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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正式公告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114036

經濟部完成「中華民國113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
公式」之審定作業，與112年度相比，除太陽光電微幅下修外，
其餘再生能源則持平或微幅上漲；另為鼓勵公民電廠、集合式住
宅等微型、中小型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備，針對不及100瓩
之屋頂型太陽光電，再細拆為4個級距。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11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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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112年度 VS.113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再生能源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第一期

上限費率(元/度)

第二期

上限費率(元/度)

第一期

上限費率(元/度)

第二期

上限費率(元/度)

太陽光電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10瓩

*113年新增
5.8952

5.7848

(-1.9%)

5.7848

(0%)

5.7055

(-1.4%)

10瓩以上不及20瓩

*113年新增

5.6535

(-2.3%)

5.5760

(-1.4%)

20瓩以上不及50瓩

*113年新增 4.4861
*有繳納併網工程費

4.3864
*有繳納併網工程費

(-2.2%)

4.4081

(+0.5%)

4.3694

(-0.9%)

50瓩以上不及100瓩

*113年新增

4.2320

(-3.5%)

4.1848

(-1.1%)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4.0970
3.9666

(-3.2%)

3.9565

(-0.3%)

3.9165

(-1.0%)

500瓩以上 4.1122
3.9727

(-3.4%)

3.8856

(-2.2%)

3.8510

(-0.9%)

地面型 1瓩以上 4.0031
3.8680

(-3.4%)

3.7635

(-2.7%)

3.7236

(-1.1%)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3960
4.2612

(-3.1%)

4.1567

(-2.5%)

4.1204

(-0.9%)



觀點與討論

1.113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自113年1月1日生效。針對不及100瓩的

屋頂型太陽光電，再細分為4個級距，鼓勵公民電廠、集合式住宅等微型、

中小型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備。

2.考量躉購費率下修與預期電價調漲，持有電場之獲利模式將誘使由全額躉

購逐漸轉為綠電銷售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7810593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7810593


台灣碳費進度更新

• 排放大戶將以2024年的排放量為依據，在2025年
繳交第一筆碳費

• 碳費計算方式:暫定為排放量扣減2.5萬公噸，再
乘以碳費費率

• 國外碳權則參考新加坡做法，限制扣抵額度不能
超過5%

• 碳費審議會委員名單確定，將於2024/3/15召開
首次審議會

https://e-info.org.tw/node/238301

https://e-info.org.tw/node/23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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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對象:碳費收費對象要符合兩要件
1.環境部公告應盤查且年排放量（直接與使用電力排放量）2.5萬噸以上
2.包含電力工業、鋼鐵、水泥、煉油、石化工業、半導體、與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
器工業等製造業

碳費計算方式:暫定為排放量扣減2.5萬公噸，再乘以碳費費率
排放2.49萬噸不用繳費、排2.51萬噸只要繳0.1萬噸的碳費。

*氣候署表示，如此訂定是避免只設2.5萬噸的門檻，會產生「2.51萬噸要全繳、2.49萬噸全不繳」的不公平狀況。環境部次
長施文真表示，應盤查對象約佔我國75%排放量，但電力業還要扣除消費性電力排放，扣除後，涵蓋我國55至60%排放量。
至於扣除2.5萬公噸後再計算，實際涵蓋率為何？氣候署表示還要確認。

台灣碳費向誰收？ 碳費如何計算？

https://e-info.org.tw/node/238301

https://e-info.org.tw/node/23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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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權如何扣抵碳費？

根據初步規劃，國內和國外的碳權都能用於扣抵碳費。
1.國內碳權包括「自願減量專案」、「抵換專案」，以及環保署多年前已核發6100
萬噸碳權的「先期專案」。

2.國外碳權則參考新加坡做法，限制扣抵額度不能超過5%。至於有哪些國外額度可
使用？氣候署表示，將另訂「認可準則」

*此外，「先期專案」的碳權扣抵僅限2024、2025年，蔡玲儀解釋，因為當時並非根據嚴謹方法學核發，但他強調，所有碳權
扣抵碳費都非「1比1」，氣候署後續將訂出各種碳權的扣抵比率。

https://e-info.org.tw/node/238301

https://e-info.org.tw/node/23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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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減碳如何獲得優惠

業者提出「自主減量計畫」達一定「指定目標」就能獲得優惠費率。
包括以下:

1.轉用低碳燃料
2採行負碳技術
3提升能源效率
4使用再生能源
5改善製程

*由於指定目標應與國家減量目標相符，外界討論可能連結2022年底公布的2030年「國家自訂貢獻」（NDC），也就是減碳
24±1%；或是《氣候法》規定的「第三階段管制目標」（2026至2030年）。但氣候署強調，會依產業別訂出指定目標，「不會
是單一數字」。

https://e-info.org.tw/node/238301

https://e-info.org.tw/node/238301


10

台灣企業減碳實例 : 永豐餘

前言: 
永豐餘二代創辦人何壽川提出五大全循環經濟：農業循環、紙循環、水循環、再生
能源循環與碳循環

永豐餘淨零碳排策略：
「造紙製程使然，我們在範疇 一燃料排放的佔比較高，在推動減碳工作時，減少
化石燃料使用量（以降低範疇一排放） 是關鍵第一步

具體作法:
以廢棄物燃料化技術，將塑料與生質物（如廢紙、木材與其他木質 纖維廢棄物）
等非有害且具備適燃性的物質回收轉製成固體再生燃料（SRF）等，藉此取代煤炭 
燃料以降低碳排，以及解決高熱值廢棄物的處理問題，極大化能源使用效率跟降低
環境衝擊。」

https://ghg.tgpf.org.tw/ZeroCase/ZeroCase_more?id=921e5e77b31d4677a524d7c9b1b5c1ef&n=9406c89e-7b98-450f-a3c4-2ff4b26f1a6b.pdf

https://ghg.tgpf.org.tw/ZeroCase/ZeroCase_more?id=921e5e77b31d4677a524d7c9b1b5c1ef&n=9406c89e-7b98-450f-a3c4-2ff4b26f1a6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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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減碳實例 : 永豐餘

https://ghg.tgpf.org.tw/ZeroCase/ZeroCase_more?id=921e5e77b31d4677a524d7c9b1b5c1ef&n=9406c89e-7b98-450f-a3c4-2ff4b26f1a6b.pdf

https://ghg.tgpf.org.tw/ZeroCase/ZeroCase_more?id=921e5e77b31d4677a524d7c9b1b5c1ef&n=9406c89e-7b98-450f-a3c4-2ff4b26f1a6b.pdf


觀點與討論

1.環境部原希望2024年第一季公告上路「碳費收費辦法」及「碳費指定減量

目標及自主減量計畫審核辦法」。碳費費率則由「碳費審議會」訂定。因碳

費對企業營運策略影響至深，各方聲浪與爭議頻傳，目前觀察要在第一季公

告顯有難度。

2.碳費審議會委員名單確定，將於2024/3/15召開首次審議會，首次的會議內

容會先報告碳費審議委員的任務情況、氣候法介紹、碳費制度規畫及法律授

權，讓委員了解委員會的機制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7825365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782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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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3/12太陽光電發電突破8.5GW創新高 
風光發電遠超燃煤機組發電量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114108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114108


發電創新高，光電會有電磁波嗎？

https://www.moeaea.gov.tw/ECW/populace/QuestionAnswer/QuestionAnswer.aspx?kind=13&menu_id=22034#:~:text=%E5%85%89%E9%9B%BB%E6%9C%83%E6%9C%89%E9%9B%BB%E7%A3%81%E6%
B3%A2%E5%97%8E,%E7%84%A1%E9%9B%BB%E7%A3%81%E6%B3%A2%E5%8D%B1%E5%AE%B3%E4%BA%BA%E9%AB%94%E7%96%91%E6%85%AE%E3%80%82



發電創新高，光電會有污染嗎？

https://www.moeaea.gov.tw/ECW/populace/QuestionAnswer/QuestionAnswer.aspx?kind=13&menu_id=22034#:~:text=%E5%85%89%E9%9B%BB%E6%9C%83%E6%9C%89%E9%9B%BB%E7%A3%81%E6%
B3%A2%E5%97%8E,%E7%84%A1%E9%9B%BB%E7%A3%81%E6%B3%A2%E5%8D%B1%E5%AE%B3%E4%BA%BA%E9%AB%94%E7%96%91%E6%85%AE%E3%80%82



觀點與討論

迷思四
太陽能影響鳥類與動

物生態

迷思三
太陽能設備廢棄後無
回收機制，造成環境

問題

迷思二
太陽能模組有廢液，
太陽能板上的雨水會

污染土地

太陽能模組完全是固體組成，
沒有任何液體，也不會有廢
液。
誤解可能來自太陽能發電的
晶片叫「太陽能電池」，聯
想到傳統電池內的廢液。事
實上太陽能電池是矽晶片，
是相當穩定的固體元件。

