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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億度 燃煤發電 燃油發電 燃氣發電

核能發電 水力發電 生質能發電

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 地熱與海洋能發電

 化石能源占比下滑、再生能源占比提高

(一) IEA預估長期(2040年)全球發電結構，化石能源占比下滑但仍達

49.3%、核能維持約9.2%

(二)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至41.5% 。

再生能源占41.5%
(風力與太陽能(含CSP)
占21.7%，水力占
15.4%）

核能9.2%

全球各類能源發電量與發電結構預測

註：因小數進位圖中百分比加總不儘為百分之百。

25,641

30,222

36,887

40,412

33,479

化石能源49.3%

一、全球發電結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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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公約談判及協議發展歷程與進展

(一) 2015年COP21巴黎會議：通過「巴黎協定」，設定控制全球溫升不超過攝氏
2度之長期減量目標，並於2016年11月4日生效，至今共有184國批准，溫室
氣體排放占比89.31%，後續即使美國(17.9%)退出，亦不影響其效力。

1997年
京都議定書

•附件一國家應
提出2020 年量
化減量目標
(QELRO)

•非附件一國家
需提出符合
MRV 之國家適
當減緩行動
(NAMAs)

•確認京都議定
書延長至2020
年，京都彈性
機制獲得延續

•希望2015 年前
草擬新全球方
案，2020 年起
取代京都議定
書

•達成巴黎協定

•確定2°C以下目
標(努力追求
1.5°C)

•要求各國應儘早
達到排放峰值。

•提交後續。每5
年提交1次NDC

•目標提高時可隨
時修正。

•超過122國批准，
GHG占比80.28%

•確定2°C以下目標
並努力追求1.5°C

• 每年1,000億美金
綠色氣候基金

• 每5年全球盤點，
提交報告及檢討

•「雙邊」或「多
邊」減量合作協議
，

2009年
COP15
哥本哈根協定

•要求附件一
國家訂定減
量目標
2008-2012
年較1990年
排放水準降
低5.2%

•京都彈性機
制：JI、
CDM、ET

•通過馬拉喀什
行動宣言，呼
籲各方作出最
大政治承諾，
以支持2030年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2018年底前完
成巴黎協定規
則手冊。

2009年
COP15
哥本哈根協定

2015年
COP21
法國巴黎

2016年
巴黎協定

2016年
COP22
馬拉喀什

2012年
COP18
杜哈氣候之門

•通過「卡托維茲文
件」，並通過大部
分「巴黎協定工作
計畫」（PAWP）

•碳交易、「損失與
損害」等部分議題
未獲共識而被擱
置，留待COP25
再討論。

2018年
COP24
卡托維茨

二、國際氣候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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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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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能源高度依賴進口、獨立電網需靠自己

(一)我國自有能源匱乏，98%依賴進口，且為獨立能源供應體系。

(二)臺灣電力為獨立系統，遇急需時無法由他國輸入，能源短缺或中
斷，將危及國家安全。

(三)我國2018年發電結構中，化石能源約占84%，未來尋求全天候可
穩定發電、低成本及低碳之多元發電系統具挑戰。

46.3%

34.6%

3.1% 化石燃料發電
84.0%

核能
10.1%

4.7%

1.2%

1.6%

1.3%

0.6%

1.0%

0.1%

2018年臺灣發電結構

一、我國發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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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能源轉型政策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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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6.05.25
宣布能源轉型政策

2017.01.26
電業法修正通過

2018.11.24

全國性公民投票

2019.05.01
修正通過「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

■第7案：每年減少1%火電

■第8案：不新/擴建燃煤

■第16案：廢止電業法95-1

再生能源電力
占20%

非核家園
2025年

 開放綠電先行

 用戶購電選擇權

2017

2017.04.26
能源發展綱領修正
核定

■能源安全 ■綠色經濟

■環境永續 ■社會公平

 規定用電大戶綠電比例
 躉購與電力自由交易二者可

相互轉換
 公民電廠納入補助

2017.06.28
啟動能源轉型白皮
書撰擬程序

 全面共同討論
 政府民間協作
 擴大公民對話
 公開透明友善

2018 2019

一、臺灣能源轉型政策發展重要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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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發展綱領：
確保能源安全、掌握綠色經濟、
兼顧環境永續、落實社會公平。

