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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AEE 會議邀請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政府代表，企業和學術能源決策機構進行會議

探討。會議的過程試圖解決政府和產業界極為關注和重視的問題。IAEE 通常每年舉

行四次會議，分別為國際、美國、歐洲以及亞洲會議。IAEE 今年已在 2 月於日本京

都舉行亞洲會議，歐洲研討會預計 9 月 9-12 號在義大利舉辦，北美 IAEE 研討會預

計 11 月 4-7 號在美國德州舉辦。而在今年的國際 IAEE 研討會於 2012 年 6 月 24 日

~27 日在澳洲柏斯舉辦。本 次 會 議 的 大 會 主 題 為 “ 全 球 二 氧 化 碳 減 量 下 能源

市場的評估:後京都議定時代與未來，涉 及 6 個 議 題：二 氧 化 碳 排 放 模 式、電

力 市 場 評 估 與 清 潔 能 源 機 制 ；能 源 市 場 與 後 福 島 核 災 ； 能 源 效 率 、 發 展

與 清 潔 發 展 機 制 ； 能 源 消 費 、經 濟 成 長 與 碳 價 格 ； 能 源 政 策 替 代 能 源 與

能 源 安 全 ； 石 油 與 天 然 氣 市 場 與 再 生 能 源 。  

核 研 所 目 前 正 積 極 進 行 ”我 國 能 源 科 技 及 能 源 產 業 政 策 之 長 期 規 劃

評 估 ” ， 本 次 派 遣 卓 金 和 副 研 發 師 與 會 並 發 表 會 議 論 文
“Taiwan’s  Baseload  Power Option Analysis after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並 與 國 外 能 源 學 者 專 家 討 論 分 享 核 研 所 近 年 來 在 能 源 經 濟 的

研 究 成 果，藉 以 掌 握 相 關 能 源 議 題 之 最 新 資 訊 與 對 策，拓 展 與 國 外 研 究

單 位 之 合 作 關 係 。  

 

 

Abstract 

The 2012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nergy Economics Conference was held in Perth, 

on June 24-27, 2012. Themes of the conference were Low-carbon societ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involved: model of energ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energy policy, energy prices, energy systems and low-carbon economy in 

transition, energy security, energy markets and carbon trading,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ergy technology. Nearly two 

hundred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e seminar and discussed lively. INER assigned 

Dr. Cho, Chin Ho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ference and published papers: 

Taiwan’s  Baseload  Power Option Analysis after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He 

also conducted extensive exchanges of views with the local researchers during th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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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 的 

 

IAEE 會議邀請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政府代表，企業和學術能源決策機構進行會議探討。 會

議的過程試圖解決政府和產業界極為關注和重視的問題。IAEE 通常每年舉行四次會議，分別

為國際、美國、歐洲以及亞洲會議。IAEE 今年已在 2 月於日本京都舉行亞洲會議，歐洲研討

會預計 9 月 9-12 日在義大利舉辦，北美 IAEE 研討會預計 11 月 4-7 日在美國德州舉辦。而今

年的國際 IAEE 研討會，於 2012 年 6 月 24 日~28 日在澳洲柏斯舉辦。 

 

IAEE 於柏斯主辦第 35 屆 IAEE World 國際能源研討會，本次會議共收錄了論文 132 篇。

核研所目前正積極進行「我國能源科技及能源產業政策之長期規劃評估計畫」，本次派遣卓金

和 博 士 與 會 並 發 表 會 議 論 文 ： “Taiwan’s  Baseload  Power Option Analysis after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與國外能源學者專家討論分享核研所近年來在能源經濟

的研究成果，並藉以掌握相關能源議題之最新看法與對策，拓展與國外研究單位之合作關係。 

 

本次作者與會是希望藉由參加研討會，瞭解各國先進在能源模型領域的研究方法，如何

設定模型與情境分析，並如何將其研究成果應用為政策依據與行動策略，由於與會者多為各

國能源模型研究領域菁英，其中不乏是該國的政策幕僚機構或智庫。因此，此次參與研討會

所獲良多。本次與會另外一個目的，是藉由發表論文讓與會專家學者知道台灣能源經濟模型

的現況，並希望對於技術經濟模型提出建言，以及後續研究改進方向。更重要的是要讓各國

學者知悉台灣要兼具節能減碳及經濟成長所面臨的困境，讓各國知道台灣在為對抗全球氣候

變遷及邁向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本次出國的另外一個任務是在研討會期間與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IEEJ)的研究團隊進行

交流，並與 Yukari Yamashita (The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Japan, Board member, director)等學

者進行交流。會中並請教 Ms. Yamashita 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的成功經驗，以做為成立核研所

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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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 程 

 

項次 日期 
地點 

目的 
出發 抵達 

1 101 年 6 月 23 日 臺北 柏斯 報到 

2 

100 年 6 月 24 日 

至 

98 年 6 月 28 日 

柏斯 

蒐集整理資料、出席會

議發表論文、研究心得

交流 

3 100 年 6 月 29 日 柏斯 臺北 回程 

 

 

相關網站請參照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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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 得 

  

本次 IAEE 研討會台灣方面計有 4 篇論文發表，參加的單位計有核研所副研發師卓金和，

報告題目: Taiwan’s  Baseload  Power Option Analysis after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台灣

電力公司處長鄭運和，論文題目:The setting and redesign of feed-in tariffs；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

