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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市場論壇—產、官深度交流 邁向綠電自由交易 

林楚倩/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專員 

 

由經濟部指導，產業發展署、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標準檢驗局聯合主辦之再

生能源市場論壇，於 2024 年 4 月 29 日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登場。因應淨

零轉型之國際共識，愈來愈多的企業提高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以響應減碳目標。

本次論壇結合淨零規劃及再生能源政策分享，促進市場供需雙方交流，共享產業

界與官方於再生能源領域之發展經驗，向各界展示為實現淨零目標所投入的努力

及成果。 

 

圖 1 前經濟部長王美花、標準檢驗局局長陳怡鈴及貴賓合影 

 

綠電交易蓬勃發展 邁向淨零排放目標 

因應 2025 年淨零轉型關鍵目標及國際供應鏈需求，更多領域的產業開始加

入相關倡議組織，以 RE100 全球再生能源倡議為例，目前臺灣已有 32 家企業加

入；隨著更多的倡議組織出現與督促，企業對綠電的需求亦逐步提升。前經濟部



王部長美花也於本次論壇中指出臺灣推動綠電的兩大議題，包括供給面向及買賣

方媒合問題，並分享相關的因應措施，包括透過推動 CPPA 綠電信保機制解決買

賣方在信用評等及履約方面的疑慮，解決離岸風電開發商貸款議題，同時承諾未

來經濟部於政策規劃將持續修正擴大綠電供給、遵守國際義務以滿足國內企業及

人民期待，並逐步邁向淨零目標。 

 

 

圖 2 前經濟部長王美花 

為確保再生能源商品及制度完善，標準檢驗局長期關注國際再生能源制度並

發展為國內所需模式、建立在地檢驗能力及完善驗證系統。本次論壇邀請標準檢

驗局陳局長怡鈴進行開場引言，陳局長於論壇中分享標準檢驗局因應淨零政策之

各種綠電檢測驗證相關成果；除了針對太陽光電的重要零組件推出自願性產品驗

證規範之外，也於 2017 年推出再生能源憑證制度，首創綠電驗證機制，成立交

易平台並開放綠電自由交易；同時，在綠電交易量方面，2023 年度單年綠電交

易量已較前年成長 50%，達 17.07 億度，更有望於 2027 年後達到年交易量超

越 100 億度以上。而綠電買家數量從 2020 年的 9 家，截至 2024 年第一季的數

據，已累積成長至 318 個買家完成轉供交易，其中有近兩成為中小企業；目前

累計通過的憑證案場總數已達 827 案，可見綠電交易市場蓬勃發展，2023 年底



三轉一鬆綁後，未來將有更大的成長空間。 

 

圖 3 綠電交易狀況 

 

圖 4 綠電交易買家數量 

 

圖 5 案場數成長趨勢 



 

圖 6 標準檢驗局局長陳怡鈴 

 

再生能源政策發展 協助企業減碳淨零 

為強化淨零減碳的產業輔導，本次論壇邀請產業發展署及中小企業署，分享

協助企業淨零之規劃與經驗。產業發展署林主任秘書德生說明產業發展署協助企

業減碳三大機制，包括與工業總會合作成立「產業碳中和聯盟」以大帶小模式帶

動產業公協會加入、提供碳盤查人才培訓輔導措施及透過專家輔導低碳化與智慧

化升級轉型。而中小企業署陳副署長秘順亦於論壇中分享接觸中小企業所歸納出

的面對減碳三大挑戰，包含缺乏資訊、能量不足及無所適從，進而透過教育訓練、

健檢診斷、減碳輔導、新創加速及財務支援等五大措施，輔導中小企業規劃減碳

以達成淨零目標。 



 

圖 7 產發署主任秘書林德生 

 

圖 8 中小企業署副署長陳秘順 

 

 



企業為滿足國內外對再生能源之要求與倡議，對綠電需求飛快增長，台電陳

副總經理銘樹分享台電目前活絡再生能源市場發展實績，例如推動小額綠電，提

供直轉供服務，協助終止躉購契約轉入綠電交易市場，以擴大再生能源市場規模，

促進 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而台灣離岸風電產業協會林理事長雍堯則於論壇中

指出台灣綠電發展的三大挑戰，首先是相關企業缺乏可融資性，其次為當發電及

用電兩端無法及時平衡可能導致高比例餘電，最後則為電力市場尚未成熟。並建

議透過發展融資保證機制、改善餘電計算機制、建立完整電力交易市場等方式以

降低企業布局再生能源規劃所可能面臨的挑戰。 

 