發展目標：
非核家園、穩定供電及降低空污

 能源轉型方針與目標

11

策略規劃：

三大策略：「多元創能、增加供給」
「積極節能、全民參與」
「智慧儲能、靈活調度」

全面推動：創能、節能、儲能及智慧系統整合
全面具體推動規劃。

二、能源轉型願景



燃煤發電量占比
降至27%

再生能源發電量
占比達20%

低碳天然氣發電
量占比達50%

既有核電廠不延役
核四廢止

註：因核三廠2號機於2025年5月17日除役，爰
「燃煤及其它」中核能占比仍有1.1%。

2018年電力配比

2025年電力配比

燃氣50%

再生能源20%

燃煤及其他30%

燃煤45.5%

燃油4.4%

燃氣34.3%

核能10%
再生能源4.6%

抽蓄水力 1.2%

 以再生能源及天然氣為主的發電結構，於2025年達成20-30-50潔淨能
源發電結構與非核家園願景。

二、能源轉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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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方位協助地

方能源治理
計畫

2.建構參與式

能源治理機制

3.推動能源轉型

責任計畫

能源治理

1.再生能源產業

推動計畫

2.能源國家型科

技計畫

3.沙崙綠能科學
城科技聯合研

究中心及示範

場域

綠能產業節約能源

1.民生部門節能

計畫

2.工業部門能效

提升計畫

3.建築部門節能
計畫

4.運輸部門節能

計畫

5.節能目標暨路

徑規劃

1.太陽光電推動

方案

2.風力發電推動

方案

3.地熱及其他再
生能源推動

方案

4.新及再生能源
推動配套方案

再生能源電力

1.穩定電力方案

2.推動電業改革

3.推動智慧電網

4.擴大天然氣供

應與穩定計畫

5.公民電廠推動

方案

二、能源轉型願景

 能源轉型白皮書：結合產官學研各界共同協作，產出20項重點方案，作為

推動能源轉型之重要依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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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穩定供電

• 加強需量反應抑低尖峰負載，強化可靠型需量反應

• 強化既有機組運轉維護，透過長期電源規劃管理機制確保新設
機組如期商轉

• 北、中、南均進行各項接收站及儲槽建設，建立相互備援機制，以
利區域性供氣並強化天然氣調度供應能力

• 推動天然氣事業法修正，明定天然氣安全存量天數及事業義務規範

穩定電力方案

擴大天然氣供應與
穩定計畫

外界關切議題 重點方案 具體推動內容

推動智慧電網 • 推動自動化饋線建置，透過配電自動化開關更新，整合區域負載資訊
進行再生能源併網評估

14

新及再生能源推動
配套方案

2.綠能發展

太陽光電推動方案

風力發電推動方案

地熱及其他再生能源
推動方案

• 成立經濟部太陽光電單一窗口，協助各類型設置區域解決申設問題

• 再生能源十年輸配電計畫，完善電力網基礎設施及強度

• 地熱發電推廣及開發，全面地熱資源盤點，專案輔導廠商

• 部會署/地方合作推動資源循環與能源化利用專案，推廣生質能

• 興建專用碼頭、產業專區，輔導施工團隊與興建輸配電網

• 落實環境及生態保護機制，長期願景建立國家級監測計畫

• 案場多元開發利用，整合及盤點設置用地

• 定期滾動式檢討躉購費率、加速及簡化申設流程

• 配合再生能源設置佈建儲能設備，以調度及穩定再生能源發電量及
需求

二、能源轉型願景

 能源轉型白皮書：各重點方案已納入外界關切重點議題



外界關切議題 重點方案 具體推動內容

4.減少空污 運輸部門節能計畫

穩定電力方案

• 修訂「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 燃煤發電占比2020年較2017年低，2025年較2020年低之目標邁進

• 滾動檢討提高燃煤及燃氣機組彈性調度之技術與調度模式

• 透過電力排碳係數規範進行環保調度

風力發電推動方案 • 藉風電潔淨能源實質替代部分化石燃料使用，減緩空污

15

• 研擬尖峰時段用電即時電價選擇方案，提供用戶調整用電需求

3.電價

• 揭露各類用戶電價費率訂定原則，一般性原則包括照顧民生及
節能減碳原則，持續要求公用售電業進一步揭露各類用戶之訂
價機制

推動電業改革

穩定電力方案

二、能源轉型願景

 能源轉型白皮書：各重點方案已納入外界關切重點議題



再生能源發電量

項目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MW) 再生能源發電量 (億度)

