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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以及城市化
進程不斷加快，咖啡已成為都市人生
活不可或缺的飲品之一，因而帶動需
求急促上升。目前，巴西、越南和哥
倫比亞是全球最大的咖啡生產和出口
國，合計產量約佔世界 60%，惟消費
主要集中在歐盟、美國等市場。此外，
中國內地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
持續增加，飲用咖啡的人數亦日趨增
長，因此其咖啡行業的市場規模快速
擴張，預計到了 2025 年將達到 1,550
億美元 ( 約 1 萬億元人民幣 )。由於咖
啡的供需出現了不平衡的情況，導致
歐盟、美國、中國等經濟體需要從海
外大量進口咖啡豆，以滿足當地的消
費需求。

　　 由 於 中 國 與 東 盟 成 員 國 簽 署 了
《 中 國 - 東 盟 全 面 經 濟 合 作 框 架 協
議》，從東盟進口咖啡至中國內地的
成本較巴西等葡語國家更具競爭力，
故此內地現時主要從馬來西亞、越南
等國家進口咖啡。為進一步發揮澳門
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
台的功能，本澳食品生產或加工企業
可有計劃地開拓本地以至中國內地咖
啡市場，透過從葡語國家進口咖啡原
材料，進行加工及包裝後，把獲得原
產地證書並確認為“澳門製造”的咖
啡及其衍生商品，利用《內地與澳門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 出口至中國內地可享受“零關
稅”的待遇。

　　此外，本澳從事咖啡相關業務的
企業可計劃前往中國內地最愛飲用咖
啡的十座城市，依次為上海、杭州、
北京、廈門、南京、廣州、深圳、武漢、
蘇州及福州，宣傳其咖啡產品及拓展
業務。與此同時，亦可透過參加在內
地舉行的咖啡專業展覽，與當地大型
連鎖品牌企業建立聯繫，以促進中葡
商品貿易及推動相關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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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acilitate the 
cooperation in coffee 
sector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based on Macao’s role 
as a platform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coffe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widely-consumed 
beverag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us results in a rapid increase in 
demand. Currently, Brazil, Vietnam 
and Colombia are the largest coffee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hich 
collectively account for about 
60% of the world’s production, 
b u t  c o n s u m p t i o n  i s  m a i n l y 
concentrated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markets.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coffee drinkers in Mainland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rapid growth 
since the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in the relevant regions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recent 
year. Therefore, the coffee market 
in China is presently expanding 
very fast and is expected to reach 
US 155 billion, which is equivalent 
to CNY 1 trillion by 2025. Due to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coffee over 
the world, the economies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to import a 
large amount of coffee beans from 
oversea countries in order to meet 
the local consumption.

Since China had signed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ASEAN), the cost of importing coffee from ASEAN 
is more competitive than that of Brazil and other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Therefore, China mainly import coffee beans 
from Malaysia and Vietnam according to the data provided by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further leverage Macao's role as a Commercial and Trade 
Co-operation Service Platform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enterprises in food production in Macao can 
try to import coffee beans from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After processing, grinding and packaging, coffee as well as its 
derivatives, which has been successfully obtained the Certificate 
of Origin and confirmed as “Made in Macao”, can enjoy tariff free 
treatment for exporting to Mainland China under the Mainland 
and Macao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EPA”).

At the same time, enterprises engaged in coffee-related sector 
in Macao can promote their products and expand their business 
to the top 10 coffee-consuming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namely 
Shanghai, Hangzhou, Beijing, Xiamen, Nanjing, Guangzhou, 
Shenzhen, Wuhan, Suzhou and Fuzhou in descending order. 
Moreover, they can also establish further cooperation with the large 
chain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coffee culture of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by attending the coffee-dedicated exhibitions 
held in Mainland China.

A função da plataforma de Macau facilita a 
cooperação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no sector do café

Com o rápido desenvolvimento da economia global e o processo 
de urbanização, o café tornou-se numa das bebidas mais 
consumidas no Mundo Inteiro, e por conseguinte deu origem 
a um rápido aumento da procura. Presentemente, os maiores 
produtores e exportadores de café são o Brasil, o Vietnam e 
a Colômbia, que em conjunto, representam certa de 60% da 
produção mundial, concentrando-se o consumo principalmente, 
na UE, nos Estados Unidos e noutros mercados. Além disso, 
o número de consumidores de café na China Continental tem 
registado um rápido crescimento, uma vez que o rendimento per 
capita disponível nas diversas regiões tem continuado a aumentar 
nos anos recentes. O mercado do café na China Continental tem 
expandido recentemente a um ritmo rápido e estima-se alcançar 
os US155 biliões, o que equivale a RMB 1 trilião em 2025. Perante o 
desequilíbrio entre a procura e a oferta de café no Mundo Inteiro, 
as economias tais como a UE, os EUA e a China Continental têm 
que importar um montante elevado de grãos de café dos países 
estrangeiros para fazer face ao consumo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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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ina assinou o “Acordo-Quadro de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Abrangente” com os países membros 
da Associação das Nações do Sudeste Asiático (doravante designada por “ASEAN), passando o custo 
de importação de café da ASEAN a ser mais competitivo do que o do Brasil e de outr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Neste sentido, a China Continental importa essencialmente grãos de café da Malásia e do 
Vietname conforme dados da Administração-Geral das Alfândegas da RPC. Com vista a impulsionar 
mais o papel de Macau como Plataforma de Serviços para a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e Comercial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as empresas de produção dos produtos alimentares em Macau 
podem optar pela importação de grãos de café d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Após o processamento, 
moagem e embalagem, o café e seus derivados, que tenham obtido, com sucesso, o Certificado de Origem 
e confirmado o título “Fabricado em Macau”, podem beneficiar da isenção de direitos aduaneiros na 
exportação para a China Continental no âmbito Acordo de Estreitamento das Relações Económicas e 
Comerciais entre o Interior da China e Macau (adiante designado por “CEPA”).