承諾 RE100 及減碳目標 企業投入永續實踐接軌國際 

RE100 是由 Climate Group 和 CDP 所主導的全球再生能源倡議，匯聚全球

具影響力的企業共同承諾 100%使用綠電，本次論壇特別邀請 Climate Group 

RE100 主席 Sam Kimmins 預錄影片進行分享，Sam Kimmins 指出臺灣目前對

再生能源有巨大潛在需求，為提高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及使用效率，建議可透過不

同能源組合、電網運作規劃等方式，進一步思考臺灣再生能源轉型方向，以提高

產業競爭力。 

蘋果公司供應商減碳方案總監 Bessma Aljarbou 於論壇分享蘋果實現碳中

和四大策略，包括產品與製程之減碳設計、供應鏈要求提高再生能源使用率、低

碳活動並以自然為本的解方達到中和碳排的結果。身為 RE100 中 32 家臺灣企

業之一的台達電，在 2023 年的綠電占比已達 76%，預計於 2030 年實現 RE100，

台達電許專案經理惠卿也分享台達電提高再生能源使用的內部規劃，從成立委員

會並建立區域型的推動組織、在廠區內自建太陽能發電系統並購買多元綠電，如

風力及水力等，未來也會研議導入新的措施以降低對環境與生態的衝擊。 



 

圖 9 蘋果公司供應商減碳方案總監 Bessma Aljarbou 

向陽集團陳董事長貴光分享向陽集團在 2011 年首創農電共生案場及 2016

年投入漁電共生案場的經驗，以具體行動落實其集團「糧食與綠電同等重要」的

理念，重視社會責任，帶動地方及產業發展，實踐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多元綠電與媒合機制 滿足中小企業綠電需求  

針對協助企業取得綠電的相關政策，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黃主任志文分享

經濟部規劃的兩大策略。第一項策略是引導綠電進入自由交易市場，包括離岸風

電競價，保守估計至少能釋出約 285 億度的綠電；而目前太陽光電二三型鬆綁，

第二、三型電廠可直接售電給售電業，總計約可釋出 86億度的綠電。另除了 2023

年第四季釋出三波台電小額綠電，亦規劃透過公有地或國營事業土地招租建置太

陽光電案場，其中 30%發電量專賣中小企業，以 4.3 元/度為起標價格。第二項

策略為建立多元媒合機制，透過舉辦綠市集、單一電號多用戶與綠色租賃、CPPA

綠電信保機制及綠電彈性分配之沙盒計畫等，協助企業用更簡便的方式取得綠

電。 

 



在協助中小企業取得綠電方面，國泰人壽副總經理郭文鎧分享國泰推動綠色

不動產中的三大方向，包含建築的低碳規劃、推動標準檢驗局綠色租賃方案及綠

色修繕規劃，也特別分享去年推廣綠色租賃，協助承租的中小企業使用綠電的案

例，目前已有三十個成功案例，未來將有更多企業陸續加入。此外，向售電業購

買綠電也是中小企業的選項之一，因此，本次論壇也邀請售電業分享協助中小企

業滿足綠電需求的相關經驗，售電業者陽光伏特家馮董事長嘯儒說明綠電供需間

需考量匹配性，才能實現綠電的有效運用。因此，售電業透過電力匹配、需求平

衡及電力調度等方式，為中小企業化解對減碳規劃的焦慮並提供解方，展現售電

業價值。 

 

圖 10 綜合與談 

結語 

本次再生能源市場論壇呼應國際淨零減碳目標，討論臺灣於再生能源政

策、市場的規劃，並邀請各界實務經驗分享、進一步探討臺灣再生能源現況與

挑戰，獲各界熱烈響應，超過 160 人參與出席。本次論壇不僅促進產官學研意

見交流，更期能帶動臺灣再生能源市場發展及資訊流通，加速達成淨零排放之

最終目標。 

 

  



憑證面面觀 

 

 

餘電問題新解方 綠電彈性分配機制 

陳雍太/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計畫主持人 

 

【背景】 

台積電之所以早早加入「綠電彈性分配沙盒計畫」(以下簡稱:沙盒計畫)，與

其關鍵客戶蘋果公司有密切關聯。蘋果主力產品 iPhone 最大特點之一便是搭載

最新一代處理器，例如：最新的 2023 年 iPhone 15 所使用的 A17 Pro 晶片即

是利用台積電先進的 3 奈米製程技術生產。根據蘋果為滿足 RE100 倡議要求，

這些晶片製程必須全程採用「綠電」進行生產。 

 

