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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建置開始顯著成長，而臺灣平原上廣闊

的農地，被政府視為太陽能蘊藏量豐富的寶

庫。

農電共生是什麼？

農電共生（agrivoltaic）是指在農地或農

業設施上建置太陽能光電系統發電的一種模

式。在我國，根據現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農地種電

可分為營農型和非營農型二種。營農型種電

是指除了在農地上種電外，仍須作農業使用，

淨零趨勢下農電共生

國內外之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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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世界各國相繼投入再生能源的研發，以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其中，太陽能

因具有天然、豐富、無遠弗屆等特點，成為各國推動的焦點。而在太陽能應用中，農電共

生因為具備最大化利用土地、提高耕地利用率、提供遮蔭同時減少水分蒸散、提供植被等

綠色環保的優點，更成為各國重視的發展面向。因此，本文將介紹當前農電共生的應用方

式，以及國內外的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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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3月 14日傍晚，我國核

二廠 2號機組發電量降為

0%，宣告第二核能發電廠的正式退役。同一

時間台電官網顯示 1，燃氣電廠的發電量約佔

51%、燃煤 31.5%、核能約 6.5%，再生能源

發電量佔比不到 8%（日落後太陽能發電無輸

出）。面對即將到來的夏季用電高峰，在大

潭火力發電廠 8號機尚未就緒的情形下，雖

然政府官員保證不會缺電，但如何供應穩定

電力且留有備轉餘裕，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我國自 2010年推動電力收購機制後，太陽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