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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14年氣候行動組織（The Climate Group）與碳揭露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共同發起「RE100」再生能源倡議，邀請國際企業加入全球再生能源使用行動，加入成員

須承諾在2050年前，從生產到營運皆達成100%

全綠電使用的目標。該倡議初期目標為2020年前募集100間大型企業

承諾使用100%再生能源，至今已超過300間國際企業加入RE100，包括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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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業龍頭：Google、Facebook、蘋果、微軟，以及台灣的護國神山-

台積電等，從電力需求層面來看，RE100成員的電力需求每年超過330TWh

，規模等同於世界第11大用電國-英國，企業響應的程度超乎想像。

全球暖化日益加劇，迫使各

國及國際企業必須正視再生能源的使用，同時加速減少碳排放量也早已

是全球性的共識，每年公佈的CDP成績

，便是檢視企業在全球永續行動是

否準備充分的重要指標。在CDP的計算中，範疇二及三（Scope2&3

）的碳排放量皆與再生能源的使用

具有強烈的關聯性。此外，ESG

的投資環境也是企業邁向永續行動的重要推手，ESG相關指數如：MSCI ESG、DJSI、FTSE4Good

Index

，為現今深受投資人重視的風險

評估指標，指標高低意味著企業管理ESG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能力。

當企業宣告加入RE100

，不僅代表著企業致力於永續發展，同時也間接向投資人傳達幾項重要消息。首先，公司具備足

夠的治理能力，可在一定年限前，使企業達到再生能源100%

目標，其中包括對全球數個公司據點的在地法規掌握能力，以及企業管理能力。 其次，當企業所

在地的能源市場價格波動時，對企業的營業費用影響有限，企業可透過簽訂購售電契約，或自行

設置再生能源電廠，降低外購電力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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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風險。以近期中國限電或是缺電狀況為例，對於有宣告RE100

的企業而言，掌握多樣化電力來源其風險承擔能力勢必比未採取環境行動的企業更高。

在投資環境及國際企業愈來愈重視

碳

排放

量，以及

再生能源使用的趨

勢下，許多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據關鍵

地位的廠商，除了透過RE100來達到企業本身的碳抵減，更是

宣告綠色供應鏈計畫，進一步促使企業在CDP中範疇三（Scope3

：價值鏈中的間接碳排放量計算）的碳

排放量減少。如同Apple2015

年實施清潔能源計畫，要求供應

鏈使用潔淨能源生產蘋果產品，截至2020年7

月，已有70多家供應鏈宣告使用100%再生能源電力為Apple

生產產品。由於台積電20%

以上營收來自於蘋果，因

此在這項計畫中更是首當其衝。為此台積電於2020年加入RE100，並於2021

年要求供應鏈廠商響應綠色製造，同時規範供應商在2025年達到15%

的溫室氣體抵減。不過在這波綠色浪

潮下，再生能源的使用及節能卻成為供應商，未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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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能否穩居台積電供應鏈的雙重難題。從國際科技巨擘Apple

發力，到台積電協同旗下供應鏈響應並延續環境行動，這種類似「拉粽子頭」影響全球製造業的

做法，未來勢必在各產業中遍地開花。而台灣以中小企業為本，是國際生產鏈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全球綠色供應鏈的驅使下，台灣能否跟上國際趨勢，達到綠色生產的目標，將是未來能否維持

並提升企業競爭力，甚至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課題。

為了達到綠色生產並降低碳排放量，再生能源的使用必定是達成目標的主要手段。在採購再生能

源的路上，從自身過往的產業經驗與RE100

台灣年報，總結三點企業在台採購再

生能源將面臨的挑戰。       

首先，供需不平衡。因應國際供應鏈、國內環保法規及自發性環境行動，我國綠電需求強盛，企

業多半摩拳擦掌準備採購綠電，然而現今綠電市場卻供不應求，這點或許與多數人的認知相互矛

盾。從政府制定目標來看，2025年非核家園目標20GW的光電設置量及5.7GW

的風

電設置量

，在政府大力倡導

下，近年光電設置數量節節飆升，今

年太陽光電設置量更是有望達到3GW，接近過去10

年太陽光電總設置量的一半。再生能源設置飆升的今日，為何出現綠電市場供應量不足的問題？

我們先將已設立及未設立的電廠分開討論。過去已設立的再生能源電廠，多將再生能源電力躉售

給台電，若將這些電廠的再生能源電力提供給有需求的國內企業，依電業法須透過相關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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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備註轉供的再生能

