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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A
第4次審定會會議結論辦理情形

一、報告案決議事項辦理情形

(一)經由各再生能源分組會議討論之共同意見提報審定會中討(一)經由各再生能源分組會議討論之共同意見提報審定會中討

論後，以形成最終決議。

辦理情形：遵照辦理。辦理情形：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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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A
第4次審定會會議結論辦理情形(續)

二、討論案決議事項辦理情形

(一) 屋頂型100kW以上太陽光電期初設置成本宜多蒐集2010年( )
設置案例，提供後續審定會中討論。

辦理情形：依據決議，已重新搜尋國內公共工程決標資料，並新辦理情形 依據決議 已重新搜尋國內公共工程決標資料 並新

增屋頂型100kW以上未達500kW，99年12月決標案例1筆為11.3萬
元/瓩，及屋頂型500kW以上台電公司決標案例1筆為10.4萬元/瓩，瓩 瓩

作為躉購費率計算參採案例(詳見討論案一) 。

(二) 可多蒐集2~3家火力發電廠運維費用數據資料，作為廢棄物(二) 可多蒐集 3家火力發電廠運維費用數據資料 作為廢棄物

(衍生燃料)發電運維費用占期初設置成本比例訂定之參考。

辦理情形：依據決議，已洽台電公司蒐集國內火力電廠(包括：林辦理情形：依據決議，已洽台電公司蒐集國內火力電廠(包括：林

口、台中、興達等)之近年運轉維護費用實績數據，並進一步分析

其合理占比，結果提報本次審定會討論(詳見討論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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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A
第4次審定會會議結論辦理情形(續)

(三) 針對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折現率使用參數於後

續審定會中討論。續審定會中討論

辦理情形：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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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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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A

一 依據 年 月 日審定會第 次會議通過之審定原則 以優

壹、前言

(一) 依據99年9月24日審定會第1次會議通過之審定原則，以優
先獎勵開發最佳資源條件之原則下，訂定各類再生能源電能
躉購費率。躉購費率

(二) 由於審定會第4次會議對於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所使
用參數及參採數值有諸多討論，本次討論議案即針對部分尚
待釐清之再生能源類別使用參數，予以進一步分析說明。

(三) 依據第4次審定會委員討論意見，本次討論議案主要將針對
：：

1.各類型太陽光電期初設置成本及年淨售電量，請再蒐集國內
案例及考量國際太陽光電成本趨勢、國內實際年淨售電量，案例及考量國際太陽光電成本趨勢 國內實際年淨售電量
進行不同情境之費率試算；

2.陸域型10瓩以上風力發電期初設置成本，考量國際風力發電
成本趨勢 進行不同情境之費率試算成本趨勢，進行不同情境之費率試算；

3.廢棄物(衍生燃料)之運轉維護費用，參採新增國內火力發電
廠之案例資料，確認其合理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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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之案例資料，確認其合理之占比。



MOEA

一 太陽光電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

一、太陽光電
(一)年淨售電量

年度審定會使用參數 度 年1.98年度審定會使用參數：1,200度/瓩年

2.第4次審定會討論數值：1,200度/瓩年

3 擬採數值:：1 300度/瓩3.擬採數值:：1,300度/瓩
4.資料參採說明：

(1)審定會所訂定優先獎勵開發最佳資源條件原則。(1)審定會所訂定優先獎勵開發最佳資源條件原則

(2)依工研院於2009年1~12月針對全台太陽光電10個監測點發
電量統計，太陽光電之平均年淨售電量為1,300度/瓩年。
(詳見參考表1)(詳見參考表1)

(3) 苗栗以南區域年淨售電量大多大於1,300度/瓩，基於優先獎
勵開發最佳資源條件原則，100年度之年淨售電量可以列估
為1,300度/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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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A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表1、國內太陽光電併聯型系統2009年1-12月即時監測發電量統計結果

日平均發電量 年淨售電量

( )

縣市 監測點
日平均發電量
(kWh/d/kWp)

年淨售電量
(度/瓩年)

台北縣 板橋國中台北縣 板橋國中 2.59 945.4 
苗栗縣 西湖休息站 3.64 1328.6 
新竹縣 ITRI14館(系統1) 3 36 1226 4新竹縣 ITRI14館(系統1) 3.36 1226.4 
台中市 中興大學 3.90 1423.5 
台中市 東峰國中 3 56 1299 4台中市 東峰國中 3.56 1299.4 
嘉義市 志航國小 3.67 1339.6 
台南縣 佳里國中 3.96 1445.4台南縣 佳里國中 3.96 1445.4 
台南縣 佳里國小 3.97 1449.1 
高雄市 新民國小 3.76 1372.4 

5

屏東縣 萬巒國中 3.23 1179.0 
資料來源:工研院(2010) ，「國內併聯型系統2009年1-12月即時監測發電量統計結果」。 5



MOEA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一 太陽光電

1 98年度審定會使用參數：19 7萬元/瓩

( )
一、太陽光電
(二) 屋頂型1瓩以上未達10瓩期初設置成本

1. 98年度審定會使用參數：19.7萬元/瓩
2.第4次審定會討論數值：14.5~15.1萬元/瓩
3 擬採數值：14 5萬元/瓩3.擬採數值：14.5萬元/瓩
4.資料參採說明：

(1) 依據審定會第4次會議討論數值為國內公共工程決標案例，平均為(1) 依據審定會第4次會議討論數值為國內公共工程決標案例，平均為

15.1萬元/瓩。

(2) 若考量國際對太陽光電100年設置成本降幅下限4%之預估，基於鼓

勵家戶設置太陽光電，100年度期初設置成本可列估為14.5萬元/瓩。

(3) 依據公式設計精神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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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提昇再生能源之經濟效益 故另考量由成之業者優先進入市場，以提昇再生能源之經濟效益，故另考量由成

本由低至高排序之前50%決標案例及未來下降幅度，進行情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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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A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 )
5.不同情境之躉購費率試算結果

情境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聽證會
平均15.1萬元/瓩，考
量未來下降幅度4%

成本由低至高排序之
前50%決標案例，且
考量未來下降幅度4%考量未來下降幅度4%

假設
期初設置成本14.5萬元
/瓩，年淨售電量1,200
度/瓩 運維比例0 5%

期初設置成本14.5萬元
/瓩，年淨售電量1,300
度/瓩 運維比例0 7%

期初設置成本13.6萬元
/瓩，年淨售電量1,300
度/瓩 運維比例0 7%度/瓩，運維比例0.5% 度/瓩，運維比例0.7% 度/瓩，運維比例0.7%

參採國內公共工程決
標案例55筆，平均為

參採前50%國內公共
工程決標案例27筆，

說明 15.1萬元/瓩，考量下
降幅度4%為14.5萬元/
瓩

同左 平均為14.1萬元/瓩，
考量未來下降幅度4%
為13.6萬元/瓩

躉購費率*
(元/度)

10.5067 9.9216 9.3058

7

註*：折現率以99年公告使用參數5.25%試算。



MOEA

一 太陽光電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1 98年度審定會使用參數：17 5萬元/瓩

一、太陽光電
(二) 屋頂型10瓩以上未達100瓩期初設置成本

( )

1.98年度審定會使用參數：17.5萬元/瓩
2.第4次審定會討論數值： 13.8~14.1萬元/瓩
3 擬採數值：12 9萬元/瓩3.擬採數值：12.9萬元/瓩
4.資料參採說明：