2018 2020 2025 2018 2020 2025

太陽光電 2,738 6,500 20,000 27 81 256 

陸域風力 696 814 1,200 17 19 28

離岸風力 8 976 5,738 0.3 35 207

地熱能 0.03 150 200 0 10 13 

生質能 727 768 813 39 38 43

水力 2,092 2,100 2,150 45 64 66 

燃料電池 0.3 22.5 60 0.03 2 5 

總計 6,260 11,331 30,161 127 249 617

 政府已規劃114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20%政策目標，並以太陽光電
及離岸風電作為當前我國再生能源主要發展項目

 推動「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方案」及「風力發電4
年推動計畫」，以短期達標、中長期治本之策略逐步達成政策目標。

三、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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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至2018年底，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達6,260 MW，較106年
增加984 MW，當中以太陽光電發展最為快速。

 再生能源占2018年底總發電裝置容量11.9%，占總發電量
4.7%。

MW

年度

-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我國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年成長趨勢

慣常水力 太陽光電 風力 生質能 廢棄物

成長
32%

三、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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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初期推動屋頂型設置

●專案引導，厚植基礎

●逐步推動地面型大規模開發

●優化環境，擴大應用

推動原則 短期達標(2020年) 中長期治本(2025年)

107年

114年

109年

 太陽光電於2025年達成20GW設置量，屋頂型3GW；地面型17GW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

2018~2020；推動2 GW

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達標)

2016.7~2018.6；推動1.52 GW

產業園區擴大設置太陽光電

2018~2020 ；推動1 GW

地面型推動專案

2018~2020 ；推動2 GW

四、太陽光電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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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5月中太陽光電累積裝置容量達3,314 MW

 自2016年起政策持續引導已見成效，設置量大幅提升，每年度完工併聯量持續增

加，2年內年度新增設置量提高為105年的2.7倍。

179 
226 248 

361 

523 

971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當年度太陽光電新增設置量 (單位：MW)

成長
169%

四、太陽光電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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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最大地面型案例

阿公店水庫水面型太陽光電，
設置容量2.3MW ，面積約2.3公頃。

台電公司彰濱工業區崙尾西區光電，
設置容量100MW，面積約150公頃。

辰亞能源提供

辰亞能源提供

 生態共榮示範案例

四、太陽光電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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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電共生示範

 中央屋頂推動案例

台灣港務公司蘇澳港，設置容量2MW，面積約2公頃。

台南市天王能源漁電共生室內養殖場，
設置容量2.86MW，面積約2.86公頃。

高雄市鳳翔國中風雨球場光電
設置容量 689.12kW，面積約0.7公頃。

 漁電共生示範案例

四、太陽光電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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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湖
光
電
鵝
場

佳
里
區
牧
牛
場

東勢
光電
豬場

 地點:雲林縣東勢鄉
 面積：２公頃
 投資金額：逾億元
 電容量:約１０００KW
 年發電：１３０萬度
 發電收益：超過千萬

土
庫
光
電
雞
場

四、太陽光電推動成果
 畜電共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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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陽光電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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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陽光電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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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成果
2018

短期目標
2020

中長期目標
2025

696 MW

2 架示範機組

8 MW

示範風場 + 潛力場址

976 MW

潛力場址 + 區塊開發

5,738 MW

陸域

離岸

814 MW 1,200 MW

◢ 陸域推動策略

◢ 離岸推動策略

◢ 先開發優良風場

◢ 先示範／淺海

◢ 後開發次級風場

◢ 後區塊／深海

推動原則 短期達標 中長期治本

五、風力發電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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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風力發電場址離岸風力發電潛力場址容量核配結果

 初期推動陸域設置並建置離岸風電發展環境，中長期以離岸風電達標
為主

 離岸風電進展順利：
 遴選作業(需配合國產化)共計有7家開發商共10案獲選，累計容量達

3,836 MW。
 競價作業共計有2家開發商共4案獲選，累計容量達1,664 MW。

五、風力發電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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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首座離岸風場 2019.5.18 開工，海洋風電（Formosa I）示範計畫預

