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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式說明 

依113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會議結論，電能躉
購費率計算公式如下： 

壹、113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草案 

期初設置成本 × 資本還原因子 + 年運轉維護費 
躉購費率= 

年售電量 

資本還原因子= 

(1+平均資金成本率)
躉購期間

-1 

平均資金成本率 ×  (1+平均資金成本率)
躉購期間 

年運轉維護費= 期初設置成本 ×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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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3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草案 

二、公式意義與內涵 

(一)躉購合約期間，各年淨收入現值之和等於期初設置成本。 

(二)均化之躉購費率，公式中之參數皆為長期平均的概念。 

(三)平均資金成本率等於自有資金與外借資金的平均成本率。 

三、公式特色 

(一)固定費率長期躉購，讓業者可掌握每期之現金流量，降低
業者營運風險。 

(二)鼓勵經營效率較佳之業者優先進入市場。 

(三)投資風險溢酬反映於平均資金成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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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一、電能躉購費率審定原則 

(一)技術成熟者優先：為鼓勵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依再生能源
發電技術進步情形檢討再生能源之躉購類別、級距及躉購費率
，並以技術較成熟、具節能減碳、經濟及產業發展效益者優先
推廣。 

(二)具公信力之資料及數據：審議各項參數應考量資料來源及參採
數據之公信力、客觀性及適用於我國氣候及資源條件、用電需
求等發展環境之特性。 

(三)考量再生能源整體發展情形：考量再生能源技術進步、推廣目
標達成及電力市場發展，在兼顧環境保護、國土利用、調合電
力市場交易、社會公平性或相關政策下，就相關費率及參數水
準做適當調整。 

(四)優先鼓勵最佳資源場址：優先鼓勵開發最佳資源場址外，但為
兼顧再生能源區域均衡發展效益，必要時得制定獎勵機制與訂
定差異化費率。 

(五)共同決議：其他經分組會議討論議題所做之共同意見，提請審
定會予以確認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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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試算 - 各期上限費率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再生能
源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第一期上限費率 

(元/度) 
第二期上限費率 

(元/度) 

太陽 

光電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5.7848 5.7055 

10瓩以上不及20瓩 5.6535 5.5760 

20瓩以上不及50瓩 4.4081 4.3694 

50瓩以上不及100瓩  4.2320 4.1848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3.9565 3.9165 

500瓩以上 3.8856 3.8510 

地面型 1瓩以上 3.7635 3.7236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1567 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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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試算-額外費率計算說明 
(一)所有分類級距模組回收費以每瓩1,000元計算額外費率。 
(二)屋頂型併網工程費、加強電力網依台電公告數值計算。 
(三)依各分類級距費率計算額外費率：高效能模組為6%、原住民地區或偏遠地區1% 。 
(四)以地面型費率計算額外費率：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為1%、以農業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置為

5%、高速公路服務區停車場土地設置為6%、學校光電運動場為10%，若有金屬浪板再加4%。 

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方式，係先將各期上限費率乘以(1+加成比例)計算後，最後再加計本附表額外費率。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分類 
裝置容量級

距 

模組回
收費 

(元/度) 

加強電力網(元/度) 
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

工程費(元/度) 
高效能
模組 

(元/度) 

原住民
地區或
偏遠地
區 

(元/度) 

漁業環
境友善
公積金 
(元/度) 

一地兩用型態(元/度) 

輸電級 配電級 

低壓 高壓 以農業
或漁業
經營結
合綠能
設置 

高速公
路服務
區停車
場土地
設置 

學校光
電運動
場型態 

學校光電
運動場施
作金屬浪
板型態 

50瓩以上
不及100

瓩 

100瓩
以上不
及500
瓩 

50瓩以
上不及
2,000
瓩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
10瓩 

0.0656 0.0866 0.1356 

0.0688 0.0964 0.0413 

0.3423 0.0571 

0.0372 

0.1862 
-- -- -- 

10瓩以上不
及20瓩 

0.3346 0.0558 

20瓩以上不
及50瓩 

0.2622 0.0437 

50瓩以上不
及100瓩 

0.2511 0.0418 

100瓩以上
不及500瓩 

0.2350 0.0392 

500瓩以上 0.2311 0.0385 

地面型 1瓩以上 

-- 

0.2234 0.0372 0.2234 0.3724 0.1489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0.2472 0.0412 -- -- -- -- 

