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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述 

摘要介紹國外(如 NREL、JET 與 SolarPower Europe 等)太陽光電維運指南與標

章制度之推動現況，同時依據 IEA PVPS Task 13有關「不同氣候下太陽光電發

電廠的運維指南」研究報告，在兼顧維運成本效益與氣候風險下，針對台灣

未來若要推動太陽光電系統維運指南，提出相關建議與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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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說明 

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2023年淨零路徑圖」報告，若欲達成2030 年

淨零排放，全球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須成長三倍達到11,000 GW，其中又以太陽

光電（PV）發電佔比最高，預估2030年全球建置量可達6,000 GW。隨著全球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安裝量的增長，維運（O & M）已成為太陽能界的新興產

業，為求系統能持續穩定安全發電20年以上，考量不同氣候環境條件與系統

規模下，如何兼顧系統效能與成本，並確保太陽光電維運服務品質與一致

性，越來越受到重視。以下將摘要介紹現有美國、日本與歐盟對PV維運提出

的相關最佳實務指南或 O＆M 標章制度。 

參考美國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2018年提出的「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操作保養最佳實務（第三版）」，目標是鼓勵維運業者採用最佳實踐，來降低

PV 系統及光儲系統維運成本，進而提高系統效能，並透過使成本更加可預測

與風險的降低，有利專案的融資。本指南亦包含系統設計和設備規格的技術



改進建議，因良好的系統設計，可以提高系統整個生命週期的性能和能源效

益，同時降低或至少改善交付維運計劃的成本。由於大多數建築電工不熟悉

且未經培訓處理直流的PV系統，本指南還列出電廠操作人員與服務提供者之

能力資格清單，值得國內業者參考。 

日本為確保太陽光電系統維運維運品質，日本電氣安全環境研究所

（JET）於2016年8月起依「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定期檢查和故障檢查指南」，

推行太陽光電系統維運驗證（JET PV O&M certification）方案業務。該驗證

業務內容包括「運維公司註冊」、「運維工程師註冊」和「運維報告驗證」三

項，如下圖1所示。 

 

 

圖1、JET 太陽光電系統維運驗證方案 （JET，2016） 

         

國際能源署太陽光電電力系統計劃 (IEA PVPS) 成立於 1993 年，是國際

能源署的技術合作計劃之一。該計劃目的為加強國際合作，促進太陽光電成

為可持續能源轉換系統的基礎。在 IEA PVPS 框架下有很多不同任務組編制，

其中任務13（Task 13）致力於改善太陽光電系統的性能與可靠度研究。有鑑

於在不同氣候條件下，如溫度、濕度、UV、雨水和風壓等因素，會影響太陽

光電組件與系統故障之發生。2022年任務13提出一份有關「不同氣候下太陽

光電發電廠的運維指南」研究報告，依不同氣候風險，包含四種一般氣候條

件（如溫和、乾熱、濕熱、高海拔沙漠），以及三種極端氣候條件（如多洪水

地區、颶風地區、多雪地區），提出最佳 O&M 規劃建議，並列出這些不同氣

候帶中太陽光電電站安全、性能和可靠性問題的實際案例。有助於太陽光電

電站工程師和設計師、融資方和投資者進行太陽光電電站設計和維護，以及



評估投資決策相關運營風險。 

歐洲太陽能產業協會 SolarPower Europe 提出之「太陽光電最佳實踐指

南」是一套手冊，針對不同太陽光電服務提出一系列最高標準的實踐建議，

包含「維運最佳實踐指南」、「資產管理最佳實踐指南」、「EPC 最佳實踐指

南」和「生命週期品質最佳實踐指南」等，鼓勵業者參照相關指南建議，以

提高產業服務品質和標準化。 其中 SolarPower Europe 第一版「維運最佳操作

指南」自2016年提出至2021年已修訂至第五版，反映當前歐洲太陽光電服務

業的需求發展和觀點。第五版新修訂的健康、安全、防護和環境章節，將職

業健康與安全和防護與環境保護相結合，對職業健康與安全採用更加一體的

作法，降低操作人員的現場風險。創新和趨勢章節更新後，新增創新現場檢

查技術，包括新的空中監測技術、人工智慧和數據分析等。此外，隨著工商

及住宅屋頂分散式太陽光電裝置的日益普及，屋頂太陽能 O&M 章節進行了

全面修訂，將這兩個部分分開並提供更專業的建議，相關維運建議值得未來

政府推動新建住宅加裝太陽光電系統政策之參考。 

此外，為提高維運服務業之資訊透明度與鼓勵追求卓越，SolarPower Eu-

rope 自2018年起推出全球首個太陽能運維最佳實踐標章（Solar Best Practices 

O＆M Mark），至今已發展為四種不同維運服務標章。有別於傳統第三方認證

的繁瑣程序及昂貴維護成本，這是一套基於自我認證的標章制度，申請者只

要下載最佳實踐指南和清單（checklist），選擇要註冊的標章類型並上傳相關

維運清單與技術文件。通過審查之廠商即可登錄在公司名錄上並公告於網

站，每年須依最新指南要求與清單更新相關申請資料與清單，詳細申請流程

如下圖2所示。 

綜合上述國外(如 NREL、JET 與 IEA 等)太陽光電維運指南與標章制度之

推動，好的維運服務計畫應同時考量成本效益與風險，並包含資產管理、監

控、運營、預防性維護、糾正或有條件的維護/維修以及汰役處置等。為協助

國內維運產業朝向專業化與規模化發展，應建立符合台灣氣候條件之PV系統

維運最佳實務指南，以期能提高系統效率和發電量（kWh/kW）、減少停機時

間（小時/年）、延長系統壽命、降低 O&M成本（$/kW/年），以及確保系統、

人員安全，降低營運風險。且應針對國內不同類型與規模的太陽光電系統，

如住宅屋頂型、工業與商用屋頂型、地面型等，提出符合成本效益之最佳維

運指引，並將相關維運活動區分為「最低要求」、「最佳實踐」和「建議」三

級。考量台灣地處亞熱帶地區之氣候風險對太陽光電系統之影響，建議未來

應統計調查國內常見之 PV系統故障資訊，並針對颱風及鹽害等氣候風險，提



出最佳維運方案與技術對策。 

 

 

 

 

 

 

圖2、SolarPower Europe 4種太陽能運維最佳實踐標章與申請流程 

註：1.請計畫執行單位上傳提供較具策略性的知識物件，不限計畫執行有關內容。 
2.請計畫執行單位每季更新與上傳一次，另有新增政策建議可隨時上傳。 
3.文字精要具體，量化數據盡量輔以圖表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