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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儘管政府在 10 年前已推出相關支援措施，可是可再生能源
現時僅佔香港整體發電裝機容量不足 0.1%，遠低於亞洲 30%的
平 均 水 平 。 1  為 進 一 步 促 進 可 再 生 能 源 在 本 港 的 發 展 ， 在
2018-2019 年 開 始 生 效 而 為 期 15 年 的 《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

("《管制協議》 ")中，政府要求兩家電力公司 ("兩電 ")須以補貼性上
網電價，向住宅／工商用戶購買由可再生能源產生的電力，並接駁

至公共電網，此做法與現時全球 110 個地方的做法相似。 2 政府正
與兩電擬備執行細節，並承諾 "於 2018 年 "向立法會匯報詳情。 3 
社會上近期亦有建議，香港在制訂上網電價機制時，可參考海外

地方的經驗。  
 
1.2 在環境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11 月 7 日舉行的工作計劃會議
中，資料研究組獲邀研究亞洲選定地方以上網電價，藉以推動太陽

能發展的實踐經驗。 4  資料研究組選取了澳洲和日本作為研究
對象，不單是考慮到兩國的家用太陽能光伏 (solar photovoltaic)的滲透
率高企，亦由於它們的可再生能源發展位居世界前列位置。 5 
此外，首爾亦被納入是次研究，因為當地政府以社區為本的政策

措施，推動太陽能發展和節約能源，於亞洲亦為先驅。 6  
                                         
1 可再生能源是指用之不竭的天然能源，主要包括水力發電、生物質量、太陽能、

風能和潮汐能。相反地，化石燃料 (例如煤及天然氣 )及核能則較易耗盡或造成
污染。香港的發電裝機容量中，來自煤和燃油的比重為 61.9%，繼而是天然氣
(26.6%)、核能 (11.5%)和可再生能源 (不足 1%)。  

2 根據一項全球研究，在世界 176 個地方中，有 110 個地方 (63%)已推行上網電價。
請參閱 REN21 (2017)。  

3 請參閱 GovHK (2017a)。  
4 由於香港的太陽輻射處於高水平，加上太陽能易於應用，社會普遍認為太陽能在

本港的發展潛力，高於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能源。本摘要因而聚焦太陽能的上網

電價。  
5 根據 2017 年的 "再生能源國家吸引力指數 "，澳洲和日本在 40 個選定地方之中，
分別排名第 5 位和第 7 位。請參閱 Ernst & Young (2017)。  

6 南韓於 2011 年底取消全國性的上網電價，而首爾市政府則於 2013 年在市內推行
上網電價計劃。就此，資料研究組選取首爾 (而非南韓 )作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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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電池板

把陽光轉換為

直流電。  

逆變器把太陽能電力

轉換為交流電。  

系統發電量高於屋內需求時，

電錶的讀數回撥，剩餘的電力
將輸往電網。  

部分系統的設計是先把  
生產的電力供家居使用，

再將剩餘電力輸往電網。  

當屋內用電需求超過太陽

能生產的電量，系統便會

透過電網提取電力。  

陽光

 

1.3 本資料摘要首先介紹全球可再生能源近年發展概況，繼而

回顧香港在發展太陽能時面對的主要事項，最後總結澳洲、日本和

首爾三地的太陽能發展政策特點 (包括上網電價 )，並以 3 個摘要表
作結 (附錄 I 至 III)。  
 
 
2. 全球太陽能發展政策的近況  
 
 
2.1 概括而言，上網電價機制是向住戶或商戶提供誘因，鼓勵

它們安裝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電力公司須按既定電價向電力

生產者購買電力 (即上網電價 )，購電價格或會高於標準電價，而
購電期可長達 5 年至 20 年不等。購買可再生能源發電衍生的額外
成本，或由政府補貼，或由用電客戶透過支付較高電費承擔

(圖 1)。  
 
 
圖 1 —— 安裝於天台的太陽能光伏系統  
 
 
 
 
 
 
 
 
 
 
 
 
 
 
 
 
 
 
資料來源：Meridian Solar and Solar Craft。  

  



3 

2.2 以樓面面積約 70 平方米的香港典型村屋為例，裝機容量為
1.6 千 瓦 的 小 型 天 台 太 陽 能 光 伏 系 統 ， 造 價 約 50,000-
55,000 港元。 7 此系統每年可生產約 1 560 度電，相當於本港家庭
平均用電量的三分之一。 8 在沒有上網電價的情況下，此太陽能光
伏系統每月可為用戶節省電費約 150 港元。換言之，投資者需約
30 年收回成本 (圖 2)。然而，假如電力公司須以高於標準電價 (每度
電於 2018 年平均為 1.14 港元 ) 9 的上網電價購買該系統的產電，
可以縮短回本期，而有關幅度則仍需視乎於 2018 年公布的毛上網
電價 10 水平及年期而定。  
 
 
圖 2 —— 本港小型太陽能光伏系統的回本期 (不計算上網電價 ) 
 

典型家庭平均用電情況   

(a) 全年用電量  4  800 度電  

(b) 每度電平均電費  1 .14 港元  

(c)  全年電費開支  [= (a) x (b)] 5 ,500 港元  

太陽能光伏系統的產電情況 *  

(d) 系統造價  50,000-55,000 港元  

(e) 全年太陽能電力產量  1  560 度電  

(f)  每年節省的電費  [= (b) x (e)] 1 ,800 港元  

(g) 系統回本期  [= (d) ÷  (f )] 28-31 年  
 

註 :  (* )  適用於樓面面積約 70 平方米的天台。  
數據來源：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7 太陽能光伏組件的價格在 2010- 2015 年間，累計下調 77%，使太陽能光伏系統的
價格較為接近家庭用戶能負擔的水平。然而，本港只有少數村屋裝有接駁電網的

