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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再生能源添柴火 

-中央與地方齊力擴綠能 

劉家錚，周承志，鄭孟寧，朱正男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面對全球暖化之挑戰，發展潔淨能源以降低對化石能源與進口能源之依存度，已成為我國重要能

源政策選項之一。目前政府除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及其相關子法積極推廣國內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之設置外，另頃公布實施「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廣再生能源補助作業要點」，提供地方政府結合在

地資源及特色推動再生能源，期促使中央與地方政府攜手成為「夥伴關係」，共同達成政策目標。 

關鍵字：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推廣、補助作業要點 

1. 前言

臺灣自然資源有限，98％能源仰賴國外進口，鑑

於能源供應穩定為國家安全之重要指標，發展自主能

源實刻不容緩。在全球管制溫室氣體排放之環保趨勢

下，再生能源因具低度環境污染及可循環再利用之特

性，民眾多能認同與支持，使再生能源成為世界各國

推動替代化石能源之主要選擇。我國於 2009 年通過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後，正式開啟再生能源推動歷

史新頁。歷經數年的努力，政府也訂定各類型再生能

源獎勵要點及補助辦法，藉以加速再生能源推動，期

能落實能源多元，早日達成非核家園之願景。 

2. 推動背景

2.1 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統計資料顯示，2015年我國能

源供給結構中，以石油占比最高 (48.18%)，其他傳統

能源次之 (煤炭占比 29.33%、天然氣占比 13.29%、核

能占比 7.28%)，再生能源僅占 1.92% (生質能及廢棄

物占比 1.39%、慣常水力占比 0.29%、風力與太陽能

占比合計 0.24%)。由於我國能源高度仰賴進口，若區

域發生政治不穩定事件或是因天災造成運補不及等情

況，都將影響能源供應的穩定度。 

自 2009年 7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公布施行以

來，國內持續以再生能源電能躉購制度等政策措施加

速再生能源發展，至 2016年 8月我國再生能源總裝置

容量已達 4,492.5 MW，其中水力發電 2,081.4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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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 980.5 MW、風力發電 682.1MW及生質能發

電 740.5 MW，以此容量預估年發電量可達 127億度

電及年減少 669萬噸二氧化碳排放。 

另於再生能源熱利用方面，太陽能熱水系統至

2015年12月底累計有效安裝面積達166萬平方公尺，

估算安裝戶數約 32.8萬戶，家戶普及率達 3.87%；每

年約可節省 11.3 萬公秉油當量，換算為 20 公斤桶裝

瓦斯約可節省 432萬桶，並可年減少 31.6萬公噸二氧

化碳排放量。 

 

2.2 我國再生能源相關法規概況 

回顧我國再生能源專法發展，從 2002年開始推動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歷經立法院三屆會期的

審議，終於在 2009年 6月 12日完成三讀通過，並於

同年 7月 8日公布施行，奠立我國再生能源長遠發展

根基，本條例重點內容，茲節錄如下： 

1. 裝置容量不及 500 kW之再生能源自用發電

設備，不受電業法設置資格、申請核准與登

記、餘電方由電業躉購等規定之限制。 

2. 電業及一定裝置容量自用發電業者，按其非

再生能源總發電量，繳交一定金額充作基金，

作為再生能源電價補貼、設備補貼、示範補

助及推廣利用之用。業者繳交基金之費用得

附加於售電價格。 

3.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所產生之電能，應由

所在地經營電力網之電業，衡量電網穩定性，

在現有電網最接近再生能源發電集結地點

予以併聯、躉購；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與電力

網連接之線路，由該設備設置者自行興建及

維護。 

4. 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部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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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每年視各

類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成本變動、目標

達成等因素，檢討或修正。躉購費率不得低

於國內電業化石燃料發電平均成本。 

5. 技術發展初期、具發展潛力的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可獲示範獎勵；太陽熱能、生質能燃料

等再生能源熱利用技術，其替代石油能源部

分由石油基金給予補助；利用休耕地或其他

閒置農林牧土地栽種能源作物，供產製生質

能燃料者，則由農業發展基金支應。 

6. 政府於新建、改建公共工程或公有建築物，

工程條件符合再生能源設置條件時，優先裝

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7. 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土

地使用權利之取得等，準用電業法相關規定；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設施之土地

使用或取得，準用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

森林法、漁港法等相關規定。 

8. 再生能源設施未達一定規模者，免依建築法

規定請領雜項執照。 

爾後，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精神，陸續訂定

條例相關子法、配套措施、作業規則或作業辦法等，

協助再生能源推動，盤點現行主要獎勵法規或行政規

則後，簡述如下： 

1. 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示範獎勵辦

法(2010年 4月 29日施行，2014年 8月 13

日最後一次修正)：為鼓勵建築整合型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特設置本獎勵辦法，用以鼓勵