計於 2019 年底完工，風場總裝置容量達 128MW，將是我國首座達商業

規模的離岸風場。

 年發電量達 4.8 億度，可以供應大約 11 萬戶家庭一整年家庭用電。

五、風力發電推動成果

臺灣離岸風力發電
示範機組(竹南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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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促進原住民地區之能源自主性，守護當地環境並協助原住民

地區之永續家園發展，經濟部業於107年3月8日發布「原住民

地區參與再生能源設置補助作業要點」

 共計21個原住民地區公所獲補助

 為擴大及推動民間多元參與我國綠能發展，達示範性展示分散

式綠能發電設備之自主能源供應效益，經濟部於107年5月29

日發布「推動民間團體於偏遠地區設置綠能發電設備示範補助

作業要點」，共計18個民間團體獲補助

六、(社區)公民電廠



提升
能源自主

減緩
冬季空污

發展
自主產業

創造
就業機會

提供
潔淨電力

舒緩
夏季尖峰

冬季風況良好，發展風電可替代大

量火力發電，有效減緩冬季空污

太陽光電在夏季尖峰用電時段
能穩定電力供應，對尖峰供電
貢獻顯著

創造國內太陽光電、風力發電或儲

能等相關綠領就業機會

再生能源無空污及碳排放問

題，有助優化電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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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能源自主率提高，降
低進口需求及風險

透過綠能擴大內需，發展自
主產業與本土供應鏈。預估
可帶動投資約2.2兆新台幣

七、能源轉型效益與釋疑



為何訂定「非核家園」目標？

 適當除役時間：達成非核家園需要一段過程，核電很難說停就停。因此

從2016到2025的10年期間致力於台灣能源轉型，核一、二、三可以如

期除役，核四也可以不必商轉，將可在2025年達成非核家園目標。

 風險疑慮：核一、二廠距離人口稠密的雙北都會區不到30公里，且位處

地震帶上具高度風險。

 核廢料處理爭議：核廢料儲存、處理及處置場難覓等議題爭議仍大。

說
明

核三廠

核二廠

核一廠
核四廠

運轉執照期限
#

1
#

2

2021.12.27

2023.03.14

運轉執照期限
#

1
#

2

2018.12.05

2019.07.15

運轉執照期限
#

1
#

2

2024.07.26

2025.05.17

•緊急應變計畫區(0-8KM)總戶數9,759戶
•距離台北市中心(台北車站)直線距離27.52公里

•緊急應變計畫區(0-8KM)總戶數28,280戶
•距離台北市中心(台北車站)直線距離22.94公里

•緊急應變計畫區(0-8KM)總戶數12,046戶

台北市人口
約268萬人

新北市人口
約398萬人

高雄市人口
約277萬人

屏東縣人口
約82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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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電價的因子很多，而再生能源技術進步迅速，設置成本逐漸下降，
加上政府規劃穩定電價措施，推動能源轉型對未來電價影響不大。

 依據台電公司估算，到2025年綠能占比達到20%時，電價每度約會上漲
0.5元。

由台電公司設置電價
穩定準備管理，減緩
電價短期大幅波動之
衝擊。

穩定
電價

基本民生電
價不調漲

電價
調幅限制

電價
穩定準備

民生基本用電330度不漲
，保障人民生活基本用電
權益。

電價公式設有電價漲幅及
降幅上限(每次不超過3%)
，減少對物價及民生經濟
衝擊。 31

能源轉型導致電價大幅上漲？

因
應
作
法
或
計
畫

說
明



積極節能全民參與多元創能增加供給 靈活調度智慧儲能

執
行
策
略

加強需求面管理措施

 擴大需量反應抑低量

 擴大時間電價

運用火力機組彈性，改善區域空
污

加速佈建智慧電表，結合儲
能，以充分運用再生能源

全面推動各部門節能措施，使
節電成為全民運動

 推動新節電運動方案

 推動各部門節能措施

強化機組平時運轉維護

如期如質完成新發電機組興建
計畫

全力以赴擴大再生能源以達成
2025年占比達20%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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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能源轉型恐出現缺電危機？

