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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述 

根據 REN21(2018)報告統計，2007 年至 2017 年間全球再生能源投

資金額從 159 億美元，增加至 2015 年的 3,230 億美元；而 2017 年略降

至 2,800 億美元。此外，開發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再生能源投資於

2015 年首次超越已開發國家，2017 年擴大其領先地位，占全球投資比

例的 63%，主要歸功於中國。2017 年全球再生能源投資總額達 2,790
億美金，以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占主導地位，占比分別為 57%、38%，

與 2016 年相比，僅太陽光電投資總額增加 18%，風力發電的投資總額

則減少 12%，主因乃再生能源成本下降、資本投入時間落差，以及政

策變化所導致。鑒於全球離岸風電發展電快，本文欲針對國際離岸風電

投融資現況做一併介紹，並提出推動我國離岸風電金融作法之初步建

議。 

詳細說明 

(一)國際離岸風電投融資現況 

全球離岸風力發展快速，2007 年至 2017 年裝置容量成長 16.1 倍，

相較 2016 年新增 4.4GW。全球 84%的離岸風電座落在歐洲地區(相較

2016 年 88%略為減少)，亞洲與北美占 16%，如圖 1。 



 

資料來源：REN21(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 
圖 1  全球離岸風電裝置容量 

根據歐洲風能協會(Wind Europe)統計資料顯示，2017 年歐洲離岸

風電投資金額為 7.5 億歐元，相較 2016 年 18.2 億歐元顯著減少，降幅

達 59%，為歷年降幅最大，如圖 2。 

 
資料來源：Wind Europe(2018),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trends 

圖 2  歐洲離岸風電投資金額變動趨勢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ited Nat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2018 年報告所述，歐洲離岸風電投資總額下降之原因，原自於

歐洲國家以躉購費率作為支持再生能源發展政策，使開發商及其供應鍵

體系不具成本降低之誘因，為消費者帶來較高的生活負擔，因此英國和

德國等國相繼改變再生能源政策，由躉購制度轉變為競標或差額補貼制

度(Feed-in premium, FiP)，然而，此政策改變使投資活動顯著減少。此

外，離岸風電成本在過去幾年裡，因競標競爭，每 MW 裝置容量投入

之資金總額下降，例如：2017 年英國 Hornsea2 離岸風場裝置容量為

1.4GW 且預估成本為 48 億美元，相較第一期裝置容量 1.2GW 與成本

57 億美元，裝置容量提升但投資成本下降。 



根據 IRENA(2018)，建置離岸風電所需之資金規模龐大，其自有資

金與融資比例約 20%：80%，融資方式通常採用資產負債表融資或專案

融資等方式。資產負債表融資是利用投資計劃股東的資產負債表進行籌

資，其受限於股東的信用評估與資產類表的品質而影響投資金額；專案

融資模式則是基於專案本來未來之現金流量和資產負債表，且貸款償還

仰賴獨立企業實體－特殊目的公司(SPV)。 

根據歐洲風能協會(2018)統計，歐洲無追索權專案融資主要運用在

陸域風力，而離岸風電採無追索權專案融資相較 2016 年大幅減少，更

多是以再融資方式進行，原因在於歐洲利率水準較低，讓業者可以透過

舉新債還舊償的方式調整債務組合，採用更具彈性的籌資方式，如圖 3
所示。除透過融資方式籌資外，發行綠色債券亦為另一種籌資方式，2013
年至 2017 年，歐洲綠色債券發行呈穩定成長趨勢，其中 2017 年為綠色

債券發行創紀錄的一年，達 175 億歐元，其中屬風能投資專案的金額約

36 億歐元，約有 40%由風能產業發行，如圖 4 所示。 

 
資料來源：Wind Europe(2018),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trends 

圖 3  歐洲離岸風電融資類別 



 
資料來源：Wind Europe(2018),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trends 

圖 4  離岸風電專案融資模式 

(二)推動我國離岸風電金融作法之初步建議 
配合我國非核家園、能源轉型、環境減排等重大政策需求，並考量

我國法制環境、產業發展國情，研議政策工具，以營造國內有利發展綠

色金融環境，鼓勵金融業發展綠色金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
已於 2014 年指示銀行公會將「赤道原則」納入銀行授信準則，並自 2017
年 7 月起將適用範圍自專案融資擴大至所有企業授信，鬆綁銀行授信及

籌資規範，鼓勵保險業者申請投資綠能發電業，且可依據「保險法第

146 條之 1」規定，購買經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之公司股票或公司債(含綠

色債券)，以助於離岸風電等資金需求龐大之再生能源業者取得銀行融

資。 

離岸風電的投資資金除了透過專案融資外，亦可透過發行綠色債券

來達成，櫃買中心於 2017 年 4 月公布實施「綠色債券作業要點」，用

以協助綠能科技產業籌集資金。據統計國內現階段共有 16 檔公開發行

的綠色債券，發行單位包括國營事業、本國銀行、外國銀行等，發行總

額超過 390 億元新台幣，顯示綠色債券將成為國內綠能發展最大的金融

助力，也是政府、銀行等公私部門綠能建設的重要財務後盾。 

國內離岸風電籌資部分，除了採無追索權專案融資方式進行外，考

量國內銀行缺乏離岸風電專業風險評估人才和經驗，銀行以逐案方案依

據授信相關原則(5P)評估是否承貸，並就個案設計融資架構，透過保險

或信用保證機制降低風險。顯示，目前臺灣雖然有多項金融工具能協助

綠能產業發展，然而因不同產業面臨之風險程度、投資規模等仍存在相

當大之差異，因此需針對各產業堂性累積相關授信與衡量風險之經驗，

才能有效引資金進入綠能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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