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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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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8月 1日(星期三)下午 2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能源局 14樓 B棟會議室(台北市復興北路 2號 14

樓) 

三、 主席：林委員全能               記錄：張專員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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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生質能躉購費率中，僅區分無厭氧及有厭氧兩種類別，

但本公司的木質氣化發電技術，並無合適的類別可適用，若

依現有類別適用其費率價格並不合理，建議增加新的生質能

躉購類別。(永璿能源科技籌備處) 

2. 由於生質燃料的類別相當多元，且不同類別的燃料成本亦有

差異，建議參考日本訂定費率的方式，就不同料源訂定不同

的躉購費率。(臺灣生質能應用技術暨污染防治聯盟) 

3. 本公司透過種植蘭尾草，製作生質顆粒燃料，希望能活化休

耕農地及擴增再生能源，但依目前生質能躉購費率無合適的

類別可適用，建議於現有生質能躉購類別外，增加利用草木

植物發電之新類別。(漢能綠電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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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將廢棄物發電劃分為純粹農林廢棄物及非純粹農林廢棄

物兩大類，同時因考量農林廢棄物蒐集成本，提高此類別之

躉購費率。(台灣生質能源產業協會) 

5. 107 年度地熱能躉購費率為 5.1956 元/度，值得肯定，但由於

地熱潛能區可能有饋線容量不足的問題，加強電力網會導致

成本增加，建議以類似離島加成方式，提升業者設置意願。(台

灣地熱資源發展協會籌備處) 

6. 台灣地熱發電技術滯後，必須引進國外新技術，不能再閉門

造車，我國躉購費率較低，建議比照鄰近國家日本，裝置容

量小於 15MW躉購費率 42日元/度(11.676NTD/度)，初期產業

帶動後，造價才會逐步降低。(八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107年度川流式水力發電躉購費率，對於吸引民間業者投入開

發之經濟誘因較低，建議參考日本 200kW躉購費率及我國太

陽光電，初期以較高之躉購費率載逐漸調降。(台灣水利產業

發展促進協會)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1. 資本還原因子以發展較成熟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為主，反之

地熱發電在未臻成熟下保險與融資較為不易。(台灣地熱資源

發展協會籌備處) 

2. 目前國際地熱發電鑽井深度 2,750~4,000公尺，除土耳其因設

置規模大造成造價較低外，3,000 公尺鑽井平均約 700 萬美

元，即 2,333.33 美元/公尺(約台幣 7 萬元/公尺)，故建議鑽井

成本應政策性鼓勵提高至每瓩 21 萬/公尺。(八方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3. 躉購費率應考慮道路用地及道路開闢、電廠用地取得購買或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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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價金、台電併聯饋線費用(加強電力網費用攤提)、部落會議

回饋金/回饋條件、資金成本率、風險保險費用等成本費用項

目。(八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 推動執行面 

1. 生質能部分既然是使用休耕地，就表示無須用水，若仍需用

水，則須注意水源問題。(台灣水利產業發展促進協會) 

2. 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鑽探工程處技術上已可鑽至井深

4,000~5,000公尺，建議可詢問鑽井成本。(台灣水利產業發展

促進協會) 

3. 目前業界多有興趣投入川流式水力發電，臺灣圳路多，即使單

機設置規模較小，未來大量設置仍有規模經濟，因此建議未來

水力發電區分躉購級距，第一級：20,000kW~2,000kW、第二

級 2,000kW~200kW、第三級：200kW~20kW、第四級 20kW

以下，依裝置容量而訂。(台灣水利產業發展促進協會) 

4. 建議水力發電分階段進行，如萌芽試辦期、推廣發展期、成熟

穩定期等階段。在萌芽階段定義試辦投資設備成本可於合理有

利之年期間回收條件下，持續試辦三到五年以獲取較為準確數

據，再行制訂推算我國試用躉購費率及各項所需參數。(台灣

水利產業發展促進協會) 

八、 專家學者意見諮詢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1. 依我國現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規定，生質能之推動係

以國內料源為主，故現行分類方式與日本確實有所差異；業

者所提種植蘭尾草氣化發電確實屬於生質能，但並非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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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之躉購類別，類別之劃分受到政府政策影響，政府透過

躉購費率之高低決定推動強度。 

2. 針對業者所提種植蘭尾草氣化發電部分，應充分評估作物是

否會在多年種植後造成產量下降，產生料源不足的問題。 

3. 目前生質能區分有無厭氧，目的係以發展沼氣發電為主；但

在廢棄物部分，其料源之取得、設置方式及參數內涵有所不

同，可考慮分開訂定不同躉購類別。同時由於料源、成本、

發電效益及對環境之效益皆不相同，建議訂定費率時應綜合

考量。 

4. 目前國內已有 7、8個地熱案場正在開發當中，因此躉購費率

對業者已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惟在實際開發過程中，有些實

務上的細節未考慮到，因此，未來若有實際營運的地熱電廠，

有許多參數會更加精確。 

5.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限制水力發電為川流式的圳路，發電方式

較為單一、裝置容量較小，採單一費率亦屬合理。未來條例

修法後，將放寬獎勵對象為小水力發電，其發電方式較多元，

規模亦有不同，故建議水力發電區分躉購級距。 

6. 水力發電廠受限於設置地點之水文條件，不同水力發電廠之

發電量並不隨著電廠之裝置容量成正比關係。建議水力躉購

費率之計算方式參考德國再生能源法(EEG)，以該電廠之年度

總發電量作為分級計算基準。 

7. 能源局全力推動地熱，各單位代表對地熱的陳述尚稱合理，

惟地熱發電受案場條件不同差異大，目前已有數家業者進行

開發，宜視實際執行後再討論。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5 

1. 生質能及廢棄物發電可做為基載電力值得鼓勵發展，但在料

源蒐集係屬較困難部分，此部分成本可對過去訂定之參數重

新檢視，並可透過滾動式檢討修正。 

2. 國際案例上地熱鑽井成本占總開發成本約四到五成，就業者

提供之國外鑽井成本每公尺約 7 萬，而國內廠商目前報價與

市場調查下每公尺約 3~6 萬，從鑽井成本來看略低於國外，

但考量國內資源狀況，單位井的產能估算亦趨於保守，因此

躉購費率在國際上仍屬中上程度。 

3. 地熱鑽井技術及其成本部分可參考中油公司過去經驗；另饋

線成本高，如果在高山、峻嶺等偏遠地區設置，需注意是否

有經濟效益？ 

4. 小型水力發電可以利用農田水利灌溉的圳路，但資源條件之

特殊性(如水文條件等)應列入考量。 

5. 透過此次會議已聆聽業者之意見及建議數據，但審定會就使

用參數參採數據仍須嚴謹之驗證及佐證文件。 

(三) 推動執行面 

國內地熱發電可分為火山型和變質岩型，目前開發案多為變

質岩型，惟在火山型技術上仍有待克服，如酸腐蝕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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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請提出建議之業者能於會後 3 日內，以書面方式提供意見



6 

資訊，俾利釐清費率計算參數之內涵及躉購費率之訂定。 

2. 有關再生能源躉購費率使用之參數及計算方式等內容將於公

聽會上做詳細說明。 

(三) 推動執行面 

無。 

十、 臨時動議：無 

十一、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