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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綠電交易進度報告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8次締約方會議（COP28）來自198個國家的談判代表達成共識，承諾接下來十年
加速行動，實現能源系統轉型並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以達到2050年的淨零排放目標。考慮到台灣電網的碳
排放相對較高，在能源轉型議題上面臨著更迫切的挑戰 。

2023年台灣總發電設備裝置容量達到64GW淨增加約2GW，其中太陽光電增加2.7GW，風力發電增加1.1GW，
核能機組減少約1GW，傳統火力機組減少約0.7GW。台灣總發電量為2,821億度，較前一年減少2%，這主要與
工業用電需求降低相關。總發電量中，83%來自傳統火力機組，6.3%來自核能，9.5%來自再生能源。太陽能發
電量達到129億度，占總再生能源發電量約48%，較前一年度增加22億度(約成長21%)。風力發電達到62億度，
占總再生能源發電量約23%，較前一年度大幅增加26億度(約成長73%) 。

綠電自由化交易邁入第四年，2023年綠電交易量預估達17億度，佔總再生能源發電量之6%。太陽光電直轉供
量增加到6.2億度，較2022年之1.9億度成長超過200%。其中透過再生能源售電業之轉供量由前一年之五千七百
萬度增加到3.2億度，增加超過五倍。 太陽光電轉供量大幅成長，顯示台灣企業在RE100與企業社會責任趨勢
下，對於綠電需求殷切密切相關。高科技、電信、金融與消費零售等產業紛紛透過售電業希望採購到綠電。

為了滿足國內企業對綠電的需求並活絡綠電市場，經濟部能源署於2023年底開放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太陽
光電第二、三型）所產生的再生能源可以出售給再生能源售電業，再由其轉售給企業用戶。隨著法規的放寬，
原本在綠電取得難度降低後，預期發電業、售電業與企業對於再生能源成本管理的要求將提高。如何有效的安
排案場與用戶間的轉供，讓綠電使用成本有效運用，將是下一階段的挑戰。

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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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轉型浪潮下綠電需求持續成長

綠電需求持續上升

企業加入 RE100

日益重視 ESG

供應鏈要求

環評承諾

用電大戶條款

綠電供給穩定成長

發電及售電業者數量快速成長

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

放寬太陽能自用發電透過售電業轉供

降低範疇二排碳之需求

參與綠電交易之機會與挑戰

01

02

03

多數再生能源技術發電成本較市電高

企業簽署長期購電合約(CPPA)能力與意願

04 電力、憑證、轉供法規與制度之更迭

企業購電合約與綠電轉供機制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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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PwC 分析

台灣發電裝置容量達64GW，再生能源約18GW，占比約28%

台灣總電力裝置容量

台灣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 政府再生能源政策推動下，再生能源設備陸續建置
併網，台灣整體發電裝置容量於2023年相較2022年
底增加2GW至64GW。

• 總裝置容量中，傳統火力發電為41.6GW，仍為主力
占65%，再生能源設備約28%，核能約3%。

• 傳統火力發電中燃煤機組總裝置量20.5GW，燃氣機
組約19GW；核能機組由於部分屆齡準備除役，裝
置容量由2.89GW降低至1.9GW。

• 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增加3.75GW，由2022年
14.1GW增加至2023年底之17.9GW。

• 太陽能發電機組裝置容量增加2.7GW，由2022年之
9.7GW增加至12.4GW，且2023年淨增量約2.7GW

也較2022年淨增量2GW高三成。

• 風力發電機組裝置容量增加1.1GW，由2022年之1.6 

GW增加至2.7GW ，主要來自於第二階段離岸風電
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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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PwC 分析

台灣電力總發電量達2,821億度，再生能源約267億度，占比約9.5%

台灣總電力發電量

台灣再生能源發電量

• 台灣總電力發電量達2,821億度，相較前一年下滑約
2%，為連續第二年下滑。2023年電力總需求量約
2,757億度，較前一年度較前一年度減少1.4%，因
佔用電量近六成的工業用電減少約2.8%。用電減少
推測與全球經濟受通膨及高利率影響，終端需求續
疲，國內出口較前一年衰退有關。

