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newables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 速覽 
工業技術研究院 

材料與化工研究所 水科技研究組 研究員 蔡翼澤 

 

21世紀再生能源政策網(Renewable Energy Policy Net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

REN21)日前發佈了年度報告：Renewables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該報告從相

關數據簡述了前一年度全球再生能源發展現況，並針對未來發展趨勢及市場等提

出諸多說明及建議，該份報告全文多達 325頁，為了協助讀者快速的了解全球再

生能源發展的現況，本文將針對 Renewables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的內容要

點做一摘錄說明，期望能讓關心再生能源領域的讀者能快速瞭解最新資訊。 

 

Renewables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在報告開頭就直接寫下：「2017 was 

another record-breaking year for renewable energy」，因為相較於 2016年，2017

年全球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再次攀升 9個百分點來到 2,195 GW (含水力) (圖 1)，而

這 9 %中以太陽能的成長最為顯著達 55 %，風力及水力則分別佔 29 %及 11 %。

有如此漲幅的主因在於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的成本下降，技術創新層面有所成長，

同時政府的支持、商業模式與市場的轉變亦是影響的主因之一。 

 

 

圖 1 2016年及 2017年再生能源相關發展的統計指標 



 

以下將就全文中的主要章節：政策、市場、分散式能源、投資、系統整合及

能源效率等面向逐一做摘要說明： 

 

1. 政策 

世界各國針對再生能源的相關政策藍圖規劃及擬定，仍然持續著重於電

力部門，而於加熱/製冷及運輸部門則相對缺乏。對於政府而言，再生能源技

術的發展可有效促進許多政策目標達成的可能性，包含能源安全、經濟成長、

發展新型產業、創造工作機會、減少污染排放及提供國民可負擔/可信賴的能

源使用環境等。至 2017年止，有 87個國家提出再生能源於初級/最終能源佔

比目標；有 146 個國家針對不同部門提出了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就歷史趨勢

的演進而言，全球各國仍然逐年持續的針對國家再生能源的發展提出了諸多

執行、管理及未來規劃目標(圖 2)。 

 

 
圖 2 2004至 2017年全球再生能源政策制訂之國家數量 

 

至 2017年止，隨著再生能源技術的發展及政策目標的推動，許多歷史趨

勢是維持不變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部份國家在政策的制訂上開始傾向於

將不同部門間連結起來。如印度於 2017年提出了跨部門整合目標，再生能源

於初級能源之佔比，要在 2025年達到 23 %，且跨部門(工業、運輸、住宅、

服務)之能源密集度要降低 17 %；而瑞士同樣在 2017年提出了針對 2050年的

整合性再生能源發展策略目標，其於 2017年 5月 21日由全國 58 %的選民透

過公投通過 3大發展目標：1.節約能源並提高能源效率、2.促進再生能源發展

及 3.逐步淘汰核能發電。瑞士政府的總體目標在於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程



度、減少能源部門對環境的負面衝擊、提高對國家的投資與創造就業機會，

而為了滿足該項總體策略，政府也將進行如智慧電錶的佈建及引入分散式能

源供應系統等新的技術解決方案。 

 

2. 市場趨勢 

生質能源的發展往往受到政策方向的影響最巨。2017 年間有許多國家分

別提出了支持生質能源的生產及使用，如巴西的生質燃料政策(RenovaBio)預期

將會大幅提高巴西對於生質能源發展的重視及成效；印度亦於 2017年實施提

高國內生質燃料(含農業廢棄物高值化)的生產及使用策略。但相反的，歐盟的

再生能源指令(EU 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 RED)仍然糾結於「食物與燃料」

間如何取捨及角色等問題(food-based biofuels)，同樣的美國再生燃料標準

(Renewable Fuel Standard, RFS)依然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而這些迴異甚大的政

策現況，都大大的影響了生質能源在全球的市場發展。 

由下圖 3可以看出在最終能源消費中的生質能源佔比裡，做為住商(7.8 %)