(1)依據審定會第4次會議討論數值及公式設計精神係鼓勵再生能(1)依據審定會第4次會議討論數值及公式設計精神係鼓勵再生能

源資源較優之區域及經營效率較佳之業者優先進入市場，以提

昇再生能源之經濟效益，故另考量由成本由低至高排序之前昇再生能源之經濟效益，故另考量由成本由低至高排序之前

50%決標案例及未來下降幅度。

(2)考量經濟效率較高者優先進入市場，採以99年國內公共工程決(2)考量經濟效率較高者優先進入市場 採以99年國內公共工程決

標案例成本較低之前50%，優先參採，平均為13.4萬元/瓩。

(3) 考量國際對太陽光電100年成本下降幅度下限4%預估， 100年

8

( )
度期初設置成本可列估為12.9萬元/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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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A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5.不同情境之躉購費率試算結果

( )

情境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聽證會
成本由低至高排序之
前50%決標案例

成本由低至高排序之
前50%決標案例，且
考量未來下降幅度

前50%決標案例
考量未來下降幅度4%

假設

期初設置成本13.8萬
元/瓩，年淨售電量

期初設置成本13.4萬
元/瓩，年淨售電量

期初設置成本12.9萬元
/瓩，年淨售電量1 300假設 1,200度/瓩，運維比

例0.5 %
1,300度/瓩，運維比
例0.7%

/瓩，年淨售電量1,300
度/瓩，運維比例0.7%

參採國內公共工程決 參採前50%國內公共

說明

參採國內公共工程決
標案例22筆，平均為
15.0萬元/瓩，考量下
降幅度8%為13.8萬

參採前50%國內公共
工程決標案例11筆，
平均為13.4萬元/瓩

參採前50%國內公共
工程決標案例11筆，
平均為13.4萬元/瓩，
考量未來下降幅度4%

元/瓩 為12.9萬元/瓩
躉購費率*

(元/度)
9.9995 9.1689 8.8268

9

(元/度)

註*：折現率以99年公告使用參數5.25%試算。



MOEA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一、太陽光電

(三)屋頂型100瓩以上未達500瓩期初設置成本

( )

(三)屋頂型100瓩以上未達500瓩期初設置成本
1.98年度審定會使用參數：17.5萬元/瓩
2.第4次審定會討論數值：13.0~13.3萬元/瓩第 次審定會討論數值 萬元 瓩

3.擬採數值：12.4萬元/瓩
4.資料參採說明：4.資料參採說明

(1)依據審定會第4次會議討論數值及委員意見，再蒐集國內公共

工程決標案例，新增99年12月22日台南市國立北門高中

105kW併聯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系統工程決標案例為11.3萬元

/瓩，合計3筆參採案例，平均為13.2萬元/瓩。

考量國際對太陽光電 年成本下降幅度平均 預估 年(2)考量國際對太陽光電100年成本下降幅度平均6%預估，100年
期初設置成本為12.4萬元/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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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A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5.不同情境之躉購費率試算結果

( )

情境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聽證會
新增國內決標案例1筆，

無下降幅度
新增國內決標案例1筆，
且考量未來下降幅度6%無下降幅度 且考量未來下降幅度6%

假設
期初設置成本13.0萬元/
瓩，年淨售電量1,200度/
瓩，運維比例0 5 %

期初設置成本13.2萬元/瓩
，年淨售電量1,300度/瓩
，運維比例0 7%

期初設置成本12.4萬元/瓩
，年淨售電量1,300度/瓩
，運維比例0 7%瓩，運維比例0.5 % ，運維比例0.7% ，運維比例0.7%

說明

採國內台電決標案例2筆
，分別為12.9萬元/瓩與
15.3萬元/瓩，平均為14.1

新增國內公共工程決標案
例1筆為11.3萬元/瓩，合
計 筆參採案例 平均為

新增國內公共工程決標案
例1筆為11.3萬元/瓩，合
計3筆參採案例，平均為說明 15.3萬元/瓩 平均為14.1

萬元/瓩，考量下降幅度
8%為13.0萬元/瓩

計3筆參採案例，平均為
13.2萬元/瓩。

計3筆參採案例 平均為
13.2萬元/瓩，考量未來下
降幅度6%為12.4萬元/瓩

躉購費率*躉購費率

(元/度)
9.4198 9.0321 8.4847

註：新增國內公共工程決標案例為99年12月22日，台南市國立北門高中105kW併聯型太陽光電發

11

電設備系統工程。

註*：折現率以99年公告使用參數5.25%試算。



MOEA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一、太陽光電

(四)屋頂型500瓩以上期初設置成本

( )

1.98年度審定會使用參數：15萬元/瓩
2 第4次審定會討論數值：10 9 12 5萬元/瓩

(四)屋頂型500瓩以上期初設置成本

2.第4次審定會討論數值：10.9 ~12.5萬元/瓩
3.擬採數值: 11.2萬元/瓩
4 資料參採說明4.資料參採說明：

(1) 依據審定會第4次會議討論數值及委員意見，新增99年10月
28日台電公司大潭生水池太陽光電新建工程決標案例為10 428日台電公司大潭生水池太陽光電新建工程決標案例為10.4
萬元/瓩，合計2筆，平均為11.9萬元/瓩。

(2) 考量國際對太陽光電100年成本下降幅度平均6%預估，100(2) 考量國際對太陽光電100年成本下降幅度平均6%預估 100
年期初設置成本為11.2萬元/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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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A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5.不同情境之躉購費率試算結果

( )

情境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聽證會
新增台電決標案例1
筆，無下降幅度

新增台電決標案例1筆，
且考量未來下降幅度6%

假設

期初設置成本10.9萬
元/瓩，年淨售電量
1,200度/kW，運維比

期初設置成本11.9萬
元/瓩，年淨售電量
1,300度/kW，運維比

期初設置成本11.2萬元/
瓩，年淨售電量1,300度
/kW 運維比例0 7%1,200度/kW 運維比

例0.5 %
1,300度/kW 運維比
例0.7%。

/kW，運維比例0.7%。

採國內台電決標案例
2筆，平均為11 9萬元

採國內台電決標案例
採國內台電決標案例2筆
，平均為11 9萬元/瓩，

說明
2筆，平均為11.9萬元
/瓩，考量下降幅度
8%為10.9萬元/瓩

2筆，平均為11.9萬
元/瓩

，平均為11.9萬元/瓩，
考量下降幅度6%為11.2
萬元/瓩

躉購費率*躉購費率*
(元/度)

7.8982 8.1426 7.6636

註：新增國內台電公司決標案例為99年10月28日 大潭生水池太陽光電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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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新增國內台電公司決標案例為99年10月28日，大潭生水池太陽光電新建工程。
註*：折現率以99年公告使用參數5.25%試算。



MOEA

一 太陽光電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1 98年度審定會使用參數 15 19 7萬元/瓩 (98年無地面型分類)

一、太陽光電
(五)地面型(無區分級距)期初設置成本

( )

1. 98年度審定會使用參數：15~19.7萬元/瓩 (98年無地面型分類)
2.第4次審定會討論數值： 10.9~11.2萬元/瓩
擬採數值 萬元3.擬採數值： 10.3萬元/瓩

