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綠能翻新頁，
放眼亞太綠電市場

臺灣經濟研究院研五所所長　楊豐碩

壹、我國綠能發展歷程與成果

我國推動綠能發展迄今已有 20 餘年，若以時間歷程而言，約略可以分為以下幾個

階段，第一階段：先期發展環境創造（1998 ～ 2004 年），著重開發潛能評估，以技

術研發及示範推廣為主，輔以帶動產業發展；第二階段：擴大產業體系建構（2005 ～

2008 年），著重內需推廣目標量提升，藉以帶動技術與產業發展；第三階段：完善立

法與海外布局（2009 ～ 2015 年），完成《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2009 年 7 月 8

日公布施行），完善推廣法制環境，採行電能躉購制度（Feed-in Tariff, FIT），制定綠

能產業推動方案，強化海外市場拓展布局；第四階段：能源轉型暨產業創新（2016 ～

2019 年），推動國家能源轉型，擴大綠能推廣目標，以科技創新帶動產業升級，啟動

新南向海外布局。

歷經前述各階段推動策略，我國綠能發展迄今，已獲致相當成果。根據經濟部

能源局統計，以水力發電、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地熱能、生質能與廢棄物發電等

6 項主要再生能源發電技術而言，發電裝置容量逐年走高。至 2019 年底累積已達

7,796MW，比 2018 年 6,256MW 增加 24.6％，較 2009 年 3,030MW 更是成長 1.57

倍。以各類再生能源來看，太陽光電在政府大力推展下，2019 年裝置容量居再生能

源之首，占整體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比例高達 53.2％，水力發電（不含抽蓄水力）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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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占比為 26.8％，風力風電、廢棄物發電及生質能發電則分別占 10.8％、8.1％

及 1.0％。2019 年我國再生能源發電量達 15,247.5GWh，占全國總發電量之 5.6％，

相對 2009 年 7,808.2GWh，占比只為 3.39％。以各類再生能源來看，其中水力發電

量最多達 5,544.8GWh、次者為太陽光電 4,014.3GWh、廢棄物 3,630.9GWh、風力

1,892.2GWh、生質能 164.5GWh、地熱 0.8 GWh。

貳、綠能發展邁向新的里程碑

2016 年 5 月我國宣布推動能源轉型政策，在策略布局上，是以能源安全、綠色經

濟、環境永續、社會公平為核心，透過能源治理、節約能源、電力、再生能源，以及

綠能產業構面之短長期策略相互搭配，逐步引導朝 2025 年非核家園及再生能源發電占

比 20％之目標邁進。

配合能源轉型政策，2017 年 1 月 26 日完成《電業法》修法，推動第一階段電業

改革，以「綠電先行」為政策核心，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售電業設立，讓有意願使

用綠電的用戶可以直接向再生能源業者購買綠電，並能透過更多元的商業模式，激勵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之投資設置。

但由於對新交易模式的陌生，使再生能源業者仍多持保留觀望態度。因此，為因

應時代脈動，並配合《電業法》修正通過及擴大再生能源應用之政策方向，進一步鼓

勵再生能源業者走向轉供、直供自由交易市場，繼而啟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

程序。歷經近 3 年的努力，終於 2019 年 5 月 1 日完成法案修正，為我國再生能源發

展環境及政策推動重塑新的里程碑。針對未來再生能源市場發展已不再僅限為現行躉

購方式一途，更納入多元型態之再生能源電能銷售運營機制，同時，也擴大獎勵對象

以及鼓勵民間企業共同參與，再再顯示本次修法結果所建構之再生能源發展環境，將

朝向鼓勵多元、選擇自由、簡政便民、減少限制等面向發展。

綜觀修法內容最大特色，其一，係將現行政府宣示已久之再生能源推動目標明定

入法，突顯政策推動決心。其二，為銜接電業法修正後之綠能市場多元發展，提供綠

電直、轉供自由市場及躉購制度轉換時之費率保障機制，降低再生能源業者投入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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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模式的風險。其三，於現行躉購制度下，結合再生能源配比義務及現行電證合一策

略，導入部分地方政府之前已透過地方自治條例規範用電大戶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義務之做法。