• 火力占總發電量83%，其中燃煤發電達到1,192億度，
占總發電量42%，燃氣發電達到1,116億度，占總發
電量40%。

• 核能發電占總發電量6.3%，總發電量178億度。

• 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9.5%，總發電量267億度。

• 太陽能發電量達到129億度，占總再生能源發電量約
48%，較前一年度增加22億度(21%)。

• 風力發電達到62億度，占總再生能源發電量約23%，
較前一年度大幅增加26億度(成長73%)，因增加多
為容量因素較高之離岸風電。

• 水力發電為39.6億度，較前一年減少18.7億度，占
總再生能源發電量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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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綠電轉供達17億度，占總再生能源發電量之6%

再生能源發電業直供/轉供量

2023年再生能源發電業轉供通路

資料來源: PwC 分析

• 自2020年綠電交易自由化以來，再生能源發電業可以與
公用售電業解約，透過直供或轉供方式將電能與自行約
定價格銷售與用戶，或透過再生能源售電業銷售與用戶。

• 陸域風電的公用售電躉購費率相較比市電價格低，2020

交易自由化後，陸域風電陸續與台電解約，投入綠電交
易市場。太陽光電中，早期大型標案之躉售費率較接近
市電價格，於綠電交易自由化後即投入市場。民間水力
發電價格較近市電價格，也於2022年開始投入轉供。

• 每年再生能源直供與轉供量持續增加，2023年達到17億
度，較前一年成長49%。其中，風力約佔直轉供量之六
成，太陽光電約佔35%。

• 2023年太陽光電直轉供量增加到6.2億度，較2022年之
1.9億度成長超過200%。其中，透過再生能源售電業之
轉供量由前一年之5千7百萬度增加到3.2億度，增加超過
五倍。 太陽光電轉供量大幅成長，顯示台灣企業在
RE100與企業社會責任趨勢下，對於綠電需求殷切密切
相關。高科技、電信、金融與消費零售等產業紛紛透過
售電業希望採購到綠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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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第二型/第三型再生能源電業產生電力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之限制

此部分未來將可出售給與再生
能源售電業，再由再生能源售
電業轉售予企業用戶

資料來源: PwC 分析

根據電業規則，可參與綠電交易之機組須為第一型發電業。太
陽光電中已併網12.4GW中約9.6GW多為第二或三型自用發電
設備，不可參與綠電轉供交易。若要變更為第一型發電業，程
序需要超過六個月，成為第一型發電業之法規遵循相對複雜。

2023年底，為增加綠電可轉供交易量，經濟部能源署宣布開放
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太陽光電第二、三型）所發之再生能
源，可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再由售電業者轉售予企業。此次
修正將對再生能源購電市場產生以下影響:

• 大幅增加再生能源市場供應量: 藉由本次法規放寬而可投入
再生能源售電市場之供應量約96億度，佔2023年整體再生
能源發電量之36%。自發自用太陽能轉供限制放寬後，以
2023年發電量計算，台灣民間綠電可轉供量能約180億度，
佔台灣工業部門一年約1,500億度需求的12%。

• 降低企業綠電採購成本: 此次政策放寬可望使原本因為供需
不平衡造成綠色通膨恐慌降低。根據經濟部資料，此次開
放中預估有71億度原係以低於每度5元的躉售價格售予台電。
企業將有機會以更具競爭力之成本採購綠電。

在綠電取得難度降低後，發電業、售電業與企業對於再生能
源成本管理的要求將提高。如何有效的安排案場與用戶間的
轉供，讓綠電使用成本有效運用，將是下一階段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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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與公用售電價格之趨勢

資料來源: PwC 分析

[註1]:公用售電價格包含輸配售電價格; 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僅為電能費率，需要另外
計算輸配電費率
[註2]:2023年公用售電價格為1-12月之平均資料; 2024年再生能源躉購費率為草案
[註3]:上圖太陽能躉購電能費率不包含額外費率加成, 如高效模組, 一地兩用等
[註4]:第二階段遴選離岸風場方可適用離岸風電躉購電能費率; 第三階段目前為競標
制，價格上限為每度2.49元; 浮動式離岸風電躉購電能費率尚未公布

歷史平均公用售電價格  V.S 歷史再生能源躉購電能費率 新台幣元/度
• 自200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以來，每年主管機關根據再生

能源開發與建置成本計算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公用售電業之購售
電合約之20年躉購費率。

• 再生能源躉購電能費率隨著再生能源技術成熟化，長期是下滑
趨勢。然綠電需求殷切且開發商競爭下，造成開發難度與併網
成本增加。過去兩年受疫情引發國際原物料價格波動，躉購費
率曾微幅調升。根據目前公告之預估，2024之風電與太陽光電
之躉購費率預估呈現持平或微幅下修趨勢。