4.資料參採說明：

考量台灣地少人稠 國土資源有限 基於此一分類並非政策所(1) 考量台灣地少人稠、國土資源有限，基於此一分類並非政策所

主要獎勵推廣對象，且國際間地面型太陽光電躉購費率均較屋

頂型為低，爰可參採屋頂型500瓩以上級距之設置成本參數水準。頂型為低，爰可參採屋頂型500瓩以上級距之設置成本參數水準。

(2)依據審定會第4次會議討論數值及委員意見，可參考各國屋頂型

容量最大級距與地面型躉購費率之比例(詳見表2)8%，以前述屋容量最大級距與地面型躉購費率之比例(詳見表 )8% 以前述屋

頂型500kW以上建議數值11. 2萬元/瓩估算下，其結果可列估為

10.3萬元/瓩。

14



MOEA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以前述屋頂型500kW以上

5.不同情境之躉購費率試算結果
( )

情境
聽證會

以前述屋頂型500kW以上
平均數值11.9萬元/瓩，以
國際間屋頂型最大容量級
距與地面型費率間之差距

以前述屋頂型500kW以上建
議數值11.2萬元/瓩，採國際
間屋頂型最大容量級距與地
面型費率間之差距8%計算8%計算
面型費率間之差距8%計算

假設
期初設置成本10.9萬元/
瓩，年淨售電量1,200度/

運維比例

期初設置成本10.9萬元/瓩
，年淨售電量1,300度/瓩，
運維比例

期初設置成本10.3萬元/瓩，
，年淨售電量1,300度/瓩，運
維比例瓩，運維比例0.5 % 運維比例0.7 % 維比例0.7 %

說明

以前述屋頂型500kW以
上平均數值11.9萬元/瓩

採平均設置成本11.9萬元/
瓩，輔以國際間屋頂型最
大容量級距與地面型費率

以前述屋頂型500kW以上建
議數值11.2萬元/瓩，輔以國
際間屋頂型最大容量級距與說明

上平均數值11.9萬元/瓩
，考量下降幅度8%為
10.9萬元/瓩

大容量級距與地面型費率
間之差距約8%，回推設置
成本為10.9萬元/瓩

際間屋頂型最大容量級距與
地面型費率間之差距約8%，
回推設置成本為10.3萬元/瓩

躉購費率*躉購費率*
(元/度)

7.8982 7.4583 7.0478

註*：折現率以99年公告使用參數5.25%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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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折現率以99年公告使用參數5.25%試算

註**：國際間地面型與屋頂型最大容量級距費率比例平均為92%。



MOEA
表2 、各國太陽光電躉購費率比例

類型
英國

西班牙

類型 級距
躉購費率

(英鎊/kWh)

屋頂型容
量最大級
距與地面
型躉購費

級距

躉購費率

(歐元
/kWh)

屋頂型容
量最大級
距與地面
型躉購費( ) 型躉購費

率比例
/kWh) 型躉購費

率比例

≦4kW 0.361 --  20 kW 0.34 --

屋
頂
型

>4~
10kW 0.361 --

>20 kW ~2MW 0.32 1.0>10~
100kW 0.314 --型 0 W W 0.3100kW 0.3

>100~
5000kW 0.293 1.0

地面地面
型

All SIZES 0.293 1.0 10 MW 0.288 0.9

資料來源: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2009), “ Feed-in Tariffs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16

Sumer 2009 Consultation”, p26.；EPIA。



MOEA
表2 、各國太陽光電躉購費率比例(續)

類型 韓國

類型 級距
地面型費率

(韓圜/kWh)

屋頂型

躉購費率

(韓圜/kWh)

屋頂型與地面型躉購費率
比例

(韓圜/kWh)

屋

 30kW 514.34 550.34 0.93

>30 kW~ 491 17 525 55 0 93屋
頂
型

200 kW 491.17 525.55 0.93

>200 kW~1MW 463.37 495.81 0.93

>1MW~3MW 440.20  --

地面型 >3MW 370.70  --

資料來源：Ministry of Knowledge & Econom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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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A 表2 、各國太陽光電躉購費率比例(續)

類型 加拿大 德國

躉購費率

屋頂型容
量最大級

躉購費率(歐

屋頂型容
量最大級

類型 級距
躉購費率

(加幣/kWh)

量最大級
距與地面
型躉購費
率比例

級距
躉購費率(歐
元/kWh)

量最大級
距與地面
型躉購費
率比例

≦10kW 0.802 --  30 kW
0.3303 --

屋
頂
型

>10~ 
≦250 0.713 -- >30~

100 kW
0.3142 --

>250~ 0 635 >100~ 0.2973
≦500 0.635 -- 1,000 kW --

>500 0.539 1.0 >1,000 kW 0.2479 --

≦10 0 2426*
地面
型

≦10 0.588 1.9
All SIZES

0.2426* 0.98

0.2537 **>10 0.443 0.8 1.02

18

註*:商用區域、高速公路 註**:軍事用地轉用
資料來源:EPIA、BSW、工研院綠能所整理(2010/11)
資料來源:EEG(2008)；Ontario Power Authority(2010)，”Feed-in Tariff Program”.



MOEA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二、陸域型風力10瓩以上

(一) 期初設置成本

( )

(一) 期初設置成本

1. 98年審定會使用參數：5.9萬元/瓩
2 第4次審定會討論數值：6 1 6 2萬元/瓩2. 第4次審定會討論數值：6.1~6.2萬元/瓩
3. 擬採數值：6.0萬元/瓩；含LVRT者則 6.1為萬元/瓩
4 資料參採說明：4. 資料參採說明：

(1)根據審定會第4次會議討論數值及委員意見，期初設置成本需考量
國際成本下降趨勢。國際成本下降趨勢。

(2)參採近3年已實際運轉風場與台電決標案例共8筆，剔除極端值後
平均為6.1萬元/瓩，另考量國際對風力發電100年成本下降幅度平
均1.2%預估，期初設置成本為6.0萬元/瓩，含LVRT者為6.1萬元/
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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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A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5.不同情境之躉購費率試算結果

( )

情境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聽證會
第4次審定會 依據第4次審定會讨

論數值，且考量未聽證會
討論數值

論數值，且考量未
來下降幅度1.2%

參採國內近3年案例(
含給照 竣工 決標

針對業者意見，經
與能源局進行案例 依據第 次審定會委

說明

含給照、竣工、決標
及籌設等案件)平均
為6.1萬元/瓩，考量
世界風能協會對風力

與能源局進行案例
資料再確認工作後
，參採近3年已實際
運轉風場與台電決

依據第4次審定會委
員意見，參考世界
風能協會對風力發
電投資成本下降說明 世界風能協會對風力

發電投資成本下降趨
勢1.2%，期初設置成
本為6 0萬元/瓩，運

運轉風場與台電決
標案例共8筆，剔除
極端值後平均為6.1
萬元/瓩，運維比例

電投資成本下降
1.2%，期初設置成
本為6.0萬元/瓩，運
維比例為2 26%。本為6.0萬元/瓩，運

維比例為1.9%。
萬元/瓩，運維比例
為2.26%。

維比例為2.26%。

躉購費率*
2 5238 2 6574 2 6138

20

(元/度)
2.5238 2.6574 2.6138

註*：折現率以99年公告使用參數5.25%試算。



MOEA
表3、陸域10瓩以上國內設置案例資料

年度 場址-公司 裝置容量(瓩) 總期初設置成本
(NTD)

