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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ewables 2017 Global Status Report及World Energy Outlook 

2016(WEO2016)均為全球能源領域具相當權威性的年度重要報告，因此，本文將

帶各位看倌快速的瀏覽 Renewables 2017 Global Status Report的重要成果，並輔

以WEO2016報告中的重要資訊與結論，以下就讓我們來看看過去的一年再生能

源的發展吧。 

剛過去的 2016年，針對能源已經觀察到幾個重要的趨勢，包含：(1) 化石

燃料持續維持在較低的價格、(2) 數種再生能源技術的價格大幅下滑以及(3) 對

於儲能設備日漸高漲的關注。而在 2016年，由於全球燃煤使用量的下降、能源

效率的提升及再生能源使用的增加，導致全球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在 2016

年仍與去年持平，迄今，已保持了三年持平；而WEO2016報告(以下將簡稱

WEO2016)中則是認為，全球能源相關的總二氧化碳排放的持平乃是由於 2016

年全球的能源密集度提高了 1.8%。 

而在 2016年，再生能源的各項應用中，以發電裝置容量的成長幅度最大，

而用於加熱、製冷及運輸的成長較為緩慢。大部分的再生能源都應用於發展中國

家，中國更是過去八年來最大的再生能源製造國，而由於再生能源多安裝在發展

中國家，因此，這些新興的經濟體已變成重要的市場。WEO2016報告指出，經

合組織國家的總體能源需求於 2016年呈下降的趨勢，全球的能源消耗持續往印

度、東南亞、亞洲、中國以及部份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轉移。其中太陽能使

用，又以中國和印度擴張最為迅速，根據WEO2016的預估，至 2030年中期，

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將會比整個經合組織國家消耗更多的石油；此外，在WEO2016

的分析中，於 2040年將有 60%的電力來源為再生能源，其更是預估於 2040年時，

再生能源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將亦有與傳統能源叫板的競爭力。 

儘管如此，目前全球尚有超過十億的人口無法享受到電力所帶來的便利，在

WEO2016的預估中，即使到了 2040年，恐怕尚有數億人仍然無法享受到基本的

能源服務。然而，分散式再生能源技術對於遠離集中式電網的農業地區，提供了

具成本效益的電力來源選項，也為投資者帶來了巨大的商機。 

 而在 2016年，再生能源相關的產業共雇用了 980萬人，相比於 2015年，雇

用人數成長了 1.1%。其中，可以發現雇用的廠商有向亞洲轉移之趨勢，其中，

中國的再生能源廠商雇用人數已占全球的 62%。 

各國政府的再生能源政策仍然是相當重要的，由聯合國 195個會員國於 2015

年 12月的 2015年聯合國氣候峰會所通過的巴黎協議，更是繼京都議定書後的重

要國際協議，全球人民都冀望著期能有效地阻止全球暖化的趨勢，即使 2017年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美國將會退出巴黎協議，然同時，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則是

強調中國將會堅定的履行協議的承諾。而在 2016年，有一些政府宣示了新的再

生能源目標，國際上亦有數個城市宣示了 100%再生能源利用的新承諾。 



儘管再生能源於熱能及運輸部門的應用對於能源需求管理及全球排碳具有

重大的影響，但目前決策者的精力仍聚焦於電力部門居多，WEO2016指出，目

前電力部門再生能源的改革重點，主要放在電力市場設計和電力安全，然而，傳

統的能源安全考量，仍舊是各國持續關注的焦點，因此，能源取得、能源可負擔、

氣候變遷因素、能源相關的空污問題及公眾接受的問題，已是目前各國研擬能源

政策均須面對的重要議題。 

以下將分項討論 Renewables 2017 Global Status Report關於再生能源用於(1) 

能源、(2) 加熱與製冷及(3) 運輸，其於 2016年推廣的現況分析。 

1. 再生能源用於提供電力 

根據 Renewables 2017 Global Status Report的估計，如圖 1所示，再生能源的

裝置量自 2015年的 1,856 GW成長至 2016年的 2,017 GW，新增裝置容量高達

161 GW，相較於其他能源，2016年全球新增再生能源裝置佔增加額度的 62%，

其中，太陽光電更是破了歷史紀錄，佔了新裝置容量的 47%，而風力發電跟水力

發電則分別為 34%及 15.5%。此外，相較於 2015年，全球再生能源裝置的產能

上升了 9%。 

 

 



圖 1 再生能源指標 

 

目前，驅動再生能源使用的持續增加及地域的擴張，主要源於使用再生能源

的成本下降、部分國家電力需求的上升及各國透過再生能源目標對其產生的支持

機制。尤其是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其正在各地挑戰化石燃料過去建立的權威地

位。目前，主導再生能源使用的主要為公用事業及大型的投資者，而在過去的一

年，各大公司及機構也持續在世界各地許下了購買再生能源電力的承諾。如

Google於去年向我國提出了想要購買再生能源電力的需求，更是促使我國政府

端出了再生能源憑證等相關的機制。 

 

2. 再生能源用於加熱與製冷 

目前，再生能源加熱與製冷的技術正持續精進中，然而由於化石燃料在去年

維持較低的價格，雖然全球對於化石燃料的補貼從 5,000億美元下降到了 3,250

億美元，然其較低的價格，增加了使用者對於化石燃料的需求，亦間接降低的使

用者使用再生能源的需求，且又由於缺乏政策的有力支持，目前再生能源對於全

球供應於加熱或製冷的貢獻僅佔 9%，其中，又以生質能的使用佔其大宗，其次

則為太陽能及地熱。目前生質能及太陽能於加熱或製冷的使用雖有增加，但增加

速度趨緩。此外，一個特別的趨勢也正在產生，目前區域的供熱系統正在導入大

型太陽熱能的使用，特別是透過將儲熱作為儲能的手段。 

 

3. 再生能源利用於運輸 

用於運輸部門的再生能源，目前仍以液體生質燃料為大宗，在 2016年，液體

燃料佔全世界 4%的公路運輸燃料，然而，從圖 1的結果可以發現，其成長的幅

度並不明顯。目前運輸部門電氣化的程度仍在持續擴張。此外，將沼氣運用於運

輸部門做為燃料，其使用量在美國有大幅的增長，而在歐洲也有明顯的增加。 

運輸部門電氣化程度雖有提高，但由於整體再生能源使用量的增長，故其在再生

能源的比例中仍顯較少，然而，運輸部門的使用將有機會創造再生能源更大的使

用市場，並促進再生能源使用的整合。目前全球電動汽車庫存達到 130萬輛，根

據WEO2016的預估，於 2025年全球將有 3000萬輛的電動汽車，而在 2040年

更是會達到 1.5億輛。 

 

 2016年整體再生能源均有正面的發展，如圖 1資料所顯示，主要特別是集

中在於電力部門的使用。然而，若要達成巴黎協議的目標，甚或是達到溫升不超

過 1.5°C的目標，全球在相關事務的推動上恐怕還需有更大的努力，且除了電力

部門外，無論是再生能源於加熱、製冷及運輸部門的應用，以及能源效率改善均

為須重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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