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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附件1：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審定會」」
作業要點、委員組成與任務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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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相關規定壹 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相關規定

一、「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及其計算公式審定」之原則
(一)第9條第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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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9條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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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9條第3項規定：為鼓勵與推廣無污染之綠色能源，提升再生能源設
置者投資意願，躉購費率不得低於國內電業化石燃料發電平均成本

二、「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審定會」之設置
(一)第9條第1項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相關各部會 學者專家 團體(一)第9條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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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並視各類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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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審定會作業要點

一、「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審定會」之任務第2點規定

(一)審議各類別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一)審議各類別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

(二)依據前款計算公式決定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

二、「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審定會」之組成

(一)第3點規定：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本部部長或派員兼任；

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一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

員由本部就相關部會代表、學者、專家及團體派（聘）兼

之；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一年

(二)第4點規定：本會委員應遵守利益迴避規定，切結本人及三

等親內之親屬並未及不得任職電業或再生能源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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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親內之親屬並未及不得任職電業或再生能源相關產業

或擔任顧問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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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審定會作業要點(續)

三、「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審定會」之議事規則

(一) 第5點規定：本會委員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一) 第5點規定 本會委員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
因故不能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理之；會議應有二
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

(二) 第6點規定：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部會代表
兼任之委員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定代理人出席，列入
出席人數 並得參與會議發言及表決出席人數，並得參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三) 第7點規定：本會委員會議討論事項，以出席委員過半
數同意決議之；議決事項代表本會審定結果數同意決議之；議決事項代表本會審定結果

(四) 第8點規定：本會委員會議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

(五) 第9點規定：本會委員會議應作成紀錄(五) 第9點規定：本會委員會議應作成紀錄

(六) 第10點規定：本會委員會議出席、列席及紀錄人員對委
員會議之內容，應遵守保密原則；非經本部同意，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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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議之內容，應遵守保密原則；非經本部同意，不得
洩漏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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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注意事項参、注意事項

 委員應遵守利益迴避原則，切結本人及三
等親內之親屬並未及不得任職電業或再生等親內之親屬並未及不得任職電業或再生
能源相關產業，或擔任顧問職。

 委員會議出席、列席及紀錄人員對會議之
內容，應遵守保密原則；非經本部同意，內容，應遵守保密原則；非經本部同意，
不得洩漏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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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去 年躉購費率及執行情形說明去 (98)年躉購費率及執行情形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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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去(98)年再生能源躉購費率審定會作業期程壹、去(98)年再生能源躉購費率審定會作業期程

第3次審定會

第1次審定會
第2次審定會

第3次審定會
本次會議邀請再生能源
相關公、協會與廠商代
表到場交換意見 第5次審定會

9月9日 10月23日 11月9日

審定作業 公告作業條例通過

98年 12月18日

9月24日~   10月2日 99年1月25日

審定作業

7月8日 11月25日

公告作業條例通過

公告聽證會

9月24日舉辦第1、2場次「再生能
源電能躉購費率及其計算公式草

第4次審定會

源電能躉購費率及其計算公式草
案」聽證會；98年10月2日舉辦第
3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及其
計算公式草案」聽證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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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去(98)年電能躉購費率訂定原則貳、去(98)年電能躉購費率訂定原則

98年11月25日第4次審定會通過之電能躉購費率訂定原則如下：

一、優於「再生能源發展條例」立法前之水準一 優於 再生能源發展條例」立法前之水準

二、再生能源業者應有正當經營之合理利潤

三、顧及社會公平性，以避免衍生相關電費上漲等民生問題

四、各類再生能源躉購費率考量四 各類再生能源躉購費率考量

(一)發展量對我國環境之影響在社會可接受範圍

(二)設置再生能源同時，可帶動我國本土產業發展

(三)有利具前瞻性本土再生能源資源之利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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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去(98)年電能躉購費率訂定原則(續）貳、去(98)年電能躉購費率訂定原則(續）

