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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東南亞與印度綠能市場及我國合作策略 

台灣經濟研究院  趙文衡 

    在因應氣候變遷的趨勢下，許多開發中國家均積極擴大再生能源

的使用，並訂立再生能源使用目標。加上巴黎協議的簽訂，開發中國

家紛紛加入減排行列，使得再生能源在開發中國家需求大幅上升。這

些國家未來市場規模以及成長潛力受到相當的重視。雖然目前應用規

模不大，但有些國家確已進入起飛階段，市場規模成長快速。在這些

國家中，為配合政府推出的新南向政策，本文將推動目標鎖定在東南

亞國家及印度，將分析東南亞與印度的綠能市場，並研擬我國合作策

略。 

一、東南亞與印度能源綜觀 

    近來，東南亞與印度均為經濟成長快速的開發中國家，對能源需

求大幅增加。自 2003 年至 2015 年，東南亞初級能源消費成長幅度達

72%；印度更高達 118%。自從 1997 年金融危機以來，東南亞經濟逐

步復甦，加上工業化與都市化，促使區域的能源使用增加。近幾年來，

印度經濟成長更是快速，能源消費的增加速度顯然高於東南亞，尤其

是在 2007 年後，印度的初級能源消費量超越東南亞國家，自此兩者

差距有越來越擴大的趨勢。 

 

圖 1 印度與東南亞初級能源消費 

資料來源：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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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力生產方面，兩者同樣呈現上升的趨勢。東南亞國家自 2003

年至 2015 年，電力生產成長 94%，而印度成長 109%，印度成長速

度略高於東南亞。與初級能源消費不同，印度電力生產數量一直較高，

且兩者差距亦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圖 2 東南亞與印度電力生產 

資料來源：BP 

    至於未來電力發展趨勢，根據 IEA 預測，東南亞的電力生產 2040

年將達 2212TWh，較 2013 年成長 1.8 倍；印度的電力生產 2040 年將

達 4124TWh，較 2013 年成長 2.5 倍。以年複合成長率來看，東協國

家電力生產每年增加 3.9%，而印度則每年增加 4.7%。因此未來印度

的電力生產亦將以高於東南亞的速度成長。 

 
圖 4 東南亞與印度電力生產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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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EA  

二、東南亞與印度之再生能源市場 

    基於氣候變遷與經濟發展的考慮，東南亞與印度目前均積極發展

再生能源，市場潛力相當龐大。東南亞國家對再生能源所產生電力之

消費成長較緩慢，儘管由 2003 年至 2015 年成長 92%，但 2009 至 2014

年僅成長 12%。相反的，印度再生能源發電量成長相當快速，由 2003

年至 2015 年成長 1053%，近五年亦成長 68%。目前印度再生能源發

電量(不含水力)已是東南亞的 2 倍，且兩者差距亦有日益擴大的趨

勢。 

 

圖 3 東南亞與印度再生能源電力消費(不含水力) 

資料來源：BP 

    根據 IEA 預估，印度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不含水力)，將由 2013

年的 31GW，成長至 2040 年的 353GW，成長幅度達 1039%，東南亞

則由 10GW 成長至 79GW，成長幅度 690%。兩者成長速度均很驚人。

然而，印度 2013 年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是東南亞的 3 倍；2040 年則為

東南亞的 4.5 倍。期間印度增加 322GW 的再生能源；東南亞則增加

69GW，印度市場顯然大於東南亞市場甚多。以下將分別就東南亞與

印度探討各國的再生能源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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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東南亞與印度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預測 

資料來源：IEA 

(一)東南亞國家 

    東南亞國家最主要的構成國有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

泰國、越南等六國。此六國再生能源(不含水力發電)於初級能源占比

為 1%，若含水力發電則為 5%。2015 年，東協制訂東協能源合作行

動計畫 (ASEAN Plan of Action for Energy Cooperation 2015-2016), 設

定 2025 年前再生能源將占初級能源消費的 23%(目前僅為 5%)，此需

要相當努力才能達成。目前，東協六國初級能源消費仍以石油為主力，

2015 年占整體 46%；其次為天然氣(24%)與煤炭(25%)。水力發電僅

占 4%，而再生能源僅占 1%。 

 