註1：根據「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分攤原則及計費方式」繳納輸電級或配電級均化併網單價費用者，參照前述計費方式之電壓等級、容量級距劃分及累進計
算方式，依本表加計加強電力網額外費率；同時根據「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分攤原則及計費方式」與「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及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代辦工程費計費方式」繳納配電級均化併網單價費用及併網工程費者，依所屬裝置容量乘以本表加強電力網額外費率後，再除以總裝置容量之平均值(以
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四位)，加計加強電力網額外費率。 

註2：根據「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代辦工程費計費方式」繳納併網工程費者，參照前述計費方式之電壓等級、容量級距及累進計算方
式，依所屬裝置容量乘以本表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工程費額外費率後，再除以總裝置容量之平均值(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四位)，加計屋頂型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工程費額外費率。 

註3：學校光電運動場(含施作金屬浪板)型態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根據「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代辦工程費計費方式」繳納併網工程費
者，參照註2加計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工程費額外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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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試算-額外費率計算說明 
(五)113年度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額外費率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升壓站輸電線路 
輸電線路長度公里數*額外費率 

(元/度) 

GIS升壓站 
(元/度) 

GIS以外升壓站 
(元/度) 

69kV 161kV以上 69kV 161kV以上 69kV 161kV以上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架空線：0.0260 
地下電纜：0.0474 

架空線：0.0084 
地下電纜：0.0289 

屋內型：0.5159 
戶外型：0.4690 

屋內型：0.4690 
戶外型：0.3283 

0.4690 0.3283 

10瓩以上不及20瓩 

20瓩以上不及50瓩 

50瓩以上不及100瓩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500瓩以上 
地面型 1瓩以上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註1：併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且有設置或共用升壓站，依本表分別加計不同態樣之輸電線路長度公里數(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三位)乘以輸電線路額
外費率(加總後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四位)。輸電線路長度確認方式如下： 

(1) 升壓站設置者：升壓站設置者於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竣工查驗時確認之輸電線路長度。 
(2) 升壓站設置者以外：升壓站設置者於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竣工查驗時確認之輸電線路長度；若升壓站設置者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尚未竣工查驗，則於升壓站

設置者竣工查驗並確認輸電線路長度後，溯及反映輸電線路之額外費率。 
註2：併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且使用氣體絕緣開關設備(GIS)設置或共用升壓站者，依本表加計屋內型(GIS位於依建築法請領非屬該法第7條所稱雜項工作

物之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內)或戶外型GIS特高壓升壓站額外費率。 
註3：根據「太陽光電發電業設置共同升壓站及容量分配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四項之新設共同升壓站，依其共同升壓站使用率加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輸配電

業特高壓供電線路額外費率，調整之額外費率生效日係以新併聯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完工日起算，並適用併聯至同一共同升壓站之全數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前述使用率係以升壓站併網容量除以升壓站總容量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四位)，升壓站有擴充容量之情形，使用率係以擴充部分升壓站併網
容量除以擴充部分升壓站總容量計算： 

    (1) 共同升壓站運轉第一至二十年(以併聯至該共同升壓站之首件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完工日起算)且使用率不及70%者：依本表額外費率除以使用率後再乘以
70%(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四位)，加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額外費率。 

    (2) 共同升壓站運轉第二十一年起，使用率30%以上且不及100%者：依本表額外費率除以使用率後再乘以30%，加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輸配電業特高壓供
電線路額外費率。 

    (3) 共同升壓站運轉第一至二十年且使用率70%以上，或共同升壓站運轉第二十一年起，使用率不及30%或100%以上者：依本表加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輸
配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額外費率。 

1.升壓站及輸電線路額外費率除GIS屋內型升壓站外，其他沿用112年度審定會公告數值，係
參考台電公司、業者提供之案例資訊，計算不同電壓等級與設置型態之外加費率。 

2.符合「共同升壓站及容量分配作業要點」之升壓站，維持112年度作法，額外費率適用對象
為升壓站；符合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四項之新設共同升壓站，額外費率依使用率計算。 

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方式，係先將各期上限費率乘以(1+加成比例)計算後，最後再加計本附表額外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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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一)重要調整機制—併聯特高壓供電線路 

1. GIS屋內型升壓站設置型態判定方式調整，以更加明確化 
避免費率適用疑慮並兼顧現行設置態樣的多元性，將GIS屋內型升壓站設置型態判
定方式從現行「依建築法請領使用執照」，調整為「依建築法請領使用執照，且
非屬建築法第7條所稱雜項工作物」註1，另GIS開關設備亦須位於建築物內。 

