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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市 政 統 計 簡 析  

    108-019 號            108 年 12 月 

綠能臺中 臺中市再生能源概況 

前言 

國際能源署統計指出，2017 年臺灣全年發電量 2,651 億度，排名

全球第 18 名（前 3 名依序為中國、美國及印度），而人均發電量 1.10

萬度，更是高居第 12 名（前 3 名依序為冰島、挪威及巴林）。我國

社會經濟發展高度仰賴電力，能源資源需求日益增加，而我國總能源

供給中進口能源占比逾 97%。台灣地處亞熱帶氣候及板塊交界處，並

受臺灣海峽兩岸地勢及季風影響，擁有豐富的太陽能、地熱及風力等

再生能源，若能善加開發利用，則能減輕能源對外依存度。 

一、 108 年 1 至 10 月用電量較上年同期減 2.71%；107 年以工業用電

占 58.45%為最高。 

108 年 1 至 10 月本市用電量 249.52 億度，占全國用電量 1,753.92

億度 14.23%1，較上年同期 256.47 億度減 2.71%。依全國及 6 都觀察

用電情形，107 年我國用電量 2,112.78 億度，6 都中以本市 298.38 億

度（占 14.12%）最高，其次為高雄市 281.85 億度（占 13.34%）、桃

園市 281.45 億度（占 13.32%）及臺南市 261.84 億度（占 12.39%），

6 都用電即占全國逾 7 成；依人均用電量觀察，則以臺南市 1.39 萬度

／人最高，桃園市 1.28 萬度／人居次，本市僅以 1.07 萬度／人居 6

都第 3（表 1）。 

 
1 本分析通篇數據係採四捨五入至小數後 2位，惟占比、增加數、增加率等數值係以原始資料

計算。 

全　國 臺中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用電量（億度） 2,112.78 298.38  154.46  205.21  281.45  261.84  281.85  

占全國比（％） 100.00   14.12    7.31      9.71      13.32    12.39    13.34    

人均用電量(度) 8,959.86        10,670.41   5,772.94     5,141.68     12,758.65   13,890.33   10,156.03   

表1　107年全國與6都用電情形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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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部門別探討用電結構，107 年本市用電量以工業部門 174.41 億

度（占 58.45%）最高，其次為住宅部門 58.27 億度（占 19.53%），

再次為服務業部門 56.71 億度（占 19.01%）、機關用電 7.36 億度（占

2.47%）及農林漁牧 1.63 億度（占 0.55%）。而觀察其他直轄市用電

結構，可發現產業差異性，臺北市用電以服務業部門占 52.28%過半，

其次為住宅部門 35.12%，工業部門僅占 2.72%；而新北市則以住宅部

門占 40.87%最高，其次為服務業占 28.96%；桃園以南等 3 都則以工

業部門用占比均逾過半。依用電結構觀察本市都市特性，在 6 都中與

全國最為接近，工業比重不若桃園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為高，仍緊接

在後，逾 5 成 8；服務業部門比重則僅次於臺北市及新北市，仍較餘

3 都為高，顯示工業、服務業比重較高之直轄市，用電量亦呈攀升，

且本市各產業較全面而平均發展（圖 1）。 

二、 近 5 年來工業部門用電量成長較全國高 20.26 個百分點；機關部

門因實施節約用電政策成效顯著減 12.07%。 

進一步探討全國與本市近年用電情形，本市 107 年用電量 298.38

億度，較 102 年增 52.87 萬（21.53%），皆呈逐年上升趨勢，且較全

國用電量 2,112.78 億度增加率（8.18%）高出 13.35 個百分點（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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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07年全國與6都用電結構－按部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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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數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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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部門別用電趨勢探討本市發展，隨著自 105 年下半年起景氣