圖 6 東南亞六國初級能源消費(2015) 

資料來源：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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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力生產方面，2013 年，東南亞主要發電的能源為天然氣，

占比高達 44%；其次為煤炭 32%；再生能源(不含水力)僅占 3.8%，

比例還相當小，若含水力發電則為 15.2%。根據 IEA 預測，未來煤炭

將為東南亞的發電主流，2040 年占比上升至 49.6%，其次為天然氣，

為 26.1%；再生能源(不含水力發電)上升至 10.2%，若含水力則為

21.7%，成長相當顯著。 

圖 7 東南亞發電能源種類預測 

資料來源：IEA 

    在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上，根據 IEA 資料，2013 年，東南亞再生

能源裝置容量占比，若含水力達 22.4%，若不含水力則為 5.1%。IEA

預測東南亞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在 2040 年將達 79GW(不含水力)。其中

以太陽光電占比最高，為未來東南亞最大的再生能源電力，2040 年

裝置容量達 33GW，占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的 42%；其次為風力，2040

年裝置容量為 21GW，占所有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的 26.6%。以成長率

來看，成長最大的再生能源種類為風力，其次為太陽光電。期間太陽

光電增加 32GW；風力則增加 21GW。然而 2013 年，兩者的裝置容

量均很小，遠不如生質能與地熱。風力與太陽能之所以成長如此快速，

主要是東南亞各國政府宣示的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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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東南亞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預測(不含水力) 

資料來源：IEA 

    根據 IEA 預測，2040 年，東南亞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不含水力)

將達整體電力裝置容量的 14.4%，較 2013 年的 5.1%大幅成長。2040

年太陽光電的裝置容量將達整體電力裝置容量的 6%，風力為 3.8%，

生質能為 2.9%。由 2013 年至 2040 年，整體再生能源年複合成長率

為 7.95%。 

表 1 東南亞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不含水力)      單位：GW 

 裝置容量 占整體發電裝

置容量 

年複合

成長率 

 2013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13 2040 2013-40 

生質

能 

6 8 10 12 14 16 
3.1% 2.9% 

3.6% 

風力 0 2 5 8 13 21 0.0% 3.8% 16.4% 

地熱 3 4 5 6 8 9 1.5% 1.6% 4% 

太陽

光電 

1 5 10 17 25 33 0.5% 

 

6.0% 

 

14% 

總和 10 19 30 43 60 79 5.1% 14.4% 7.95% 

資料來源：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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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西亞(0.9 億噸)、新加坡(0.8 億噸)、越南(0.6 億噸)與菲律賓(0.3 億

噸)。 

 

圖 9 東南亞各國初級能源消費(2015) 

資料來源：BP 

    在電力生產上，其排名與初級能源消費相去無多，仍以印尼為東

南亞國家最大的電力生產國家，2015 年生產 234.7TWh 的電力；其次

為泰國的 177.8TWh、越南的 164.6TWh 馬來西亞的 147.4TWh、菲律

賓的 82.6TWh、與新加坡的 50.3TWh。新加坡在能源消費排名第四，

而在電力生產卻跌落第六。顯見新加坡運用較多的能源在非發電的用

途上。 

 

圖 10 東南亞各國電力生產(2015) 

資料來源：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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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東南亞國家再生能源運用比例最高的為菲律賓，其消費占比

為 7.2%，發電占比達 14.4%，明顯的高於其他國家，主要是菲律賓

具有很高的地熱能的應用。其次為泰國與印尼，兩國的比例相去無多，

泰國略勝印尼一籌，兩國消費占比約 1.2-1.8%；發電占比為 4.5-5.6%。

其後三個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與越南再生能源的運用均很少。 

 

圖 11 東南亞國家再生能源消費占比與發電占比，不含水力(2015) 