五 計算參數以市場實際成交價格或可佐證之數據等資訊，作五、計算參數以市場實際成交價格或可佐證之數據等資訊，作

為公式計算基礎

六、費率訂定定位為稅前之報酬

七、基於在優先獎勵開發最佳資源條件下，不依區域性考量訂七、基於在優先獎勵開發最佳資源條件下，不依區域性考量訂

定差異化費率

八、有關太陽光電費率，基於裝置容量級距之不同費率規劃，

故不另區分屋頂型及地上型之差別費率；亦不規定最低故不另區分屋頂型及地上型之差別費率 亦不規定最低

效率標準，相關效率標準由主辦單位以其他機制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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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去(98)年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決議結果参、去(98)年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決議結果

99年「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審定會」決議再生能源電
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如下：

躉購費率=
年售電量

期初設置成本 x 資本還原因子 + 年運轉維護費用

年售電量

折現率 x (1+折現率)
躉購期間

資本還原因子=
(1+折現率)

躉購期間
-1

( )

年運轉維護費用= 期初設置成本 ×年運轉維護費用占期初設置成本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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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說明肆、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說明

一、公式意義與內涵

(一)利用躉購合約期間內，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各年期的

淨收入 電費收入減運維費用 以折現率折現之後淨收入(電費收入減運維費用)以折現率折現之後，

令其淨收入各年現值之和等於期初投資成本所計算

出之躉購費率。

(二) 公式中的各項參數除期初設置成本之外，在計算公

式中皆加以均化處理，以得到均化的躉購費率，因

此，公式中之參數皆為長期平均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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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說明(續)

(三)因各項參數以長期平均化之後，各年之淨收入將成

為以折現率為變數的等比級數 故可以將各年的加

肆 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說明(續)

為以折現率為變數的等比級數，故可以將各年的加

總值簡化為折現率與年數的關係式，稱之為「資本

還原因子」。

(四)資本還原因子中之折現率，因折現之後淨收入現值(四)資本還原因子中之折現率，因折現之後淨收入現值

總額等於期初投資成本，亦即淨現值等於0，因此

折現率即為投資計畫的內部報酬率(IRR) 然在折現率即為投資計畫的內部報酬率(IRR) ；然在

「合理報酬」的原則下，設IRR等於平均資金成本

率(WACC)，此時可以讓業者回收其應有的資金成

本(包括外借資金與自有資金)，而不致獲得「超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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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說明(續)

(五) WACC係為外借資金利率與自有資金報酬率的加權平均，用

以反映業者的平均資金成本水準 其中自有資金報酬率等於外

肆 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說明(續)

以反映業者的平均資金成本水準，其中自有資金報酬率等於外

借資金利率加上風險溢酬，外借資金利率等於無風險利率加上

信用風險加碼 因此WACC中已包含業者應有正當經營之合信用風險加碼，因此WACC中已包含業者應有正當經營之合

理利潤，其公式如下：

)(  WRWα)(R
Wβ)(RWRWRWRWACC

IfOf

IOOOIIOO




     
1

為外借資金比例為外借資金利率其中

且

WR
WW

OO

IO 

          
為信用風險加碼為無風險利率

為自有資金比例為自有資金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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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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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說明(續)

