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陽光電躉購費率參數WACC之建議 

 

計算躉購費率之主要參數之一為WACC， WACC之組成關乎下列參數。 

WACC (106核定使用) 5.25%     

WACC (106計算) 5.18%     

自有資金報酬 RE=Rf+α+β 8.48% 無風險利率 Rf 1.12% 

融資成本 RD=Rf+α 3.76% 信用風險加碼 α 2.64% 

自有資金比率WE 30% 自有資本溢酬 β 4.72% 

融資比率WD 70%     

 

為推演 108年之躉購費率，因信用風險加碼 α、自有資本溢酬 β、自有資金比率WE 及

融資比率WD之假設尚屬合理，此四項參數維持原假設，惟過去無風險利率 Rf設定為台

灣 10年期公債 2.5年平均殖利率，建議此參數應使用台灣 10年期公債 20年平均殖利

率，原因其一是太陽光電之 PPA存續期間為 20年，現行大部分銀行提供太陽光電專案

融資貸款皆採浮動式利率，亦即以一年期定存利率加碼固定百分比，故投資者面對的是

20年的利率風險；再者全球過去十年處於量化寬鬆的降息周期，然實際上各國央行已陸

續開始規劃，並視經濟指標執行升息的政策，考量長期之景氣循環與升息周期，WACC

使用之無風險利率應斟酌採用長期(10年或 20年)之公債平均殖利率。 

 

  

10y 台灣公債

2.5年平均殖利

率 (106使用) 

10y 台灣公債

10年平均殖利

率 

10y 台灣公債

20年平均殖利

率 

10y 美國公債

10年平均殖利

率 

10y 美國公債

20年平均殖利

率 

無風險利率 1.12% 1.34% 2.37% 2.51% 3.62% 

WACC 5.18% 5.40% 6.43% 6.57% 7.68% 

*本表數據結至 2018/6/30，採用 FED及台灣央行公告之公債殖利率 

若使用 10年期台灣公債 20年平均殖利率 2.37%計算WACC，在其他參數不變的前提下

得值 6.43%；若使用 10年期台灣公債 10年平均殖利率 1.34%計算WACC，在其他參數不

變的前提下得值 5.40%，基於前述理由，無風險利率之假設應使用台灣 10年期公債 20

年平均殖利率，並使用 6.43%作為WACC之假設，然若考量 6.43%與前一年度核定之WACC 

5.25%差距變動過鉅，則應至少使用 10年期台灣公債 10年平均殖利率 1.34%作為無風

險利率，並以WACC不低於 5.40%作為躉購費率計算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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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躉購費
率使用價格

108全年不分期

屋頂型

1瓩以上未達20瓩 56,900 68,267

20瓩以上未達100瓩 50,500 55,671

100瓩以上未達2,000瓩 47,000 50,767

2,000瓩以上 45,700 59,325

地面型 無區分級距 51,000 52,017

水面型 無區分級距 57,000 5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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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太陽能模組不論從生
產量及規模，都遠不及中國
的大廠，但是台灣模組能行
銷世界靠的則是品質及效率，
政府希望台灣能使用品質穩
定且可以真正發電二十年以
上之模組，故在台灣推行模
組登錄制度，此一登錄制度
己經排除了中國的模組，所
以如果以國際的模組價格來
看台灣模組價格是不準確的，
實際上模組從107年初至今
先跌後漲，其實是維持平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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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國太陽光電61新政、歐盟及美國模組反傾銷的情況
之下，泛中國生產的模組價格崩盤，目前和台灣生產
的優良模組價格差距高達4,200 KW/元（未稅價）。因
此，以太陽光電設置者而言，如果要放棄他不買國外
傾銷的模組，要維持相同的專案投報率的情況之下使
用國內VPC模組，太陽光電專案在躉購費率上的差價要
＞9.3%才能維持相同的投報率。

