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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綠能趨勢—
太陽光電市場穩定成長

台灣太陽能市場自 2018 年新增併網量邁入 1GW後，政府積極推行第二期太

陽光電兩年計畫。TrendForce 綠能研究（EnergyTrend）最新調查顯示，至

2019 年 9 月底累積裝置量已達 3.8GW。

自 2018 年開始，台灣市場新增安裝量平均季增率 12%，

每一季安裝量約 300MW，從 2019 年 1 到 9 月新增併網量

已達 955MW 的進度來看，全年併網量可望較 2018 年成長。

資料來源：EnergyTrend



財政部國產署透過標租、申請開發、

委託經營、委託改良利用等「四路並

進」，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設置太陽

光電，已提供逾 600 公頃土地。

2019 年推出兩批共 4 宗招標案，全

數標脫，裝置容量約 9MW，不僅業

者預計每年售電收入合計可達近

5,000 萬元，國庫也可收取回饋金約

581 萬。

國產署釋出土地供太陽光電用

2020 年國產署預計首波將再釋出 7 宗土地標租，供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使

用，合計共約 11 公頃，這 7 宗土地分別位在新竹縣、苗栗縣、台中市、雲林

縣、嘉義縣及高雄市。



109年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公告，新增獎勵措施

經濟部能源局公告109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整

體微幅下調 3%。躉購費率獎勵機制部分，除了延續性的獎勵機制，

也針對風雨球場等條件新增獎勵機制。

延續108年獎勵機制：

 參與「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躉購費率加成 3%

 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驗證的高效能光電模組，躉購費率加成 6%

 光電發電設備設置於苗栗以北、宜蘭及花蓮區域，躉購費率加成 15%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於離島地區，躉購費率加成 15%。

新增3項獎勵措施：

 太陽光電風雨球場獎勵加成，教育部認可的風雨球場躉購費率加成 6%

 屋頂型太陽光電備設置於原住民族地區、偏遠地區，躉購費率加成 1%

 若設置 69kV 以上升壓站的太陽光電設備，業者取得能源局同意備案後，費率適

用時點可延長至 18 個月。



太陽光電躉購費率加上模組回收費，每度 3.9408 ~ 5.7788 元，相較108年度

費率，降幅介於 0.34%~2.44%。

太陽光電 1k~20kW 級距躉購費率降幅最小，躉購費率由每度 5.7983 元調降

至每度 5.7788 元。



30kW 以上的陸域風機躉購費率

每度 2.2888~2.3219 元。

30kW 以下的陸域小型風電躉購

費率，每度 7.7998 元。

離岸風電部分，20 年固定躉購費

率每度 5.0946 元，階梯式躉購

費率前 10 年每度 5.8015 元，後

10 年 3.8227元，較 108 年度約

調降 7%。



用電大戶強制裝綠電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2019年修正通過，明訂未來用電大戶得設置一定比

