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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我國消費者生活習慣改變，7-11、全家等超商或全聯、愛買等大型賣場，

已成為我國消費者購買生鮮食品的主要來源。生鮮食品包括蔬果、乳品、肉產品

及水產品等，皆屬於易腐性產品(perishable product)的範疇，具有時效性高、對於

溫度變化敏感(temperature sensitive)等特性，在生產、加工後，需儲放於特定溫

度下以維持其品質，進而衍生對低溫物流的需求，再加上近年來消費者對食品安

全的重視，更促使低溫物流成為現今物流服務發展趨勢。 

低溫運輸物流係指由生產或加工開始，產品經裝載、運送、卸載、處理和儲

存等階段，至家庭或餐廳冰箱、冷藏庫的過程，並確保冷藏食品和冷凍食品的品

質安全(Hanjeet et al. 1996)。其核心概念是針對低溫產品從供應鏈上游至下游過

程中進行溫度控管(temperature control)，因制冷技術的提升已能使供應鏈各階段

維持在產品所需之溫、溼度下作業，透過溫度監測系統(temperature monitoring 
system)的發展可準確掌控設施或設備的溫度變化，進而維護食品安全。而在運

輸過程中，無論是裝卸搬運、變更運輸方式、更換包裝設備等環節，都維持貨物

恆溫的運輸方式，其方式可跨越鐵、公路、海運、空運等複合運輸模式。 

依據行政院農委會 2010 年至 2012 年之資料顯示，我國相關低溫物流產品出

口量明顯增加，且成長幅度大，由此可見我國低溫市場逐漸成長，而低溫運輸物

流之需求因而伴隨增加，故低溫運輸物流為未來發展趨勢。根據工業技術研究院

研究指出，2012 年國內低溫商品產值為 2,800 億元，每年以複合成長率 7%成長，

預估 2020 年低溫市場的產值約為 4900 億，低溫物流服務之產值約佔商品產值

18%計算，故預估 2020 年低溫物流服務的產值約為 882 億元。 

行政院在產業構面上，提出「推動產業多元創新」策略，以「三業四化」政

策三大主軸，並優先篩選出亮點產業，做為推動主軸的示範計畫，協助產業轉型

為多元結構，低溫物流產業已列為亮點產業。此外，觀察中國大陸在其十二五(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2011-2015 年)計畫期間，已制定物流業發

展中長期規劃（2012-2020 年），針對農產品低溫物流進行規劃以發展中國大陸之

低溫運輸物流，而其他先進國家，如日本、美國及歐洲等國家亦致力於發展低溫

運輸物流。為促進發展農漁牧等基礎民生產業和保障消費安全之要求，低溫貨品

產量和流通量正逐年增加中，如何配合國家節能政策之推動，兼顧低溫運輸與低

溫物流之安全和品質與相關軟硬體設施與技術之發展，值得深入研析並預為因



 
 

應。 

是故我國為銜接國際低溫運輸物流之趨勢，本計畫探討國內外低溫運輸物流

在技術發展、資訊系統、設施建置、標準及法規、產業輔導與全球運籌等方面之

現況。於技術發展方面著重於國內外現有之低溫運輸物流技術，如多溫共配等技

術；資訊系統方面著重於如 RFID 等國內外資訊系統的發展；設施設備建置探討

國內外現有之蓄冷箱、蓄冷櫃及低溫倉庫設施等之現況發展；標準及法規則蒐集

並整理國內外目前於低溫運輸物流之相關標準及法規；產業輔導方面亦蒐集並整

理我國及國際先進國家之政府對於低溫運輸物流之輔導措施等資料；全球運籌則

著重於國內自由貿易港區的發展並且了解我國港埠之現況，及探討國際先進國家

之港埠等發展狀況。藉由蒐集整理我國低溫運輸物流現況，並歸納整理我國現況

與國際先進國家之差異，進而掌握全球低溫運輸物流發展趨勢，深入探討我國發

展低溫運輸物流機會與挑戰，以加速我國低溫物流之發展外，並有助因應兩岸後

ECFA 時期之合作，以增強我國運輸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1.2 研究目的 
本計畫針對國內外低溫運輸物流之技術發展、資訊系統、設施建置、標準及

法規、產業輔導與全球運籌等議題進行整理，進而探討出國外先進國家發展低溫

運輸物流之現況與趨勢，並且歸納出值得我國借鏡之處與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

之趨勢、機會與挑戰，再針對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之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

進行分析，並且提出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之因應對策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可歸納如下： 
1. 蒐集國內、外低溫運輸物流發展現況。 
2. 蒐集美、歐及亞洲重要國家發展低溫運輸物流之推動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