復甦，臺中工業區、臺中科學園區及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等工業區

的廠商進駐與產業發展，工業部門用電量近 5 年來增加 39.80 億度

（29.57%），較全國成長 9.31%高出 20.26 個百分點。伴隨產業發展

而來的就業機會增加、大眾交通運輸便捷化、都市計劃及建設日臻完

備，群聚效應吸引外地人口入居本市就業及求學，致住宅部門用電量

增 7.05 億度（13.76%），較全國 9.14%高出 4.62 個百分點。工業發

展及常住人口成長增加服務業需求，致服務業部門用電量增 7.11 億

度（14.33%），較全國 7.68%高出 6.65 個百分點。而機關部門及農林

漁業則分別因實施節約用電政策成效顯著，農地休耕、轉型致用電量

分別減 1.01 億度（-12.07%）、0.08 億度（-4.58%）（表 2）。 

  

總計 住宅部門 服務業部門 機關用電 農林漁牧 工業部門

全國

102年 1,953.08 431.53 362.34 80.71 27.41 1,051.09

103年 1,990.30 446.91 367.14 79.35 28.26 1,068.64

104年 1,993.21 446.21 373.64 78.39 29.10 1,065.88

105年 2,050.90 468.74 381.65 77.83 29.16 1,093.53

106年 2,084.88 471.27 385.79 74.30 30.32 1,123.19

107年 2,112.78 470.97 390.16 71.58 31.13 1,148.94

107較102年

增加率(%)
8.18 9.14 7.68 -11.31 13.57 9.31

臺中市

102年 245.51 51.23 49.61 8.37 1.71 134.60

103年 249.85 53.78 51.25 8.30 1.72 134.79

104年 251.84 53.74 52.26 8.33 1.71 135.80

105年 265.16 57.25 53.45 8.31 1.63 144.51

106年 284.53 57.62 55.22 7.47 1.63 162.59

107年 298.38 58.27 56.71 7.36 1.63 174.41

107較102年

增加率(%)
21.53 13.76 14.33 -12.07 -4.58 29.57

表2　近年全國與臺中市用電資訊－按部門別
單位：億度；%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數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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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量高居 6 都之首，以水力能源占比最

高。 

為達成能源轉型的政策目標，政府積極推動各地發展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中有水力、太陽光電、風力、地熱、生質能及廢棄物等能源，

我國目前主要再生能源裝置係以前 3 者為主，其中水力為我國最早開

發且為主要再生能源，風力則以民間公司所設風機為主。觀察 108 年

9 月底 6 都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概況，以臺中市 150.01 萬瓩（占全國

24.65%）高居 6 都之首，其次為臺南市 52.78 萬瓩（占全國 8.68%），

再次為桃園市 43.95 萬瓩（占全國 7.22%）（表 3）。 

本市水力發電主要係臺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臺電）於和平區大

甲溪流域設置之慣常式水利發電廠（含大甲溪發電廠各分廠、天輪發

電廠及馬鞍發電廠），裝置容量 115.03 萬瓩占本市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76.68%最高，太陽能發電在 105 年 7 月行政院推行「太陽光電 2 年推

動計畫」下，短期內大幅增加發電裝置設置數，以 21.77 萬瓩占 14.51%

居次，而風力發電僅以 13.21 萬瓩占 8.81%再次之（表 3）。 

四、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風力發電為全國第 3 高，太陽光電排名全國第

7 位，水力及其他居全國首位。 

依能源別觀察臺灣地區再生能源狀況，風力發電裝置容量以彰化

縣 19.08 萬瓩（占全國 26.82%）最高，苗栗縣 15.94 萬瓩（占 22.40%）

居次，本市 13.21 萬瓩（占 18.57%）為第 3 高，後為桃園市 10.07 萬

裝置容量 占全國比 裝置容量 占全國比 裝置容量 占全國比 裝置容量 占全國比

臺中市 1,500,085 24.65  132,135 18.57  217,675 6.64    1,150,275 54.92  

臺南市 527,846 8.68    -            -         505,120 15.41  22,726     1.09    

桃園市 439,532 7.22    100,706 14.15  208,826 6.37    130,000   6.21    

高雄市 421,257 6.92    -            -         413,299 12.61  7,958       0.38    

新北市 145,405 2.39    9,960     1.40    24,725   0.75    110,720   5.29    

臺北市 15,854 0.26    -            -         15,854   0.48    -               -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數不合。