Para além disso, as empresas do sector do café podem promover os seus produtos e expandir seus 
negócios para as dez principais cidades consumidoras de café na China Continental, nomeadamente, 
Xangai, Hangzhou, Pequim, Xiamen, Nanjing, Guangzhou, Shenzhen, Wuhan, Suzhou e Fuzhou (por 
ordem decrescente). Mais ainda, estas empresas podem igualmente estabelecer uma cooperação mais 
estreita com as grandes cadeias empresariais visando promover a cultura do café d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participando nas feiras e exposições vocacionadas ao café realizadas na China Continental.

重要聲明 / Disclaimer / Aviso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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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ções constantes do presente relatório sem aviso prévio. Este relatório não pode ser publicado, carregado, distribuído, edit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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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tatista: Coffee-Worldwide. From https://www.statista.com/outlook/cmo/hot-drinks/coffee/worldwide, 30-01-2023 
retrieved.

 › 2: 複合年增長率(CAGR)：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一、前言
　　咖啡是全球最受消費者喜愛的飲品之一，隨著世界各地經濟發展，以及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咖
啡已逐漸融入人類的生活，因而帶動需求急促上升。根據研究機構 Statista 的數據顯示 1，2022 年全
球咖啡銷售額為 4,337 億美元，以複合年增長率 (CAGR)2 4.47% 穩步上升，並預測到了 2025 年銷售量
將達至 5,408 億美元 ( 見圖一 )。此外，由於咖啡有助快速提神、減輕頭痛，還能有效預防一些健康問題，
包括減低罹患心臟病、肝癌、腦退化和第二型糖尿病等風險，所以不少人每天至少喝一杯咖啡。

圖一：2012 至 2025 年全球咖啡銷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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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智研諮詢：2022-2028年中國咖啡行業市場專項調查及投資前景展望報告。取自https://www.chyxx.com/re-
search/202110/978043.html，2022年11月25日擷取。

 › 4: Moka Clube: Processo de produção do café: Como funciona? (September 8, 2020). From https://www.mokaclube.
com.br/blog/processo-de-producao-do-cafe/, 28-11-2022 retrieved.

二、咖啡種類及其種植方法
　　咖啡是熱帶和亞熱帶經濟作物，適合在溫度適宜及降水充足，即南北回歸線之間的“咖啡帶 (Coffee 
Zone)”內種植。2021 年，全球的咖啡生產國約 50 多個，其中，巴西、越南、哥倫比亞、印度尼西亞、
埃塞俄比亞的生產和出口量最多 3。現時，咖啡樹總共有 120 多個品種，種植方法大致分為 8 個階段 ( 見
圖二 )。首先，咖啡農要挑選質量好的種子，並且在海拔高度 800 至 1,400 米的地區進行播種，咖啡樹
會於每年 9 至 11 月期間進入開花的階段。其後，每年 5 至 8 月果實會成熟，咖啡農須透過自然剝離、
人工採摘及機械收割三種方式收成。隨後，果實會被運送至工廠進行清洗及製漿，然後通過果肉刨除
機 (Pulping Machine)，把果實的果皮和果肉去除 ( 見圖三 )，剩下的咖啡豆會繼續進行發酵、曬乾和
烘烤等程序，確保能夠在受熱過程中釋出香氣和香味。由於咖啡豆將會被運輸至全球各國銷售，故此，
工廠會根據全球的進口標準，對其進行分類及包裝。當咖啡豆到達最終消費端，消費者會透過手動或
電動方式，對其進行研磨及沖泡 4。

圖二：咖啡種植的八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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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oka Clube ( 圖片自行繪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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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Sumi Apron Coffee線上咖啡商城：圓豆、小果、咖啡果實的分層 (發佈日期：2021年4月2日)。取自https://www.sumiapron-
coffee.com.tw/blog/posts/peaberry，2022年11月25日擷取。

 › 6: Nescafe：咖啡的起源。取自https://www.nescafe.com/hk/originsofcoffee，2022年11月25日擷取。

圖三：咖啡果實內部結構

圖片來源：Sumi Apron Coffee 線上咖啡商城 5

　　目前，我們飲用的咖啡主要是由阿拉比卡 (Arabica) 和羅布斯塔 (Robusta) 兩款咖啡豆調配而成，
其中，阿拉比卡佔全球咖啡豆總產量的 70%，最大種植國是巴西，其口感滑潤且酸性較低，是咖啡愛
好者的熱門選擇，而羅布斯塔主要在越南種植，其咖啡因含量較高，口味強烈，適合用來製作濃縮及
即溶咖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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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Coffee: World Markets and Trade (December 20, 2022). From https://apps.
fas.usda.gov/psdonline/circulars/coffee.pdf, 30-01-2023 retrieved.

