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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能源白皮書草案與我國借鏡 
潘子欽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發表日期: 2012 年 2 月 1 日 

摘要 
澳洲於 2011 年底公布佈最新之澳洲能源白皮書草案，以清楚說明其澳洲未來

能源之發展方向。該於此報告中首先定義澳洲之能源政策架構為(1)提供全澳洲

易取得、可信賴及具價格競爭性之能源；(2)提升澳洲內需及出口之成長潛力；(3)
促進清潔及永續能源發展。接著，接著說明澳洲於未來在能源議題上所會面臨之

挑戰，其中包括含需擴大能源基礎設施之投資、尖峰用電需求之管理、能源價格

提升等挑戰。，為因應前述挑戰，澳洲提出之優先行動策略包括：有強化澳洲能

源政策架構之彈性、重新推動能源市場改革議程、發展澳洲之關鍵能源資源及加

速清潔能源產出等優先行動策略。 
針對所公布佈之澳洲能源白皮書草案，各界有正反面不同之看法。正面的意

見包含有贊同草案中提到的解除電力零售價之管制、未來以天然氣發電為主、發

展核電等項目，而反面意見則包括有草案高估再生能源成本、以核電作為未來選

項、忽乎略煤層氣對環境之衝擊等項目。 
由於澳洲為能源輸出國，故其能發展策略未必能完全適合我國，但在白皮書

之公布佈方式(如白皮書草案先上網公布並蒐集各界意見)及內容架構(包括、例如

白皮書草案會先上網公佈並收集各界意見、白皮書中亦有針對特殊事件進行模擬

等)頗則值得我國參考。 

一、 前言 
於 2011 年 12 月，澳洲資源及能源部公布佈了該國澳洲能源白皮書草案(以下

簡稱白皮書)[1]，距離而上一次(公佈是於 2004 年)公布已逾 7 年。，由於這 7 年

間 2004 年迄今國際間之能源環境已有重大改變化，因此澳洲重新研提出版此白

皮書，清楚說明澳洲未來能源發展方向，主要。而白皮書之目的是提供給投資者、

消費者及規劃者將長期之能源策略架構提供給投資者、消費者及規劃者，以清楚

說明澳洲未來能源發展方向。至 2012 年 3 月前，目前能源白皮書草案將持續蒐

收集民眾對能源白皮書草案建議至2012年3月，再然後再出版定稿版之白皮書。

由於我國目前亦正在研擬能源發展綱領，故澳洲之能源白皮書亦值得我國參考。 
於本文內容包括章中，首先將說明澳洲能源現況與未來、，接著說明白皮書

之內容(，包括含有能源政策架構、能源未來之關鍵挑戰及未來優先行動方案)。
由於白皮書之內容尚需經各方檢視，故於本文中亦羅列出目前各方對於白皮書之

正反意見。最後，再提出此一將針對白皮書之研訂過程及其內容架構值得我國借

鏡之處進行進一步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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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澳洲能源現況與未來 
澳洲為全球第 9 大之能源生產國(大約佔全球之 2.5%)，如圖 1(a)所示在過去

數十年生產量持續增加，在 1999 年後，每年之平均增加率約為 3.2%。在 2009-10
年，澳洲主要能源產出為煤(57%)、鈾(20%)及天然氣(12%)，如圖 1(a)所示。而

在能源消費量上，則如圖 1(b)所示，未來之消費量會持續增加，而出口量亦會

隨之增加，如圖 1(b)所示。 
 
 
 

 
圖 1 (a)澳洲歷年各能源產量(b)能源消費量與出口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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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資料來源：Syed, A. and Penney, K. (2011). Australian energy projections to 2034-35. Bureau of 

Resources and Energy Economics.[2] 

