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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綠能新世代」   

台灣國際智慧能源週搶眼登場

⽂/國家再⽣能源憑證中⼼  ⽩國巍專員

         「2022年台灣國際智慧能源週」於111年10⽉19⽇⾄21⽇在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盛⼤

展開。作為台灣再⽣能源發展暨憑證制度的主管機關，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標準局)

再度共襄盛舉，延續以往「虛實整合」策略，以「驅動！綠能新世代」為主題概念，展現我

國再⽣能源檢測、驗證及政策推⾏的豐碩成果(圖1)。  

本次展區設計以引擎造型呼應「驅動」再⽣能源的概念，打造兼具開放性與互動性的能源隧

道，將五⼤展區與線上展覽網站虛實整合，成功吸引⺠眾⽬光，創新及環保的設計成果，更

於參展期間⼊圍今年展區「永續獎」前⼋強，亦為所有⼊圍者中唯⼀的官⽅機構(圖2)。

        參展單位以國家再⽣能源憑證中⼼為⾸，匯集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屬⼯業研究

發展中⼼、台灣⼤電⼒研究試驗中⼼、台灣經濟研究院、中國驗船中⼼、船舶暨海洋產業研

發中⼼、臺北科技⼤學等法⼈機構與學校共同參與，攜⼿擘劃五⼤主題展區，為⺠眾呈現豐

富的⼯作成果與綠能產業最新資訊。

        五⼤展區的「憑證區」⾸先聚焦我國再⽣能源憑證制度與綠電交易，展現憑證在ESG

及CSR領域的多元應⽤價值，及去年(111)舉辦之APEC國際論壇的精華影⽚，分享憑證從制

度引向世界的初步成果。「⾵場驗證區」說明離岸⾵場從設計、選址到運維階段，皆需經⼤

量、嚴謹的驗證審查及專業技術規範，同時可⾒我國離岸⾵場最新推動及輔導現況(圖3)。

        「光電區」展出我國太陽能光電模組、智慧變流器⾃願性產品驗證制度(VPC)的發展與

測試內容，協助⼤眾理解產品驗證標章的價值與品質保證。「充電樁驗證區」介紹各種充電

樁測試與規範，為未來的電動⾞智能⽣活預做準備。「儲能區」則介紹全台唯⼀國家級⼤型

儲能系統安全檢測實驗室，說明合格且安全的儲能電池，需經過哪些專業測試流程才能上市

(圖3)。  

標準局⾸度在實體攤位設置吸睛的巨型扭蛋機，採⽣動有趣的體感互動遊戲，⿎勵⺠眾以限

時體驗⽅式，在闖關過程中增加綠能知識，還可獲得驚喜獎品，三天活動共吸引214⼈次參

與遊戲體驗(圖4)。

        活動線上展區採嶄新的「綠能空島」意象，運⽤遼闊的360度環景3D空間呈現五⼤主

題區，佐以清晰簡要的圖⽂說明，增加網站豐富性。同步設置英⽂版資訊，讓無法到場參觀

的國內外⺠眾也可輕鬆了解台灣在綠能推動、檢測驗證上的豐沛成績。本次活動約吸引600

⼈次到場參觀，網站造訪⼈次也已超過5萬⼈次，⼈數持續攀升中(圖5)。

        本局未來將持續與業界對話，拓展與⼤專院校合作。從產、官、學三⽅著⼿，以兼顧

深度與廣度之⽅式，擴⼤再⽣能源憑證影響⼒，強化本局於推廣再⽣能源應⽤的努⼒及成

果。

圖1 標準局吳秋⽂主任秘書與⻑官貴賓參觀本局「驅動！綠能新世代」展區

圖2 ⼊圍永續獎前⼋強，T-REC同仁向評審委員介紹標準局展區的規劃與設計

圖3 ⺠眾聽取各展區⼯作⼈員介紹計畫內容

圖4 ⺠眾踴躍排隊參加現場互動遊戲

圖5 「綠能空島」3D五⼤主題區



