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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商店日趨激烈的競爭，必須透過差異

化達到市場區隔。」

外食市場龐大的商機，是 7 - 11 推出

即時餐另一個重鄣因素。此外，未推出

即時餐前，午餐時段是超商的冷門時

段，沒有人會想到上超商詫午餐，但若

超商也賣便當，而且是有品牌、品質可

靠的便當，應該會受到市場歡迎。綜合

以上因素，7 - 11 首波推出低價國民便

當，養成消費者到便利超商購詫正餐的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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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謙遜追求成長空間
打造 24 小時鮮食王國

外銷報導 文圖｜王櫻

梁文源沒有食品或農業背景鍺卻在即食餐的開發

與行銷上獨具慧眼

提示一譹「全台男女老少最熟悉的數字是什麼跽」

提示二譹「幾乎每天都會進出 1、2 次的地方。」

答案是譹7 - 11。這是一個猜謎節目所出的謎題。不論精確與否註卻充分顯

示出 7 - 11 已根深蒂固融入台灣人民的生活。

從 1979 年 7 - 11 將傳統的「柑仔店」轉型為現代化的便利超商跴1995 年

御飯糰問世跴2001 年國民便當推出註禠在國人的購買習性與飲食習慣掀起革命

性的波瀾註這ㄧ切都源於消費者對「便利」與「安全」的需求。

即時餐拉開市場區隔

7 - 11 未推出即時餐前，便利超商間

的競爭已接近肉搏戰。儘管體系不同，所

販賣的商品相似度極高，消費者不會刻意

選擇去 7 - 11 或 OK 詫可樂，只鄣方便就

好。經過審慎評估，7 - 11 於 2001 推出轟

動一時的國民便當，與其他便利商店的差

異化就此拉開。鮮食支援團隊經理梁文源

指出：「即時餐是 7 - 11 的自有品牌，消

費者可能衝著 7 - 11 的便當前來，面對便

7 - 11 已成為全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好鄰居

加入在地的背景與故事鍺

讓奮起湖便當更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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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系統抓住消費者的胃

將鮮食引進超商，經過冷凍或冷

藏、以及微波後，如何保持美味與新鮮

度是致勝關鍵。梁文源指出：「永遠做

得不夠好！包括老闆和員工們永遠都覺

得不夠美味。」7 - 11 參

考日本經驗及其他競爭

店，企圖做出兼具方便與

美味的商品。梁文源不斷

從消費者不滿足的需求進

行檢視：「我不敢說我做

得很好，除非大部分的消

費者告訴我，我做得很

好。」事實上，大部分消

費者覺得 7 - 11 的便當口

味不錯，安全而可靠，但

還沒有非買不可、非吃不

可的吸引力。

或許就是這種不自滿

的態度，7 - 11 的即時餐

與行銷話題不斷推陳出

新，對於消費者的需求似

乎瞭若指掌，其中，總經

理徐重仁耳提面命的「融

入顧客情境」的企業文化

功不可沒，梁文源笑說：

「聽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其實不容易，

永遠無法做到百分之百。」

事實上，7 - 11 的門市店員為客戶結

帳時，必須將所觀察到的客戶性別、年

齡層、購買商品等基本資料輸入 POS

(Point of Sales，銷售時點系統)，而每天

進出 7 - 11 有 500 - 600 萬人次之多，日

積月累，這些資料即成為新商品開發的

依據，同時 7 - 11 兩個星期上 1 次新商

品，上架後隔天宣布商品銷售數字，久而

久之，內部人員對於消費者的喜好也培養

出敏銳的嗅覺。

「開發速度快慢不重要，而在於精

準，是否打到消費者的心最重要！」梁

文源以開發奮起湖

便當為例說明，透

過 7 -  11 的平台系

統與當地老師父合作

製作奮起湖便當，將

傳統口味透過現代化

的方式呈現出來。50

年前老師傅的味道，

只有到奮起湖才吃得

到，如今以跨越時間

與空間的形式呈現，

甚至金門或馬祖也能

吃得到。許多人會

問：「便當不就是那

樣嗎？不就是雞腿、

排骨，為什麼要叫做

奮起湖便當？」梁文

源認為，便當要有生

命力，應該還有些事

物可以被塑造，「它

應該有一些背景、有

一些故事在裡面。」

CAS．共購系統的守門員

所謂鮮食供應鏈，包含了上游的原物

料供應商、運輸物流、鮮食廠、物流

DC、配送車隊到最終的店頭門市，整個

供應鏈緊密相扣，任何一個環節掌控發生

疏失，都會對最終的產品品質造成影響，

而即時餐是頗具特殊性的商品，涵蓋的原

各地特色小吃也加入 7 - 11 即時餐的行列

7 - 11 兩個星期就上 1 次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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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一等米， 7 - 11 還會針對商品的要