3. 國際模組市場正在淘汰的盤整期當中，財務上没法渡
過的太陽光電產業就會被自然淘汰，價格終將在產能
去化後回歸理性，台灣是否要給予一年的時間讓國內
太陽光電產業鏈能渡過這一重大的危機，或是在一年
內把太陽光電產業鏈全面消滅，只在政策訂定的一念
之間。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同業公會站在使用者的角度
上，希望政府給予台灣模組廠等產業一年的時間，大
家一起渡過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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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經統計由於費率偏低的情況之下，設置者以PV‐ESCO為
主，約佔全部設置者的80～85%，設置時均需增加屋頂
換新費用或防水施作費用，尤其是公有屋頂更是要求防
水要有二十年的保固，故每KW增加約3,500~4,500元，
佔總成本的4%。（107年未被參採）

5. 由於場地不易取得，每KW的業務成本增加 2,000~4,500
元左右，佔總成本的4% 。

6. 太陽光電的除役成本及癈棄物處理一直没有被重視，目
前在能源局及太陽光電產業協會主導的模組回收機制，
要在太陽光電電廠建設時就收取模組的回收處理費用約
1,000 KW/元，另外拆除模組及支架的費用大約是2,000
KW/元，屋頂型仍需要再加上拆除系統屋頂防水補漏的
費用 1,000 KW/元，地面型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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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台電預計在108/1/1推行智慧變流器，此智慧變流器的
推行是台電為了穩定電壓及頻率變動率過大造成電網
崩潰的『電力輔助服務』，在政策推行上會要求，變
流器和模組的匹配量（變流器直流輸入容量/模組設置
容量）的比例，由原先的1.2調降至1以內，會造成太
陽光電設置案場的變流器用量增加20%，會造成使用
＜100KW使用單相機的案件增加成本約1,000 KW/元，
＞100KW使用三相機的案件增加成本約600 KW/元。

8. 台電在108年要推行100KW以上要加裝監控，使用
DNP3.0或IEC61850的通訊模式，此一政策也是為了要
穩定電網的『電力輔助服務』，會造成＞100KW以上
之太陽光電案場成本增加100～166 KW/元，建議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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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農委會106/6/28限縮農業用地設置太陽光電之申請後，
申請依非都用地變更成為太陽能特定事業用地之案件
將成為未來的主流。但現行辦法變更用地,必須繳交太
陽能用地公告地價的50%做為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如
果以地價相對比較便宜的地區每平方米1,000元公告地
價而言，將會造成每KW產生5,000元的變更回饋金成本。

8. 地面型超高壓線路每公里施工成本約為1.2億，超高壓
昇壓站每站成本約為8,000萬元以上，如以線路比較短
（約五公里）的25MW電業來計算，總工程經費約為
5.8億，每KW約23,200元，如果以50MW攤平成本每KW
仍為11,600元，試問國內有多少人可以整合成功50公頃
以上之土地。為保證地面型太陽光電能成功推行，建
議應參採饋線成本每KW10,000元或統一由台電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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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第三型太陽光電系統＞500KW，併聯費用由原先可以
併低壓的情況，因為台電審計現行加收之線路工程費
大額虧損，己將政策調整成＞500 KW/元，台電以『代
辦高壓』的作業方式預以收費，故費用由原先的1,560
KW/元，調整至2880＋660＝3,540 KW/元，＞500KW之
案場成本會增加1,980 KW/元。

10.經濟部推行全民綠屋頂建議投標設置者最低投標回饋
金為13%，公有建築物或土地平均租金或回饋金比例約
為15%，租金或回饋金目前己是太陽光電設置者不管
KW級或MW等級的電廠都己經發生的現況，以期初成
本佔比而言，每年約需支付1.8~2%的期初設置成本做
為租金，二十年累計將近40%的期初設置成本。台灣地
小人稠電廠屋頂或土地租金（回饋金）偏高，二十年
總費用約為期初設置成本的40%，這也就是成本降不下
來的原因。

11.建議將租金維入年度維護運轉費用



壹、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
一、參數
(二)資本還原因子
1. 美國本年度預計第四次升息，從去年年底己經升息六次，

共升息150個基點，升息1.5%。其它各國在考量資金排擠
效益，預期也會紛紛升息。



壹、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
一、參數
(二)資本還原因子
2.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己經接近3%，未來更可能突破4.5%，