2.為判斷輸電線路長度，調整升壓站申設身分區分方式 
考量實務上業者投資升壓站的方式可能為數家業者共同出資之共建方式，故在計
算輸電線路長度時，將升壓站調整區分身分從現行「設置者/租用者」，調整為
「設置者/設置者以外」，以廣納各種申設態樣之升壓站。 

3.依蒐集資料結果，調整GIS屋內型升壓站額外費率 
蒐集近三年資料可發現，69及161kV的GIS屋內型成本皆下跌，GIS戶外型成本則
與112年度審定會參採數值約略相同，故調整升壓站設置成本及額外費率註2如下。 

 

註1：建築法第7條規定，「本法所稱雜項工作物，為營業爐竈、水塔、瞭望臺、招牌廣告、樹立廣告、散裝倉、廣播塔、煙囪、圍牆、機械遊樂設
施、游泳池、地下儲藏庫、建築所需駁崁、挖填土石方等工程及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中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昇降設備、機械停車設備、
防空避難設備、污物處理設施等」。 

註2：運維比例沿用112年度審定會使用數值3.53%。 8 

69kV設置成本(元/瓩) 161kV設置成本(元/瓩) 

GIS屋內型 5,500 5,000 

GIS戶外型 5,000 3,500 

GIS升壓站(元/度) GIS以外升壓站(元/度) 

69kV 161kV以上 69kV 161kV以上 

屋內型 0.5159 0.4690 
0.4690 0.3283 

戶外型 0.4690 0.3283 



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二)獎勵機制及配套措施執行作法說明 

1.113年度調整機制： 

獎勵及配套措施 目的 措施起始年 113年度作法 

併聯輸配電業特
高壓供電線路 
1.升壓站 
2.輸電線路 

考量部分案場位於偏僻或饋線較不
足地區需自設特高壓升壓站，並以
GIS態樣為升壓站主要反映對象。另
因升壓站線路成本會因個案有所不
同，為解決台電引接點距離較遠使
業者負擔較高輸電線路成本，故依
實際長度反映輸電線路額外費率。 

111年度 

1.調整GIS屋內型升壓站設置型態
判定方式。 

2.為判斷輸電線路長度，調整升壓
站申設身分區分方式。 

3.調整GIS屋內型升壓站額外費
率。 

4.其餘維持112年度作法。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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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二)獎勵機制及配套措施執行作法說明 

2.維持112年度機制： 

獎勵及配套措施 目的 措施起始年 113年度作法 

離島地區躉購費率加
成機制 

為鼓勵離島地區發展再
生能源，替代當地用
電。 

103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劃分為與海底電纜聯結前、後 
1.海底電纜與台灣本島聯結前，
躉購費率加成15%； 

2.於聯結後加成比例為4%。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
動計畫獎勵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
方案之目的為擴大全民
釋出屋頂設置案場、減
少對電網穩定度衝擊，
達成全民參與風潮。 

107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參與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政策之
對象，躉購費率加成3%。 

區域費率加成機制 

為反映我國電網特性與
提升區域性設置量。 

105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於加成區域(含北北基桃竹苗及
宜花)者，躉購費率加成15%。 

以政策因素為主，且為
推廣台東地區設置再生
能源，促進發展目標之
達成。 

111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台東縣躉購費率加成8%。 

模組回收費 

加速健全太陽光電模組
回收管理制度，以協助
未來太陽光電案場除役
後之模組回收處理。 

108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模組回收費以每瓩1,000元計
算，以費率外加方式反映。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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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及配套措施 目的 措施起始年 113年度作法 

高效能模組費率
加成機制 

為鼓勵國內設置者進行
產業升級並增加單位面
積設置容量。 

106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採用高效能模組者，躉購費率6%外
加。 

原住民或偏遠地
區加成獎勵 

依108年5月1日總統公
布「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修正條文第9條第2
項及第3項之規定，躉
購費率之訂定應納入偏
遠地區及原住民地區之
因素，進行綜合考量。 

109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設置於原住民或偏遠地區之太陽光電，
躉購費率1%外加。 

一地兩用設置型
態 

配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推動土地結合太陽光
電的多元化利用型態，
透過獎勵機制帶動設
置。 