員王京明，論文題目: Power “Smart Pricing” with and without Smart Meters；以及經濟建設委員

會稽核楊達鑫。展現台灣學術界近期在能源經濟方面的研究方向與具體成果。另外，國外相

關研究單位亦提出了超過 130 篇的論文，提供台灣的學者專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能源經

濟問題，未來亦可驗證本身研究之見解在相異政經環境下的比較。 

 

於 會 議 上 ， 核 研 所 發 表 的 “Taiwan’s  Baseload  Power Option Analysis after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受到了學者的迴響。日本 Yukari Yamashita (The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Japan, Board member, director)及美國 David Young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對於本團隊技術經濟的模擬與碳價的課徵深感興趣，也對於在福島事件後台灣基載

電力佔比變化感到好奇。此外，為配合政府正大力推動的節能減碳政策與國家型能源計畫，

本報告另行彙整了相關大會主題報告及 6 篇會議論文（5 篇國外、1 篇台灣）之重要內容，作

為未來研究的參考 

 

發表心得 

 

2012 國際能源經濟研討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nergy Economics)由科廷大學

(Curtin University)及能源與礦產經濟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Research in Energy and Minerals 

Economics (CREME)主辦，研討會的主講人為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執行董

事 Richard H. Jones。Richard H. Jones 為前美國外交官，他曾擔任四個國家的大使：以色列

（2005-2008 年），科威特（2001-2004 年），哈薩克（1998-2001 年）和黎巴嫩（1996-1998）。2005

年他還擔任美國國務院的高級顧問和伊拉克政策統籌局局長。目前擔任國際能源總署副執行

主任，為國際能源署帶來了他三十多年的外交和政策經驗。其中包括中東的政治，貿易談判

和能源安全問題等。 

 

研討會地點位於澳洲的柏斯舉行。會議期間為期四天，從 2012 年 06 月 24 日至 27 日。此

次會議舉行方式為單一場次 100 分鐘，每人報告時間為 20 分鐘，5 分鐘討論時間，各項議題

皆有足夠的時間與各國與會者進行意見交換及充份交流。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nergy 

Economics 會議主題為檢視京都議定書與展望未來：油價變動、非傳統儲油、能源貧乏、二氧

化碳限制下之區域成長，以及能源需求、核能、氣候變遷經濟、CCS、供給安全、再生能源

技術之經濟可行性、綠色能源稅、能源技術之生命週期排放及淨煤轉換等。 

 

而在這一次發表論文中本人發表的文章為「Taiwan´s Baseload Power Option Analysis after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探討的內容為相對於美國與歐洲，台灣天然氣價格相對昂貴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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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此，使用燃煤 IGCC+CCS 在台灣將更具優勢。本研究採用 IEA 參數設定與美國、歐洲

及台灣燃料價格，以 RETScreen 進行技術經濟分析，計算 2020 年 IGCC、IGCC+CC(S)與 NGCC

電廠之上網電價、最適碳價及經濟可行的時間。結果顯示 2020 年 NGCC 上網電價(146.70 美元

/MWh)高於 IGCC+CC 電價(111.60 美元/MWh)與考慮碳運輸與儲存成本的 IGCC+CCS(127 美元

/MWh)，其代表意含為儘管在沒有碳稅的前提下，IGCC+CCS 在台灣仍較具優勢。 

 

相較之下，美國因為天然氣價格便宜，其 IGCC+CCS 在 2030-2035 年才有機會代替 NGCC。

台灣實證也顯示當 CO2 價格在 2020 年為 60-70 USD/t-CO2，IGCC+CC 較 IGCC 加上碳交易划算；

當考慮碳運輸與儲存成本後，CO2 價格必須高達 90-100 USD/t-CO2，IGCC+CCS 才划算。本研

究建議：(1)將 CCS 技術納入台灣能源政策之低碳能源選項，(2)及早興建 CCS 示範電廠，(3)

發展 IGCC+CCS 取代 NGCC。 

 

報告結束後有兩位先進對本次報告提出問題: 

 

（一） 第一個提問為 King Saud university 的教授 Carol A. Dahl，提問在本文中提到 IGCC+CC

及 IGCC+CCS 兩種計算均化成本的方式，其中最大的差異為何。筆者回應在過去國際能源

總署計算碳捕獲與封存技術均化成本皆考慮用 IGCC+CC 來衡量，原因有三。首先是過去

學者認為探運輸與儲存的成本不高，以至於忽略該成本。第二個解釋為運輸與封存的成本

較難以衡量，所以在推估時並未將之考慮在內。第三個原因為運儲不屬電廠範圍，習慣上

不列入發電成本，而在本文中由於我們獲得 GCCSI 推估的運輸與封存成本，故本研究將

之納入分析。 

 

（二） 第二個問題是 The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Japan 的董事 Yukari Yamashita，問筆者

對於未來天然氣價格的走勢如何評估。而筆者的回應為利用 IGCC 發電的過程會產生類似

天然氣的氣體並可以用來發電，而此氣體的產生可能抑制天然氣價格上漲幅度，但目前就

國際能源總署 2011 年出版的 World Energy Outlook 中，預測未來天然氣價格仍會向上攀升， 

因此，目前仍然未有這個現象產生。另外，一個關鍵則是頁岩氣(Shale gas)，當頁岩氣能

大量開採時，供給增加將會降低天然氣價格的上漲。 

 

與會心得 

 

