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落實台灣太陽光電兆元產業政策」議題對政府之建言 
 

有鑒於太陽光電是未來重要的新能源，政府也相當重視太陽光電

產業的發展，近期更完成一系列綠能法案之立/修法程序與再生能源發

展政策，其中太陽能產業是目前政府所宣示要積極推動的綠色能源產

業之ㄧ。故本社以落實太陽光電兆元產業政策為主題，邀請對象以產

業為主，學研為輔，先舉辦三場系列座談，廣收業界意見，彙整後，

更於今(98)年 7 月 31 日與經濟日報合作，邀請產官學研共同召開「落

實太陽光電兆元產業政策」座談會，針對太陽光電綠能產業落實方案

提出看法與建議，希望能以產業角度彙整相關意見，提供有關單位參

考。謹附上四次座談會紀要與重點彙整，並提出下列建議供參： 
 

1. 提高政府推動層級才能落實太陽光電兆元產業 
推動一個新興產業，牽涉到跨部會的分工，若政府負責的層級

不夠高，常有多頭馬車無法統合之憾，建議政府能成立至少政務委

員主導之決策小組或推動委員會，負責跨部會整合與推動。 
 

2. 結合業者與城市之示範案例創造多重效益 
建議政府可利用各縣市特色，與有實力的業者共同合作，建立

幾個大型裝置系統做為示範案例，不但讓業者加強大型系統營運管

理經驗，亦可兼顧教育民眾與提升生活品質之效。另外，這也是一

個展現實績的機會，對要爭取國際標案的業者而言，助益相當大，

是個多重效益的推廣方式。 
 

3. 明確且一致的政府採購標準 
建議政府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在設置太陽發電裝置

時，應有一致的招標規範與審核機制，除了訂出合理資格與價格

外，後續的維護與管理也應納入考量，如此才能讓廠商有明確的依

循方向，更能確保品質與售後服務，否則低價競標，易造成劣幣驅

逐良幣。 
 

4. 盡速建立國內認/驗證機制 
歐美日韓與大陸各國都自訂模組檢測標準，外來廠商需通過各

該國之標準認/驗證，以保障各國的在地廠商。台灣目前對國外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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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產品，並未設定檢測或驗證門檻。唯有盡速建立國內認/驗證機

制，才有公平的市場機制，確保國內廠商之競爭力。 
 

5. 合理的進口關稅才能保障國內業者 
目前台灣對太陽光電製造所需部分料材，如玻璃板材、鋁框等

的進口，都課以相當高的關稅，對模組成品進口卻不課稅，導致國

內電池和模組製造等太陽光電產業的中游廠商成本無法下降，無法

與國外產品競爭，不但不合理也阻礙相關產業於國內之發展，建議

政府能全面檢討。 
 

6. 欠缺整合機制有賴政府出面協調 
太陽光電產業與其他產業不同，涉及層面相當廣泛，如一個電

廠的設置，除了本身相關技術外，還需有大量資金挹注、電業併網、

監控系統、維護管理，甚至方位及氣象等諸多面向皆需考量，如推

廣目標為 BIPV，還牽涉到建築結構和法規、研發選項與人才培育，

這些都有賴政府協助跨業整合，讓整合機制順利運作，才易造就兆

元產業。 
 

7. 獎勵優惠以電能躉售電價補助為主 
多數與會者主張採躉售電價優惠補助方式，廢除設備補貼，並

建議以優惠利率、設立基金提供品質保險制度，彌補取消設備補

貼形成的初設誘因不足，同時也可以避免現行冗長繁瑣的設備補

助審查程序及缺失。但對於具發展潛力及示範效果之產品，如

BIPV、新結構、新製程太陽電池等可以考慮予以設備補助。 

 
8. 以 BIPV 自創品牌為我國產業長遠規劃目標。 

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BIPV) 為台灣太陽光電發展的重要趨勢

與契機，可以 BIPV 自創品牌做為產業長遠規劃目標。建議政府出

面整合建構一個跨業界(建築設計、營建及太陽光電產業)合作交

流平台，同時放寬對 BIPV 之補助機制，鼓勵創新設計，增加建物

視覺美觀，創造附加價值。  

註： 
1. 詳細內容請參閱當天會議資料(如附件)。 
2. 本社僅提供討論平台，以上意見與看法並不代表本社立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