漂綠議題剖析：  

⽀持24/7全時綠電符合誠信原則

⽂/財團法⼈台灣經濟研究院  林鈺錡副組⻑

       隨著淨零轉型成為全球共識，國際上許多企業正在進⾏對實現淨零排放的承諾，作為企

業⾯對氣候保護及資源使⽤⽅⾯責任的新社會契約。聯合國⾼階專家群組於2022年第27屆

聯合國氣候變化⼤會期間發布「企業、⾦融機構、城市與區域淨零承諾誠信原則」，提出：

(1)在達成淨零規劃中設定短期與中期減量⽬標；(2)以與承諾具⼀致性的⾏為與投資展現誠

信；(3)分享規劃與進程相關、⾮競爭性、具可⽐較性資料保持⾼度透明；(4)藉由基於科學

與第三⽅問責制度規劃建⽴公信⼒；(5)在所有⾏動中展現公平與正義的承諾等五項正直誠

信準則，為漂綠畫出紅線，強調企業等⾮國家⾏為者正直誠信、透明公開、⾔⾏⼀致的⾏為

者，為淨零轉型創造公平競爭環境。該報告也⿎勵企業等⾮國家⾏為者應該要將採購再⽣能

源⽬標納⼊淨零轉型規劃，開始追蹤整體供應鏈碳排放，並採取⾏動減少實際排放。

       《巴黎協定》中呼籲在碳匯和碳源之間達到平衡，這進⼀步形成「淨零」的概念，爾後

的幾年間，成千上萬的城市、地區、公司和⾦融業者形成⾃願性的淨零浪潮，並⽀持此概

念。但淨零現在正⾯臨轉捩點。雖然科學證明了淨零的緊迫性，但部分⾮國家⾏為者並未採

取⾏動履⾏其淨零承諾，也有許多⾮國家⾏為者正在為實現全球氣候⽬標做出真誠的努⼒，

但尚不清楚需要什麼條件，或者缺乏實現⽬標的能⼒及資源。  

       專家⼩組在正直誠信準則提出防⽌虛假聲明、歧義和「漂綠」破壞淨零的路線圖。透過

五項原則和⼗項建議制定淨零的通⽤定義，以指引未來淨零的路程，並側重於城市、州、公

司和主管機關需要採取的⾏動。  

       專家⼩組提出⼗項建議，主要為避免漂綠⾏為的淨零承諾，以確保⾮國家層級的組織可

以實現其淨零⽬標，也避免這些漏洞破壞全球政府為了邁向淨零所做的努⼒。因此，需要透

過法律建⽴公平的競爭環境，以確保未來⽬標能夠與實際⾏動⼀致。  

       此報告提出上述五項原則，望能針對淨零⽬標的設⽴和實現提供清晰的指引。計畫必須

⽬標遠⼤、具有誠信、透明度以及公平性。⼗項建議更詳細說明⾮國家⾏為者在實現淨零排

放時各個階段需要考量的事項，以及成功實現淨零能為氣候危機做出什麼樣的貢獻。

        為防⽌氣候變遷衝擊，須加速能源系統去碳化。電⼒是全球碳排放的重要來源，是建

築、交通和⼯業等部⾨達成淨零轉型的關鍵。負擔得起的清潔電⼒對於經濟增⻑、優質醫療

保健和教育，以及許多其他永續發展⽬標⾄關重要。聯合國能源組織(UN-Energy)協調機構

匯集超過25個聯合國系統與致⼒於永續能源相關構⾯的國際組織，⽀持所有利害關係者以

「能源契約」的形式發展和落實承諾(圖1)。

        美國拜登總統第14057號⾏政命令旨描繪聯邦設施2030年⼀半以上時間每週7天、每天

24⼩時(24/7)使⽤100%無碳電⼒願景。Google設定具挑戰性永續發展⽬標：到2030年

前，全球數據中⼼和辦公室全時完全使⽤無碳能源運營。這表⽰其每⼩時的⽤電量將與運營

設施所在電網上的無碳電源相匹配。全時無碳能源合約(24/7 Carbon-Free Energy 

Compact)響應驅動全球經濟快速去碳化迫切需要，由能源採購者、能源供應商、政府、系

統運營商、解決⽅案提供商、投資者和其他組織聯合組成，藉由推進全時無碳能源(24/7 

CFE)，加速電網去碳化。全時無碳能源代表每1,000度的電⼒消耗都可以無碳電⼒來源達

成。全時無碳能源合約倡議的主要原則包含：(1)發⽤電時序匹配；(2)發⽤電地域⼀致；(3)