此次是筆者第一次參加大型能源經濟國際會議，在短短四天的會議期間，除了發表本研

究團隊的論文之外，也聽到許多國外學者對於他們研究成果的發表，其中有許多值得筆者學

習的觀念，這些都是在國內比較無法聽到的經濟現象，也讓筆者的視野更加的開闊。  

 

而在這次的 2012 國際能源經濟研討會中，筆者的場次被排在第二天下午的第一個發表

者，雖然心情非常緊張，但由於在出國前已經盡力將論文的內容反覆背誦，以至於報告的過

程中非常順利，在報告結束後有幾位學者也提出他們對筆者這篇論文的意見和質疑，筆者也

利用簡短的想法來回應他們，也從中獲得許多啟發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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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 Taiwan´s Baseload Power Option Analysis after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是大

會中四篇由台灣人發表的文章其中一篇。本次發表的目的除了報告本所目前技術經濟的研究

成果，也希望與會的專家先進能給予指導建議，更藉由本次的發表機會，告訴國際專家學者

台灣也在為對抗全球氣候變遷及邁向低碳經濟盡一份心力。本次與會的國內專家，還有台電

公司鄭運和處長、中經院王京明教授。研討會期間有幸能與多位學者進行交流，除了能多瞭

解其他研究單位的研究方法與分析方向外，更藉此介紹核能所的能源模型與台灣目前能源使

用概況，有多位學者對於台灣的資源與能源安全現況感到驚訝。再與國內學者交談時發現學

者多有提到本所的葛復光先生，顯示本所近年來在能源模型領域耕耘已小有收穫。 

 

    此外，本次出國的另一任務，是在研討會期間與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Japan)的研究團隊進行交流，並與 Yukari Yamashita (The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Japan, Board member, director)等學者進行討論。會中並請教 Ms. Yamashita 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

的成功經驗做為成立核研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的借鏡。Ms. Yamashita 提到在日本能源

經濟研究所與其他團隊合作的經驗，為每一年兩個不同的團隊會互相主辦研討會，透過研討

會的交流來驗證彼此模型設計的參數設定及數值的正確性，並且透過這個研討會上級長官可

以互相溝通及了解，進而創造雙贏的局面。其中，以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及財團法人中央電

力研究院(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electric power industry)的互動最為密切。除了每年舉辦研究

討論會議交換研究成果與觀點，負責人直接對話討論能源議題。在地球環境產業技術研究機

構(Research Institute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for the Earth)與日本應用能源研究所(Institute of 

Applied energy)，則透過共同舉辦研討會及合作執行日本經濟產業省所安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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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心得 

ELECTRICITY: SOME QUANTITATIVE REFLECTIONS ON POSSIBLE FUTURES 

Enzo Di Giulio, 教授 

Eni Corporate University 

 

在這幾年歐洲制定了 20-20-20 的能源政策，所謂 20-20-20 是：指到 2020 年溫室氣體的排

放量相對於 1990 年要減少 20%；2020 年再生能源的比例要到達 20%；2020 年利用提高能源效

率減省 20%的能源消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核能成為義大利的的選項之一。儘管如此，義

大利人對於核能表現出強烈的反對，尤其在 2011 年剛剛發生日本福島核災後，一次公投結果

將禁止核能的發展。 

 

在義大利的發電比例中，如圖 2 化石燃料佔總燃料的 79%，其中天然氣具有關鍵作用

(57%)，煤燃料佔 16%。再生能源約占 22%，其中一半以上來自於水力發電，在未來歐盟提倡

發展再生能源的前提下，未來再生能源的佔比會逐年增加，也將會左右義大利的發電佔比。 

 

在表 1 中，可以看到義大利在發生福島核災前的能源配置規劃。根據表 1 可以發現未來

的天然氣與煤的比例將逐年減少，其中再生能源將會從目前的 22%佔比提高至 32% (2020 年)，

呈現穩定的成長。在核能的部分將在 2025 年提高至 14%，然而這種再生能源與核能擴張可能

將導致能源的供給過剩，進而造成經濟的危害。因此，該篇文章最主要想要討論的是，電力

的需求與供給可以均衡嗎?未來天然氣的角色?在這幾年頁岩氣的開採將會對於天然氣造成多

大影響。 

 

該研究利用的是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Italy 動態模型，其中考慮 2010-2030 年共 20 年資

料以及九種發電種類，分別為煤炭，天然氣，石油，水能，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和廢物，

地熱，核能發電等選項。此外，透過成本效益計算不同燃料成本的均化成本，並利用三種情

境:原始假設情境，傾向再生能源發展情境及傾向化石燃料情境，主要的差別在於成本的不

同，當越偏好再生能源的情境時，政府會補助太陽能每度的成本。當越偏好化石燃料情境，

政府也將補助化石燃料的成本。在圖 3 中顯示為原始架設情境下的均化成本，當均化成本越

低時，代表這個燃料的競爭力越強。 

 

由圖 3 發現天然氣石油以及煤炭的表現都良好，其中核能與地熱也呈現較低的均化成

本，反之，在再生能源的部分則相對沒有競爭力。在圖 3 則顯示為二氧化碳價格的敏感度分

析，價格分別為 30、70、130 美元/噸。結果顯示使用煤發電的均化成本隨著碳價格上升，上

升幅度高於石油及天然氣，原因為煤的二氧化碳排放係數高於石油及天然氣。 

 