(1)學校光電運
動場： 109
年度 

(2)農漁電共生
/ 高速公路
服務區停車
場： 110年
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1.經中央或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學
校光電運動場，適用地面型費率並給
予地面型10%外加；若有施作金屬浪
板，躉購費率再外加4%。 

2.經中央或地方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屋
頂型與地面型農漁電共生設置型態，
加計地面型5%額外費率。 

3.經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其要
求規範之高速公路服務區停車場土地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者，適用地面
型費率，並給予地面型6%外加。 

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二)獎勵機制及配套措施執行作法說明 

2.維持112年度機制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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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及配套措施 目的 措施起始年 113年度作法 

屋頂型併網工程
費 

考量台電公司公告之屋
頂型併網工程費計費方
式為通案適用之費用，
故躉購費率以外加費率
作反映。 

111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依台電計費方式繳納工程費者，依電壓
等級、容量級距及累進計算方式，依所
屬裝置容量乘以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併網工程費額外費率後，再除以總裝
置容量之平均值，加計屋頂型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併網工程費額外費率。 

加強電力網 

台電公司修正公告加強
電力網計費方式，採均
化加強電力網收費，故
躉購費率以外加費率方
式反映成本。 

111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依台電加強電力網費用分攤原則繳納均
化併網單價者，躉購費率針對輸電級與
配電級分別計算外加費率0.0866元/度、
0.1356元/度。 

大型案場加速設
置機制 

大型案場為市場主要開
發對象，為鼓勵大型案
場加速設置，訂定相關
獎勵機制，鼓勵業者加
速設置、提前併網。 

111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裝置容量10MW以上、5-10MW併聯
69kV以上之供電線路，且有設置或共用
升壓站，於首次取得電業籌設許可(第一
型)或同意備案(第二型)後，提前一定時
間完工者，加計額外費率： 
1.21個月內完工(提前3個月)，加計額外
費率0.0541元/度； 

2.18個月內完工(提前6個月)，加計額外
費率0.1082元/度。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二)獎勵機制及配套措施執行作法說明 

2.維持112年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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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及配套措施 目的 措施起始年 113年度作法 

漁業環境友善公積
金 

由於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
置有產生環境影響及生態
累積效應之虞，故業者應
提撥一定金額，並由政府
建立相關環境友善措施。 

110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所有分類之漁電共生案件給予地面型
1%外加。 

電力開發協助金 

有關電力開發協助金部分，
依「發電設施與輸變電設
施電力開發協助金提撥比
例」公告提撥費率，外加
於躉購費率上。 

108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依規定外加再生能源發電業電力開發
協助金提撥費率，陸域風力每度0.012
元、20MW以上太陽光電每度0.006
元。 

太陽光電結合儲能
系統採遴選搭配競
標機制 

以儲能系統搭配太陽光電
解決原饋線容量之有效利
用及擴增裝置容量，解決
夜間第二尖峰用電需求問
題。 

111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於113年度公告維持相關條文。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二)獎勵機制及配套措施執行作法說明 

2.維持112年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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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及配套措施 目的 措施起始年 113年度作法 

太陽光電躉購費
率適用寬限期機
制 

考量各類型案場申設程序及
建置升壓站等需求，以完工
費率搭配合理費率適用寬限
期限，使業者熟悉申設流
程、妥善規劃並取得合理報
酬。 

106年度 

維持112年度機制：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三、躉購制度獎勵及配套措施 
(二)獎勵機制及配套措施執行作法說明 

2.維持112年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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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躉購分類與容量級距 

躉購費率級距之訂定，係為反映市場設置現況及政策推動規劃，113年度審定會討論相關
因素後，決定細拆屋頂型中小型級距，說明如下： 

(一)屋頂型100瓩以下潛力量高但已設置比例最低 

統計至112年6月止太陽光電設置量，屋頂型太陽光電累積設置約7GW，其中，100-500
瓩以及500瓩以上設置量占比最高接近7成，100瓩以下設置量較低。若以建物大小推估
設置潛力量，裝置容量100瓩以下的潛力量最高，但考量目前市場設置情況，建議針對屋
頂型100瓩以下調整級距，以維持設置誘因。 