投資再生能源回收週期長達十年以上，其風險性難道會比
投資美國十年期公債來的安全，而且流通性更好嗎？建議
應參考國外狀況在利率及風險上做出適當的調整。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曲線



壹、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
一、參數
(二)資本還原因子
3. 105年WACC引用之，α風險一般再生能源為 2.00%， β風險

一般再生能源 4.31%，
4. 在考量到年底前美國累計升息1%的情況之下，建議參採α

風險一般再生能源為 3%， β風險一般再生能源 5.31%。
5. WACC = 30%*(1.12%+3%+5.31%)+65%*(1.12%+3%) = 5.51%
6. 故建議資本還原因子應參採 5.51%

美國聯準會利率曲線



壹、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
一、參數
(三)年運轉維護費

1. 108年度電價躉購計算公式使用參數值:占期初設置成
本2.09%～3.41%。

2. 建議應將租金由初期設置成本項下之檢討，改列為年
運轉維護費內逐年支付。

3. 台電於2018年導入智慧變流器之後，變流器的更新成
本每次會增加約20%左右。



壹、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
一、參數
(四)年售電量

依上表第二次審定會的資料，103至105年度平均的發電量
約為1,251，而且有呈現逐年遞減的情況，從各種數據及實
驗顯示，每年發電效能會遞減1%，
1,250＊（ 1 － 10% ）＝ 1,125
建議在加計太陽光電每年遞減的情況之下，應使用參數
值:1,125度/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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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電廠除役成本及台
電『電力輔助服務』應務必給予考量。

2. 高效模組加成應考量高效及低效模組或高效模組進口模組，
差價其實己經超過$USD 0.14 W/元，建議高效模組加成
應該調整至9%，並以考量台灣產能均為多晶產能，以
多晶模組為高效加成模組的重點，才能提升國內太陽光電
產業產能的使用率。

3. 己完工之太陽光電系統應參照105年躉購費率公告之條文：
『太陽光電發電設。已完成設備登記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因遷移或其他原因須重新申請同意備案且其發電設備與原
設備登記相同者，其電能躉購費率適用前點之規定，但躉
購期間應扣除已躉購之期間』只需排除費率加成地區搬
遷之案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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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建議躉售費率起算日應修改為：第三型於取得同意備案日
後半年內內完工者,得適用取得同意備案日之躉購費率。
申請電業之第一型第二型設置者，考量電業申請時間較長，
建議躉售費率起算日應修改為取得同意備案日後八個月內
完工者,得適用取得同意備案日之躉購費率。
第三型在取得能源局同意備案後，取得台電合約需要1.5
～2個月，完成台電外線設計約需1～1.5個月，台電外線
施工完成大約需要1～4個月，合計約需3.5~7.5個月，故
建議宜延長至取得同意備案後半年完工適用該費率。
第一型及第二型由於申請電業執照，所需的各項時間比較
久，建議延長至取得同意備案後一年內完工適用。

5．請取消躉購電價分為上、下期費率之安排，在過往趕工事
件己造成許多公安事故，請多體諒施工者及台電人員之辛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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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提高北部地區加成比例至18%,並將南投及台東納入加
成地區，台北市、新北市建議應加成25%。
此外，為求區域平衡發展，應將山城之鄉鎮一起納入
電價加成地區，個別躉購電價加成之範圍有，如台中
市和平區、台中市新社區、台市東勢區、嘉義縣梅山
鄉、嘉義縣番路鄉、嘉義縣阿里山鄉、嘉義縣大埔鄉、
高雄市六龜區、高雄市那瑪夏區、高雄市甲仙區、高
雄市茂林區、高雄市桃源區、屏東縣三地門鄉、屏東
縣霧台鄉、屏東縣瑪家鄉、屏東縣泰武鄉、屏東縣來
義鄉、屏東縣泰日鄉、屏東縣獅子鄉、屏東縣牡丹鄉、
屏東縣滿州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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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量
107年審定
會價格

108年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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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預定
躉購價格 去年電價 今年漲幅