(一) 以固定費率方式，讓業者可掌握每期之現金流量，

二、公式特色

(一) 以固定費率方式 讓業者可掌握每期之現金流量

降低業者營運風險，符合國際主流Feed-in Tariff之
精神精神。

(二) 利用能量費率及成本標竿的方式，鼓勵再生能源資( )
源較優之區域及經營效率較佳之業者優先進入市場

，並給予業者提高發電量之誘因，以提昇再生能源，並給予業者提高發電量之誘因，以提昇再生能源

之經濟效益。

(三) 折現率已反映資金成本及投資報酬，利用折現率等

於WACC方式訂定費率，有助於費率水準可以維持

15

業者合理利潤之訂定目的。



MOEA 伍、費率訂定結果
一、去(98)年躉購費率下限說明

(一)  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第9條第3項規定：為鼓勵與推廣無污染

之綠色能源，提升再生能源設置者投資意願，躉購費率不得低於國

一 去(98)年躉購費率下限說明

內電業化石燃料發電平均成本。

(二) 國際化石燃料價格波動大，以一年發電成本計算將有偏差，採多年

發電成本之平均或迴歸趨勢以減低波動。

(三)  經不同年數之平均值計算發現，取 94年至97年煤油氣發電量加權平

均發電成本之變異數最低 表示發電成本變動幅度相對較小 得採均發電成本之變異數最低，表示發電成本變動幅度相對較小，得採

2.0615元/度作為下限躉購費率。

煤油氣發電量加權平均發電成本 年 年煤油氣發電量加權平均發電成本93年-97年
年 93 94 95 96 97

發電量加權平均成本
1 5498 1 6867 1 8134 2 0370 2 6685

年 93-97 94-97 95-97 96-97 97

發電成本 (元/度)

發電量加權平均成本
(元/度) 1.5498 1.6867 1.8134 2.0370 2.6685 

16

發電成本 (元/度) 1.9683 2.0615 2.1772 2.3532 2.6685 

變異數 0.1930 0.1902 0.1966 0.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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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98)年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使用參數
伍、費率訂定結果(續)

再生能
源別

裝置容量
(kW)

期初設置成本
(萬元/瓩)

運維比
例(%)

年售電量
(度/瓩/年)

折現率
(%)

躉購期
間(年)

二 去(98)年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使用參數

源別 ( ) (萬元 瓩) 例( ) (度 瓩 年) (%) 間(年)

太陽光電

1-10 19.7
0.7 120010-500 17.5

500 15
風力陸域 1-10 15 1.5 2000

10以上 5 9 2400
5.25 20

10以上 5.9 2400
風力離岸 無區分 12 3 3200
地熱 無區分 27 5 5 7000地熱 無區分 27.5 5 7000
水力 無區分 6.6 3 4800

生質能
無區分

生質能

(沼氣)
無區分 5.4 7.5 5700

廢棄物 無區分 12.5 5 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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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參數及試算」，民國98年12月18日「再生能源電
能躉購費率審定會98年度第5次會議報告案及討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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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98)年再生能源電能躉購公告費率

伍、費率訂定結果(續)

再生能源類別 電能躉購費率(元/度)
1瓩以上至10瓩太陽光電

三 去(98)年再生能源電能躉購公告費率

1瓩以上至10瓩太陽光電
(規劃設備補助：5萬元/kW) 11.1883

10瓩以上至500瓩太陽光電 12 972210瓩以上至500瓩太陽光電 12.9722
500瓩以上太陽光電 11.1190
1瓩以上至10瓩風力 7.2714

10瓩以上風力 2.3834
風力發電離岸系統 4.1982

川流式水力 2.0615
地熱能 5.1838
生質能 2.0615
廢棄物 2.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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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參數及試算」，民國98年12月18日「再生能源電
能躉購費率審定會98年度第5次會議報告案及討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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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截至99年9月10日設備申設認定情形

陸、執行情形說明

再生能源類別
98.7.10-98.12.31條例施
行後完工商轉量(瓩) 迄99.9.10申請設備認定量(瓩) 99.1-99.9.10核准

設備認定量(瓩)
以上至 太陽

一 截至99年9月10日設備申設認定情形

1瓩以上至10瓩太陽
光電 214 1,117 538

10瓩以上至500瓩太
陽光電 622 80,598 3,680陽光電 622 80,598 3,680

500瓩以上太陽光電 1,731 22,359 9,885
太陽光電合計 2,567 104,074 47,225

1瓩以上至10瓩風力 - 33 0
10瓩以上風力 154,400   144,095 105,805

風力合計 154 400 144 128 105 805風力合計 154,400   144,128 105,805
川流式水力 - 255 255
地熱能 - 496 0
生質能 - - -
廢棄物 - - -
總計 313 934 248 953 225 968

