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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政策研究所，及參觀營農型太陽光電案場，期能對於日本「農電共構」、

太陽光電申設與躉購制度實務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以利本局未來修訂相關

規範時參考。 

經本次考察可得知，日本透過再生能源開發振興農村經濟，營農型太陽

光電設置之土地使用並有前端審查、後端追蹤的雙重把關。另日本太陽光電

的認定程序為單一階段，且輔有線上系統，及太陽能相關產業的協力，不僅

便利申請，也相對減少公部門的行政資源投入。此外，日本太陽光電電能躉

購價格級距差距較大，2017年並一次公告多年度的躉購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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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本次考察標的主要有二：農電共構(營農型太陽光電)、太陽光電申設流

程及躉購制度。 

一、農電共構(營農型太陽光電) 

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13 年修訂「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

使用審查辦法」，將綠能設施1設置於農業用地或附屬設置於農業設施屋頂正

式納入規範，自此，綠能設施設置大量出現於中南部地區。 

日本農業發展條件與我國相似，該國「農電共構」按農作物生長特性調

配太陽光電設置，同時亦建立後續追蹤機制，確保農業生產的品質及數量，

並有諸多成功案例聞名國際。而本局期經由訪問日本農業主管機關、相關

NGO和案場經營者，了解該國營農型太陽光電相關規範及實務細節，從而啟

迪對於農電共構的更多想像，以做為本局未來與我國農業主管機關互動之

立基。 

二、太陽光電申設流程及躉購制度 

我國自 2009年 7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公布後，開始推行 FIT制度，

要求經營電力網之電業(台電公司)依法定期間和費率，躉購經認定之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所生產的電能，使投資者可得到合理利潤回收，並吸引更多人

挹注資源於再生能源發展。而歷年以來，本局因應各界意見，致力整合及簡

化我國太陽光電設備申設程序。 

日本於 2012 年 7 月改採 FIT 制度，再生能源發電獲得大幅成長，當中

以太陽光電尤為蓬勃。探究原因，除了初期優渥的電能躉購費率，便利的設

備認定申請程序與配套措施，也間接促使該國太陽光電發展表現卓越。而本

局期經由訪問日本執行設備認定審查之單位，借鑑該國太陽光電申設流程

及躉購制度，並發掘可援引至我國的作法。 

根據前揭考察目的，本局安排考察行程如下表 1。2 

 

 

                                                      
1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27條第 1項：「本辦法所稱綠能設施，

指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太陽能、風力及非抽蓄式水力設施。」 
2
 本次考察特別感謝農水省與 ISEP協助接洽營農型案場參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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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考察行程安排 

日期 行程 

12/12(二) 
啟程：台北桃園(TPE)-東京成田(NRT) 10:00-14:00 

中華航空(CI9902共掛日本航空) 

12/13(三) 
10:00- 

12:00 

訪問：農林水產省 

東京都千代田区霞が関 1-2-1 

12/14(四) 

09:15- 

11:00 

訪問：一般社團法人太陽光發電協會 

東京都港区新橋 2-12-17 新橋 I-Nビル 8 階 

14:15- 

16:00 

訪問：認定 NPO 法人環境能源政策研究所 

東京都新宿区三栄町 3-9 

12/15(五) 

參觀千葉縣營農型太陽光電案場： 

(1) 夷隅自然能源株式會社：「五平山農園」 

(2) 市民能源千葉合同會社：「匝瑳 Mega太陽能共享第一發電所」

和「匝瑳第一市民發電所」 

12/16(六) 
回程：東京羽田(HND)-台北松山(TSA) 14:15-17:15 

中華航空自營班機(CI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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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過程紀要 

一、12/13(週三)上午 

(一)受訪單位：農林水產省(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MAFF)3，職掌日本農林漁牧業發展、糧食安全和穩定供應，

以及振興農村經營等。 

(二)受訪者：食料管理局生質能循環資源課再生能源辦公室課長補佐(副課

長)速見基弘(Motohiro Hayami) 