比率

<20 56,900 68,267 5.51% 8.37% 3.41% 1,125 6.0368  5.7493  5%

20~100 50,500 55,671 5.51% 8.37% 3.31% 1,125 4.9229  4.6885  5%

100~500 47,000 50,767 5.51% 8.37% 3.13% 1,125 4.5818  4.3636  5%

>500 45,700 59,325 5.51% 8.37% 3.22% 1,125 4.4550  4.2429  5% 

地面型 51,000 52,017 5.51% 8.37% 2.33% 1,125 4.5090  4.2943  5% 

水面型 57,000 57,786 5.51% 8.37% 2.09% 1,125 4.9246  4.6901  5%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相關各部會、學者專家、團體組成委員
會，審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電能之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必要時得依行政程序法舉辦聽證會後公告之，每年並應
視各類別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成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
關因素，檢討或修正之。

2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費率計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機關綜合考量各類別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之平均裝置成本、運轉年限、運轉維護費、年發電量及
相關因素，依再生能源類別分別定之。



去年度(107)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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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費率計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機關綜合考量各類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之平均裝置成本、運轉年限、運轉維護費、年發電量及相關因素，
依再生能源類別分別定之。

太
陽
光
電
分
組
第
3 
次
會
議
紀
錄

平均裝置成本

屋頂 地面

<20/瓩
5.8萬/瓩 5.2萬/瓩

5.69萬/瓩 5.1萬/瓩

20-100/
瓩

5.16萬/瓩

5.05萬/瓩 水面

100-500/
瓩

4.8萬/瓩 5.8萬/瓩

4.7萬/瓩 5.7萬/瓩

>500/瓩
4.66萬/瓩

4.57萬/瓩

運轉維護費

屋頂 3.41%

地面 2.33%

水面 2.09%

運轉年限

20年
年發電量

1,250度/瓩



如何求發電量是很簡單的事

4

裝置容量 X 每瓩發電量 = 發電度數

太陽能光電裝置容量 X 每瓩年發電量 = 太陽能光電年發電度數
太陽能光電裝置容量 X 每瓩日發電量 = 太陽能光電日發電度數



裝置容量 X 每瓩發電量 = 發電度數

5

106年太陽能光電
年發電量

1,250度/瓩

106年度太陽能光電裝置容量套用年發電量為1250度的發電度數計算例題:

設太陽能光電裝置容量為136.51萬瓩與106年度每瓩年發電量為1250度，
求太陽能光電年發電度數為何?

106年太陽能光電
裝置容量

136.51萬瓩

106年太陽能光電
年發電度數

?

106年太陽能光電
年發電量

1,250度/瓩

106年太陽能光電
裝置容量

136.51萬瓩

106年太陽能光電
年發電度數

17.06億度

ANS:

136.51萬瓩X1250度=17.06億度



裝置容量 X 每瓩發電量 = 發電度數

6

106年太陽能光電
年發電量

1,166度/瓩

106年太陽能光電
裝置容量

136.51萬瓩

106年太陽能光電
年發電度數

15.92億度

ANS:
因為B/A=年發電量，所以15.92億度÷136.51萬瓩=1166度。

106年度台灣電力公司的太陽能光電計算題實例:
設台灣電力公司的106年度太陽能光電裝置容量136.51萬瓩為A與106年
度太陽能光電年發電度數15.92億度為B，求106年度每瓩年發電量為何?

106年太陽能光電
年發電量

?

106年太陽能光電
裝置容量

136.51萬瓩 (A)

106年太陽能光電
年發電度數

15.92億度(B)



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vs 台灣電力公司

7

106年太陽能光電
年發電量

1,250度/瓩

106年太陽能光電
裝置容量

136.51萬瓩

106年太陽能光電
年發電度數

17.06億度

106年太陽能光電
年發電量

1,166度/瓩

106年太陽能光電
裝置容量

136.51萬瓩

106年太陽能光電
年發電度數

15.92億度

106年度台灣電力公司的太陽能光電計算題實例:

106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的太陽能光電計算題例:

Ps. 17.06億度-15.92億度=1.14億度
1,250度/瓩-1,166度/瓩=84度/瓩

106年度估算的太陽能光電發電量與實際比較減少了6.68%
1,250度/瓩減少6.68%=1,166度/瓩



8

試算106年太陽能躉購費率調整年售電量前後差異



建議在加計太陽光電每年遞減的情況之下，
(108年)年發電量應使用參數值:1,051度/瓩

(103-106年度)除以過去前4年平均

(1165+1218+1148+1166)/4=1174度/瓩

每年發電效能會遞減1%

躉售20年年發電量平均為1051度/瓩

9

年份 遞減效率 年發電量

1 99% 1163 
2 98% 1151 
3 97% 1139 
4 96% 1127 
5 95% 1116 
6 94% 1104 
7 93% 1092 
8 92% 1080 
9 91% 1069 

10 90% 1057 
11 89% 1045 
12 88% 1033 
13 87% 1022 
14 86% 1010 
15 85% 998 
16 84% 986 
17 83% 975 
18 82% 963 
19 81% 951 
20 80% 939 

每年1%效能遞減，20年平均發電量 1051

年發電效遞減率

1%

108 年發電量

1174度/瓩



歷年太陽能光電每瓩年平均發電量

年度
太陽能光電裝置容量

A
萬瓩

太陽能光電發電度數
B

億度

每瓩日平均發電量

B/A /365天

每瓩年平均發電量

B/A

99 0.05萬瓩 0.006億度 3.29度 1200度

100 4.43萬瓩 0.38億度 2.35度 856度

101 13.42萬瓩 1.38億度 2.82度 1028度

102 28.28萬瓩 3.01億度 2.92度 1064度

103 43.97萬瓩 5.12億度 3.19度 1165度

104 66.60萬瓩 8.11億度 3.34度 1218度

105 93.07萬瓩 10.68億度 3.14度 1148度

106 136.51萬瓩 15.92億度 3.20度 1166度

10註：資料皆含台電公司自有機組裝置容量。

年發電量

1,250度/瓩
99-106年度
從未達標 !

如何求年發電量:

太陽能光電發電度數--B      太陽能光電裝置容量--A

每瓩年平均發電量 = B/A 每瓩日平均發電量 = B/A /365天

(1200+856+1028+1064+1165+1218+1148+1166)/8=1106度/瓩



台灣電力公司各種發電方式之發電成本
單位:元/度

11

項目

自發電力(A)
火力發電 1.89 2.04

燃油 3.66 4.09

燃煤 1.35 1.51

燃氣 2.14 2.28

核能發電 1.86 1.28

(扣除後端基金孳息收入之淨成本) (1.67) (1.12)

抽蓄發電 3.35 4.38

再生能源發電 1.57 1.41

慣常水力 1.48 1.44

風力發電 1.91 1.17

太陽光電 8.52 9.10
自發電力小計 1.90 1.92

購入電力(B)
汽電共生 1.91 1.84

民營電廠 2.33 2.48

燃煤 1.84 1.98

燃氣 2.85 2.99

再生能源發電 3.69 3.44

慣常水力 1.51 1.51

風力發電 2.39 2.45

太陽光電 5.74 5.64
其他再生能源 3.47 3.47

購入電力小計 2.36 2.47

平均發購電成本(A + B) 2.00 2.04

106年 自編決算 107年 3月底止



106年太陽光電躉購費率

12

項目 106 年
自編決算

107年
三月底止

自發電力(A)
太陽光電 8.52 9.10

購入電力(B)
太陽光電 5.74 5.64



躉售費率誰說了算?
電價費率審議會 vs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 電業法第49條：
「公用售電業之電價與輸配電業各種收費費率之計算公式，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公用售電業及輸配電業應依前項計算公式，擬訂電價及各種收費費
率，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修正時亦同。」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第一項電價及各種收費費率之計算公式前，應舉
辦公開說明會；修正時亦同。」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電價、收費費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及核定
，得邀集政府機關、學者專家及相關民間團體召開審議會。」

•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相關各部會、學者專家、團體組成委員會，審定
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生產電能之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必要時得依
行政程序法舉辦聽證會後公告之，每年並應視各類別再生能源發電技
術進步、成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關因素，檢討 或修正之。前項費
率計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機關綜合考量各類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平均
裝置成本、運轉年限、運轉維護費、年發電量及相關因素，依再生能
源類別分別定之。

13



同電不同價

14

「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
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