在比較三種情境下在傾向再生能源情境下，水力擁有最低的均化成本，代表在這個情境

下是最適合發展的。在化石燃料的情境下，天然氣的均化成本最低，隱含天然氣將最具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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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能源供給與需求模型，作者列出 GDP 一年成長 2%及 0.3%兩個範例，結果顯示

於圖 4 與圖 5，在 GDP 成長率較大時能於會產生需求大於供給的現象，儘管將核能納入發電

的選項仍無法造成能源供需平衡，再生能源與核能的佔比同時上升也難以達到對於能源的需

求。 

 

該模型的實證結果如下，在原始的情境下考慮未來經濟成長率為 2%時，未來再生能源與

核能的佔比上升將造成義大利的能源供給過多。然而在 2011 福島核災後抑制了核能發展，控

制了能源過度供給的現象，再加上受到歐債危機造成義大利未來經濟成長將可能衰退，能源

供需較能維持平衡，因此，該作者提議政府不應再繼續發展核能發電佔比，以免產生太多的

能源供給而造成經濟的危害。 

 

在歐盟義大利的原始能源政策下，核能與再生能源都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為了達到歐

盟 20-20-20 的政策，核能與再生能源的發展將帶動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能源成本下降。然

而在發生 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後，義大利民眾開始舉辦公投反對核能的發展，也造成學者熱

烈的討論，然而由於近年來歐洲經濟受到次貸及金融風暴的影響，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一直

位於低點，以至於不需要太多的能源供給。因此，該作者認為未來核能佔比的減少可以由再

生能源的發展來替代。但相對於義大利或歐盟的國家，台灣的自然資源較匱乏，再生能源的

佔比相對於義大利少，天然氣的價格也較昂貴，面對福島核災後的減核以及未來的減排情境

下，基載電力佔比的問題將逐漸浮現，也將考驗著台灣政府的能源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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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THE CARBON PRICE REDUCE AUSTRALIAN ELECTRICITY EMISSIONS? 

Nicholas Cutler, 研究員 

ROAM Consulting 

 

澳洲在這幾年提出一個能源政策，其主要的內容為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020 年減少至

2000 年還要少 5%。其中未來碳價格的波動或許是刺激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的一個好的誘因。

因此，本篇文章利用碳價格高低觀察至 2050 年澳洲電力部門產業的減排效果。 

 

首先該作者將資料區分為三種情境：高碳價格路徑、中碳價格路徑及低碳價格路徑。 

 

這三個情境主要根據澳洲政府資料及 ETP 市場價格及每年 4%的成長率上升(如圖 5)。在

這三個情境中，可以發現在高碳價格情境 2050 年碳價可高達$270 每噸，低碳價情境約在$50

每噸。 

 

在接下來圖 6 為 2011-2050 年在碳價及中度能源需求的情境下能源配置為何。從圖中可以

看到在碳價相對昂貴下，黑煤的發電佔比隨著時間持續的向下遞減，其中由於碳價格昂貴，

複循環燃氣加上碳捕獲與封存技術佔比隨著時間成長快速，此外，不需要燃料的風力發電佔

比也將日益增加。 

 

在圖 7 中由於碳價格將便宜，碳捕獲與封存技術將沒有競爭力，以黑煤為發電燃料仍是

普遍的現象，其他再生能源如風力與水力的佔比將維持不變。 

 

在圖 8 中，為該作者以 LTIRP 模型模擬出高碳價格路徑、中碳價格路徑及低價格路徑的

二氧化碳排量總量。根據過去資料，在澳洲 200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 175kt，由此圖中可

以看到低碳價格路徑，以及中碳價格路徑明顯無法達到 2000 年在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水準，

只有碳價格在很低的情境下才能達到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020 年減少至 2000 年還要少 5%。因

此，該作者認為如澳洲政府所提出的燃煤關閉契約政策讓自願者關閉燃煤發電，才能達到澳

洲政府所期望的目標。 

 

由本篇文章我們可以了解該作者提到碳價格高低，對於發電佔比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當

碳價格越高時，會產生高排放量的燃料將不會被使用，另外，碳捕捉與封存技術也將被運用

在發電的過程中。另外，為了達到減排效應，除了碳價之外，政府的政策指引也十分重要。

在台灣的部分由於台灣能源大多來自於進口，在未來天然氣、石油價格快速飆漲且核能不延

役情況下，價格相對穩定且供給較不匱乏的煤，在未來發電上勢必仍將扮演重要的角色。由

於煤的發電碳排放係數較高，在國際減碳壓力逐漸浮現後，台灣因為使用煤發電的外部成本

將會大幅增加，出口貿易也將因商品碳足跡的關係而受到貿易限制，以上都會造成經濟體系

的衝擊。因此，本研究建議將碳價及碳捕獲與封存技術，一併納入發電成本並進行基載電力

規劃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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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ing gasoline prices policy: Why is it easier for Brazil than China? 

