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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十幾年來，藉由世界各國政策推動，使得風電市場大幅度成長，成本也

快速下降，除了水力發電外，風力發電目前已是最便宜的再生能源，全球再生能

源裝置容量也僅次於水力發電，其中部分優良風場的成本已經可以跟傳統能源發

電抗衡。不過隨著開發中國家市場逐漸飽和，新興市場規模尚小以及各國政府推

動產業在地化的政策下，未來與風電相關的公司將會如雨後春筍般竄起，進入群

雄割據且競爭激烈的時代。本文主要觀察全球風電市場，並剖析各區域市場之現

況與未來趨勢，以做為未來我國陸域風電產業佈局與策略研擬之參考資訊。 

貳、整體市場 

根據GWEC的報告，到 2014年止，全球風電總裝置容量已累積至 369.6GW，

其中陸域風力發電占總裝置量 97.6%。分佈以中國大陸占 31%居首，其次為美國

(17.8%)、德國(10.6%)(如圖 1)。就市場面來看，從 1997 年起，整體風力發電市

場每年平均以 17.1%成長，到 2014年市場已成長到 51.4GW，其中以中國大陸市

場最大，占了 45.1%，其次是德國(10.2%)與美國(9.4%)(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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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左圖為 2014年主要國家風電的新增裝置量排序；右圖為歷年來各國累積總

裝置量排序 

資料來源：GWEC (2015) 

 

參、區域市場現況 

如圖 2 所示，從 2009 年起亞洲就一直是風力發電最大的市場，幾乎都集中

在中國大陸，但其實中國大陸是在 2006 年通過可再生能源法案後，風電才開始

迅速發展，不過也因發展過於迅速，導致電網發展遠遠無法與眾多的風電搭配，

出現嚴重的棄風行為， 2011-2012年間中國大陸推出多項政策以抑制風電安裝速



 

 
 

 能源資訊平台 | 能源簡析 

3 

度，故 2011-2013年亞洲市場量大減，不過隨著「棄風」問題緩解，中國大陸 2014

年起放寬風電建設管制，再度加速風場建設(IEK, 2015)，預計 2020 年總裝置量

要達到 200GW，2030年達到 400GW以及 2050達到 1000GW的目標(IEA, 2011)，

所以未來幾年中國大陸市場應該還是最大的市場，不過近幾年，印度市場也逐漸

興起，也為亞洲市場擴大了優勢。北美市場以美國為主，不過補貼政策不穩定，

導致市場的規模不斷的變化，雖然美國 2014年底結束了風電的補貼政策，但 2015

年底又將補貼政策延長至 2019 年底，除非未來成本可以降得夠低，否則補貼政

策還是影響美國市場大小的主要因素外也，。歐洲市場以德國與英國兩國為主，

歷年來有穩定的目標與補貼政策，所以市場呈現穩定的成長，不過自 2015年起，

德國對陸域風力的額外補貼逐步下降，英國陸域風力也漸趨飽和，故之後歐洲市

場成長應會趨緩。拉丁美洲、非洲於 2014 年大幅度成長，主要來自巴西與南非

市場的興起，而太平洋地區的市場，主要是澳洲，不過目前澳洲政府不是很支持

再生能源，所以過去幾年，只能靠市場本身的力量先在成本較低的優良風場建設，

所以市場很小。(IEK,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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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歷年來各區域風電市場的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WEC, 2015) 

 

肆、未來趨勢 

根據 GWEC預測，從 2014年起，風電的市場漸趨飽和，未來年複合成長率

只剩 5.2%，至 2019 年達到 66.5GW 的市場規模，而全球累積的總裝置容量達

666GW。亞洲(中、印)、歐洲與北美仍是前三大市場，不過只會緩慢成長，而拉

丁美洲、中東、非洲及其他開發中國家將會快速成長，至於太平洋地區，受限於

政策不支持的影響，短期內還無法快速成長。  

 

伍、結論 

一、原有的成熟風電市場成長趨緩，需轉而積極尋求與鄰近新興國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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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原有的市場已有競爭者經營良久，未來市場成長空間又有限，我國業者

不易切入，倒不如爭奪方興未艾的鄰近新興市場(如東南亞)，藉由國內完整的產

業鏈做為後盾，透過產業聯盟，以整廠輸出的方式或一條龍的整合性服務(如 EPC

綁維護合約)去爭取市場，並共同合作發展創新與整合技術以取代以往各家業者

單打獨鬥的模式。此外考量國外的客戶融資資金成本過高，建議我國政府可協助

提供低利率風力發電專案融資、設備融資，使客戶更有意願與我國業者合作，形

成政府、國內風機廠商及國外客戶三贏的情形。 

二、全球市場逐漸飽和，風電產業供過於求的現象浮現，提升附加價值勢在必行 

在各國積極扶植本土廠商的政策下，又遇到市場成長趨緩，未來產品供過於

求而導致削價競爭的情形勢必難以避免，企業可利用台灣資通訊產業的優勢，主

動形成異業聯盟，朝向軟硬體系統整合，以提供高值化且難以取代的資通訊服務

(如智慧維護、遙測技術或電力輔助服務等高附加價值服務)，而進軍運維市場，

避開風機製造供過於求的紅海市場。政府也宜先提供示範的內需市場，降低廠商

開發風險，技術成熟穩定之後廠商再進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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