廣納無碳電⼒來源；(4)納⼊新型態無碳電⼒；(5)促進電⼒系統去碳。

        國內再⽣能源⾃由市場已有初期規模，隨企業規劃使⽤再⽣能源需求與競價離岸⾵場

規模增加，預期未來市場規模將快速成⻑。然⽽若再⽣能源使⽤者規劃使⽤再⽣能源時，不

考慮不同時序發⽤電間平衡關係，將無法引導不同發電特性的再⽣能源進⼊市場，如此電⼒

系統運營商需投資⼤量不同時序所需資源維持系統供需平衡，不僅影響整體電⼒系統效能，

也無益於多元再⽣能源發展。依據我國2050淨零排放路徑規劃，⻑期⽽⾔當再⽣能源⾃由

市場占整體市場超過⼀定⽐例（約60~70%），屆時再⽣能源⾃由市場需⾃我平衡，才能確

保電⼒系統可穩定運作。如何讓再⽣能源⾃由市場盡可能平衡其市場發⽤電，或分攤因再⽣

能源市場發⽤電不平衡所導致的額外資源投⼊費⽤，是未來再⽣能源市場持續發展，推進電

網去碳與維持電⼒系統穩定運作的重要課題。  

        ⽬前台灣再⽣能源憑證交易主要由雙邊購售電合約所構成綠電容量市場所構成。再⽣

能源電能轉供與憑證核發，以智慧電表記錄每15分鐘及相同時間電價時段發電與⽤電量，

依據時間匹配的發⽤電量計算轉供電量，核發移轉再⽣能源憑證數量。因此，台灣再⽣能源

憑證是代表⼀定程度已完成發⽤電時間匹配的再⽣能源電量，若可⽀援企業達成全時24/7

使⽤再⽣能源，也可以再⽣能源時間價值，⿎勵不同類型再⽣能源開發，引導儲能系統或綠

氫進⼊再⽣能源市場，發展成為再⽣能源市場⾃我供需平衡架構(圖2)。

(1)採購：能源採購者承諾超越100%再⽣能源年度匹配⽬標，逐漸採取24/7全時匹配⽅式

取得無碳電⼒，進⽽引導產⽣更多可以匹配當地/區域電網每⼩時電⼒需求的新清潔發電，

以符合24/7全時無碳電⼒原則。  

(2)市場機制：供應商和解決⽅案提供商承諾提供可以達成24/7全時無碳電⼒的解決⽅案，

包括透過發展能夠提供全時清潔電⼒的合約協議、市場產品或其他創新  

(3)政策：承諾公開倡導和⽀持加速電網去碳的能源政策，包括幫助開發、商業化和布局無

碳電⼒供需最適化技術政策、擴⼤和互連電網以整合無碳電⼒的政策、擴⼤和加強電⼒市場

的政策，以及提供直接採購無碳電⼒的政策等。  

(4)技術：承諾⽀持無碳電⼒技術進步，以實現電網去碳，透過以下任何⼀項或多項⾏動，

包括實現商業化無碳電⼒發電和需求最適化技術布局及技術商業化、開發或⽀持整合無碳能

源的電網基礎設施或技術、開發或採⽤促進電⼒部⾨去碳軟體解決⽅案。  

(5)數據和透明度：承諾倡導和⽀持取得所需能源數據，使消費者能設定和衡量24/7全時無

碳電⼒⽬標，⽀持最適化無碳電⼒技術以滿⾜需求，並盡可能的促進消費者⾏動對於去碳影

響。

加⼊全時無碳能源倡議組織單位⽀援採取以下準則與⾏動：

⼀、聯合國COP��公布正直誠信準則(Integrity Matters)

⼆、  ⼗項建議之關鍵要點

三、  ⽀持24/7全時綠電符合誠信原則

淨零承諾必須為實體承諾，由領導階層公開，並反映城市、地區或公司在所需的全球氣

候減緩中的公平⽐例。  

淨零承諾必須包含以五年為區間的中間⽬標，並根據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委員會  (IPCC) 