目前許多國內企業也已開始面臨相同壓力，需滿足不同的綠電使用佔比以滿

足客戶需求。但是，單一法人（公司）可能擁有多個廠區，而每個廠區之綠電需

求各異，有些須達到使用 100%綠電（RE100），有些廠區則不需要。此種情況讓

擁有多個廠區的企業面臨巨大的挑戰。 

 

依據目前的綠電交易（轉供）機制，要求在綠電轉供合約中註明各廠區的分

配比例(事前分配)。然而，現實情況無論是發電端的每月發電量還是用電端各廠

區之每月用電量，都不是固定不變的。這種變動性可能導致各廠區出現綠電供應

不足或過剩的問題。 

 

為協助擁有多廠區之企業能完善處理並取得綠電效益，標準檢驗局規劃並建

議台電公司在符合綠電轉供規定之前提下，協助試行「綠電彈性分配沙盒計畫」，



以確保企業可順利取得足夠的綠電與再生能源憑證，同時改善、降低餘電造成的

各種問題。 

 

【運行機制】 

  

目前市場上綠電轉供機制要求在合約中明確註明電「一對一」或「一對多」

之分配比例，但由於發電量和用電量每月皆有變動，將導致不同廠區出現綠電供

應不足或過剩的情況。沙盒計畫允許單一法人公司將旗下各廠區視為整體用戶群，

內部廠區間的電力分配將更具彈性，使企業能夠根據各廠區具體需求取得最大比

例的綠電，甚至達成 100%綠電的目標，以解決不同廠區對綠電的不同需求。 

 

簡單來說，沙盒計畫允許企業自主決定其綠電的分配方式(事後分配)。台電

公司則扮演稽核與監管的角色，確保企業分配的綠電與其工廠的實際發電量和用

電量相符，並確認其購買的綠電是否符合規定。 

 

【優化】(沙盒 1.0+) 

 

原沙盒計畫申請企業於其購售電契約中，以需 100%全數收購再生能源案場

發電量為前提，才可申請沙盒計畫，但對大多數企業而言，僅希望透過購售電契

約取得所需的部分再生能源。為此經由經濟部各單位多方協議與討論，決議解除

此限制，促使參與沙盒計畫之企業購買綠電，可具有更多靈活、彈性的運用。 

 

能源署為提升綠電供給及滿足用戶綠電需求，實施再生能源發電業得於試運

轉期間進行轉供申請之規定，並於 113 年 4 月 2 日公告「再生能源發電業試運

轉期間轉供電能申請程序」。為響應沙盒計畫，經濟部亦同意開放讓「試運轉」

期間再生能源案場可納入沙盒計畫，增加企業購買綠電之彈性及提高綠電佔比的

便利性。 

 

 



標準檢驗局亦持續掌握企業回饋與訴求，建立與企業之良好溝通管道，俾利

將綠電效益發揮至最大，將持續研析「跨月計算」、「跨時間電價」，甚至「跨法

人」等方案，協助企業提高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邁向減碳之路。 

 

 

 

圖 1 綠電彈性分配機制(沙盒計畫) 

  



憑證新鮮事 

 

 

第二屆淨零城市展，標準局持續推動 2050 淨零轉型 

白國巍/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專員 

 

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指導，國家發展委員會與台北市電腦公會共同

舉辦的第二屆「2050 淨零城市展(Net Zero City Expo)」於 2024 年 3 月 19 日

至 22 日在南港展覽 2 館盛大開展。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本局)作為台灣

再生能源發展暨憑證制度的主管機關，不僅響應主題分享各種協助企業之淨零解

決方案，也展現我國再生能源檢測、驗證及政策推行的階段性成效。 

 

 

圖 1 外交部長林佳龍與貴賓合影 

 



本局配合經濟部展覽主題「淨零未來新經濟 ECONOMIC NEXT」，採用無紙

化的電子展版，介紹再生能源驗證與憑證系統，包含「再生能源憑證」、「離岸風

場驗證」、「儲能案場驗證」、「太陽光電自願性驗證」四大主題。另有太陽光電模

組剖面與儲能系統安全性測試實驗室的詳盡展品介紹，以呈現本局於建構綠能環

境中針對綠能驗證的豐碩成果。 

 