資料來源：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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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東南亞國家再生能源裝置容量(2015) 

資料來源：IRENA 

(二)印度 

    印度 2015 年初級能源消費是以煤炭為最大宗，占整體能源消費

的 58%，其次為石油占 28%、天然氣占 7%，水力發電占 4%，再生

能源僅占 2%。 

 

圖 13  印度初級能源結構占比(2015) 

資料來源：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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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至 2040 年，煤炭比例降低至 56.6%；天然氣上升至 10.5%；再

生能源比例(不含水力)提升至 17.4%，但水力發電的比例下降至 8.1%，

因而再生能源含水力發電的比例為 25.5%。根據 IEA 預測，至 2040

年，印度電力生產成長最快的能源種類為太陽能，成長比例為 9400%；

其次為風力為 770%；再其次為核能及天然氣。 

 

圖 14 印度電力生產預測 

資料來源：IEA 

    以裝置容量觀之，根據 IEA 資料，2013 年，印度再生能源裝置

容量占比若含水力達 28.1%，若不含水力則為 11.8%，表現優於東南

亞。根據 IEA 預測，至 2040 年，印度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成長最大為

太陽光電(年複合成長率為 16.8%)，其次為風力(年複合成長率為

7.3%)，顯然印度未來再生能源發展是以太陽光電為主。太陽光電 2040

年的裝置容量將達 182GW，風力裝置容量將達 142GW。期間太陽光

電增加 179GW，為東南亞的 5.6 倍；風力增加 121GW，為東南亞的

5.8 倍。兩者有如此大的成長均有賴印度政府的政策推動。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2013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TW
h

 

太陽熱能 

太陽光電 

風力 

生質能 

水力發電 

核能 

天然氣 

石油 



11 
 

 

圖 15 印度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預測 

資料來源：IEA 

    根據 IEA 預測，2040 年，印度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不含水力)將達

整體電力裝置容量的 32.8%，較 2013 年的 11.8%大幅成長。2040 年

太陽光電的裝置容量將達整體電力裝置容量的 16.9%，風力為 13.2%，

生質能為 2.2%。由 2013 年至 2040 年，整體再生能源年複合成長率

為 9.42%。 

 

表 2 印度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不含水力)      單位:GW 

 裝置容量 占整體發電裝

置容量 

複合成

長率 

 2013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13 2040 2013-40 

生質

能 

7 10 13 16 20 24 
2.7% 2.2% 

4.6% 

風力 21 50 77 102 125 142 8.0% 13.2% 7.3% 

太陽

光電 

3 28 61 100 

 

142 182 1.1% 

 

16.9% 

 

16.8% 

太陽

熱能 

0 1 1 2 3 5 0.0% 

 

0.5% 

 

NA 

總和 31 89 152 220 290 353 11.8% 32.8% 9.42% 

資料來源：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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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節能減碳的潮流，東南亞國家與印度近來均設定頗具野心

的再生能源目標。如下表顯示，幾乎每個主要東南亞國家均設有再生

能源目標，泰國在 2021 年替代能源占整體能源消費之 25%，可謂最

具企圖心，印尼則在2025年新及再生能源將占整體能源消費之25%。

越南為再生能源發展較慢的國家，至 2030 年，越南再生能源占電力

生產才達整體電力 6%。除了新加坡外，其他五個主要國家亦均提供

FIT 與財務獎勵，而越南的 FIT 僅限於風力發電。 

表 3  東南亞國家再生能源目標與政策 

國家 再生能源目標 FIT 財務獎勵 

印尼 2025 年新及再生能源占整體能源
消費之 25% 

有  有 

馬來西亞 2050 年再生能源占整體裝置容量
之 34%；占電力生產 13%。 

有  有 

菲律賓 2030年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達 15GW 有  有 

新加坡 2020 年前太陽能裝置容量達
350MW 

無 無 

泰國 2021 年替代能源占整體能源消費
之 25% 

有  有 

越南 2030 年再生能源占電力生產之 6% 有(風力
發電) 

