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綠色能源專家技術諮詢服務會議 

 

 
 

服務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姓名職稱： 經濟部能源局陳玲慧主秘 

經濟部工業局王義基科長 

派赴國家： 菲律賓 

出國期間： 103年 11月 10日至 14日 

報告日期： 103年 12月 27日 

 

 



2 

摘要 

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是我國少數以「中華民國」國

號參與之政府間國際組織，102年由本局主導整合跨部會資源，與 APO秘書處在台北共

同成立「APO綠色卓越中心(APO Center of Excellence on Green Productivity, APO COE 

GP)」，期望藉由此中心所搭建的國際合作平台，將我國資源循環、綠色能源、綠色工廠、

生態農業等 4 項綠色優勢技術推廣至 APO 會員國，與會員國共創綠色商機，提升綠色

競爭力。「赴菲律賓綠色能源綠耕隊」，於本(103) 年 11月 10日至 11月 14日至菲律賓

進行推廣活動，行程包含政府單位及企業參訪、台菲綠色能源論壇、貿易及技術交流洽

談等規劃，與菲律賓政府機構和產業界交流和分享經驗，並探討具體的合作方案。 

此次活動成果豐碩，促成 APO綠色卓越中心在馬尼拉與 APO菲律賓理事辦公處簽

署合作備忘錄、加強台菲雙方在綠能產業交流互動，並建立後續產業合作交流平台。由

台菲產業代表參與的台菲綠能論壇，以產業交流與洽談等方式共同討論如何促進台菲綠

能產業交流與合作，以爭取未來無限商機，共創雙贏局面。另外，我國代表並與亞洲開

發銀行、菲律賓電力公司、菲律賓電網公司等單位深入探討台菲計畫合作之可能性。菲

律賓方面表示十分希望與台灣團隊持續合作，並提出執行示範計畫的可能性，未來將積

極爭取透過 APO COEGP平台以菲律賓離島為示範計畫基地，建置智慧綠能社區，將台

灣綠能產業以系統整合的方式帶入菲律賓，擴展台灣商機也帶動亞太區域綠能產業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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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是我國少數以「中華民國」國

號參與之政府間國際組織，2013年由工業局主導整合跨部會資源，與 APO秘書處在台

北共同成立「APO綠色卓越中心(APO Center of Excellence on Green Productivity, APO 

COE GP)」，期望藉由此中心所搭建的國際合作平台，將我國資源循環、綠色能源、綠

色工廠、生態農業等 4 項綠色優勢技術推廣至 APO 會員國，與會員國共創綠色商機，

提升綠色競爭力。本年度選定菲律賓為綠色能源推動目標國，由工研院協助籌組「赴菲

律賓綠色能源綠耕隊」至菲律賓進行推廣活動，包括政府單位及企業參訪、台菲綠色能

源論壇、貿易及技術交流洽談等行程，與菲律賓政府機構和產業界交流和分享經驗，並

探討具體的合作方案。 

 

 

圖 1、菲律賓馬尼拉位置圖 

 

 

 

 

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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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赴菲律賓綠色能源綠耕隊成員 

菲律賓綠色能源綠耕隊成員共計 18人，名單如下表。 

表一、赴菲律賓綠耕隊成員名單 

No. 單位 代表 職稱 備註 

01 經濟部能源局 陳玲慧 主任秘書 團長 

02 經濟部工業局 王義基 科長 副團長 

03 中國生產力中心 李麗寬 組長  

04 暵暘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洪紹剛 設計工程師 瞬間加熱模組，應用於家電

和工業設備 陳文燦 顧問 

05 新能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葉瑞奇 專案經理 CIGS模組製造 

06 太極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峻丞 特助 
廣運集團旗下太陽能電廠開

發公司 

07 大同公司 
林常平 總處長 

目前積極發展智慧電網業務 
陳威霖 處長 

08 洪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咀亮 顧問 獨立式太陽能發電系統 

09 億光固態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郭為民 特助 台灣最大 LED封裝和燈具廠 

10 昇陽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志榮 系統處經理 
台灣第 4 大太陽能電池製造

廠 

11 賀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林振鋒 總經理 

LED路燈製造 
項謙 經理 

12 工業技術研究院 

馬利艷 經理   

吳駿寬 正工程師  

陳仲瑜 副研究員  

張哲瑜 副研究員  

 

