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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單位 : 臺南市政府

 日期 : 中華民國111年5月6日

本市綠能執行情形

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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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綠能政策說明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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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0.8GW

早期成果
0.8GW(-104)

107年
2.8GW

年新增設置
不及0.5GW

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目標
1.52GW(105-107)

109年6.5GW達標計畫
目標3.7GW(108-109)

年新增設置
0.5~1GW

整體目標累積
20GW(110 -114)

年新增設置
1~2GW

年新增設置
超過2GW

109年
6.5GW 114年

20GW

經濟部主責
推動鹽業用地

108年完成90MW完工併聯
與內政部、地方政府建立模式

農委會完成
漁電共生試驗

108年完成1.4MW⾧期擴大推動

太陽光電是達成能源轉型願景的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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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綠能政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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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綠能選項

水力發電 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地熱發電

5



6

台南市綠能推動項目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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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發展綠能現況

台灣再生能源潛力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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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發電量能評估

第㇐種是建造大型水壩和水庫，⾧期蓄水來發電，稱為「水庫式」
第二種是直接運用河流下衝的水力，發電量大小是按流量而定，稱為「川流式」
第三種是建造小型水壩和調節池，在深夜短暫蓄水，白天進行發電，稱為「調整池式」

水力發電種類

臺南市區地勢平緩，並無建立水力發電的先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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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量能評估

最佳
風場

次佳
風場

不佳
風場

風能轉換靠風力機，而風力機主要是藉由
空氣流動（即風）轉動葉片來發電

風力發電原理

台南地區位於次佳風場與不佳風場的交界，
不具以開發價值

臺南市不具風力發電效益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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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熱發電量能評估

目前全台共有23個地熱案場正在規劃中，主要潛能區為台北大屯山、宜蘭清水與土場、南
投廬山、台東知本、金崙、花蓮瑞穗七處
而在結元能源的宜蘭清水地熱電廠正式運轉後，未來還有倍速羅得在花蓮紅葉村、李⾧榮
化工在台東金崙、台泥在台東紅葉村、八方能源科技在花蓮瑞穗和台北陽明山等地籌備發
電廠，地熱發電案場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臺南市不具地熱發電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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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量能評估

臺南市全年溫和少雨、日照充足
全年平均氣溫24.7℃，全年日照時數2,203小時
創造了太陽光電裝置每瓩日平均發電量3.64度的成果

177.5

163.4

180.7

178.2

195.8

196.3

208.8

175.4

184.8

201.1

170.6

170.3

0

50

100

150

200

250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臺南市地區平均日照時數

日照時數

3.64

1.8
2

2.2
2.4
2.6
2.8
3

3.2
3.4
3.6
3.8

彰
化
縣

臺
南
市

雲
林
縣

臺
中
市

嘉
義
縣

苗
栗
縣

高
雄
市

嘉
義
市

屏
東
縣

新
竹
市

新
竹
縣

南
投
縣

臺
東
縣

桃
園
市

花
蓮
縣

宜
蘭
縣

新
北
市

臺
北
市

基
隆
市

110年各縣市(部分)發電資訊
單位(小時) 單位(瓩度)

台南市日照時數位居全國之冠，為發展太陽能光電的絕佳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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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綠能政策檢討-能源政策方向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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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大推動項目成果

陽光屋頂

陽光社區

陽光公舍

綠色廠房

農業大棚

水域空間

5大
屋頂型

5大
地面型

鹽業用地

垃圾掩埋場

綠能用地

綠能設施

1,089MW

1,768MW

類別 推動項目 容量

總計 9806件

件數

8864件

942件

2857MW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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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綠能屋頂

2.法規強制

3.補助獎勵

4.融資專案

5.在地申請

• 積極參與中央「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廣計畫」
• 完成臺南市全區營運商遴選
• 回饋金比率至少10%
• 依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第21條公告設置2處低碳示範社區，安南九分子社
區及高速鐵路台南車站特定區
-第23條公告800kw以上用電大戶設置10%太陽光電

• 依都市計畫法土地管制規定，善化LM特區內設置太
陽光電計入容積獎勵，最高不超過基準容積30%

訂定《110年度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系統實施計畫》
申請補助總金額：15,860,627元
申請核定件數：340件

• 積極協調銀行業者成立太陽光電融資案

• 全國第一接辦太陽光電設備認定業務的縣市

臺南市10大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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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廣宣導

7.示範設置

8.違建改造

9.推動中心

10.資訊平台

• 全國第一標租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案之縣市政府
• 積極盤點各級機關及學校可供再生能源設置公舍房地

• 依中央規定輔導合法建築物違章屋頂設置太陽光電

• 成立「綠能科技產業推動中心辦公室」排除投資障礙

• 建置臺南市再生能源資訊整合平臺、再生能源地圖

• 辦理再生能源相關說明會、招商會、研討會、參訪
觀摩等，累計破250場

臺南市10大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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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執行綠能政策成效及檢討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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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設置容量(MW)

農業局

屋頂型 409.96

地面型漁電共生 351.56

地面型不利農業經營地區 62.8

水利局 7.021

教育局 33.87

環保局 15.59

秘書處(各機關公有房舍) 33.9

總計 914.7

各局處綠能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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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綠能政策檢討-課題與對策

供電穩定
為解決國內供電吃緊的問題，政府提出「非核家園、穩定供
電、空污改善」三大政策方向，希望經濟持續成⾧，確保穩
定供應民生用電的穩定

能源政策 綠能產業包含：太陽能、風能、水資源以及地熱能等等，惟
台南市環境氣候條件適合推動太陽能產業

光電案件
審查制度

台南市太陽能設置案件全國第㇐，申請案件量激增，審查初
期無制度、標準不㇐、品質參差不齊，業者無從遵守

光電案場
遭遇困難

台電饋線不足、回饋金制度不健全、環境生態議題、回收成
本等

系統整合
相輔相成

配合現有政策，積極推動太陽能產業發展，避免缺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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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綠能政策檢討-供電情形
108年供電情況 109年供電情況