費率計算公式由
中央主管機關綜
合考量各類別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
之平均裝置成本、
運轉年限、運轉
維護費、年發電
量及相關因素，
依再生能源類別
分別定之。



• 106年度台電太陽能光電成本。以躉售簽約的價格($6.469-$4.409
元/度)低價買進再高報發購電成本(自發$8.52元/度與購入$5.74
元/度)*1。

• 再加上輸配售再生能源電力補貼收入0.12449元/度。
– 107年電價案再生能源補貼收入(其他營業收入64.95億元)減掉107年

電價案再生能源發展基金50.95億元(稅捐及規費)收入14億元。
– 106年再生能源發電量約占台電系統112.46億度電 (4.9%)。
14億元/ 112.46億度電 = 0.12449元/度。

• 台電太陽能光電成本是經由電價費率審議會審查通過。價格與再
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的躉售價格脫勾。能源局需停止讓再
生能源躉售價格有雙軌制。

*1台灣電力公司106年各種發電方式之發電成本自編決算。

15

同電不同價



發電成本如何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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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5年太陽光電躉購平均購補貼費率$4.73975元/度(核定金額106億7,397萬3,938
元/補貼度數22億5,201萬2,870度)。 105年能源局核算太陽光電39億4,005萬0,851元
補貼度數8億9,301萬7,154度補貼費率$4.41207元/度。

補貼費用，以躉購費率較迴避成本增加之價差計算之。換句話說台電迴避成本越低補
貼越高。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
第八點、迴避成本依本公司上年度不含再生能源之平均每度發購電成本核計，經陳報中央主管
機 關核定後於每年二月底前發布，適用期間自當年三月一日起至次年二月底止。

台電99-105年度太陽能電力發購電度數28億
7,408萬2,654度，政府補貼22億5,201萬2,870度
數。短少6億2,206萬9,784度。假設以台電105年
度太陽能電力購入電成本$6.17元/度-溢付成本
$0.08317元/度=台電的太陽能電力購電成本值自
發$9.40683元/度與購入$6.08683元/度。

費率計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機關綜合
考量各類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平
均裝置成本、運轉年限、運轉維護
費、年發電量及相關因素，依再生
能源類別分別定之。99-105年度年
發電量1,250度/瓩從未達標!



台電公司為何要向民間業者購電？

供電缺口將啟動其他較高成
本替代，使整體自發電成本
增加，不利於經營績效。

汽力燃油機組(6.28元/度)、
柴油機組(8.76元/度)及
氣渦輪機組(25.98元/度)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17

因尖峰時段台電公司需啟動高成本機組，離峰時段則以較便宜的基載機組發電

台電電力調度處表示，氣溫高，連帶冷卻效果欠佳，部分如大潭、通霄、興達、南火、台中等火力機
組無法全功率發電，減少供電達54.2萬瓩。為彌補電力缺口，調度處說，9日不僅啟動核一二三廠備
用的19.6萬瓩柴油氣渦輪發電機，就連台中電廠發電成本每度高達新台幣10元的氣渦輪發電機也調度
奧援供電，「收1度電費要賠上2度的發電成本」。(2014年07月9日)



尖峰時刻，綠能需扛起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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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日
綠能已經可以扛起大任。

有人堅持用綠電、有人支持要核電，
大部分民眾用電不分類別。

綠電、核電誰能供電就是給電。

105年度核能後端處理費用
(311.63億元+281.93億元)=593.56億元



各縣市再生能源106年度購入電量明細

統計時間:106/1/1~106/12/31

48
註：風力及太陽光電以外能源(如水力、生質能等)之收購容量及度數，皆歸於其他項目內。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皆含台電公司自有機組裝置容量)。



106年太陽能光電每瓩年平均發電量

106年每瓩
年平均發電量約1,166度
日平均發電量約3.20度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皆含台電公司自有機組裝置容量)。

106年太陽光電總裝置容量(kWp)

136.51萬瓩 (1,365,065瓩) -- A

106年太陽光電總發電度數(kWh)
15.92億度(1,592,038,048度)-- B

每瓩年平均發電量 = B/A

每瓩日平均發電量 = B/A /365天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