參、行程安排 

赴菲律賓綠耕隊考察行程如下，共計 5天。 

表二、菲律賓綠耕隊行程表 

日期 工作內容 

11/10(一) 
台北-馬尼拉（09:30-11:50） 

下午拜訪台塑重工，了解當地電力市場情況 

11/11(二) 台菲綠色能源論壇 Day 1 

11/12(三) 台菲綠色能源論壇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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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四) 
上午拜訪亞洲開發銀行（業界成員拜訪國家電力公司） 

下午拜訪國家電網公司 

11/14(五) 馬尼拉-台北（12:45-14:55） 

 

肆、菲律賓綠能市場概況 

雖然菲律賓曾是經濟發展的負面教材，但自從總統艾奎諾三世在 2010年上任以來，

推出一系列反腐敗、降低政府債務、吸引外人投資的措施，2013年經濟成長率達 7.2%，

成為亞洲僅次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第二高的國家。 

在再生能源和節能領域，菲律賓近年來主要的政策和市場發展概況如下︰ 

一、投資再生能源以提升家庭電氣化： 

菲律賓經濟發展快速，能源供應逐漸不足，因此近年積極開發國內自有資源。國內

發電目前 60%依賴進口石化能源，再生能源占總能源消費約 40%(包括傳統生質能)。偏

遠島嶼電力覆蓋困難導致能源不足，2012年全國家庭電氣化程度僅 79%，因此多以柴

油與煤油發電機供應基本電力。因菲律賓位於赤道附近，每日平均照度約可達

4.5-5.5kWh/m²，且具有優良風場，風力和太陽能等再生能源受到政策的支持。菲律賓政

府規劃在 2017年前以小型獨立式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提高家庭電氣化程度至 90%。 

二、電力民營化創造商機： 

菲律賓經濟成長帶動電力需求成長，規劃至 2030年電力裝置容量達 25.8GW，較

2012年成長超過 50%。為解決電力供不應求問題，2001年通過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Reform Act (EPIRA)，將發電民營化；截至 2012年底，國營電力公司在 Luzon和 Visayas 

70%的資產已民營化。另外 EPIRA自 2012年底開始實施電力零售自由競爭和輸電網開

放(retail competition and open access, RCOA)。 

三、再生能源政策提升綠能發電需求： 

菲律賓 2008年通過《再生能源法案》，設定再生能源比例標準(RPS)並建立再生能

源交易市場進行 RPS買賣，並成立綠色能源選擇方案，讓民眾能夠選擇使用再生能源發

電，且對達成再生能源目標之企業有一系列稅務優惠。此外，菲律賓於 2012年提出完

整併網電價補貼政策(FIT)與再生能源餘電躉購 (net metering) 計畫。FIT補貼費率由

2013年 9.68菲律賓比索(0.22美元)，每年以 6%的幅度遞減，目前該國 FIT補貼費率為

9.10菲律賓比索（0.21美元），2015年為 8.55菲律賓比索（0.20美元）。在亞洲地區，

菲律賓電價(0.21美元/度)高，約與日本及新加坡相當，具有對再生能源發電之市場需求。 

四、國家能源效率與節能計畫打開燈具與大型家電節能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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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於 2011年啟動國家能源效率與節能計畫(NEECP)，針對燈具、冷氣與冰箱

擴大展開節能產品標準與標籤設置，並提倡住宅節能規章，同時設置商業、工業與公家

單位能源消費標竿。NEECP計畫節省每年 10%的總能源消費量，預計可節省能源達

6,780MW。 

五、現有太陽能計畫持續加碼： 

原先菲律賓能源部公告 2013~2015三年內太陽能項目安裝量目標設置在 50MW，鑒

於申請的專案眾多，2014年菲律賓政府宣佈已將 FIT上限從 50MW提升至 500MW，政

策加碼衍生龐大商機。目前由德国 Conergy公司興建完工之 13MW之 SoCaSol太陽能發

電站是菲律賓最大專案，但於 2013年菲律賓政府已正式批准在菲國中部 Leyte省 Ormoc

市興建最大的太陽能發電站，該項計畫預計將在 2015年 1月前投入商業營運，建成後

裝機容量為 30MW。另也規劃在呂宋島興建另一 30MW之電廠。 

 