例的再生能源設備或儲能裝置，又或是採用購買再生能源憑證（T-

REC）、繳納代金方式代替。

預計在 2020 年 2 月上

路，將給 5 年緩衝期

完成10％綠電設置義

務量。



首階選定與台電簽契約容量5,000瓩
以上大戶為範疇，建置10％綠電裝置容

量，至少需設 500 瓩義務量。

預計約有 600間用電大戶受到影響，並

創造 1.05GW 的綠電裝置容量。

這些用電大戶主要是石化、塑化、鋼鐵

、半導體、面板、電子資訊等產業。

未來主管機關將視執行情況，3 年後再

作檢討，才會進一步擴大實施。



配合用電大戶強制使用10％綠電，經濟部標檢局預計 2 月正式推出國內首個「

綠電憑證交易平台」。

綠電憑證交易平台上設有競價機制，由綠電商推出綠電商品設定底價，再由需

要綠電廠商登記競標，然後每 3 天撮合一次，由高價者得標。

綠電憑證交易平台將正式推出

面臨蘋果、Google等國際大廠強制供應鏈用

綠電需求，經濟部預計2月讓用電大戶強制買

綠電、綠電業與台電終止契約、綠電憑證交易

平台三項制度一起上路，讓供給方綠電開發商

可以自行找客戶或上平台賣綠電，需求方可透

過平台買到綠電。



陸域風電將更具優勢

據分析，綠電自由化後，在目前市

場需求蓬勃增長的情境下，以平均

電價2.6元，加上再生能源的附加價

值(以國際認可的台灣再生能源憑證

（T-REC）估算，每度約 2 - 2.5 元

)，估計每度綠電價格可能有 4.6 -

5.1 元的身價，這價格已經接近，

甚至超過多數政府綠電保證收購（

躉購）的價格了。

陸域風電躉購價每度僅約 2.3 元，一跳到綠電自由市場，價格將水漲船高。

以一支陸域風機的裝置容量高達 2 至 4MW，加上價格便宜，更具絕對優勢，對有

大量綠電需求的廠商而言是絕佳選擇。



不過，近期達德能源在雲林麥寮投資的陸域風電計畫通過了環評初審，此案

將設置13座風機，總裝置容量約29.9至54.6ＭＷ，目標2025年前商轉，若能

順利進行，將有助於目標的達成。

加緊腳步發展陸域風電

政府能源政策目標 2025 年陸域風機設置達到 1.2GＷ，但目前僅約 0.6GW，

進度落後。



全球綠能趨勢—

再生能源市場穩定增長

2019 年全球挹注到再生能源產業的總金額達2,822 億美元

2019 年全球再生能源投資金額比 2018 年略微

增長 1%，儘管增幅不大，但由於太陽能和風

力發電成本的下降，預估整體新增裝置容量仍

穩定成長，約計達到180GW，年增長 13%。

資料來源：BloombergNEF



從2019年整體再生能源產能投資數據來看，

風能（包括陸域和離岸）以1,382億美元的規模領先，增長了6％，

太陽能緊隨其後，為1,311億美元，下降了3％。

儘管2019年初幾個月相關投資表現疲軟，但是下半

年，尤其是美國陸上風電、中國和歐洲海上風電的

崛起帶動了全年再生能源投資。



美國再生能源投資創新高

根據彭博新能源財經（BNEF）的數

據，2019 年美國再生能源年投

資額大增 28%至 555億美元，僅

次於中國大陸，且比歐洲還高。

美國風力與太陽能業者2019年大舉

展開新投資，原因是聯邦稅負抵扣

額進入新的一年將減半。

儘管2019 年中國大陸再生能源投資

減少8%至834億美元，仍是全球最

大的再生能源投資國。



新興市場整體投資略微放緩

新興市場再生能源投資下滑除了因再生能源成本下降，

主要與中國、印度及巴西三個主要新興經濟體綠能投資

放緩有關，不過其他國家仍處於快速增長的情形。

資料來源：BloombergNEF



太陽能市場穩中求進，亞太區域最具成長動能

EnergyTrend分析太陽能市場趨勢，展望 2020 年，隨著歐洲市場的復甦，東

南亞新興市場的崛起，將使全球市場更趨分散化。預估2020 年全球新增併

網量將來到 125GW，自 2020 年起到 2025 年，全球市場將微幅增長，每年

增長幅度約在 7%。

全球主要的市場落在亞

太區域，佔全球約六

成比重，其中又以東南

亞市場成為亞太區域市

場的主要成長動能。

資料來源：EnergyTrend



太陽能發電價格屢創新低

美國各州的太陽能得標價格屢屢打破每度電 0.025 美元低價關卡，包括

2018 年 6 月亞利桑那州的 0.0249 美元，2018 年 6 月內華達州的 0.02375

美元等。

不過，早在美國之前，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 2016 年就開出每度電 0.0242 美

元的標案，成為首個打破 0.025 美元關卡的國家。



歐洲風力發電裝置量突破200GW

歐洲風力發電裝置量與發電量愈來愈高，WindEurope 資料指出，截至 2019

年底，歐洲風電裝置容量預計會從 2018 年底的 189GW 增加到 203GW 至

207GW，正式突破 200GW 大關，歐盟的風電占比更達 14%。

2019 年許多風能大國裝置表現都不錯，

光是丹麥 2019 年就有近 5 成用電量來自

風力發電，創新紀錄。

風電占比第二高的則是愛爾蘭，2018 年

發電占比為 28%。

以風電裝置量來說，英國與德國也榜上有

名，英國與德國的風機裝置量占歐洲

的 85%。



2020 年為離岸風電機會滿滿的一年，

在歐洲市場，年初就已經有 18.5 GW的市場釋出。

在未來 2 年中，荷蘭將招標 2.28 GW，德國與比利時將分別增加 900 MW與 700 MW，法國將

加碼 1 GW，丹麥則將提供 800 MW到 1 GW，英國的下一輪招標則將提供 4 GW。

歐洲以外沃旭也追蹤台灣與日本的標案，以及美國 4 個州總計將有 4 GW的標案。而這些僅是

列出已經提出的標案，還有許多未來將可能會提出的新增項目。



IEA 預估，到 2040 年，由於成本降低

和政府的支持鼓勵安裝更大的風力發電

機和浮動地基以在深水區作業，該產業

的投資額可能會達到 1 兆美元。

IEA (國際能源總署 ) 發布《2019 離岸風電展望報告》指出，海上風

力發電可以產生足夠的電力，供應地球上每個家庭和企業。



股神華倫•巴菲特掌舵的柏克夏海瑟威投資公司，透過旗下公用事業NV

Energy，支持全美最大太陽能發電廠興建計畫。

巴菲特也重押再生能源

NV Energy投資建造的雙子座（Gemini）

太陽能電廠，將蓋在內華達州的聯邦土地，

峻工後可產生690百萬瓦的電力，改寫目前

太陽能電廠發電量579百萬瓦的紀錄。

再生能源相較石化能源愈來愈有價格

競爭力。據雙子座電廠25年合約，每

百萬瓦小時的發電成本38.44美元，而

新天然氣發電廠每百萬瓦小時成本在

44到68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