合計
縣市別

單位：瓩；%

表3　108年9月底6都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概況－按能源別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風力 太陽光電 水力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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瓩（占 14.15%）、雲林縣 7.63 萬瓩（占 10.73%）。風力發電裝置主

要為陸域風機較多（如臺電公司之高美濕地，民間公司設置之風力發

電區則在大安、大甲、清水等沿岸地方），而我國針對風力發電開發

策略係以「先開發陸域風場，續開發離岸風場」逐步推動，迄今既有

陸域風場開發漸已開發完成，而風力發電伴隨之噪音、眩影及視覺衝

擊等環境因素，加以環境保護意識提升，陸域風場開發難度漸高。考

量我國離岸風能資源優渥，未來將朝向離岸風場開發為主（圖 2）。 

太陽光電發電裝置容量以彰化縣 51.73 萬瓩（占全國 15.78%）最

高，其次為臺南市 50.51 萬瓩（占 15.41%），高於 30 萬瓩者尚有雲

林縣 45.38 萬瓩（占 13.84%）、高雄市 41.33 萬瓩（占 12.61%）、屏

東縣 33.38 萬瓩（占 10.18%），本市為全國第 7。主要係屋頂型及地

面型太陽光電設置，其中以在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等工廠

屋頂設置屋頂型裝置為主，此外政府亦加速中央公有、國營事業、政

府捐贈之法人、農業設施等屋頂建置，未來將逐步推動地面型太陽能

圖2 108年9月底臺灣地區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按縣市及能源別

單位：瓩；名次

風力發電 太陽光電 水力及其他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備註：金門縣、連江縣未顯示於圖中，惟仍列入排名。

0 190,809

0 517,252
0 1,15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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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設置大規模開發，以未有商業性產鹽之鹽業用地、不利耕作之地

下水管制區第一級農地、已封存之垃圾掩埋場等未再使用之土地為目

標（圖 2）。 

水力及其他發電裝置容量以本市 115.03 萬瓩（占 54.92%）最高，

其次為南投縣 26.75 萬瓩（占 12.77%），再次依序為花蓮縣 24.42 萬

瓩（占 11.66%）、桃園市 13.00 萬瓩（占 6.21%）、新北市 11.07 萬

瓩（占 5.29%）。多以各行政區蓄水較大之大型水庫設置水力發電機，

惟環境破壞因素及設廠地點選擇彈性小，使現有水域大型水庫開發已

趨飽合，未來將朝向以小型、小規模的小型水力發電設施開發方向為

主（圖 2）。 

五、 107 年太陽光電設備核准平均每案裝置容量 178.67 瓩，較 104 年

增 166.27%，市府積極配合政策推動打造太陽光電環境。 

本市位處中臺灣，氣候少雨且陽光充足，適宜發展太陽能作為再

生能源，其發電設備之申請及設置，在經濟部同意備案，經安裝設置

完成，再向經濟部辦理設備登記後，始能正式投入產電。108年上半

年本市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核准案件數計 263件，占全國 7.88%，總裝

置容量 4.61萬瓩，占全國 8.42%，與 107年上半年相較分別增 36件

（15.86%）及 0.79萬瓩（20.57%）。依歷史資料觀察，先期申請太陽

光電設備

登記係以

住宅建物

屋頂為主，

囿於建物

面積因素，

設備規模

較小，平均

每案裝置

容量在 104

占全國比 占全國比

104年 221    7.49    14,829.60     4.59     67.10           

105年 246    5.95    19,413.10     4.02     78.92           

106年 440    6.81    63,016.51     5.24     143.22         

107年 583    7.49    104,162.90   5.62     178.67         

   上半年 227    7.61    38,240.91     5.78     168.46         

   下半年 356    7.41    65,921.98     5.54     185.17         

108年

   上半年 263    7.88    46,108.41     8.42     175.32         

       屋頂型 245    8.38    37,988.19     8.29     155.05         

       地面型 18      4.36    8,120.22       9.08     451.12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數不合。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行政院主計總處