太陽能系統。此系統的產能估算是根據僅得少數樣本進行的本地研究推算而來，故

相關金額估算或有較大差異變數。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最近於 2016 年年中在
大澳開展 "社區太陽能發電計劃 "，在 3 所棚屋的天台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並連接
至電網，該等系統的發電容量合共達 6 千瓦，產量達每年 6 000- 7 000 度電。請參
閱 IRENA (2017a)、WWF (2017)、SCMP (2015)及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7)。  

8 本港家庭每月平均使用 400 度電，每月平均須繳付電費約 460 港元。請參閱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2017)。  

9 根 據 2018-2019 年 起 生效 的《 管制 協 議》 ，港 燈和 中 電的 淨電價 分 別為 每度
電 1.125港元和 1.154 港元。  

10 上網電價分為兩種模式。在毛電價 (Gross feed-in tariff)的模式下，電力零售商根據
上網電價，向電力生產者購買其全部的可再生能源產電，再以標準電價售回電力予

電力生產者使用。在淨電價 ( Net feed-in tariff)的模式下，電力零售商只會以上網電價
向電力生產者購買其未用或剩餘的可再生能源產電。根據新的《管制協議》，香港

將引入毛電價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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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討論本地政策發展前，值得留意數項近期全球趨勢。

首先，隨着上網電價的推行，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的家庭用戶數目
激增，太陽能發電的裝機容量近年迅速增長，逐步取代傳統化石
燃料。 11  全球太陽能發電容量在 2006-2016 年間，以平均每年
46%的趨勢飊升，幾乎是整體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年均增長 8%的
6 倍，更是化石燃料 (例如煤和燃氣 )發電量年均 4%增速的 11 倍。 12 
由於太陽能光伏系統的滲透率強勁，全球太陽能發電量在 2006-
2016 年間於整體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比重，已由 1%躍升至
14%(附錄 I)。  
 
2.4 其次，亞洲的太陽能發展步伐已超越其他地區。亞洲的
太陽能發電容量以平均每年 53%的趨勢飊升，較全球平均每年
46%的增長率更快；而亞洲在全球太陽能發電容量的比重，於
2016 年更高達 47%。相當程度上，這可能是內地太陽能發電容量
大幅增加所致。內地於 2011 年引入上網電價，並在 2015 年成為
全球太陽能發電量最高的國家。 13 然而，內地 9 成以上的太陽能
發電容量，是來自大規模的太陽能發電場，而非來自香港擬發展的

分布式小型太陽能光伏系統。 14 
 
2.5 第三，儘管太陽能發電的成本仍高於傳統能源發電，但
前者的經濟效益已大幅改善。以太陽能光伏為例，太陽能發電的
成本已於 6 年內累計下跌 62%。然而，天台式太陽能系統發電的
平均成本在 2015 年為每度電 0.26 美元，仍較化石燃料發電低
於 0.1 美元單位成本高出至少 50%。故此，很多地方仍須提供不同
形式的補貼，推動太陽能發展。  
 
2.6 第四，隨着太陽能光伏組件的價格回落，上網電價的水平
亦逐漸下調。以澳洲、日本、南韓和台灣 4 個亞洲地方為例，早期
上網電價約在 10 年前普遍為標準電價 171%-823%的偏高水平，

                                         
11 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部分原因緣於 (a)社會對温室氣體排放和全球暖化
日益關注，特別是在 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 2009 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會議和 2016 年的《巴黎協定》後尤以為甚；及 (b )鑒於原油價格
已由 2002 年平均每桶 25 美元 (195 港元 )倍升至 2012 年平均每桶 112 美元
(878.7 港元 )的高位，各地相繼制訂政策措施，探討開發另類能源。  

12 由於全球在太陽能發電方面的投資額在過去 10 年已增加 4 倍至 1,137 億美元
(8 ,825 億港元 )，太陽能發電的裝機容量在 2006- 2016 年間飊升 44 倍，發電量在
2005- 2015 年間亦激增 55 倍。  

13 內地於 2011 年為大規模太陽能發電場引入上網電價制度，並於 2013 年將有關制度
推展至小型電力生產者。  

14 本摘要沒有選取內地作深入研究，因為 (a)內地採取若干行政措施，未必適用於
香港； (b )內地不同省份在政策推行方面或會有頗大差異；及 (c )內地的太陽能光伏
項目中，分布式小型太陽能光伏系統所佔分額不足 1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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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求令太陽能投資者可加快收回成本。然而，有關比率已逐年下調

至 2016 年的 21%-441%，當中部分反映了太陽能光伏組件價格於
2010-2015 年間 77%的跌幅。此外，發展可再生能源使消費者須
承擔較高昂的電費，引起關注，亦為相關因素。 15 南韓政府由於
須以公帑補貼上網電價，因此當地太陽能發電雖然急速增長，但卻

為政府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 16 南韓政府於 2012 年以可再生能源
比例標準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取代全國性的上網電價，規定
電力公司在其每年產電量中，可再生能源產電須達到目標產電量的

