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經濟部112年度全國電⼒資源供需報告，隨著經濟發展，台灣⽤電需求⽇益上升，為
達到2050淨零排放的⽬標，政府積極發展再⽣能源，台灣因得天獨厚的地形與氣候條件，
有許多發展⾵⼒發電的優良⾵場(⾒圖1-3)，尤其集中在西部外海，因此離岸⾵電是⼀⼤發
展重點，政府也劃設了許多離岸⾵電潛⼒場址(⾒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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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成陸域⾵⼒發電計畫擬於臺東縣成功鎮、⻑濱鄉設置⾵⼒發電廠，規劃設置 25 部⾵ ⼒發
電機(圖3-1)，開發內容包括⾵機、陸域輸電線路及⾃設升 壓站，⾵機單機裝置容量為 3~7
MW，最⼤總裝置容量約 175 MW。
東⾵陸域⾵⼒發電計畫擬於臺東縣太⿇⾥鄉、⼤武鄉及達仁鄉設置⾵⼒發電廠，規劃設置
33 部⾵⼒發電機(圖3-2)，開發內容包括⾵機、陸域輸電線 路及⾃設升壓站，⾵機單機裝置
容量為 3~7 MW，最⼤總裝置容量約 231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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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前⾵電建置與發電情形
截⾄113年底，我國再⽣能源裝置容量共21,052千瓩，其中慣常⽔⼒2,123千瓩，地熱發電7千瓩，太陽光
電14,281千瓩，⾵⼒發電3,890千瓩，⽣質能發電84千瓩，廢棄物發電666千瓩。
113年我國再⽣能源發電量共33,332,639千度，其中慣常⽔⼒4,205,932千度，地熱發電26,741千度，太陽
光電14,902,522千度，⾵⼒發電10,329,074千度，⽣質能發電224,033千度，廢棄物發電3,644,338千度。

⾵⼒發電裝置容量占⽐約為 18.5%(⾒圖1-1)，發電量占⽐約為31%(⾒圖1-2)，是相對⾼效的再⽣能源

3.健康危害
「⾵⼒渦輪機症候群」（wind turbine syndrome）指的是20-200赫茲的低頻噪⾳對⼈體的⽣⼼理影
響。低頻噪⾳容易出現在陸域⾵機設置的區域內，這是因為⾵機轉動時的震動跟扇葉劃破空氣所產⽣的
聲⾳及能量，會隨著地形及距離傳播到⼈體。⻑期暴露在低頻噪⾳之下，會造成頭痛、⽿鳴、疲倦失
眠、憂鬱易怒、專注⼒降低等影響，同時也會影響「⼼率變異率」（HRV）。
⼼率變異率可簡單理解為每個⼼跳與⼼跳間距的變化。⼼率變異率越⼤，表⽰⾝體機能回應外界刺激越
明顯，變異率越⼩，表⽰⾝體回應外界聲⾳刺激的能⼒變弱，⼼率變異率是⼀種⾃律神經系統活動的指
標，⾃律神經失衡可能會增加⼼臟⾎管疾病發病與死亡率。

從能源轉型探討台灣東部⾵電開發的爭議與可⾏性

台灣開發與使⽤再⽣能源的政策⽅向因為地形與氣候關係，⾵⼒發電佔有重要的地位 ⽬前⾵場多分布在西部，不過近期東部似乎也有被納⼊⾵電規劃的考量。台亞⾵能在環境部環評書件查詢系統上傳
了東成與東⾵陸域⾵⼒發電計畫，該計畫擬於臺東縣成功鎮、⻑濱鄉跟太⿇⾥鄉、⼤武鄉及達仁鄉設置⾵⼒發電廠，分別設置25、33部裝置容量共406 MW的⾵機，開發內容包括⾵機、陸域輸電線路及
⾃設升壓站，然⽽其中存在許多爭議，環境影響、程序正義、資訊不對等、居⺠健康與⽂化景觀衝突等，已經在新聞跟社群平台激起不⼩的漣漪，媒體多篇報導，地⽅政府、當地居⺠都表⽰反對，形
成重要公共議題，因此在追求綠能、能源轉型的同時，應多研究東部⾵電案是否必要且合理。

