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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風力發電分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5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能源局 12 樓第 1 會議室 

三、 主席：胡委員耀祖               記錄：張技士群立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略) 

七、 業界代表意見陳述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1. 陸域型 1 瓩以上未達 20 瓩 

台灣製造的小型風機具有國際競爭力，且已有兩家業者取得日

本認證，政府應比照太陽光電之推動，在躉購費率上給予小風

機業者更多扶持。(新高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小型

風力機發展協會) 

2. 陸域型 20 瓩以上 

無。 

3. 離岸型 

躉購費率應比照太陽光電定價趨勢，於產業發展初期即充分反

映開發商之成本與風險，建議躉購費率應提高到 9.85 元/度，

以達和日本相同的 10%內部報酬率(IRR)，提供業者投資誘

因。(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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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1. 陸域型 1 瓩以上未達 20 瓩 

(1) 期初設置成本應納入雜項執照申請與電機技師簽證費

用。(新高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小風機的運維需要使用吊車，因此運維比例建議至少為

2%〜3%，且由於施工費用及饋電成本都很高，故建議調

高期初設置成本參數為 20 萬元/瓩。(台灣中小型風力機發

展協會) 

(3) 期初設置成本建議調高到 20〜22 萬元/瓩。(台灣經濟研究

院研究一所) 

2. 陸域型 20 瓩以上 

無。 

3. 離岸型 

(1) 台灣的離岸風電處於初期投入階段，成本比 105 年度審定

會參採之歐洲案例高出許多，故應考量台灣現有環境，或

參考示範計畫之成本，調高期初設置成本參數。(台灣國

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永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 台灣因處於初期投入階段，又有地震、颱風等狀況，建議

期初設置成本為 184,600 元/瓩、運維比例為 5%、銀行聯

貸利率為 4.5%，且平均資金成本率應在 7.95%以上。(台
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一所) 

(3) 年售電量不應參採陸域風力的保證發電量，且應考量 2%
線損、5%可運轉時數因維護需求折減，以及我國風資源

有很多屬於無效風速，建議年售電量為 3,400 小時。(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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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能協會) 

(4) 台灣海域有颱風，且風機維護又需仰賴歐洲，故保險費

率、備品成本、海纜損壞維修、吊裝維修船等成本皆高，

建議調升年運轉維護費比率為 5%(台灣風能協會) 

(5) 若要吸引國際投資者之青睞，專案的股權報酬率需為 14%
以上，且第二階段專案融資利率至少約 6%，故建議平均

資金成本率(WACC)調升為 8.4%。(台灣風能協會) 

(6) 年售電量參數不宜採高標，應採平均數值，給廠商誘因開

發良好風場。(永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 以澎湖陸域風場的保證發電量套用到離岸風場並不合

適，離岸風場需要另外考量可到達率、維修等待時間無法

發電、風機性能穩定性及海象穩定性等因素。(中國鋼鐵

股份有限公司) 

(三) 推動執行面 

1. 陸域型 1 瓩以上未達 20 瓩 

設置 5 架 5 瓩小風機時，會因裝置容量合併計算而適用大型風

電之費率級距，但兩者的發電成本差異甚大，故建議取消裝置

容量合併計算之規定。(台灣中小型風力機發展協會) 

2. 陸域型 20 瓩以上 

無。 

3. 離岸型 

業者在與台電公司簽訂購售電契約後，初期設置成本仍可能增

加並難以掌握，建議增加調整費率之彈性機制，以保障先簽約

之開發商。(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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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專家學者意見諮詢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1. 離岸風電的前高後低費率因採用不同的費率計算公式，建議應

在審定會中討論並於公告中呈現。 

2. 不建議離岸風電於未有設置實績時即採區域差異化費率，建議

應秉持優先鼓勵開發最佳資源場址之原則，待優良風場趨於飽

和後，再以加成費率鼓勵。 

3. 費率審定應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規定，由審定會參酌相關參

數後訂定適切之費率。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無。 

(三) 推動執行面 

按照費率審定原則，係以技術較成熟、具產業發展效力者優

先鼓勵，若現在鼓勵離岸較遠風場之設置，將會與費率審定

原則不符。 

九、 綜合討論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無。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建請提出建議之業者能於會後提供各項參數可佐證之數據，

以釐清費率計算參數之內涵，俾利躉購費率之訂定。 

(三) 推動執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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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十、 臨時動議：無。 

十一、 散會（上午 12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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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太陽光電分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5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能源局 12 樓第 1 會議室 