及工業(2.2 %)部門的貢獻都還是大於電力(0.4 %)及運輸部門(0.9 %)，即使不看

傳統生質能源(modern, 1.4 %)，佔比多寡仍然相同。但單就電力部門於 2016

年的 2.1 %生質能源佔比而言，相較於其他部門則有最高的成長趨勢。 

 

而在生質能發電部份，如圖 4，2016至 2017年全球生質能發電裝置容量

上升 7 %達 122 GW，而 2017全球生質能總發電量增加了 11 %達 555 TWh(5,550

億度電)(圖4)，如以國家劃分，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最大的生質能電力生產國，

其他主要國家包含有巴西、德國、日本、英國及印度等，其中德國為歐洲最

大的生質電力生產國，其 2017年裝置容量增加 4 %達 8 GW，且大多集中在沼

氣及甲烷氣的部份。 

 

圖 3 2016年生質能源於最終總能源消費及部門佔比 



 
圖 4 全球各地區生質能發電發展趨勢 

 

2017 年是太陽光電發展的一個新的里程碑。以全球裝置容量來看，2017

年的成長量是自 2007年以來上升幅度最高的一年，同時也是所有再生能源技

術中成長量最高的一項，甚至還大於新增化石燃料及核能裝置容量的總合。

於 2017年增設的 98 GW(含離線量)分佈於中國、印度、日本及美國，將近 2016

年的三分之一，累積總量來到 402 GW(圖 5)，平均來說相當於每年每小時就安

裝了 40,000片太陽能板。 

相較於 2016年，2017年太陽光電市場的增長有超過 50 %來自於中國的

貢獻，其單一年度的增長量(約 53.1 GW)相較 2015 年的全球增長量還高，而

2017 年也是太陽光電首次成為中國新增電力裝置容量的主要來源，到 2017

年底中國約有 131.1 GW的太陽光電裝置容量，遠超過其在 2016年宣佈要在

2020年達到的 105 GW，而這樣的局面，主要還是來自於中國自有內需及製造

市場的規模所致。亞洲地區已經連續 5年領先全球，佔了近 75 %的全球再生

能源增長量。全球前 5 大太陽光電市場分別為：中國、美國、印度、日本及

土耳其，佔了 84 %的新增裝置容量比例，以各國累積裝置容量而言，第一名

為中國，其後為美國、日本、德國及義大利(圖 6)。雖然全球太陽光電裝置容

量看似都集中在特定國家，但其實也有新興市場正在逐步趕上，至 2017年止，

全球每塊大陸都有至少 1 GW的新增裝置容量，同時至少 29個國家都有 1 GW

甚至以上的裝置容量，而以人均容量來說，比例最高的前 5 名分別為德國、

日本、比利時，義大利及澳大利亞。 

 



 
圖 5 全球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及年度成長量 

 

 
圖 6 全球太陽光電裝置容量主要分佈區域 

 

相較於 2015及 2016年，2017的風力發電裝置容量增長量並無顯著提升，

但仍為歷年來成長最遽的前 3 名，全球增加約 52 GW，累積裝置容量的成長

率達近 11 %來到 539 GW(圖 7)。與 2016年相同，2017年新增裝置容量的下滑，

主要來自於中國地區的衰減，但其他如歐洲及印度地區則是創下歷年新高。

至 2017 年底，已有超過 90 個國家展開風力發電相關的商業推廣活動，且全

球約有 30個國家(非集中於特地區域)至少有 1 GW以上的裝置容量。近十年，

整體風力發電的市場已由全球普遍發展，轉為集中在少數優勢市場區域。整

體而言，不管陸域或離岸風力發電，隨著設置成本的下降，已逐漸成為各國

發展再生能源的選擇之一，也因此其正在迅速的成為一種成熟及具成本競爭

力的技術。 



儘管陸域風機佔了全球風力發電總裝置容量超過 96 %，但 2017年仍然有

9 個國家所設置的離岸風機裝置容量達 4.3 GW，提高了全球離岸風力裝置容

量達 30 %來到 18.8 GW，主要集中在英國(1.7 GW)、德國(1.2 GW)、中國(1.2 GW)