圖 1 (a)澳洲歷年各能源產量(b)能源消費量與出口量 
在未來供電來源分析上，可由圖 2(a)可看出，近期之電力供應主要是來自於

燃煤之火力發電，於未來則會逐步轉換成為以天然氣、再生能源及裝有 CCS 之

火力發電為主。而各再生能源在發電之比例則如圖 2(b)所示，水力發電之比例逐

步下降、風力與地熱之比例增加，而太陽能則維持少量。 
圖 2 (a)澳洲未來電力來源之占比(b)各再生能源發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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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註：Small-scale Renewable Energy Scheme (SRES)如太陽能熱水器、家戶太陽能發電、小型風機 

資料來源：Australian Treasury. (2011). Strong growth, low pollution: modeling a carbon price, 

Treasury, Canberra.[3] 

格式化: 置中



5 
 

三、註：Small-scale Renewable Energy Scheme (SRES)如太陽能熱水器、家戶太陽能發電、小型

風機 

三、圖 2 (a)澳洲未來電力來源之占比(b)各再生能源發電比例 

五、三、 澳洲能源白皮書草案內容摘述 

(一)能源政策架構(Energy policy framework) 
能源白皮書草案提出澳洲未來(至 2030 年)之能源需求，並定義可行之政策架

構，以導引澳洲能源部門未來之發展。在澳洲能源白皮書中，能源政策架構之目

的為建立安全、具彈性及有效率之能源系統，其中包括含： 
1. 提供全澳洲易取得、可靠信賴及具價格競爭性之能源。 
2. 提升澳洲能源內需及出口之成長潛力。 
3. 促進清潔及永續能源。 

(二)未來能源未來之關鍵挑戰(Key Challenges in our energy future) 
為規劃澳洲未來能源發展，在能源白皮書草案中首先探討澳洲能源部門中未

來所會面臨之關鍵挑戰。，其中，以下分別簡述值得我國參考之關鍵挑戰包括： 
1. 需大規模投資：依據 2010 National Transmission Network Development 

Plann，於 2030 年前需投入 720-820 億澳幣(約 2.2-2.5 兆台幣)興建發電

廠及改善電力輸送網路。而依澳洲財政部之評估，如以目前碳稅之規劃，

則於 2050 年前，需投入 2,000 億澳幣(約 6 兆台幣)以改善或新建發電機

組。 
2. 進行尖峰需求管理：澳洲電力需求持續增加，雖然近期成長速度已減緩，

但尖峰用電之成長卻比平均用電高要快，依據估計，大約 25%零售電力成

本是為了提供尖峰用電需求，而每年僅有不到 40 小時為尖峰時間。因此，

有效地管理並減少尖峰需求成長為一重要議題。 
3. 能源價格持續提升：由於全球能源需求提升，因此國際油價及國內天然

氣價格持續提升。當能源價格持續增加時，將造成較貧窮之家戶或能源密

集產業之壓力。 
4. 風險管理：為確保能源穩定供應，在白皮書草案中，提出下列風險因素

於政策推動時需持續被關注： 
(1) 國際間對氣候變遷之回應及時間表。 

(1)(2) 不可預測之地緣政治或經濟發展，因為這些因素會牽動國際能源市

場。 
(1)(3) 電力及天然氣在輸送網路最佳化之投資，以達到最低能源運送成本。 
(1)(4) 關鍵科技是否可於適當時間完成商業化 。 
5. 天然氣之重要性提升：當全球開始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時，天然氣會逐步

扮演更重要之角色。在 2050 年前，44%之全國電力發電將由天然氣發電

提供，此為 2009-2010 年(15%)之近三倍。近期澳洲亦積極發展 LNG (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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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出口，其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亦有 coal seam gas(煤層氣)-to-LNG 計
畫正在推動。 

(三)優先行動策略(Priority actions for Australia’s energy future) 
為因應澳洲未來所將面對之挑戰，白皮書提出四個優先行動領域，以下分別