指 定 比 例 ， 比 例 已 由 2012 年 的 2%逐 步 提 高 至 2017 年 的

4%(附錄 II)。 17 
 
 
3. 香港可再生能源的近期發展  
 
 
3.1 香港於 2015 年生產的可再生能源，相當於 5.275 億度電。
當中，來自堆填區及污水處理廠的生物氣 18 是最大類別 (佔 85%)，
其次則為生化柴油 (12%)、 19 太陽能 (2%)及其他 (少於 1%)。生物氣
及生化柴油的應用均受地點限制，不可作分布式發展。相比之下，

由於香港的太陽輻射水平高企 (太陽能發電潛力為每平方米可生產
1 333 度電 )，一般相信太陽能是本地最具發展潛力的可再生能源。
儘管如此，太陽能發電量僅佔本地耗電量的 0.1%，而現有太陽能
發電設施大多設於政府用地或政府建築物，意味着太陽能發電並未

充分地在私營機構推展。  
 
3.2 政府在 2008 年推出了兩項主要措施，以推動私營機構應用
可再生能源。首先，私營機構凡購置可再生能源裝置，每年可從
利得稅扣除該等裝置所招致的資本開支的 20%，為期 5 年。第二，
政府提供財政誘因，鼓勵兩電在現行《管制協議》於 2008-2009 年

                                         
15 由於日本的上網電價所帶來的額外成本須由電力用戶承擔，因此日本政府一直研究
可減輕用戶負擔的有效方法。請參閱 Japan Times (2016)。  

16 南韓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額外成本，是由政府透過補貼形式承擔，加上當地在 2006-
2011 年間的太陽能發電量大增 30 倍至 9.17 億度電，使相關的政府開支於 4 年內激
增 33 倍至 2,626 億韓元 (16 億港元 )，佔 2009 年政府開支總額的 0.1%。請參閱 Lee 
et al (2014)。  

17 在可再生能源組合標準制度下，電力公司在其總發電量中，指定比例須來自可再生
能 源 。 現 時 合 共 有 100 個 地 方 已 建 立 當 地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組 合 標 準 。 請 參 閱

REN21 (2017)。  
18 香港 3 個堆填區使用堆填氣體生產的電力，主要供堆填區的辦公室、抽水站及廢水
處理設施使用。請參閱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2014)。  

19 生化柴油是一種以植物油、動物脂肪或循環再用的食肆油脂製成的柴油。煮食廢油
則是香港生產生化柴油的主要原材料。  



6 

生效時，發展可再生能源。簡單而言，兩電的可再生能源投資的

准許回報率為 11%，高於傳統能源投資的 9.99%准許回報率。  
 
3.3 不過，該等措施對可再生能源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於

過去 10 年似乎有限。2008-2017 年間，私營機構 (包括兩電 )只安裝
了 50 個接駁電網的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包括 46 個太陽能光伏
系統及 4 個風力發電系統。 2009-2016 年間，每年只有 9-20 宗就
可再生能源裝置提出的扣稅申請，每年涉及的扣稅款額介乎

2,130 萬港元至 4,080 萬港元。  
 
3.4 政府最近於 2017 年 4 月與兩電簽訂新的《管制協議》。該
協議於 2018-2019 年生效，適用至 2033 年年底，長達 15 年。新的
《管制協議》訂有以下新條文，促進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a) 引入上網電價：一如上文所述，政府計劃將於 2018 年
公布上網電價機制，以推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兩電須在機制下為可再生能源 "所生產的每一度電 "支付
上網電價。當局釐定上網電價水平時，會考慮多項

因素，例如 (i )設立系統的投資； (ii)可再生能源的發電
設施成本； ( iii )擬議上網電價計劃的商業吸引力；及
( iv)對電價的影響；  

 
(b) 為兩電提供誘因：准許兩電就其本身或其用戶生產的
可再生能源賺取額外回報，上限為每年 0.05%； 20 及  

 
(c) 出售可再生能源證書：電力公司可出售證書，證明電力
源自可再生能源，買家可透過證書表示其業務營運或

活動不會造成碳排放。出售這些證書所得的收入，將有

助減輕推行上網電價計劃對用戶造成的整體電費影響。  
 
 

3.5 根據一項關於天台式太陽能光伏系統發展潛力的研究，在

本港 31 萬幢建築物中， 75%的天台可裝設太陽能板，發電潛力
最高可達每年本地耗電量的 10.7%。 21 位於新界的約 4 萬間村屋，

                                         
20 新的《管制協議》將傳統能源的准許回報率訂為 8%，而可再生能源的每年額外回
報率上限則規定如下： (a)電力公司或其用戶以可再生能源生產的電力為 0.05%；及
(b )新接駁至電網的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為 0.005%。此外，電力公司會根據其可再
生能源發電量而享有 0.01%的額外回報，為期 5 年。電力公司亦會獲得相等於出售
可再生能源證書所得收入的 10%作為獎勵。請參閱 Environment Bureau (2017c)。  

21 該研究由中央政策組資助。請參閱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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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最為受惠上網電價措施，主要是因為該等村屋獲已豁免，無須

就設置天台式太陽能光伏設施尋求政府批准。 22 2012-2017 年間，
只有 9 個在這類村屋安裝的太陽能光伏系統接駁至電網。若
2018 年公布的上網電價機制能提供具吸引力的誘因，預計有更多
村屋會裝設太陽能光伏措施。  
 
 

4. 澳洲的太陽能發展  
 
 