(二)調整級距設定，鼓勵微型及中小型家戶屋頂設置 

1.設置案件數有所差異，鼓勵微型及中小型家戶屋頂設置 

觀察設置案件數，裝置容量10-20瓩及50-100瓩分別約為1-10瓩及20-50瓩的2倍；另
為鼓勵公民電廠、集合式住宅等微型及中小型家戶屋頂持續推動設置分散式能源並舒緩
國家整體用電情形，同時觀察公有及私有屋頂設置量成長幅度，私有屋頂則較不穩定，
故規劃以私有屋頂作為提升家戶設置的優先推動對象。 

2.設定不同級距，鼓勵不同類型屋頂設置 

(1)依實務設置情況，1-10瓩較多為透天等獨棟住宅，10-20瓩則多為公寓大廈，相較之
下透天住宅因較無產權複雜、溝通繁瑣等問題，故建議將10瓩額外區分，優先鼓勵
透天屋頂等獨棟住宅設置。 

(2)20-50及50-100瓩多為學校或公有屋頂案件，但20-50瓩有較多上述提到的公寓大廈
類型，故建議將50瓩額外區分，以持續推動家戶屋頂設置。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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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躉購分類與容量級距 

(三) 113年度第三次審定會決議躉購分類及容量級距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再生能源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太陽光電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10瓩以上不及20瓩 

20瓩以上不及50瓩  

50瓩以上不及100瓩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500瓩以上 

地面型 1瓩以上 

水面型(浮力式) 1瓩以上 

16 



五、 113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一)期初設置成本 

1.113年度第三次審定會決議數值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期初設置成本(元/瓩) 

第一期 第二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53,200 52,400 
10瓩以上不及20瓩 52,300 51,600 
20瓩以上不及50瓩 46,400 45,800 

50瓩以上不及100瓩 43,700 43,000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42,000 41,400 

500瓩以上 40,900 40,400 

地面型 1瓩以上 42,400 41,800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8,400 4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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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五、113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一) 期初設置成本 

2. 資料參採說明 
(1)蒐集實際案件資料，以統計方法訂定合理成本區間並剔除上下10% 
蒐集111/1-112/6完工併網案件之設備登記發票及電業成本資料，扣除無發票、無法釐清
個案成本案件並調整合併容量案件後，續依統計方法訂定合理成本區間再剔除上下10%極
端值，計算期初設置成本基準值。 

(2)納入今年下半年成本預估，完善資料參採區間 
考量審定會資料參採區間之限制，為提升資料區間之完整性並即時反映市場現況，參考營
造工程物價指數(CCI)，計算今年下半年之物價波動對整體成本影響為0.86%，並計算期初
設置成本計算值。另考量物價波動已逐漸趨緩，故113年度預估物價波動持平，但再持續
觀察物價變動情形。 

(3)扣除通案成本，避免與費率外加重複計算 
加強電力網費用及屋頂型併網工程費依個案繳納情形扣除，高效能模組通案扣除867元/
瓩，再以額外費率返還。 

(4)反映國際技術進步趨勢 
國際技術進步趨勢下之成本降幅為3.27%，考量上半年反映50%、下半年反映100%，且
工程施作成本不反映，第一期降幅為1.37%、第二期降幅為2.74%。 

(5)水面型(浮力式)以地面型外加6,000元/瓩 
水面型(浮力式)以地面型成本外加6,000元/瓩反映設置環境衍生成本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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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3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二)年運轉維護費 

1. 113年度第三次審定會決議數值： 

 

 

 

 

 

 

 

 
 

2.資料參採說明 
(1)沿用112年度審定會使用數值 

依業者所提供之運轉維護費用再考量設備更換及保險費用後，與審定會使用數值略有差
異。為兼顧市場發展及為使業者能較具彈性調整其運維項目以維持案場的運轉，建議
113年度年運轉維護費用沿用112年度審定會使用數值。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113年度運轉維護比例 (%) 

第一期 第二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4.61 4.68 
10瓩以上不及20瓩 4.69 4.76 
20瓩以上不及50瓩  3.68 3.73 

50瓩以上不及100瓩  3.91 3.97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3.58 3.63 

500瓩以上 3.68 3.72 

地面型 1瓩以上 2.90 2.94 

水面型(浮力式) 1瓩以上 2.54 2.58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分類 容量級距 
年運轉維護費用 (元/瓩) 

112年度審定會數值 111年度併聯電業書圖 業者回函111年度資訊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20瓩 2,454 -- 1,338(1,373)* 

20瓩以上不及100瓩  1,707 1,011(1,046)* 1,227(1,262)*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1,504 1,097(1,132)* 1,269(1,304)* 

