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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內容

海洋能躉購費率分級化

加速提升海洋能在能源結構的占比

制定「海洋能源發電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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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能躉購費率分級化-1

級距 費率(元/瓩)

2,000瓩以下 25

2,000~30,000瓩以下 18

30,000瓩以上 7.32

海洋能的萌芽期需要針對小規模機組以高躉購電價
支持，才可以讓有意願投入的台灣業者在現階段就
有機會因為躉購電價的支持而繼續投入研發。

建議海洋能躉購分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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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能躉購費率分級化-2
•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104年所做研
究報告分成兩個情境(如附件1)，
• 情境一：在2,000kW時，在 15%折
現率的計算下，黑潮發電之小規模示
範機組開發之發電均化成本為每度電
23.83 元

• 情境二：30,000kW，在 15%折現率
的計算下，黑潮發電之小規模示範機
組開發之發電均化成本為每度電
8.47 元

資料來源：劉兆歡、陳彥豪、左峻德，台灣發展黑潮發電之均化成本分析(附件1)
4



1.海洋能躉購費率分級化-3

根據111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聽證會資料，
海洋能的參採案例係以商轉規模達到30MW計算，
以10年的回收時間來計算，112年躉購費率7.32元/
瓩，總計共要投入192億的資金(包含80億的期初設
置成本)，成本方可降到期初成本26.71萬元/瓩+維
運成本20,576元/瓩。

期初設置成本= 26.71萬元/瓩*30,000瓩(30MW)=80.1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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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能躉購費率分級化-4
•根據能源局去碳工作圈會議所制訂的海洋能規劃目標，2026年-
2030年的洋流能裝置量是0.1-1MW，2031-2035年的裝置量是1-
10MW，也就是說，要到2036年之後，才會達到成熟商轉階段。

資料來源：111.10.20國海院洋流能後續執行與規劃簡報
(建構臺灣海洋能產業鏈完善產業供應能量線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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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能躉購費率分級化-6
•年售電量對躉購費率之影響：

海洋能發電年售電量使用參數計算結果為
5,800度/瓩，其參照為洋流能設備可利用
率80%計算，但波浪能與其他的海洋能可
利用率不同，因此年售電量應有不同採計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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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能躉購費率分級化-5
⚫台灣適合海洋能的安裝地點多在東岸
或東北角，這些區域是颱風高風險地
區，希望也能夠計入颱風風險成本與
保險成本。

⚫目前台灣周遭海域的水文以及地質資
料嚴重不足，因此業者在案場設置時
還必須增加水文資料的收集以及地質
調查的成本，也希望可以在躉購費率
加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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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1.科技報導（2020）；臺灣海域能源。
2.氣象局資料，船舶中心整理



1.海洋能躉購費率分級化-6
1個2MW的案場大約只佔了台灣平均用電量的十萬
分之7，每小時合計只會增加全台灣35,360元的電費，
這對於台灣整體的電價並不會有任何的影響，但是
卻可以鼓勵更多願意在前期投入台灣海洋能產業的
業者有成功運轉的機會，能夠提供更詳細的參考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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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距 費率(元/瓩)

2,000瓩以下 25

2,000~30,000瓩以下 18

30,000瓩以上 7.32



111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決議：
建議未來持續蒐集國內外成本資訊，檢討海洋能成本
參數並依技術類型區分躉購類別，並將法規面、海域
環境、氣候變遷及利害關係人等因素納入考量，以檢
討成本內涵之妥適性，細緻化各項使用參數之審議，
強化訂定躉購費率之合宜性。

氣候緊急、電力危機

海洋能發展真的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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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速提升海洋能在能源結構的占比

氣候緊急、電力危機

海洋能發展真的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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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將在近20年內升溫至攝氏1.5度



可作為基載使用
•海洋能全年無休
•海洋能量源源不絕

幫助減緩全球暖化
•海洋能是所有電力系統生命

週期中碳排放量最低的能源

方式

海洋能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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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能對
長期的碳排放削減

具有潛力

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可再生能源與減緩氣候變化

決策者摘要和技術摘要報告(2011)

加速達成2050淨零碳排

13



圖表來源：”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 SPECIAL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2011
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可再生能源與減緩氣候變化特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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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速制定「海洋能源發電總目標」

•有目標才有方向

•有了「海洋能源發電總
目標」，方可完整制定
「海洋能發展架構」推
動台灣海洋能的發展

資料來源：莊閔傑，開發台灣海洋能源，首先需要制
定「海洋能源發電總目標」七大架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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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內容

海洋能躉購費率分級化

加速提升海洋能在能源結構的占比

制定「海洋能源發電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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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MAIL：twocean2022@gmail.com

FB粉絲專頁：台灣海洋能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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