4.1 澳洲政府自 1997 年起實施應對氣候變化的國策，並訂立
強制性可再生能源指標 (Renewable energy target)。 23 憑藉其優越地理
位置，它擁有全球最高的每平方米太陽輻射水平， 24  加上政府
採取積極政策，因此澳洲的可再生能源佔整體發電裝機容量的

比例，已由 2000 年的 27%躍升至 2016 年的 44%。 25 值得注意的
是，太陽能發電的容量現為澳洲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第二大來源，

在 2016 年佔 27.3%，僅次於水力發電的 45.7%(圖 3 及附錄 III)。  
 
 

圖 3 —— 2016 年按來源劃分的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分布  
 

 
 
數據來源： IRENA。   

                                         
22 根據《建築物條例 (新界適用 )條例》 (第 121 章 )，符合規定的新界村屋可獲豁免，
不受《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的若干條文及其附屬規例所管制。這些獲豁免管制
的村屋可裝設符合規定 (例如尺寸、重量 )的小型太陽能光伏設施，而無須尋求地政
總署或屋宇署批准。請參閱 GovHK (2017b)。  

23 根據《 2000 年可再生能源 (電力 )法令》 (Renewable Energy (Electricity) Act 2000)，澳洲政府
推出可再生能源指標計劃，目的是 (a)增加以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 (b )減少因發
電而排放的溫室氣體；及 (c )推動澳洲可再生能源業的發展。該國的最近一次檢討在
2015 年進行，並將可再生能源指標上調，訂為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比
1997 年的水平再增加 23.5%。請參閱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2014) 及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Energy (2015)。  

24 請參閱 Australia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2017)。  
25 請參閱 IRENA (2017a)及 Australian Energy Regulator (2017)。  

4.3% 

22.7% 

27.3% 

45.7% 

其他 

風力 

太陽能 

水力發電 

天台式太陽能光伏系統  
(91.6%) 

太陽能發電場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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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最近，澳洲政府以多管齊下的方式發展太陽能，當中包括

以下主要措施：  
 

(a) 就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提供補助及貸款：澳洲部分地方
政府提供財政支援及獎勵計劃，鼓勵安裝太陽能光伏系

統。以南澳洲阿得萊德的中央商業區為例，阿得萊德

市議會自 2015 年起推行一項計劃，為居民及商戶提供
最高 1 萬澳元 (57,800 港元 )的補助，安裝太陽能光伏板
及電池式能源儲存系統。  

 
 昆士蘭州政府則預留 2,100 萬澳元 (1 億 2,140 萬港元 )，
在 2018 年年初起，為當地家庭提供免息貸款，安裝
天台式太陽能光伏系統。除貸款外，州政府亦就安裝電

池式系統提供介乎 1,300-2,000 澳元 (7,514-11,560 港元 )
的現金回贈；及  

 
(b) 太陽能光伏系統租用計劃：由於租戶往往不願意為非自
置的居所購置天台式太陽能光伏系統，因此澳洲政府在

2014 年注資 1 億 2,000 萬澳元 (6 億 9,360 萬港元 )，
協助商業機構為住宅用戶提供 "太陽能系統租賃 "計劃。
在該計劃下，太陽能光伏系統由 "投資者 "擁有，並租予
住宅用戶。投資者負責支付安裝及維修保養系統的

費用，為期 20-25 年。在租賃合約完結時，有關系統可
歸用戶所有。  

 
 
4.3 除了以上措施外，儘管澳洲並無全國性的上網電價，但

大部分州份已在 2008-2010 年間，各自推出上網電價措施，相關
特點主要如下：  

 
(a) 電力零售商負有購電責任：電力零售商有責任採購以
可再生能源生產的電力，並授予電網接駁權；  

 
(b) 上網電價的協議年期：澳洲的上網電價協議年期，各個
州份相差很大，由 7 年至 20 年不等；  

 
(c) 上網電價的水平：一如上文所述，隨着太陽能光伏系統
的價格回落，近年澳洲各個州份的上網電價水平已呈

跌 勢 。 上 網 電 價 於 2008-2010 年 推 出 時 ， 協 議

所訂新的電力生產者上網電價為每度電 0.4-0.6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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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5 港元 )，相等於標準電價的 191%-286%。最近，
新 參 與 自 行 發 電 的 電 力 生 產 者 於 2016 年 享 有

的上網電價，已大幅減至每度電約 0.068-0.20 澳元
(0.45-1.16 港元 )；相應標準電價的比率，亦顯著下調至
21%-102%；  

 
(d) 太陽能發展的成本負擔：在澳洲全國各地 (西澳洲除外 )
的上網電價計劃中，可再生能源發電衍生的額外成本，

大多由電力用戶分擔。 26  估計這類 "環保成本 "在
2015 年約佔一個典型住戶總電費的 5%；及  

 
(e) 檢討上網電價的機制：地方政府通常每年檢討上網電價
計劃及水平，同時檢視 ( i)政府有否達到可再生能源
指標，以及其財政上的承受能力； 27 及 (i i)住宅及小型
發電商就其生產的可再生能源電力所獲的價值是否公平

和合理。  
 
 
4.4 連同 2016-2017 年間新裝約 15 萬個天台式太陽能光伏系統
在內，澳洲有多達 170 萬個住宅已安裝接駁電網的天台式太陽能
光伏系統，相關發電量佔澳洲太陽能發電量的 92%。分布式太陽能
光伏系統在澳洲的住戶滲透率高達 21%，領導全球。  
 