19

總計 313,934 248,953 225,968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2010)。
註:迄99.9月10日申請設備認定量不含98年7月10之前之簽約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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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執行情形說明(續)

二、截至99年9月17日簽約及併聯案件統計二 截至99年9月17日簽約及併聯案件統計

再生能源別

簽約 併聯 正式購售電

案件數 裝置容量 案件數 裝置容量 案件數 裝置容量再生能源別 案件數
(件)

裝置容量
(kW)

案件數
(件)

裝置容量
(kW)

案件數
(件)

裝置容量
(kW)

太陽光電太陽光電 14 701 3 479 0 0 

風力 1 39 100 1 32 200 1 32 200風力 1 39,100 1 32,200 1 32,200 

20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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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太陽光電發展現況及去年度審定會處理意見

陸、執行情形說明(續)

（一） 截至去(98)年底太陽光電累計完工設置量為11 MW，其中2.5 MW屬

三、太陽光電發展現況及去年度審定會處理意見

「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獎勵範圍，是以經濟部於去年底規劃今(99)年
度推廣目標為35 MW ，「行政院新能源推動會」於99年3月26日修正

為64 MW推廣目標，截至目前太陽光電申請設備認定量已達105 MW為64 MW推廣目標，截至目前太陽光電申請設備認定量已達105 MW
，為使太陽光電實際設置量達成目標量之要求，研議以費率遞減方

式作為費率計算方式之ㄧ部分。

（二）98年度「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審定會」躉購費率訂定原則：

1. 期初設置成本將以市場實際成交價格或可佐證之數據為主，請主辦單
位提出、業者提出之可以佐證的參數資料整理，說明其意涵為何，
供委員參考。

2 太陽光電躉購費率因裝置容量級距之不同費率已隱含中、小型系統就2.太陽光電躉購費率因裝置容量級距之不同費率已隱含中、小型系統就

是屋頂型，大型系統以地上型，故不區別屋頂型與地上型訂定不同電

能躉購費率。

21

3.太陽光電不規定最低效率標準，費率以外用其他機制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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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附件3:
再生能源業界座談會意見歸納說明再生能源業界座談會意見歸納說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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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整體辦理情形說明

場次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壹 整體辦理情形說明

時間 99年9月16日上午 99年9月16日下午 99年9月17日下午

主題
太陽光電業界專 風力發電業界專 再生能源業界專家

主題
家座談會 家座談會 座談會

(一)太陽光電發 (一)風力發電發 (一)川流式水力、地

討論

電類別(屋頂
型、地上型)
及容量級距

電類別(陸域
、離岸)及容
量級距

熱能、生質能
、廢棄物、其
他再生能源之討論

議題

及容量級距

(二)電能躉購費
率公式與計

量級距

(二)電能躉購費
率公式與計

他再生能源之
類別及容量級
距率公式與計

算參數
率公式與計
算參數

距

(二)電能躉購費率公
式與計算參數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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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

一、太陽光電業界專家座談會

(一)辦理情形說明

1.時間:99年9月16日上午9時15分
2 地點:台灣經濟研究院208會議室(台北市德惠街16 82.地點:台灣經濟研究院208會議室(台北市德惠街16-8 
號2樓）

3 主席 台經院龔副院長明鑫3.主席:台經院龔副院長明鑫

4.出席名單：經濟部能源局、工研院、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

產業協會 台灣新能源產業促進協會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產業協會、台灣新能源產業促進協會、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替代能源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綠色能
源科技協會、台北市電機技師公會、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源科技協會 台北市電機技師公會 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
同業公會、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艾教授和昌、台北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研究所張教授四立、中華經濟研究院能源與
環境研究中心溫研究員麗琪 星能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光電股份

24

環境研究中心溫研究員麗琪、星能股份有限公司、友達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億芳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汽電共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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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1 躉購費率公式或參數

