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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3 場工商講座活動紀要刊登網站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時 間：111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1CD會議室 

主 題：台灣再生能源發展及再生能源憑證制度介紹 

主講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黃志文組長 

摘要： 

一、 我國再生能源憑證制度與綠電交易介紹 

(一) 再生能源憑證概念 

1. 再生能源憑證 

(1) 綠電憑證 

綠電憑證(T-RECs)為綠電之身份證，由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所成立的「國家再生能源憑證

中心」統籌綠電憑證之核發與管理，是創造經

濟與環保雙贏的通行證。 

(2) 環境效益憑證化 

企業可透過憑證佐證綠電使用及環境效益。 

(3) 和國際同步 

綠電憑證可以用以證明綠電的使用量，使用

綠電累積滿 1000 度發放 1 張綠電憑證，不足

將會繼續累積。 

(4) 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3 條核發憑證 

，再生能源的定義是指太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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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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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市場運作方式 

           

3. 再生能源憑證申請流程 

申請人資格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再生能源售電業

或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但採躉購制度者與溫室

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減量額度者除外，申請步

驟如下： 

(1)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核申請 

(2) 通過查核後發行查核報告 

(3) 發電量累計與查證 

(4) 核發再生能源電子憑證 

(5) 再生能源憑證交易 

(6) 再生能源憑證使用及宣告 

4. 綠電交易流程 

(1) 透過交易平台 

標準局憑證中心為協助買賣雙方媒合，建置綠

電交易平台，並透過各項媒合管道及工具來提

高媒合機率。廠商及消費者透過標準局憑證平

台設立的綠電競價媒合專區對接後簽訂綠電

購電契約，每月按照轉供電能核發憑證及移轉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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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綠電業者議約採購 

直接跟業者議約後簽訂綠電購電契約，待開始

轉供後，每月按照轉供電能核發憑證及移轉憑

證。 

可根據綠電需求自行與發電業或售電業進行

交易，發電業發電量較大，適合有大電量需求

之客戶；售電業較具彈性，可處理一般用戶綠

電需求。 

5. 綠電參考價格決定 

(1) 市場機制價 

按雙方議價或競標結果決定。 

(2) 躉購(FIT)價 

111 年 FIT 費率太陽光電：3.8~5.8 度，風力

約 2.1(路域)~4.5(離岸)元/度。 

(3) 終止 FIT 費 

以解約前 2 年審計部審定決算電價為基準。 

(4) 綠電時間價 

每月結算轉供電量，綠電可抵電費，高壓二段

式夏月尖峰：4 元/度，夏月離峰：1.68 元/度。 

(二) 企業採購綠電方向與策略 

1. 驅動國內企業追求淨零主要因素 

(1)國際供應鏈要求 

包括 Microsoft、Apple 等國際大廠均要求旗

下供應商在未來能達到 100%採購綠電的要求。 

(2)義務性綠色貿易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及美國公平轉型及競爭

法案都希望透過機制促成淨零碳排的目標。 

(3)國內法規要求 

金管會發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中，鼓

勵金融產業支持綠能產業、推展環境、社會及

治理 (簡稱 ESG)至綠色與永續產業之投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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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商品。 

(4)提升企業聲譽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SBTi)、氣候行動

100+倡議等國際倡議的目標最終都在希望企

業對氣候變遷採取必要的行動，企業參加有

助於提升聲譽。 

2. 國際化與多樣化的再生能源憑證體系 

 

3. RE100 倡議 

(1)RE100 是由氣候組織 (The Climate Group) 

與碳揭露計畫(CDP)所主導的全球再生能源

倡議，其目標是匯集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企業，

提升使用再生能源的友善環境。RE100 成功透

過企業採購和產業鏈帶動效應，擴大綠能的

市場規模和普及率，使各地政府、企業都開始

重視綠電議題。 

(2)加入企業必須公開承諾在 2020~2050 年間達

成 100%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標，並逐年提報用

電數據。 

4. 申請再生能源憑證的優點 

(1) 再生能源憑證具環境效益具體化的特性，可

應用於溫室氣體盤查、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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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保標章等，協助企業呈現其綠色企業一

面，量化創造之環境效益。 

(2) 使用再生能源憑證時，應瞭解各主管單位相

關規範，國內外採用憑證之各獎項標章整理

如下表： 

 