Eduardo Roberto Zana, Petroleum, 研究員 

Natural Gas and Biofuels National Regulatory Agency (Brazil) 

 

    自 2003 年以來，石油價格的持續上升成為許多國家必須迫切正視的問題，因此，在有限

的時間下，這些國家通過對石油產品的補貼定價政策，特別是汽油和柴油，使其國內價格固

定低於國外價格水平，這些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減輕通貨膨脹的壓力。實際上，許多國家對燃

料價格的補貼已經不是一個新現象。過去幾十年來特別是石油出口國，已利用補貼使其國內

燃料價格低廉。然而由於最近石油價格節節攀升，這些政策的機會成本增加。舉例而言，印

尼政府在國去幾十年來已經從一個石油出口國變成進口，面臨強大減少燃料補貼的壓力。另

一方面，巴基斯坦和台灣最近成功減少補貼的措施。因此，本文的目的是要提出的主要客觀

條件比較巴西和中國的油價補貼經驗。巴西這幾十年努力克服對石油進口的依賴，隨著時間

增加石油產量，打破石油公司壟斷，並在去年年底實現自給自足的狀態(如圖 9)，這將確保為

國內燃油價格將更具有靈活性。 

 

相對於巴西，中國大陸的石油仍有賴於國外進口(如圖 10)。 石油的生產低於石油的消費，中

間不足的部分將由進口來代替。另外，在圖 11 中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對於國內價格的管制情況

仍高於其他國家。這個結果確定了兩個因素，使得中國政府在於控制汽油價格更加困難。首

先，跟巴西不一樣的事，巴西國家國營石油公司擁有 99％的煉油能力。相形之下中國的私營

煉油廠經擁有 15％的總煉油能力，然而其私營煉油廠必須從國外市場進口石油，這個結果可

能會造成國際上的石油價格高於國內的石油價格，為了保證國內成品油供應，中國政府以補

貼價格的方式出售原油，這將導致這些企業的虧損。 政府利用此方式來控制汽油價格低於國

際市場價格水平的決定，必須意味著國有公司的虧損。相形之下，巴西自 2006 年以來的石油

自給自足，以及大部分石油由國營企業精製，國內採用的定價政策並不一定意味著國內石油

公司集團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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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Min Wang, 研究員 

 

在這幾年台電公司推出幾個聰明的電價定價方式，去吸引民眾調整能源需求。其中要的

方法為使用能源的時刻(Time of use, TOU)及能源需求減少的動機(Demand reduction incentive, 

DRI)。因此，本篇文章想要探討的是這兩種方法是否符合最有效的減碳及節省能源最好的方

法。其中 TOU 模擬的計算方式為： 

 

在夏季的計算方式為:R1xD1+R2x[(D3+D4)-(D1+D2)x0.5] 

 

在非夏季的計算方式為:R3xD1+R4xD2+R5x[(D3+D4)-(D1+D2)x0.5] 

 

其中 R1 為夏季一般費率，R2 為夏季離峰費率，R3 為非夏季一般費率，R4 為非夏季非費率，

R5 為非夏季離峰費率，D1 為一般需求，D2 為非夏季需求，D3 為星期六尖峰需求，D4 為離

峰需求。 

 

在使用能源的時刻(Time of use)的模擬中(表 2)發現在夏季時台電公司用電尖峰時期的電

價為 3.22 元，低於該作者模擬出的電價 3.68 元。在非夏季的部分台電公司用電尖峰時期的電

價為 3.13 元，低於該作者模擬出的電價 3.43 元。在夏季中部分台電公司尖峰時期的電價為 2.26

元，高於該作者所模擬出的電價 1.82 元，此外，在非夏季電價的結果亦同。因此，該作者認

為使用能源的時刻(Time of use)的政策中，對於尖峰電力使用的電價設定太低，在部分尖峰的

電價則設的太高，可以經由調整而使政策效果更有效。 

 

此外，該作者將能源需求減少的動機(Demand reduction incentive, DRI)，區分為基本稅率折

扣(Basic tariff discount)及城市競爭稅率折扣(County competition tariff discount, CCTD)。這兩種方

式的目的，在於利用稅率折扣的方式減少居民及學校的能源使用量。首先在基本稅率折扣

(Basic tariff discount)的能源節省如表 3。 

 

圖中顯示當電力消費的變動率介於 0 到-5%時，居民將會有 5%的稅率折扣，當電力消費

漸少 10%以下，居民或學校可以獲得大約 20%的折扣。在城市競爭稅率折扣(County competition 

tariff discount)的部分可參考表 4。用城市競爭稅率折扣(County competition tariff discount)的居民

為台灣 22 個城市中，能源減量成長率最高的三個城市。最優勝的城市可以獲得 15%的電力折

扣，其次為 10%。台電公司最主要的目的，為提升公眾對於能源節約的重視及習慣。在基本

稅率折扣(Basic tariff discount)的成本效益分析結果如下(圖 12) 

 

首先在環境保護的部分節省了 2.79M ton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台電公司的燃料成本可以節

省 198 億。能源節省約 4.5TWh 且家計單位的能源支出將減少 15.3b。 

 

 



 

11 

 

在城市競爭稅率折扣(County competition tariff discount)的案例下(圖 13)，節約能源將達到

460GWh，對於環境的危害也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257,000 噸。 

 

在這幾年全球的趨勢為建立一個低碳的社會，為了創造它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定價方式

來達到這個目的，其中學者提到利用 Time of use，以及 Demand reduction incentive 下的 Basic tariff 

discount 與 County competition tariff discount 來達到目的，就該作者的實證結果發現台電公司的

TOU 價格訂得較不適當，在電力使用尖峰時電力價格訂得太低，反之在電力使用為部分尖峰

時電力價格訂得太高，消費者較沒有動機去調整他對於能源消費的數量。另外，再 Demand 

reduction incentive 的部分，居民可以因此獲得 10%-30%的優惠折價，然而這種方式似乎是利用

台電公司的損失來回饋給民眾，當民眾能源越節省之下，台電公司的收益將日益減少，可能

較不易由台電公司接受及符合合理性，因此，這兩種方式都可以再做一些調整，來刺激民眾

減少能源使用量。 

 