(二)意見歸納

( )

1.躉購費率公式或參數

(1)台灣南北日照時數之差異，以北部而言1,200(度/瓩/年) 有偏高
之疑慮之疑慮。

(2) 98年度所計算之期初投資成本為經濟不景氣時之數據，太陽光
電模組價格上漲 因此建議政府應採近期最新數據電模組價格上漲，因此建議政府應採近期最新數據。

(3)由於台灣天候及地理環境特殊，地震、颱風所增加之額外投資
成本應列入考量成本應列入考量。

(4)建議運維費用應完整納入各項運轉維護成本，如:人事、保險、
辦公室租金 管理費用等等 提高運維費用占期初投資成本比辦公室租金、管理費用等等，提高運維費用占期初投資成本比
例。

(5) 在躉購期間20年下 建議提高折現率以增加業者資金流動率

25

(5) 在躉購期間20年下，建議提高折現率以增加業者資金流動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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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2.執行面

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1) 政府應協助業者綠色貸款，降低業者在投資初期償還本金與

利息的壓力利息的壓力。

(2) 太陽光電業者與台電簽約之行政作業冗長，致使增加業者行( )
政成本，降低業者投資意願，建議政府應簡化作業流程，以

促進太陽光電產業發展。

(3) 德國、西班牙等先進國家陸續調降太陽光電躉購費率，乃因

FIT制度推展已行之有年 而我國仍在發展初期 建議政府FIT制度推展已行之有年，而我國仍在發展初期，建議政府

不應調降太陽光電躉購費率，避免造成大眾負面觀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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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風力發電業界專家座談會
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時間 年 月 日下午 時 分

二、風力發電業界專家座談會
(一)辦理情形說明

1. 時間:99年9月16日下午2時15分
2. 地點:台灣經濟研究院208會議室(台北市德惠街16-

號 樓）8號2樓）

3. 主席:台經院研五所楊所長豐碩

4. 出席名單：經濟部能源局、中國替代能源協會、台灣中小型
風力機發展協會、台灣風能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綠色能源
科技協會、台灣風力發電設備產業聯誼會、台北市電機技師公科技協會、台灣風力發電設備產業聯誼會、台北市電機技師公
會、臺灣電力公司綜合研究所、台北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
研究所張教授四立、中華經濟研究院能源與環境研究中心溫研
究員麗琪 永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星能股份有限公司 國林究員麗琪、永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星能股份有限公司、國林
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
心、英華威風力發電集團、喬集偉思特風力發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高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技術研究院 東鋼風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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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業技術研究院、東鋼風力公司、
台灣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恆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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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二)意見歸納

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1.審定會程序之意見

(二)意見歸納

審定會召開期間，業者應有充分參與機會，可要求業者列席，

特別是參數部份，業者應有當面與委員說明的機會。特別是參數部份，業者應有當面與委員說明的機會。

2.費率公式之意見

公式參數過於簡化，且參數組成未詳細說明，建議完整納入實

際開發再生能源專案時所需之成本際開發再生能源專案時所需之成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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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3.參數面之意見

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3.參數面之意見

(1)希望各項參數資料之蒐集程序應公開透明，並可供檢驗。

(2)說明公開可驗證資料的定義，並將業者所提供各項參數資料

與建議引用與否之原因進行詳細說明。

(3)離岸風力期初設置成本偏低，除施工建造成本外，尚須包括

補償費 敦親睦鄰基金1% 先期開發費用等補償費、敦親睦鄰基金1%，先期開發費用等。

(4)建議將躉購期間改成耐用年限，投資者或金融機構一般可接

受償還期間10年，一般貸款償還年限為12年，建議將公式之

躉購期間改為12年，13~20年部分建議以當時化石燃料成本

29

計算。



MOEA

貳 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5)建議實際訪談業界(如融資銀行)，以瞭解業者進行借貸之