源發電業執照」，且依電廠情況不同須花費約3個月

至一年不等。此外，過去電廠設立時，多半有向銀行申請專案融資，並以與台電簽署的購售電契

約作為融資條件之一，然而現今若要將電力銷售給企業，則需重談專案融資，上述兩項變更費時

費力，使多數廠商望之卻步。至於未設立的電廠，是否第一時間申請取得「備註轉供的再生能源

發電業執照」，並談好專案融資，則須將額外尋找用戶、洽談契約的行政及時間成本納入考量。

需注意的是，若未來營運模式選擇不銷售給用戶，台電仍會以固定的費率收購電廠的電力。對於

有心做綠電交易的廠商若不畏上述困難，仍希望將電力銷售給企業用戶，勢必會期待電價比台電

的收購價更高。在此條件下，市場將面臨供需不平衡且綠電價格高的窘境。

其次，缺乏資訊透明度。民國106

年電業法修法，自此台灣開放再生能源電力的自由交易，對國內多數企業來說，向民營廠商採購

再生能源都是初體驗。然而，在

資訊不透明，且簽約年限又動輒5

年以上的狀況下，企業難以大膽地採購綠電，同時也得面臨許多困境，其中不透明的面向包括：

綠電價格、市場上可採購的綠電度數、未來的電價走勢（綠電及台電的電價）、綠電採購契約的

簽約條件等。以綠電採購契約的簽約條件為例，買賣雙方需議定的面相眾多，包含採購電量、綠

電價格、供

過於求的電價補償機制

、供不應求的電量補償機制、繳費期限、採購

年限....

等等，上述條件，對首次採購綠電的廠商來說，往往會在初次交易過程中感到陌生且不知如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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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最後，無法掌握企業本身的用電資訊。對於宣告RE100

的企業來說，

自身用電數據的掌握至關重

要，台灣的綠電交易機制，計量基準為每15分鐘核算一次，即台電會採計

供需雙方在該15分鐘的發用電資訊，計算15

分鐘內企業使用多少綠電，例如EX：甲方15分鐘使用100度電，乙方同時提供30

度的綠電，台電便會計算甲方的100度電力，其中有30度為

乙方提供的綠電，剩下70度才台電的灰電提供。故RE100

企業要達到高比例的再生能源使用，

就必須清楚掌握自身每15

分鐘用電狀況，甚至進一步做到用電預測，才有辦法準確判斷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及水力發電的

各自比例。並以此為綠電採購的長期規劃。

過去國內企業在能源管理的角度，多從節能角度思考，但現今要使用高比例的再生能源，則須換

個方向，從「負載管理」的角度進行能源管理，瞭解供電曲線及用電曲線，以達到降低減少餘電

的發生（供電大於用電時，超出用電的部分稱之為餘電，綠電供應商通常針對過高比例的餘電，

收取額外費用），甚至須更

積極地將視野擴大至外購再生能源及儲能，達到用電成本最低化的目標

。在過去僅台電掌握企業自身的

用電資訊的狀況下，效益不彰。但對於今日要達到RE100

的企業而言，是進行長期綠電佈局的關鍵因素，也是企業走向數位轉型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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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台灣企業在綠電採購上的挑戰，產官學三方應站在同一陣線共同應對，台灣企業能否在

減碳及再生能源使用上達到國際標準，將是未來國際企業選商時考量的重要指標。針對供需不平

衡，政府端應協助從源頭提出解方，無論是降低「備註轉供的再生能源發電業執照」的取得難度

，減少轉換成本，或是開放供電資格，針對現今台灣多數自用發電設備，設計可交易綠電的條件

，如透過再生能源售電業等，皆是可開放多方討論的面向。產業及政府端的意見一致，才有辦法

推動修改電業法，並從根源解決，綠電交易路上遇到的供應狀況。

針對產業資訊透明部分，買賣雙方本來就會存在一定的資訊落差，但現今情況在於資訊落差過大

，不同賣方提供的資訊也未必相同，造成買方在決策上難以判斷，若能有限度地揭露市場資訊，

使賣方依舊享有公平的競爭環境，買方也不會因過度的資訊落差而進退兩難，上述將有賴政府端

協助揭露部分的資訊，或辦理研討會進而縮減資訊落差，同時透過產業內部顧問的角色，協助買

方快速了解產業的基本資料，達到平衡的結果。至於無法掌握企業本身的用電資訊，為達成高比

例再生能源，企業的高階主管應認知數據應用的重要性，否則承辦人員八風吹不動，無法取得數

據即無法進行長期綠電採購的規劃，迫使企業達成100%再生能源的使用年限遙遙無期。

面對現今的國際趨勢，減碳及再生能源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企業端不能再以交功課的心態面對社

會要求，而是須以轉型的思維看待變化，在此基礎上，進行長期的佈局才能游刃有餘，以不至於

產生見招才拆招，或晚別人幾步的窘況。健全綠電交易市場也需要政府與廠商站在第一線，共同

面對問題，並透過調整制度的方式，使交易機制更落地，這將是未來綠電市場能否蓬勃發展的重

要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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