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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推動養豬場沼氣發電政策依據與目標 

一.畜禽舍沼氣發電為「五大創新研發計畫：綠能科技產業」列

舉發展項目之一。 

二.105年5月20日蔡總統就職演說略以：讓台灣走向循環經濟的

時代，把廢棄物轉換為再生資源；在防制全球暖化、氣候變

遷的議題上，將定期檢討溫室氣體的減量目標，與友好國家

攜手，共同維護永續的地球。 

三.105年6月15日第二次院長政策列管會議，林院長請經濟部儘

早確立106年之沼氣發電躉購費率，俾使農委會得以落實推動

沼氣發電豬隻數量之目標，於106年6月底達60萬頭、106年底

達100萬頭，至109年達總頭數1/2（約250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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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養豬產業現況說明1/2 

一.目前全國養豬場有7,612場，飼養豬隻共約550萬頭，其中： 

(一)飼養2千頭以上者484場（占6.36%）、231.1萬頭（占42.08%）。 

(二)飼養5千頭以上者127場（占1.67%）、125.7萬頭（占22.89%）。 

二.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飼養豬隻規模達200頭以上者應設置廢

水處理設施，將豬糞尿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始能

排放。 

三.前開處理過程中產生的沼氣多直接逸散，其主要成分甲烷之

全球暖化潛勢（GWP）為二氧化碳的25倍，是造成溫室效應

的主要氣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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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養豬產業現況說明2/2 

四.養豬場之沼氣發電量，依其廢水處理系統有厭氧處理者，每

頭豬每天約可產生0.1度電（糞便經固液分離者）推估，至109

年底推動目標為250萬頭，全年約產生91.25百萬度。（據能源

統計年報，我國104年度之生質能發電量為357.4百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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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養豬場沼氣發電效益實例說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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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萬元 說明 

期
初 

純化系統 705 包括純化塔、純化塔架、純化後集氣、輸送等設備 

發電機 1,355 三台65kw，合計195kw 

發電機周邊 666 包括消防、安全及電器室等設備 

其他 200 併聯費用 

維
護 

人事費 600 5萬/月×12月/年×10年 

前處理保修 300 與發電機業者簽約 

發電機保修 1,022 與發電機業者簽約，每5年更換引擎（大修） 

合計 4,848 ○○牧場，登記飼養規模共4.6萬頭 

一、沼氣發電之投資及維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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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度 說明 

發電量 
冬季 378,000 4,200度/天×90天/年 

夏季 1,004,400 3,720度/天×270天/年 

耗電量 

沼氣純化塔 230,947 實測數據 

發電機前置設備 133,228 實測數據 

沼氣加壓輸送 12,960 實測數據 

    年淨發電量 1,005,265 

10年淨發電量 10,052,650 

三、發電成本：48,480,000/10,052,650=4.82 元/度 

      （以10年淨發電量分攤設置成本計算，未加計利息、通膨及其他維運如污泥清除、水污費等費用） 

二、沼氣發電情形 

參、養豬場沼氣發電效益實例說明2/2 



肆、沼氣發電躉購費率之建議1/2 

105年度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 

（依105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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躉購期間

躉購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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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資金成本率 平均資金成本率
資本還原因子

平均資金成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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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數說明 

• 期初設置成本：232,700元/瓩 
• 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3.60% 
• 年售電量：7,000度/瓩年 
• 平均資金成本率：5.25% 
• 躉購期間：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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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沼氣發電躉購費率之建議2/2 

一. 期初設置成本、年運轉維護費等項參數應予以調高： 

(一)為兼顧沼氣能源化及放流水標準，原廢水處理系統需配合更新及擴大規模，

爰期初設置成本應予以納入計算。 

(二)另為達成林院長指示的目標，飼養2千頭以上的養豬場均須納入推動，其

設置之相關費用，勢將高於飼養規模較大者。 

(三)又為維持沼氣產生效率，污泥等清除負荷增加，爰年運轉維護費亦應調高。 

二. 年售電量應予調減： 

̶ 冬季時，養豬農民多利用沼氣於仔豬保溫，爰年售電量應予以調減，以符

產業實務之運作。 

三. 回本年限建議酌予調減： 

̶ 躉售費率之計算，設定以12.2 年為回本年限，建議調減為8～10年，以增

加業者投入意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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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
一、參數

(一)期初設置成本
1.公會建議使用參數值: 

類
型

級距
平均折
扣率 (%) 