平均每案

裝置容量

表4　近年臺中市太陽光電設備登記核准情形
單位：件；瓩

年別
核准案件數 總裝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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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僅為 67.10瓩。105年 7月起行政院推動太陽光電 2年推動計畫，

規範並輔導、媒合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之工廠於廠房屋頂

設置太陽光電，其安裝規模較住宅屋頂之規模為大，平均每案裝置容

量至 107 年為 178.67 瓩，較 104 年增 111.57瓩（166.27%），而 107

年本市總裝置容量占全國 5.62%，較 104 年占 4.59%高 1.03 個百分

點，市府積極配合政策推動打造太陽光電環境（表 4）。 

六、 107年臺電購入本市再生能源電力度數以風力占比 57.98%最高；

與 104 年相較，太陽光電成長 195.16%幅度最高。 

108 年 4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臺電

有義務將符合設置相關規定之再生能源設備予以併聯並簽約躉購。觀

察本市再生能源購電情形，107年臺電對本市購入再生能源件數 1,254

件，躉購容量 21.83 萬瓩，累計購電度數 3.42 億度，較 104 年分別增

794 件（172.61%）、10.10 萬瓩（86.07%）及 1.50 億度（77.84%）。

依再生能源別觀察臺電累計購電度數，以風力 1.98 億度（占 57.98%）

最高，其次為太陽光電 1.43 億度（占 47.91%），再次為水力及其他

0.40 百萬度（占 0.12%）；與 104 年相較，以太陽光電增 0.95 億度

（195.16%）成長幅度最高，風力增 0.55 億度（37.94%）居次。另以

再生能源購電度數除以住宅部門用電量設算可用日數，107 年本市民

間部門再生能源產電可供全市住宅部門用電（全年 58.27 億度）達 21

日，較 104 年（住宅部門用電量全年 53.74 億度）13 日增加 8 日，可

見本市推動再生能源方面頗具成效（表 2 及表 5）。 

  

件數
躉購

容量

購電

度數
件數

躉購

容量

購電

度數
件數

躉購

容量

購電

度數
件數

躉購

容量

購電

度數

104 460 117.29 192.49 3 78.20 143.89 456 38.98 48.60 1 0.11 －

105 607 138.40 220.34 5 87.40 160.00 601 50.89 60.15 1 0.11 0.19

106 834 157.73 310.86 7 92.00 225.10 826 65.61 85.39 1 0.11 0.37

107 1,254 218.25 342.33 9 89.70 198.47 1,244 128.44 143.46 1 0.11 0.40

年

度

別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單位：件；千瓩；百萬度

表5　近年臺電購入臺中市再生能源概況－按能源別

合計 風力 太陽光電 水力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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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鑒於全球正處在能源轉型的關鍵時代，綠色能源將是未來經濟驅

動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本市在人口持續成長及工業、服務業蓬勃發展

下，相對用電需求亦同步成長，市府針對市管公有廳舍屋頂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有效利用原有閒置空間，擴展再生能源設置量，亦依

照「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規定，針對用電大戶分 3階段公

告，自公告日起 3年內須完成裝設契約容量 10%以上的太陽光電、風

力發電及其他綠能設備。此外，為鼓勵市民於本市合法私有建築物屋

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市府經濟發展局針對於屋頂面積較小，未

達有規模經濟之設置者，補助其設置費用，以建立分散式發電，打造

低碳城市之優質居住環境型態，並帶動太陽光電發展與系統設置，持

續帶動民間共同促進綠能推動，期早日達到能源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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