介紹： 
5.1. 強化澳洲能源政策架構之彈性：由於全球及澳洲能源市場在未來可能會

有明顯的變化，因此，為強化能源政策架構之彈性，需藉由定期對執行政

策進行評估，以提供決策者及業者了解未來市場環境之變化及風險。增強

化彈性之執行方法有： 
(1) 每四年重新檢討「國家能源政策策略」，以了解各項能源政策之達成情

況及說明市場環境之變化。 
(2) 每二年執行「國家能源安全性評估」，以量化方法評估能源部門與其他

部門間之關係。 
(3) 於國家能源安全性評估中，進行「國家能源風險準備狀態稽核」(National 

Energy Risk Preparedness Audit)，以測試能源部門為因應關鍵風險所建

立之機制是否能有效且適當地運作。 
(4) 提升能源資訊：包含每二年出版「澳洲能源資源評估」及「澳洲能源

科技評估」、在澳洲能源市場委員會報告中提供未來電力價格估預測在

澳洲能源市場委員會之報告中等。 
2. 重新推動能源市場改革議程：澳洲政府將與地方政府評議會(council of 

Australia government)一同進行： 
(5)(1) 解除能源零售價格之管制，但前提是在對於弱勢消費者之需求已透過社

會政策進行保護。 
(6)(2) 提升更高之競爭力及企業效率，包含進一步將能源設施私有化。 
(7)(3) 提升電網之效率及生產力—包含評估獨佔事業是否可進一步開放競

爭。 
(8)(4) 發展及推動更佳之好地需求面管理—包含發展智慧型電表架構及檢討

配電障礙。 
(9)(5) 探討降低尖峰用電之可行性—包含可能之法規、市場措施及提升消費者

教育。 
(10)(6) 修訂電力市場法規，以促進能源零售業者在收費或消費者參與上之改善

與創新。 
(11)(7) 發展澳洲天然氣市場，以促進市場透明及交易機會。協助西澳之天然氣

市場變成更成熟且具競爭力的市場。 
(12)(8) 建立真正的全國性能源市場—特別是建立全國性電力及天然氣市場之

管理約定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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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澳洲之關鍵能源資源—特別是天然氣資源：由於在關鍵能源資源上，

出口及國內需求兩者間互彼此有競爭，因此，澳洲政府將鼓勵在能源資源

之相關投資，並藉由下列措施推動： 
(13)(1) 持續發展離岸天然氣之開採。 
(1)(2) 成立新「獨立專家科學委員會」以提供政府關於煤層氣及大規模煤碳

開採時，對改善水污染衝擊之建議。 
(1)(3) 與地方政府合作以推動煤層氣產業規範。 
(1)(4) 進行地下水層調查，以了解跨流域地下水之壓力是否會影響煤層氣之

生產。 
4. 加速清潔能源產出：澳洲在轉換採用清潔能源之步調，將會受到碳稅、

再生能源發展及能源價格等因素影響，而清潔能源亦需考量其可靠性信賴

度及具競爭性之成本，以達到商業化的產出。其主要行動措施為如下： 
(17)(1) 建立澳洲再生能源局及清潔能源財務公司 (Clean Energy Finance 

Corporation)持續推動清潔能源技術之開發及商業化，並投入碳捕獲及

碳封存之研究。而相關研究之進度，將在四年一期之「國家能源政策策

略」進行檢討。 
(18)(2) 與各地方政府合作，使各地之小型再生能源躉購費率一致，以避免造成

電力消費者不公平之負擔或產生交叉補貼之情況。 
(19)(3) 持續尋找與地方政府、企業或研究機構之合作機會，並參與國際清潔能

源合作，以提升清潔能源發展潛能。 

六、四、 民眾回應 
在白皮書草案公佈後，外界對於白皮書草案內容之反應，正面及反面看法皆

有，以下分別說明。 
正面意見： 
甲、(1) 澳洲商業委員會(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4]對於白皮書中為協助

