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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綠能趨勢—
太陽光電拚明年達標6.5GW

政府規畫於2025年完成20GW的太陽能發電，包含3GW的屋頂型與17GW的地

面型裝置，至今總共完成3.7GW，屋頂光電已累積2.8GW，進度大幅超前。

經濟部提出第二期「太

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

，目標 2019 年與 2020

年分別新增 1.5GW 與

2.2GW、共 3.7GW 容

量，在2020 年將太陽

能 累 計 裝 置 量 提 升 到

6.5GW。



經濟部推出的2020年太陽光電6.5GW達標計畫將透過「產業園區」、「畜、農

、漁電共生」及「中央與地方共同推動」三大主軸，由中央協助地方政府人力與

經費，地方則成立專責單位與負責受理案件，同時也以最有效率地方式規劃土地

建物空間，擴大建立農光、漁光示範案例與專案。



為推動產業園區擴大設置太陽光電，行政院訂定各產業園區設置目標，要在

2020年達到1,038MW，其中科技部為225MW、經濟部工業局為798MW、經

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為15MW。

瞄準工業區，增設太陽光電設施

針對工業局所轄產業園區，經濟部於新

出租及租售公告中，納入新申請租、售

廠商須於屋頂設置30%面積太陽能光電

設施的規定，包含彰濱工業區、台南科

技工業區、雲林科技工業區、花蓮和平

工業區均在適用範圍。



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及現況

台灣能源政策規劃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達 20% 的目標，其中以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