(三)訪問內容：農地設置太陽光電制度 

1. 農地(完全)轉用 

(1) 在日本，如欲於農地上設置太陽光電設備，須依「農地法」向主

管機關申請「農地轉用」，將原用於耕作的土地，轉為非耕作用

途。4惟為避免農地不當流失，針對生產力高的優良農地，日本原

則上禁止轉作他用，違規轉用農地者，將被處以有期徒刑或罰金。 

(2) 以「農業振興地域」做為分類依據，5屬「農業振興地域」中「農

用地區域」之農地，不被允許轉為非農業用途；屬「農業白地區

域」(未經整備的農地)及「非農業振興地域」之農地，則依農地

狀況(如是否為集團農地、土地改良標的等)裁定得否轉用。轉用

申請之核准為地方行政權(都道府縣知事、農林水產大臣指定的

市町村長)行使範疇，惟當轉用的農地面積超過 4 公頃時，須另

報農林水產省備查，詳見下圖 1。 

(3) 根據農林水產省的統計，自 2011 至 2015 財政年度(2011/4/1-

2016/3/31)，核准轉作設置太陽光電的農地面積計約 5,464.4公

頃，詳見下表 2。 

                                                      
3
 農水省官方網站：http://www.maff.go.jp/index.html。 
4
 日本「農地法」所稱之「農地」僅指「用於耕種的土地」(耕地)，與我國「農業發展條例」

及「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所稱之「農業用地」概念不同。 
5
 日本農業振興地域劃設的法源依據為「農業振興地域整備法」(簡稱「農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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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日本農地轉用許可概要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附件一簡報) 

表 2、農地太陽光電設置許可實績 
單位：件、公頃 

財政年度 
平成 23 

(2011) 

平成 24 

(2012) 

平成 25 

(2013) 

平成 26 

(2014) 

平成 27 

(2015) 
合計 

農地

轉用 

件數 18 1,152 6,286 11,930 9,432 28,818 

面積 0.7 263.9 1,351.4 2,267.6 1,580.8 5,464.4 

營農 

型 

件數 

-- 

97 304 374 775 

面積 
0.2 

(19.6) 

0.4 

(60.5) 

0.6 

(72.0) 

1.2 

(152.1) 

合計 
件數 18 1,152 6,383 12,234 9,806 29,593 

面積 0.7 263.9 1,351.6 2,268.0 1,581.4 5,465.6 

註：營農型部分的設置面積，未括弧者為與立柱相接的農地面積，有括弧者則為太陽光電

設備涵蓋的整體農地面積。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附件一簡報) 

2. 一時轉用(營農型)：為使營農型太陽光電設置得不受「農(耕)地轉用

許可制度」之限制，平成 25 年(2013 年)3 月 31 日，農林水產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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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通知，6如為結合農業經營的太陽光電(營農型)，其設置得申請農

地「一時轉用」，而審查「一時轉用」許可申請者為各地方的農業委

員會。 

(1) 轉用標的：「一時轉用」之標的，係與太陽光電設備立柱相接的

農地，詳見下圖 2。自 2013 至 2015 財政年度(2013/4/1-

2016/3/31)，核准一時轉用設置太陽光電的農地面積計約 152.1

公頃，若僅計算立柱部分的面積，則為 1.2公頃，詳見上表 2。 

  

圖 2、營農型太陽光電立柱 
資料來源：本局人員攝於匝瑳 Mega第一發電所與五平山農園 

(2) 轉用期間：「一時轉用」的許可期間為 3年，3年過後，案場經

營者須再次提出轉用申請，而各地方農業委員會將針對該案場過

去許可期間的農業經營情形進行審核。 

(3) 轉用許可條件 

A.初次申請： 

    各地方農業委員會根據經營者提出的計畫，針對太陽光電

設備設置後可否順利經營農業：農作物是否獲得充足日照、立

柱高度是否超過 2公尺(以利農業機械操作)，及設備之設置是

否會妨礙周遭農地的農業經營等進行審核，惟各地方農業委員

會的審核密度不同。 

    因不同農作物需要的日照量不同，故日本要求經營者於申

                                                      
6
 可參見：http://www.maff.go.jp/j/press/nousin/noukei/130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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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一時轉用」許可時，應檢附相關專家意見，以佐證太陽光