三、 主席：江委員青瓉               記錄：張技士群立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略） 

七、 業界代表意見陳述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無。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1. 考量模組、支架、屋頂換新或防水施作、場地業務費、地面

型基礎建設等成本漲跌幅後，建議期初設置成本調漲 8%。(中
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2. 考量維運保養費 2% ~ 3% + 租金成本 1% + 天災公基 1% + 
保險 1%，建議運轉維護費用占期初設置成本比例調整為 5.2% 
~ 5.6%(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3. 根據台電數據，平均發電量為 1,234 瓩/年，在考量模組每年

遞減 1%的情況之下，建議年淨售電量調整為 1,110 度/瓩。(中
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4. 北部地區年平均發電量約為 990 度，其他地區為 1,194 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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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北部地區躉購費率加成提高至 20.5%(新北市政府經發局) 

5. 建議北部地區躉購費率加成比例提高至 20%以上。(宜蘭縣政

府) 

6. 平均資金成本率:應將資金利率浮動風險納入考量。銀行借款

比例範圍在 50%~70%之間，故外借資金比例建議採用 60%。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三) 推動執行面 

1. 開發不利耕作區因無變電站及饋線，需要花 2 至 3 年蓋變電

站，是否可以建置期 2 至 3 年後推算現在的報酬率，以利推

動投資案。(天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 公有土地及屋頂為配合政策實施，應依 PV-ESCO 精神，評比

產業效益，回饋合理性，禁用”單一回饋比率高者得標”。收購

綠電每年應訂收購下限而非收購上限。(標捷光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3. 為扶植國產產業，希望提高國產高效模組發展效益。中國大

陸水上型成本比地面型成本高 15%，針對水上型希望給予加

成及補助。(TPVIA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4. 地面型成本相對高，躉購費率卻太低，未來應區分級距，以

充分反應不同容量之設置成本。地質探勘需要規劃進行，地

層下陷區容易淹水，基礎及維運成本均增加，基礎制度應合

理規劃。(綠源科技公司) 

5. 欲了解費率調降 10%之原因。颱風險自付額最高提高到 3%，

建議規劃單位納入考慮。將來電業法修訂後，大公司及財團

壟斷資源之情況，亦會影響費率。(商業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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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躉購費率公式反應政府執行面之魄力，在條件不變下，

應可修訂費率使業者提早回收設置成本，降低業者之風險，

提高執行率。(全國商業總會) 

7. 現今躉購費率太低，應廢除競標制度，並提高躉購費率，政

府應限制公有屋頂或土地的回饋比率，才能使太陽光電產業

有健康的未來環境。(標捷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 專家學者意見諮詢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無。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1. 受颱風的影響，業者提高抗風壓設置之品質，設置成本及銀

行貸款亦提高，建議期初設置成本應該加入考量檢討。 

2. 國內多地震風災且其破壞強度強，其損害已不僅是原本接合

處的問題，而是整體系統支撐架問題，應該合理反應成本增

加。 

3. 考量專區與一般地面型成本差異為專區租金較高以及電網建

置成本高且建置時程長，建議考量其成本差異，贊同北部加

成應提高到 20%。 

(三) 推動執行面 

1. 業界場址取得困難及輸電饋線容量的飽和問題也應檢討並盡

速解決。 

2. 建議研究單位就階梯式費率之可行性進行評估，以不增加收購

總支出方式，探討生產者剩餘增加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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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綜合討論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無。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建請提出建議之業者能於會後提供各項參數可佐證之數據，

以釐清費率計算參數之內涵，俾利躉購費率之訂定。 

(三) 推動執行面 

無。 

十、 臨時動議：無 

十一、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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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發電分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5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能源局 12 樓第 1 會議室 

三、 主席：林委員全能               記錄：張技士群立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略) 

七、 業界代表意見陳述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1. 現階段雖沼氣發電量有限，但與太陽能發電搭配可作為尖峰

用電補充，建議提高躉購費率至 5~5.5 元/度，以鼓勵業者參

與開發，並協助行政院達成明年底投入 100 萬頭豬進入再生

能源市場之目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 為鼓勵業者廚餘堆肥技術創新與引進，建議提高目前費率，

若現行計算方式受限法規無法修改時，應訂定相應配套措施

或獎勵辦法。(台灣廚餘堆肥資源化發展協會) 

3. 因生質能發電之運轉維護費越趨上漲，且考量沼氣發電涉及

運輸處理成本與後端處理(如污水處理)等費用，建議應將其

納入計算費率之考量。(屏東縣政府農業處畜產科) 