 › 8: Marcelo Raffaelli: Rise and Demise of Commodity Agreements (2014). From https://www.google.com/books/edition/
Rise_and_Demise_of_Commodity_Agreements/1vOiAgAAQBAJ, 12-12-2022 retrieved.

 › 9: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Coffee. From https://www.fao.org/markets-and-
trade/commodities/coffee/en/, 12-12-2022 retrieved.

三、全球咖啡市場狀況
3.1 咖啡生產
　　近年來，全球咖啡產量呈上升趨勢 ( 見圖四 )，根據美國農業部 (USDA) 於 2022 年 12 月發佈的《全
球咖啡市場和貿易報告》7，2021 年咖啡豆總產量較 2014 年增長約 8%。由於巴西的阿拉比卡咖啡樹
有明顯的兩年生產周期 ( 即“大小年”)，受生產規律和極端氣候事件影響，2021 年全球咖啡豆產生僅
為 1.66 億袋，較 2020 年下跌 5.9%。由於 2022 年是阿拉比卡咖啡豆多產的一年，美國農業部預計總
產量可達 1.73 億袋，同比增長約 4%，主要產地依次為巴西、越南、哥倫比亞、印度尼西亞、埃塞俄
比亞 ( 見圖五 )，而東帝汶、安哥拉、葡萄牙、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等葡語國家亦有生產咖啡。

　　值得一提的是，咖啡袋 (Coffee Bag) 源自巴西 8，是用來儲存和運輸咖啡豆的，一袋咖啡豆的重量
為 60 公斤 ( 即 0.06 公噸 )( 見表一 )。現時，60 公斤袋被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用作衡量咖啡
產量的國際標準 9。

表一：咖啡豆重量的單位轉換
包裝 ( 袋 ) 重量 ( 公斤 ) 重量 ( 公噸 )

1 60 0.06
資料來源：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圖四：2014 至 2022 年全球咖啡豆產量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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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22 年全球咖啡豆預計產量及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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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 (1,13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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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球咖啡豆預計產量及分佈情況 (單位：萬袋)

數據來源：美國農業部 (USDA)

3.2 咖啡出口
　　就出口方面，2021 年全球咖啡豆出口總量為 1.44 億袋。在地緣政治因素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干
擾下，國際航運和貨物出口均受到限制，因此美國農業部預測 2022 年全球咖啡豆的出口量僅 1.39 億
袋，同比下跌 3.25%，主要由巴西、越南、哥倫比亞、印度尼西亞、烏干達等國家出口 ( 見圖六 )。

圖六：2022 年全球咖啡豆預計出口量及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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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球咖啡豆預計出口量及分佈 (單位：萬袋)

數據來源：美國農業部 (U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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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咖啡銷售
　　當前，全球多個經濟體處於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其居民的消費力持續提升，飲用咖啡的人數亦
不斷增加。根據美國農業部的資料，2021 年全球咖啡豆消費總量為 1.67 億袋，並預測 2022 年將稍微
提升至 1.68 億袋，較 2017 年增長約 4.7%。從消費市場結構來看，2022 年歐盟地區咖啡豆消費量最大，
達 4,200 萬袋，佔整體 25%，其次是美國，佔整體 16%，而中國咖啡豆消費量全球排名第七位，佔整
體約 2.9%( 見圖七 )。

圖七：2022 年全球咖啡豆消費量及分佈預測
2022年全球咖啡豆消費量及分佈預測 (單位： 萬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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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美國農業部 (USDA)

3.4 咖啡進口
　　由於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太平洋是全球最大的咖啡種植區域，但消費主要集中在歐洲和北美洲
地區，在供需不平衡的情況下，歐盟、美國、日本及中國等經濟體需要從海外進口咖啡，以滿足當地
的消費需求。美國農業部指出，2021 年歐盟和美國分別進口咖啡 4,657.5 萬及 2,704 萬袋，並預測
2022 年進口量將略為減少至 4,450 萬及 2,665 萬袋，佔整體 32.7% 和 19.6%，同時預測 2022 年中國
咖啡豆進口量全球排行第七位，佔整體約 2.8%( 見圖八 )。

圖八：2022 年全球咖啡豆預計進口量及分佈

2022年全球咖啡豆預計進口量及分佈 (單位： 萬袋)

歐盟 (4,450, 32.7%)

美國 (2,665, 19.6%)
日本 (710, 5.2%)

菲律賓 (650, 4.8%)
加拿大 (512.5, 3.8%)

其他 (3,807.8, 28%)

俄羅斯 (425, 3.1%)
中國 (380, 2.8%)

數據來源：美國農業部 (U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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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咖啡相關產品
　　隨著全球咖啡市場規模不斷增長，愛喝咖啡的人越來越多，為迎合一眾消費者的需要，咖啡的產
品形態不斷創新，並覆蓋更多的消費場景。從消費習慣來看，由於咖啡具有社交屬性，越多越多人偏
好在咖啡館進行商務洽談、交友、聊天、辧公及看書，為此，連鎖品牌及精品咖啡館除了提供高品質
的咖啡和餐點外，還需要配備寬敞舒適的環境及無線網絡。另外，部份消費者習慣在會議及出行期間
飲用咖啡，因此連鎖咖啡品牌包括星巴克 (Starbucks)、海岸咖啡 (Costa Coffee) 等推出了即飲咖啡和
掛耳咖啡 (Drip Bag Coffee) 等產品，提高了購買和飲用咖啡的便利性。