伍、拜會活動與台菲綠色能源論壇 

一、 11月 10日拜會台朔重工 

綠耕隊於 11月 10日中午抵達馬尼拉，下午隨即前往參訪台朔重工，由台朔重工洪

風因協理分享其在菲律賓的經商經驗，該公司目前在菲律賓研發潔淨燃煤科技，汙染較

小，對環境影響相對小。雖然如此，當初台朔建置電廠時曾受到電廠預定地周邊居民的

反對。為了向居民保證電廠的安全性，台朔甚至安排村里長至台灣觀摩電廠實際運作，

以取得地方領導人士對台灣企業品質的認可。如今，新電廠的建置已被證明能帶動周邊

產業、提升區域發展，因此獲得當地菲律賓居民支持。 

洪協理並表示，菲律賓客戶對可信任的外國企業合作夥伴十分友好，能夠維持長期

合作關係。雖然菲律賓電力市場競爭激烈，中國大陸、韓國等企業皆已進入市場，但市

場普遍較信任台灣企業品質，台商各類產品製造或服務在菲律賓皆具競爭力。因此，洪

協理鼓勵企業可加碼投資菲律賓。 

此外，目前菲律賓大部分傳統電廠發電量多用於電廠自身維運，效率不佳；且菲律

賓島嶼眾多，部分電廠布置海底輸電線老舊又容易受自然災害影響，輸電過程電力流失

嚴重，因此，對微電網、儲能系統等技術有強烈需求。此次考察發現電力系統各類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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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賓皆有市場，因此將研議透過 APO綠色卓越中心以整套價值鏈輸出的方式將台

灣綠能企業帶進菲律賓的可行性。 

二、 11月 11日至 11月 12日舉辦綠能論壇 

APO綠色卓越中心與菲律賓理事辦公處（菲律賓發展協會，Development Academy of 

the Philippines - DAP）及菲律賓能源部和再生能源協會（Renewable Energy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 REAP）等單位共同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辦「綠能科技與能源效率系統論

壇」（Sustainable Energy System using Green Technologies）。為期兩天的論壇活動於 11月

11日在 Astoria Plaza Hotel揭開序幕，由 DAP總經理 Antonio Kalaw、台灣駐菲大使林

松煥博士、菲律賓能源部能源利用管理局局長 Patrick Aquino及再生能源協會會長

Olegario Serafica共同致歡迎詞。在台菲雙方政府單位見證下，APO綠色卓越中心與 APO

菲律賓理事辦公處簽署MOU，承諾緊密合作帶動區域創新永續發展，共同提升綠色能

源生產力與競爭力。 

表三、11/11-12綠能論壇議程 

時間 演講題目 講者 

11月 11日 

9:00 to 9:20 

 

 

 

 

開幕 

致歡迎詞 

MOU簽署儀式 

 

 

 DAP 會長 Antonio D. Kalaw, Jr.,  

 台灣駐菲律賓代表林松煥博士 

 菲律賓能源部代表 Atty. Patrick 

Aquino 

 菲律賓再生能源協會會長 Engr. 

Olegario Serafica  

9:20 to 9:30 團體合照 

9:30 to 10:15 台灣綠能政策推廣與產業發展 能源局陳玲慧主任秘書 

10:15 to 10:30 中場休息 

10:30 to 11:00 台灣綠色工廠制度推廣 工業局王義基科長 

11:00 to 11:30 台灣太陽能產業發展相關計畫 工研院吳駿寬正工程師 

11:30 to 12:00 綜合討論 

12:00 to 13:00 午餐 

13:00 to 13:30 菲律賓再生能源政策介紹 菲律賓能源部Mr. Andy Olgado 

13:30 to 14:00 工商業及居家節能政策 菲律賓能源部 Atty. Patrick Aquino   

14:00 to 15:00 

 

菲律賓官方綠色融資方案介紹  菲律賓土地銀行環境計畫與管

理部門經理Mr. Prudy Callado III 

 菲律賓發展銀行副總經理Mr. 

Benel Lag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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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演講題目 講者 

15:00 to 15:30 中場休息 

15:30 to 16:30 民間綠色融資計畫   菲律賓島嶼銀行永續能源融資

計畫經理Mr. Julius Respicio 

 Banco de Oro 企業融資部副總

經理Mr. Joseph Lledo 

 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專員Mr. 

Noel Serdote 

16:30 to 17:00 綜合討論 

 

時間 演講題目 講者 

11月 12日 

9:00 to 10:15 菲律賓民間綠能建設案例分享 

 REAP帶領綠能產業發展 

 社區型太陽能計畫執行 

 綠色建築計畫 

 綠能企業案例分享 

 REAP會長 Engr. Olegario 

Serafica 

 Sibol ng Agham at Teknolohiya 

企業代表 Engr. Rodel Abraham 

 綠色建築委員會執行長 Arch. 