5. 企業採購再生能源驅動力 

(1) 統計 RE100 會員採購再生能源主要因素為溫

室氣體排放管理，其次為企業社會責任，再來

是客戶期望。 

(2) 透過法規要求及政策獎勵雙管齊下，增加企

業使用再生能源的動機。 

6. 台灣企業採購再生能源因素 

(1) 綠色供應鏈 

Apple、Google 等國際大廠對旗下供應鏈有使

用 100%再生能源的要求。 

(2) 法規要求 

企業綠電需求主要規範來自「用電大戶條款」、

「建廠環評要求」及「地方自治條例」的規定。 

(3) 氣候倡議 

加入氣候行動 100+、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SBTi)等氣候倡議的企業，均需要提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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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減碳承諾。 

7. 再生能源憑證核發張數 

(1)自 2017 年以來，再生能源憑證累積核發超過

146 萬張，相當於 14.6 億度綠電。 

(2)減碳量約 73 萬公噸，將近 1,898座大安森林

公園每年的吸碳量。 

(三) T-REC 未來展望 

1. 經濟部推動綠電交易三大原則 

(1)買的到 

有充足的綠電，滿足國內綠色供應鏈以及企

業對綠電的要求。 

(2)買得方便 

政府提供公版購售電合約及建制綠電交易媒

合競價專區。 

(3)民眾不吃虧 

低價再生能源進入自由交易市場交易，必須

完成解約程序，並繳納與審定電價之價差。 

2. 市場問題解析 

(1)發電業者會依價格選擇進入「躉購補貼制度

(FIT)」或是「自由交易市場」 故企業在自由

交易市場買綠電的價格，原則會高於 FIT 一

定比例。 

(2)經洽售電業表示，一般售電價格為 FIT 價格

加 8-20%。 

3. 憑證中心協助中小企業取得綠電作法 

輔導中小企業，分為商業/服務業、製造業兩個切

入點，推動各項精進作法： 

(1)盤點案場投入市場 

憑證中心 5 個輔導團隊已投盤點作業。 

(2)綠電團購、代理銷售 

強化售電業、大型商辦大樓於交易市場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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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定型化契約。 

(3)推動再生能源綠市集 

創造平台，媒合輔導中小企業採購綠電。 

4. 綠色租賃-多元企業使用綠電 

(1) 房客為主 

由商辦大樓(電號持有者/房東)代表購電，台

電將綠電轉供至商辦大樓總電表，憑證中心

依房東申告之房客用電量或用電比例發給房

客綠電憑證。 

(2) 房東為主 

房東為締約主體，由其整合房客的綠電需求，

並與發售電業簽約轉供綠電，房東與房客簽

訂之契約，並依參與房客實際用電分配綠電

憑證。 

5. 綠色租賃-對象與成果 

 

6. 再生能源綠市集 

為強化媒合中小企業企業綠電採購需求，及優

化再生能源憑證之交易流程，經濟部於 111 年 6

至 8 月與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中華民

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協力合作，於北、中、

南辦理再生能源綠市集系列活動。透過事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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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端的調查，主動媒合企業及綠電業者，標

準局、能源局及台電再以專人專案的方式組成

小組，輔導進入行政程序中案件。 

(四) 企業建議 

1. 為達成減碳需求，企業若因規模較大且須購買長

期綠電，可直接洽綠能發電業訂定雙邊購電契約

或透過售電業購買綠電，經濟部亦會提供媒合服

務。 

2. 企業如有綠電需求，目前規劃公有地招租太陽光

電案場，會有一定比例裝置容量進入交易市場讓

中小企業優先購買。 

3. 2026 年離岸風電加入自由市場，屆時綠電勢必搶

手，建議有綠電需求的企業可提早布局。 

4. 如今的綠電採購交易方式多元，需求也不同，建

議企業可及早進入市場，透過買賣的過程去熟悉

綠電市場運作。 

 

本場講座採現場及線上直播同步進行，會後開放意見交

流，與會來賓踴躍提問，現場氣氛熱烈，共有 50 餘位企業

界人士參加，本場講座同時開放線上直播，截稿為止線上直

播累計觀看有 80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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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3場工商講座會場一隅。 

黃組長(左)及朱秘書長(右)共同主持 Q&A互動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