及比利時(0.2 GW)，其中英國在離岸風力裝置容量上仍然保有全球領先的地位

達 6.8 GW。以全球區域劃分而言，歐洲仍然居冠，約佔 84 %(88 %, 2016)，其

餘則幾乎集中在亞洲地區(圖 8)。 

 

 

圖 7 全球風力發電裝置容量及年度成長量 

 

 

圖 8 全球離岸風力發電裝置容量及年度成長量分佈區域 

 

 

 

 

 

 



3. 分散式能源發展 

在即將進入 2019年的今天，全球仍然約 14 %的人口(10.6 億)沒有電力或

潔淨的烹煮能源可以使用，主要集中在南非及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且多數均

為農村生活型態。近年來分散式再生能源供應系統(Distributed renewables for 

energy access, DREA)被視為可透過佈建離網太陽光電以及再生能源微電網等

方式，來實現提供偏遠不便地區供電的可能性，2012至 2016年間所增設的電

力供應系統，全球約有 6 %是來自於離網及微電網再生能源電力供應系統。分

散式再生能源供應系統提供了偏鄉及農村地區快速滿足能源使用需求的一項

選擇，更同時能達成社服、環境及經濟等多面向效益如： 

 

 減少慢性及急迫性健康危害 

 改善家戶光照品質 

 延長在學時間提高孩童學習成效 

 提高中小型經濟活動收益 

 降低對自然環境的負面衝擊 

 

越來越多的小型微電網系統開發商正積極的將該系統透過不同的商業模

式推向成熟，光是印度在2016-2017年間就設置了206套微電網供電系統。2017

年已陸續有許多跨國企業與政府部門建立合作關係，以推廣及發展分散式再

生能源供應系統來達成各國的電力供應策略及目標，同時許多國家亦積極創

造有利於分散式再生能源供應系統發展的環境，包含各種合作模式及提供融

資方案等。如圖 9所示，在特定國家中已有許多人口(13 % - 51 %不等)透過分

散式再生能源供應系統系統獲得電力，但相較於總量需求而言仍有相當大的

發展及推廣空間。 

 

 

圖 9-2017年特定國家離網太陽光電系統使用現況及總體市場規模 

 

 



 

4. 投資趨勢 

儘管各項再生能源技術的成本持續下探，但全球對於再生能源發展的投

資仍持續上升，由其是新興及發展中國家更勝於已發展的先進國家，全球對

再生能源及燃料(不含大於 50 MW的水力發電計畫)的投資，自 2010年以來已

經連續 8年每年均持續增長超過 2,000億美元。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的成本雖

逐年下降，但全球總投資金額仍然比 2016年成長了 2 %來到 2,798億美元(圖

10)，如計入大於 50 MW的水力發電計畫，則 2017年全球再生能源投資總額

高達 3,100億美元，該數字是化石燃料投資額的 3倍，如將化石燃料及核能投

資合計，再生能源投資額亦超過 2倍以上。整體而言，主要投資標的仍然是

在太陽光電，但 2017年風力發電的投資額亦開始嶄露頭角。 

2015年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對於再生能源的投資總額首次超越已

發展國家，該趨勢於 2017年更為明顯，佔全球總投資額約 63 %，並以中國為

最，其 2017年佔全球總投資額達 45 %(不含大於 50 MW的水力發電計畫)，更

甚於 2016年的 35 %。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對於再生能源的投資總額提高

了 20 %來到 1,770億美元，反已發展國家則下降了 19 %達 1,030億美元。 

2017年全球對於再生能源的新投資仍然著重於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分

別佔投資總額約 57 %及 38 %，且相較於 2016年，太陽光電是 2017年中唯一

一項新增投資額持續增長的技術項目，其增長幅度達 18 %來到約 1,610億美

元(圖 11)。相較之下其他再生能源技術則呈下降趨勢，幅度最大者為風力發電

下降 12 %至 1,070億美元，生質能下降 36 %至 47億美元，生質燃料則為下降

幅度最為輕微的 3 %至 20億美元。 

 



圖 10-全球再生能源年度投資金額分佈 

 
圖 11-2017全球再生能源投資金額及技術分佈 

 

