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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 4 月 12 日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將 2025 年再生能源

發展目標從 1,000 萬瓩提高至 2,700 萬瓩以上，這是《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2009 年實施以年第一次大修。

台灣綠能趨勢—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大翻修

本次修法除將 2025 年再生能源

20%目標明確入法外，也納入多

項創新鼓勵綠能作法，包括用電

大戶需強制安裝一定裝置容量的

再生能源設備、2 MW以上小型

綠能適用簡化程序、綠電直供躉

購可轉換、納入公民電廠示範獎

勵、增加綠能大縣收益等。



圖表來源：環境資訊中心



用電大戶強制用一定比例綠電

新法規定用電大戶需裝置一定容量以

上的再生能源設備，或購買再生能源

憑證、繳交代金等，代金將專作再生

能源之發展使用。

目前評估大戶為 800 kW 以上用電戶

，將影響約 5 千戶用電戶、創造 10

億度電以上的憑證市場。但具體大戶

門檻、以及繳交之標準，都將待討論

後以子法訂定。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綠電自由化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開放業者可以在政府保證收購（躉購）制度與

自由交易制度間相互轉換，不受限於20年的躉購合約，讓綠電能自由進入

交易市場。

電力市場開放後，綠能業者能自行賣電給用戶

，但過去規範讓業者只能在躉購及賣給用戶中

二選一，而綠電市場交易往往不似躉購會簽定

20年合約，導致業者缺乏脫離躉購制度的誘因

。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讓業者在直轉供

賣電結束後，仍可依首次提供電能時的公告費

率回到躉購制度中，如此預計將可讓綠能業者

自行售電的意願大幅增加。



綠電憑證線上競標擬試行半年

2017年台灣成立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專門核發綠電憑證、並成立交易平

台。綠電憑證制度推出至今，僅出現110筆憑證交易、轉讓2451張憑證，意

味著整個綠電市場中，僅245萬度的電力有真正被買賣，為促進交易更加活絡

，再生能源憑證中心最新推出「線上競標交易」，預計先示範運行六個月。

綠能憑證買賣除了可向憑證中

心登記、尋求媒合外，賣方也

可自訂規則公開標售再生能源

，為讓各界有更多的拋售管道

，憑證中心新增類似拍賣平台

的「線上競標交易」，促進市

場交易。



綠電憑證交易量低的主因是持有憑證的大戶多想自用，許多想購買綠電憑

證的企業買不到。若修法開放躉購與自由市場可相互轉換，綠電憑證交易

市場將有機會大幅成長。

能源局已於今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公告中，明訂賣家可在政府保證的

躉購制度與綠電交易市場自由切換，但費率公告得搭配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第九條修法通過，兩者缺一不可。

目前台灣業者要稱自己使用

「綠電」，有3種途徑，其

一是透過交易平台購買再生

能 源 憑 證 ； 其 二 是 像

Google一樣直接向再生能

源業者購電、同時獲得憑證

；第三種方式則是自建太陽

光電等再生能源設備，自行

發電。
綠電可以自用、賣給政府、也可以賣到自由市場。

圖片來源：TEIA



盤點太陽光電所需用地

經濟部正推動土地多元化利用，

以達太陽光電與土地既有利用型

態共生共榮，例如台糖與農委會

合作建立農電共生示範、協調農

委會水試所進行漁電共生實驗等

，藉由成功示範案例將經驗複製

，擴大推動。

經濟部規畫，太陽光電 2025 年裝置容量計畫達 20GW，政府盤點出 3.17 萬

公頃土地，可供未來太陽光電發展所需。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及聯

合再生能源、友達光電、台鹽綠能、

開陽能源等業者宣示加碼投資台南，

預計3年內在台南建置1GW太陽光電

系統，初估投資逾500億。

企業500億投資台南太陽光電

投資標的集中公有廳舍屋

頂、綠色廠房屋頂、全民

綠能屋頂、魚塭結合光電

等場址。



國際能源總署（IEA）表示，2018年全球能源需求大增2.3%，但因再生能源

成長速度跟不上，導致煤用量增加，進而推升碳排放來到空前新高。

再生能源雖有長足成長(太陽能成長高達31%，和風力發電雙雙呈兩位數成長)

，速度仍趕不上飆高的電力需求，全球碳排量仍在攀升，再次凸顯各界都須

更急迫地行動來因應氣候變遷。

全球綠能趨勢—

能源需求快過再生能源成長



再生能源將成全球主要電力來源

BP 發布「2019 年能源展望

報告」，估計未來 20 年，再

生能源每年將成長 7.1%，增

幅超過其他能源，貢獻全球

能源的半數成長率。再生能

源將取代煤炭，成為全球主

要電力來源。該公司模擬多

種情境，發現各種假設情況

下，再生能源需求都預料會

快速提高。

英國石油公司（BP）預測，未來數10

年的再生能源需求，將以空前速度飆

高；20 年後再生能源將成全球主要電

力來源。



由於風能和太陽能技術近期成本在近年來快

速下跌，不僅價格與世界上許多地方的煤和

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相當，而且實際上還更加

便宜。

根據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和能源資訊管

理局的數據，並針對 35 英里內太陽能與風

力發電廠的平均發電成本分析來看，2018

年美國約有 211 GW、或 74% 全國煤電廠

的成本價比當地風能和太陽能發電更貴，甚

至能被取而代之。估計到 2025 年，能被取

代的煤炭發電預計將增加到 246GW，約佔

美國燃煤發電廠的 86%。

燃煤發電與再生能源發電成本比較

(圖: cleantechnica)