頂蓋式、帷幕式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之設置方式，均可獲得獎勵補助。 

2. 風力發電離岸系統示範獎勵辦法(2012 年 7

月 3 日施行)：為獎勵離岸示範風場建置，

本辦法提供示範機組設置獎勵(以本辦法公

告當年度風力發電離岸系統躉購費率每 kW

裝置容量期初設置成本 50%為上限，且不得

超過示範機組設置總費用之 50%)與示範風

場作業獎勵(以新臺幣 2 億 5 千萬元為上

限)。 

3. 地熱能發電系統示範獎勵辦法(2013年 1月

9日施行，2016年2月17日最後一次修正)：

為獎勵以地熱能作為發電系統設置之電業

或依電業法規定申請電業之籌備創設者。本

辦法示範獎勵以 3案為限；審查通過案件數

已達示範獎勵案上限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

告停止受理示範獎勵之申請。示範獎勵金額

之計算，以申請設置之地熱能發電系統裝置

容量核算，每 kW獎勵基準以新臺幣 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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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且不得超過其每 kW設置成本與當年

度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

率採用之期初設置成本參數之差額。每一申

請案獎勵金總額不得超過地熱能探勘費用

之 50%，且以新臺幣 5千萬元為上限。 

4. 經濟部沼氣發電系統推廣計畫補助作業要

點(2013年 1月 21日施行，2016年 04月 29

日最後一次修正)：為推廣再生能源利用，

增進能源多元化，推動建立多元廢棄物或廢

水處理設施產生沼氣及其發電設施之整合

系統，以展示沼氣發電整合技術之應用體系。

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申請補助設置之沼

氣發電系統，其沼氣純化設施及沼氣發電機

組符合本要點限制條件，且自補助計畫核定

之日起 2 年內完成設置者，得給予補助獎

勵。 

5. 經濟部推動陽光社區補助要點(2013年 3月

5日施行)：為鼓勵各直轄市、縣市結合在地

社區特色，推動太陽光電陽光社區建置，塑

造太陽光電輔助供電之群聚應用示範，達成

太陽光電應用之願景，凡通過審查作業的社

區可獲得線路與併聯補助費用及宣導推動

補助費用，作為設置與後續宣導之補助經

費。 

 

3.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廣再生能源補助

補助作業要點」說明 

3.1 推動緣由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施行後，我國再生能源發

展日漸蓬勃，支持再生能源已成全民共識。然過去推

動方式多以中央主導，地方政府擔任輔助角色。新政

府上台後，設立 2025年達成非核家園，以及再生能源

發電量占比 20%之目標。另針對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

提出更積極的規劃作為，如針對太陽光電已提出「太

陽光電 2年推動計畫」，短程規劃目標 2年內(2016年

7月至 2018年 7月)推動國內完成 1.52 GW太陽光電

設置。其中屋頂型目標為 910 MW，以推動中央公有

屋頂、工廠、農業設施、其他屋頂為主；地面型目標

為 610 MW，以推動嚴重地層下陷區域、鹽業用地、

水域空間（包含水庫、滯洪池、埤塘、魚塭）及已封

存之掩埋場與受污染土地進行設置；另針對風力發電

則刻擬提「風力發電 4年推動計畫」中，均有賴地方

政府結合在地資源及特色共同推動。  

 

3.2 推動宗旨 

為落實再生能源生活化及在地化，並積極推廣再

生能源設置，地方政府的積極參與是落實國家整體再

生能源設置目標能否達成之至要關鍵。據此，經濟部

能源局著手規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廣再生能源

補助作業要點」(簡稱「本要點」)，望能透過補助措

施與獎勵機制，促使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夥伴關係」

共同推動再生能源發展。 

 

3.3 補助項目 

本要點由經濟部於 2016年 10月 13日公布，並以

經濟部能源局為執行機關，補助對象為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簡稱「申請補助單位」)，補助計畫期程由 2017

年至 2019年。 

申請補助單位提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廣

再生能源補助計畫」申請後，依據計畫內容完整性、

執行期程合理性、預期效益及評估指標等，經審查核

定每年度補助之經費上限為新臺幣 400萬元（不含再

生能源推廣成效優異補助），補助計畫至多可連續申請

3年。本要點補助項目如下： 

1. 再生能源資源調查：得包含潛能調查與評估、

設置現況盤點、饋線調查、土地盤點含不利

耕種土地、閒置土地、受污染土地、地主意

願調查，及公（私）有屋頂可設置量盤點等。 

2. 再生能源推動策略規劃：得包含設置專責推

動單位、法規制度研析含相關法規檢討與修

正、地方獎勵機制研擬，及用電大戶設置再

生能源機制、溝通協調事項含土地整合、民

眾溝通機制建立、用地變更協處，及專區規

劃推動、再生能源設置目標規劃短、中、長

期目標、配套措施及預期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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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生能源推廣策略規劃與執行：得包含招商

活動、教育宣導、示範推廣、媒體行銷及舉

辦論壇或研討會等。 

 

3.4 申請前置作業 

為使地方政府了解本要點內容，能源局於 2016

年10月26日辦理首場說明會，於會中說明申請流程、

時程、應注意事項等，並與各縣市進行意見交流；地

方政府參與熱烈，共有 15個縣市政府派員參加。 

 

