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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於 2013 年 6 月發表了最新版的再生能源中期市場報告（Medium-term 

Renewable Energy Market Report），於文中樂觀的預估 2016年時1，再生能源即

將會超過核能與燃氣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力的供應來源，而這其中將近七成的電力

則來自於傳統的水力發電（水力 4276TWh；其他 1828TWh）。根據 IEA先前的

年度報告世界能源展望（WEO 2012）[1]，如表 2-1-1，在扣除水力後至少要到

2035年全球再生能源發電量才有可能超越核能。 

本報告前提是需基於 IEA 最佳實踐政策原則(best-practice policy principles)假

設下，以 IMF之各國 GDP成長做為需求推估，再考慮各技術發展現況後針對全

球 21 個主要市場進行預測，最後並提出若要達成上述目標所需要解決的經濟或

非經濟政策方面之問題。換言之，未來再生能源發電實際可達成的程度，則相當

有賴於所列出問題是否皆能獲得實質解決。  

本報告認為近來『太陽光電』與『陸域風機』因成本已能接近市電平價，故

將是未來五年內非水力再生能源中最有可能被大量擴張及發電的技術（請見表

2-1-2、表 2-1-3），預估 2018年時兩者總發電量可達 1512TWh
2，約佔當年全球

                                                 
1較 IEA（2012）World energy outlook延後了一年 
2約為 2010全球核能發電(2756.29 TWh)的 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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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量的 22.1％。而 2018 年時的全球再生能源電力分佈，主要將集中

在中國(26.1%)、OECD-歐洲(19.2%)與 OECD-美洲(18.5%)等國的貢獻。然由於這

些區域（或國家）擁有完整的自主產業鏈、大規模水力發電設施、廣大腹地與跨

域電網等優勢，實非其他國家所能輕易仿效的。 

報告中亦提出了，未來各國仍會依自身條件擬定合適政策，並不全然會選擇

太陽光電與陸域風機的發展趨勢。就以與我國國情、秉賦相仿的日韓兩國為例（表

2-1-4與表 2-1-5），5年內日本太陽光電因在核電廠僅 50％重啟的假設條件與躉

購電價（Feed-in tariff  FIT）的帶動下會有顯著增加（由11.4GW增加至38.9GW）。

但陸域風機日韓兩國則受到各種限制，預估 2018年時裝置量合計僅為 7.1GW約

佔全球總量的 1.3%。報告中亦指出，日本政府實際上仍期待既有核電能陸續恢

復併網發電，韓國則除了已建立的核電產業外則正致力於發展自主離岸風機技

術。 

相較於日韓兩國，在陸域風機方面其實我國起步較早但受腹地面積、人口密

度的限制，地面上優秀的風場多已開發，因此未來的增長速度與規模皆將不如前

述的兩國。在太陽光電方面，台灣相較於日韓的規劃，在人均裝置量（kW/人）

上表現更為積極（表 2-1-6），其中有相當程度亦是為了能兼具發展國內自主能

源產業之故。此外我國目前持續推動離岸風機示範計畫與選擇穩健減核政策，基

本上與前述兩國的短期方向並無太大差異。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ved=0CDEQFjAA&url=http%3A%2F%2Fen.wikipedia.org%2Fwiki%2FFeed-in_tariff&ei=BBLRUcz9OIfKkgX92oDgDg&usg=AFQjCNFVGV7uqIkuL7u3VSs5Ol0IieuMxA&sig2=qvndY2Ly3UbUT-cRexs0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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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針對太陽能與陸域風機發電的均化成本來看3，如表 2-1-7所示，比較各國

差異可以發覺，台灣在這兩類發電技術成本上並不具備相對優勢。實因目前國內

缺乏系統廠，故我國儘管生產了許多重要零組件，但仍為產品輸入國，且又腹地

有限難以達到最適經濟規模，導致均化成本相較於他國仍屬偏高，該現象短期內

尚無可立即改善的態勢，其亦將直接影響到我國再生能源部署的進程與規劃。 

在考量國家總體競爭力與吸引投資的需要，維持亞鄰最低價的電費已成為我

國長期的基本政策，若要在短期內大幅擴張再生能源的佔比，FIT配合太陽光電

將成為最快看見成效的方式，但此舉不僅將使得電價迅速攀升、亦將導致電網操

作上的不穩定與備載容量的增加，將更進一步提高了整體電力系統的成本。類似

的問題現已衝擊到德國、日本等國的長期電力規劃。 

綜括來看，IEA報告因是由全球觀點，所以得出 2016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將超

越核能的結果。但若仔細分析各類技術的發電佔比與成本之後，對於如台、日、

韓等缺乏天然能資源的國家，即期投入大量發展陸域風機與太陽光電，實非最佳

之選擇。基於能源安全考量，我們建議應持續密切關注國際上如淨碳技術、燃料

電池、智慧電網等先進潔淨能源科技的發展與商業化進程（根據 IEA 2012年預

估至少要到 2025 年之後潔淨能源的投資才能與節約的燃料費用達到平衡，要能

真正大規模部署則約在 2040 年之後[2]），期間並應盡可能維持能源的多元化，

才是國家確保可永續發展的關鍵。 

                                                 
3電廠生命週期中所花的總成本折現後除以所發的總電力，即是均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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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全球能源與電力需求推估 

 

資料來源：IEA(2012a) 

 

表 2-1-2： 全球再生能源發電裝置量（GW）預測 

 

資料來源：IEA(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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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全球再生能源發電量（TWh）預測 

 

資料來源：IEA(2012a) 

 

表 2-1-4：日本再生能源發電裝置量（GW）預測 

 

資料來源：IEA(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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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韓國再生能源發電裝置量（GW）預測 

 

資料來源：IEA(2012a) 

 

表 2-1-6：我國再生能源發電裝置量規劃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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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太陽能與陸域風機均化成本比較 

均化成本（USD/MWh） 範圍 台灣* IEA（2013）** 

太陽光電 

（地面型） 

下限 135 預估：120 

法國：135 

美國：130 

印度：120 

上限 279 預估：250 

陸域風機 

（MW級） 

下限 83 一般：45 

美國：60 

德國：78 

中國：43 

巴西：42 

上限 110 一般：160 

美國：92 

德國：104 

日本：160 

*資料來源：核研所研究 

**資料來源： IEA(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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