牌有什麼產品及非產品強

項? 品牌性格顯著嗎? 

• 考慮購買及食用：有多少人未來一

年考慮購買與食用? 品類中消費者

更常考慮的品牌嗎? 什麼情況下會

購買或食用?

品牌優勢

對標主要競品，檢驗自家品牌的顧客

購買旅程中可改進之處：

• 各購買旅程的接觸點的轉換率、重

要性及滿意度

• 了解購買或食用旅程細節，如計劃

型 vs. 衝動型購買或食用占比

• 衡量各項顧客體驗指標如滿意度及

淨推薦值 (NPS)

• 繼續/增加購買與食用的意願

自家品牌的顧客旅程

評估消費者對推廣活動或廣告的享受

度、喜愛度、注意度、參與度、獨特

性、相關性、清晰度、行動號召力及

其他核心計量，以在未來改善推廣活

動或廣告的計畫及執行

市場推廣成效

通過對比幾個概念方案，配合目標人

群的使用場景及需求的挖掘，幫助投

資方找出最佳定位，並提煉推廣重點

及微調食品味道／定位

新晉品牌和產品定位測試

• 潛在消費者：計劃購物與食用的場

景、驅動及障礙、需求原因、對嶄

新食品概念的歡迎度

• 目前購買及食用者：可改善之處、

後續消費的主因

擴展目標市場概況



高質量的受訪者體驗，有助收集最多最精準的洞察…

我們邀請受訪者在最後對此次問卷體驗進行評分，結果顯示…

6.4
台灣受訪者平均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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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的受訪者體驗皆因問卷以「現代化調查研究」方針設計

28

賦予受訪者意義與價值的
歡迎頁，增強答題動力

問卷以對話形式進行，互動性與
被認同使受訪者更願意分享資訊

智能問卷界面，以科技提升
答題體驗及強化數據收集

人類處理圖像信息的速度比文字快一倍，
icons及logos可使答題更輕鬆

問卷連結：https://surveys.lifepointspanel.com/survey/apac/C3132471/temp0522?panels=LFP&list=0

https://surveys.lifepointspanel.com/survey/apac/C3132471/temp0522?panels=LFP&lis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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