或國際能源總署  (IEA) 淨零溫室氣體  (GHG) 排放模擬路徑，制定具體⽅法以將升溫限制

在  1.5°C，且沒有超標或僅有限超標。該計畫必須涵蓋城市、州或企業的整個價值鏈，

包括最終⽤途排放；必須⽴即開始，不應拖到最後⼀刻才採取⾏動，並考量2030 年全球

排放量必須⾄少減少⾄  50%。  

⾮國家⾏為者必須將緊急和深度減排，視為價值鏈的優先要務。⾃願市場中的⾼度誠信

碳信⽤應⽤於價值鏈以外的減緩，但不應計⼊⾮國家⾏為者的淨零路徑所要求的中期減

排。  

⾮國家⾏為者必須公開分享其全⾯的淨零轉型計畫，詳細說明將如何實現所有⽬標、調

整治理、激勵結構、資本⽀出、研發、技能和⼈⼒資源開發以及⼤眾宣導，同時⽀持公

正轉型。  

城市、地區、財政和企業淨零計畫不得⽀持⽯化燃料的新供應：不應為⽯化燃料供應保

留新的投資空間，且應撤除和停⽌使⽤現有資產。  

⾮國家⾏為者必須為積極的氣候⾏動進⾏遊說，⽽⾮反對它。透過與政府合作制定強⽽

有⼒的標準，⾮國家⾏為者可以幫助建⽴並確保為⽬標遠⼤的淨零承諾提供公平的競爭

環境，進⼀步降低快速轉型的⾵險，並盡可能提⾼嚴格的淨零調整所伴隨的經濟效益。  

到  2025 年，具有⼤量⼟地使⽤排放的企業、城市和地區，必須確保其營運和供應鏈不

導致森林砍伐、泥炭地流失和剩餘⾃然⽣態系統的破壞。⾦融機構應制定相關政策，確

保不對與森林砍伐相關的業務進⾏投資或融資，並應在  2025 年前從其投資和碳信⽤額

度組合中，消除由農產品造成的森林砍伐。  

⾮國家⾏為者必須每年公開並詳盡報告其進展，包括溫室氣體資料，且須能夠與設定的

基準進⾏⽐較。報告應經過獨⽴驗證，並新增⾄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UNFCCC) 全

球氣候⾏動⼊⼝網站。需要特別注意在開發中國家建設⾜夠的能⼒，以核實減排量。因

此，本報告的建議與  UNFCCC 全球盤點  (GST) 過程和預期的緩解⼯作計畫息息相關。  

為了在全球範圍內實現淨零排放，同時確保公正轉型和永續發展，必須制定新的發展協

議，其中包括⾦融機構和跨國公司與政府、多邊開發銀⾏和開發⾦融機構合作，持續承

擔更多⾵險和設定⽬標，⼤幅擴⼤對開發中國家潔淨能源轉型的投資。  

  為實現淨零排放並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主管機關應從具有⾼影響⼒的排放企業  (包括

私⼈和國營企業以及⾦融機構) 著⼿制定法規和標準。各國應成⽴新的淨零監管⼯作⼩

組，召集跨境和跨監管領域的主管機關倡議領先的⾃願性標準制定，以推動全球經濟基

本規則的重新配置，使其符合《巴黎協定》的⽬標。

�.

�.

�.

�.

�.

�.

�.

�.

�.

��.

資料來源：WRI

圖1 聯合國能源契約簽署組織

圖2 台灣再⽣能源憑證24/7使⽤再⽣能源關聯模式

資料來源：台經院重繪



⼩⽔⼒憑證設備案場之技術輔導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  李豪⼯程師

       ⼈類利⽤⽔⼒進⾏發電最早始於⼗⼋世紀迄今約兩百年，近來國際上對於再⽣能源的重

視及電網系統調度需要，歐洲及⽇本等國除重新檢視既有已開發之⼤型抽蓄式⽔⼒發電，亦

將⽬光投射於對環境影響相對較⼩且裝置容易之⼩型⽔⼒發電。經台電及⽔利署評估指出台

灣⽬前可開發之⽔⼒發電總規模約⼀百九⼗萬瓩，顯⽰國內仍有許多開發⼩⽔⼒之空間。  

⼩⽔⼒發電設備除可併網⾄電⼒網絡外，亦可以做為偏遠地區的家庭或監控設備獨⽴供電，

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有許多此類裝置，因為其無需購買額外燃料即可提供電能供應；⼩⽔

⼒發展⾄今，其相關技術發展已⾮常成熟，國際將其開發⽅式分為兩類，即在槽式與離槽式

(圖1)。  

1.在槽式：在既有渠道上，利⽤既有的結構物(如:斜坡)將⽔輪機建置在渠道上進⾏發電。  

2.離槽式：從⽔源處引⽔⾄蓄⽔槽，再利⽤管線將⽔流⼊⽔輪機進⾏發電。

       ⼩⽔⼒發電設備之各國定義通常係指利⽤⽔流推動⽔輪發電機產⽣5 kW⾄100 kW發電

量範圍內，⽽低於  5 kW的裝置稱為微⼩型(PICO)⽔⼒發電(表1)。我國於108年5⽉1⽇公布

修正版「再⽣能源發展條例」，其中第3條第1款「再⽣能源：指太陽能、⽣質能、地熱

能、海洋能、⾵⼒、⾮抽蓄式⽔⼒、國內⼀般廢棄物與⼀般事業廢棄物等直接利⽤或經處理

所產⽣之能源，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可永續利⽤之能源」；第3條第7款:『⼩⽔⼒發