電設置後，農作物仍可獲得充足的日照。農林水產省現未針對

各農作物所需日照量訂定具體數據，惟隨營農型案件日漸增

多，部分農作物的日照數據已有經驗可援引。 

B.續行申請：經營者於 3年期間內，負有每年報告的義務，針對

農作收穫情形等提出說明，若收穫量太差(案場農地單位面積

收穫量低於當年當地同一作物平均單位面積收穫量的 8 成)，

經營者應於次一年度報告前完成改善。3 年過後，若經營者未

再取得轉用許可，應撤除太陽光電設備將農地回復原貌。而受

訪者表示，至今幾無不通過續行申請的案例。 

(4) 申請期程：依各地方農業委員會每月開會日期、農作品種的稀

有程度(若為不常見的農作物，因相關的種植資訊欠缺，農業委

員會將花較多時間進行審核)等，「一時轉用」的申請期程短則 2

個月，長則 1年。 

3.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除前述於耕地設置太陽光電設備的相關規範，

為妥善協調再生能源開發在農、林、漁業的土地使用，平成 25年 11

月日本通過及頒布「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7依據農山漁村的地域與

產業特性，發展合適的再生能源(例如生質能、太陽光電)，並搭配「固

定買取價格制度」(即 Feed-in Tariff, FIT 制度)，期透過賣電增

加農山漁村收益，藉此振興(活化)農山漁村經濟，從而解決離農以致

農村凋敝的問題。 

                                                      
7
 可參見：http://www.maff.go.jp/j/shokusan/renewable/energy/hourit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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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本局人員於農水省大樓前合影 
資料來源：本局人員攝於農水省 

二、12/14(週四)上午 

(一)受訪單位：一般社團法人太陽光發電協會(Japan Photovoltaic Energy 

Association, JPEA)8係由日本國內外 144 家與太陽光電產業相關之企

業和機構組成，9成立目的係為普及太陽光電科技運用，帶動相關產業發

展，從而促進日本經濟繁榮、提升國民生活品質，也使協會成員獲益。

2012年 7月，日本改推行 FIT制度，JPEA成立「JPEA代行申請中心」

(JPEA Application Center, JP-AC)，協助經濟產業省受理及審查部分

的太陽光電認定申請。 

(二)受訪者：國際部長鈴木尚(Hisashi Suzuki) 

(三)訪問內容：太陽光電申設流程與躉購制度 

1. 申設流程 

(1) 先簽約後認定：日本於平成 28年(2016年)修正「電力公用事業

可再生能源電力收購特別辦法」(簡稱 FIT法)，而因應法規修正

調整的再生能源申設新制並自平成 29 年(2017 年)4 月 1 日起施

行。在新制中，太陽光電申設者須先經饋線、接續檢討並與電力

會社完成簽約，才得向經濟產業省申請事業計畫認定，其中，案

件容量未滿 50kW 的太陽光電係由 JP-AC 協助審查，惟最終核准

                                                      
8
 JPEA官方網站：http://www.jpea.gr.jp/index.html。 
9
 可參見：http://www.jpea.gr.jp/document/pamphlet/index.html，「役員/会員一覧」，更

新日期：20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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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仍為經濟產業省。 

