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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再生能源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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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能源情勢與轉型政策(1/2)

 我國發電結構向以化石燃料發電(燃煤、燃氣、燃油)為主，
碳排放量居高。

 為接軌全球低碳能源趨勢，我國於105年啟動能源轉型。

110年
發電結構

核能
9.6%

抽蓄水力
1.1%再生能源

6.0%

化石燃料發電
83.4%

2,909億度

(慣常水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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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能源情勢與轉型政策(2/2)

太陽光電

114年達 20 GW

風力發電

114年達 6.8 GW

 1 GW (十億瓦) = 1,000 MW (百萬瓦)

太陽光電 1 GW → 若年發電1,000小時
→ 年發電量10億度
→ 可供逾20萬戶家庭1年用電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目標

地面型 12 GW

屋頂型 8 GW

陸域 1.2 GW

離岸 5.6 GW

1戶家庭平均1年
用電量4,80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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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

屋頂型

水面型地面型

住宅屋頂型

期初設置成本0.41~0.60億元/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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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

陸域風電 離岸風電

設置成本1.75億元/MW設置成本0.38~1.36億元/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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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生能源對GDP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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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生產毛額(GDP)

 固定投資

 存貨變動

 運輸工具
 智慧財產

 營建工程
 機器及設備

企業購買可重複且持
續使用於生產過程達
㇐年以上之財貨

C
民間
消費

X-M

輸出入淨額
(輸出-輸入)

I
資本
形成

G
政府
消費

國內各業附加價值合計 GDP

類似會計報表之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無形資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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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對GDP的影響機制

再生能源成為經濟新動能
(投資、生產與就業) 

支出面 生產面

分配面

GDP

消費 就業進口

(減

項)

國內
生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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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投資

聚晶矽材 矽晶錠
及晶圓

太陽電池 電池模組

上游(材料) 中游(元件/零組件)

下游(系統)

系統、產
品與組裝太陽能產業鏈

太陽光電板

直流電 交流電

轉換器

太陽光電板

轉換器

直流電 交流電

企業、民眾
皆可申請建置

帶動製造業
、營造業及
專技服務業
等相關產業
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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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投資

風力機組
海上變電站

陸上電氣室

套筒桁架 海底電纜 接續人孔

鋼管樁

水下基礎 水下基礎

電力設備 變壓器、開關設備、配電盤、海纜

風力機組
機艙組裝、變壓器、配電盤、不斷電系統、鼻錐罩、電纜線、輪轂
鑄件、扣件、齒輪箱、發電機、功率轉換系統、葉片、樹脂、機艙罩、
機艙底座鑄件

海事工程 船舶製造、調查、鋪纜、探勘、塔架安裝、水下基礎安裝、風機安裝

 企業(電力業)申請建置
 建置期4-5年



13圖片來源：財訊雜誌

離岸風電國產供應鏈
帶動基本金屬、機械、電力設備等
製造業，以及營造業、海事工程服
務等相關產業轉型升級

傳統鋼構→風電鋼構
訂單大增，營收成⾧

建造國艦與商船
→離岸風電工作船

派員至歐洲學習技術→
亞洲唯㇐離岸風機葉片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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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投資數據蒐集與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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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7,700 

682 

1,062 

4,726 5,259 
6,255 

7,796 
9,564 

11,585 

105年底 106年底 107年底 108年底 109年底 110年底

太陽光電 風力 其他

全國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 (MW)

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擴增

9.2 
11.3 

19.0 

24.6 22.7 21.1 

9.5 10.7 
11.9 

13.9 
16.5 19.5 

105年底 106年底 107年底 108年底 109年底 110年底

年增率
占總發電裝置容量比重

年增率及占比(%)

註：其它包含生質能、水力、地熱能、廢棄物

 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快速
增加
 110年底達11.6GW

 較105年底 +6.9GW

 太陽光電 +6.5GW

 連續5年雙位數成⾧
 110年底+21.1%

 占總發電裝置容量比重逐年
上升
 110年底達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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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公務管道的限制
 既有公務資料不敷使用需求

 政策推動期間不宜增加廠商申報負擔

積極蒐整GDP統計所需投資數據

 擴充既有調查
 電力業：主計總處自辦「民營電廠營運及投資概況調查」

(107年以前僅含受電業法規範已設立之電廠)

 107年第1季起擴大調查母體涵蓋範圍，並增加樣本數。

缺漏尚未取得電業執照電廠及
設置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案場

 整合公務與調查資料
 以公務資料補調查之不足

 太陽光電施工期較短，施工同質化程度亦高

 以全查層樣本校正推估結果

 受電業法規範之廠商回表情形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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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光電與離岸風電投資實況

520 577 
659 

911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太陽光電投資金額(億元)

(+11.0%)
(+14.2%)

(+38.3%)
 投資金額連續3年雙位數成⾧

 110年911億元(+38.3%)

 較107年+391億元 (+75.3%)

 近4年累計2,667億元

75 

679 

1,359 1,351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8倍)

(+1倍) (-0.6%)

離岸風電投資金額(億元)  投資金額顯著增加
 109年突破千億元

 110年1,351億元(-0.6%)

 疫情影響施工，增率略減

 近4年累計3,46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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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再生能源投資貢獻
再生能源總投資金額(億元)

113 
731 

1,406 1,367 
520 

577 

659 911 

637 

1,325 

2,135 
2,362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風力 太陽光電 其他

註：其它包含生質能、水力、地熱能、廢棄物

 再生能源投資快速擴增
 110年2,362億元
 較107年+1,725億元 (+2.7倍)

 近4年累計6,459億元

 風力為投資主力
 108年超越太陽光電

 對GDP挹注效果擴增
 110年占GDP比重1.1%

 較107年+0.8個百分點

 彰顯國家重大政策對經濟的
影響

 確保GDP統計即時完整衡量

0.3 

0.7 

1.1 1.1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再生能源投資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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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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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精進相關統計

再生能源之間歇性與不確定性會影響電網穩定，儲

能系統將是後續再生能源投資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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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系統(1/2)

儲能

系統

 儲能目標
 114年達約 1.5GW

 大量電池儲存多餘的電
 維持供電品質

 太陽光電

 日間存電

 夜間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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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系統(2/2)

 儲能系統架構大致分為7層，以電池為最大成本來源，占約5~7成，
以鋰電池為技術主流。

 儲能系統建置將帶動「電力設備及配備製造業」及「建築、工程
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等相關業者生產與轉型升級。

台達電

中鋼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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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精進相關統計

再生能源之間歇性與不確定性會影響電網穩定，儲

能系統將是後續再生能源投資發展重點，本總處已

著手於調查中增加問項，俾掌握相關投資狀況。

再生能源投資對電力業投入結構之影響及相關產業

之帶動效果亦將密切注意，檢討精進相關統計。

化石燃料：須投入煤炭、天然氣、石油
再生能源：不須投入燃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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