　　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電商、外賣成為了購買咖啡的主要渠道，同時，越來越多居民選擇在
家中沖泡咖啡，導致咖啡豆、咖啡膠囊 (Coffee Capsule)，以及相關工具及配件，包括咖啡機、咖啡壺、
奶泡機等銷量大大提升。

　　由於越來越多人喜愛咖啡的味道，咖啡食品化的勢頭正在增強，透過把咖啡的酸味、苦味和香味，
與茶、鮮奶、甜點、麵包等飲品和食物相互結合，為餐飲和食品行業帶來了新機遇，例如星巴克把咖
啡風味融入傳統的節慶文化和蛋捲製作工藝，所推出的咖啡月餅 10 和咖啡蛋捲 11 成為了送禮最受歡迎
的商品之一。與此同時，星巴克還推出了“星冰樂 (Frappuccino)”系列，通過結合鮮奶、果汁、巧克
力等元素，創造出各種口味的調味咖啡，深受千禧世代和 Z 世代消費者的喜愛 12。

 › 10: 星巴克：月餅亮光禮盒2022。取自https://onlinestore.starbucks.com.hk/collections/starbucks%C2%AE-mooncake-
gift-set-2022，2022年12月14日擷取。

 › 11: 星巴克：咖啡味蛋捲。取自https://www.starbucks.com.cn/menu/food/package/starbucks-coffee-wafer-rolls/，2022年
12月14日擷取。

 › 12:  商周：星巴克變「星冰樂工廠」！季收入瘋狂成長8成的武器：冰飲 (發佈日期：2021年7月30日)。取自https://www.business-
weekly.com.tw/international/blog/3007359，2022年12月14日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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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Cecafé Brazilian Coffee Exporters Council: Monthly Exports Report (December, 2022). From https://www.cecafe.
com.br/en/publications/monthly-exports-report/, 31-01-2023 retrieved.

 › 14: 中國農墾(熱作)網：2021年巴西咖啡對華出口增長65% (發佈日期：2022年1月29日)。取自http://www.farmchina.org.cn/
ShowArticles.php?url=Az8GY109UmcENVcxVWRUMlcy，2022年12月14日擷取。

 › 15: Perfect Daily Grind: A Concise Guide to Brazil’s Major Coffee-Producing Regions (April 11, 2016)/ From https://per-
fectdailygrind.com/2016/04/a-concise-guide-to-brazils-major-coffee-producing-regions/, 12-12-2022 retrieved.

 › 16: Natal Brazil, Rio Grande do Norte: Brazil Coffee Brands – Which are the best? From https://www.natalriograndedon-
orte.com/brazil-coffee-brands/, 29-11-2022 retrieved.

四、葡語國家咖啡市場狀況
4.1 巴西
　　巴西是咖啡生產和出口的第一大國，產量超過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由於 2021 年是阿拉比卡咖啡
產量的“小年”，加上巴西南部和東南部受到極端寒流的侵襲，嚴重影響當地農作物的生長和收成，
根據美國農業部 (USDA) 的資料顯示，2021 年巴西咖啡豆的總產量僅 5,810 萬袋，較 2020 年的 6,990
萬袋下跌 16.9%。由於 2022 年阿拉比卡咖啡的產量將會有所回升，美國農業部預測該年巴西咖啡豆總
產量可達 6,260 萬袋 ( 見圖九 )。

　　就出口方面，多年來巴西出口咖啡數量全球居冠，根據巴西咖啡出口企業委員會 (Cecafé) 發佈的
2022 年 12 月出口報告，2022 年巴西咖啡實際出口 3,935 萬袋，涉及金額 92.33 億美元 ( 見圖十 )，
主要出口至美國、德國、意大利和比利時 13。雖然中國不是巴西咖啡的最大出口目的地，但增長勢頭
強勁，根據國家海關總署的資料，2022 年巴西對中國出口咖啡總量約 33.1 萬袋，較 2020 年增長 1.18
倍。與此同時，Cecafé 亦表示，巴西對中國出口咖啡進程取得了“重大進展”14。

　　巴西作為全球第一大咖啡生產國和出口國，耕地面積約 2.7 萬平方公里，咖啡樹大多種植在國家
東南部的米納斯吉拉斯州 (Minas Gerais)、聖保羅州 (São Paulo)、巴拉那州 (Paraná)、聖埃斯皮里圖
州 (Espírito Santo)15，主要生產阿拉比卡咖啡豆，佔其總產量超過 60%。巴西的咖啡文化豐富獨特，
走向國際市場的品牌更是多不勝數，包括 Café Pilao、Café do Ponto、Brazil Santos Coffee、Cafe 
Melitta16。

圖九：2017 至 2022 年巴西咖啡豆產量走勢

數據來源：美國農業部 (U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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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2017 至 2022 年巴西咖啡豆出口量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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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巴西咖啡出口企業委員會 (Cecafé)

4.2 東帝汶
　　咖啡是東帝汶重要的經濟作物和出口產品，現時當地約有 27.5% 家庭從事咖啡種植。雖然東帝
汶咖啡產量相當稀少，2021 年總產量僅 22.2 萬袋 ( 即 13,314 公噸 )17，但由於其採用自然農法，在
種植過程中不添加任何的化學肥料和化學農藥，因此其咖啡豆品質優良、味道天然。近年，星巴克
(Starbucks) 等多個大型企業開始投資東帝汶的咖啡種植園項目，提升其咖啡產量，同時促使其成為全
球最大的有機咖啡生產地 18。