單位期初設置
成本(NTD/瓩) 資料來源

大安大甲第2期2009 大安大甲第2期-
民營電廠 18,400 925,925,907 50,322 能源局 (2010)

2009 大安大甲第1期-
民營電廠 27,600 1,388,888,861 50,322 能源局 (2010)

2009 彰濱-民營電廠 48,300 2,554,943,005 52,897 能源局 (2010)

2009 鹿港-民營電廠 29,900 1,589,492,049 53,160 能源局 (2010)

2009 彰濱鹿港2期-
民營電廠 16 100 766 500 000 47 609 能源局 (2010)2009 民營電廠 16,100 766,500,000 47,609 能源局 (2010)

2010 觀音-民營電廠 32,200 2,317,375,454 71,968 觀威公司2010年會計
簽證財報資料。

雲麥二期彰工二
台電公司2008 雲麥二期彰工二

期-台電 32,000 2,328,291,000 72,759 台電公司(2010)

2008 王功大潭二期-
台電 27,600 2,028,362,000 73,491 台電公司(2010)

註1：彰濱與鹿港於98.12.23前陸續完工商轉
註2：資料來源係參考能源局電業登記書圖(核定版)、觀威公司財報資料與台電公司決標資料
註3：彰濱鹿港2期經風力發電分組第4次會議委員討論認定為極端值，不納入計算。

21



MOEA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三、廢棄物(衍生燃料)發電
(一)運轉維護費用

( )

( )
1. 98年度審定會使用參數：為期初設置成本之5.0% 。
2.第4次審定會討論數值：7.4%~8.1%
3.擬採數值：7.5%
4.資料參採說明：

依據審定會第 次會議委員意見 參採國內火力電廠 台電之林口(1)依據審定會第4次會議委員意見，參採國內火力電廠(台電之林口

(300MW×2)、台中(550MW×10)、興達(550MW×2＋500MW×2)等運轉

維護費用資料共計3筆，其98年單位平均運維費用為0.2318元/度，以年

淨售電量7,300度/瓩年，予以計算應有合理之年運維費用為1,692元，估

算運轉維護費用占期初設置成本比例為1.35%，加計期中更新0.35%，

合計為1 7%。考量物價上漲因素20年均化運轉維護費用占期初設置成合計為1.7%。考量物價上漲因素20年均化運轉維護費用占期初設置成

本比例為2.0%。

(2)另依據審定會第4次會議委員意見，以淨熱效率30%計算燃料成本費用，

22

考量物價上漲因素20年均化結果為5.5%。

(3) 兩者合計為7.5%。
註：依據聽證會業者意見，業者同意燃料費用之計算方式。



MOEA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之使用參
數再確認(續)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5.不同情境之躉購費率試算結果
( )

情境
聽證會 第4次審定會

新增國內火力發電廠案例
2筆

運維比例7 7%；

假設
運維比例7.3%；

年淨售電量為7,900度/瓩

運維比例7.7%；

年淨售電量為7,300度
/瓩

運維比例7.5%；

年淨售電量為7,300度/瓩

採台電台中電廠第1~8號
機單位運維費用占期初
設置成本比例為2%，以

採台電台中電廠第
1~8號機單位運維成
本，以7300度/瓩年計

參採98年國內火力電廠(台
電之林口、台中、興達等)
運轉維護費用資料共計3

說明
設置成本比例為2%，以
7900度/瓩年計算；以淨
熱效率28%估算燃料成
本占比為5.3%

算20年均化運維費用
占比為2.2%；以淨熱
效率30%估算燃料成
本占比為 %

筆，以7300度/瓩年計算20
年均化運維費用占比為
2.0%；淨熱效率30%估算
燃料成本占比為 %本占比為5.3%

本占比為5.5% 燃料成本占比為5.5%
躉購費率*

(元/度)
2.4518 2.7218 2.6875

23

(元 度)

註*：折現率以99年公告使用參數5.25%試算。



MOEA 參、100年度各類別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算
公式使用參數，提請討論及確認

再生能源別 類別
裝置容量

(kW)
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運維比例

(%)
年售電量
(度/瓩年)

躉購期間
(年)

≧1 ~ <10
145,000

(197,000)

太陽光電
屋頂型 0.7

(0.7)
1,300

(1,200)

≧ 10 ~ < 100
129,000 

(175,000)

≧ 100 ~ < 500
124,000 

(175,000)

≧ 500
112,000 

(150,000)
地面型 無區分

103,000
(150,000~197,000)

160 000 1 0 2 000
20

(20)
風力 陸域

≧ 1 ~ < 10
160,000 

(150,000)
1.0

(1.5)
2,000 

(2,000 )

≧ 10
60,000* 
(59,000)

2.26
(1.5)

2,400 
(2,400)

159 000 3 0 3 200
風力 離岸 無區分

159,000 
(120,000)

3.0
(3.0)

3,200 
(3,200)

川流式水力 -- 無區分
68,000

(66,000)
3.0

(3.0)
4,500 

(4,800)
233 000 5 0 6 400

地熱 -- 無區分
233,000 

(275,000)
5.0

(5.0)
6,400 

(7,000)
廢棄物

(衍生燃料)
-- 無區分

125,000
(125,000) 

7.5
(5.0)

7,300 
(7,900)

52 000 6 5 5 500

2424

生質能 -- 無區分
52,000 

(54,000)
6.5

(7.5)
5,500 

(5,700)
註:( )99年公告使用參數
註*含LVRT者為61,000(元/瓩)



MOEA 參、100年度各類別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
算公式使用參數，提請討論及確認(續)

再生能
源別

類別
裝置容量

(kW)
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運維比例

(%)
年售電量
(度/瓩年)

躉購
期間
(年)

100年建議 145 000

≧1 ~ <10

100年建議

使用參數

145,000
(197,000)

說明

依據未來成本調降趨勢
4%，期初設置成本由
15 1萬元/kW調整為

1,300
(1,200)

說明 15.1萬元/kW調整為
14.5萬元/kW

100年建議

使用參數

129,000 
(175,000)

太陽

光電
屋頂型

0.7
(0.7)

與審定會第4次
會議並無差異

(1,200)
基於優先獎勵開發
最佳資源條件及經
營效率較佳之業者
優先進入市場之原

20
(20)

≧ 10 ~ < 100

使用參數 (175,000)

說明

以前50%案例計算，另
考量未來成本下降4%
，期初設置成本由14.1
萬元/kW，調整為12 9

則，將1200度/瓩，
調整為1,300度/瓩

萬元/kW，調整為12.9
萬元/kW

100年建議

使用參數

124,000 
(175,000)

≧ 100 ~ < 500

說明

以前50%案例計算，另
考量未來成本下降6%
，期初設置成本由13.3
萬元/kW，調整為12.4

萬元/kW

25

萬元/kW

註:( )99年公告使用參數



MOEA 參、100年度各類別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
算公式使用參數，提請討論及確認(續)

再生能
源別

類別
裝置容量

(kW)
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運維比例

(%)
年售電量
(度/瓩年)

躉購
期間
(年)

屋頂型 ≧ 500

100年建議

使用參數
112,000 

(150,000)

新增台電決標案例且屋頂型 ≧ 500

1,300
(1,200)

基於優先獎勵開發

說明

新增台電決標案例且
考量未來成本下降幅
度6%，將期初設置成
本由12.5萬元/kW調整

為11.2萬元/kW
太陽

光電

0.7
(0.7)