3.5 申請流程 

有意申請補助之縣市政府，可依照本要點之要求，

備齊補助計畫申請書、推廣再生能源補助全程計畫書

與年度執行計畫書、經費預算初估表、工作規劃與經

費運用期程表，以及其他能源局要求之相關資料，再

依補助作業辦理時程提出申請。 

補助計畫的申請期程為 2016年至 2018年每年 10

月 1日至 11月 30日，能源局可視當年度預算及辦理

情形得以延長或調整辦理日期。本要點辦理流程可概

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補助計畫申請、受理、審查、

驗收與撥款，詳細辦理流程如圖 1所示： 

 

圖 1 推廣再生能源補助作業要點辦理流程 

 

3.6 計畫審查原則 

補助計畫審查分為兩階段進行(圖 2)，初審階段，

申請補助單位提交補助計畫相關申請文件，由執行機

關交付委員進行書面審閱；申請補助單位收到審查意

見後，需就審查意見補充計畫書內容與擬具回應說明，

執行機關另發函通知申請補助單位參加第二階段複

審。 

複審階段，由執行機關邀集 5至 7位專家成立審

查小組並召開審查會議，由申請補助單位進行計畫書

簡報及回覆初審意見。委員就各申請補助單位所提修

正版計畫書及審查意見回覆說明進行實質審查，並評

定審查通過與否且建議補助經費額度。最後由執行機

關於年底前核定下一年度之補助計畫，函知各申請補

助單位。 

 

圖 2 計畫之審查流程 

 

3.7 計畫期中與期末審查原則說明 

依據補助要點第十條之規定，申請補助單位需繳

交期中報告與期末報告，由執行機關交付委員進行書

面審閱，委員得視需要進行實地查核或召開審查會議，

後將委員意見函知申請補助單位，修改期中報告或期

末報告，並於 2週內繳交定稿版，詳細審查流程說明

如圖 3所示。 

 

圖 3 補助計畫期中與期末審查流程 

 

3.8 補助經費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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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度之補助經費分 3階段撥付，第 1階段為

申請補助單位與能源局簽訂補助契約，完成後撥款

40%；第 2階段為繳交年度期中報告，並經能源局審

查通過後，撥款 40%；第 3階段為繳交年度期末報告，

並經能源局審查通過後，撥款 20%。 

 

3.9 再生能源推廣成效優異補助說明 

為提高申請補助單位執行推廣補助計畫之誘因，

除補助要點原規劃補助經費外，經濟部另於要點中增

列「再生能源推廣成效優異補助」之規定。凡參加本

要點之申請補助單位，每年經執行機關評比推廣成果

表現優異者，可額外獲得「再生能源推廣成效優異補

助」，評比期間為自計畫開始之前一年度 7月 1日至當

年度 6月 30日止，評比條件說明如下： 

1. 績優補助：評比期間新增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同意備案容量為申請補助單位中排名前三

名且該容量逾 30 MW 者，可獲得績優補

助。 

2. 優良補助：評比期間新增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同意備案容量較該評比期間之前一年度同

期增加 50%且該容量逾 20 MW，並未獲前

項績優補助者，可獲得優良補助。 

申請補助單位獲獎者，可依據得獎類別，額外獲

得補助經費，例如再生能源推廣成效績優經評比為第

1 名、第 2 名及第 3 名者，分別可獲補助新臺幣 500

萬元、400 萬元及 300 萬元；如評為再生能源推廣成

效優良者，則可獲得新臺幣 100萬元。惟所獲額外補

助經費需併入下一年度執行總經費中(2019 年獲再生

能源推廣成效優異補助而申請計畫者，補助計畫期程

至多 1年)，用以擴大再生能源推廣工作。 

 

4. 預期效益與願景 

4.1 預期效益 

藉由補助要點鼓勵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投入推

動再生能源，先盤點與調查在地再生能源資源，再行

擬定推動策略，結合推廣策略與執行，將當地之資源

與特色發展至極，以共同提升我國再生能源發電占

比。 

 

4.2 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之願景 

政府於今年 6月依據我國再生能源推動現況與潛

能，重新調整再生能源發展目標，期望在 2025年再生

能源發電量達到全國總發電量占比之 20%。宣示推動

綠能決心，早日落實非核家園之願景。 

然目標之落實仍賴相關配套政策之推動，政府除

擬定再生能源發展之中長期目標外，考量臺灣地理環

境與資源特性，優先推動技術成熟、發電成本低之再

生能源，期以有限資源設置最多再生能源，其中以風

力發電及太陽光電為最能符合條件，據此擬定短期推

動計畫，如「太陽光電 2年推動計畫」及「風力發電

4年推動計畫」。 

另各地方政府為呼應中央再生能源政策，亦規劃

許多屬地方自治範疇內之再生能源推動措施，如臺南

市與臺中市強制用電大戶應設置或購買相當容量的再

生能源電力、彰化縣也以轄內豐富的離岸風能資源，

積極開發離岸風力發電。 

希望透過如「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廣再生能源

補助作業要點」等補助措施與獎勵機制，促使中央與

地方政府以「夥伴關係」共同攜手推動再生能源發展，

協助地方政府主動投入再生能源發展，齊心合力積極

推動綠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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