，

⼆.研究動機與背景

相關建議與反思
⽬前國內對陸域⾵機開發的規範過於寬鬆，唯⼀限制來⾃《開發⾏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及範圍
認定標準》第29條，規定除保護區及保安林地外，僅要求⾵機距離建築物500公尺內需送交環評。然
⽽，於農地、⾵景區及養殖區開發卻無明確限制，導致廠商得以輕率提交計畫，將陸域⾵機開發的准
駁責任幾乎全權交由環評機制承擔。造成明顯不適宜的開發案進⼊環評流程，徒增⾏政負擔。以台東
為例，偏鄉資訊不流通，部落⻑者難以獲取計畫資訊，台亞⾵能⽬前也沒有與地⽅召開相關說明會，
造成嚴重資訊落差。此外，⾵電場的噪⾳與景觀破壞已引發社區恐慌及⽣態爭議，未來其他地區恐⾯
臨類似困境，進⼀步耗費社會成本。為避免此亂象，建議政府完善開發前期監管法規，制定更嚴格的
選址標準，並強化資訊公開與居⺠參與機制，避免不當計畫隨意送交環評，確保⾵電開發兼顧環境永
續與社會公平。

（⼀）研究問題：本研究分析政府資料與各項期刊論壇⽂章從能源轉型現況探討東部⾵電開發的爭議與可⾏性
（⼆）研究範圍：：政府發布的電⼒統計資料、各項再⽣能源發展計畫、期刊論⽂以及專欄報導等
（三）研究⽅式： 次級資料研究與⽂獻回顧

三.研究問題與⽅法
東部海岸發展陸域⾵電的可⾏性與爭議分析

1. 資訊落差
東成⾵場的環評過程缺乏透明度，引發居⺠與地⽅團體的強烈質疑，認為資訊公開嚴重不⾜，且⽬前都
沒有與地⽅召開相關說明會。根據環保署資料，東成⾵場⾃2021年6⽉提交環評初稿，歷經多次補正與
審查，⾄今仍未通過，卻未⾒開發商台亞⾵能公開評估報告，例如噪⾳影響、災害⾵險以及⽣態衝擊的
詳細數據。東海岸以原住⺠部落為主，許多⻑者資訊管道有限，缺乏網路或書⾯資料的獲取能⼒，導致
資訊落差。
2. 區域正義
⾵⼒發電作為外部成本較⾼的設施，因噪⾳、景觀衝擊與災害⾵險等問題，在⼈⼝稠密的台灣西部地區
難以推展，開發商卻將眼光轉向相對⼈少的台東，引發區域正義爭議。台東雖地廣⼈稀，但不應成為西
部「不要的設施」的接收地，迫使少數居⺠承擔環境與社會成本。東海岸以其⾃然景觀與觀光價值聞
名，建設⾵機將顯著改變地景，對觀光業造成⻑期衝擊。

《開發⾏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29 條規範 能源或輸變電⼯程之開發，有下
列情形之⼀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六、設置⾵⼒發電機組，符合下列規定之⼀者：
（⼀）第⼆款第⼀⽬⾄第五⽬規定之⼀。
（⼆）位於臺灣沿海地區⾃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般保護區，設置五座機組以上，或同⼀保
護區內，申請設置之機組數⽬與已取得⽬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機組數⽬合計達⼗座以上。
（三）位於保安林地。
（四）任⼀⾵機基座中⼼與最近建築物（指於⾵⼒發電開發計畫向⽬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時，
領有使⽤執照或⾨牌號碼之他⼈建築物）邊界之直線距離五百公尺以下。但建築物屬抽⽔站或發電
設備之電氣室等設施，不在此限。

發展再⽣能源是好事，不過台灣是地狹⼈稠的島嶼，政府應完善法規保護⽐電⼒更珍貴的資產，
建設的同時也應保障弱勢者的利益與權利。

圖1-3   台灣⾵⼒資源潛能圖(取⾃⼯業技術研究院)

圖1-4   離岸⾵電潛⼒場址圖(取⾃⼯業技術
研究院-⾵⼒發電單⼀服務窗⼝)

