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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企業聯合會 

「用電大戶與綠電之推廣應用」座談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110 年 10 月 21 日下午 2 時 

二、 地點：億光大樓 集思會議中心貝塔廳 

三、 出席人員： 

主席：黃理事長重球 

出席人員：詳如名單 

四、 主席致詞 

在滿足本身用電需求及履行綠電義務外，用電大戶如何擴大參與需量反

應方案、提供輔助服務、使綠電交易市場更活絡等領域也將扮演重要的角

色。本會(TEPA)關注台灣電力有關產業與法規制度之發展，特於今天辦理「用

電大戶與綠電之推廣應用」座談會，邀請能源局、標檢局、台電及業界代表

參加，俾將相關意見與建議供政府主管機關及業者參考。 

五、 能源局李副局長君禮致詞 

近幾年來，考量國際供應鏈綠電要求、歐盟預定自 2023 年起開始徵碳

稅等因素，台灣除持續增加綠電外，也要開始思考其來源與容量是否足夠的

問題。用電大戶條款在今(2021)年 1 月開始施行，能源局希望能透過本座談

會進一步了解業者之意見與建議。 

六、 標檢局陳副局長玲慧致詞 

歐盟徵碳稅以及 ESG 議題在國內外受到廣大關注，攸關企業如何使用

綠電，也激發出更多新的商業模式。去(2020)年台灣綠電交易量達 8 億度，

而截至今年 10 月止，台灣已有 13 家企業加入 RE100。目前標檢局已建立綠

電憑證交易平台，協助企業解決應用綠電的問題，希望藉由今天的座談會多

了解業者之建言，供後續精進該平台運作機制之參考。 

七、議題報告 

  (一) 台灣經濟研究院陳彥豪副所長 -「用電大戶應用綠電現況與展望」 

  (二) 台泥綠能公司翁吉良總經理 - 「綠電開發及推廣應用實務與市場機會」 

八、意見交流與討論 

各與會者就下列各項用電大戶與綠電推廣應用有關議題提出意見或建

議，黃理事長、能源局李副局長、標檢局陳副局長、台電業務處鍾副處長等

亦現場做答覆說明，其要點如下： 

(一) 綠電義務與綠電交易 vs淨零碳排 

˙意見/建議 

1. 綠電憑證可以買賣，是否符合電證合一規定？ 

2. 目前綠電資源有限且價格仍高，屬賣方市場，對需使用綠電之買方而言，

如何達到淨零碳排之目標？  

3. 用電大戶條款規定之綠電義務為其契約容量之 10%，未來要達成 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勢須提高至超過 10%，如果綠電供應不足，將如何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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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在目前綠電憑證交易平台架構下，電證合一或電證分離都可行。但依用

