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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力發電國內產業推動及合作 

第 7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6年 2月 7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二、 地點：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B1柏拉圖廳 

三、 主席：曾副組長增材 記錄：翁專員正原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附件二簽到單） 

五、 專題報告：（略） 

六、 綜合討論：（詳附件一發言紀要） 

七、 會議結論： 

（一） 感謝荷蘭、德國、新加坡辦事處、產業公協會代表

及越來越多業界先進陸續加入本平台交流，有關離

岸風電涉及基礎設施、港口、產業需求、航道、漁

業溝通、法規調整等議題，皆透過跨部會平台進行

協商處理。 

（二） 離岸風場將創造出龐大產業商機，依本次會議的分

享，開發商會對於供應商的選擇係以驗證、訪廠及

報價之三階段方式進行，有興趣成為供應練的業

者，可於會後與相關開發商進行討論及交流。 

（三） 本溝通平台後續亦視議題定期舉辦，希冀各界持續

支持參與本平台後續討論，俾利政策推動同時多方

聽取各界業者想法，以作為施政參考。 

八、 散會（中午 12時 15分） 



 

 

附件一 發言紀要 

01、回應玉山能源簡報中針對政策之疑問 

回應 

單位 
發言內容 

經 濟 部

能源局 

1. 航道議題：針對南北通行航道已於農曆年前召開會議並初步確

定，近期將由交通部公告，針對大陸船隻進入我國主要港口從

A 至 H 點將有部分調整，調整過程應為交通部與國防部、海巡

署等有關單位協商後確定，另南北航道已開過 6 場座談會，自

去年 3 場及今年 1 月份的北中南 3 場會議，雖東西側開發面積

有點影響，但影響不大。 

2. 工業區土地變更：工業區土地變更變電站在法律上是允許的，

電業籌設拿到之後即可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只要工業主管機

關無意見，多為可行。 

3. 安裝施工碼頭：風機組裝碼頭已協調臺中港務公司釋出 5A、5B

碼頭，必要時亦建議臺中港務公司可按階段釋出 5~8 號碼頭，

另水下基礎重件碼頭部分則尚在協調中。 

4. 專案融資：有平台專案處理中，另有些民間企業與銀行已有投

入，如國泰世華銀行已積極投入。 

5. 電業法工作許可期間：電業法修正已將原 2年改為 5年。 

6. 台電的購售電合約（PPA）與專案融資之限制：9家民營公司多

以專案融資為主，其 PPA 合約原則上大同小異，後續如有相關

需求可再行討論。 

7. 漁業補償及回饋：漁業署已與開發商及漁會做過溝通，另就漁

業權區內外制訂補償公式，於去(105)年 11月公告。至於回饋部

分，電業法修正將針對發電業及輸配電業，並針對不同能源別

進行規範。 

8. 海岸管理法：行政院刻正對海岸管理法、大陸礁層、海纜上岸

等類似及重疊之審查部分進行檢討，希望相關的審查標準能夠

一致，如有相關單位如環評審查通過，海岸管理法審查通過是

否可給予採認，不管是海岸管理或環境影響評估都是委員制，



 

 

由不重複之專業委員進行審查，法制面會進行檢討。至於海岸

管理法是否要有專用指引規範，則建議內政部營建署研議，但

海管法針對風場開發為新業務，藉由三示範風場累積經驗，有

助於後續明確審查方向與標準供開發商一體適用，相信是可以

期待的。 

9. 併網、容量競爭議題：台電公司目前規劃於彰化設置二個併接

點，總容量 4GW，但台電仍須進行陸上電纜的投資及變電站的

擴充，目前本局收到業者之申請已超過 6GW，審查中尚有

4GW，雖非全在彰化，但彰化仍為最大宗，針對開發商競合優

先使用的議題，本局後續將研議何種方式為妥適。 

02、(廠商不具名)發言意見：「請問示範計畫目前時程是否有變更？」 

回應人 發言內容 

經 濟 部

能源局 

海洋、福海示範風場表定時間應為去(105)年商轉，去年 11 月展延

審查會議同意示範機組展延：海洋至今年 6月、福海至今年 12月。

台電示範風場維持 109年。 

03、臺大理學院海洋研究所公司退休教授梁乃匡發言意見：「離岸風電建置後

是否影響漁船拖網，但該海域其實可作為箱網養殖良好場域，一方面因

為受到保護水質乾淨，一方面亦可提供就業機會，業者也可提供相關能

力是相輔相成，新的設計亦可抗波浪及海流，建議可納入漁會共存共榮

方案。」 

回應人 發言內容 

玉山 

公司 

箱網養殖是很好的想法，但應考慮場址位置及當地地理條件，以 3

家場址為鄰近場址特環境性差不多，但離岸 4-50 公里、水深 4-50

公尺，漁民會想開船到很這麼遠？是否要推動，不只是業者本身的

決定，地方漁會想法很重要，以我們經驗，漁會並不熱衷，可能是

案子特性離岸太遠，近岸可能較為適合，但這並非本公司跟漁會討

論共榮的主要項目。 

丹能 

公司 

對我們來說離岸風電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將評估附近捕魚作業是否

有安全疑慮。 

麥 格 理 本公司在歐洲離岸風場具十幾年經驗，目前尚未看過有箱網養殖的



 

 

