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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展現況概述 

1. 全球 2000~2010生質物發電量如圖 4-2-1所示[1]，生質物總發電量約 275 TWh 

(27510
9
 kWh)，我國 2010年之生質能發電量約 7 TWh，約全球之 2.6%。主

要的生質物發電來源包括：(1)都市焚化廠、(2)汽電共生系統與(3)沼氣熱電應

用。 

2. 目前我國的生質能發電以都市垃圾焚化為主，但發電效率平均偏低約為 20%，

（燃煤發電為 40%）。國內目前生質能總發電設置容量約 81萬瓩，占總再生

能源裝置容量的 23%，其中 75%為都市垃圾焚化廠。由於都市垃圾焚化有其

環保功能性，且 20年運轉合約限制，故要在短期內提昇其發電量並不易。 

 

二、 技術趨勢簡析 

(一) 比起燃煤或其他發電技術而言，成本仍然偏高。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的統計與

預測，全球的生質物發電逐年成長，2050年時估計將為 2010年的 10倍以上。

生質物的發電成本，主要決定於原料價格 (Feedstock cost)與設備容量

(Capacity)，圖 4-2-2 為生質物發電成本的現況及 2030 年的預測值[1]；原料

價格高時發電成本必然高，設備容量越大因經濟規模可降低成本。以 50 MW

規模的生質物發電廠而言，目前的生質物發電成本每度電介於 0.12~0.24 元

美金，相當於台幣 3.6~7.2 NT/kWh。 

(二) 我國的生質能發電因土地與料源有限，無法大幅成長。在最樂觀的估計下，

在料源與技術都能配合下，我國未來之生質能發電潛力，都市垃圾焚化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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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由現行之 62萬瓩提昇至 100萬瓩（增加約 40萬瓩），加上新開發的生質

物廢棄物發電 60萬瓩，全部預估可新增 100萬瓩，生質能總發電裝置容量可

達 180萬瓩。此舉需政策配合於 10~15年間進行改善，將現有都市垃圾焚化

廠改為氣化複循環技術後，發電效率提昇至 35%(1.5倍)，才有可能達成。 

(三) 近十年來相關生質物術持續開發當中，但初設備成本較高及技術大型化尚未

成熟。如造粒技術與焙燒(Torrefaction)技術，可將生質物的熱值由 4,000 

kcal/kg提昇至 5,000 kcal/kg以上，已接近煤炭熱值，可有效提昇熱電效率至

30%以上。此外生質物因所含之硫化物遠低於煤炭（約 1/10~1/100），燃燒後

所產之的硫氧化物空氣污染物遠低於燃煤發電，有益環境品質與國民健康。

當下的生質物發電技術研發導向生質物氣化複循環發電技術，透過高溫熱解

將生質物氣化為合成氣（含氫氣與一氧化碳之氣體），透過複循環方式可進行

2次發電以提高熱電效率（35%以上）。 

 

三、 推廣瓶頸與建議 

(一) 生質物集運問題：我國農地面積規模小，難以統一收集。生質物屬於低密度

燃料。生質物栽種有季節性變化。以上原因使得生質物集運費用攀高。 

(二) 居民抗爭疑慮：生質物發電廠的空氣污染雖遠低於燃煤電廠，但仍屬燃燒行

為。未來發展成先進的生質物氣化複循環發電技術，因氣體中含有氫氣與一

氧化碳，兩者分屬爆炸性與毒性氣體；一旦遇有民粹式抗爭，必須費心溝通。 

(三) 法規制度限制：(1)「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規定，生質能發電設

備所使用燃料來源，應為百分之百農林植物、沼氣或經處理之國內有機廢棄

物。此法限制了廠商營運的操作彈性，一旦生質物料源不穩定，工廠有停工

危機，恐影響廠商投資意願。(2)「101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

公告」，生質能發電躉售電價為 2.3302~2.8240元/度，此保證收購價相當於台

電燃煤電廠之發電成本，再生能源發展誘因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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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跨部會協調整合難度高：生質能發電之職掌，含跨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

等部會，各部會難免有其主觀立場，須跨部會協調方能成事。 

 

 

圖 4-2-1：全球 2000~2010生質物發電量 

 

 

圖 4-2-2：2010年與 2030年的生質物發電成本 (本圖含燃煤發電與燃天然氣發電

之成本以利比較，碳稅以每噸 90元美金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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