有 

資料來源: ASEAN Centre for Energy  

印度是繼中國大陸、美國和俄羅斯之後，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費國。

為解決印度電力問題，印度大力推廣太陽能發電。印度莫迪總理上台

後，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發展，2015 年更訂立新的再生能源目標。至

2022 年，印度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將提升至 175GW，其中太陽能

為 100GW(原先目標為 20GW)，風力為 60GW，生質能為 10GW，小

型水力為 5GW。 

表 4 印度 2022 年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目標 

 
現有裝置容量(2016/01) 2022 年目標 

風力 25.19GW 60GW 

太陽能 5.25GW 100GW 

小型水力 4.19GW 5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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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能 4.89GW 10GW 

總和 39.52GW 175GW 

資料來源：印度新及再生能源部 

四、市場進入障礙 

(一)東南亞 

    根據 EUROMONEY 評比，在東南亞六國中，新加坡投資環境最

佳，越南最差。除了新加坡外，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行政效率不佳、

透明度不高及貪腐問題，治安問題也相當嚴重。越南、菲律賓與印尼

則存在較嚴重的法治建設與基礎建設不足的問題，特別在電力供應的

不足造成投資者相當大的困擾。同樣的，各國共同存在熟練技工短缺

的情形。 

    在太陽能電廠投資領域，目前尚有印尼與馬來西亞設有自製率要

求。印尼對國外企業進入國內再生能源領域訂有各種自製率限制，例

如發電設備零組件製造需一定比例在印尼製造。印尼於再生能源領域

的自製率限制涵蓋範圍包括地熱、水力發電、太陽能，由 28%至 70%

不等。馬來西亞在 2010 年再生能源法案中，將自製率與 FIT 做連結，

不同的自製率提供不同 FIT 的費率。法案雖訂有基礎費率，但在太陽

光電與生質能領域，若生產者能達到一定比率的自製率，則給予特別

優惠的費率。 

   此外，除了新加坡與菲律賓外，東南亞國家仍設有相當高的 LED

照明進口關稅，馬來西亞為 11%；泰國為 20%；印尼為 7.8%；越南

為 11.9%。菲律賓雖無高額進口關稅，但卻對 LED 照明課徵高額的

貨物稅。 

(二)印度 

   印度於 2002 年與我國簽訂投資保護協定，於 2011 年與我國簽訂

雙邊租稅協定，故兩國間不乏官方的經貿協定。我國與印度的主要障



14 
 

礙是在印度的投資環境上。根據 EUROMONEY 評比，印度國家風險

指數為尚不如墨西哥、巴西、俄羅斯、南非與菲律賓等國。這些障礙

將形成我國與印度合作的主要課題，也會降低我國與印度合作展望的

樂觀性。以下為印度的主要投資障礙。 

1.基礎建設不足 

 印度產業發展之基礎建設不足，公路、港口、鐵路、通訊及電

力等設施成長緩慢，既有的設施普遍陳舊，不但導致電力短缺，商業

運作還因此受到箝制，有形無形增加廠商的營運成本。印度新總理莫

迪自 2014 年 5 月就任後，宣示要將印度打造成為全球製造中心，承

諾將爭取投資挹注電力、鐵路等建設等來提振印度經濟。 

2.印度稅制複雜、優惠措施透明度不足  

    印度各項稅賦種類繁多，且各州各自為政。印度稅賦依徵收機關

不同可分為中央稅、州稅及地方稅三種。中央稅包括個人所得稅、公

司稅、關稅、中央貨物稅、中央營業稅、服務稅等。州稅包括加值稅、

印花稅、州貨物稅、土地收入稅、職業稅等。地方稅包括財產稅、貨

物入市稅、供水及排水等公用設施使用稅等，非但稅目繁多，且往往

計算複雜，一般人不易了解。此外，印度雖然提供各項優惠措施，然

各州規定不一，廠商需要各自協商取得優惠。為了改善此一狀況，印

度政府積極尋求稅制整合，於 2016 年 8 月通過重大稅制改革，將

全國各地零亂的稅制統一。                 

3.政府效能不佳，增加企業營運成本  