因
應
作
法
或
計
畫

說
明

 確保電力供應穩定為能源轉型首要，政府將透過「多元創能增加供給、

積極節能全民參與、靈活調度智慧儲能」執行策略穩定電力供應

 2019年起已達成備用容量率15%、備轉容量率10% 的目標。

 近三年來，最低的備轉容量率1.64%是發生在2016年5月31日，在

2018年6月之後，已不再出現橘燈，明確顯示供電情形已獲改善。



 針對改善空污方面，沒有新擴建燃煤機組規劃，燃煤機組除役後也會改建

為燃氣機組，投資空污防制設備，並於空品不良時期配合降載，預估

2025年整體電力系統空污排放可較2017年減少約45%。

 針對民眾關切空污及排碳議題，政府已規劃短期空污防制措施與長期建構

潔淨能源發電結構，以兼顧能源、環境、經濟之永續發展。

短期：空污防制措施
長期：

潔淨能源發電結構

燃煤機組採彈性調度︰
當部分時間區域空氣品質嚴重惡化
時，於確保供電穩定安全前提下，配
合緊急降載。

積極推動燃煤電廠汰舊換新︰
以高效率低污染排放之超超臨界最新技
術取代低效率，效率可達45%(既有電廠
效率平均38%)。

既有電廠設施採加嚴空污標準︰
投資新污染防制設備(如臺中火力發電之靜
電集塵器與排煙脫硫設備效率提升改善、
規劃加蓋室內煤倉等)。

擴大低碳
天然氣使用

再生能源發
電占比20%

降低燃煤
發電占比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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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轉型會帶來空污及高排碳結果？

因
應
作
法
或
計
畫

說
明



34

全台用電不減反增，節電推動不力？

因
應
作
法
或
計
畫

說
明

 經濟與氣候促進用電成長： (2001-2017年)因經濟發展(GDP年均成長

3.5%)與氣候影響，用電年平均成長2.34%。

 用電效率逐步提升：用電效率逐步提升：用電效率逐步提升：透過節

電努力，透過節電努力，透過節電努力， 2001-2017年期間每單位

GDP用電年均下降 1.1%。

 未來節電做法：輔導獎勵與法規強制並行，分部門全力推動。



肆 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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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2016-2020年)目標：2020年較2005年減2%，預期可達成

• 第二期(2021-2025年)目標：2025年較2005年減10%。

• 第三期(2026-2030年)目標：2030年維持減20%為努力方向，滾動式檢討。

行政院於2018年1月23日核定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INDC目標

溫管法目標

非核家園

一、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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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門
• 能源轉型：2025年再生能
源20%，燃煤30%，天然
氣50%；能源轉型白皮書

• 電業法：降低電力排放係數
•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綠能建
設」-沙崙綠能科學城

住商部門
• 提升建築外殼節約能源

設計基準值
• 規劃推動建築能源護照
• 新節電運動方案

運輸部門
• 加嚴運具能效標準
•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軌道建設」-綠色運輸
• 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

車輛全面電動化：
2030年新購公務車輛、
公共運輸大巴士

2035年新售機車
2040年新售汽車

農業部門
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推動
沼氣發電、增加友善耕作面
積

 整合跨部會量能，運用政策、法規及計畫，啟動追蹤檢討機制，共同
落實溫室氣體減量，達成階段管制目標。

製造部門
• 綠色產業轉型，

降低碳密集度
• 加嚴燃油鍋爐排放標準

環境部門
• 促進廢棄物資源回收與

再利用，邁向循環經濟
社會

政策配套
•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 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
• 再生能源憑證(T-RECs)制度

製造能源

運輸 住商

環境農業

二、六大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37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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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源朝向綠能、低碳轉型已是全球趨勢，我國能源政策
在符合國家整體發展下，設定非核家園願景，全面推動
能源轉型，其中再生能源於2025年發電占比達20%目標。

二、氣候變遷對人類生存環境造成重大衝擊，為目前國際社
會共同關注且攸關我國家永續發展的重要議題，我國以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作為減碳專法及架構，與各
國共同推動減量工作對抗氣候變遷帶來的威脅，而能源
部門轉型可成為我國減碳成功關鍵。

三、推動能源轉型過程將積極鏈結本土產業與地方政府治理，
並納入民間團體及公民意見，以兼顧能源安全、綠色經
濟、環境永續及社會公平下，營造臺灣永續發展。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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