500以上 1,504 1,079(1,114)* 1,164(1,199)* 

地面型 1以上 1,231 1,101(1,136)* 1,107(1,142)* 

水面型(浮力式) 1以上 1,231 1,068(1,103)* 1,202(1,237)* 

註：變流器以264元/瓩計算；( )*之數值為變流器以299元/瓩計算後之結果。 19 



五、113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二)年運轉維護費 

2.資料參採說明 

(2)細分後級距之運轉維護費用參採原級距之數值 
考量案場運維模式相似，建議中小型屋頂級距細分後之運轉維護費用參採原級距之運
轉維護費用，未來若有相關成本資訊，再調整使用數值。 

(3)113年度各類型級距數值，且運維比例依各期期初設置成本計算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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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置容量級距 
113年度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113年度運轉維護費用 

(元/瓩) 
運轉維護費用占比 

(%) 

第一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53,200 2,454 4.61 

10瓩以上不及20瓩 52,300 2,454 4.69 

20瓩以上不及50瓩  46,400 1,707 3.68 

50瓩以上不及100瓩  43,700 1,707 3.91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42,000 1,504 3.58 

500瓩以上 40,900 1,504 3.68 

地面型 1瓩以上 42,400 1,231 2.90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8,400 1,231 2.54 

第二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52,400 2,454 4.68 

10瓩以上不及20瓩 51,600 2,454 4.76 

20瓩以上不及50瓩  45,800 1,707 3.73 

50瓩以上不及100瓩  43,000 1,707 3.97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41,400 1,504 3.63 

500瓩以上 40,400 1,504 3.72 

地面型 1瓩以上 41,800 1,231 2.94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7,800 1,231 2.58 



五、 113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三)年售電量 

1.113年度第三次審定會決議數值：1,250度/瓩 
2.資料參採說明 
(1)全國標竿數值 

發電量以全國標竿數值為考量，而非反映不同區域之日照條件；考量實際發電量資料為99
年至111年之設置案場，故從第11年起開始反映效率遞減。 

(2)引導提高產品品質及設備效率提升 

觀察長期資料避免氣候因素使發電量波動過大；為引導發電效率較好之產品進入市場，鼓
勵產業提高產品品質，參考發電量前50%案場之平均發電量數值，引導業者提升發電效率。 

(3)近三年發電實績 

觀察109至111年躉購電量資料，考量效率遞減率(第11年起每年遞減1%)後，全台灣場址
及台中以南場址之估算結果為1,219及1,238度/瓩；若以發電量為前50%之設置案場，全
台灣場址及台中以南場址之估算結果為1,302及1,315度/瓩。 

 
 
 
 
 

 

(4)113年度建議參採數值 

根據實際躉購案場之長期發電量資料計算結果，同步為引導資源有效利用，故建議太陽光
電113年度之年售電量仍維持1,250度/瓩。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扣除異常及極端案場後之發電量 發電量為前50%的案場 

平均發電量 
(度/瓩) 

考量效率遞減後 
(度/瓩) 

平均發電量 
(度/瓩) 

考量效率遞減後 
(度/瓩) 

全台場址 1,252 1,219 1,338 1,302 

台中以南 1,272 1,238 1,351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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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五、113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四)平均資金成本率 

1.113年度第三次審定會決議數值：5.25% 
2.資料參採及計算結果說明  
(1)公式說明 

平均資金成本率(WACC)為借款利率與自有資金報酬率之加權平均數值，反映
業者開發案件所需之整體投資資金成本。 

(2)訂定方式 
A. 維持區分一般再生能源、離岸風電2類訂定：反映離岸風電與其他再生能

源之風險差異，協助開發商降低風險，並提高金融機構承貸意願。 
B. 無風險利率排除金融市場非理性波動：考量參數訂定應維持長期穩定，延

續112年度審定會作法，將疫情對全球金融市場影響最嚴重期間排除，並
考量自111年起，總體經濟環境逐步回歸正常，故採納111年與112年新
資料，取代疫情前舊資料。 

C. 將疫情後升息變動狀況納入考量：無風險利率以央行10年期公債殖利率為
參採標的，在平均資金成本率之參數內涵中包含通膨與利率變動因素，以
反映我國金融市場情況。 
 

參數 
無風險利率 

(𝑅𝑓) 
外借資金及自有資
金比例(𝑊0、𝑊𝐼) 