　　東帝汶主要種植阿拉比卡咖啡豆，而帝汶混種 (Híbrido de Timor)19 亦受到世界各地消費者的喜
愛。東帝汶咖啡主要出口至加拿大、美國、日本、中國等國家，其中，2022 年東帝汶對中國出口咖啡
豆 6,740 袋，同比增長 54.8%。

4.3 安哥拉
　　安哥拉曾是全球第三大咖啡生產國，在 1970 年代，咖啡種植面積超過 59.6 萬公頃，主要生產羅
布斯塔咖啡，1974 年安哥拉咖啡豆產量到達歷史高峰，主要出口至美國、荷蘭和葡萄牙等國家。其後，
受持續的內戰及其他政治因素影響，安哥拉咖啡產量大幅下降。為重振其咖啡產業，當地政府加大對
經濟作物生產的支持，目前安哥拉咖啡耕地僅 4 萬公頃，主要是由小農戶去經營，根據安哥拉國家咖
啡研究所 (INCA) 的資料，2020 年當地生產咖啡約 10 萬袋，出口 27,701 袋，同比上升 30%，涉及金
額共 120 萬美元 20，主要出口至葡萄牙、西班牙和黎巴嫩 21。

 › 17: Knoema: Timor-Leste - Green coffee production quantity. From https://knoema.com/atlas/Timor-Leste/topics/Ag-
riculture/Crops-Production-Quantity-tonnes/Coffee-production, 30-01-2023 retrieved.

 › 18: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東帝汶-源來自有機。取自https://www.ipim.gov.mo/zh-hant/portuguese-online-promo-
tion-zh-hant/timor-leste-afinal-a-sua-origem-e-organica/，2022年11月30日擷取。

 › 19: 帝汶混種是由阿拉比卡與羅布斯塔混種而成的。
 › 20: Perfect Daily Grind: Understanding coffee production in Angola (November 21, 2021). From https://perfectdai-

lygrind.com/2021/11/understanding-coffee-production-in-angola/, 30-11-2022 retrieved.
 › 21: Mercado: Angola exporta 1.662 toneladas de café (September 21, 2021). From https://mercado.co.ao/mercados/

angola-exporta-1662-toneladas-de-cafe-ID1050820, 30-11-2022 retr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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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Coffee Consumption by Country 2022. From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
try-rankings/coffee-consumption-by-country, 01-12-2022 retrieved.

 › 23: Eurostat: Happy International Coffee Day! (October 1, 2021). From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
rostat-news/-/edn-20211001-1, 01-12-2022 retrieved.

 › 24: Perfect Daily Grind: Exploring Sicilian coffee production (April 12, 2022). From https://perfectdailygrind.
com/2022/04/exploring-sicilian-coffee-production/, 01-12-2022 retrieved.

 › 25: 葡萄牙美食推薦：融入葡式生活第一步，學會如何點葡萄牙咖啡 (發佈日期：2019年5月1日)。取自https://20snonstop.
com/2019/05/01/portuguese-coffee/，2022年12月5日擷取。

4.4 葡萄牙
　　17 世紀初，咖啡文化迅速在歐洲崛起，咖啡館逐漸成為當地人社交和商務洽談的地方。現時，歐
洲人十分喜愛喝咖啡，在 2022 年全球人均咖啡消費量最高的 10 個國家當中，前 9 位均位於歐洲，其
中芬蘭、丹麥、荷蘭、瑞典、比利時和盧森堡更為歐盟國家 22。由於歐盟咖啡生產量不足以應付內部
需求，因此需要從海外進口，2021 年歐盟從外部市場進口咖啡 4,657.5 萬袋，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
2022 年進口量預計會稍微下降至 4,450 萬袋。

　　葡萄牙是歐盟成員國之一，2020 年咖啡生產量為 71 萬袋 ( 即 4.3 萬公噸 )，是歐盟第七大咖啡生
產國，佔歐盟整體產量的 2.2%( 見圖十一 )23。當中，位於北大西洋中央距離葡萄牙海岸約 1,450 公里
的亞速爾群島 (Azores) 屬亞熱帶氣候，其土壤肥沃，目前種植超過 800 棵阿拉比卡咖啡樹，是葡萄牙
最大的咖啡種植園之一 24。雖然亞速爾群島的咖啡豆產量持續上升，但由於咖啡是葡萄牙人生活中的
重要部份，平均每人每日喝 2.5 杯咖啡，因此其產量不足以滿足當地消費，需要從歐盟內外市場進口，
根據歐盟統計局 (Eurostat) 的數據顯示，2020 年葡萄牙進口咖啡豆共 93.6 萬袋 ( 即 5.6 萬公噸 )。

　　葡萄牙擁有獨特的咖啡文化，大街小巷均遍佈了咖啡館，當地居民特別喜愛喝濃縮咖啡。目前，
葡萄牙最常見的咖啡品牌有 Delta、Buondi 和 Nicola25，而大部份咖啡館都是採用這三家的咖啡豆。

圖十一：2020 年歐盟咖啡豆總產量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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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歐盟咖啡豆總產量分佈情況

數據來源：歐盟統計局 (Eurostat)