 

China’s 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 and Power Plants Efficiency 

Chunbo Ma, 教授 

Schoo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電力產業在經歷了一連串不同目的不同階段的監管與改革，在

2002 年，垂直整合的電力公營事業 - 國家電力公司（SPC）將發電部門，輸電和配電網絡區

分開來，努力提高發電生產效率。因此，在該研究中，該作者利用資料包絡法研究改革後對

於化石燃煤電廠效率的影響。 

 

    此外，該作者採用隨機追蹤資料迴歸(random panel regressions)估計(表 5)提高效率的措施如

何變化變化，並如何影響 2002 年後獨立發電商和那些以前 SPC 的管理效率，除此之外，該作

者同時控制了其他因素，如年齡，發電量及發電的時間長短。在該作者的實證結果中發現(圖

14，圖 15，圖 16)，中國大陸的總要素生產力在 2000-2008 呈現正向成長，該作者將之歸於技

術進步所造成。另外，該作者發現的確在 2002 年，垂直整合的電力公營事業 - 國家電力公

司將發電部門，輸電和配電網絡區分開來，努力提高發電生產效率後，國家電力公司的發電

效率已大大改善，在考慮其他因素，如年齡、發電的電量及發電的時間長短，結果仍然呈現

一致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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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GREEN ENERGY POLICIES ON ELECTRICITY MARKET: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Julia Gutierrez, 教授 

 

 

為了達低碳經濟的目標，許多政府積極推動路能政策與綠能技術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其中歐洲對於綠能政策更是不遺餘力；因此，該作者利用 2001-2011 年月資料探討英國一

些綠能政策對於電力價格的影響，包括再生能源義務 Renewable Obligation scheme，以及歐洲

二氧化碳排放權價格 European Union CO2 Emissions Allowance Spot Price 等。首先研究的資料來

源如表 6。 

 

其中再生能源義務是英國支持再生能源發展主要的政策計畫之一，利用對於電力供應商

課稅使其逐漸增加供給再生能源的責任，同時電力供應商也藉由提供綠色電力獲得「再生能

源義務憑證」（Renewables Obligation Certificate），每一單位的憑證代表以再生能源方式，提供

兆瓦小時的發電量。 

 

在實證結果的部分(表 7)該作者利用頑強的標準誤修正迴歸式的異質性，第一條迴歸式試

圖估計所有的變數，而第二條式子估計的是將石油及天然氣價格變數拿掉。從第一條及第二

條式子，可以發現利用總變異除於可解釋變異的 R 平方值接近 0.84，代表模型結果配適的不

錯，電力價格可以由這幾個變數來解釋。另外，在調整的 R 平方值從方程式一的 0.844 降至

方程式二的 0.834，可見石油價格及天然氣價格對於解釋電力價格是有幫助。 

 

在石油天然氣排放權價格(EAPrice)以及煤價格的係數皆為正，隱含當這些價格上升時會

帶動電力價格上升。在再生能源義務價格則依開始呈現負向相關，隨著再生能源價格越來越

高，再生能源價格及電力價格則呈現為正相關。 

 

該作者利用 2001-2011 年資料估計能源政策對於電力價格的影響，實證的結果發現有些能

源政策對於電力價格為負，其他則為正，呈現較不一致的現象。因此，綠色能源政策對於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有正面的影響，對於電價的影響則有正有負。以再生能源義務為例，此變數

在初期對於電價為負的效果，到某一個谷底後則會轉為正的效果，因此，較難判定再生能源

義務對於電價的影響。所以，在未來台灣制訂綠色能源政策時，將有助於二氧化碳的排放，

但有關於電價的波動可能還是要從其他面向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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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參 訪  

本 次 IAEE 安 排 的 技 術 參 訪 為 Kwinana Power Station，它 是 Verve 城 市 中 第 二 大 的

發 電 廠 ， 位 於 澳 洲 柏 斯 南 方 約 40 公 里 ； 他 最 大 的 特 色 是 能 利 用 煤 炭 、 天 然 氣 及

石 油 作 為 燃 料 發 電，一 年 共 生 產 420 兆 瓦 的 電 力。為 什 麼 會 利 用 三 種 燃 料 進 行 發

電 呢 ?首 先 在 1972 年 發 生 第 一 次 石 油 危 機 時，石 油 燃 料 的 短 缺 使 其 改 變 燃 油 發 電

而 利 用 煤 炭 作 為 發 電 的 主 要 燃 料 。 而 煤 炭 在 澳 洲 的 產 量 也 相 對 豐 富 。 在 1980 年

代 Kwinana Power Station 開 始 利 用 天 然 氣 作 為 主 要 的 發 電 燃 料。在 2005 年 之 後，

利 用 石 油 作 為 燃 料 發 電 又 重 新 被 採 用 ， 因 此 ， Kwinana Power Station 是 一 個 非 常

獨 特 的 發 電 廠 。 目 前 Kwinana Power Station 正 在 加 裝 2 座 100MW 裝 置 容 量 的 燃

氣 渦 輪 機，所 需 要 的 成 本 為 2.63 億 美 元。而 根 據 Kwinana Power Station 的 人 員 介

紹 這 兩 座 100MW 裝 置 容 量 的 燃 氣 渦 輪 機 ， 可 利 用 石 油 及 天 然 氣 作 為 發 電 的 燃

料。此 外 ，Verve Energy 公 司 透 過 這 兩 組 高 效 率 高 穩 定 度 ，將 可 以 提 供 西 澳 洲 定

期 與 穩 定 的 電 力 (如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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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 議 事 項 