(2) 辦理時程：從電力會社「饋線簡易檢討」到經濟產業省「事業計

畫認定」，辦理時程約為 120 至 150 天，惟實際天數將依案件情

狀(例如容量大小、設置用地)縮短或遞延。經濟產業省並會根據

認定案件受理數量，提前公告受理關門日期。 

(3) 認定效期：有別於我國將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分為「同意備

案」及「設備登記」兩階段，日本的認定為單一階段，而認定效

期依案件容量大小有所不同：未滿 10 kW的案件須於取得認定 1

年內開始供電，逾期則認定失效；10 kW以上的案件須於取得認

定 3年內開始供電，逾期則相應縮短躉購期間，例如，申設者於

取得認定 5年後才供電，則其電能躉購期間將縮短為 18年。 

2. 流程簡化：日本對未滿 50kW的太陽光電規範密度較低，其可： 

(1) 省略電力會社的「饋線簡易檢討」。 

(2) 透過線上系統(https://www.fit-portal.go.jp/)提出認定申

請，應檢附之文件可用 pdf檔上傳，毋須寄送紙本。認可通知(核

准函)會以 email送達，或申請者亦可在線上系統下載。 

(3) 不必向經濟產業省產業保安監督部提出運轉安全文件，詳見下

圖 4。 

3. 躉購價格及期間 

(1) 躉購價格：日本於平成 29年一次公告三年的 FIT躉購價格，便

利投資者進行財務規劃。在太陽光電部分，以 10kW 及 2,000kW

區分價格級距，案件容量為 2,000kW以上者，躉購價格係透過競

標決定；未滿 10kW者則依是否為雙重發電10、是否有電力輸出控

制設備安裝義務11有不同的價格適用，詳見下表 3。而在新制中，

太陽光電躉購價格適用的決定時點為事業計畫認定之時。 

                                                      
10
 如太陽能發電與高性能天然氣熱水器、天然氣發電溫水暖房系統、家庭用燃料電池等搭配

之設備形式。 
11
 為因應分散型再生能源發電的大量設置，日本自 2015/1/26起，要求位於北海道、東北、

北陸、中國、四國、九州及沖繩電力會社供電區域的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系統，須加裝電力輸

出控制設備。當地區電網電力供應大於需求時，電力輸出控制設備將停止太陽能和風力發電

系統所生產之電能進入到電網，而改導入至案場的蓄電設施，從而紓解電網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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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躉購期間：案件容量未滿 10kW者，躉購期間為 10年；10kW以

上至未滿 2,000kW、2,000kW以上者，躉購期間為 20年。 

 
圖 4、日本一般太陽光電申設流程(2017財政年度)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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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日本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及期間(2017年 3月公告) 

裝置容量 

電能躉購價格(每度) 
電能

躉購

期間 

平成 29 年度 

(2017/4/1-

2018/3/31) 

平成 30 年度 

(2018/4/1-

2019/3/31) 

平成 31 年度 

(2019/4/1-

2020/3/31) 

2,000kW 以上 競標決定 
20年 

10kW以上-未滿 2,000kW 21日圓+稅 -- -- 

未滿

10kW 

無電力輸出控制

機器設置義務 
28日圓 26日圓 24日圓 

10年 

有電力輸出控制

機器設置義務 
30日圓 28日圓 26日圓 

未滿

10kW 

(雙重

發電) 

無電力輸出控制

機器設置義務 
25日圓 24日圓 

有電力輸出控制

機器設置義務 
27日圓 26日圓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 

4. 行業規範 

(1) 太陽能面板：早年日本大部分的產品標準多係由政府訂定，而

現則逐漸轉變為由該產業進行自主規範。JPEA 針對太陽能面板

訂定有相關標準，受訪者並表示，JPEA的規範比日本原先採用的

「日本工業標準」(JIS)更為嚴格。目前案件容量未滿 50kW者，

如欲取得經濟產業省的事業計畫認定(才有 FIT制度的適用)，所

使用的面板必須符合 JPEA的規範。 

(2) 施工人才培育：為了培育施工人才，JPEA亦成立「太陽光電施

工技術者制度運營中心」(Japan Photovoltaic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enter, Jcot)，建立研修、試驗制度，以確保太陽

光電設置的施工品質。12 

三、12/14(週四)下午 

(一)受訪單位：認定 NPO 法人環境能源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ies, ISEP)13成立於 2000年 9月，是獨立的

                                                      
12
 可參見：http://www.jcot.jp/。 

13
 ISEP官方網站：http://www.isep.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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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機構，成員主要為熟知全球暖化和能源議題的專業人士。ISEP致

力於與國外能源相關組織交流，以引介最新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資訊，

並提供政策建議予日本官方。此外，ISEP亦與公民團體合作，共同推廣

小型的太陽能與風力發電設置。 

(二)受訪者：ISEP特任研究員、JSSA14成員山本精一(Seiichi Yamamoto) 

(三)訪問內容：營農型太陽光電申設實務 

1. 申設流程及實績 

(1) 在日本，如欲設置營農型太陽光電，經營者須先向所屬供電區

域的電力會社申請接續檢討並完成簽約，再向經濟產業省(或 JP-

AC)申請事業計畫認定且取得核准通知，最後才向農業委員會申

請農地「一時轉用」，於獲許可後始得進行施工。這些步驟須循

序完成，不得同時進行。而根據 ISEP 輔導農家申設的經驗，耗

時最久者通常係電力會社的接續檢討，容量越大、設置地區饋線

越少的案件，花費的時間越久，詳見下圖 5與圖 6。 

(2) 各地方農業委員會審查「一時轉用」的標準、嚴格程度不一，如

千葉縣相對歡迎營農型太陽光電的設置。根據日本全國營農型發

電協會的統計，至 2017年 5月 27日，日本一共有 1,054個營農

型太陽光電案場，而前三名的縣分別為：千葉縣(215個)、靜岡

縣(122個)、群馬縣(103個)。15 

 