困難。

(6) 陸域風力發電運轉12年後即會面臨大修問題，建議運維

比例提升為4 5% ~5%。比例提升為4.5% ~5%。

(7) 離岸風力參數資料必須引用實際設置案例，並考量保險

費及物價上漲率等。

(8) 離岸風力折現率應反映該產業風險，建議提高折現率，(8) 離岸風力折現率應反映該產業風險 建議提高折現率

國際間離岸風場實際融資之折現率應在8%以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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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三、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業界專家座談會

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時間 年 月 日下午 時 分

(一)辦理情形說明

1. 時間:99年9月17日下午2時15分
2. 地點:台灣經濟研究院208會議室(台北市德惠街

16-8號2樓）

3. 主席:台經院洪院長德生3. 主席:台經院洪院長德生

4. 出席名單:經濟部能源局、農田水利會聯合會、中華替代能

源協會、台北市電機技師公會、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源協會 台北市電機技師公會 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
同業公會、台灣汽電共生協會、國立臺北大學經濟學系魏教
授國棟、星能股份有限公司、高烽資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高
盛電力公司)

31

盛電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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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二)意見歸納

貳 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1.整體政策

若未達成去年所訂定的再生能源發展目標，顯示去年所訂定

之電能躉購費率並未具有投資誘因，建議政府應對參數及費

率作檢討與改進。

2 公式或參數2. 公式或參數

(1)在資料蒐集方面，應採同一主體的數據為主。

(2)建議提高折現率為8%，乃因以折現率5.25%而言至少需要20
年才能回本，降低業者投資意願。

32

年才能回本，降低業者投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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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貳、各場次辦理情形與意見歸納(續)

(3) 去年採用期初投資成本數據係依據台電大型水力發電設備
之平均單位投資成本，而與民間業者採用小型水力發電設
備之平均單位投資成本有異 建議政府不應單採納大型發備之平均單位投資成本有異，建議政府不應單採納大型發
電設備之成本資訊。

(4)去年所計算之廢棄物運維比例，並不包含燃料成本項目，
有低估運維費用之虞。

(5) 建議水力發電電能躉費率應同電業法規定，區分大型(1萬
~2萬kW)、中型(500kW~1萬kW)、及小型(500kW以下)之
裝置容量級距裝置容量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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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下限費率再生能源電能躉購下限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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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算原則

一、根據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第9條第3項規定，為鼓勵
與推廣無污染之綠色能源，躉購費率不得低於國
內電業化石燃料發電平均成本。

二、國內電業係指台電及9家民營火力電廠。

三、化石燃料發電平均成本係以台電及9家民營火力電三 化石燃料發電平均成本係以台電及9家民營火力電
廠之燃煤、燃油與燃氣發電機組發電量為權數加
權平均計算之。權平均計算之

四、躉購下限費率參採去(98)年作法，為避免單一年度
化石燃料成本波動過大，影響費率穩定性，仍以化石燃料成本波動過大，影響費率穩定性，仍以
過去4年平均值(95年至98年)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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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
審定會 運作方式案 提請討論審定會」運作方式案，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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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A 壹、擬辦方式

一、電能躉購費率審定作業規劃一、電能躉購費率審定作業規劃

第1次審定會(主辦

單位 本部)

第2次審定會(主辦單位-本
部) :

第3次審定會(主辦單位-本部)：
1.預告後如有申覆意見，若經過半
委員同意無召開會議必要時，由

單位-本部) :

討論會議運作方
式、躉購費率計
算公式及審定原

1.各分組報告分組共同意
見及個別意見。

2.審定100年度「再生能源

委員同意無召開會議必要時 由
經濟部依原預告案公告之。

2.若經過半委員同意召開，並有過
半委員出席始召開會議。

3 修正案應由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委

9月24日 11月5日 11月29日

算公式及審定原
則。

電能躉購費率及其計算公

式」(草案)。

3.修正案應由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委
員同意後審定之，並由經濟部依會
議審定結果公告之。