 
5. 日本的太陽能發展  
 
 
5.1 傳統化石燃料曾經是日本最主要的能源 (佔 60%的比重 )，
其次是核能 (30%)、水力發電 (9%)和其他可再生能源 (1%)。然而，
2011 年 3 月的福島核事故和隨後電力短缺的情況，成為日本能源
政策的轉捩點。日本政府自此更積極推廣可再生能源，包括於

2012 年引入上網電價。由於太陽能非常適合土地匱乏的日本，
因此太陽能的發展於過去 5 年突飛猛進，佔 2016 年可再生能源發
電量 (不包括水力發電量 )的 89%。 2016 年，日本以 41.6 千兆瓦的
裝機容量，超越德國成為僅次於內地的全球太陽能發電量第二

大國。   

                                         
26 西澳洲是唯一一個獲得政府補貼可再生能源電力的澳洲州份。  
27 舉例而言，西澳洲政府以上網電價計劃帶來的開支為理由，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起
已暫停接受所有有意參與上網電價計劃的新申請。請參閱 Government of Western 
Australi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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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自 2000 年代起，日本政府推出以下措施，以推廣太陽能：  
 

(a) 就安裝家用太陽能光伏系統提供補貼：日本政府在
2009 年實施一項補貼計劃，為安裝家用太陽能光伏系
統的住戶，提供 30,000-35,000 日元 (2,500-2,900 港元 )
的補貼，直至 2014 年。有關補貼可用作購買太陽能光
伏組件、周邊設備、配電線、鋰電池和安裝工程；  

 
(b) 為太陽能裝置提供稅務優惠：日本政府自 2009 年起
推出減稅措施，住戶為其家居安裝可提升能源效益的

裝置 (包括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 )，便可從入息稅扣減共
10%的安裝費用；及  

 
(c) 就可再生能源電力訂立強制性目標：在 2003-2012 年
間，日本實施可再生能源比例標準計劃。在該計劃下，

電力零售商有責任使用指定數額可再生能源生產的

電力。不過，可再生能源產電量最終僅佔整體發電量的

1%，因此可再生能源比例標準計劃在 2012 年終止。  
 
 
5.3 福島核事故後，上述推廣措施被認為過於溫和。因此，

日本政府自 2012 年 7 月起引入上網電價，取代可再生能源比例
標準計劃。 28 主要特點如下：  
 

(a) 電力零售商有購電責任：日本的電力公司有責任以固定
的上網電價購買小型太陽能光伏系統產生的剩餘電力，

並授予電網接駁權。  
 
 儘管如此，電網營運商為求平衡電力供求情況，每年

可停止從每項設施輸入可再生能源電力多達 30 天而
無需作出補償。電網營運商若預期會停止輸入電力期

超過 30 天，也可拒絕簽訂接駁電網的協議；  
  

                                         
28 根據日本政府的資料，上網電價計劃是 "針對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投資，幫助減低
收回投資成本時的不確 定性，從而鼓勵更廣泛應用和加快相關投資 "。請參閱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of Japa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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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網電價的協議年期：就發電量低於 10 千瓦的小型
太陽能光伏系統而言，保證電價會維持 10 年； 29 

 
(c) 上網電價的水平：最初在 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3 月
期 間 ， 上 網 電 價 相 當 優 厚 ， 訂 於 每 度 電 42 日 元

(4.1 港元 )的水平，相當於標準電價的 171%。 30 由於
內部回報率達 3.2%，相當具吸引力，促使太陽能蓬勃
發展，甚至出現 "類似泡沫現象 "。 31 

 
 不過，與澳洲相似，上網電價近期亦大幅下調，2016 年
價格已回落至每度電 31 日元 (2.2 港元 )，相當於標準
電價的 120%。政府已宣布 2019 年的上網電價，將進一
步降低至每度電 24 日元 (1.7 港元 )，與標準電價相若；  

 
(d) 太陽能發展的成本負擔：電力公司購買可再生能源電力
所帶來的額外成本，可透過向用電戶徵收一項與其用

電量掛鈎的附加費收回。就每月平均用 300 度電的典型
家庭而言，估計 2016 年每月的附加費相當於 675 日元
(48.3 港元 )或該家庭每月電費的 10%；及  

 
(e) 檢討上網電價的機制：日本政府在檢討上網電價計劃
時，首先考慮可再生能源所產生的電量和對整體電力

供應的影響。在調整上網電價時，日本政府一般會將可

再生能源發電的成本納入考慮，務求令電力生產者可

賺取適度利潤。 31F

32 
 

5.4 跟早前可再生能源比例標準計劃相比，上網電價似乎更能

有效地在日本推動使用太陽能發電。這反映在引入上網電價後的

5 年間 (即 2012-2016 年 )，太陽能裝機容量達到 41.6 千兆瓦，錄得
超過 5 倍的增幅 (圖 4)。 2016 年，日本有超過 200 萬住戶在家居
安裝了太陽能光伏系統，滲透率為 7%。  

  

                                         
29 若太 陽能光伏系 統的發電量 大於 10 千瓦 (通 常是太陽能 發電場或大 型系統的
發電量 )，保證購電期將長達 20 年。  

30 日本的上網電價幾乎是德國的兩倍，故此普遍認為能有效推動太陽能發展。請參閱
Japan Times (2012)及 OECD (2008)。  

31 請參閱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2016)。  
32 請參閱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2011 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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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003-2016 年間太陽能光伏系統的發電量  
 
 

 
 