求、煮飯條件設備等訂定其他標準，如

米的白堊質粒、含水率等。進入共購體

系的廠商，每年至少接受 1 次評核，一

旦不符合標準則從名單中剔除。

此外， 7 - 11 的鮮食供

應商還組成中華鮮食發

展協會 (Taiwan Delica

Food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DF)，

協會的概念來自日

本， 7 - 11 所屬 8 家

鮮食工廠與 13 家調理

菜工廠猶如生命共同

體，任何一家發生問題

都會餫成極大傷害，因

此必須透過該組織與平台作業，盡量求

取標準化，也就是讓兩家不同領域的工

廠透過協調機制確保最終商品都能達到

同樣的品質與水準。

事實上，就供應商與食材而言，各

便利超商的差異可能並不大，不過一旦

進入整個管理系統時，差異由此產生，

不論鮮食協會與共購系統，甚至更細膩

的研發與管理、品保方面的 know how，

都是 7 - 11 的致勝關鍵。

本土農產新鮮上桌

台灣加入 WTO 後，農產品面

臨激烈競爭，但鮮食部分仍有利

基。 7 - 11 即時餐的原料採購以國

內農產品為主，新鮮度是主要考量因

素。每年稻米用量 1.2 萬噸，占全台總用

量約 1％，可說是全國用米量最大的公

司；豬肉除了加工品外，大多使用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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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十分多樣，所扮演的角色也比其他休

閒食品或工業產品吃重，如何將長長的生

產線串聯起來，並與產品開發緊密結合，

7 - 11 經由整合原物料供應商所組成的共

購機制，不但縮短採購原物料的時

間、減少出問題的風險，並促

成質量與價格的雙贏。

7 - 11 的共購機制目

前有 100 多家廠商，該

公司開發商品時，會先

從這些廠商的商品中尋

找。要進入這樣的機

制，必須經過審核。基本

上，政府的規範與認證扮

演 著 守 門 員 的 角 色 ，

C A S 、 G M P 、 I S O 、

HACCP 認證標章是基本而重要的依

據，7 - 11 則視需要進行其他項目的標

準評核。以稻米為例，有 CAS 良質米

一、二、三等分級，製作便當大多使用

1995 年 7 - 11 御飯糰問世隃1 天可以賣掉 300 萬個

即時餐─皮蛋瘦肉粥頗受粉領族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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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年用量約 1,900 噸，且 CAS 豬

肉使用量占台灣 CAS 豬肉的 1/3，不

過基於成本與品質的考量，未來 7 - 11

在採購方面可能採取更開放的態度。梁

文源指出：「像 7 - 11

這樣的銷售業者，最

終的精陶是消費者的

代言人而已。」

本身並無食品或

農業背景，卻在即食

餐的開發與行銷上獨

具慧眼的梁文源，十

分善用供應商的專業

資源，他說：「我可

能不清楚當令的食材，但每個供應商都

是我的觸角。」梁文源認為，鴈供應商

聊天，是取得市場情報最佳的方式。他

將供應商分門別類，提供各式各樣的情

報，並將每年度的資料整理出來，經過

多年的累積，架構出自己的專業領域。

「2001 年，推出即時餐時，無法預

先設想消費者的反

應 ； 現 在 回 頭 看

看，我們覺得應該

可以做得更好。」

始終保持適當的謙

遜、騰出更大的成長

空間，或許是 7 - 11

即時餐得以帶動飲

食新風潮、創餫新

需求的能量，並名

符其實成為全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

居。

本書首先概說有機農業的發展歷程，接著說明

有機之所以有機的諸多技術問題（土壤管理、病蟲

害防治、有機驗證等），然後逐一介睙台灣幾項重

要的有機農產品，以及對台灣有機農業具引領貢獻

的重要人物和他（她）們的環境思維，最後介睙台

灣幾個代表性的有機社區，以及台灣有機農業所面

臨的困境和可展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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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體系不同隃便利超商的許多商品相似度極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