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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能躉購費率分級化
•目前國內海洋能開發申請現況皆以2,000瓩以下為主，建
議躉購費率分級化，透過區分躉購級距，可鼓勵業者投
入。

•建議分級方式：
• 2,000瓩以下
• 2,000瓩以上不及30,000瓩
• 30,000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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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

1. 2MW以下之開發並不會造成全民負擔過高電價
•目前海洋能費率制定根據111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
費率及其計算公式」聽證會簡報說明：「考量躉購制
度係以併網售電為運作模式，故以併網評估資料為參
採對象，且衡量躉購制度之核心精神及避免全民負擔
過高電價，故以發展達商轉階段且規模較大者(30MW)
之評估數值為參數參採對象。」

•根據台電公司對於去年虧損原因分析，再生能源購電
支出僅占整體成本的約6％。(參考資料：經濟部網站)

• 2MW的規模大約只占總體電力裝置容量不到五萬分之
一，約占整體成本百萬分之一，對電價影響微乎其微，
但是卻能鼓勵更多業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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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二
2.期初設置成本計算應納入：

• 設備成本規模差異：台灣為製造王國，具有豐沛製造經驗，設備製造成本皆為
以量制價，應考量不同規模之差異性。

• 電網連接成本(含船隻費用)：不論開發規模大小，電纜鋪設、連接設備皆有基
本費用。

• 申設成本：海洋能開發樣態眾多，用地單位對海岸用地及海域用地之要求不同，
造成申請程序冗長，往往超過2年以上，增加前期開發成本。

• 海底地形調查成本：不論開發規模大小，這些調查之基本費用皆高達百萬元以
上。

• 海象資料收集成本：不論開發規模大小，這些調查之基本費用皆高達百萬元以
上。

• 生態調查成本：不論開發規模大小，這些調查之基本費用皆高達百萬元以上。

• 物價上漲成本：綜合考量基本工資上漲(近兩年為4~5%以上)、鋼價上漲等成本。

• 其他：颱風風險成本與保險成本、地方索取回饋之費用、在岸升壓站費用、海
底電纜及饋線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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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成本規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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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不同規模之平均成本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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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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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化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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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化之效益
•分級後將有更多業者投入示範案場之建置，可獲取更多成本參數
與建置經驗、維運經驗等。

•淨零減碳不能等，COP28後全球已宣示再生能源提高三成。

•未分級前，2036年後才會發展到30MW規模，分級後可超前達成
淨零十二項關鍵戰略所制定之海洋能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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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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