叁、展望亞太綠電市場

我國綠能發展在政策引導、技術突破與產業鏈逐漸成熟帶動下，再生能源設置也

隨之顯著成長。在政府綠能產業推動策略規劃下，由中央與地方合作，以國內綠能需

求扶持產業發展，推動產業聚落，建立國內市場開發應用之能量。同時，隨著廠商能

力及經驗之累積，並逐步拓展開發海外新興市場，強化境外投資與合作。

一、太陽光電

全球再生能源市場重心已逐漸由歐美轉向亞印太地區，並有逐年成長趨勢，而太

陽光電產業即是其中最顯著的案例。近年來，東協及南亞地區太陽光電市場以越南、

泰國、馬來西亞、印度等新興市場快速崛起，除了其內需逐漸成長外，更是成為光電

廠商各方競逐投資之產業生產重鎮，並逐步向周邊國家擴散。因此，產業及市場競爭

亦相對激烈。

對國內太陽光電產業而言，相關上中下游產業仍應藉由產業鏈整合與產線規模提

升等策略，提升產業的成本競爭力；針對特殊地理環境（如颱風、地震、鹽霧等）及

設置型態（如水面型）需求，投入高效且耐候性較佳的產品開發。此外，在海外市場

布局策略，應由過去的生產與貿易之橫向連結，轉為技術、人才、資金、市場及文化

等為基礎的全面性結合；另將臺灣內需市場練兵經驗適度投入利基市場，也有助於系

統商轉型的契機。

二、離岸風電

由於臺灣海峽具備豐富風資源環境，擁有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優良風場，發展離岸

風電確為當前我國推動再生能源開發最佳選項之一。但離岸風電產業屬新興產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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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尚無大規模開發實績及經驗，相關基礎設施及產業能量尚處起步階段。因此，政府

推動離岸風電開發採「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之三階段策略，分別透過第一階段

示範獎勵補助引導業者投入，確認在法規、技術及財務等層面之可行性；第二階段潛

力場址形塑市場規模，逐步建構國內基礎設施與產業鏈發展；第三階段區塊開發使區

內各風場共享開發流程所需資源，降低成本及提升競爭力，進而帶動本土產業發展。

如果前二階段開發目標能順利達成，預計 2025 年前後在臺灣海峽將出現亞洲最完整具

商業規模之大型離岸風場，因此，如何兼顧發展目標達成與建立本土化產業鏈，則是

當前我國發展離岸風電所必須努力的課題及挑戰。

政府為建構我國成為亞太地區離岸風電產業聚落樞紐，亦規劃以下策略措施：(1)

推動離岸風電產業聯盟，打造臺灣成為零組件出口國；(2) 推動離岸風電產業園區，建

構臺灣成為離岸風電運維基地；(3) 參與國際合作，尋求在地化生產合作夥伴；(4) 建

立資訊交流平台，串聯產業鏈；(5) 推動產業認證服務，提升本土產業利基。

離岸風電發展在歐洲地區已相對成熟，因而許多跨國風電業者爭相在亞洲覓尋新

的市場拓展機會，由於我國政府對發展綠能的堅定決心，提供具有吸引力的電能躉購

費率，故近年促使許多歐洲大型開發商陸續登臺設立據點參與投資。至於亞洲地區國

家近年來也紛紛投入離岸風電發展的行列，並藉由制定具前瞻性的開發目標及產業策

略，企圖在亞太離岸風電市場版圖佔有先機並取得一席之地，其中即以中國大陸、日

本及韓國發展最積極也初具成效。

若將我國與亞鄰競爭對手之日本或韓國相比，在離岸風電發展技術及經驗上皆屬

於起步階段，若我國離岸風電產業鏈在地化策略能夠建構起來，便有機會成為亞太地

區離岸風電產業發展之領頭羊。再以個別發展條件而言，臺灣的工程技術人才相對便

宜，同時具備快速學習應用新技術的能力；另一方面與中國大陸相比，臺灣則具有智

慧財產權保護優勢，在國際商業合作上相對值得信任。因此，多數歐洲開發商目前都

已把臺灣設定為亞洲區域離岸風電產業的預定樞紐，並做為歐洲公司培養亞太外籍人

才的主要場域，未來臺灣離岸風電產業逐步成長後，臺灣人才與經驗很可能也會透過

這些跨國電力集團移轉到亞洲其他地區，例如日本和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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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願景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通過後，透過法源、政策、措施等一脈相承之體系建

立，使我國再生能源推動注入了一股活泉。具體而言，政府在綠能推動策略上，亦追

隨先進國家發展趨勢，已由發展初期引入的綠電保證價格收購，正逐步導向自由市場

機制。透過義務與鼓勵之雙軌機制，大力推動再生能源開發應用，將使我國再生能源

發展邁入新的階段。

政府在綠能產業推動策略規劃上，大抵皆透過以國內綠能需求扶持產業發展，推

動產業聚落，建立產業鏈能量，並逐步拓展開發海外市場，強化境外投資與合作。對

國內綠能產業而言，現階段仍以太陽光電及離岸風電產業較具市場競爭力。

對太陽光電產業而言，提升產業的成本競爭力，以及投入高效且耐候性較佳的產

品開發，則是主要課題。此外，在海外市場布局策略，應強化技術、人才、資金、市

場及文化等為基礎的全面性結合。

其次，我國擁有先進而成熟的製造產業，加以政府對推動綠能發展的堅定決心，

故現階段在離岸風電產業發展速度及經驗，在亞太地區我國已暫居領先。因此，後續

如何保持領先優勢，除應善用與國外廠商技術合作及開發經驗，並結合國內既有產業

優勢，持續累積厚實相關基礎設施建置及產業鏈能量，相信不但能達成我國離岸風電

設置目標外，發展成為亞太離岸風電產業聚落樞紐之地位更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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