　　值得一提的是，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是以有機天然方式種植阿拉比卡咖啡樹，其品質優良，但產量
不多，故此，幾乎沒有出口至其他國家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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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國內地咖啡市場發展狀況
　　隨著中國內地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斷提升，飲用咖啡的人數持續增加，根據艾媒諮詢的報告
26，2021 年中國內地咖啡行業市場規模為 591.6 億美元 ( 即 3,817 億元人民幣 )，並預測 2022 年將達
到 752.7 億美元 ( 即 4,856 億元人民幣 )27。現時，一、二線城市居民已逐漸養成飲用咖啡的習慣，其
咖啡滲透率達到 67%，由於超過 75% 受訪消費者偏好在咖啡館內購買咖啡，內地咖啡相關企業數目不
斷上升，截至 2020 年底，內地共有 10.8 萬家咖啡館，其中 75% 集中在二線及以上城市，連鎖品牌佔
整體數量約 13%28。

　　根據德勤中國發佈的《中國現磨咖啡行業白皮書》，雖然一、二線城市居民飲用咖啡的頻率分別
為每年 326 及 261 杯，但內地整體人均飲用咖啡數目僅為每年 9 杯，遠低於歐盟、美國、日本、韓
國等地。由於現時各省市居民的消費水平逐步提升，故此，內地咖啡行業的發展空間很大，預計將以
27.2% 的增長率上升，2025 年的市場規模達到 1 萬億元人民幣 ( 見圖十二 )。

 › 26: 艾媒諮詢：2022-2023年中國咖啡行業發展與消費需求大數據監測報告 (發佈日期：2022年6月16日)。取自https://www.
iimedia.cn/c400/86101.html，2022年12月7日擷取。

 › 27: 2021年全年人民幣平均匯率為1美元兌6.4515元人民幣。取自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2/
t20220228_1827971.html，2022年12月12日擷取。

 › 28: Deloitte: 中國現磨咖啡行業白皮書 (發佈日期：2021年4月)。取自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
Documents/consumer-business/deloitte-cn-consumer-coffee-industry-whitepaper-2021-210412.pdf，2022年12月7日擷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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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 前瞻經濟學人：《2021年中國咖啡產業全景圖譜》 (發佈日期：2021年5月28日)。取自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
detail/220/210528-d4199bb6.html，2022年12月7日擷取。

 › 30: 咖啡金融網：中國咖啡進口、消費和產量概況 (發佈日期：2022年5月15日)。取自http://www.coffinance.com/detail/4599
，2022年12月7日擷取。

 › 31: 海關統計數據查詢平台。取自http://43.248.49.97/，2022年12月7日擷取。

圖十二：2020 至 2025 年中國內地咖啡行業市場規模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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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艾媒諮詢

　　艾媒諮詢的調查還指出，中國內地咖啡消費者以女性及 27 至 39 歲的青年為主，由於咖啡具有社
交屬性，消費者通常在日常學習或工作、洽談業務或開會，以及休閒放鬆時飲用。現時，咖啡種類多
樣，內地居民偏好卡布奇諾 (Cappuccino) 和拿鐵 (Latte)，並且對瑪奇朵 (Macchiato)、摩卡 (Mocha)、
美式咖啡 (Americano) 的喜愛程度逐漸提升。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咖啡濃縮液 (Liquid Coffee 
Concentrate) 的線上銷量增加了 17 倍，由於其口味創新且具便攜等特性，深受內地消費者的歡迎，並
逐漸成為行業發展的新趨勢。

　　就供需方面，2021 年中國內地咖啡豆消費量為 480 萬袋，佔全球約 2.9%。同年，其產量僅 170
萬袋，其中 99% 是在雲南種植 29。由於中國內地咖啡行業規模急速增長，其產量不足以應付當地的消
費及貯存需求，2021 年需要從海外市場進口 418.5 萬袋咖啡豆，主要進口來源地包括馬來西亞、越南、
日本、危地馬拉和哥倫比亞，佔整體進口量的 57%30。此外，中國內地亦有從巴西、東帝汶、葡萄牙
共 3 個葡語國家進口咖啡豆 ( 見圖十三 )，2021 及 2022 年的進口總量約 33 萬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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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CIF: 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 3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給予最不發達國家98%稅目產品零關稅待遇的公告 (成文日

期：2021年12月13日)。取自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2/15/content_5660950.htm，2023年1月31日擷
取。

 › 34: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外貿實務查詢服務。取自http://wmsw.mofcom.gov.cn/wmsw/，2022年12月12日擷取。
 › 35: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政策的通知 (發佈日期：2016年3月24日)。取自http://www.chinatax.gov.

cn/n810341/n810755/c2044092/content.html，2022年12月12日擷取。

　　 就 進 口 稅 率 方 面， 對 於 沒 經 烘 焙 咖 啡 原 材 料 的 進 口 關 稅 (CIF32) 為 8~50%， 已 烘 焙 的 則 為
15~80%，由於馬來西亞和越南與中國簽訂《中國 - 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進口咖啡可享有協
定稅率的優惠 ( 見表二 )。此外，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於 2021 年頒布了《關於給予最不發達國
家 98% 稅目產品零關稅待遇的公告》，承諾給予安哥拉、東帝汶等最不發達國家 98% 的稅目產品，
包括咖啡實施零關稅的措施 33。就其他稅項方面，咖啡進口的增值稅 (VAT) 統一為 13%，無須繳納消
費稅 (Consumption Tax)34。另外，根據《關於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政策的通知》35，進口咖啡
的跨境電商綜合稅率為 9.1%。

