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目標7 

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

永續且現代的能源 

永續會核心目標7 

「可負擔能源」 

113年3月13日 

113年度第1次工作分組會議 



報告案(1)-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報告案(2)-112 年各指標達成情形與檢討作業 

討論案-113 年各指標目標值設定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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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工作圈運作架構 

• 召集人：能源署署長 

• 秘書處：能源署政策組 

• 工作分組會議：每3-6個月召開1次(依行政院

國際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由召集人邀集委
員與核心目標7各指標主辦機關（台電公司、

能源署各組）共同參與討論。 

• 辦理業務： 

1.填報檢討前一年度指標達成情形 

2.設定當年度指標目標路徑 

3.提交前一年度指標檢討報告與年報 

4.辦理永續會決議事項納入討論研究 

可負擔能源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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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標7管考指標 

指標7.1.1 

獲得供電的家戶比例(台電公司) 

指標7.1.2 

潔淨燃料發電比例(台電公司) 

目標7.1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能源服

務，並提高潔淨燃料發電占比 

目標7.2 

提高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目標7.3 

提高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

涵蓋率，並降低能源密集度 

指標7.2.1 

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能源署前瞻
組、推廣組) 

指標7.3.1 

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能源署節能組) 

指標7.3.2 

能源密集度(能源署節能組) 

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代的能源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4 



報告案(1)-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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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議事項(112年12月21日) 

決議事項 
請業務單位就委員提出之國際指標：全國總電量產出中化石燃料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per total electricity output)之實質內涵進行
釐清，考量後續執行管考之可操作性及國際評比標準，作為我國永續發展指標與國際
接軌之參考。  

辦理情形 
1.經查聯合國永續發展網絡SDSN指標「化石燃料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全國總電量

產出（CO2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per total electricity output 

(MtCO2/TWh)」中有關化石燃料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範疇未有明確定義。 

2. 我國針對發電端化石燃料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已依氣候變遷因應法階段管制目

標，訂有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並定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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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請業務單位就委員提出之國際採用再生能源占最終能源消費比例為指標之緣由進行研
析，瞭解其計算方法及指標設定意函 

辦理情形 
1.經查聯合國永續發展網絡報告(SDSN)，再生能源供給占初級能源總供給比例與再

生能源消費占最終能源消費比例均有使用，2023年則以再生能源消費占最終能源

消費比例作為指標。 

2.我國能源統計公開資料已定期公告「再生能源供給占初級能源總供給比例」，如

為與國際指標接軌，可新增「再生能源消費占最終能源消費比例」管考指標，惟恐

增加額外行政成本。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112年12月21日) 



決議事項 
請業務單位就永續發展政策綱領核心目標7(修正草案) 內容， 請各業務單位依委員意見
與目前政策推動方向，不侷限於既有文字內容，就其所管範圍再次檢視修正，以符合國
家永續發展政策理念與關鍵戰略等政策措施規劃 

辦理情形 
1.永續發展政策綱領核心目標7(修正草案) ，已送永續經濟工作圈(經濟部)轉永續會秘書
處。 

 
2.永續會秘書處已彙整委員意見，請各工作小組檢視中，並預計於永續會第59次工作會
議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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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議事項(112年12月21日) 



報告案(2)-112 年各指標達成情形與檢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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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目標值：除法令限制外，台電公司配合用戶提供電力服務，用電申請達成率
達100%。 

指標7.1.1 

獲得供電
家戶比例 
    (台電公司) 

計算方式： 
台電公司表燈非營業用戶數 

 
內政部統計之家戶數 

（>100%時，按100%計） 

Ｘ100% 

1.112年實績值：配合用戶提供電力服務，用電申請達成率達100% 

 

2.執行說明： 

對於民眾申請用電，台電均以供電義務原則配合電力服務，偏遠地區用戶無需
負擔線路設置費，充分滿足民生需求，112年用電申請達成率達100%。 

 

已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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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7.1.2 

潔淨燃料
發電比例 
  (台電公司) 

 

112年 燃煤 燃氣 核能 再生能源 
其他 

燃油 抽蓄水力 

目標值 37% 42% 9% 9% 3% 

實績值 36.5% 44.1% 7% 9.9% 1.2% 1.3% 

潔淨燃料發電比例（實績值） 

台電系統年發購電量占比 

36.2% 36.5% 

43.4% 44.1% 

9.1% 7.0% 
8.6% 9.9% 
2.6% 2.5％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22年 2023年 

111年及112年台電系統發電配比(%) 

其他 

再生 

核能 

燃氣 

燃煤 

112年潔淨燃料發電比例 

實績值 執行說明 

潔淨燃料發電比例達
54%（燃氣44.1％+再生
能源9.9％） 

潔淨燃料發電量總計
1,326億度，再生能源發
電量243億度(較111年增
加約27億度） 

已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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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7.2.1 

再生能源
累計裝置
容量 

(能源署) 

執行說明：我國112年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17,916MW，占全國總發電裝置
容量(63,520 MW)約28.2%，較105年(4,726MW)增加約279%。 