分析等資料。 
3. 歸納我國低溫運輸物流之現況分析與未來發展趨勢。 
4. 掌握國際先進國家之低溫物流發展趨勢，深入探討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

之機會與挑戰。 
5. 因應未來低溫運輸物流發展，以 SWOT 分析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之優

勢、劣勢、機會與威脅，並研提政府與產業之因應對策建議。 

1.3 研究內容 
低溫運輸物流主要服務對象有食品及醫藥類之低溫產品，而由於我國低溫食

品佔我國低溫商品之大宗，且為因應中國大陸十二五計畫，針對農產品低溫物流

進行規劃以發展中國大陸之低溫運輸物流，本計畫主要針對低溫食品作為研究範

疇以了解我國低溫運輸物流之發展，此外，並本計畫以交通部主管業務列為首要

研究範疇。此外，本計畫亦針對國內、外低溫運輸物流、發展現況，及對低溫運

輸物流技術制訂之相關標準進行分析及探討，有關國外部分，係針對各先進國家



 
 

低溫運輸物流技術推動成效檢討與評析，並且探討各國內外及兩岸發展低溫運輸

物流之推動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分析。另外，國內部分除了分析低溫運輸物流之

現況外，並分析國內推動低溫運輸物流於各產業發展機會與挑戰。並且配合國際

經濟與環保發展趨勢，強化我國低溫運輸物流產業與國際接軌，建構綠色運輸物

流環境策略與應用。由研究結果掌握全球低溫物流發展趨勢，針對我國發展低溫

運輸物流進行建議。因應未來低溫運輸物流技術發展，研提政府與產業之因應對

策建議，並且實踐經濟部「三業四化」及交通部「推動永續綠色運輸，落實節能

減碳政策」之施政方針。改善國內物流產業發展低溫運輸物流環境，落實永續節

能減碳目標。 

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採用文獻回顧與資料蒐集方法，針對國內外低溫運輸物流發展現

況、全球低溫運輸物流發展趨勢、低溫運輸物流技術與系統，以及兩岸低溫運輸

物流發展，進行綜整檢討與評析。再藉由專家訪談、專家座談及 SWOT 分析探

討我國低溫物流機會與挑戰，完成我國發展低溫物流之策略規劃。 

1.5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可分為資料蒐集、課題分析、策略研擬等三大部分，詳細研究

流程如圖 1.1 所示。 



 
 

 
圖 1.1 計畫執行流程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本計畫針對國內外低溫運輸物流之技術發展、資訊系統、設施建置、標準及

法規、產業輔導與全球運籌等議題進行整理，進而探討出國外先進國家發展低溫

運輸物流之現況與趨勢，並且歸納出值得我國借鏡之處與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

之趨勢、機會與挑戰，再針對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之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

進行分析，並且提出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之因應對策建議。並整理出以下研究

目的： 
6. 蒐集國內、外低溫運輸物流發展現況； 
7. 蒐集美、歐及亞洲重要國家發展低溫運輸物流之推動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

分析等資料； 
8. 歸納我國低溫運輸物流之現況分析與未來發展趨勢； 
9. 掌握國際先進國家之低溫物流發展趨勢，深入探討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

之機會與挑戰； 
10. 因應未來低溫運輸物流發展，以 SWOT 分析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之優

勢、劣勢、機會與威脅，並研提政府與產業之因應對策建議。 
 

另外，本計畫主要結論分述如下： 
 

一、 國內低溫運輸物流需求穩定 

低溫食品為低溫物流之主要範疇，目前我國低溫食品占總體食品比率約 35％，

此水準與歐、美、日相去不遠。此外，我國發展低溫物流較早，低溫食品之低溫使

用率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皆已高達 80~90％，由此可知我國低溫水平具國際級水

準。經冷鏈聯盟組織 2012 年推估目前我國低溫食品產值約每年 2,800 億臺幣，而低

溫物流產值約每年有 500 億臺幣。 

二、 我國低溫運輸物流之政策、法規、產業輔導與標準持續推展 

由經濟部商業司物流推動歷程中，近年著重於跨境合作及全球運籌

發展。若與低溫物流政策關聯性來看，最直接相關則屬我國產業結構優

化─三業四化政策所提及的五個亮點產業，並明確選定低溫物流產業為

亮點產業。藉由交通部輔導我國具發展機會之產業，透過自由貿易港區

推動跨國運籌服務，可帶動我國物流業者之運籌能力提升。 
三、 我國低溫運輸物流之全球運籌持續擴充支援 

港埠係國家發展重要建設，為因應兩岸直航、東亞地區港埠間激烈

競爭，以及大陸港口迅速發展等外在情勢，極需有效運用地理區位及軟

硬體優勢，以提升港埠營運效能。為了吸引外商自由進出，我國針對基



 
 