9月24日

月 日 月 日

11月5日 11月29日

審定作業 預告及複審作業

月 日 月 日

公告作業會前會99年

公告

10月1日~   10月31日 12月15日

分組會議(主辦單位-分組召集人)：
分 個分組 太陽光電 風力發電

預告3場次會前會(主辦單位-計
畫委辦單位台經院)

9月16、17日 11月15日

1.分3個分組:太陽光電、風力發電、
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等

2.每分組進行1至3次分組會議，邀請
各再生能源相關公、協會與廠商代

畫委辦單位台經院):
依太陽光電、風力發電、
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等
舉辦3場次會議，邀請各

37

各再生能源相關公、協會與廠商代
表進行意見交流，並作成共同意見
提報審定會討論。

再生能源相關公、協會與
廠商代表進行意見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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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擬辦方式(續)

二、分組會議說明
(一)會議規劃

1. 分3個分組:太陽光電、風力發電、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

每分組於 月 日至 月 日期間進行 至 次分組會議 邀請

( )

2. 每分組於10月1日至11月15日期間進行1至3次分組會議，邀請

各再生能源相關公、協會與廠商代表進行意見交流，並作成

共同意見提報審定會討論。

(1)再生能源相關公、協會代表陳述意見

(2)專家意見諮詢(閉門會議)
(3)研究單位報告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與參數

(閉門會議)
(4)審定會委員意見交流(閉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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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同意見及個別意見歸納及彙整(閉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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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擬辦方式(續)

二、分組會議說明

(二)分組會議議事規則

1. 分組會議任務

(二)分組會議議事規則

審定委員共分三組，每一分組原則上召開1至3次分組會議，

聽取業界意見並作成建議，提報審定會討論。

2. 分組委員組成

各分組委員組成由委員自由勾選決定，每一分組委員以7人各分組委員組成由委員自由勾選決定，每一分組委員以7人
為原則，如有人數超過或不足，透過協商方式決定，必要時

以抽籤方式決定。以抽籤方式決定

3. 分組召集人

各分組召集人由審定會召集人參酌委員專長指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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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組召集人由審定會召集人參酌委員專長指派之。



MOEA 壹、擬辦方式(續)
二、分組會議說明

4.議事運作機制

(二)分組會議議事規則(續)

(1)分組會議由分組召集人擔任主席；分組召集人因故不能
出席時，得指定分組委員一人代理之；分組會議應有二
分之一以上分組委員出席，始得召開。分之一以上分組委員出席，始得召開。

(2)分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部會代表兼任之分組委
員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定代理人出席，其他分組委員
亦可列席分組會議參與討論。

(3)分組委員會議討論事項，以該分組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
者列為共同意見；其他意見得經兩位以上出席委員同意者列為共同意見；其他意見得經兩位以上出席委員同意
列為個別意見。

(4)分組會議得邀請業者及有關人員列席陳述意見，主席得(4)分組會議得邀請業者及有關人員列席陳述意見 主席得
要求前開列席人員陳述意見後離席。

(5)分組會議應作成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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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組會議出席、列席及紀錄人員對分組會議之內容，應
遵守保密原則；非經本部同意，不得洩漏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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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定會議說明

壹、擬辦方式(續)

三、審定會議說明
(一)第2次委員會議

預訂11月5日召開審定會第2次委員會議

(1)太陽光電分組召集人報告分組共同意見及個別意見。( )
(2)討論100年度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率。

(3)風力發電分組召集人報告分組共同意見及個別意見。(3)風力發電分組召集人報告分組共同意見及個別意見。

(4)討論100年度風力發電電能躉購費率。

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分組召集人報告分組共同意見及個(5)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分組召集人報告分組共同意見及個

別意見。

(6)討論100年度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

(7)審定100年度「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及其計算公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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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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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3次委員會議

壹、擬辦方式(續)