為推動重點。





邁向綠電自由市場

台灣第一個公民電廠募資平台「陽光伏特家」拿下國內首張再生能源售電業執

照，成為國內目前除了台電以外的第二家電力公司，也是台灣第一家純賣綠電

的售電業者。

2017年1月「電業法」修正後，將電業拆分為發

電、輸電與售電三大區塊，其中發電與售電業開

放民間再生能源業者加入，不再由台電獨占。

目前已有四家業者申請再生能源售電業，預期不

久的將來就會有其它家再生能源售電業上場。



陽光伏特家是國內最大公

民電廠平台，2016年成立

，至今已有超過80個專案

，以屋頂型太陽能為主，

除公益案場的部份，均開

放給民眾小額投資，至今

已有1.3萬人次參與，總裝

置容量超過4MW、累計發

電量達490萬度。



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目前已經對再生能源業者發出6.4萬張憑證，每張憑證

代表業者發出1000度綠電，等於綠電身分證。

經濟部規劃推出官方綠電憑證交易媒合平台，媒合買賣雙方在上面交易以及

進行認證，預計明年上路。

未來交易平台除再生能源發

電業者外，也開放民間售電

業可提出憑證申請，如此售

電業可協助整合數家發電業

的購售電合約，讓買方更便

利。

再生能源憑證交易新平台明年上路



有了電池儲能技術的加持，太陽能與風

能等綠能將不再受到天氣間歇性挑戰，

也可以大大提升電網穩定性，彭博能源

財經（BNEF）指出，乘著儲能技術成

熟與成本下降趨勢，全球太陽能與風能

發電占比將可在 2050 年達 50%。

號稱目前全國最大的彰濱太陽光電場已經完工，未來台電將結合匯聚風電的

開閉所、儲能系統、碳捕捉封存試驗場為一大型「彰濱潔淨能源中心」，該

中心將規畫建置再生能源儲能系統，以穩定綠電，預計投入20億元，裝置容

量約40MW，於2025年完成。

台電潔淨能源中心規劃再生能源儲能系統



2018 年可再生能源增長了4％以上，約佔全球能源總需求增長的 1/4。這主要

是由於發電量的增長，可再生能源佔 2018 年增長的 45％。

全球綠能趨勢—

再生能源增長約佔全球能源需求增長的1/4

資料來源：IEA



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以近 10 年來最

快的速度增長，太陽光電，風力和

水力發電分別佔增長的 1/3。

中國占再生能源成長的 40％，歐洲

佔約 25％，美國和印度的再生能源

成長率都有13％。

可再生能源在2000年至2018年期

間的年均增長率為3.2％，比1990

年至2000年的1.7％的年增長率更

大，其中太陽光電的平均增長率最

高，為37%，風能次之，約23.4%

。

資料來源：IEA



全球可再生能源將在今年以 2015 年以來最快的增長速度達到

近 200GW的增量規模，較之 2018 年增長近12％，最大的貢

獻者將是風能和太陽能，預計太陽能安裝量將增長17％以上。

歐盟、越南、印度、美國和日本的太陽能市場將迎來蓬勃發展

，其中，西班牙有望成為歐盟最大的太陽光電市場。

2019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容量將近200GW

資料來源：IEA



麥肯錫研究報告指出，全球電力

消費總量將在2050年翻一倍，而

可再生能源發電將在2035年達到

電力總量的一半以上。

資料來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再生能源成本下滑，衝擊燃煤發電產業

由 日 本 東 京 大 學 與 英 國 智 庫 Carbon

Tracker，還有由民間機構投資人自主

發起的英國 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組織共同發表的調查報告，針

對日本目前營運中還有計畫階段的燃煤

電廠的經濟效率，利用專案融資的模式

來進行分析，認為由於海陸風力發電與

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的成本下滑，可能

對日本的燃煤發電能力造成打擊。

據報導，日本燃煤發電的相關設施，由於再生能源的成本下滑，最高可能發生

相當於 710 億美元的擱淺資產風險。



這幾年太陽能的價格不斷下降，增加了

美國太陽能裝置的採用和規模。因此，

根據SEIA統計，全美在過去三年中的安

裝太陽能裝置的漲幅達到最高點。

太陽能價格不斷下降，帶動美國太陽能裝置的採用和規模

資料來源：SEIA



美國十大企業採用太陽能發電用戶中有四家是科

技公司。蘋果名列第一名，亞馬遜排名第二，數

據中心公司Switch和Google則分別排在第五和

第六。

蘋果除了在 2018 年 4 月全球採

用 100% 再生能源的目標，並且

邀請其供應商響應，承諾採用

100％清潔能源進行生產。

資料來源：SEIA



全球能源供應和消費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革，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

濟體正成為全球能源消費向低碳化、清潔化轉型的主導力量，能源技術創新

將成為新興經濟體實現能源轉型的關鍵驅動力。

新興經濟體引領全球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

中國已經成為推動全球發展新能源

的引領者，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

能源投資國。

印度由於能源消費快速增長、油氣

資源對外依存度太高，也大力推進

新能源發展，計畫到2022年太陽光

電、風電等可再生能源總量翻倍，

總裝機規模達到200GW。



ReNew Power Ventures，為印度最大的再

生能源開發商之一，市值估計達 20 億美元

，主要提供太陽能和風力發電，其電廠供應

了印度約 1% 的電力。

ReNew Power Ventures 在今年放棄了IPO

計劃後，便只用風能和太陽能的業務就募集

了超過 10 億美元的資金，其中包含高盛，

阿布達比投資局和加拿大養老金基金，各分

別貢獻了 1 億美元，綠色能源市場對於投資

人的吸引力。



再生能源為間歇性能源，沒有光，太陽能就無法發電，風力發電在無風時

也不能有作為，因此隨著綠能裝置量逐年增加，儲能系統的重要性自然不

在話下。

儲能系統發展，再生能源將更經濟實惠

2018 年，太陽能發電成本約為每瓦 1.4 美

元，鋰電池成本約每千瓦小時 176 美元；

預估到 2024 年，太陽能發電成本將降為

每瓦 0.9 美元，鋰電池成本低於每千瓦小

時 100 美元。

再生能源的發電、儲存成本都在下降，即

將與非再生能源的成本達到「黃金交叉」

，屆時再生能源將比非再生能源更有經濟

效益，再生能源將獲得更廣泛的採用。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是特斯拉在 2017 年在南澳洲打造的 100MW / 129MWh

電池廠，不過近年來也有許多公司開始投入大型儲能廠。GTM Media 盤點出

有關現在與未來的 8 大鋰電池儲能計畫，其中特斯拉南澳電池廠雖然是第八

名，但它是目前唯一建成的大型電池廠。

資料來源：GTM ; Tech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