今 年 度 作 者 發 表 的 論 文 很 榮 幸 可 以 被 IAEE 接 受，並 得 以 代 表 核 研 所 參 加 此

一 盛 會 ， 覺 得 獲 益 良 多 ， 也 希 望 未 來 能 多 多 鼓 勵 與 支 持 過 內 的 學 術 界 與 研 究 界

發 表 論 文 ， 參 加 此 高 水 準 的 學 術 盛 會 。 經 過 這 次 會 議 可 發 現 ， 各 國 在 能 源 領 域

的 研 究 實 力 十 分 堅 強 ， 因 此 ， 要 如 何 與 國 外 學 者 的 交 流 ， 瞭 解 到 對 於 籌 建 國 家

級 能 源 研 究 機 構 的 需 求 。 透 過 此 次 聆 聽 研 討 會 ， 筆 者 得 到 許 多 新 的 想 法 可 以 應

用 在 未 來 的 研 究 改 進 方 面 ， 因 此 ， 對 於 未 來 的 研 究 與 發 展 我 們 建 議 如 下 ：  

 

（ 一 ）  能 源 政 策 對 於 電 力 價 格 的 影 響 呈 現 較 不 一 致 的 現 象 。 因 此 ， 一 個 綠 色 能

源 政 策 可 能 只 能 影 響 二 氧 化 碳 的 排 放 量，對 於 電 價 的 影 響 較 無 法 確 定，然 而

民 眾 對 於 電 力 價 格 變 動 較 為 敏 感，如 果 一 個 綠 能 政 策 造 成 電 力 價 格 大 幅 的 上

漲 將 無 法 被 人 民 所 接 受。所 以，在 未 來 台 灣 制 訂 綠 色 能 源 政 策 時，要 如 何 在

降 低 二 氧 化 碳 的 排 放 的 前 提 下，兼 顧 電 力 價 格 的 波 動 仍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課 題 。 

 

（ 二 ）  相 較 於 義 大 利 或 是 歐 盟 擁 有 較 多 的 再 生 能 源 佔 比 (水 力 發 電 )， 台 灣 的 自

然 資 源 較 匱 乏，天 然 氣 的 價 格 也 較 昂 貴，面 對 福 島 核 災 後 的 減 核 及 未 來 的 減

排 情 境 下，基 載 電 力 佔 比 的 問 題 將 逐 漸 浮 現，也 將 考 驗 著 台 灣 政 府 的 能 源 規

劃。因 此，在 政 府 穩 定 減 核 下 找 尋 一 個 穩 定 供 給 的 基 載 電 力 將 十 分 重 要，例

如 CCS 技 術 等 。  

 

（ 三 ）  利 用 台 電 公 司 的 損 失 來 回 饋 給 民 眾 ， 當 民 眾 能 源 越 節 省 之 下 ， 台 電 公司

的 收 益 將 日 益 減 少 ， 可 能 較 不 易 由 台 電 公司接 受 及 符 合 合 理 性 ， 因 此 ， 利 用

台 電 公司補 貼 民 眾 減 少 電 力 消 費 可 再 做 一 些 調 整 。 例 如 由 政 府 單 位 來 進 行 補

貼 等 。  

 

（ 四 ）  台 灣 能 源 大 多 來 自 於 進 口 ， 在 未 來 天 然 氣 、 石 油 價 格 快 速 飆 漲 且 核 能 不

延 役 情 況 下，價 格 相 對 穩 定 且 供 給 較 不 匱 乏 的 煤，在 未 來 發 電 上 勢 必 仍 將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然 而 由 於 煤 的 發 電 碳 排 放 係 數 較 高，在 國 際 減 碳 壓 力 逐 漸 浮

現 後，台 灣 因 為 使 用 煤 發 電 的 外 部 成 本 將 會 大 幅 增 加，出 口 貿 易 也 將 因 商 品

碳 足 跡 的 關 係 而 受 到 貿 易 限 制，以 上 都 會 造 成 經 濟 體 系 的 衝 擊。因 此 ，本 研

究 建 議 將 碳 價 及 碳 捕 獲 與 封 存 技 術，一 併 納 入 發 電 成 本 並 進 行 基 載 電 力 規 劃

的 檢 討 。  

 

（ 五 ）  未 來 本 所 進 入 經 能 部 後 ， 仍 應 繼 續 以 研 究 單 位 對 研 究 單 位 的 方 式 與 國 外

能 源 相 關 單 位、學 術 機 構 保 持 聯 繫。透 過 它 們 的 研 究 結 果 可 以 略 知 先 進 國 家

未 來 能 源 政 策 的 方 向，提 供 我 國 政 府 及 早 規 劃 因 應。 另 外，在 與 其 他 國 內 機

構 合 作 時，可 建 立 以 雙 方 舉 行 研 討 會 的 方 式 來 促 進 合 作，並 由 兩 造 長 官 直 接

進 行 交 流 ， 建 立 雙 方 信 任 與 溝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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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會議文宣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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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再生能源佔比 