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等綠能取代傳統燃煤發電時刻來臨



Google、Facebook、General Motors

、Walmart及其它300多家公司成立了

可再生能源買家聯盟（REBA），這是

一個讓買家更容易大規模購買可再生

能源的組織。

該聯盟希望建立一個有彈性的無碳能

源體系，讓每個組織都能找到一條購

買可再生能源的簡單而划算的途徑。

REBA設定了一個目標，到2025年，

美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將超過

60GW。

美國企業成立可再生能源買家聯盟



REBA 分析過去5年美國企業之可再生能源交易

， 2018年已公佈簽約裝置量的交易達到

6.53GW（均為向電網提供電力的大型風電和太

陽能項目，不包含工廠屋頂安裝的發電板）。



企業可再生能源交易的不同類型包括場外購電協議（PPA）、非捆綁可再生能源

證書、綠色電費、其他電力公司解決方案和完全由企業投資的項目。

資料來源：BRC ( Business Renewables Center)

過去幾年，持續有新企業加入

可再生能源採購市場。2018年

總計有41家獨立買家共完成了

75筆交易，其中25家企業第一

次涉足可再生能源簽約。

自2008年第一筆企業可再生能

源項目簽約以來，累計參與採

購的企業數量已達70家。

企業可再生能源市場蓬勃發展



有45%的受訪企業正發出或收到裝

機規模超過100MW專案的投標申

請書。這些企業中只要有10家最

終實現簽約，其簽約可再生能源項

目裝機總量就將超過1GW。市場

中還有更多的大容量需求和增長需

要滿足。

2018年已公佈簽約裝機量最大的五家

企業買家
從2018年完成的交易來看，未來的交易

規模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事實上，近期可再生能源買家聯盟（

REBA）對其成員中的100家企業進行調

查顯示，市場中買家對超大規模可再生

能源採購項目（超過100MW）的需求遠

高於預期。



企業可再生能源採購市場中的買家正在逐

年變得更加多樣化，不僅在於企業的規模

上（更多小規模企業進入市場），還在於

買家的需求上。

新買家市場的出現自然會帶來新供應商的

參與，新近加入企業購電協議市場的並不

是新的或未知的開發商，他們是經驗豐富

的能源企業。



為了避免再生能源價格過度波動削減企業

投資獲利，美國企業大多選擇簽訂能源購

買 協 議 （ PPA ，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或直接購買再生能源設備。

PPA為買家（企業）和綠電

業者所簽訂的長期購買合約

，具有價格穩定、電力來源

可溯等特性，非常方便企業

應用於風險管理。

簽訂PPA已經成為美國企業投資再生能源的主流方式



根據國際再生能源非政府倡議組織REN21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Net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 最新發布的《2018年再生能

源全球現況》報告指出，2017年北美地區

透過PPA投入再生能源相較於 2016年約成

長 29% 共 5.5 GW的裝置容量。

單 2019年1月，美國伊利諾州的風力發電

廠便透過美國聯合能源公司與美國彭博資

訊公司、通用汽車以及 340家星巴克商家

，就已經簽訂了3億2千5百萬美元的再生能

源合約。



企業自行佈建能源設備，也是避免能源價格波動風險的方式，而且這種方式正

受到世界 500強公司的青睞。包括Target、Walmart 及 Apple 在內的跨國企業

，目前共投入將近 2000 項太陽能投資專案，例如: 建置太陽能發電廠或廠房

屋頂發電設備等。

部份小型公司及品牌也有投入能源設備佈建，以創造發電效益，和避免因電力

價格波動導致企業難以預估成本。



英國擴大離岸風電布局

目前英國是離岸風電發展重地，發電占比

已在 2017 年達到 6.2%，更預計會在 2020

年破 10% 大關，根據英國商務暨能源產業

戰略部（BEIS）新計畫，未來將在離岸風

電投資 2.5 億英鎊，進一步穩固英國離岸

風電產業鏈。

英國也計劃透過新規劃，使離岸風電發電

占比在 10 年內提升至三分之一，這也代表

著英國低碳能源將首次超越化石燃料，預

估 2030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將能躍升至

70%。



離岸風電不受國土面積影響，相當適合四面環海或是近海的國家發展，且海

上也擁有穩定、強大的風，一座風場發電量相當可觀。離岸風電過去都以歐

洲市場為主，但隨著歐洲裝置量逐年增加，市場趨於飽和與成本下滑，離岸

風電熱潮也蔓延到亞洲。

離岸風電熱潮蔓延到亞洲

台灣近年大力發展離岸風電，日本近期

也看好離岸風電龐大的發電量，2018

年7 月公布「第 5 次能源基本計畫」，

規劃 2030 年風力發電裝置量 10GW 目

標，隨後 11 月又通過《海上風電普及

法》，開放特定區域讓開發商競標風場

，並可在該區域營運長達 30 年之久，

吸引各大離岸風電開發商赴日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