1. 11月15日至21日「100年度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及其計

算公式 (草案)預告期間受理業者意見

(二)第3次委員會議

算公式」(草案)預告期間受理業者意見。

2. 預告後如有業者意見並經過半數委員同意召開會議，始

於11月25日寄發開會通知及會議資料於11月25日寄發開會通知及會議資料。

3. 11月29日召開審定會第3次委員會議，討論業者修正意見

4 審定原則：4. 審定原則：

(1) 修正案應由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委員同意後審定之，

並由經濟部依會議審定結果公告之。

(2) 經過半委員同意無召開會議必要時，由經濟部依原

預告案公告之。

5. 12月15日公告「100年度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及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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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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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論事項

一、審定會議作業規劃是否合宜

二、分組會議委員分組二、分組會議委員分組

三、委員名單是否對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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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100年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
計算公式案 提請討論計算公式案，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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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擬辦方式

一、背景說明

(一) 依「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第9條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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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背景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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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應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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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據99年7月1日行政院新能源發展推動會「再生能源推廣目(二) 依據99年7月1日行政院新能源發展推動會 再生能源推廣目

標專案小組」第1次會議及99年8月16日行政院新能源發展推

動會第2次會議結論，再生能源推廣目標，可依再生能源發動會第2次會議結論 再生能源推廣目標 可依再生能源發

展條例規定適時檢討，為全面有效調節再生能源設置，有關

太陽光電等設置量，應予以設限。

(三) 依據99年9月1日行政院第7次政務會談意見，經濟部擬以躉

購費率遞減方式，依目標量調節簽約量，作為太陽光電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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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費率遞減方式 依目標量調節簽約量 作為太陽光電達成

目標量調節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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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擬辦方式(續)

(一) 經濟部建議以躉購費率遞減方式 依目標量調

二、修正理由及方式

(一) 經濟部建議以躉購費率遞減方式，依目標量調

節設置量，此項做法係屬費率計算公式之ㄧ部分。

(二) 建議修正100年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

以 年公告公式為基礎 加上目標達成因子乘項以99年公告公式為基礎，加上目標達成因子乘項，

以有效調節再生能源設置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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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論事項貳 討論事項

一、配合推廣目標建立目標達成因子是否合宜一、配合推廣目標建立目標達成因子是否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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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審
定原則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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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擬辦事項

一、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方式

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例規定以及99年16 1 日再生能源業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例規定以及99年16、17日再生能源業
界專家座談會之多數意見彙整結果，歸納再生能源電能躉
購費率計算方式如下：

（一）依審定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計算費率水

購費率計算方式如下：

（一）依審定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計算費率水

準。

（二）參數資料之參採選定原則 應以市場實際成交價格或（二）參數資料之參採選定原則，應以市場實際成交價格或

可佐證之數據等資訊，作為公式計算基礎。

（三）各項參數之援用，依前項參採原則選定之數據，剔除

上下10%之極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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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10%之極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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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擬辦事項(續)

二、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審定原則

( )

（一）再生能源業者應有正當經營之合理利潤。

（二）顧及社會公平性，以降低電費上漲衍生之衝擊。

（三）各類再生能源躉購費率應考量：（三）各類再生能源躉購費率應考量

1.再生能源發展對我國環境影響衝擊最低。

2.再生能源發展能帶動再生能源產業發展。

3 基於在優先獎勵開發最佳資源條件下 不依區域性考3.基於在優先獎勵開發最佳資源條件下，不依區域性考

量訂定差異化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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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擬辦事項(續)壹 擬辦事項(續)

（四）費率訂定可考量金融機構對業界融資之一般商

業習慣及風險保障要求。

（五）費率之訂定應考量各類再生能源裝置容量級距

之設置成本。

（六）分組會議之共同意見經確認無誤後，審定會予（六）分組會議之共同意見經確認無誤後，審定會予

以參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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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討論事項貳、討論事項

一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是否應重新檢討一、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是否應重新檢討

訂定分級之級距

二、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訂定是否採前高

後低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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