計算東成計畫+東⾵計畫的實際發電量，兩者裝置容量共406 MW
根據台電107-111的⾃有陸域⾵⼒發電營運情形數據(圖2-4)，陸域
⾵電在台灣的容量因數約為29%。假設為29%
年發電量：406 MW × 8760⼩時 × 0.29= 1031402.4 MWh=
10.314024億度
根據台電資料，台東113年的總售電量為10.24713069億度，若⾵
電在台東建成，純論發電量⾜以提供台東縣全年的⽤電量，勢必
能增加台灣電網的穩定性 圖2-4  107-111年台電陸域⾵⼒發電容量因數

圖2-3   台電系統電廠及電網分布圖(取⾃台灣電⼒公司)

根據台電系統電廠及電網分布圖(圖2-3)，台東地區只
有⼀座⼩於50MW的⽔⼒發電廠，主要的電⼒必須仰
賴西電東送，若東成跟東⾵案件建成將提供406MW的
裝置容量，勢必能增加台東地區的能源獨⽴性

台東沿岸⾵⼒充沛。根據國際電⼯學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將⾵機所
遭遇的⾵分成四⼤類別：(I)⾼⾵速(年平均⾵速達10m/s)、(II)中等⾵速(年平均⾵速達8.5m/s)、
(III)低⾵速((年平均⾵速達7.5m/s)、(IV)極低⾵速((年平均⾵速達6m/s)。此意謂年平均⾵速低於
6m/s便不適合建置⾵場，⽽⼀般⾵場都在7.5m/s~8.5m/s之間，台灣東部海岸的⾵場年平均⾵速
約7.5m/s，是合宜的⾵場(圖2-1、2-2)

圖2-2   東河鄉、成功鎮、⻑濱鄉⾵能圖圖2-1  太⿇⾥鄉、⾦鋒鄉、達仁鄉⾵能圖
(圖2-1、2-2取⾃⼯業技術研究院-⾵⼒發電單⼀服務窗⼝)

圖3-1  東成陸域⾵電計畫開發位置⽰意圖 圖3-2  東⾵陸域⾵電計畫開發位置⽰意圖
(取⾃環境部環評書件查詢系統) (取⾃環境部環評書件查詢系統)

圖3-3  ⾵電計畫提送環評的流程圖，⽬前東部陸域⾵電計畫的案⼦還最前⾯的階段(資料取⾃環境部)

圖1-1  ⾵⼒發電裝置容量佔所有再⽣能源⽐例圖(資料取⾃台灣電⼒公司) 圖1-2⾵⼒發電度數佔所有再⽣能源⽐例圖(資料取⾃台灣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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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達2050淨零碳排⽬標，積極推動⾵⼒發電等再⽣能源。然⽽隨著西部陸域⾵場資源⽇益飽和，廠商開發⽬標逐漸轉向東部地區。然⽽東部地區環境與西部迥異，存在⾵速不穩、地理條件特殊等問題，
且多屬原住⺠族傳統領域，⾵電設置引發環境衝擊與程序正義、影響⼈體健康等爭議。本研究透過⾵能潛⼒分析、政策⽂件檢視及地⽅社會反應整理，探討東部⾵電開發的可⾏性與各項爭議，旨在提升⼤眾
對⾵電發展之理解，並釐清設置⾵場可能帶來的多重影響。研究指出，⾵電項⽬是台灣相對⾼效的再⽣能源，⽬前政府仍⼤⼒推動⾵⼒發電，不過發展重⼼已轉往離岸⾵電，陸域⾵電發展趨緩，在東部海岸
擴建⼤型陸域⾵電項⽬的必要性與可⾏性須審慎考量。

⼀.摘要

根據台電資料，106年到113年的離岸⾵電建置速度
與陸域⾵電存在明顯落差，陸域⾵電發展緩慢，離岸
⾵電發展迅速(⾒圖1-5)。因為台灣西部地狹⼈稠，陸
域⾵電造成的外部成本常導致地⽅抗議，環評難以通
過，反之離岸⾵電有容量因數較⾼、單位裝置容量較
⼤、環評⽐較好過等優點，因此即便⼯程難度與成本
相對陸域⾵電⾼，還是成為政府發展⾵電的新寵兒。

圖1-5   106-113年陸域與離岸⾵電建置情形

東部海岸發展陸域⾵電的可⾏性分析

(資料取⾃台灣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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