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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能源是工業革命以來國家發展製造業最重要的必需品，任何重

視民生的政府都必須將其能源多元化，不論來源或產生方式，否則

一旦供電不足或是石化製品產業受到打擊，對台灣的政治經濟將有

及大的危機，可以這麼說，台灣能源問題的迫切性，比起兩岸關係

不遑多讓。2016 年蔡政府上台後推動能源轉型，規劃將台灣去核電

方向前進，原本計畫 2025 年達成「非核家園」，以天然氣 50%、燃

煤 30%、再生能源 20%的結構，但現在因為國際局勢變動因素，也

就是烏克蘭戰爭造成歐洲能源危 機，一來使得台灣的石化類能源取

得成本大幅增加，二來再生能源也因為能源總需求 增加而導致無法

達成 20%的目標，既有的能源政策有必要進行檢討，以利新能源之

發展，從而保障台灣國家安全。  

    從國際局勢來看，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導致冷戰結束以來最

嚴重的全球能源危機，也使得台灣中油虧損嚴重，可能損失高達 2000

億。政府藉由中油吸收國際油價上漲而抑制國內油電雙漲，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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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的確使台灣通貨膨脹的壓力低於其他歐美國家，但也扭曲了自

由市場機制，長期而言傷害中油與台灣的競爭力。因此，藉由此次

危機積極發展再生能源勢在必行，目的不僅能降低對進口能源依

賴，也能降低成本，因為太陽能板和風力發電成本低於天然氣、石

油和煤炭，而台灣再生能源佔比實在嚴重過低，形成對單一來源的

依賴。 

   根據《BP 世界能源統計評論》所公布的資料，在 2021 年，全

球能源消耗 增加了近 6%，翻轉 2020年因 Covid 19而導致能源消費

的 4.5%下降（自 1945 年以來的最高的年度降幅）。而順應全球碳排

放淨零的趨勢，風電和太陽能光電在 2021 年繼續強勁增長，目前

佔總發電量的 13%，成長 17%，是過去兩年全球發電量增長的一半

以上。 

 

貳、台灣能源結構挑戰 

    台灣因為非預期的經濟增長而導致對能源需求的上升，這乃是

源自 2016年起形成的美中對抗國際局勢，使得美、歐與台灣的政府

與製造業重新進行全球佈局，也間接影響台灣半導體與電子產業的

需求與產能增加，相對的用電需求也大幅增加。特別是因為 COVID-19

台灣的疫情控制情況並沒有產生大規模的停工，而其他國家短暫停

工而導致對台產能需求增加，嘉惠台灣經濟之際，也造成供電常有

不足之虞，凸顯出我們的能源正陷入三重危機，不僅過度依賴天然

氣、過度依賴進口、過度依賴政府補貼。 

 

一、過度依賴天然氣 

   台灣發電為了解決空氣汙染問題逐漸從燃煤走向天然氣，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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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最高的天然氣 99%依賴進口。目前 2座接收站不敷使用，正在

建設的第 3 座接收站都還無法滿足我們的進口需求，計畫將再打造

2座共 5個接收站才足以讓供應量可以達到 14天。除此之外，儲槽

容積也必須增大，將現有 15天的儲量擴大到 2027年約 24天，以確

保天災人禍時有足夠的避險機制。原本俄羅斯天然氣佔 13.7%來源

也必須新覓來源，而且分散採購來源，像是最大的來源國卡達也只

佔 28.8%，不到 3 成。不過，過度依賴天然氣會影響能源自主，因

為只能夠進口。  

 

二、過度依賴進口  

    台灣能源過度依賴進口不僅表現在天然氣，煤或石油皆然。除

了再生能源，其餘能源幾乎 100% 仰賴進口。以經濟部《能源統計

手冊》，2020 年台灣進口能源占 97.79％。原油 與天然氣的進口容

易受到國際動盪影響，歐洲嚴重的通貨膨脹就是因為降低對俄羅斯

天然氣依賴所引發的困境。美中的系統性競爭關係必然導致進一步

的台海局勢惡化，一旦中共決定打擊台灣經濟，影響天然氣進口將

是其中選項，佈局能源穩定供應已經成為 重大的國安問題。  

 

三、過度依賴政府補貼  

    依照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調查，台灣政府在 2015年對石化

燃料補貼 315.8億 美元，石油和燃煤兩大塊即佔 85%，近年補貼的

大幅轉向天然氣，從中油嚴重虧損而窺見一二。表面上民眾得益於

便宜油價與電費，企業也得以壓低製造成品成本並維持獲益。 但是

此種長期補貼的結果，就是加深前述兩個過度依賴進一步惡化。不

僅造成對石化燃料依賴，無法向再生能源轉型，也導致以國庫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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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事實。換句話說，一般繳稅民眾貢獻國庫，卻拿去補貼依賴

便宜電價的企業、商家，會產生市場扭曲的現象，進一步脫離不開

便宜電價，導致能源轉型的道路成為責怪再生能源價格過高，其實

忽略石化能源價格便宜的真正因素。  

 

