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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位於大陸板塊與海洋交界處，每年強盛的東北季風使得臺灣本島沿岸及離島許多地

區風能相當豐富，極具風力發電潛力。而且，風力發電為目前經濟性較佳之再生能

源，具有點狀使用、對於環境之衝擊小於一般傳統電廠之特性，所以風力發電被視為推動再

生能源之重點。

從風車到風力發電機
風力發電機隨著時代的需求而演變，從18世紀的風車演變到21世紀的大型風力機，除了

是人類科技技術的進步外，主因出於全球氣候變遷、能源供需嚴重失調，提高了人們對於再

生能源的認知及需要。

風力發電系統原理看似簡單，其實在高聳的塔架和旋轉的葉片背後，包含著複雜的輕型

材料設計製造、空氣動力學設計、電子控制系統以及先進發電機，這些都是風力發電機長

期持續運轉的重要關鍵。以技術來說，風機容量和特性已大幅提升，20年前的單機容量僅25

瓩，至今市場上銷售之商業化風機，其單機一般為800~3,000瓩，且有多家業者針對單機容量

4,000~6,000瓩的機組進行研發測試及運轉，早在2002年底，德國安置了第1台Enercon 4,500瓩
之風機，約可供3,000戶家庭使用，光葉片直徑即達112公尺，更大的6,000瓩機型也在2006年

初開始運轉。這些大型發電機組不但提升了單機發電容量，同時也降低關鍵元件的重量（如

葉片、發電機等）以減少塔架負擔，成為目前風力發展主流趨勢。

臺灣地區的風力資源
根據工研院能資所研究分析指出，臺灣地區地面風場年平均風速達每秒5至6公尺以上

（約4級風）的強風區域超過2,000平方公里（全臺總面積35,873平方公里），風力潛能約400

萬瓩，如考慮人文及地物因素，保守估計，臺灣地區至少有100萬瓩以上的陸上風能潛能可

供開發。而海上風能潛力，在臺灣西海岸約有200萬瓩以上，合計臺灣有300萬瓩的裝置容

量。隨著風力發電技術之精進，裝置容量還能再增加。在核能發電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時，

不論是從二氧化碳減量，或從環保的觀點來看，風力發電應是我國可以大力發展的一種可再

生的乾淨能源。

國內風力發電發展
早在1960年初，台電公司就在澎湖白沙鄉進行過風力發電應用試驗，由於效率不彰，當

時未再繼續研究。

直到1980年能源危機發生，再生能源再度被提起，當時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

所，分區完成臺灣地區的風能潛力評估，並建立風力機研製技術能力，於新竹縣湖口鄉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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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場陸續完成4、40、150瓩等三型風力發電機的開發與運轉試驗。惟當時國際能源價格偏

低且風力發電成本仍高，在缺乏經濟效益下，風力機研發工作遂告中止。

其後，政府為降低傳統發電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及兼顧環保，積極推動潔淨能源運

用，訂定了相關補助措施，第1個接受補助設置之風場在雲林縣麥寮鄉臺塑六輕工業區附近的

「麥寮風力發電示範系統」，該示範系統於2000年12月27日正式啟用，是首座運轉之民間風

力發電機，裝置容量為2,640瓩（4座風機），其產出之電力供六輕工業區使用。有了成功開發

經驗，帶動台電公司及民間業者相繼投入陸域風能開發。

直至2003年11月11日，先前補助措施改以每度電2元（每度電等於每瓩小時，即連續1瓩

1小時等於1度電）由台電保證收購，成功帶動台電公司及德商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相繼投入

風力發電廠開發，期初發展頗為順利且有數個大型風力發電廠開始商轉，其中德商英華威風

力發電集團更於2006年3月在苗栗縣後龍鎮及竹南鎮更完成臺灣首座民營大型風力發電廠，風

力發電機25座、裝置容量4.8萬瓩（發電量約可供臺灣3萬多戶家庭使用），惟後來石油價格

急速上漲，風力發電機需求及成本急遽上升，投資經濟效益降低，直到2009年7月8日政府公

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後，再生能源推動有了法律基礎，最重要的是規定政府每年需因應

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成本變動等因素，檢討修正躉購費率，使得近2年來，陸域大型風

力發電躉購費率由每度電2元上升至每度電2.61元，幅度達30.5%；離岸式風力發電每度電今

（2011）年度收購費率更高達5.56元/度（2010年度台電公司平均每度售電單價2.61），可見風

力發電對於再生能源之重要性。

現行申設大型風力發電廠主要分為籌備創設、施工許可及成立給照等3階段，目前申請業

苗栗縣後龍鎮風力發電機，圖由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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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臺北科技大學畢業，並於同年進入經濟部能源局服務，負責民營電

廠及汽電共生系統設置輔導工作，專長為「電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及相關子法，近期致力於國內民營風力發電廠輔導設置，包括籌備創

設、施工許可及成立給照。目前就讀於臺灣大學電機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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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仍以台電公司及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為主，截至2011年7月厎止，共有263座風機取得電

業執照，裝置容量為51.3萬瓩，約可供34萬戶使用；49座風機取得施工許可，裝置容量11.2
萬瓩；28部風機取得籌備創設，裝置容量6.4萬瓩。

表：國內風力發電廠統計表             

                                           統計時間：2011年7月底

現況
民間 台電 合計

風機座數 裝置容量 風機座數 裝置容量 風機座數 裝置容量
商業運轉 101 22.5 162 28.9 263 51.3
施工許可 46 10.6 3 0.6 49 11.2
籌備創設 28 6.4 0 0 28 6.4

註：裝置容量單位為萬瓩

從陸域走向海上
風力發電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並提高能源自產率，對臺灣而言具有雙重功效，臺灣的

風力發電大部分設在西部沿海的苗栗、臺中及彰化，其密度已高，未來必須向西部沿海其

他地區如雲林、嘉義等前進，其發展成效和經濟效益與當地環境息息相關，政府每年之收

購價格調整後，原先風況較差、經濟效益較低之地區，可望吸引業者投資未開發地區。

鑑於陸域優良風場日趨飽和，為進一步強化風能開發利用，經濟部決定朝海上發展，

已於近日公告「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草案）」，尚有技術、法規等問題待克

服，目前仍倚重台電作為領頭羊，開先例，吸引其他民間業者跟進。

經濟部計畫設置600座離岸式風力發電機組，可創造離岸風力產業超過新臺幣5,000億元

產值。預計給予每案風場示範獎勵費2.5億元，另提供50%設置補助費用。首座離岸風場最

快在2015年完成，2030年前完成600座，裝置容量可達300萬瓩；而陸域風場於2020年前可

再設置 450座，二者合計共超過1,000座風力機，總裝置容量將達420萬瓩（相當於3座核一

廠），約占再生能源裝置目標的33%以上，可望成為臺灣電能替代最主要來源之一。 （本

專題策畫／臺大綠色電能研究中心陳德玉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