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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述 

中國大陸再生能源市場環境現面臨幾個問題，如再生能源產能過剩

且市場競爭激烈，而部分地區棄風棄光比例過高，且中國大陸近年經濟

成長放緩，恐無力負擔高額的再生能源補貼支出。反觀我國再生能源開

發規模普遍較小，且現階段政府仍以再生能源電能補助的方式，作為推

動再生能源設置的手段，近年部分再生能源大型開發案其競標費率已低

於我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如 2018 年離岸風電第二階段競標出現

了 2.2 至 2.5 元的低價費率，而太陽光電部分(「嘉義縣鹽灘地」標案)
也出現了 2.6 元低價費率，其競標費率級距已與我國一般電能銷售費率

相當。雖前述案例大都屬於大型開發案場，但也顯示我國再生能源開發

已可以傳統發電方式競爭。本文係針對中國大陸再生能源平價上網 1

或低價上網 2推動措施進行蒐集，或可參考中國大陸的經驗，使我國可

逐步降低政府再生能源補貼支出，協助再生能源業者建立一個完善的電

能與綠色電力交易市場。 

詳細說明 

 (一) 中國大陸再生能源無補貼平價上網措施摘要 

中國大陸國家能源局(簡稱能源局)於 2019 年 1 月 10 日發布【關於

積極推進風電、光伏發電無補貼平價上網有關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國

大陸電力相關企業單位，要求相關業者針對再生能源發電應朝無政府優

 
1&2 平價上網即為市電同價，文中所言平價上網或低價上網即指太陽光電在未有政府補貼下，電價與傳統火力電

價相同或更低。 
 



惠補貼的方式運作。能源局認為於再生能源潛能資源豐富、開發成本

低、投資及市場條件佳的地區，其發展條件已與燃煤發電成本相當，已

具備無需政府補貼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件，故建議該地區之再生能源發電

應朝無政府補貼之方向發展。中國大陸為了推動風力發電、太陽光電無

補貼發電，由能源局提出數項推動措施及作法(如圖 1)。 

 

圖 1  中國大陸推進風電、光伏發電無補貼平價上網推動措施歸納說明 

(二) 中國大陸無補貼再生能源推動概況與配套政策 

中國大陸再生能源產業與設置已相當成熟，而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

的建設成本也大幅下滑，以 2017 年為例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建置成本

相較 2012 年分別下降了 45%與 20%，而中國大陸更於 2017 年 8 月在

河北、黑龍江、甘肅及新疆等五個地區進行風力發電平價上網的示範計

畫，確認風力發電具備無須補貼之可能性。而 2017 年底中國的第三期

光伏領跑者計劃，太陽光電開發商更提出了每度電 0.3 元人民幣的競標

報價，其售電價格與燃煤標杆上網電價相當。換言之，中國大陸的風力

發電與太陽光電考量合適的外部條件及設置成本，已具有市電同價或低

價的可能性。而分析【關於積極推進風電、光伏發電無補貼平價上網有

關工作的通知】的政策措施，為了讓其能不用再依賴政府補助，能源局

也提出了推動手段，如避免不合理的收費，要求各地方土地利用相關收

費上應給予支持，同時積極建構電力傳輸的網路，使再生能源電力能在

地消納或跨省跨區傳輸，並降低電力傳輸費用，改善電力銷售的成本結

構。並且鼓勵再生能源發電業者透過綠電憑證交易的方式來增加收益，

從而降低藉由售電收益的依賴，逐漸引導業者能利用電力交易市場(如
綠電憑證交易、分散式發電市場交易)。觀察此通知，不難發現中國大

陸官方正引導業者利用現有電力交易方式獲得收益，並透過輸電/售電



制度及電網環境之改善，讓業者不用再依賴政府補貼。 

然中國大陸於 2019 年提出平價上網或低價上網的政策也非一時興

起之事，能源局於電力發展“十三五”計畫間陸續制定多項措施及該改革

方案，如積極提升跨省跨區的輸電網路，增建抽蓄式水力發電設施，進

行電力系統智慧化使電力供應與調度更會彈性與靈活，建立電力交易市

場機制及運作體系，來強化中國大陸電網調節能力，使電力交易的環境

更為完善。而再生能源方面，2017 年 2 月中國大陸的發改委、財政部

及國家能源局於 2 月份發布一份通知【關於試行可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證

書核發及自願認購交易制度的通知】，推動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證書自願

認購體系建立，將再生能源發電的環境效益價值有價化，更讓業者能透

過綠色電力證書的交易獲取而外的收益。並在 2017 年 11 月發布「關於

開展分散式發電市場化交易試點」的通知，建立電力直接交易及代輸電

力的運作模式，提供再生能源電力可以直接售予用戶端，提供更多元化

的電能銷售管道。 

 

圖 2  中國大陸再生能源平價上網或低價上網推動措施示意 

(三) 結語 

中國大陸再生能源市場環境現面臨幾個問題，如再生能源產能過剩

且市場競爭激烈，而部分地區棄風棄光比例過高，且中國大陸近年經濟

成長放緩，恐無力負擔高額的再生能源補貼支出。中國大陸具有可觀的

再生能源內需市場，建構起風力及太陽光電等相關產業鏈，並透過大量

內需及外銷市場創造出規模經濟，藉由經濟規模及生產技術提升使再生

能源開發成本大幅下降。因為經濟環境的問題，加上再生能源成本的降

低，促使中國政府積極擬定各項推動對策，用以解決棄風棄光的問題，

並強化再生能源併網能力，同時引導其再生能源電力走向電力交易與綠



電憑證交易等市場機制，進而降低政府補貼支出。 

我國再生能源開發規模普遍較小，且現階段政府仍以再生能源電能

補助的方式，作為推動再生能源設置的手段。而近年依據再生能源成本

變化，持續調降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但要達到市電同價之目標仍有

相當距離。再者，我國目前未有完善的現貨電力交易措施，而綠色電力

憑證交易仍於示範階段，尚無法替業者創造一個可以透過市場交易方式

生存的再生能源電力產業。但依據國內新聞報導指出，近年部分再生能

源大型開發案其競標費率已低於我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如 2018
年離岸風電第二階段競標出現了 2.2 至 2.5 元的低價費率，而太陽光電

部分(「嘉義縣鹽灘地」標案)也出現了 2.6 元低價費率，其競標費率級

距已與我國一般電能銷售費率相當。雖前述案例大都屬於大型開發案

場，但也顯示我國再生能源開發已可以傳統發電方式競爭。 

參考中國大陸的經驗，如我國要降低政府再生能源補貼支出，應協

助再生能源業者建立一個完善的電能與綠色電力交易市場，讓再生能源

發電能透過市場交易方式獲利，進而降低政府補助的力道。但於制度建

立之前，更需要透過電網硬體的提升與改善，優化再生能源併網能力與

容量。目前政府透過綠能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積極推動智慧電網的發

展，同時也進行再生能源投（融）資第三方檢測驗中心技術評估等研究。

此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成立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並協助推動綠色

電力憑證制度及交易模式建構。 

待我國相關配套機制成熟後，將可提供再生能源業者另外一種再生

能源發電收益的模式，使業者於無政府補助下仍可進行再生能源開發與

設置。而屆時我國應可重新檢視各項再生能源獎勵措施，評估我國再生

能源發展之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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