未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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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 

112年 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 水力發電 地熱 生質能+廢棄物 

目標值MW 20,515  

實績值MW 
17,916 

12,418 2,674 2,104 7 714 



執行情形與原因檢討 

(一)太陽光電： 

1.近年國際間受烏俄、以巴衝突影響，致光電案場所需模組、重機電等成本、航運、人力及受有影響，致案場各項成本增加。 

2.適逢總統大選，光電發展成為政治攻防話題，導致部分縣市政府對光電態度趨於保守，造成地面型光電的核准趨緩。 

3.外界因養殖轉型、生態維護落實、友善環境工法、漁民權益保障措施有所誤解，而致輿情、陳抗頻傳，延宕漁電共生政策推

行。 

(二)離岸風電： 

1.國際離岸風電市場蓬勃發展，各國紛紛投入離岸風場建置，致使當前國際離岸風電施工船舶量能有限，可能間接影響我國施

工進度。 

2.離岸風電有施工氣候窗限制，我國因地理環境因素，每年約僅有6~7個月可施工期，且我國易受颱風侵襲，亦影響我國離岸

風場建置。 

3.全球離岸風場進度均因疫情影響延遲，臺灣離岸風場工程進度亦受影響。 

執行情形 112年我國整體再生能源累計裝
置容量17,916 MW 

原因檢討 112年遭遇困境 

累積裝置容量(MW) 各種能源比例(％) 2025年目標 

太陽能 12,418 69.31 20 GW 

風能 2,674 14.92 6.5 GW 

慣常水力 2,104 11.74 2,104 MW 

生質能/廢棄物 714 3.98 778 MW 

地熱能 7 0.05 20 MW 

海洋能 0.1 MW 

合計 17,9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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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展望與精進作為 

(二)離岸風電： 

1.由經濟部層級定期督導離岸風電進展及進行相關議題協調，並藉由行政院層級進行跨部會調處，以解決行政及法規障礙，

加速離岸風電之推動。 

2.建立「風力發電單一服務窗口」，每日追蹤風場施工情形及透過定期管考制度，確實掌握風場施工期程，了解業者遭遇

問題，提供必要行政協助。 

3.透過研擬船舶利用最大化機制，提高風場間船舶調度彈性，以利風場把握施工氣候窗。 

4.每日追蹤業者施工進度，掌握業者履約情形，已完成累計283座風機，突破2,000MW設置量。 

推動展望 規劃113年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目標23,658 MW，持續以太陽光電及離岸風電為推動重點 

精進作為 

(一)太陽光電： 

1.已成立專案小組針對土地、饋線、行政程序建立推動模式，循序達成2024年設置目標。 

2.已建立跨部會專案小組協調聯審機制，每週會議並以甘特圖落實期程管控排除障礙，加速設置。 

3.持續透過專區劃設、台電加強電力網、共同升壓站機制及協助簡化海管審查機制。 

4.針對漁電共生所致疑議，即時發布澄清稿，宣導漁電共生推動理念。 

5.漁電共生以綠能輔助漁業升級、創造就業經濟、吸引青年回流，加強正面宣導，並適時邀集各界參訪， 112年已有養殖成

功案例，有助於化解外界疑慮： 

(1)台南七股日運案（42.8MW），養殖烏魚、虱目魚及白蝦，迄今總收成已逾64公噸。 

(2)台南北門恩富案（128.2MW），養殖文蛤及虱目魚，迄今總收成已逾89公噸。 

(3)台南七股志光案（85.7MW），養殖文蛤、龍虎斑及午仔魚，迄今總收成已逾5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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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目標值：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涵蓋率41% 

強制性節
能規定能
源消費涵
蓋率 

(能源署) 

指標7.3.1 

強制性能源效率規定 

所涵蓋能源消費量 (公升油當量) 

 
全國最終能源消費 (公升油當量) 

= 

1.112年實績值：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涵蓋率預估達41.2% 

2.執行說明： 

(1)器具設備效率規範：至112年已公告33項產品之設備及器具容許耗用能源基準(MEPS)管制，112年

新增通風機MEPS產品，預計113年生效實施。 

(2)產業能源效率規定：推動能源大用戶(約4,900家)執行能源查核制度，促進落實節能改善，以及搭配

動力與公用設備效率管理，推動用戶汰舊換新，優化強制性節能能源消費表現。 

(3)運輸效能管理：109年公告訂定「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110年公告訂定「電動

車輛能源效率標示格式」，112年電動車能源標示累計核發310車型，電動小客車122車型、電動商

用車7車型、電動機車181車型。 

計算方式： 

未達統計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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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目標值：能源密集度年均改善 2%以上 

能源 
密集度 

(能源署) 

指標7.3.2 

計算方式： 

國內能源消費 (公升油當量) 
 