4. 沼氣發電期初設置成本高，且國內畜牧業規模大小不一，主

要以小型業者為主，故建議依裝置容量區分級距制定生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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躉購費率。(台灣生質能協會)  

5. 依據 NEP-II 與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規劃，海洋能未來發展扮

演重要角色，建議將海洋能單獨列出，予以細分為潮差、波

浪與潮汐，並擬定相應費率計算公式，以利計算投資報酬率

與成本回收期。(亞太先進綠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6. 目前海洋能的開發成本(15~30 元/度)遠高於其他再生能源技

術，建議現階段可採用離岸風能費率最高上限來計算。(亞太

先進綠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 日本廢棄物躉購費率普遍高於我國，建議應提高我國廢棄物

躉購費率。(正隆股份公司) 

8. 建議生質能沼氣發電躉購費率，應依據不同規模、不同料源

(如禽畜糞)投入比例，採取差別躉購費率或給予額外補助。(財
團法人資源循環台灣基金會、社團法人廚餘堆肥資源化發展

協會)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1. 現行再生能源電能躉購期間為 20 年，但考量沼氣發電機耐用

年限為 10 年，建議配合修改生質能躉購期間。(屏東縣政府

農業處畜產科) 

(三) 推動執行面 

1. 生質能設置容量超過 500kW 需進行環境評估，會限制業者的

參與，故建議放寬限制或予以刪除。(正隆股份公司) 

2. 因海浪發電潛能高於離岸風能，建議台電應重視海浪發電技

術的未來發展，並就法規面(如海巡法與土地使用之相關規範)
考量海浪能未來發展並進行適當規劃。(澳勝聯海新能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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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3. 因廢棄物使用鍋爐燃料且發電較不穩定，若投入部份化石燃

料進行混燒，可有效減少戴奧辛並提高發電穩定性，建議政

府推動混燒。(正隆股份公司) 

八、 專家學者意見諮詢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1. 生質能沼氣發電所產出之電力多屬自用，不應由經濟部承擔

全部成本，故建議在計算各類再生能源費率時，屬業者自用

之部分，應由業者自行承擔。 

2. 相較太陽能及風能等間歇性能源發電，生質能發電較具穩定

性，為吸引更多業者投入，建議費率應提高至 5 元/度以上，

並建請業者提供沼液、沼渣去化成本等相關資料予委員參酌。 

3. 建議應釐清生質能與廢棄物之差異，並思考廢水與污泥處理

成本是否需納入期初設置成本中，及這些成本應屬於業者自

行負擔，可否改由政府補助等問題。 

4. 考量生質能沼氣發電涉及級距區分之議題，建請農委會提供

不同級距之成本差異做考量。 

5. 計算躉購費率時，僅計算成本增加部分，並未將成本減少之

部分列入考量，故建議將成本節省部份(如因應環保法規要

求，設置必要設備而節省之成本)納入整體考量。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無。 

(三) 推動執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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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污水處理廠及再生水廠因本身耗電量大，並考量太陽能發電

在可用土地與建物屋頂面積有限之情況下，建議未來可討論

太陽能與生質能共同應用趨勢。 

2. 應考量厭氧發酵之最小經濟規模，因此政策規劃推動者應將

周邊相容的生物質集中，最後將沼渣進行後端處理，作為綠

地還原的參考。 

3. 生質能雖可穩定供電，但需考量料源運輸問題，建議在料源

不足時可適時添加化石燃料做為混燒發電之用。 

4. 建議能源局可與環保署、農委會等各相關部會，針對開發成

本、規模、料源收集及法規面等問題進行討論。 

5. 當農業廢棄物為生質能主要料源時，其困難點將在於料源之

收集，若能在收割過程中同時收集農業廢棄物，將可節省大

量成本，故建議由農委會編列預算，補助農民進行稻桿的收

集。 

6. 為因應我國政策規劃，鼓勵發展海洋能與其他新興發電技

術，故建請業者提供實際成本數據予審定委員參考並討論是

否訂定海洋能躉購費率。 

7. 廢棄物 RDF 的經濟效益相較生質能較為低，建議可由專案補

助，並可考慮混燒，以提高供電穩定。 

九、 綜合討論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無。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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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提出建議之業者能於會後提供各項參數可佐證之數據，

以釐清費率計算參數之內涵，俾利躉購費率之訂定。 

(三) 推動執行面 

無。 

十、 臨時動議：無 

十一、 散會（下午 4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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