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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述 

太陽光電設置成本因近年大幅下降，對於再生能源發展基金之財政支出亦大幅

減小，故可擴大推廣目標量，隨太陽光電裝置容量逐年增加，且常達成年度規

劃目標，依本文初步研析達到市電同價趨勢之預估結果，可預期未來 10 年左

右可發生市電同價情況。惟近幾年內太陽光電成本仍然偏高，如果短暫快速增

加設置再生能源，電價上漲在所難免，可能對產業用電及民生用電造成負擔。

綜上，本文將嘗試研析我國太陽光電市電同價之時間。 

註：本文研析成果僅為研究之用，並不代表現行政策下之規畫結果。 

詳細說明 

一、 太陽光電成本趨勢預估 

自 2008 年至 2012 年，太陽光電模組成本快速下滑，未來，不論是公用事

業規模或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設置成本價格將因技術進步而再下降，依據

IEA(Technology Roadmap-Solar Photovoltaic Energy, 2014)報告，公用事業規模

之太陽光電平均成本至 2030 年時將低於 1 美元/瓦，表 1 為 IEA(2014)預估公

用事業規模及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設置成本。 

 

 

 



表 1 太陽光電系統設置成本 

Year 

USD/MWh 
2013 2020 2025 2030 

公用事業規模 

Minimum 119 96 71 56 

Average 177 133 96 81 

Maximum 318 250 180 139 

屋頂型 

Minimum 135 108 80 63 

Average 201 157 121 102 

Maximum 539 422 301 231 

資料來源：IEA, 2014 Technology Roadmap-Solar Photovoltaic Energy 

依據 IEA(2014)資料，預期未來 20 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將持續增加，且隨

著技術進步，太陽光電設置成本亦將持續下跌，比照 IEA(2010)針對太陽光電

設置成本預估資料，以屋頂型為例(採 Average 區間)，2010 年報告中，預估 2008

年至 2020 年設置成本將從 480 USD/MWh 下降至 210 USD/MWh，惟於 2014

年報告中，2013 年至 2020 年設置成本已調整由 201 USD/MWh 下降至 157 

USD/MWh，顯示近年來太陽光電技術進步超過預期，至於 2020 年後之中長期

預估數據則無大幅修正。 

考量我國太陽光電主要仍以屋頂型為主要推廣對象，併同活化土地利用及

不適耕作之農地多元利用，以推動地面型設置為輔，故同步參考 IEA公用事業

規模及屋頂型之設置成本年降幅(採 Average 區間)進行我國市電同價時程之估

算，估算結果說明如下。 

I. 於 105~109 年間，屬短期推廣時程，應同步參考國內實際市場現況及國

際預估資料，故設置成本降幅併同考量我國 103年最後一期競標平均折

扣率及 IEA(2014)報告合併估算，保守估計下約為 8%。 

II. 109~114 年，屬中期推廣期程，以 IEA(2014)預估資料為準，各年平均

設置成本降幅約為 5.695%，保守估計下約為 5%。 

III. 114~119 年，屬長期推廣期程，以 IEA(2014)預估資料為準，各年平均

設置成本降幅約為 3.35%，保守估計下約為 3%。 

二、 各級距市電同價期間估算 

依據 104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資料，太陽光電於 104年之期

初設置成本為 6.64~9.33 萬元/瓩，躉購費率為 4.8845~6.8633 元/度，假設保守

估計太陽光電未來成本降幅下，於 105~109 年每年下降約 8%、110~114 年每

年下降約 5%、115 年至 119年每年下降約 3%。另假設台灣市電價格以 102 年

每度 2.86 元為基礎並以每年成長 2%之情況下，可估算各級距太陽光電市電同

價期程，說明如下(圖 1為太陽光電達到市電同價預估趨勢)。 



I. ≧1~＜20瓩屋頂型太陽光電躉購費率與市電於 113~114年出現交叉點。 

II. ≧20~＜100 瓩屋頂型太陽光電躉購費率與市電於 110~111 年間出現交

叉點。 

III. ≧100~＜500瓩屋頂型太陽光電躉購費率與市電於 110~111年間出現交

叉點。 

IV. ≧500瓩屋頂型太陽光電躉購費率與市電於 109~110年間出現交叉點。 

V. 地面型太陽光電躉購費率與市電於 108~109年出現交叉點。 

 
圖 1 我國太陽光電達到市電同價之預估趨勢 

三、 小結 

我國再生能源推廣制度，自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後，即以實施再生能源

電能躉購制度為主，並在技術較不成熟之能源類別輔以示範獎勵辦法，透過躉

購費率、示範獎勵及配套機制等全力推動再生能源設置。 

太陽光電設置成本因近年大幅下降，對於再生能源發展基金之財政支出亦

大幅減小，故可擴大推廣目標量，規劃透過放寬免競標適用對象，進一步提高

地層下陷區之土地利用，將地層下陷區納入免競標對象，此外，參考法國競標

機制經驗，將免競標容量限制放寬，全力朝太陽光電目標量擴大方向努力。 

隨太陽光電裝置容量逐年增加，且常達成年度規劃目標，依前述太陽光電

達到市電同價趨勢之預估結果，可預期未來 10 年左右可發生市電同價情況。

惟近幾年內太陽光電成本仍然偏高，如果短暫快速增加設置再生能源，電價上

漲在所難免，可能對產業用電及民生用電造成負擔。另考量再生能源屬間歇性

能源，現階段無法成為穩定持續的供電來源，故太陽光電之推廣仍應考量推廣

目標規劃之五項原則，訂定年度推廣目標量，並搭配躉購費率政策，採取價量

同步管制的機制，逐步穩健推動我國太陽光電發展。 

註：本文研析成果僅為研究之用，並不代表現行政策下之規畫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