5. 系統整合 

隨著全球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持續擴增，也意謂著世界各國都正積極的在推動

能源轉型，而這樣的現象主要發生在電力供應部門。近年來因太陽光電及風力發

電的建置成本持續下降，許多國家針對該兩項再生能源技術的佈署明顯增長，且

身為領頭羊的少數國家也逐步在各自的電力配比中拉高變動性再生能源(Variable 

Renewable Energy, VRE)的佔比，但大多數的國家仍然處於將 VRE加入電力配比中

的早期階段。 

無論各部門使用再生能源的比例為何，要將其與現有能源系統進行整合，是

目前全球各國所面臨的共同挑戰，且與全球再生能源市場是否能持續性的發展息

息相關。能源系統的整合問題，因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需求與條件而異，但系統整

合的困境往往來自於變動性再生能源本身在供應或需求端彈性不足的問題，意即

如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受制於氣候甚巨，需配合電網及儲能系統等周邊設施的發

展才能克服等，在其缺乏彈性運用的前提下，如若周邊系統未能積極的發展配合，

即使變動性再生能源本身技術成本持續下降，仍可能因系統端的牛步而使得整體

系統成本高漲，進而迫使變動性再生能源市場萎縮並阻礙再生能源的發展。 

除系統整合技術面的問題外，政府在管理及規範的配合上也扮演著相對重要

的角色，因此應同時考量供需兩端在基礎設施及技術發展上的相互匹配，並透過

監管及法律架構來強化並支撐整體市場的運作，如此才有可能持續及穩定的提供

安全、可靠且可負擔的能源服務。 

 

 



6. 能源效率 

能源密集度(Energy Intensity)，也就是創造單位 GDP所需要的能源消耗量，

是最常用來衡量國家能源使用效率的指標，而所謂能源效率可透過供應端的技術

提升或降低輸配送損失，來實現相同的能源供應量而提供更多的能源服務；亦可

透過需求端的節能改善，來實現降低能源需求卻有相同的能源服務。因此能源使

用效率的提高對於能源安全、社會、經濟、環境以至於健康及福祉等都有相當正

面的影響成效，同時也是減緩氣候變遷最具效益的方式之一。 

能源效率的改善可以發生在整個能源供應鏈的任何環節，同時政府在管理及

規範上亦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推手，如我國的綠建築規章及節能標章/補助等。

雖然多數能效改善措施看似與再生能源並無直接關聯，但其實兩者間是相輔相成

的，能源效率的改善也代表著給定相同的再生能源時，一樣可以滿足更多的能源

服務需求，同時需求端對能源需求量的降低也有助於推動變動性再生能源的發展

與系統整合，且再生能源的加入亦有助於能源效率的直接改善，如風力發電等非

熱式再生能源相較於燃油及燃煤等熱電，相當於少了一次能源/電能轉換與損

失。 

全球各國都已開始瞭解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間互相結合考量的重要性，由於

目前仍未有相對的衡量指標能夠精確的評估能源效率的優劣，因此主要仍採能源

密集度做為評估指標。全球 2011至 2016年初級能源密集度下降幅度高達 10 %，

年均約為 2.1 %，該數值比過去 30年還來得明顯。該能源效率的改善趨勢也大幅

的減緩了初級能源的需求增長量，6年間的年均增長量僅有 1.1 %(圖 12)，且 2016

年全球 GDP成長率為 3 %。 

但如以區域劃分而言，非OECD國家的GDP及能源使用量仍然是呈正比趨勢，

僅 OECD國家有明顯脫勾，而有如此成效可歸功於： 

 政府制定的能源效率標準已涵蓋到電器、建築及工業 

 提高燃油效率標準，且電動載具大幅增加(以再生能源為主要電力來源) 

 燃料使用轉向碳密集度較低的替代品如再生能源(中國在十三五的規劃中將

2020年初級能源燃煤佔比目標訂為由 62 %下降至 58 %) 

 工業結構朝服務業等能源密集度較低的產業轉型 

 



 

圖 12 全球初級能源密度集及供應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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