(資料來源：經濟部108~109年度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

經濟部能源局指出，預估 2021 年到 2027 年，每年用電需求以 2.5% 速度增加

台灣能源近況

核能及燃煤發電占比呈現緩慢下降的趨勢，再生能源及燃氣發電比提升

政策推動方向，未來太陽能及離岸風電將是台灣二大再生能源主要增加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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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綠能政策檢討-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為有效減緩氣候變遷之影響，建立具調適機能之低碳城市，民
國101年12月22日發布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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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場 25場2場

推動綠能政策檢討-推動聯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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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綠能政策檢討-監督管理辦法

因地制宜訂定臺南市政府太陽光電設施設置監督管理辦法

推展綠能

兼顧
環境生態

供電穩定

邀集本府相關機關及專家學者

組成監督小組，進行太陽光電

設施案場現地查核。

減少民眾對太陽光電之疑慮

有效發展綠色產業

積極促成國際指標大廠前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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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綠能政策檢討-系統整合(儲能)

與發電設施㇐同設置單獨設置

編定工業區非編定工業區

依土地使用相關
法規向各縣市政
府主管機關提出
容許使用的申請

以「電力及
燃氣供應業」

名義設置

再生能源發電

發電廠

工廠、科工區 ㇐般住宅

醫院

公寓大廈

2020 / 9 行政院通過「智慧電網總體規畫方案」，協助台電建置大型儲能設備

目標
2025年 59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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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綠能政策檢討-系統整合(智慧電網)
本市於推動智慧電網方面，在沙崙綠能科學城擁有在系統整合方面的優勢，於園區中設
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為統整各區域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以及智慧電錶之推動
成果。

分散式電源
環境整合節

點調查

• 分析C、D區分散式電源部署與主要負載配置
• 調查城內各區現行能源管理系統資通訊架構及對分散

式電源的監控功能
• 分析電網串聯服務潛力

• 建構能源管理系統軟硬體及人機介面設計
• 制定沙崙區域能源管理系統與轄下介接系統間之API通

訊架構規範
• 建立沙崙區域能源管理系統，及資源資訊系統介接
• 規劃並整合城區內各區能源資訊，實現電力可視化功能

建立沙崙
區域能源
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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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型推動障礙排除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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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巿屋頂型光電推動亮點

2.率先推動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作為示範

3.首創「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規範轄內經常用電契約達800千瓦以上之能源大用戶，至少應設置
契約容量百分之十以上之太陽光電系統

1.為全國綠能屋頂示範縣市

公告「高速鐵路台南車站特定區」、「九份子重劃區」為低碳示範
社區，於申請建造執照時，皆應符合綠建築、綠能發電等規定

屋頂型光電設置容量全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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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能源局共同升壓站列管

本巿無饋線因應對策

27

● 與台電之例行檢討：與台電例行檢討並虛占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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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國際趨勢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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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能源署（IEA）在2021年5月18日
發表了第㇐份全球能源系統達到淨零排放的
預測路徑分析報告

太陽光電仍是國際綠能推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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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路徑中，在人口增加 20 億、經濟相較目前翻倍的情況
下，透過物質效率、能源效率與行為改變，使 2050 年 能源使用仍
將較現況下降 8%。
至 2050 年，2/3 的能源來自再生能源，其中以太陽光電為最，約
占總能源使用的1/5。
2050 年電力消費將較現況增加2.5倍，其中90%電 力來自於再生能
源，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約占70%，其餘大部分是來自核電。

綠能國際趨勢

30

國際能源署指出：
2050 淨零碳排，不須
投資新的化石燃料

圖片來源：IEA（2021）Net Zero by 2050: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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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再生能源-全球氫經濟佈局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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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再生能源-我國氫能現況及展望

發
展
限
制

•氫提取的電解和蒸汽重整過程成本高昂，以及加氫站都得採用高壓儲氫罐、特殊管線等高價設備

•儲氫系統的重量和體積高，需要更緻密、輕便的儲氫材料

•氫燃料運輸與儲存的安全性，有氫氣洩漏及爆炸意外等疑慮

•氫氣本身雖不含碳，但獲得氫氣的原料或轉換製程仍會衍生碳排，其來源將影響減碳效益

我
國
展
望

• 投資於光源充足的澳洲建立液化綠氫廠，並進口台灣

• 具備研發能量之學研機構⾧期固定投入相關的技術開發

• 政府主管部會針對該領域之發展，擬定明確之短中⾧期規劃策略

• 產業參與者的應用意願，如汽車廠、製造業廠商等

結
論

• 我國氫能的⾧期發展規劃，可參考日本「氫能基本戰略」的推動計畫與目標，以及
過去的推動歷程

• 若要發展無碳氫能，即利用再生能源製氫，勢必仍須先提高現有再生能源(太陽能、
風電等)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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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氫能佈局現況

法商亞東工業氣體在台南揭幕全球
最大超純低碳氫氣生產設備2021年3月

第十六屆全國氫能與燃料電池學術研討會2021年9月

綠氫發電首現台南 柳科光宇應材處理六百噸廢矽
砂漿再生成為「二氧化矽」和「氫氣」加以運用

2022年4月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舉辦
「台灣氫能產業發展論
壇」

2016年12月

2021年9月
工研院攜手帆宣、亞氫動力合
作打造「氫能發電國家隊」沙
崙綠能場域成實驗基地

工研院進駐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成立鋁電池及氫燃料電池的實驗室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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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感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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