參、新能源政策的新思維 

    根據國發會公布的「淨零排放路徑」，再生能源比例必須在 2050

年拉高到 60-70%，對比 2021再生能源比例僅佔總發電量約 7.1%來

看，台灣能源轉型之路相當艱辛。要能降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除

了被台灣人民排斥的核電之外就是再生 能源，而前者在台灣已經成

為政治問題，需要執政者與人民重新溝通。相較於再生能源的模範

生紐西蘭而言，台灣明顯的落後與不足，主因有二：一是經濟結構

上，紐西蘭以畜牧業乳製品為主，人口規模也僅 600於萬人，用電

需求量遠小於台灣。二是地理環境上，紐西蘭面積足足超過台灣的

7倍，地廣而人稀非常適合發展再生能源。  

    近年台灣經濟成長率比預期高，用電量大幅增加，由於發電量

需求變大，再生能 源建設並沒有隨之增加，讓綠能成績進一步打折

扣。值得重視的是，由於烏克蘭戰爭 影響，歐洲議會在 2022 年 7

月 6日投票通過將核能與天然氣都列入綠能，這也反映出世界上各

個重要的製造業大國對於核能思維的轉變，包含德、日、韓都重新

思考核能。以德國為例，其政府正計劃延遲關閉 3座核電廠，以因

應天然氣的短缺。日本政府同樣面臨供電壓力，一改福島核災發生

後多年的非核政策，不僅將重啟 核電廠，更計畫打造新世代核電

廠。經濟結構與台灣相仿的南韓也是一改前朝反核政策，新上任的

南韓總統尹錫悅大力推動核能，目標不僅使核能成為該國主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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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還可以實現南韓氣候目標，進而成為全球核電設備和技術的出

口國。  

    對照這些製造大國往核能靠攏，台灣的非核加上再生能源發電

量只達到上述 7.1％，代表「非核家園」的能源配比有其困難。必須

注意的是，歐盟是在「永續金融分類」制度中將核能與天然氣納入

綠能，是基於鼓勵對氣候變遷友善的直接投資項目與融資貸款，而

非將這兩者視為再生能源。由此可知，核能的選項是基於能源自主

的戰略思考，而非是淨零的碳排放。如何擺脫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困

難重重，台灣的經濟又如此依賴製造業出口，再生能源恐怕有緩不

濟急的困境。目前政府建置的綠能裝置不足，而且隨著太陽能屋頂

型供電建設日趨飽和、地面型土地在地狹人稠的台灣難以取得，前

景堪慮。  

    台灣在經濟高度成長及製造業暢旺下，開源與節流都極其重

要，過度依賴天然氣會使的 2025年的燃氣依賴達到 53%，燃煤因為

有空氣汙染問題變成票房毒藥，故也不會增加新機組，但發電比率

達到 30%，仍然遠高於再生能源的總量。即便台電如期完成新的智

慧電網建設，綠能電廠及電網同步到位的狀況，依賴天然氣、進口

與補貼的這三大困境仍然無法改善。 

    探究其因，即是核能與火力發電機組效能遠高於再生能源發

電。以發電裝置容量和實際發電量作為對比更為清楚，2020年再生

能源發電的裝置容量 16.4%，但是實際 發電量僅為 5.47%，可說是

硬體不足，效能也不足。關鍵問題在於台灣有沒有足夠的 土地來吸

收光能和風能，或是技術不足有效儲存所產生的電力，使政府繼續

依賴天然氣。以土地需求看，年發電量估算火力機組僅 0.6-1平方公

尺，風力機多一點 1.3平方公尺，太陽能則要 15平方公尺。不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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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再生能源的選擇也會面臨什麼都反對的環保團體抗議，糧食作

物、生態保育、漁場、與航道等議題，都促使台電與政府推動再生

能源速度緩慢。  

     離岸風電國產化是一個經典的案例說明台灣再生能源為何會

如此的艱辛。根據國際工程顧問公司 4C Offshore在 2014年針對全

球「23 年平均風速觀測」的研究，發現世界上風力最強的 20 處離

岸風場，台灣海峽就佔 16處。政府也從 2018年開始大力推動，然

而今年 7月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推動離岸風力發電要求開發商必

須協助台灣產業將機組零件國產化，用以促進產業發展與創造就

業，技術成熟後還能展開外銷。但政策落實到從未接觸離岸風電產

業的台灣廠商，在技術、語言、人力資源與疫情的打擊之下，製造

品質及量能不如預期，迫使開發商轉向國外採購。簡言之，台灣推

動風電政策目前進展落後，還無法成為可信賴電力來源。  

 

肆、結論 

    能源是台灣經濟的命脈，從 GDP 的結構就可一目了然。然而當

前的三重過度依賴造成潛在的國家安全危機，新能源政策必須回應

未來國際情勢與經濟發展雙管齊下進行短中長期的調整，並仔細思

考發展新世代核能計畫。實踐能源自主是維繫台灣經濟永續發展的

關鍵。儘管降低補貼很可能會帶來短期的經濟壓力與選票流失，但

是如果不進行，再生能源就很難大刀闊斧的進行技術升級，價格也

無法跟石化燃料競爭，降低進口石化燃料也就變得不可行。天然氣

雖然目前具有價格與效能優勢，但是仰賴政府補貼與國際局勢的穩

定，前者扭曲市場、後者不掌握在自己手裡，新能源的作法要更有

前瞻性，才能實踐能源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