圖 2 工作人員介紹太陽光電模組剖面 

 

此次參展針對憑證制度、離岸風電、儲能系統及太陽光電向觀展民眾提供詳

細的說明與介紹，首先聚焦於介紹臺灣再生能源憑證制度與推動成效，希望讓觀

展者能了解最新的政策與企業解決方案。風電部分則由於台灣擁有優秀風場，近

期離岸風電更獲得企業高度關注，更應協助民眾多了解離岸風場驗證審查制度、

流程，以及專業的技術規範。 

 

為因應綠能需求與日俱增，本局於現場帶領觀展民眾認識國家級大型儲能系

統檢測實驗室，解說需經過多少專業測試才能產出合格的儲能電池。而目前隨處

可見的太陽能光電系統，現場也提供我國太陽能光電「自願性產品驗證(VPC)」

制度的發展，讓大家都能認識 VPC 制度的測試內容以及 VPC 標章的價值與品質

保證。 



 

圖 3 工作人員解說儲能系統安全性測試 

 

本局攤位 4 天除接待一般民眾及企業參觀之外，亦將四大重要成果介紹予

各國參訪嘉賓、市政團隊，總計有來自全球 46 個國家、112 個城市、合計超過

2,000 位國際人士來台參加展會活動，共同響應全球淨零行動。 

 

 

圖 4 各國貴賓參觀本局展區 

 



本屆淨零城市展整體活動設計架構圍繞 2050 淨零排放計畫之 12 項關鍵戰

略，本局配合國家政策與經濟部各單位共同連結國內外城市，分享淨零解決方案，

以加速我國實現淨零目標的步伐。未來將持續規劃相關活動，與各單位及業界強

化溝通，擴大再生能源憑證影響力，強化綠能檢測能量，推動 2050 淨零轉型之

目標。 

  



憑證大哉問 

截至 113 年 6 月 30 日，憑證中心常見來電三大問題： 

項次 問題 答案 

1 何時開始起算發電量? 可參考憑證中⼼官網「問題集」第 15 題 

1. 自發自用、自發自用餘電躉售、自發自

用餘電轉供自用：依據實際查核日起

算。 

*以查核人員拍攝之電表數值為起始值 

2. 獨立型直供、併網型直供、轉供案場、

全額轉供自用：依據台電轉供起始日起

算。 

2 用電大戶相關問題：  

1. 用電大戶需要購買幾

張憑證?  

2. 我們公司如果申請到

憑證，就可以滿足用

電大戶義務了嗎？ 

可參考憑證中⼼官網「問題集」第 36 題 

1. 與台電的契約容量超過 5000KW 以

上，就可定義為用電大戶，但是排除

非營利及服務社會性質的產業機構。 

※目前能源署已公告「一定契約容量以

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管理辦法」。對於用電大戶有疑問可參

考能源署網站或直接洽詢能源署。 

  

2. 根據能源署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草

案第十二條第三項「電力用戶所簽訂

之用電契約，其契約容量在一定容量

以上者，應於用電場所或適當場所，

自行或提供場所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以

上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或

購買一定額度之再生能源電力及憑

證；未依前開規定辦理者，應向主管

機關繳納代金，專作再生能源發展之

用。」 

 



 

3 繳納再生能源憑證規費有

截止日期嗎？ 

可參考憑證中⼼官網「問題集」第 40 題 

 繳費單上會註明截止日期，請於時限內

繳納完畢。 

 各類收費 

1. 評鑑費：收到繳費單後 90 天內須繳

納完畢，若要延長須向憑證中心申

請，得展延一次(90 天)。 

2. 審查費：收到繳費單通知後 25 天內

須完成繳費。 

3. 服務費：收到繳費單通知後 25 天內

須完成繳費。 

 憑證中心於繳費截止日前三天尚未收到

繳款證明，中⼼會再以電子郵件通知。 

 再生能源憑證買賣雙方皆繳費後，始移

轉再生能源憑證。 

 

 

 

憑證數據庫 

 

憑證累積發行現況 

風力能發電核發張數 3,112,349 

太陽能發電核發張數 1,637,385 

水力能發電核發張數 120,343 

生質能發電核發張數 152,859 

其他能源發電核發張數 129 

總累積核發張數 5,023,065 

總累積交易張數 4,530,020 

統計至 113 年 6 月 20 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