104年躉購費
率使用價格

105全年不分期
同意備案後一年完工

屋
頂
型

1瓩以上未達20瓩 <0.1 79,700 82,888 

20瓩以上未達100
瓩

<0.1 64,100 66,664 

100瓩以上未達
500瓩

<0.1 59,100 61,464 

500瓩以上 <0.1 57,400 59,696 

地
面
型

無區分級距 <0.1 57,400 63,696 



壹、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
一、參數
(一)期初設置成本

1. 模組價格第一、二季在中國、日本、美國及東南亞內需的拉動下價

格不跌反升，原物料價格上揚，下半年在中國大陸18GW全年計劃

公佈后，各廠產能己漸漸不能應付市場需求，但考量到傳統第四季

及第一季為模組淡季，明年年初模組價格預計下跌6%。

2. 再考慮到在經歷颱風之后，抗風壓設計均己改採基本風速設計47.5

公尺／秒以上，V10為10公尺高10公尺平均風速，用途係數 I＝1.1 ，

如此設計支架成本會增加20%，佔總成本的4% 。（附件1）

3. 在今年費率情況之下，設置者以PV－ESC為主，故設置時均需增加

屋頂換新費用或防水施作費用，故每KW增加約3,500~4,500元，佔

總成本的4% 。（附件2）

4. 由於場地不易取得，每KW的業務成本增加1,000~2,000元左右，佔

總成本的2% 。（附件3）

5. 地面型應考慮基礎建設費用每KW增加造價成本4,000～6,000元。

6. 在考量模組預期可能下跌4%，但各項施作成本會上漲12~16%,建議

調漲期初設置成本8%。



強颱蘇
廸樂過
後造成
損失

強颱尼伯
特過後造
成台東的
太陽光電
系統接近
全損



壹、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
一、參數
(二)年運轉維護費

1. 105年度電價躉購計算公式使用參數值:占期初設置成本1.97% 

2.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提供數據如下：

• 年度維運費用，在國內幾大太陽光電投資商的維護運轉保養

SOP推行後，依SOP維運保養，每年維運真正的維運費用己到

達期初設置成本的2~3%。

• 其中主要項目有：a.月保養 b.季保養（含清洗模組） c.半年保

養 d.年度保養 e.五年保養（含變流器換新及部份電器開關換

新）f.颱風前後加強螺絲巡檢。

• 如以＜20KW、20~100KW、＞100KW三個級距來分析其內容

如后三個附表。









壹、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
一、參數
(二)年運轉維護費

2.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提供數據如下：

• 地面型租金來到每公頃 45萬/年，屋頂租金來到10~12％發電收

入 ，電廠平均即來到每年 500~650 元／KW。

• 由於目前保險條款中：天災限額20/50%（當年度第一次風災賠償

上限20%／全年度風災賠償上限50%），天災自負額10~20%，每

次自負額不少於20~50萬，以颱風頻率及強度而言，每年必須提

列期初設置成本1%的風災自負額及復原準備（天災公基）。

• 太陽能電廠年度主險的保險費及第三人責任險己來到年造價的

0.5%。 （附件四）

• 年運轉維護費用計算方法如下

維運保養費 2~3% ＋租金成本 1% ＋天災公基 1% ＋ 保險 0.5%

• 應採數值:占期初設置成本”5.2~5.6%”



壹、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
一、參數
(三)年售電量

1. 105年度躉售電價使用參數值:1,250度/瓩年
2. 依台電統計全國平均發電量數據如下：

依台電統計數據全國
太陽光電每KW平均
發電量為 1234 KW/年，
為己經加總修正過之
數據。
數據出處：
http://www.taipower.co
m.tw/content/new_info/
new_info‐
b49.aspx?LinkID=9



壹、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
一、參數
(三)年售電量

根據台電數據民國104年底國內已建置完成之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總裝置容量66.6萬瓩，年發電量約8億2,167萬度。全
國平均發電量為 1,234 KW／年
在考量模組每年遞減1%的情況之下，應取其二十年的中數
為發電量的預估值，即

1,234 ＊ （ 1 － 10% ）＝ 1,110

建議在加計太陽光電每年遞減的情況之下，應使用參數
值:1,110度/瓩



壹、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
一、參數

(四)平均資金成本率
1. 105年度躉售電價使用參數值:5.25%
2. 應將資金利率浮動風險納入考量。
3. 平均資金成本率(WACC)係為針對各類再生能源所設定之標竿數值,

其中包含四項參 數(自有與外借資金比例、無風險利率、銀行加碼
風險、業者風險溢酬),除無風險利 率外,各項參數都會受到不同的再
生能源而有所變動,而計算出WACC。

4. 105年太陽光電平均資金成本率計算參數,借款比例係來自發函國內
公民營銀行取得國內太陽光電融資實際案例,由於躉購電價太低，
銀行借款比例範圍在50%-70%之間,故外借資金比例採用60% 。

5. 同樣根據發函國內公民營銀行得到國內太陽光電融資實際案例,融
資利率介於2-4%, 扣除無風險利率(105年度審定會參採數值為1.53%)
後風險加碼約介於0.5-2.5%。

6. 經計算,106年度之WACC應為6.03%，固應採數值:6.03% 



壹、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
二、費率
(一)業者意見摘要

1. 太陽光電躉購費率應該調漲至少30~60%。
2. 取消違法之競標制度。
3. 提高北部地區加成比例至15%,並將苗栗、南投及東部納入加成地區。
4. 建議躉售費率起算日應修改為取得同意備案日後一年內內完工者,得

適用取得同意備案日之躉購費率。

容 量
104年

審定會
價格

期初
成本

平均資
金成本

資本還
原因子

年運轉維護費
年售
電量

106年預
定躉購
價格

去年
電價

今年
漲幅

租金
風災自
付準備

保險費
維護運
轉費用

比率

<20 79,700 82,888 6.03% 8.74% 600 829 497 2,780 5.68% 1,111 10.7603 6.4813 66%

20~100 64,100 66,664 6.03% 8.74% 550 667 400 1,944 5.34% 1,111 8.4521 5.2127 62%

100~500 59,100 61,464 6.03% 8.74% 550 615 369 1,661 5.20% 1,111 7.7129 4.8061 60%

>500 57,400 59,696 6.03% 8.74% 550 597 358 1,661 5.30% 1,111 7.5485 4.6679 62%

地面型 57,400 63,696 6.03% 8.74% 550 637 382 1,661 5.07% 1,111 7.9209 4.6679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