    印度行政效率不佳，行政程序費時繁複，政府貪瀆時有所聞。根

據 2015 年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針對全球 168

個國家所進行的全球貪瀆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

調查報告，印度列名第 76，雖排名不佳，但已有顯著進步。另根據

2016 年世銀的經商容易度指數，印度在 189 國家中排名 130，印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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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公司平均費時 29 天始能取得合法登記（南亞國家平均 15 天），公

司財產登記費時 47 天（挪威僅 1 天）。 

4.印度太陽能領域的行政障礙 

    印度為了保護國內太陽能電池與模組廠商，設下自製率的行政障

礙，此一障礙對任何欲出口至印度的國家均會造成相當不利的影響，

將縮小各國產品在印度的市場規模，特別是中國大陸、美國、我國與

馬來西亞等國。如今美國已向 WTO控告印度的自製率政策違反 WTO

規範，最後經上訴法庭裁決確定印度違反 WTO 規定，後續則視印度

將如何修正。 

五、我國雙邊合作策略 

(一) 整體規劃東南亞與印度市場開拓策略 

    印度與東南亞國家地理上鄰近，在自然條件與經社發展程度類似，

面對相似的基礎建設不足的問題，在開拓綠能市場上可以整體的角度

規畫，先由可行性較高的國家著手，再根據拓展經驗逐步擴散至其他

國家。由於我國與東南亞已建立緊密的經貿關係，對東南亞國家經貿

環境了解度較高，短期上，可先以開拓東南亞國家綠能市場著手，例

如菲律賓與泰國均是不錯的目標。中期而言，畢竟印度再生能源市場

為整體東南亞的 4.5 倍；太陽光電市場更是東南亞的 5.6 倍。如此廣

大的市場理應為我國主要目標。然而，印度再生能源市場充滿法規限

制，國外產品欲進入並不容易，較可行的方式為至印度投資，此又涉

及印度投資環境不佳的問題。建議可以中期角度，由了解印度市場與

投資環境著手，逐步排除進入印度市場的障礙。 

(二)建立雙方政府聯繫管道與交流平台 

    儘管我國與一些國家已存在官方交流管道，例如與印度及菲律賓

間的雙邊經貿諮商會議、與泰國的工業會議；與新加坡間的定期官方

會議，但以上管道均非能源的專業會議，能源議題僅占小部分。欲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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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印度與東南亞國家的綠能市場，需要在上述管道外建立能源議題的

專業平台，尤其是與具有龐大商機卻又有複雜經貿情勢的印度間合作

平台應為首要建立目標，藉著此一平台，一方面有助於了解印度複雜

的國內投資環境；一方面亦可作為去除經貿障礙的協商平台。 

(三)於拓展市場的同時需輔以技術輸出與協助基礎建設 

    除了新加坡外，印度與東南亞國家均屬於開發中國家，發展綠能

的技術相對落後，基礎建設也不足。一般與這些國家做市場合作均需

附帶協助技術提升與基礎建設，例如德國與印度在太陽光電市場合作，

以及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計畫。我國欲競逐南向市場，亦須輔以技術

輸出與協助基礎建設，方易獲得各國認同合作的意願。這方面即須由

政府出面整合資源，並負責相關談判協商。 

(四)善用台商與華僑在當地的資源 

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在歷史文化的淵源深厚，經貿往來亦相當密切。

東南亞為我國最主要的投資地與華僑聚居區域，我國在東南亞擁有豐

厚的人脈資源。台商與華橋了解當地國情，對能源產業現狀、所遇到

之障礙，以及市場分布等可提供我國作為擬訂與該國能源合作策略的

參考，尤其是台商與華僑在當地所建立的人脈可以協助我國與該國建

立合作管道。建議在執行合作策略時可善用台商與華僑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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