電大戶條款規定，用電大戶僅適用電證合一方式。另，考量目前市場綠

電供應量有限，用電大戶可自建綠電設施自用。 

2. 要邁向淨零碳排目標，有多元路徑可循，企業可自行選擇並規劃適合之

策略路徑。 

3. 目前用電大戶條款適用契約容量達 5,000 千瓦以上之業者，已占台灣約

49%之電力需求。另，環保署正辦理《溫減法》修法作業，預定將其更

名為《氣候變遷法》，並將「2050 年淨零碳排」、碳費、減碳分配等機

制納入， 也會考量目前可行及未來潛在可行(如碳捕捉封存)之各種技術

與方案。 

(二)綠電來源 vs 綠電憑證 

˙意見/建議 

1. 目前離岸風電開發只到第三階段，將來是否會有第四、第五階段？  

2. 大部分企業會有兩個以上電表/電號，當數個電表的綠電度數不是 1 千度

的整數倍時，其未滿 1 千度的部分加總後如滿 1 千度以上，是否可據以

申請綠電憑證？ 

3. 企業為符合 RE100 之綠電要求，可能需使用不同綠電來源，各綠電來源

之度數未滿 1 千度的部分，是否可加總或累積至滿 1 千度以上並申請綠

電憑證？ 

說明： 

1.單一電表每月結算綠電度數之未滿 1 千度部分，可以在後續月份累積至滿

1 千度以上時申請綠電憑證。至於二個以上電表在同一期間之未滿 1 千度

部分，是否可在該期間加總處理，標檢局將帶回研處。 

2. 綠電憑證類似身份證，均有證號供辨識及追溯確認其綠電來源，依目前

國際上綠電憑證之一般做法，不同綠電來源有不同的證號。至於不同綠

電來源之綠電度數，是否可加總處理，標檢局將帶回研處。 

(三)轉直供 vs 時間電價 

˙意見/建議 

目前購買綠電者主要係使用台電輸配電網轉供或直供，其未滿 1 千度部

分之加總問題，也須台電的電錶登錄與電費結算機制可以配合。 

說明： 

   台電現行時間電價尖峰時間在 10~12 時及 13~17 時，隨太陽光電持續增

加，電力系統尖峰已逐漸由白天移至晚上，故台電已依今年 9 月 23 日

電價費率審議會決議，自 10 月起推出新尖離峰時間之時間電價方案(尖

峰調整至 16~22 時)，將試辦一年，提供用戶自由選用，並提供電費保護

(確保選用新電價之電費不會比舊電價高)。因此未來用戶或售電業評估

各類再生能源轉直供之成本效益時，宜將前述配合夜尖峰調整時間電價

之趨勢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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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源饋線：再生能源 vs 儲能  

˙意見/建議 

業者如有自建之再生能源案場及儲能系統，考量台電的饋線容量可能不

足或增設饋線困難，業者是否可使用其再生能源案場饋線輸送其儲能系

統之電能？ 

說明 

依現行法規，儲能系統尚不能分享再生能源案場之饋線容量。基本上，

再生能源與儲能不能在同一時段使用同一饋線輸送電能，惟能源局也在

研議是否有較彈性之方式-例如：兩者在不同時段使用同一饋線。 

(五)躉售電 vs 綠電售電 

˙意見/建議 

目前綠電躉售價(FIT)與綠電交易市場價格有相當之差距(後者較高)，而

綠電需求多，未來電業法是否修法讓兩者價格相當？ 

說明 

FIT 係以成本訂價，綠電交易價格則係由市場供需決定。目前綠電交易

市場供應量尚小，其較 FIT 為高，屬正常。 

(六)地熱發電運轉執照 

˙意見/建議 

地熱發電廠依其所在地之特性，如不適合在夏天進行連續滿載運轉 96

小時之試運轉測試後申請運轉執照，是否可改採累積運轉 96 小時方式

以提高業者投資意願？ 

說明： 

依現行法規，地熱發電廠是比照火力發電廠採連續運轉時數方式核發運

轉執照。考量地熱之地域特性差異較大，未來或可考量採累積運轉時數

方式。 

(七)碳費 vs 產業發展 

˙意見/建議 

1. 2050 年淨零碳排的挑戰很大，碳費機制加入後，對產業發展的影響更鉅

大。為擴大減碳成果，建立政策上鼓勵業者(包括非用電大戶)多自發自

用綠電，將可積少成多，增加參與需量反應和輔助服務之綠電容量，並

提升電網穩定度。 

2.另，建議大幅拉大依尖離峰時段用電量高低所定之電費級距，以進一步促

進節電及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說明： 

電力屬公用事業，為因應 2050 年淨零碳排的挑戰，未來除照顧弱勢外，

也須積極將用電大戶自發自用綠電及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之作法，擴及各

中小企業，擴增減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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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論 

(一)對台灣而言，要達成 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確實是很大的挑戰，但這是國

際趨勢，現在就要規劃可行之策略路徑並積極推動執行。 

(二)綠電之推廣應用，在供應面，須繼續開發再生能源、擴增綠電容量；在需

求面，須將用電大戶自發自用綠電及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之作法推展至各中

小型企業。 

(三) TEPA 將就本次座談會中各與會者提出之意見與建議做成紀錄，並送請能

源局、標檢局、台電及相關業者參考。 

十、散會（下午 5 點） 

 

十一、座談會活動照片 

          

    (左起)陳副局長玲慧 黃理事長重球                         翁總經理吉良主講 

      (右起)翁總經理吉良 李副局長君禮  陳副所長彥豪        「綠電開發及推廣應用實務與市場機會」 

             

            陳副所長彥豪主講                                  意見交流與討論  

           「用電大戶應用綠電現況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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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名單: 

      經濟部能源局             李君禮副局長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陳玲慧副局長 

                         楊芷茜專案經理.張彥堂.楊冬寧 

台灣電力公司             鍾思思副處長.石恩綸組長 

台泥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翁吉良總經理 

      台灣經濟研究院           陳彥豪所長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     陳國輝處長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楊總裁振通，方志行協理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簡俊龍處長 

力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凌鳳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艾祖華總監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林員正經理 

      台汽電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黃義協董事長 

      富威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郝遐鵬總經理 

      陽光伏特家               柯建仁 

      南方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陳彥志處長、黃重凱經理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蔡知達處長 

      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廖偉皓工程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韻輝副總.陳璿宇研究員.簡辰芸研究員 

      綠學院                   邱罕博經理 

      中華經濟研究院           陳中舜研究員 

長葆工業有限公司         張檠寬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