公司 作法，對於漁業共存共榮亦要考慮到漁民在風場的安全。 

04、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常務理事沈景鵬發言意見：「本計畫大約

1,200億相當龐大，是否本計畫為政府或電力公司投資之公司？或私人來

台投資的公司？」 

回應人 發言內容 

經 濟 部

能源局 

(1)由政府訂定公告躉購費率（FIT）由台電公司保證收購 20年。大

多投資為由民間企業。(2)根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經營電力網之電

業有義務收購再生能源所發出的電，此為立法通過，具強制性。經

營電力網的公司不能夠拒絕。 

05、(廠商不具名)發言意見：「政府單位如何給業者在地化具體支持?」 

回應人 發言內容 

經 濟 部

能源局 

有，含水下基礎、風機產業，希望開發商在國內尋求投資夥伴來共

同開發出來，負責部門由工業局，經濟部有專案小組處理產業在地

化議題，政府當然鼓勵投資者如丹能公司今日簡報說明：如可在國

內採購將以國內優先，特別是重件如水下基礎。 

06、(廠商不具名)發言意見：「風機基礎安裝船供應的部分，丹能公司、玉山

能源傾向由外國調度或希望在台建造？」 

回應人 發言內容 

丹能 

公司 

(1)船的問題對我們也非常重要，船由歐洲調度時間相當耗時，會考

慮用鄰近的船，沒看到特別的需求 base on Europe,如直接由歐洲引

進將是鉅額成本，希望台灣有此能量，但如 2020 年台灣仍無力供

給，當然會考慮歐洲。但目前已經跟很多台灣本土廠商溝通需求。

(2)我們的船目前也是可在台灣用的上。 

麥 格 理

公司 

基樁、船的投資考量台灣及鄰近區域的投資效益，例如未來可提供

區域性使用。 

玉山 

公司 

整個施工過程會用到的船隻種類蠻多的，不見得都要從國外來，但

台灣目前多無符合國際標準的認證，但如台灣造船如能國內發展，

且可符合品質、安全等，當然會洽國內廠商採購，也是這個案子的

重點，如提出需求後才會有供應市場。其實也要評估案場的進度，

如台船或大型船隻建造廠，因不同案子需求可能不同。然而是否要



 

 

全部國造？可能是另外思考的問題，如有長遠計畫國造應具投資效

益，但如為滿足緊急需求而造，是否開放以採購為主？因據我們了

解，歐洲其實很多油氣礦業都走下坡，造成很多船隻都是空在那邊

的。或是用合作發包採購船進來比較快一點，但仍務必考量船隻是

否適用於計畫需求，如吃水深等，故供給面的部分，建議了解開發

商工程需求及時程，再去規劃是否國內製造較為務實。 

07、CKU、海大教授發言意見：「請問開發公司進行塔架施工時，會考慮使用

什麼系統來監控天氣及海象情況？開發商要如何因應颱風及地震的風

險？」 

回應人 發言內容 

丹能 

公司 

工程計畫原本就有工程顧問公司就各種台灣海域場址風險進行基

礎設計，並符合國際認證標準降低風險。 

玉山 

公司 

台灣屬地震帶，可藉由歷史地震資料進行兩年的地質測量，過程中

亦可取得颱風數據，雖然是以後的事情，但此資料卻可作為風機設

計的考慮，我自己本身有電力公司及顧問公司經歷，故台灣颱風的

情形我是非常瞭解的，故目前風速的部分都有持續評估，颱風的風

險亦在利用極端風速、水位、波浪數值來決定抗強風、抗地震的參

考值，作為整個基礎、塔筒及風機設計的評估基礎，降低風險。關

於以上我們也會與成大做審慎的評估規劃。地震土壤液化亦為我們

評估有考量到的重點。我們亦有地質鑽探作為掌握所有資訊作為後

續細部設計的參考。 

08、計量企業有限公司發言意見：「(1)許多問題，要達 2025 年 4GW 按目前

進度是否會來不及？(2)能源局聽聞將改為署？是屬於經濟部底下或如獨

立出來如環保署，是否更利後續風力政策推動？(3)建議標竿學習歐洲有

經驗的廠商，減少開發阻力、加快我國離岸風電建置速度。」Shell Taiwan

發言意見：「(1)請問丹能公司如何選擇潛在供應商(2)上次政策環評大會

共識提到航道外先開發，再考慮航道內？是否這會影響到既有開發商的

權力？」 

回應人 發言內容 

經 濟 部 (1)能源署何時會成立之議題，因目前組織法尚未立法通過，爰尚無



 

 

能源局 確切時程，按組織法草案規劃，未來能源局會改制為能源署，人員

亦會增加，仍隸屬於經濟部。(2)針對能源目標 2025年要達到 4GW，

太陽光電 20GW，都是很大的挑戰，離岸風電我國因從無到有，太

陽光電面臨土地取得的困難，如嘉義跟台南鹽灘地是國產署持有，

部分野鳥協會關注候鳥影響議題，亦影響開發進度；離岸風電面臨

最大的問題，包含法規的調和、其次為施工碼頭、再來是施工船隊

的需求，一個船隊一年大概可完成 30 架左右，以一架 5MW，30

架約 150MW，以此速度 2020年後，一年有將近 500MW才有機會

達成 2025年 4GW，雖然目前都在進行環評階段，是否能通過，尚

無法得知。(3)是否為航道外或內側開發先後，政策環評有委員提出

這樣的看法，但因影響範圍很大，目前仍在協調討論，尚未定案。 



 

 

附件二 簽到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