與審定會第4次
會議並無差異

基於優先獎勵開發
最佳資源條件及經
營效率較佳之業者
優先進入市場之原
則，將1200度/瓩，

20
(20)

為 . 萬元/ W

100年建議
使用參數

103,000
(150,000~197,000)

則，將1200度/瓩，
調整為1,300度/瓩

地面型 無區分 以前述屋頂型500kW
以上11.2萬元/瓩，採
國際間屋頂型容量最

說明
國際間屋頂型容量最
大級距與地面型費率
間之差距約8%計算

，調整為10.3萬元/kW

2626
註**:( )99年公告使用參數



MOEA 參、100年度各類別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
算公式使用參數，提請討論及確認(續)

再生能
源別

類別
裝置容量

(kW)
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運維

比例(%)
年售電量
(度/瓩年)

躉購期
間(年)

100年建議 160,000 1.0 2,000

≧ 1 ~ < 10

100年建議
使用參數

160,000
(150,000)

1.0
(1.5)

2,000 
(2,000 )

說明 與審定會第4次會議並無差異

風力 陸域 100年建議
使用參數

60,000* 
(59,000)

2.26
(1.5)

2,400 
(2,400)

20
(20)

≧ 10

說明

考量國際成本下
降趨勢1.2%，
期初設置成本由
6.1萬元/瓩調整
為6 0萬元/瓩

與審定會第4次會議並無差異

為6.0萬元/瓩

風力 離岸 無區分

100年建議
使用參數

159,000 
(120,000)

3.0
(3.0)

3,200 
(3,200)

風力 離岸 無區分

說明 與審定會第4次會議並無差異

27

註:( )99年公告使用參數
註*含LVRT者為61,000(元/瓩)



MOEA 參、100年度各類別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
算公式使用參數，提請討論及確認(續)

再生能源別 類別
裝置容量

(kW)
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運維比例

(%)
年售電量
(度/瓩年)

躉購期間
(年)

100年建議 68 000 3 0 4 500

川流式水力 -- 無區分

100年建議

使用參數

68,000
(66,000)

3.0
(3.0)

4,500 
(4,800)

說明 與審定會第4次會議並無差異

地熱 -- 無區分

100年建議

使用參數

233,000 
(275,000 )

5.0
(5.0)

6,400 
(7,000)

20
(20)

說明 與審定會第4次會議並無差異

100年建議

使用參數

125,000
(125 000 )

7.5
(5 0)

7,300 
(7 900)

廢棄物

(衍生燃料)
-- 無區分

使用參數 (125,000 ) (5.0) (7,900)

說明
與審定會第4次
會議並無差異

新增國內2家火力
發電廠案例，運
維比例由8.1%調

整為7 5%

與審定會第4次會
議並無差異

整為7.5%

生質能 -- 無區分

100年建議

使用參數

52,000 
(54,000)

6.5
(7.5)

5,500 
(5,700)

說明 與審定會第4次會議並無差異

2828

說明 與審定會第4次會議並無差異

註:( )99年公告使用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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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二：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計
算公式折現率使用參數算公式折現率使用參數

29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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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折現率之意涵

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折現率使用參數

一、折現率之意涵

(一)折現率並不是指業者的投資報酬率，而是指計畫投入全部資金的

報酬率，所以折現率會等於自有資金與外借資金的平均報酬率，亦報酬率 所以折現率會等於自有資金與外借資金的平均報酬率 亦

即為平均資金成率(WACC)。
(二)因為WACC為外借資金利率與自有資金報酬率的加權平均的加權(二)因為 為外借資金利率與自有資金報酬率的加權平均的加權

平均，故其計算公式如下：

Wβ)(RWRWRWRWACC IOOOIIOO 

1
)(

為外借資金比例為外借資金利率其中

且



WR
WW

WRWα)(R

IO

If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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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外借資金比例為外借資金利率其中

αR
W  R
WR

f

II

OO

(三)折現率等於WACC之下，其自有資金報酬率的部分就是反映業者     
       為風險溢酬

f

30

投資報酬率的部份，根據WACC計算公式可知業者的投資報酬率是

「無風險利率+信用風險加碼α+業者風險溢酬β」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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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8年審定會使用參數 5 25%

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使用折現率(續)

二、98年審定會使用參數：5.25% 
三、擬採數值：5.25% 
四、資料參採說明

依據WACC計算公式可知，折現率係受四個變數影響，即自有資金比依據 計算公式可知 折現率係受四個變數影響 即自有資金比

例、無風險利率、銀行融資信用風險加碼以及業者風險溢酬。

(一) 自有資金比例(一) 自有資金比例

依據典型專案投資計畫，自有資金比例占30%，故一般以30%為標竿。

(二) 無風險利率

無風險利率以資本市場風險最低之標的為主，因計畫投資屬於長期投

資，融資期限在7~10年，故一般以10年期政府公債殖利率為標竿，99
年平均為1.36%(詳見參考資料7，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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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銀行融資信用風險加碼(α風險)

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使用折現率(續)

1. α風險
銀行對投資計畫融資加碼，一般稱為α風險，下表為銀行對不同信用評等企
業的加碼額度。國內外銀行對新興投資計畫皆會要求其利息保障倍數須在2.5
倍以上，其約當為信用評等twBB至twBBB之公司，此時α風險介於1.5%至
2.0%之間。

利息保障倍數上下限 評等 加碼額度利息保障倍數上下限 評等 加碼額度

-10000000 0.199999 D 10.00%

0.2 0.649999 C 7.50%

0.65 0.799999 CC 6.00%

0.8 1.249999 CCC 5.00%

1.25 1.499999 B- 4.25%

1.5 1.749999 B 3.25%

銀行對於新興投
資計畫要求利息
保障倍數維持在

1.75 1.999999 B+ 2.50%

2 2.499999 BB 2.00%

2.5 2.999999 BBB 1.50%

3 4 249999 A 1 25%

保障倍數維持在
2.5倍水準

3 4.249999 A- 1.25%

4.25 5.499999 A 1.00%

5.5 6.499999 A+ 0.80%

6.5 8.499999 AA 0.50%

32

6 5 8 99999 0 50%

8.5 10000000 AAA 0.20%

資料來源：台電公司， 「因應多角化經營台電公司資本成本率之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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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銀行融資信用風險加碼(α風險)(續)

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使用折現率(續)
(三) 銀行融資信用風險加碼(α風險)(續)

2. 98至99年市場α風險分析
蒐集國內資本市場公債及公司債利率水準相關資料，發現信用評等twBBB之
公司債(即約當利息保障倍數2.5倍)，98年及99年(至99年10月止)α風險平均為

1.72%及1.84%，兩年平均則為1.78%，符合前項分析介於1.5%至2.0%之結

果，惟新興投資計畫風險較高，α風險以2%為標竿。果 惟新興投資計畫風險較高 α風險以2%為標竿

項目 10年期公債 10年期公司債 α風險＝公司債－公債

利率 殖利率 twAAA twAA twA twBBB twAAA twAA twA twBBB

98年平均 1.51% 2.17% 2.36% 2.69% 3.23% 0.66% 0.85% 1.18% 1.72%

99年平均 1.36% 1.94% 2.15% 2.57% 3.21% 0.58% 0.79% 1.20% 1.84%

98~99年
平均

1.44% 2.06% 2.27% 2.64% 3.22% 0.62% 0.82% 1.19% 1.78%
平均

1.政府公債10年期殖利率：中央銀行網站統計資料之金融統計「重要金融指標之指標最新資料」。
網址：http://www.cbc.gov.tw/lp.asp?ctNode=523&CtUnit=234&BaseDSD=7&mp=1。