銀行信用風險加碼 
(𝛼) 

業者風險溢酬 
(𝛽) 

借款利率 
(𝑅𝑓+𝛼) 

自有資金報酬率 
(𝑅𝑓+𝛼 + 𝛽) 

說明 

投資於沒有
風險投資項
目可獲得之
報酬 

外借資金比例為業
者開發案件所需資
金中向銀行借款之
比例 

銀行評估其放款風
險所要求之相對風
險回報 

為開發商對該
投資案承受風
險所要求之風
險回報 

借款利率由無
風險利率與銀
行信用風險加
碼組成 

自有資金報酬率
由借款利率與業
者風險溢酬組成 

𝐖𝐀𝐂𝐂 = 𝑹𝟎 ×𝑾𝟎 + 𝑹𝑰 ×𝑾𝑰 = 𝑹𝒇 + 𝜶 ×𝑾𝟎 + 𝑹𝒇 + 𝜶+ 𝜷 ×𝑾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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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五、113年度太陽光電使用參數 
(四)平均資金成本率 

1.113年度第三次審定會決議數值：5.25% 
2.資料參採及計算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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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算結果說明 
A. 113年度平均資金成本計算方式與112年度相同：費率計算公式應儘量

維持一致性與延續性，使前後期設置者於相同費率計算基礎與考量因子
下，有一致之費率水準。 

B. 參採央行10年期公債殖率及國內外融資實務數據訂定：113年度平均資
金成本率參考中央銀行10年期公債殖利率、國內銀行融資實務數據及
國外再生能源投資案例，訂定一般再生能源別、離岸風電平均資金成本
率合理數值。 

C. 建議113年度一般再生能源平均資金成本率5.25%：一般再生能源計算
數值為5.11%，建議維持5.25%，提高業者投資量能及意願，促進推廣
目標量之達成。 

參數  113年度計算數值 

外借資金比例 70% 

無風險利率(Rf) 1.21% 

一般再生 
能源 

信用風險加碼(α) 2.50% 

風險溢酬(β) 4.66% 

WACC(計算數值) 5.11% 



六、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使用參數彙整 
(一)參數彙整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運維比例(%) 年售 
電量 

(度/瓩) 

平均資
金成本
率(%) 

躉購 
期間 
(年)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一期 第二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53,200 52,400 4.61 4.68 

1,250 5.25 20 

10瓩以上不及20瓩 52,300 51,600 4.69 4.76 

20瓩以上不及50瓩  46,400 45,800 3.68 3.73 

50瓩以上不及100瓩  43,700 43,000 3.91 3.97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42,000 41,400 3.58 3.63 

500瓩以上 40,900 40,400 3.68 3.72 

地面型 1瓩以上 42,400 41,800 2.90 2.94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8,400 47,800 2.5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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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使用參數彙整 
(二)小屋頂躉購費率調整 

1. 外界意見 
住宅類建物實際可施作空間小，多數業者在成本及費率考量下，直接捨棄微型屋
頂。為使民眾親近再生能源，建議增加10瓩以下屋頂型級距，且應有6元/度以
上躉購費率，以提供設置誘因及政策支持，亦能協助社區成立公民電廠。 

2. 以政策性持續鼓勵分散式、小型屋頂設置 ，調整小屋頂費率降幅 

(1)國內外變動趨勢：CCI於今年下半年仍微幅上漲、台灣模組於今年第4季似有降
幅逐漸平緩趨勢；另根據VDMA及NREL，預估全球未來成本平均降幅約3%。 

(2)為兼顧國內外趨勢及持續鼓勵小屋頂推動，調整小屋頂費率降幅 

A. 減緩屋頂型20瓩以下第一期費率降幅 
(A)屋頂型1-10瓩：維持112年度相同水準 
為持續鼓勵微型電廠設置並提升公民電廠推動實績，以提高能源教育普及效
果及民眾對綠能接受度，故費率維持112年度相同水準。 

(B)屋頂型10-20瓩：調整為2.27% 
參酌其餘分類級距整體降幅程度，即為2.27%。 

B. 第二期費率維持反映國際技術進步趨勢 
第二期費率仍應兼顧長期與國際技術進步趨勢接軌，故參考過往國際技術進
步趨勢反映原則，第二期費率維持反映50%國際技術進步趨勢，即1.37%。 

貳、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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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