圖 5、日本營農型太陽光電申設部分時程 

                                                      
14
 日本太陽能共享協會(Japan Solar Sharing Association, JSSA)為 ISEP合作推廣營農

型太陽光電設置的民間團體之一。 

15
 轉引自鈴木幸一(2017)，日本の風景の中にどんどん、ソーラーシェアリングが。

EARTH JOURNAL，第 5期(2017 秋季號)，頁 10-39。農林水產省的統計資料現僅公開至

2016/3/31，此處數據係一般社團法人全國營農型發電協會自行調查，該協會官方網站：

http://farmsolar.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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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日本營農型太陽光電申設流程 
資料來源：EARTH JOURNAL，第 5期(2017秋季號)，頁 57 

2. 太陽能共享 

(1) 「太陽能共享」(Solar Sharing)的作法係由長島彬(Nagas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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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ra)16提出，於 2004 年取得專利，2005 年無償公開供所有人

使用。長島彬希望藉此改善日本農民收入低落問題(因增加了賣

電所得)，從而復甦棄耕農地，並吸引青壯年人口投身農業。 

(2) 有別於日本一般地面型的太陽光電設置(太陽能面板與地面距

離接近，使土地難以多做他用)，「太陽能共享」將設備支架拉高，

支架上層裝設太陽能面板，下層土地則用於種植農作物，透過向

上空間的延伸，創造了土地的三維利用，使農作物生產與太陽光

電得共同分享(Sharing)太陽能(Solar)，詳見下圖 7。 

(3) 「太陽能共享」以「光飽和點」(light saturation point)做

為立論基礎，在光飽和點之下，光強(light intensity)與植物

的光合作用成正比，而超過光飽和點，光強即便增大，也無助於

光合作用。因此，長島彬認為，根據不同農作物的光照需求，調

整太陽能面板的裝設密度，將「過剩的」太陽光分享出來發電，

不但不會對農作物造成不良影響，還可減少水分蒸發。 

  

圖 7、日本一般地面型(左)與太陽能共享(右)面板裝設高度差異 
資料來源：本局人員攝於匝瑳市久我發電所及匝瑳第一市民發電所 

3. 細長形的太陽能面板：日本營農型案場多採用細長形的太陽能面板，

每片細長形面板上的太陽能電池(solar cell)數量僅有一般面板的

1/3 至 1/2(假設一般面板有 72 塊太陽能電池)，故容量也只有一般

的 1/3至 1/2。細長形面板因寬度較窄，遮陰面積較小，所以在裝設

                                                      
16
 現任「太陽能共享推進會」會長，2015 年 9 月出版「改變日本，改變世界，推廣太陽能

共享！」(日本を変える、世界を変える！「ソーラーシェアリングのすすめ」)一書，分享

建立太陽能共享案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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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距相同的情況下，比起一般面板能保留更多的日照空間。細長形面

板亦因重量較輕，所以設置及拆除方便，也相對不易受強風影響。此

外，細長形面板較不易使大量雨水聚集滴落，對農地土壤造成沖刷挖

蝕。不過，細長形面板目前產量少、單價高。 

四、12/15(週五)全天 

12月 15日上、下午，本局人員實地走訪千葉縣夷隅自然能源株式會社

「五平山農園」、市民能源千葉合同會社「匝瑳 Mega 太陽能共享第一發電

所」和「匝瑳第一市民發電所」，期對前兩日(12/13、12/14)的訪問內容有

更深刻的理解。 

(一)夷隅自然能源株式會社17「五平山農園」 

1. 受訪者：代表取締役(董事長)藤江信一郎(Shinichiro Fujie) 