電：指利⽤圳路或既有⽔利設施，設置未達⼆萬瓩之⽔⼒發電系統』，重新定義再⽣能源及

⼩⽔⼒發電。

       國家再⽣能源憑證中⼼(以下簡稱憑證中⼼)為推廣⼩⽔⼒再⽣能源憑證，於106〜111

年持續輔導多家業者申請再⽣能源憑證，其電廠申請憑證之⽬的⼤多係為因應能源局⽤電⼤

⼾強制使⽤再⽣能源之規範，故欲將原躉售台電之⼩⽔⼒發電廠解約變更為轉供電廠，提供

電⼒與憑證供⽤電⼤⼾使⽤；另部分案廠係為響應綠⾊能源及環境永續等企業責任等⽬標，

故提倡設置⼩⽔⼒發電設備作為⽰範案廠，以宣導及⿎勵參訪遊客使⽤再⽣能源之重要性。

憑證中⼼協助與能源局溝通電廠變更電業執照資格，輔導業者提出憑證設備申請等作業，⽬

前已掌握能源局⼩⽔⼒發電設備認可作業之相關流程如圖2 所⽰，並針對各單位之相關作業

及其應備⽂件，整理如表2 所⽰，其作業流程說明如下：  

1. 建⽴⽔⼒案場清單，與有意願之⼩⽔⼒業者相互交流。   

2. 提供執⾏⽔⼒設備認定之協助。  

3. 輔導⼩⽔⼒業者提出再⽣能源憑證申請作業(表3)。

        另外，⽔輪機與發電機是⼩⽔⼒發電當中最核⼼關鍵的零組件，過去由於各種條件不

成熟，⼩⽔⼒發展緩慢。為協助國內⼩⽔⼒業者確認其⽔輪機與發電機之發電性能及功率，

財團法⼈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與⾦屬⼯業研究發展中⼼共同合作研擬「⼩⽔⼒封閉管路⽔

⼒發電測試性能試驗法」，建置檢測平台及相關檢測設備，提供第三⽅公正之檢測報告，可

供業者作為後續設備認可之設備裝置容量證明⽂件使⽤，⿎勵更多國內業者發展相關技術，

進⼀步提升台灣⼩⽔⼒發電的發展(圖3)。

        憑證中⼼持續優化台灣⼩⽔⼒再⽣能源設備查核及發電量查證作業程序，推動多元案

場再⽣能源憑證，⿎勵業者設置⼩⽔⼒憑證發電設備，藉由憑證帶來之綠⾊能源、淨零碳排

及企業社會責任等環境效益，進⽽提⾼業者開發及設置誘因，期望可以帶動⼩⽔⼒發電設備

之產業發展。

在槽式 離槽式

圖⽚來源：再⽣能源資訊網

圖1 ⼩⽔⼒設備在槽式與離槽式案例說明

表1 各國⼩⽔⼒發電機分類表

表2 ⼩⽔⼒發電設備設備認定作業之準備項⽬

表3 國內⼩⽔⼒發電設備及憑證申請彙整表

圖3 ⼩⽔⼒機組能⼒檢測平台

圖2 ⼩⽔⼒發電設備申請再⽣能源設備認定流程



憑證⼤哉問

截⾄112年4⽉30⽇，憑證中⼼常⾒來電三⼤問題：

Q�  如何申請成為會員？

可參考憑證中⼼官網「問題集」第1題，並依據會員申請⾝份之不同，可以參考⽂件

下載區，帳號申請教學─申請⾃發⾃⽤會員或帳號申請教學─申請售發電業會員。

Q�  ⾃⽤發電設備餘電躉售是否可以申請憑證？

可參考憑證中⼼官網「問題集」第3題，  

⾃⽤發電設備若有餘電躉售的情形，憑證中⼼將針對⾃⽤電⼒部分核發憑證，躉售部

分不會發憑證。

Q�  ⾃發⾃⽤案場安裝電表有什麼規範？

可參考憑證中⼼官網「問題集」第17題，  

電表需為標準檢驗局認可之電表，且有效期限及電表精準度為CA �.�以下就可以作

為累計憑證的電表。【檢測標準可參考CNS�����】

國家再⽣能源憑證中⼼  問題集  https://www.trec.org.tw/fa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