圖十三：2019-2022 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咖啡豆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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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咖啡豆數量 ( 袋 )
2019 2020 2021 2022

巴西 142,483 151,800 325,059 330,949
東帝汶 1,883 2,117 4,353 6,740
葡萄牙 2,150 7,600 12,051 2,244
總計 146,517 161,517 341,463 339,933
數據來源：國家海關總署的海關統計數據查詢平台

表二：中國進口咖啡關稅一覽

海關編碼 商品名稱 進口最惠
國稅率

進口普通
稅率

進口來源地
巴西 東帝汶 越南 馬來西亞

0901.11.00 未浸除咖啡鹼的未焙炒咖啡 8% 50% 8% 8% 5% 5%
0901.12.00 已浸除咖啡鹼的未焙炒咖啡 8% 50% 8% 8% 5% 5%
0901.21.00 未浸除咖啡鹼的已焙炒咖啡 15% 80% 15% 15% 5% 5%
0901.22.00 已浸除咖啡鹼的已焙炒咖啡 15% 80% 15% 15% 0% 0%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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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 World Bank Data: Population. From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TOTL, retrieved 31-01-2023.
 › 37: 2022年，歐盟是澳門的最大貿易伙伴，全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為46,020,249,828澳門元，其中，進口45,854,615,095澳門元，出

口165,634,733澳門元。
 › 38: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外貿資料庫。取自http://www.dsec.gov.mo/EMTS.aspx?lang=zh-MO，2023年1月31

日擷取。

六、澳門營商環境及咖啡行業發展情況
6.1 澳門營商環境簡介
　　澳門作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之一，擁有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等優勢，同時與橫跨四大
洲、人口超過 2.9 億多的葡語國家有著緊密的聯繫 36，因此越來越多海內外企業家及投資者透過澳門商
貿服務平台，進一步拓展業務。國家的“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均明確澳
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及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 以下簡稱“中葡平台”) 的發展定位，當中，
旅遊業作為澳門的支柱產業，2019 年訪澳旅客超過 3,900 萬人次，惟近三年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入境旅客數字大幅回落。隨著 2023 年入境管制措施放寬，加上特區政府積極推動旅遊業與會展、體育
等關聯產業的跨界融合，將會迎來旅遊業的快速復甦。

　　就中葡平台建設方面，自回歸以來，澳門與內地及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總額有了大幅度提升 ( 見表
三 )。目前，內地是澳門的第二大貿易伙伴 37，2022 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 437.6 億澳門元，佔整體貿
易額的 28.5%，相當於 1999 年的 5.9 倍。同年，澳門與葡語國家進出口貿易總額約 10.7 億澳門元，
相當於 1999 年的 5.5 倍 38。

表三：澳門與內地及葡語國家商品貿易情況
澳門與內地及葡語國家進出口貿易總額 ( 單位：澳門元 )

1999 2015 2022
中國內地 7,425,407,439 33,689,493,297 43,761,734,904
葡語國家 ( 註 ) 192,399,581 602,608,233 1,065,839,441
註：葡語國家包括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赤道幾內亞、莫桑比克、葡
萄牙、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東帝汶。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D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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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商匯館：“SIM”耀的風味，讓本地咖啡品牌被看見(發佈日期：2021年6月3日)。取自https://macaoideas.
ipim.gov.mo/company/news/72，2023年1月30日擷取。

 › 40: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投資者“一站式”服務成功案例-查理斯通咖啡工廠。取自https://www.ipim.gov.mo/zh-hant/ser-
vices/one-stop-service/successful-stories/charlestrong-coffee-factory/，2023年1月31日擷取。

 › 4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21年飲食業調查(發佈日期：2022年11月)。取自https://www.dsec.gov.mo/getAt-
tachment/86179917-532f-479a-8d3b-6c0aea90b005/C_RES_FR_2021_Y.aspx，2023年1月31日擷取。

 › 42: Rethink Coffee Roasters. From http://www.rethinkcoffeeroasters.com/, 31-01-2023 retrieved.
 › 43: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中葡平台展示館首日開放首場直播活動逾1.8萬人次觀看(發佈日期：2022年11月22日)。取自https://

www.ipim.gov.mo/zh-hant/ipim-news-zh-hant/2022-11-22-%e4%b8%ad%e8%91%a1%e5%b9%b3%e5%8f%b0%
e5%b1%95%e7%a4%ba%e9%a4%a8%e9%a6%96%e6%97%a5%e9%96%8b%e6%94%be%e9%a6%96%e5%a0
%b4%e7%9b%b4%e6%92%ad%e6%b4%bb%e5%8b%95%e9%80%be1-8%e8%90%ac%e4%ba%ba/，2023年1月31日
擷取。

6.2 澳門咖啡市場發展概況
　　就咖啡商品貿易方面，2022 年澳門咖啡進出口總額 6,098 萬澳門元，較 2015 年增長 47.5%，其
中，進口 5,210 萬澳門元，出口 888 萬澳門元，本地產品出口 62.5 萬元，佔整體出口量約 7%( 見圖
十四 )。目前，澳門有多間從事咖啡生產及加工的企業，當中，SIM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從巴西進口咖啡
生豆，經烘焙後把“澳門製造”、“澳門品牌”的咖啡產品銷售至中國內地 39，而查理斯通咖啡工廠
從東帝汶進口咖啡豆，在澳門加工包裝後推出了“Café Diliy”品牌 40。就零售方面，根據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飲食業調查報告 41，2021 年澳門共有 118 家咖啡店，其中，本地咖啡品
牌企業 Rethink Coffee Roasters 除開設 3 家實體店外，還有於其官方網站銷售來自巴西的咖啡豆，以
擴大其銷售通路 42。此外，隨著移動支付在本澳已普及應用，本地品牌 BTC Coffee 及摩爾咖啡 (Moow 
Coffee) 結合咖啡工藝和自動化技術，於多個辦公及旅遊景點設置即磨咖啡自動售賣機，提供更優質和
便捷的咖啡銷售服務。