Christopher C. de la Cruz  

 國際顧問Mr. Mario Lawrence 

Suelto、Mr. Douglas Jackson 

10:15 to 10:30 綜合討論 

10:30 to 10:45 中場休息 

10:45 to 12:30 台灣綠能廠商介紹(Part 1)  億光照明 

 暵暘綠能 

 新能光電 

 昇陽光電 

12:30 to 13:30 午餐 

13:30 to 16:00 台灣綠能廠商介紹(Part 2)  大同公司 

 洪福科技 

 太極能源 

 賀喜能源 

16:00 to 17:00 綜合討論：菲律賓與台灣未來合作可能 

17:00 to 18:00 學員交流 

 

第一天的議程主要著重於綠能政策分享，上午由能源局陳玲慧主秘、工業局王義基

科長及工研院吳駿寬正工程師介紹台灣綠色能源、綠色工廠和太陽光電的推動政策和產

業發展現況；下午則由菲律賓能源部及土地銀行等單位介紹該國綠能政策發展及實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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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融資情形。陳主秘代表能源局進行簡報，介紹台灣能源現況及綠能政策推行成果，並

說明台灣綠能典範建設案例。陳主秘特別提出台灣已全面更換公共建設照明，帶動國內

LED商機，促進台灣廠商產品研發，並促使 LED產品需求提升的良性循環。菲律賓聽

眾表示菲律賓節能照明市場相當具發展潛力，但目前能源部未實施相關推動政策，應參

考台灣經驗。王科長代表工業局進行簡報，向聽眾介紹台灣綠色工廠制度的推行過程以

及工業局在制度實施所扮演的角色。菲律賓聽眾反應積極，並從產業角度對綠色工廠制

度推行的誘因提出疑惑。王科長補充說明，自 2010年台灣開始推動綠色工廠認證制度，

至 2014年止，已有 16家工業與電子大廠獲得認證，共節省 2億度電力，減少 18萬噸

二氧化碳排放，為產業節省 3,000萬美元製造成本。菲律賓聽眾對此解釋相當滿意，表

示綠色工廠制度的確對環境與產業皆有利，應可參考台灣模式在菲律賓推行相關政策。 

第二天議程安排重點為業者商機媒合，上午由 REAP會長介紹其協會會員組織及協

會對菲律賓綠能發展願景，希望能透過國內外各單位共同合作，為偏遠地區提供價格實

惠的綠能發電系統，增進弱勢地區電氣化。此外，論壇邀請綠建築協會代表以及在菲美

商分享在菲律賓的計畫施行過程。下午則由台灣廠商億光照明、暵暘綠能、新能光電、

昇陽光電、太極能源、大同公司、洪福科技、賀喜能源等各自介紹產品與技術。 

億光照明為全球第 6大 LED公司，提供整合性照明方案，在菲律賓已耕耘一些路

燈標案與民間示範計畫，當天下午億光照明亦參加 Ayala集團在馬尼拉的標案，並獲得

210盞 LED路燈的標案。暵暘綠能之重點技術為奈米及半導體塗料以及瞬間加熱技術，

介紹了最新的 5秒加熱熱水器產品。新能光電與昇陽光電屬於同一集團，新能光電為台

灣少數薄膜太陽能電池(CIGS)產品的製造商，昇陽光電則是單晶與多晶太陽能電池、模

組與系統的大廠。太極能源為廣運集團三大事業群之一，為台灣最大太陽能系統整合

商，最新產品為太陽能模組與鋰電池組合之應用。大同公司系統與電力事業群從發電至

電力配輸皆有營運，更營建台灣第一所智慧電表系統與資料分析中心。洪福科技張咀亮

顧問則分享個人以台灣太陽能技術在新興市場建置離網型太陽能系統的經驗。賀喜能源

在導熱技術具有特殊優勢，應用在 LED產品之研發，並在論壇上展示其公司優良產品。

企業分享會後亦安排台菲綠能廠商交流時間，雙方互動熱烈。 

三、 11月 13日參訪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及國家電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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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3日上午 10點拜會亞洲開發銀行能源委員會主席 Anthony Jude。亞洲開發銀

行主要任務是配合亞洲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計畫和策略，提供對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

且優先性的投資計畫長期貸款，協助開發中國家之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準。1966