2.公司債市場參考利率：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債券交易資訊 > 公司債/金融債/受益證券/外國債券/分割債券 > 公司債參考利率)
網址：http://www.otc.org.tw/ch/bond trading info/division bond/COCurve/DivBondCurveDaily.php#

33

網址 p g _ g_ _ y p p
公司債參考利率為花旗銀行,荷銀台北,台北富邦銀,匯豐銀行,日盛證券,中國信託銀,兆豐票券,中華票券,國際票券,永豐金證券,凱基證
券,大華證券,統一證券,元富證券,兆豐證券,寶來證券,元大證券等17家之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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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者風險溢酬(β風險)
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使用折現率(續)

( ) (β )
1. β風險水準比較標竿之選擇

選擇國內外比較標竿，在一定的資金結構與財務設算條件之下，自有資金報

酬率與計畫折現率有一定的關係，可用此四個案例為標竿推估β風險，進而

計算出計畫折現率。

項目 國內案例 國際案例

利率 瓦斯公司 BOT案例 德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
中國風力發電電

能躉購費率

自有資金
報酬率

五大銀行1年期
定存利率平均(
99年0.97%)＋ 10%1 德國並不以自有資金報酬率

作為費率計算基礎
8%~10%2

報酬率 3.7%，99年平
均為4.67%

作為費率計算基礎

既有公司案例 視投資計畫資
8%(太陽光電為5%~8%) (
但德國十年期政府公債利率 中國並不以計畫

計畫折現
率

既有公司案例
不考慮計畫折

現率

視投資計畫資
金結構與利率

水準

但德國十年期政府公債利率
2009年平均3.27%，2010年(
至10月止) 2.79%較我國高)(
詳見參考資料7，表7-2)

中國並不以計畫
折現率作為費率

計算基礎

34

詳見參考資料7 表7 2)

資料來源1：胡思聰 (2007)，「污水下水道系統以BOT方式興建之研析」。
資料來源2：国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2010)，＂可再生能源電力價格和費用分攤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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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業者風險溢酬(β風險)(續)

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使用折現率(續)
(四)業者風險溢酬(β風險)(續)

2.典型計畫案例的設計

為利用國內外案例標竿設算出各種再生能源的β風險水準，並依照專案融為利用國內外案例標竿設算出各種再生能源的β風險水準 並依照專案融

資投資計畫設出以下之典型計畫案例，做為推估折現率的基礎。

(1)自有資金比例30%、銀行融資比例70%。

(2)銀行融資利率為3.36%(99年十年期公債殖利率平均為1.36%＋α風險

2%)。
(3)融資期間為10年 第11年償還全部貸款本金(3)融資期間為10年，第11年償還全部貸款本金。

(4)折舊採直線法，以20年為折舊年限。

(5)營利事業所得稅率為17%。(5)營利事業所得稅率為17%

35



MOEA

(四)業者風險溢酬(β風險)(續)

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使用折現率(續)
(四)業者風險溢酬(β風險)(續)

3. β風險推估

德國(以 國內

標竿
瓦斯
公司

中國風
力下限

德國(以
計畫折
現率為
6.5%估
算)

中國風
力平均

98年審
定會

國內
BOT案
及中國
風力上

限

德國(以計畫
折現率為8%

估算)
算) 限

自有資
金報酬
率(%)

4.67 8.00 8.58 9.00 9.12 10.00 13.28
( )

計畫折
現率
(%)

3.78 4.89 5.077 5.212 5.250 5.533 6.577

β風險 1.412 5.097 5.723 6.177 6.300 7.243 10.723

註1：德國太陽光電計畫折現率為5%~8%1，10年期政府公債利率2009年平均3.27%，2010年(至10月(
止) 2.786%(2010年台灣平均為1.363%)，若以相同於台灣利率水準，德國計畫折現率=6.5%-兩
國利率差(1.423%)=5.077%。

註2：瓦斯公司、中國與國內BOT係給定自有資金報酬率推估計畫折現率後，進而估算β風險；98年

36

審定會與德國案例係給定折現率後，推估自有資金報酬率。

資料來源1:Miguel Mendonca, David Jacobs, Benjamin Sovacool(2010):"Powering the Green Economy: The Feed-In Tariff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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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料參採說明(續)
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使用折現率(續)

( )
(四)業者風險溢酬(β風險)(續)
4. β風險參採研析

(1)瓦斯公司報酬率的高低係隨利率變化訂定，因此氣價將可隨利率之變化而

調整；但再生能源係固定價格20年，即使利率有所變化亦無法調整價格，

因此業者的經營風險明顯較高 故瓦斯公司 風險並不適用因此業者的經營風險明顯較高，故瓦斯公司β風險並不適用。

(2)國內BOT特許時間往往達30年甚至50年，其營運時間較再生能源躉購期

間更長，故國內再生能源之β風險應低於國內BOT水準，故國內BOT之β風間更長，故國內再生能源之β風險應低於國內BOT水準，故國內BOT之β風
險7.243%應可視為上限值。

(3)以德國非太陽光電類為標竿，則計畫折現率為6.577%，β風險將高達( )以德國非太陽光電類為標竿 則計畫折現率為 β風險將高達

10.723%，高於前述上限值，故並不適用。

(4)以98年審定會為標竿β風險為6.3%、中國風力平均標竿6.177%，較為一致。

(5)依前述說明，考量國內外案例，建議以自有資金報酬率9%為標竿，即β
風險為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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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料參採說明(續)

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使用折現率(續)

四、資料參採說明(續)
(五) 折現率數值

1.依據審定會第3次會議決議，不同類別再生能源原則以相同
折現率計算。

依據述分析結果 無風險利率 風險 風險2.依據述分析結果，無風險利率1.36%、α風險2%、β風險
6.177%，建議100年度電能躉購費率計算公式使用折現率
參數為5 212%。參數為5.212%。

3. 考量一般利率以0.25%為一碼之作法，建議100年度電能躉
購費率計算公式使用折現率參數維持99年度相同水準，即購費率計算公式使用折現率參數維持99年度相同水準 即
為5.25% 。

五、提請討論五 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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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三：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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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內電業化石燃料發電平均成本(下限費率)

依據審定會第2次會議決議，國內電業化石燃料發電平均成本計

算原則與結果如下：

一 計算原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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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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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燃氣發電機組發電量為權數加權平均計算之。
(四)躉購下限費率參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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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過去4年平均值(95年至98年)為計算基準
。

(五)各家電業99年度提供之近5年火力電廠發電資料與去98年度提供資
料略有差異，經差異分析後發現，大體上99年度提供之成本資料皆料略有差異 經差異分析後發現 大體上99年度提供之成本資料皆
相對略低，在下限費率之計算擬採從優方式下，仍以98年度提供資
料為參採基準。

40

二、計算結果
依前述原則計算結果，100年度躉購下限費率為2.1821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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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0年度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試算

貳、躉購費率試算結果

再生能源類別 分類
級距
(kW)

100年度試算費率

(元/度)
99年度公告費率

(元/度)