　　就宣傳推廣方面，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 以下簡稱“貿促局”) 每年於內地城市舉辦多場“葡語國
家及澳門產品推介及商機對接會”等產品推介活動，透過在現場展示咖啡等商品，促進當地採購商及
代理商與澳門企業的交流。與此同時，貿促局近期亦積極舉辦“葡語國家好物直播活動”，透過直播
帶貨及電商平台銷售來自葡語國家的咖啡產品，推動中葡商品貿易的發展 43。此外，“澳門國際貿易
投資展覽會 (MIF)”期間亦有舉辦咖啡相關的推廣活動，讓相關企業向現場客商推廣本地咖啡品牌。就
商品展示方面，貿促局轄下的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展示館及商匯館，展出了查理斯通、
蓮花 (Lotus Cafés)，以及 SIM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 “iMO”、“Olá”和“星耀 (Estrela Café)”
系列的咖啡產品，加深居民及客商對葡語國家及澳門咖啡品牌的認識。

圖十四：2015 至 2022 年澳門咖啡進出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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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咖啡產品包括咖啡，未烘焙，未去除咖啡因 (090111)、咖啡，未烘焙，已去除咖啡因 (090112)、
咖啡，已烘焙，未去除咖啡因 (090121)、咖啡，已烘焙，已去除咖啡因 (090122)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D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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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 澳門稅務學會：消費稅。取自https://www.macautax.org/cms/excisetax.html，2022年12月14日擷取。
 › 45: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取自https://www.dsedt.gov.mo/

zh_TW/web/public/pg_eetr_cepa_s，2022年12月14日擷取。
 › 46: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查理斯通咖啡工廠。取自https://m.ipim.gov.mo/zh-hant/services/one-stop-service/success-

ful-stories/charlestrong-coffee-factory/，2022年12月14日擷取。
 › 47: 新浪財經頭條：《2022中國咖啡產業白皮書》：咖啡品牌落地首選上海 (發佈日期：2022年8月4日)。取自https://t.cj.sina.com.

cn/articles/view/1737737970/6793c6f202001d8lv，2022年12月14日擷取。
 › 48: 中國國際咖啡展。取自http://www.cafeshow.com.cn/，2022年12月14日擷取。
 › 49: Cafeex. From http://www.cafeex.com.cn/, 2022-12-14 retrieved.

七、總結及建議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以及各地居民的消費水平不斷提高，咖啡已逐漸成為都市人生活不可或缺的
部份，同時帶動需求急促上升。目前，巴西是全球最大的咖啡生產和出口國，惟消費主要集中在歐盟、
北美等國家。近年來，中國內地飲用咖啡的人數不斷增加，導致相關行業的市場規模呈快速增長態勢，
但由於供需不均衡，歐盟、美國、中國、日本等經濟體需要從海外大量進口咖啡，以滿足其市場需要。

　　根據國家海關總署的資料，中國內地現時主要從馬來西亞、越南等進口咖啡，鑒於中國與東盟成
員國簽署了《中國 - 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內地從馬來西亞及越南進口咖啡享有協定稅率的
優惠，相較之下，其進口成本較巴西、東帝汶等葡語國家更具競爭力。由於澳門是自由港，貨物進出
口普遍不徵收任何關稅，僅有對生產及進口酒精類飲品、煙和電油收取消費稅 44。與此同時，內地與
澳門於 2003 年簽訂《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以下簡稱“CEPA”)，在貨物貿
易方面，在澳門製造的商品只要符合原產地標準，便可享受零關稅進入中國內地 45。故此，從事食品
生產及加工的澳門企業，可考慮從巴西、東帝汶等葡語國家進口咖啡豆，並於本澳廠房進行加工，或
把咖啡風味提煉及融入至食品、手信等衍生商品，在取得原產地證書確認為“澳門製造”後，可享受
CEPA 貨物貿易優惠措施，在把握葡語國家咖啡市場機遇的同時，拓展其產品種類及業務範疇。現時，
本澳企業查理斯通咖啡有限公司計劃抓緊 CEPA 的機遇，進一步開拓內地市場 46。

　　根據《2022 中國咖啡產業白皮書》，從咖啡消費人群佔比來看，最愛飲用咖啡的十座內地城市依
次為上海、杭州、北京、廈門、南京、廣州、深圳、武漢、蘇州及福州 ( 見圖十五 ) 47，因此本澳從事
咖啡相關行業，可考慮於上述地點進行宣傳推廣及開展業務，同時，亦可透過參與每年在北京舉行的
中國國際咖啡展 48，以及在上海、深圳輪席舉辦的 Cafeex 咖啡與飲品展 49，與內地連鎖品牌企業進行
對接，促進合作並推動咖啡文化的發展。

圖十五：內地最愛咖啡的十座城市

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