實質GDP (千元) 
能源密集度 = 

當期能源密集度

104能源密集度

1

當期年度−104
 年均變動率＝ 

1.112年實績值：能源密集度年均改善4.00％（104年為基期）。 

2.執行說明：105至112年能源密集度年均改善率為4.00％，工業部門能源密集度年均改善

3.52%、服務業部門改善2.37%。 

 

已達標 

4.17  

3.83  

3.57  

3.2

3.4

3.6

3.8

4.0

4.2

4.4

2021 2022 2023

 能源密集度  (公秉油當量/百萬元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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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113 年各指標目標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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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7.1.1 獲得供電家戶比例 (台電公司) 

指標 7.1.2 潔淨燃料發電比例 (台電公司) 

年度 112年 113年 ＊114年 

目標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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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12年 113年 ＊114年 

燃煤 37% 34% 30％ 

燃氣(↑) 42% 46% 50％ 

核能 9% 5% - 

再生能源(↑) 9% 12％ 20％ 

其他 
燃油+抽蓄水力 

3％ 3％ - 

備註：114年目標值於111 年 12 月 29 日行政院核定「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修正本」時所設定。 



指標 7.2.1 再生能源累積裝置容量 (能源署) 

年度 112年 113年 ＊114年 

目標 20,515MW 23,658MW 29,424MW 

類型 113年目標量(MW) 

太陽能 16,210 

風能 4,564 

慣常水力 2,104 

生質能/廢棄物 764 

地熱能 15 

合計 2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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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7.3.1 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涵蓋率(能源署) 

指標 7.3.2 能源密集度(能源署) 

年度 112年 113年 ＊114年 

目標 41% 41.5% 42% 

年度 112年 113年 ＊114年 

年均改善% 2％以上 2%以上 2%以上 

備註：114年目標值於111 年 12 月 29 日行政院核定「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修正本」時所設定。 



簡報結束 
 

謝謝聆聽 



附件1 聯合國永續發展網絡報告（SDSN）在不同時期對於再生能源發展指標之計算方式 

2019年/2023年：再生能源占最終能源消費比例 

2020年～2022年使用再生能源占初級能源總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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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修正（草案）經113年1月10日署奉核版提送經濟部 

一、政策理念 

我國地狹人稠、自然資源有限，現階段能源使用仍仰賴進口傳統化石燃料為主。為提升能源自主與供應韌性，自
2016年起推動以再生能源為主之能源轉型政策，充分運用地理環境特色，優先推動具發展優勢之光電/風電，以逐步
降低化石燃料發電占比，同時於需求面推動能源效率提升，降低能源密集度，朝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
續且現代之能源方向努力。 

二、政策目標 

透過提高潔淨燃料發電占比、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及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涵蓋率，並降低能源密集度等，落實核心
目標7政策理念。 
綜合考量再生能源發展技術成熟可行、分階段務實規劃、帶動產業發展等原則，以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為重點推動項
目，並評估未來技術發展，將納入地熱、生質能、海洋能與氫能等前瞻能源組合，透過相關戰略積極推動，預計我國
2030年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達49 GW。 
 
能源效率為國際公認「首要能源」(first fuel)，將透過知識傳遞帶起社會節能行動、推動建築能效分級、設備效率接
軌國際、擴散節能成功經驗、賦予企業責任自發節能、強化節能治理生態系與智慧節能與技術革新等推動策略，達成
2030年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涵蓋率達45%，以及能源密集度年均改善2%以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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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策略 

(一)潔淨電力系統發展 
1.確保人人都能獲得供電之服務，對於民眾申請用電，均本於供電義務原則儘速予以供電。 
2.優先建置技術已成熟的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同時發展地熱、生質能、海洋能等前瞻之再生能源技術，並搭
配低碳燃氣發電，促使電力系統逐步邁向低碳化，同時藉由電網系統橋接，確保電力供需平衡。  

(二)再生能源發展 
1.太陽光電：透過土地多元利用，擴大設置場域，並應用更高效率的矽堆疊模組技術，擴大光電設置能量。 
2.風力發電：陸域風電部分，將優先輔導無環境影響疑慮及地方態度支持之場域空間為主，穩健推動陸域風電
開發設置；離岸風電部分，透過「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3階段推動策略，逐步穩健推動離岸風電，並朝
大水深趨勢發展。 

3.前瞻能源：為增加再生能源選項，以基載型地熱與生質能為前瞻能源發展重點，並透過合宜躉購費率提供經
濟誘因，及藉由示範驗證扶植相關技術發展。 

(三)提升能源效率 
1.提高主要用能設備(空調、冷凍冷藏及馬達等)效率基準與高效率設備滲透率。加強節能宣導推廣、用電資訊可
視化及節電獎勵，促進節能知識傳遞與落實。 

2.提升企業節能目標，導入系統效率管理與配套機制，強化能源管理廣度與深度；建立客觀、公正的驗證機制，
擴大節能參與。 

3.整合既有節能輔導與節能改善成功經驗，藉由輔導、管理及經營模式改變，將具成本效益模式複製擴散。導
入智慧化科技強化節能應用，並持續投入節能科技研發，布局未來節能技術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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