• 公用售電價格於2023年4月進行調整，全年平均電價為每度
3.07元，相較前一年增加約12%。然台電2023年電價成本(包
含輸配售)已經達到平均每度3.95元，其中火力發電受國際燃料
價格影響，發電成本平均每度3.52元，火力購電成本每度4.17

元，再生能源平均購電成本增加到每度5.2元。電價調整需求仍
是持續存在。

• 市電價格與綠電電能價格差距縮小: 不同時段公用售電價格差
異顯著，夏月特高壓尖峰每度6.58元，半尖峰每度4.08元，離
峰每度1.83元。參考台電太陽光電小額綠電電能價格多介於半
尖峰市電價格與尖峰市電價格之間。

市電與綠電價差距預期將持續縮小，市場對綠電價格接收度將提
高。台電時間電價調整對於綠電的機會成本也有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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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43 0.6932 0.6811 0.6528 0.6443 
0.7571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輸配電業平均費率

9

電能轉供費率將隨綠電轉供量增加而逐步提升

資料來源: PwC 分析

新台幣元/度

0.0570 0.0583 0.0617 0.0550 0.0810 
0.1610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再生能源(不排碳)

電能轉供輸配電費率由輔助服務費率、電力調度費率、輸配電轉供
電能費率組成。輸配電業各項費率每年檢討且隔年調整。在平均費
率下，另訂有各燃料別費率，而再生能源直轉供適用再生能源(不
排碳)費率，並依「電力調度轉供費用優惠辦法」有基本費率優惠
折扣。

平均轉供費率

• 2024因國際燃料價格上漲、線損成本增加，電力調度平均費率
上升；另外，因台電線路地下化與建置新機房設備增加而使折
舊費用上升，而使轉供配電平均費率上升。

再生能源(不排碳)轉供費率

• 根據《電力調度轉供費用優惠辦法》，對於再生能源電能且其
電力排碳係數為零者提供基本費率優惠，並因應未來綠電將快
速發展，再生能源(不排碳)基本費率優惠將於未來逐步降低，
於2027年起按平均基本費率計收，不提供優惠。

• 若以2024轉供費率之成本設算電力調度轉供費用優惠退場影響，
再生能源(不排碳)電能轉供輸配電費率預計將從2024年每度
0.16元逐年提高到2027年每度0.36元。

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僅為電能價格，若要與市電價格比較，需要加
計轉供費率。



企業綠電採購建議

Appendi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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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透過台電轉供，以電號為基礎

輸配電

發電業者 綠電用戶

多 多

多

多

一

一

一 一

資料來源: PwC分析

台灣的再生能源交易是採物理性雙邊購

售電合約模式 (Physical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以發電與用電

電號為基礎透過台電輸配電系統轉供。

現行綠電轉供方式以電號為基礎，共分

為四種態樣：

• 多對多：多家案場 (電源) 轉供綠電

予多電號之用戶

• 一對多：單一案場 (電源) 轉供綠電

予多電號之用戶

• 多對一：多家案場 (電源) 轉供綠電

予單一電號之用戶

• 一對一：單一案場 (電源) 轉供綠電

予單一電號之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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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售電模式彈性化
傳統購電模式

台電公用售電用戶

綠能購電模式

台電 2022 年排碳係數 0.495 公斤 CO2/每度

用戶

台電公用售電

再生能源售電業 綠能發電業者

發電業者 
(灰電、綠電)

電力 自由市場定價

餘電

法定價

$$

• 在綠電自由化前，除了自

用發電外，所有用戶的供

電方均為台電。

• 用戶電費以各時段用量以

時間電價計算。

• 發電業者所發的電，以固

定費率躉售予台電。

• 綠電自由交易後，用戶可

以直接向綠電發電業者或

透過再生能源售電業向合

格之綠電供應方購電。該

費率則為買賣雙方自由議

定。

• 各時段綠電供給無法供應

用戶需求部分，則由台電

供應，以時間電價計算。

• 各時段綠電供給超過用戶

需求部分，則以法定費率

賣給台電。
資料來源: PwC分析

發電業者 
(灰電、綠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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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購效益分析

◼ 各用戶綠電採購目標達標狀態

◼ 各用戶每年/月電力成本估計

◼ 各用戶溫室氣體排放減碳效益評估

企業綠電採購常見痛點

2

1

3

4

5

6

增加購電合約簽約量，但綠電比例卻沒有明顯提升?

每度綠電價格相同，但採購後總電力成本不同?