2. 案場資訊 

(1) 五平山農園自平成 27年(2015年)3月開始發電，所使用的面板

為 Amerisolar(美能得)AgriSun AS-5M12-70W，係前文所提之細

長形面板，而受訪者表示，面板衰退率約為每年 1%。總裝設容量

為 49.5kW(設置面積為 1,000平方公尺)，年發電量為 53,000至

55,000度，每年五到七月是發電高峰。 

(2) 五平山農園種植有機藍莓，年銷售收入約為 51萬日圓。太陽光

電設置約斥資 1,500萬日圓，主要係透過融資而得，而賣電收入

一年約為 200 萬日圓，是藍莓的 4 倍左右。除了賣電、藍莓之

外，五平山農園亦同時經營觀光果園及民宿(農泊)，開拓多元化

的收益來源。 

(3) 除五平山農園，夷隅自然能源株式會社另經營有其他營農型案

場，各案場太陽能面板搭建的遮光率均約 33%，對藍莓的收成影

響不大。五平山農園每年都會遞交「一時轉用」許可要求的報告，

並請種植類似農作物的農友，針對藍莓的收穫情形給予意見。 

(4) 受訪者原為上班族，60歲退休後回鄉務農至今 11年，他認為，

日本農民的保守態度，多少造成營農型太陽光電發展的阻力。 

                                                      
17
 夷隅自然能源株式會社官方網站：http://xn--n8jzb8fug4a5o2h3en972dy58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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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五平山農園與所使用的細長形面板 
資料來源：本局人員攝於五平山農園 

(二)市民能源千葉合同會社18「Mega太陽能共享第一發電所」和「第一市民

發電所」 

1. 受訪者：代表取締役(董事長)東光弘、代表社員椿茂雄、荒井紀人、

末永雅洋 

2. 案場資訊 

(1) Mega太陽能共享第一發電所 

A.Mega 第一發電所自平成 29 年(2017 年)3 月下旬開始發電，所

使用的面板為 Maxar WS-115M-CI24，亦係前文所提之細長形面

板。總裝設容量為 1MW(設置面積為 32,000平方公尺)，成本約

為 3億日圓，是目前日本規模最大的太陽能共享案場。考察當

下，因 Mega 第一發電所發電未滿一年，故尚未有年度發電量

資料。 

B.Mega第一發電所申設總時程超過 1年：電力會社接續調查耗時

2 至 3 個月，經濟產業省設備認定和農業委員會一時轉用審核

耗時合計 10個月，而施工則耗時 4至 6個月(20人趕工)。 

C.Mega第一發電所所在農地係前文提及的第 I型農地，雖地力不

高，然屬政府進行整頓之農地。主要種植農作物為有機黃豆及

有機小麥，由市民能源千葉合同會社每年支付 200萬日圓，委

託農業生產法人 Three little birds合同會社耕作。為增加

農產品附加價值，Three little birds合同會社另會將農作物

                                                      
18
 市民能源千葉合同會社官方網站：https://www.energy-chi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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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成味噌、啤酒販售。 

  

圖 9、Mega太陽能共享第一發電所與所種植的作物(黃豆) 
資料來源：本局人員攝於匝瑳 Mega第一發電所 

(2) 第一市民發電所 

A.市民發電所分成兩期設置，前期設置 35.07kW，自平成 26 年

(2014年)9月開始發電；後期增設 22.68kW，自平成 28年(2016

年)1 月開始發電。前後期裝設容量合計 57.75kW(設置面積合

計 1,200平方公尺)，年發電量約為 78,000度，各月發電明細

均有公告在市民能源千葉合同會社官網。前後期使用的面板均

為細長形面板，而前期的裝設方式為固定型，後期為單軸追日

型，追日型四到九月的發電量比固定型多了 10%至 30%。 

B.市民發電所種植有機黃豆，一年收穫量約為 140公斤，銷售收

入約為 60 萬日圓。兩期太陽光電的設置花費合約 1,300 萬日

圓，其中，追日型的裝設成本高出固定型約 10%，而賣電收入

一年合約 240至 250萬日圓，是黃豆的 4倍左右。 

C.市民發電所部分的面板費用係向當地民眾募資而得，一塊面板

認養費用為 25,000 日圓。市民發電所是日本首個由市民共同

出資的太陽能共享案場，經認養的面板會在背後掛牌寫上認養

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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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心得及建議 

一、農電共構(營農型太陽光電) 