太陽能板回收由政府政策主
導，並已導入回收機制，避
免太陽光電模組廢棄後造成
對環境的汙染，現今會透過
回收處理技術將廢棄物資源
化，達到資源永續循環利用
之目的，最終進行化學方法
將貴金屬溶出回收。

太陽能是對土地友善的發電
方式，無聲、無息、無排放、
無污染、無動作，太陽能系
統是可以與自然共存的

迷思一
太陽能光電產生的電
磁波是否危害身體

太陽能系統是將太陽光能轉
為直流電，再經過變流器將
直流電轉換成大家使用的交
流電，太陽能發電是不會有
高頻輻射。
其中變流器所產生的輻射與
一般家電相同所產生的輻射
微乎其微，並不影響人體健
康

Source: : http://solar543.blogspot.com/2017/01/solarnature.html

坊間對太陽能錯誤的認知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84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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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巿社會局感謝天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捐助善款挹注五家社福機構
社會局盧禹璁局長與天行能源董事長合影



案場實績-台中西屯鋼鐵廠近期完工併網



案場實績-龍潭鋼鐵廠2024年2月完工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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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與政策
供應鏈 儲能 新技術 同業相關



產業新聞與動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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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201369/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201369/


產業新聞與動態分享(法規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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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7238/7810593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7810593


產業新聞與動態分享(法規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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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38661

碳交易手續費5%業者嫌太高 氣候署：非一般規費
環境部去（2023）年12月推出「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易拍
賣及移轉管理辦法」草案（簡稱碳交易辦法），8日辦理公
聽研商會，邀請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及產業代表討論。氣
候署副署長黃偉鳴表示，辦法將在今年上半年施行。

草案訂定國內碳權有定價交易、協議交易、拍賣三種方式。
無論何種交易方式，環境部都會向買方收取5%手續費。中
國石油化學公司代表對此指出，一般證券交易手續費通常
在1%以下，碳交易的手續費太高；鋼鐵公會則認為，「協
議交易」根本沒用到碳交易平台，收取5%手續費不合理。

https://e-info.org.tw/node/238661


產業新聞與動態分享 (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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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605343

〔記者張慧雯／台北報導〕全球儲能龍頭Fluence今
（12）宣布，為持續深耕台灣儲能市場，在台正式成
立「台灣富安能源」子公司，包括經濟部能源署副組
長夏峪泉、台電副總吳進忠、美國在台協會商務組組
長謝貝晴等均出席開幕典禮；Fluence亞太地區總裁
Jan Teichmann承諾將投入更多資源進行在地營運。
根據台灣經濟部能源署最新統計，截至去年底台灣再
生能源裝置容量累計達17916MW（萬瓩），再生能源
裝置的數量與容量均呈現雙位數成長，產業對儲能應
用需求也同步成長，更對電網穩定運作至關重要。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605343


27

產業新聞與動態分享(儲能)

https://hao.cnyes.com/post/74962?utm_source=cnyes&utm_medium=home&utm_campaign=postid

擴產動能強勁電芯價格「捲」至0.4元/Wh以下
中國工信部公佈的2023年全國鋰電池運作顯示，
2023年，中國鋰電池總產量超過940GWh，較去
年同期成長25%，其中儲能型鋰電池產量為
185GWh。鋰電池裝機量（含新能源汽車、新型
儲能）超過435GWh。
另根據機構數據，2023年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
中儲能電池（不含基地台/資料中心備電類電
池）出貨量在200GWh左右，而同期全球電力儲
能年總裝置量約為100GWh-120GWh，受供需關
係影響，產業平均產能利用率僅50%左右。
而在庫存高企的情況下，進入2024年，儲能產
業鏈仍顯示出強勁的擴產動能。根據電池中國
不完全統計，今年前兩個月，已有近30個儲能
相關專案密集簽約或開工，規劃產能規模超
150GWh。其中，新開工儲能項目15個，投資總
額近600億元；10個公佈產能狀況的項目，累
計規劃產能超100GWh。

https://hao.cnyes.com/post/74962?utm_source=cnyes&utm_medium=home&utm_campaign=po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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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新聞與動態分享(新技術)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0769/782642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0769/782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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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仁街123號1樓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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