經濟發展，需增加能源政策架構彈性、解除電力零售價之管制及發展核

電等措施表示贊同。 
乙、(2) 能源網絡協會(Energy Network Association)[5]則同意將發展智慧型電錶、

解除電力零售管制等措施，以，以作為澳洲長期之能源政策方向。 
丙、(3) 由於白皮書草案提出以天然氣可作為煤轉換成為清潔能源之替代品及

輔助再生能源之基載，故澳洲天然氣產業對於此點白皮書表示認同

[6]。 
反面意見 
丁、(1) 在白皮書中，再生能源之價格有被錯估之情況，因此導致未來能源發展

方向仍會偏向仍舊以化石燃料為主。[7, 8, 9] 
 PV-magazine 指出白皮書草案忽略澳洲 PV 發展之潛力，且在 PV 之價

格推估上較現況高出 3 倍，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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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皮書草案中，風機成本被高估 50%，推測是沒考慮到未來效率的

改善。 
 地熱發電價格有被低估之情況，因而導致在未來發電方式地熱比重有

過高的情況。 
戊、(2) 白皮書草案中說明由於澳洲是鈾礦之生產國，故澳洲不會否定未來發展

核能之可能性，但發展之前提是再生能源不具競爭力及碳捕獲與封存技

術不可行。然而，由於再生能源成本錯估之結果，似乎成了發展核電之

藉口。[7, 11] 
己、(3) 白皮書草案中有關之天然氣發展中，白皮書大力支持煤層氣，卻忽乎略

其環境危害成本，亦未考量煤層氣之成本較美國頁岩氣高，未來競爭性

有待商確。[10] 
庚、(4) 不認同政府想將能源設備私有化之措施。[11, 12] 
辛、(5) 不認同解除零售電價之管制會讓能源市場更有競爭力。[12] 
壬、(6) 對於未來情境分析之情境設定，未考量當再生能源之價格快速下降時之

情況，例如沒有評估當 PV 與市電同價之情境。[13] 
 白皮書之模式預測資料多為是參考其他機構之報告，但這些報告之資料

時間相對於白皮書公告時間，顯得太舊。[13] 
(7)  

七、 我國可借鏡之處 
關於澳洲能源白皮書草案，我國可借鏡之處可分為兩方面，第一方面為

白皮書中所提到之相關推動策略與經驗，第二部分為白皮書之內容架構。

以下分別說明： 
(一)推動策略與經驗 
甲、 澳洲政策預計投資 100 億澳幣成立清潔能源財務公司(Clean 
Energy Finance Corporation)，此公司主要是藉由借貸、貸款保證、股權

投資等財務工具，協助再生能源發展及商業化。由於我國再生能源廠商

亦同樣面臨資金不足之問題，建議後續可分析在我國設立清潔能源財務

公司之可行性。 
乙、 白皮書中提到對於碳稅之課徵，澳洲主要兩個主要政黨之觀點

並不相同，此會造成投資者對政策之觀望，進而導致降低推動上之成效。

因此，在我國推動能源稅時，亦應取得各政黨之共識以使政策有效推

動。 
(二)白皮書內容與架構 
甲、 在澳洲能源白皮書之公布佈機制上，會先於網路上公布佈草案，

並開放一段時間收集讓澳洲各界對於草案之意見。此機制有助於凝聚全

國共識，以利後續政策推行。我國推動相關重要措施時建議我國未來能

源發展綱領，亦可考量澳洲作法，先於網路公布佈草案及收集各界建議

後，再決定最終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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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在白皮書中之情境分析，除了探討不同經濟成長下之能源供給

變化外，白皮書中亦有評估當衝擊情境特殊事件(shock scenario)發生時，

對於能源市場之影響情況。，此特殊事件之情境包括含有特定電廠損壞

關閉、與新加坡石油交易中斷、國內天然氣輸送管線中斷。我國未來在

研析之相關能源報告時，亦可考量納入對衝擊情境 shock scenario 之分

析，以作為研擬特殊事件因應策略之依據。 
丙、 在白皮書中除提到政府能源政策規劃外，亦有章節討論能源產

業與市場之發展(含再生能源)，此一作法亦可作為我國推動能源方案時

之參考。故於未來能源發展綱領中，亦可考量加入能源產業發展之說明

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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