年在日本東京召開亞銀理事會，通過亞銀憲章，並在菲律賓馬尼拉正式創立。 

依據 Anthony介紹，自 1999年以來，「消除貧困」為 ADB首要目標，因此 ADB提

供資金支援的計畫基本上都是以消除貧困為前提，而 ADB最新公佈的 Strategy2020則

是以鼓勵「環境友善的可持續成長」為主軸。2008-2012年間，ADB在能源領域的投資

總計達 181億美元，其中潔淨能源領域的投資達 94億美元，超過 50%。Anthony進一

步指出，ADB只與政府合作，若要爭取 ADB的資金，需要透過個別國家的政府提案。

不過 ADB目前亦已成立一負責民間融資業務的分支機構，若民營企業有好的想法可向

該機構提交計畫提案。Anthony也建議，申請 ADB資金支援計畫需要有一定規模，一

開始可先以小規模先導計畫進行，但仍需有分階段擴大實施規模的規劃。此外，亦建議

提案應從比較大的角度/方向切入（to see from a large picture），與該國政府的整體能源策

略相匹配。Anthony的簡報中也提供了數個 ADB資金支援的綠能計畫案，包括在緬甸

實施的 mini-grid計畫，在菲律賓實施的電動三輪車計畫等。 

當天下午參訪國家電網公司(NGCP)，由營業處處長Ms. Maria Danganan接待。菲

律賓國家電網公司於 2008年根據電力市場自由化法案立法成立，負責全國電網連接事

業，該法案授予 NGCP國內電網的經營、管理與擴張權，但電力網絡硬體包括線路、變

電站、相關建物等仍歸屬菲律賓輸電公司(National Transmission Corp.)。NGCP講者指

出，NGCP主要業務包含電力傳輸、系統維運、電力計量及電網建置。菲律賓全國電力

使用不均，全國近半數用電量集中在大馬尼拉地區，菲律賓中南部則電力設施較老舊，

目前 NGCP目標為建立維薩亞斯與民答那峨群島的聯合電網。NGCP營業處處長表示， 

NGCP雖為民營單位但屬非營利組織，NGCP的電網開發計畫每 5年仍需受政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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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綠耕隊出訪活動照片 

  

APO綠色卓越中心與菲律賓發展協會簽署

MOU 

綠色能源綠耕隊全體同仁 

  

綠色能源論壇會場 再生能源協會會長展示離網居民所用的

家庭式太陽能照明組 

  

國家電網公司介紹菲律賓電網布置現況 台朔重工分享台菲經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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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心得與建議 

經由 5天參訪拜會行程以及論壇活動彼此交流分享心得，可得出以下結論： 

一、菲律賓偏遠地區電氣化適合導入綠色能源 

依據國際能源署(IEA)報告，菲律賓仍有 1,600萬人口無電可用。2014年第一季家

庭電氣化比率為 80%，目標至 2017年達到 90%。由於菲律賓為島嶼國家，地理環境崎

嶇，電網建設有技術性的困難且成本較高。國家能源計畫規劃以小型獨立式發電系統提

高偏遠地區家庭電氣化程度。離網地區居民依靠傳統燃料發電，但柴油與煤油無補貼，

平均價格為每公升 1美元，小型太陽能發電逐漸具替代性。部分村莊已設有微型太陽能

系統，居民對太陽能發電不陌生。 

二、地面型電廠與能源管理有商機 

2013年菲律賓全國總電力裝置容量僅 17GW，人均為東南亞國家最低；電力裝置集

中於呂宋島，中南部缺電嚴重。規劃至 2030年，總電力裝置容量成長至 25.8GW。自

2001年起逐步實施發電事業民營化，國營電力公司 NPC目前僅占總發電裝置容量之

8%。2012年底進一步實施「電力零售自由競爭和輸電網開放」，月平均電力需求大於

1MW的用電戶可直接和獨立發電廠(IPP)簽署購電合約。包括太陽能的新再生能源目前

僅占總裝置容量 1%，但在中南部嚴重缺電、日照佳、閒置土地多、人口密度較低的地

區，太陽能市場相當活躍。另外，菲律賓無電價補貼，電價與日本和新加坡相當，高昂

電價創造能源管理市場商機。並且，菲律賓實施淨計量電價(net metering)政策，結合小

型太陽能模組、變電器、智慧電表、節能、儲能產品，協助工商業用戶進行能源管理，

降低電費帳單的公司在工商業密集的都會地區逐漸成長。 

三、台灣綠能產業可透過 APO平台執行跨國合作計畫 

經與 REAP、DAP以及 ADB會談之後，已初步討論可行之合作計畫。如同論壇中

REAP會長所強調，菲律賓偏遠及離島地區亟需電力來源，而小型綠能發電或照明系統

對當地發展能有很大的幫助。綠耕隊後續規劃選擇菲律賓離島建置一綠能社區，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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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國際合作平台將台灣太陽能、LED技術、能源管理措施等綠能企業帶入菲律賓，

滿足菲律賓離島居民之基礎電力需求。既可向菲律賓弱勢族群提供人道協助，亦可為台

灣綠能產業在菲律賓增加曝光率，尋找利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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