 

 

 

 

圖 3 中顯示為原始架設情境下的均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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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能源供給與需求模型 

 

 

 

 

圖 5 能源供給與需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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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碳價以及中度能源需求的情境下能源配置 

 

 

 

圖 7 低碳價以及中度能源需求的情境下能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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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LTIRP 模擬碳價路徑 

 

 

 

圖 9 巴西石油生產與消費 

 

 

 



 

20 

 

 
圖 10 中國大陸的石油供需圖 

 

 

 

圖 11 各國天然氣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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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基本稅率折扣(Basic tariff discount)的成本效益分析 

 

 

 
圖 13  城市競爭稅率折扣(County competition tariff discount))的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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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累積總要素生產力改變 

 

圖 15 技術效率改變 



 

23 

 

 

圖 16 其他因子改變改變 

 

 

圖 17 技術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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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發生福島核災前的能源配置規劃 

 

 

 

 

 

表 2 使用能源的時刻(Time of use)的模擬 

 

 

 

 

表 3  基本稅率折扣(Basic tariff discount, BTD)的能源節省 

 

 

 

表 4 城市競爭稅率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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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隨機效果追蹤資料迴歸 

 

 

表 6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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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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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會 議 報 告 投 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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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論 文 集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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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與 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往 來 書 信  

 

From: 卓金和 [mailto:gold00926@iner.gov.tw]  

Sent: Thursday, July 05, 2012 3:19 PM 

To: yamashita@edmc.ieej.or.jp 

Cc: 葛復光 Frank 

Subject: Dear Ms. Yamashita 

 

Dear Ms. Yamashita: 

How are you going now? 

I was impressed to discuss with you at 2012 IAEE global conference.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many 

helpful suggestions. However, there some other questions after I discuss with my co-workers. 

  

Our institute will rename as Institute of Energy Research, subordinate to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Energy next year. And the minister assign our institute to establish a new center, Energy Economics and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 In Taiwan, there have been some think tanks for energy economics, but they 

are foundations, different from our public organization. 

  

As I know, there are IEEJ and other think tanks in Japan. How does IEEJ lead and operate joint programs, 

such as divide, cooperate and integrate, with other think tanks? I hope we can refer to Japan successful 

experiences to design a win-win strategy for our center and other think tanks. 

  

Could you share your insi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you and IEEJ experts? If possible, could 

you provide some materials (English or Japan) about my questions? 

  

 Your helpful response would be appreciated! 

  

Regards, 

Cho, Chin-Ho 

Institute of Nuclear Energy Research in Taiwan 

------------------------------------------------------------------------------------------------------------------------ 

Dear Mr. Ch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dditional enquiry. 

Please let me get back to you next week. 

Let me see if there is anything we can contribute for your thinking. 

 

Best reg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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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ari Yamashita 

IEEJ 

------------------------------------------------------------------------------------------------------------------------ 

Dear Ms. Yamashita: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ful response and hope you have a nice weekend.  

 

Regards, 

Cho, Chin-Ho 

Institute of Nuclear Energy Research in Taiwan 

 

 

From: Yukari Yamashita [mailto:yamashita@edmc.ieej.or.jp]  

Sent: Friday, July 06, 2012 11:35 AM 

To: 卓金和 

Cc: 葛復光 Frank 

Subject: RE: Dear Ms. Yamashita 

------------------------------------------------------------------------------------------------------------------------ 

Dear Dr. Cho, 

 

Thank you for waiting. 

As I cannot think of a document which suits your interest, attached is some description of IEEJ’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research institutes.  

 

Unfortunately, I cannot explain more clearly how we collaborate although we do collaborate very closely 

in many different projects and at many different meetings.  

For example, we have good communication with RITE which develops similar but different energy 

modeling tools as IEEJ. Therefore, we often contact each other to compare our results using the same 

assumptions to see what brings differences and how we can explain, etc. for METI. Same with IAE. 

Some members of IEEJ sit on research planning meetings of mentioned think tanks and vice versa. 

 

Please excuse me for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I wish you a successful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center. 

 

Best regards, 

 

Yukari Yamashita 

The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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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y related think tanks in Japan and IEEJ’s relationship.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CRIEPI) 

http://criepi.denken.or.jp/en/index.html 

 

 IEEJ and CRIEPI hav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collaboration. We hold annual research exchange 

meeting to share researches and views. Our presidents contact each other regularly to discuss energy 

related issues.  

 We sometimes collaborate to conduct research together, co-host symposium for the public together and 

work together for METI or on our own budget. 

 

Institute of Applied Energy (IAE) 

http://www.iae.or.jp/e/index.html 

 

 IEEJ and IAE hav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collaboration. We sometimes collaborate to conduct 

research together, co-host symposium for the public together and work together for METI.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for the Earth (RITE) 

http://www.rite.or.jp/index_e.html 

 

IEEJ and RITE sometimes collaborate to conduct research together, co-host symposium for the public 

together and work together for METI. 

 

 

 

There are many other thinktanks with which IEEJ contact regularly. 

 

 

 

 

 

 

 

 

 

 

http://criepi.denken.or.jp/en/index.html
http://www.iae.or.jp/e/index.html
http://www.rite.or.jp/index_e.html


 

61 

 

附 件 四 主 要 交 流 學 者 名 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