隆港、台北港、台中港、高雄港、蘇澳港及安平港設立自由貿易港區，

並提供商品免稅自由輸出入的優惠，促進經濟發展和繁榮的目的。 
 

四、 我國低溫運輸物流之發展可以考慮自由經濟示範區發展趨勢 

隨著兩岸間貿易的日趨活絡，低溫運輸物流政策成為國內發展的優

先議題，我國政府亦集思廣益推動相關策略，制定相關政策，而作為國

家門戶之一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是政策重要的一環。而以「境內關外」、「前

店後廠」方式經營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藉由結合鄰近之海港、空港等交

通樞紐，強化企業供應鏈管理之能力。 
五、 參考國外低溫運輸物流發展值得我國借鏡之處 

產、官、學、研領域發展低溫運輸物流已成為未來必要實施之行動，而成功的

政策實施，需要尚須多方之配合。我國發展低溫物流政策尚在起步階段，發展低溫

物流在制度上、技術上、軟硬體設備等不同方面都將面臨挑戰，因此可參考國外相

關技術發展或政策的制定使我國低溫物流運輸系統臻於完美。 

六、 分析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之挑戰 

全球產、官、學、研領域無不體認到低溫物流與未來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在

追隨著低溫物流發展趨勢的同時，也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如：企業優惠措施之有效

實施、低溫技術開發困難、政府相關法令之制定尚未完善、低溫運輸物流措施實行

效率之檢討與改善、企業招商不易、低溫技術研發成本龐大、缺乏低溫物流專門人

才之培養，並與政府進行跨部會合作。 

七、 研擬因應策略積極面對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之挑戰 

本計畫發展六項因應策略積極面對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之上述挑戰。根據本

研究計畫的 SWOT 與策略推展，研擬出的策略為：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對中國大陸

經濟特區之低溫運輸物流、推動整合快捷航運與多溫共配技術之低溫快捷配送與快

遞、推動資通訊技術與雲端整合之低溫運輸物流、發展港埠/機場之低溫越庫作業、

發展低溫複合式貨運、規劃低溫運輸物流與冷鏈之標準。 

但由於國家資源有限，本計畫亦研擬出短期、中期與長期行動方案之悠線順

序，按部就班以發揮策略驅動的效果。 

 



 
 

 

6.2 建議 
 本計畫的建議將分為政府、產業界與學術界與研究單位方面的建議，以及未

來研究建議其分述如下： 
一、 政府方面 

在短期方面能朝著低溫物流基礎發展，如：建置低溫物流專區與低

溫倉儲設施、組織兩岸冷鏈聯盟並與工研院推廣快捷多溫共配冷鏈物流

發展模式、擴展現有雲端系統的服務功能、規劃低溫運輸階段之溫度標

準；中期方面則是以優化低溫物流運輸環境為主要目標，如：建立優質

通關環境、提升兩岸通關效率、降低企業成本、透過獎勵或補助的政策

鼓勵低溫物流業者投入；長期則是以整合低溫物流環境發展與國際接軌

方向為主。 
二、 產業界方面 

短期方面建議產業界能開闢兩岸海運快捷、快遞航線航班並建置機

場/港埠物流作業專區並擴充農業雲端與交通雲端方面的服務功能；

中、長期則是以改善作業流程，提高低溫越庫作業之管理能力且整合關

港貿單一窗口、航港資訊系統(MT-net)、低溫運輸物流管理雲端平台及

產銷履歷雲端平台將關港貿單一窗口、航港資訊系統(MT-net)、低溫運

輸物流管理雲端平台及產銷履歷雲端平台整合成完整雲端系統為主，並

以客戶為導向，創造服務的新價值 
三、 學術界與研究單位方面 

本計畫建議學、研兩界可針對目前面臨的趨勢研發新技術來解決目前發展低溫

物流時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如：延長蓄冷片、箱、櫃的蓄冷時間或以國外的氣調

技術與相關法規標準為借鏡，發展更適合我國低溫物流環境的系統。 

四、 未來研究建議 

我國發展低溫運輸物流，與中國大陸將密不可分，為主要貿易往來

對象，故與中國大陸進行貿易時之衍生問題，如一關三檢，以及各港口

冷鏈物流倉儲設施、冷鏈保稅倉等其他設施之發展，甚至涉及環境及環

評之議題，皆為未來研究建議，最後低溫運輸物流之發展，除涉及技術、

設備、法規與標準外，低溫人才資源亦扮演不可或缺之角色，如何進行

培育，亦為後續研究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