數據來源： IRENA。  

 
 
6. 首爾的太陽能發展  
 
 
6.1 一如上文所述，南韓的全國性上網電價計劃在實施長達

10 年後，於 2011 年底終止，由 2012 年推出的可再生能源比例標
準取而代之。 33 該項政策轉變，很大程度是因為上網電價帶來的
財政負擔與日俱增。此外，南韓亦計劃建立一個以市場為本的

環境，減少對政府補貼的依賴。 34 
 
6.2 然而， 2011 年福島核事故後，首爾市政府於 2012 年 4 月
展開 "減少一座核電廠 (One Less Nuclear Power Plant)"運動，並在

                                         
33 在南韓，化石燃料佔 2016 年裝機容量的最大份額 (70.4%)，其餘依次是核能 (17.7%)
和可再生能源 (11.8%)。在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方面，水力發電佔 43.8%、太陽能佔
三分之一 (33.8%)，其次是風力發電 (7 .4%)。自 2012 年，所有電力供應商均有責任
使用可再生能源生產一定比例的電力，該比例由 2012 年的 2%上升至 2022 年的
10%。請參閱 Korea Energy Management Corporation (2017a)。  

34 南韓於 2002 年為太陽能產電引入全國性上網電價，價格訂於每度電 716.4 韓元
(4 .51 港元 )的優厚水平，並維持 15 年的協議年期。相對於標準電價，上網電價的
溢價比率達 823%。鑒於財政壓力，全國性的上網電價計劃於 2011 年年底終止。
請參閱 OECD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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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推出以城市為本的上網電價計劃。 35 大體而言， "減少一座
核電廠 "運動的目標是： (a)減少首都能源使用量至相當於 200 萬噸
油當量，亦即 2014 年一座核電廠的年產量；及 (b)將供電自給率由
2011 年的 3%逐步提升至 2014 年的 8%及 2020 年的 20%。為了
達到這些目標，首爾市政府一方面發展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推行

以社區為本的措施，節約能源。 36 
 
6.3 首爾市政府近年以社區為本的太陽能和節約能源措施，

概述於下：  
 
(a) 為太陽能產電設立上網電價：首爾政府於 2013 年推出
以城市為本的上網電價計劃，相當溫和。就 3-50 千瓦
發電量的小型太陽能光伏系統而言，上網電價為每度電

50 韓元 (0.34 港元 )，只相當於首爾標準電價的 39%，
協議期為 5 年，上網電價帶來的成本由用戶共同承擔。
然而，上網電價於 2016 年倍增至 100 韓元 (0.68 港元 )，
為標準電價的 82%。  

 
 同時，首爾市政府亦提供補貼，資助住戶在窗戶或天台

安裝僅 260 瓦的微型太陽能板，從而令太陽能板的成本
降低多達 80%至大約 100,000 韓元 (670 港元 )。據報在
過去 15 年間 (即 2003-2017 年間 )，首爾約 34 000 個或
1%的住戶安裝了太陽能板；  

 
(b) 為太陽能合作社提供租金優惠： 2014 年 10 月，首爾有

12 家太陽能合作社，以低廉的租金向首爾市政府租用
閒置用地，以安裝小型太陽能光伏系統。該等合作社

經營小型太陽能發電廠，總發電量達 22.8 兆瓦；  
 
(c) 太陽能發電市民基金：為鼓勵公眾參與，首爾市政府於

2015 年為太陽能項目支持成立市民基金。首爾市民
可認購該基金，以賺取每年 4%的保證回報。截至
2017 年年中，基金總額為 500 億韓元 (3.45 億港元 )。  

  

                                         
35 首爾的用電量佔全國總用電量的 10.9%。不過，首爾在 2011 年的供電自給率只有

2.95%。  
36 首爾市政府預期，供電自給率的 46%會透過發展可再生能源實現，而 54%則會透過
提高能源效率和節約能源實現。請參閱 Seoul Urban Solutions Agency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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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能源自給村：首爾市政府於 2012 年推出能源自給村
計劃，嘗試鼓勵首爾市區和鄉郊社區構建能源自給的

共同願景。 37 2017 年，首爾有 75 條能源自給村，活動
由個別住戶安裝太陽能板至推動整個社區進行節能活動

不等。首爾市政府在能源自給村計劃下，向當區居民

提供教育／培訓課程。此外，有關社區在推行計劃的

過程中，如有需要，也可要求首爾市政府引進專業

顧問。此外，首爾市政府在 2014 年亦培訓了 95 名能源
系統設計師和 250 名能源顧問；  

 
(e) 對能源自給村的財政支援：能源自給村每年可從首爾
市政府獲得補貼，為期 3 年，補貼額合共 1,460 萬韓元
(98 萬港元 )。此外，社區可透過 "減少一座核電廠 "運動
申請財政支援，在能源自給村推行樓宇改裝和安裝微型

太陽能光伏裝置；及  
 
(f ) 環保積分制度：首爾市政府於 2009 年推出環保積分
制度 (Eco-Mileage system)，以提供誘因，鼓勵住戶成員及
機構成員減少用電、用水和用燃氣量至對上兩年的每月

平均用量最少 10%的水平。在該制度下賺取的 "環保
積分 "，可兌換優惠券，用作購買發光二極管 (LED)燈、
節能水龍頭或交通卡。 38 在 2017 年年底，該制度有
198 萬名註冊會員，佔首爾人口的 20%。據首爾市政府
估計，自 2009 年以來減少碳排放的效果，相當於 "種植
了 2.7 億棵松樹 "。  

