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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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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標

推動能源多元化發展，有效降低溫室氣體

減少國內對化石燃料之依賴程度，能源使用能多元化

發展

順應國際潮流，為溫室氣體減量貢獻力量

提供再生能源業者適當經濟誘因進行投資

考量成本有效性原則下之適度經濟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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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費率理論

S（供給）

D（需求）

P

能源設置量Q*Q0

P*

P0

D’ (加上外部效益的需求）

能源市場

a. 外部效益

現有再生能源價格應優於傳統能源

• 現有的能源市場價格P0，主要是化石
燃料與高爭議性的核能構成

• 再生能源不汙染不枯竭的特性，對社
會而言是比前述兩種能源帶來更多外
部效益，因此社會對再生能源的需求
應較現有需求為高

• 在供給尚無法大量增加的情形下，再
生能源應有的市場價格會比現有的市
場價格P0還要高，而這高出的價格部
份便是社會應補貼的部份

→對再生能源需求的曲線是D‘

→P*即是躉購費率，與P0的差
距即為補貼額，Q0至Q*的增
額即為再生能源增設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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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費率理論

EMC（邊際成本曲線）
P

業者再生能源設置量Q1 Q* Q2

C * =P*
MC’（邊際成本曲線-較有競爭力）

MC’’（邊際成本曲線-
較無競爭力）

b. 廠商誘因分析

資源的效率配置

• 每個業者因競爭力的強弱而有邊際成本曲
線高低之不同，因此一個費率對不同業者
會導致不同產出量

• 於效率邊際成本曲線上訂出躉購費率後，
較這條效率邊際成本曲線成本更低的業者
將會有誘因將產出量推升至新的邊際成本
等於躉購費率時的水準

• 成本高的業者只能產出到符合其邊際成本
曲線的量，低於合理目標Q*。因此可以使
投入再生能源發展的經費資源集中到有效
率的業者，提高整體社會效益

→成本較低的業者會增產至Q2

→成本較高的業者只會增產至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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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費率公式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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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式訂定原則

1. 訂定對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具經濟誘因之費率：

掌握設置者的考量，找出影響設置意願之關鍵因素

2. 有效達成再生能源目標：依據再生能源階段性目標，訂

定適當費率，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獎勵總量為總裝置容量

650萬瓩至1,000萬瓩

3. 符合經濟效率原則：費率計算公式需具可操作性，並優

先鼓勵技術效率高、經濟效益佳之設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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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式核心概念

躉購費率應反映再生能
源設置之必要發電成本

主要考量：
1. 根據「再生能源條例」第九條，費率訂定應考量各類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平均裝置成本、運轉年限、運轉維護費、
年發電量等因素

2. 費率公式宜簡潔反應費率主要影響因子，減少不確定性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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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式建構

• 公式本身反映再生能源設置者之年收益等於年成本

• 躉購費率即等於總產電成本除以總產電量

• 每年成本即為期初設置成本攤提折現加上每年運維成本

• 期初設置成本乘上資本還原因子即為每年攤提數額

費率P=

期初建置成本 資本還原因子 運維成本

電力產生量

kWh

CF0 x   RF   +    O K x (1+K)n

(1+K)n-1

資本還原因子 RF

K: 折現率
n: 躉購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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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F說明

• 以躉購期間20年為例，用直線攤提法每年需攤提20分之1，即5%
• 但若以資本還原因子攤提，則20年期，折現率為3%時，每年攤提費用即

為期初設置成本的6.72%，並據此攤提20年。攤提總額是原設置成本的

134.4%
• 因此資本還原因子將設置者期初設置成本的時間價值計入，不會在年化成

本時刻意壓低或忽略在以總年數計算時會呈現出的時間成本

• 折現率提高時，資本還原因子亦會提高，致使攤提總額提高

資本還原因子=
(1+折現率)

躉購期間
-1

折現率 x (1+折現率)
躉購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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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費率因子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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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式因子列表

• 期初建置成本
• 資本還原因子-由折現率與運作年限決定
• 運維成本-佔期初設置成本的比例為運維比例
• 電力產生量-視設備每年滿發時數而定

費率P=

期初建置成本 資本還原因子 運維成本

電力產生量

kWh

CF0 x   RF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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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F0, O

期初建置成本 (CF0)
‧總成本之中，占比最大

‧隨著技術的進步與設置規模上升，成本會減少

‧設置成本對電能躉購費率訂定影響重大

‧宜參考目前市場上實際裝置數值

運轉維護費用 (O)
‧費用包括料源成本、操作成本與維修保養成本

‧由年運轉維護費用占期初設置成本比例計算

‧目前欠缺穩定的實際調查數字



15

3. n, kWh

躉購期間 (n)
‧依據條例規定為20年

年售電量 (kWh)
‧年滿發時數乘以裝置容量

‧宜參考目前市場上實際發電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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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

折現率
公式因子中， 折現率作為投資報酬率計算是被廣為接受的概

念，但折現率的值取決最為複雜

廣為接受的原因

1. 對效益的偏好是現在，而非未來，減少政策之不確定性

2. 資本有生產力，並涵蓋再生能源業者面對時間之不確定性

爭議：只用公告利率做折現率？

1. 利率充斥各式各樣扭曲的因素

2. 未確切反應時間偏好率，通常利率會低於投資時間價值

3. 利率變動快且幅度大，不符合公共政策追求長期穩定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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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

解讀:折現率是時間偏好率
折現率非一個單純利率可決定，揉合多項複雜考量的政策決定，自公共政

策角度取折現率須考量：

1. 國家經濟狀況 2. 計畫性質

3. 計畫偏好 4. 政策投入之成本

‧ 折現率與各國經濟條件相關，例如美、加條件相仿，則兩國政府採用
近似之折現率

‧ 折現率依計畫性質之不同，至少高於市場利率始具有投資誘因

‧ 折現率越高，鼓勵投入越多的資源

‧ 折現率越高，政策投入越高的成本



四、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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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1. 躉購費率公式應檢視其他可能相關之補貼政策，避免重
覆補貼，吸引過多無效率的新進業者爭相進入市場

2. 補貼費率公式首重關鍵因子：期初建置成本、滿發時數、
折現率之討論

3. 未來應逐年調查市場相關成本，再生能源項目市場發展
情況，產業衝擊影響以檢討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和費率之
關係性

4. 再生能源補貼是一項動態的政策，隨著補貼配套措施的
完善與成本隨技術發展而降低，費率公式因子的數值都
需不斷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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