11.1883 *

太陽光電
屋頂型

≧1 ~ <10 9.9216 (相當於無設備補助
14.6030)

≧ 10 ~ < 100 8.8268 
12 9722太陽光電 12.9722

≧ 100 ~ < 500 8.4847 

≧ 500 7.6636
11.1190

地面型 無區分 7 0478地面型 無區分 7.0478

風力
陸域

≧ 1 ~ < 10 7.3562 7.2714
≧ 10** 2.6138 2.3834

離岸 無區分 5.5626 4.1982
川流式水力 -- 無區分 2.1821 2.0615
地熱能 無區分 4 8039 5 1838地熱能 -- 無區分 4.8039 5.1838

廢棄物(衍生燃料) -- 無區分 2.6875 2.0879
生質能 -- 無區分 2.1821 2.0615

4141

註*:1kW以上未達10kW太陽光電99年公告再生能源躉購費率另提供5萬元/kW設備補助，100年則不另提供5萬元
/kW設備補助

註**:依規定須加裝LVRT者，則試算費率為2.6574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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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敏感度分析
(一)期初設置成本變動

貳、躉購費率試算結果(續)

項目 分類
級距
(kW)

99年度

公告費率

(元/度)

建議情境

試算費率

(元/度)

設置成本

+5%
試算費率

設置成本

+10%
試算費率

設置成本

+15%
試算費率

(一)期初設置成本變動

(元/度) (元/度)
(元/度) (元/度) (元/度)

屋頂

≧1 ~ <10 * 11.1883 9.9216 10.4177 10.9138 11.4098 

≧ 10 ~ < 100 8.8268 9.2681 9.7095 10.1508 
太陽
光電

屋頂
型

12.9722
≧ 100 ~ < 500 8.4847 8.9089 9.3331 9.7574 

≧ 500
11.1190

7.6636 8.0468 8.4299 8.8131 
地面

無區分
地面
型

無區分 7.0478 7.4001 7.7525 8.1049 

風力 陸域
≧ 1 ~ < 10 7.2714 7.3562 7.7240 8.0918 8.4596 

≧ 10 2.3834 2.6138 2.7445 2.8752 3.0059 
離岸 無區分 4.1982 5.5626 5.8408 6.1189 6.3970 

川流式
水力

-- 無區分 2.0615 2.1821 1.7763 1.8609 1.9455 

地熱能 -- 無區分 5.1838 4.8039 5.0441 5.2843 5.5245 
廢棄物(衍生

燃料) -- 無區分 2.0879 2.6875 2.8219 2.9563 3.0907 

42

生質能 -- 無區分 2.0615 2.1821 1.4588 1.5283 1.5978 

42

註*:1kW以上未達10kW太陽光電99年公告再生能源躉購費率另提供5萬元/kW設備補助，100年則不另提供5萬元
/kW設備補助

註：敏感度分析之調整區間乃以業者與擬採數值之差異作均等區間之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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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敏感度分析(續)
(二)年淨售電量變動

貳、躉購費率試算結果(續)

項目 分類
級距
(kW)

99年度

公告費率

建議情境

試算費率

年淨售電量

-2%
試算費率

年淨售電量

-5%
試算費率

年淨售電量

- 8%
試算費率

(二)年淨售電量變動

( )
(元/度) (元/度)

試算費率

(元/度)
試算費率

(元/度)
試算費率

(元/度)

≧1 ~ <10 * 11.1883 9.9216 10.1241 10.4438 10.7843 

≧ 10 ~ < 100 8.8268 9.0069 9.2914 9.5944
太陽
光電

屋頂型
≧ 10   100

12.9722
8.8268 9.0069 9.2914 9.5944 

≧ 100 ~ < 500 8.4847 8.6578 8.9312 9.2225 

≧ 500
11.1190

7.6636 7.8200 8.0669 8.3300 

地面型 無區分 7 0478 7 1916 7 4187 7 6606地面型 無區分 7.0478 7.1916 7.4187 7.6606

風力 陸域
≧ 1 ~ < 10 7.2714 7.3562 7.5063 7.7434 7.9959 

≧ 10 2.3834 2.6138 2.6672 2.7514 2.8411 
離岸 無區分離岸 無區分 4.1982 5.5626 5.6762 5.8554 6.0463 

川流式
水力

-- 無區分 2.0615 2.1821 2.1821 2.1821 2.1821

地熱能 無區分 5 1838 4 8039 4 9019 5 0567 5 2216地熱能 -- 無區分 5.1838 4.8039 4.9019 5.0567 5.2216 
廢棄物(
衍生燃
料)

-- 無區分 2.0879 2.6875 2.7424 2.8290 2.9212 

43

生質能 -- 無區分 2.0615 2.1821 2.1821 2.1821 2.1821

43

註*:1kW以上未達10kW太陽光電99年公告再生能源躉購費率另提供5萬元/kW設備補助，100年則不另提供5萬元
/kW設備補助

註：敏感度分析之調整區間乃以業者與擬採數值之差異作均等區間之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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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敏感度分析(續)
(三)折現率變動

貳、躉購費率試算結果(續)
(三)折現率變動

項目 分類
級距
(kW)

99年度

公告費率

建議情境

試算費率

折現率

+1%
試算費率

折現率

+2%
試算費率

折現率

+3%
試算費率(kW)

(元/度) (元/度)
試算費率

(元/度)
試算費率

(元/度)
試算費率

(元/度)

≧1 ~ <10* 11.1883 9.9216 10.7035 11.5147 12.3534 

≧ 10 < 100 8 8268 9 5224 10 2441 10 9902
太陽
光電

屋頂型
≧ 10 ~ < 100

12.9722
8.8268 9.5224 10.2441 10.9902 

≧ 100 ~ < 500 8.4847 9.1533 9.8470 10.5643 

≧ 500
11.1190

7.6636 8.2675 8.8941 9.5419 

地面型 無區分 7.0478 7.6032 8.1794 8.7752

風力
陸域

≧ 1 ~ < 10 7.2714 7.3562 7.9170 8.4988 9.1003 
≧ 10 2.3834 2.6138 2.7891 2.9709 3.1589 

離岸 無區分 4.1982 5.5626 5.9109 6.2723 6.6459 
川流式
水力

-- 無區分 2.0615 2.1821 2.1821 2.1821 2.1821

地熱能 -- 無區分 5.1838 4.8039 5.0591 5.3239 5.5976 
廢棄物(衍生

燃料) -- 無區分 2.0879 2.6875 2.8076 2.9321 3.0609 

生質能 無區分 2 0615 2 1821 2 1821 2 1821 2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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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能 -- 無區分 2.0615 2.1821 2.1821 2.1821 2.1821

44

註*:1kW以上未達10kW太陽光電99年公告再生能源躉購費率另提供5萬元/kW設備補助，100年則不另提供5萬元
/kW設備補助

註：敏感度分析之調整區間乃以業者與擬採數值之差異作均等區間之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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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敏感度分析(續)
(四)運維比例變動

貳、躉購費率試算結果(續)
(四)運維比例變動

項目 分類
級距
(kW)

99年度

公告費率

建議情境

試算費率

運維比例

+1%
試算費率

運維比例

+2%
試算費率

運維比例

+3%
試算費率(kW)

(元/度) (元/度) 試算費率

(元/度)
試算費率

(元/度)
試算費率

(元/度)