公司綠電採購/RE100目標的代價? 

團購效益? 各用戶被分配到比例如何計算?

團購後各用戶電費變化? 各用戶市電方案如何調整? 

採購綠電對組織性碳盤查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影響?

企業「綠電採購」常見議題

PwC 綠電採購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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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線:用戶每月各

時段用電度數加總

綠線:預估採購再

生能源每月各時段

發電度數加總

綠色區塊:電力供

給來自綠電

灰色區塊:電力供

給來自市電

此團購情境下，秋

冬使用綠電比例比

夏天高

三個團購戶分配到

再生能源度數

團購後合計再生能

源使用比例

團購後之餘電

團購後預估每月再

生能源發電量與轉

供量差異

餘電主要發生在冬

季

透過動態可視化數據分析，支援多個用戶或售電業訂定綠電採購(團購)策略

1

2 3

4

5

PwC 綠電採購儀表板 (Dashboard)

資料來源: PwC 綠電採購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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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生能源使用比例與距離企

業RE100目標: 該用戶預估

一年46%電力來自於再生能

源，還需要至少39%綠電方

可達成目標

全年電力供給來源

預估- 54%市電、

37%風力發電、

8%太陽光電

黑線:用戶每月各時段用電度

數加總

綠線:預估採購再生能源每月

各時段發電度數加總

綠色區塊:電力供給來自綠電

灰色區塊:電力供給來自市電

此用戶秋冬使用綠電比例比夏

天高

3
2

各用戶綠電比例分析

資料來源: PwC 綠電採購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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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右)深綠色:採購綠電後

包含市電之總電費

(左)灰色:100%採用市

電之流動電費

(中)淺綠色:兩者差異

採購綠電後每月流動

電費: 綠色區塊為支付

給綠電業者; 灰色區塊

為支付給台電

採購綠電後每月平均

每度電價

市電非夏月電費較低，

在採購綠電後，由於

集中在非夏月，每度

電費預估增加幅度較

大

(右)深綠色:採購綠電

後每度電費

(左)灰色:100%採用市

電每度電費

(中)淺綠色:兩者差異

3

2

4

各用戶綠電成本與電力總成本

資料來源: PwC 綠電採購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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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黑色:過去一年電力

用量

(中)綠色:為預估綠電轉

供度數

(右)灰色:為採購綠電後

預估需要市電度數

採購綠電後每月綠電

與市電比例:

1月預估為100%綠電，

夏月使用比例約20-

30%

(左)黑色:溫室氣體報

告書中外購電力

location based 排放量

(右)灰色: 外購電力

market based 排放量

(中)綠色: 電力排碳減

額

2

3

各用戶溫室氣體排放減碳效益評估

資料來源: PwC 綠電採購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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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自身用電資料
 電號：登記電號數？登記者？與台電簽訂之契約

容量？
 用電屬性：包制、表燈 (住商)、低壓、高壓、還

是特高壓電力用戶？是否安裝合格智慧電表？
 用電量：尖峰、半尖峰、離峰用電量？
 電費計算與用電成本：是否為時間電價？是二段

式或三段式計費？

確認企業採買綠電的目標為何
• 滿足供應鏈減碳需求、達到 ESG 承諾、用

電大戶法規需求、環評承諾、降低國際碳
邊境課稅風險、或國際企業總部承諾加入 

RE100？
• 綠電須佔企業用電的多少百分比？是 2025 

年、2030 年、還是 2050 年須達成？

瞭解不同再生能源種類
• 價格？
• 發電模式？
• 是否和自身用電型態相匹配？

成立綠電採購專案小組
• 瞭解綠電市場目前與未來供需量及企業未來

用電需求
• 評估一次性長期合約、分階段採購、延遲採

購對企業業務面與財務面的影響
• 須納入總務、財務、法務、經營、與董事會

等，亦可諮詢外部獨立專業顧問

綠電採購商業條件協商
• 客製化綠電採購價格及合約
• 議定採購年期、承諾採購量、承諾供應

量、信用支持、付款期間、憑證申請、
延遲風險、餘電等

落實綠電交易與綠電轉供
• 對於開發或興建中案場的進度掌握、

電業執照申請、後續台電轉供申辦等
• 定期與售電方追蹤，確認合約簽署後

案場興建進度與綠電轉供進度

18

企業採購綠電建議

美國再生能源買家聯盟 (CEBA) 提出買家路徑圖，以台灣為例、建議企業購買綠電時須完成的事前準備包括以下:

1 3

2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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