 
6.4 大體而言，以社區為本的措施，尤其是能源自給村計劃，

在鼓勵市民參與節能計劃方面具有成效。 39 截至 2016 年年底，
參加能源自給村計劃的社區中，超過一半位處多層住宅樓宇。

在 2011-2015 年間，首爾市內 28 154 個地點已安裝太陽能光伏
系 統 ， 其 中 90%是 微 型 系 統 。 現 時 首 爾 的 太 陽 能 發 電 量 達

                                         
37 除了提高供電自給率外，能源自給村計劃亦 "啟發首爾市政府提出一些有意義的
願景 "。舉例而言， Seokgwan Dusan公寓能源自給村把 25 個公寓停車場的照明裝置改
為發光二極管 (LE D)燈，繼而把節省的電費用來增加公寓保安員的工資。請參閱
Sejong University (2017)。  

38 環保積分制度的住戶成員或機構成員可透過一個網上平台，查閱並計算其能源使用
量轉換成的碳排放量。成員每減少 10%的能源使用量，便可獲得 50 000 積分 (價值
約 50,000 韓元 (335 港元 ))。請參閱 OECD (undated)及 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2017a)。  

39 請參閱 Sejong Universit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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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兆瓦，足以為 36 000 個住戶供電。 2011-2014 年間，南韓全國
用電量增加 4.9%。與此相反，首爾同期的用電量卻下降 4%。  
 
 
7. 結語  
 
 
7.1 上網電價計劃是全球多達 110 個地方採用的措施，鼓勵
住戶和企業安裝小型太陽能光伏設施，並將所生產的太陽能電力

聯接至電網。澳洲和南韓在引入上網電價後的 5 年，太陽能發電的
裝機容量分別強勁增長達 36 倍和 15 倍，而日本則在 3 年內增長
4 倍，可見其政策效果顯著。  
 
7.2 上網電價一般於早期訂於高於標準電價水平，尤其是引入

計劃的最初數年，目的是幫助投資者收回高昂的投資成本。然而，

全球各地的上網電價水平近年均呈下降趨勢，原因是 (a)太陽能
設施的成本在 2010-2015 年間急劇下降了 77%；及 (b)太陽能光伏系
統裝置數目的增長快速，對政府開支或住戶電費開支構成壓力。以

日本為例，天台式太陽能發電的上網電價與標準電價的比率，已由

2012 年的 171%下降至 2016 年的 120%。澳洲各州份的相關比率，
亦由 2008 年的 191%-313%，下調至 2016 年的 21%-102%水平。  
 
7.3 首爾採用社區為本措施，推動太陽能發展和節約能源，是

亞洲的先驅。雖然在發展微型太陽能光伏系統方面，首爾訂定的

上網電價不高，但它似乎仍能有效鼓勵市民參與社區的相關活動，

令 2011-2014 年間的能源使用量減省了 4%。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余鎮濠  
2018 年 1 月 17 日  
電話： 2871 2142 
 
-------------------------------------------------------------------------------------------------------------------------------------------------------------------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

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 ")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

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而且須將一份複製
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本期資料摘要的文件編號為 IN04/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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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2016 年亞洲選定地方按能源劃分的電力裝機容量  
 

 全球  亞洲  內地  台灣  南韓  日本  澳洲  新加坡  香港  

(a) 2016 年按能源劃分的裝機容量 (千兆瓦 )及所佔比重 * 

總計  6  637.8 
(100.0%) 

2  893.5 
(100.0%) 

1  649.0 
(100.0%) 

49.9 
(100.0%) 

124.8 
(100.0%) 

295.2 
(100.0%) 

43.2 
(100.0%) 

13.3 
(100.0%) 

12.1 
(100.0%) 

化石燃料  
(例如煤／天然氣 ) 

4  156.9 
(62.6%) 

1  946.7 
(67.3%) 

1  044.0 
(63.3%) 

37.8 
(75.7%) 

87.9 
(70.4%) 

196.4 
(66.5%) 

24.1 
(55.8%) 

13.1 
(98.1%) 

10.7 
(88.5%) 

核能  352.0 
(5 .3%) 

67.3 
(2 .3%) 

32.4 
(2 .0%) 

5 .1 
(10.3%) 

22.1 
(17.7%) 

1 .8 
(0 .6%) 

- 
-  

-  
-  

1 .4 
(11.5%) 

可再生能源  2  128.9 
(32.1%) 

879.5 
(30.4%) 

572.6 
(34.7%) 

7 .0 
(14.0%) 

14.8 
(11.8%) 

97.0 
(32.9%) 

19.1 
(44.2%) 

0 .3 
(1 .9%) 

<0.1 
(<0.1%) 

(b) 2016 年按主要可再生能源類別劃分的容量 (千兆瓦 ) 

可再生能源  
總容量  

2  128.9 
(100.0%) 

879.5 
(100.0%) 

572.6 
(100.0%) 

7 .0 
(100.0%) 

14.8 
(100.0%) 

97.0 
(100.0%) 

19.1 
(100.0%) 

0 .3 
(100.0%) 

資料不詳  

水力  1  245.7 
(58.5%) 

518.0 
(58.9%) 

333.7 
(58.3%) 

4 .7 
(66.9%) 

6 .5 
(43.8%) 

50.2 
(51.7%) 

8 .7 
(45.7%) 

- 
-  

風力  467.1 
(21.9%) 