(一)以再生能源做為振興農村的手段 

為解決農村人口老化、青壯勞動力外移問題，日本於平成 19 年(2007

年)頒布「農山漁村活性化法」，並逐年推行相關政策措施以振興(活化)農村

經濟，而「再生能源的引進(導入)」是其中一環。 

「太陽能共享」的作法將太陽光電與農業生產二者妥適結合，當中的太

陽能發電依政府公告價格販售給電力會社，透過增加農家收入來源，達到留

農的目的。此由本次考察參觀之「五平山農園」和「第一市民發電所」兩案

場經營者所提供的財務資訊可獲驗證，賣電帶來的利潤均超過原有的純農

業經營，充足財源使農家願意繼續從事農業。 

(二)農地使用的雙重把關 

平成 25 年，日本開放農地「一時轉用」，「與太陽光電設備立柱相接之

農地」可「短期」轉為設置太陽光電用途。「一時轉用」由各地方的農業委

員會審核，要求設備設置不得妨礙農業經營，且須定期回報農作收成情形，

倘連年減收逾 2 成(排除天災因素)，經營者將無法再取得轉用許可。日本

透過農地使用前、後端的雙重把關(設置前的轉用許可審核、設置後的營農

狀況追蹤)，使農業生產與太陽光電妥適結合。 

(三)申設實務 

1. 申設者：日本營農型案場的發電事業者與農業耕作者不限於同一人，如

本次考察參觀之「Mega太陽能共享第一發電所」，該案場的發電事業者

為市民能源千葉合同會社，農業耕作者則為 Three little birds合同

會社。 

2. 申設流程：營農型案場之建置涉及政府能源及農業兩主管機關的行政

程序，日本設備認定(事業計畫認定)先於農地轉用，而我國設備認定

(同意備案)則是後於綠能設施容許使用，容許使用係營農型案場取得

同意備案核准的要件之一。日本施工前所有行政程序(接續檢討及簽

約、事業計畫認定、農地一時轉用)約需 4.5至 13個月，其中，費時最

久者為電力會社的接續檢討，原因係營農型案場所在地原有饋線容量

往往相對缺乏。 

3. 設置形式：日本太陽能共享案場採非附屬於農設屋頂形式建置，使用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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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形的太陽能面板，細長形面板的遮陰面積較小，所受風阻較少，同時

也因重量較輕故施工較易。 

二、太陽光電申設流程及躉購制度 

(一)太陽光電設備認定 

1. 單一階段認定：日本太陽光電設備認定僅有單一階段，部分我國於設備

設置後才會要求檢核之文件，日本均提前至設備設置前即要求案場經

營者提供。而我國設備認定則分成兩階段：同意備案(設置前)及設備登

記(設置後)，惟是否適合仿效日本將認定兩階段合一，須進一步研議相

關法規配套、行政程序及產官學界與民眾意見，以利後續評估。 

2. 線上申請系統：日本未滿 50kW的太陽光電設備可線上申請認定，後續

設備認定資訊如有微幅異動，也可在線上進行修改。考量線上系統不僅

省去紙本作業，更便於能源主管機關運用資料進行政策規劃，本局現已

著手規劃線上申辦系統。 

(二)公私協力 

日本未滿 50kW 的太陽光電設備認定係由 JP-AC 代行受理和審查，並要

求須使用符合 JPEA規範的太陽能面板。此外，JPEA亦與經濟產業省合作，

培訓及認證太陽光電設備施工人才。藉由產業的自主控管，日本公部門的負

擔得相對減輕。 

再生能源發展非單憑政府部門的推動即可達成，而亦須倚賴民間部門的

支持和專業投入，本局未來於規劃與執行相關機制及措施時，將更強化與民

間團體的溝通，共創我國綠能未來。 

(三)電能躉購價格 

1. 價格公告：日本於 2017年一次公告三個年度的再生能源電能躉購價格，

與我國一次公告一個年度的躉購費率，一個年度之內並再分為上、下兩

期之方式不同。 

2. 級距區分：日本太陽光電的躉購價格以 10kW、2,000kW區分級距，兩個

級距間差距甚大，又因未有合併計算躉購價格的規定，故鮮少見有申設

者刻意拆分同一場址設置容量，分案進行認定申請的狀況。 

3. 日本的躉購價格公告及級距區分容量方式，本局將於 2019年躉購費率

審定會中納入議題討論。 



 

 

 

 

 

 

 

 

附件一 

農林水產省簡報資料(掃描檔) 
 













 

 

 

 

 

 

 

 

附件二 

太陽光發電協會簡報資料(掃描檔) 
 





































 

 

 

 

 

 

 

 

附件三 

認定 NPO法人環境能源政策研究所簡報資料 

(掃描檔) 
 







































 

 

 

 

 

 

 

 

附件四 

市民能源千葉合同會社簡報資料 

(掃描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