≧1 ~ <10* 11.1883 9.9216 11.0370 12.1524 13.2678 

≧ 10 < 100 8 8268 9 8191 10 8114 11 8037太陽
光電

屋頂型
≧ 10 ~ < 100

12.9722
8.8268 9.8191 10.8114 11.8037 

≧ 100 ~ < 500 8.4847 9.4385 10.3924 11.3462 

≧ 500
11.1190

7.6636 8.5251 9.3867 10.2482 

地面型 無區分地面型 無區分 7.0478 7.8401 8.6324 9.4247

風力
陸域

≧ 1 ~ < 10 7.2714 7.3562 8.1562 8.9562 9.7562 

≧ 10 2.3834 2.6138 2.8638 3.1138 3.3638 

離岸 無區分 4.1982 5.5626 6.0595 6.5564 7.0533 

川流式
水力

-- 無區分 2.0615 2.1821 2.1821 2.1821 2.1821

地熱能 -- 無區分 5.1838 4.8039 5.1680 5.5320 5.8961 

廢棄物 -- 無區分 2.0879 2.6875 2.8588 3.0300 3.2012 

生質能 -- 無區分 2.0615 2.1821 2.1821 2.1821 2.1821

4545

註*:1kW以上未達10kW太陽光電99年公告再生能源躉購費率另提供5萬元/kW設備補助，100年則
不另提供5萬元/kW設備補助

註：敏感度分析之調整區間乃以業者與擬採數值之差異作均等區間之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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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說明

參、對電費支出之影響評估

(一)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第7條要求電業及設置自用發電設備達一

一、背景說明

定裝置容量以上者，應每年按其不含再生能源發電部分之總

發電量，繳交一定金額充作基金，作為再生能源發展之用，

第一項基金主要用途為再生能源電價之補貼、再生能源設備

之補貼、再生能源之示範補助及推廣利用、以及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再生能源發展之相關用途。

(二)針對電業及設置自用發電設備達一定裝置容量以上者其所繳(二)針對電業及設置自用發電設備達一定裝置容量以上者其所繳

交基金之費用，在經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得附加於其

售電價格上。售電價格上。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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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參數設定與假設條件

參、對電費支出之影響評估(續)

躉購期間 20年

年迴避成本 元 度

二、相關參數設定與假設條件

2010年迴避成本 2.11元/度

2009年台電收入 4,673億元

太陽光電年遞減8%
躉購費率遞減率 海洋能躉購費率為9元/度，自2020年以後每年遞減10%

其他再生能源則遞減1%

行政成本 以每年基金支出2%估列

下限費率成長率 同迴避成本年成長率2%

補助金額
1-10 kW太陽光電占設置量10%；設備補助5萬元/kW於2010年截止
2010年起太陽光電(BIPV)示範補助每年補助上限2億元，以5年估算2010年起太陽光電(BIPV)示範補助每年補助上限2億元 以5年估算
海洋能示範補助15~25萬元/kW，以補助至2020年估算

電價
2009年家庭用戶電價為2.73元，每年成長2%， 2010~2049年全程算術平
均為4.2元

家庭用電量 每戶全年用電量以4,000度估算

全國用電量
假設全國用電量成長率為0%(即電費收入成長2%)、1.34%(參考台電公
司近五年售電量成長率估算，即電費收入成長3 4%) 與2 78%(參考台電

47

全國用電量 司近五年售電量成長率估算，即電費收入成長3.4%) 與2.78%(參考台電
電源開發9811案，即電費收入成長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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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估40年期間所需基金規模
參、對電費支出之影響評估(續)

三 預估40年期間所需基金規模
250

基金支出總額(億元)

200

基金支出總額(億元)

150

100

5050

48

0

基金支出總額(億元)  4.1  14.4  19.7  24.3  28.5  45.1  56.1  74.1  98.6  120.3  144.7  150.2  163.2  173.4  181.7  188.2  195.3  200.8  204.5  203.7  200.7  185.4  174.4  164.0  153.9  135.4  125.3  107.6  88.4  71.3  56.0  42.7  31.5  22.2  15.0  9.5  4.4  2.1  0.6  -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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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0年費率對電費支出影響評估(99年 138年)

參、對電費支出之影響評估(續)

電費支出影響

每月家庭附加電費(

四、100年費率對電費支出影響評估(99年~138年)

情境

基金支

出總額

(億元)

平均基

金支出

(億元)
項目

電費支出影響幅度(%)
每月家庭附加電費(

元)

台電電費收入年成長率
台電電費收入年(億元) (億元) 台電電費收入年成長率

成長率

2%* 3.4 %** 4.84 %*** 2 % 3.4 % 4.84 %
預估40年期間 最大值預估40年期間
所需基金支出
(99年依併聯
試運轉量

8 5MW計算)

3,881 97

最大值

(年度)

3.01

(2027)

2.37

(2026)

1.92

(2023)

42

(2027)

33

(2026)

27

(2023)

平均值 1 35 0 97 0 68 19 14 108.5MW計算) 平均值 1.35 0.97 0.68 19 14 10

在100年費率下，全程40年(99~138年) 基金支出總額為3,881億元，在台電電

費收入年成長率於2 4 84% 平均每月家庭附加電費約10 19元

註*：假設電價年成長2%，用電零成長下，台電電費收入成長率為2%。
註**：假設電價年成長2%，用電成長1.37%下，台電電費收入成長率為3.4% ，其中1.37%係參考台電

費收入年成長率於2~4.84%，平均每月家庭附加電費約10~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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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五年售電量成長率估算。
註***：假設電價年成長2%，用電成長2.78%下，台電電費收入成長率為4.84%，其中2.78%係參考台

電電源開發9811案，推估98年至117年台電系統電力用電年平均成長率估算。



MOEA 參、對電費支出之影響評估(續)
五 各類再生能源基金支出占比

農工

五、各類再生能源基金支出占比

項目
陸域風

力
離岸
風力

小水
力

太陽
光電

地熱 沼氣
農工
廢棄
物

海洋能
燃料
電池

基金支出占比 0.47% 54.50% 0.02% 20.26% 6.14% 0.00% 0.30% 18.32% 0.00%

再生能源發電
量占比

7.70% 27.68% 2.23% 15.40% 5.35% 0.16% 32.66% 8.57% 0.25%

1.再生能源發展基金主要依次用於離岸風力、太陽光電、海洋能、地熱
、農工廢棄物與陸域風力發電。

2. 小水力與沼氣，因 Grid Parity，故無電價補貼。
3. 燃料電池尚未決定獎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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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料電池尚未決定獎勵方式
4.離岸風力預估自2015年起始有設置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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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四：太陽光電電能躉購作法議案四：太陽光電電能躉購作法

515151



MOEA 100年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電能躉購機制

一、對象

為鼓勵小家戶裝設太陽光電 並考量小容量具推廣示範效為鼓勵小家戶裝設太陽光電，並考量小容量具推廣示範效
果，及競價交易成本較高等因素，建議限由住宅所有權人
於其屋頂設置未達10kW者，採先到先審適用完工費率（不於其屋頂設置未達10kW者 採先到先審適用完工費率（不
適用競標機制），其餘類別申設案均採競標作業。

二、容量二 容量

躉購機制以分批競標為主，100年規劃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推
廣目標量為70MW，由經濟部規劃部分容量進行競標作業
。

三、除外

曾獲經濟部全額或半額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示範系統者，不
適用競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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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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