184.6 
(21.0%) 

149.0 
(26.0%) 

0 .7 
(9 .7%) 

1 .1 
(7 .4%) 

3 .0 
(3 .1%) 

4 .3 
(22.7%) 

- 
-  

太陽能  295.9 
(13.9%) 

139.7 
(15.9%) 

77.8 
(13.6%) 

1 .2 
(17.3%) 

5 .0 
(33.8%) 

41.6 
(42.9%) 

5 .2 
(27.3%) 

0 .1 
(49.5%) 

其他  120.1 
(5 .6%) 

37.3 
(4 .2%) 

12.2 
(2 .1%) 

0 .4 
(6 .1%) 

2 .2 
(15.0%) 

2 .3 
(2 .3%) 

0 .8 
(4 .3%) 

0 .1 
(50.5%) 

 

註：  (* )  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各分項佔總容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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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2017 年亞洲選定地方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及分布式太陽能上網電價制度  
 

 
內地  台灣  

南韓  
日本  澳洲  新加坡  香港  

 全國  首爾  
( a) 推廣可再生能源電力的政策  
上網電價      於 2011 年

終止  
  2013 年  
開始實施  

        

可再生能源比例標準          2012 年  
停止實施  

      

可再生能源證書                  
就安裝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提供稅務優惠  

  
(商戶 ) 

  
(商戶 ) 

      
(住戶 ) 

  
(商戶 ) 

  
(商戶 ) 

  
(商戶 ) 

補助／貸款或其他補貼                  

( b) 上網電價的基本資料  

不適用  

協議年期  20  20 15 5  10 7- 20 
額外成本的承擔者  政府  用戶  用戶 * 

( c) 引入上網電價初期，參與計劃的電力生產者可享有的電價  
推出年份  2013 2010 2002 2013 2012 2008- 2010 
上網電價的初期價格 (每度電 ) 0 .42 元  

人民幣  
8 .5394 元  
新台幣  

716.4 
韓元  

50  
韓元  

42  
日元  

0 .4- 0.6 
澳元  

住宅標準電價 (每度電 ) 0 .56 元  
人民幣  

2 .6098 元  
新台幣  

87.01 
韓元  

127.02 
韓元  

24.51 
日元  

0 .1473- 0.2098 
澳元  

上網電價相對於標準電價的比率  75% 327% 823% 39% 171% 191%- 313% 
( d) 2016 年新參與計劃的電力生產者可享有的上網電價  
上網電價的新近價格 (每度電 ) 0 .42 元  

人民幣  
6 .4813 元  
新台幣  

-  100 
韓元  

31  
日元  

0 .068- 0.2 
澳元  

住宅標準電價 (每度電 ) 0 .55 元  
人民幣  

2 .6159 元  
新台幣  

-  121.52 
韓元  

25.91 
日元  

0 .1957- 0.3204 
澳元  

上網電價相對於標準電價的比率  76% 248% - 82% 120% 21%-102% 
註：  (* )  西澳洲除外，當地政府承擔上網電價的額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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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澳洲、日本及首爾的天台式太陽能光伏系統上網電價制度的要點  

 

 澳洲  

日本  首爾   
南澳洲  

澳洲首都  

領地  
昆士蘭  維多利亞  

新南  

威爾斯  
西澳洲  

( a) 基本資料  

推出年份  2008 2009 2008 2009 2010 2010 2012 2013 

協議年期  20  20 10 15 7  10 10 5  

電網接駁及購電責任                  

檢討上網電價制度的時間  每年  

額外成本的承擔者  用戶  政府  用戶  政府  

( b) 引入上網電價初期，參與計劃的電力生產者享有的電價  

上網電價的初期價格 (每度電 ) 0 .54 澳元  0 .4004 澳元  0 .44 澳元  0 .6 澳元  0 .6 澳元  0 .4 澳元  42 日元  50 韓元  

住宅標準電價 (每度電 ) 0 .2098 
澳元  

0 .1473 
澳元  

0 .1826 
澳元  

0 .192 
澳元  

0 .2098 
澳元  

0 .2096 
澳元  

24.51 
日元  

127.02 
韓元  

上網電價相對於標準電價的比率  257% 272% 241% 313% 286% 191% 171% 39% 

( c) 2016 年新參與的電力生產者享有的上網電價  

上網電價的新近價格 (每度電 ) 0 .068 
澳元  

0 .2 
澳元  

0 .07448 
澳元  

0 .113 
澳元  

0 .2 
澳元  

0 .2 澳元  
(2011) ( 1 )  

31  
日元  

100 
韓元  

住宅標準電價 (每度電 ) 0 .3204 
澳元  

0 .1957 
澳元  

0 .2468 
澳元  

0 .2749 
澳元  

0 .2219 
澳元  

0 .2717 
澳元  

25.91 
日元  

121.52 
韓元  

上網電價相對於標準電價的比率  21% 102% 30% 41% 90% 74% 120% 82% 

( d) 2016 年太陽能光伏系統的滲透率  

已裝設有關系統的住戶數目  200 213 17 185 485 794 294 815 343 930 211 091 2  011 142 34 000 

住戶滲透率 ( 2 ) 30% 14% 30% 15% 15% 24% 7% 1% 
 

註：  (1)  西澳洲於 2012 年暫停實施上網電價計劃。  
 (2)  截至 2016 年年底，澳洲約 170 萬個住宅已裝設太陽能光伏系統，佔全國住戶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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