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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高度重視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趨勢中，新興能源產業已成世界各國

下一波產業競爭重要領域。我國於「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積極推動綠色

能源產業，期以技術突圍、關鍵投資、環境塑造、內需擴大、出口轉進五大策

略，加速產業技術滲透與升級，建立具國際競爭力之產業能量，進占國際市場。 

然而在此競爭領域中，中國大陸藉其成本與市場優勢加上政府政策創造之

有利環境，已成全球要角，在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市場佔有率全球第一。此外，

中國大陸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中，「新能源產業」為七大策略性新興產業之一，

未來勢必將投入更多的資源，促使新能源產業與市場的健全發展。 

面對中國大陸新興能源產業與市場蓬勃發展以及市場磁吸，台灣生產及產

業群聚優勢快速流失的趨勢，我國如何尋求合適的競合策略來應對，是台灣新

興能源產業發展的重大挑戰。為此，本研究針對我國發展規模較大，且和中國

大陸有高度的競爭的太陽光電，與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市場，且部分廠商已在中

國大陸進行投資布局的風力發電兩項新興能源次產業為範疇進行探討。 

 

一、太陽光電 

1. 太陽光電產業規模龐大，產業鏈完整，以出口為導向 

中國大陸太陽光電廠商數量達 400 多家以上，以 300 多家以上之模組廠為

主，多晶矽、矽晶圓與電池廠商合計約 100 多家，主要廠商尚德、賽維、英利、

天合光能等大企業在政府特意扶植下快速成長，規模龐大且整合完整，已為全

球之領導廠商。 

中國大陸太陽光電產業藉其成本優勢與政策支持，成為全球最大製造國，

產品以出口為導向，2010 年產值達人民幣 2,828 億元，2011 年依然維持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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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但受需求轉趨保守、市場供過於求導致價格持續下跌因素，預估 2011

年產值微幅下滑至人民幣 2,536 億元。 

內需市場端，中國大陸 2009 年以來陸續施行太陽能電廠特許招標計畫、

太陽光電建築應用、金太陽示範工程等計畫，以示範計畫、補助、關鍵設備指

定與協議供或價格等政策手段來提昇內需市場需求，並提高品質效率和控制補

助總額。未來在“十二五”時期之擴大內需之總體政策，預期將帶動太陽光電

內需市場成長，但除設備補助政策工具外，仍需要高目標設置容量與制定統一

的上網電價等配套措施來帶動。 

2. 擴大海外市場布局與行銷、持能持續擴充、加強研發與技術取得為

廠商策略方向 

綜整中國大陸太陽光電主要廠商策略布局動態可見三大策略方向：1.在客

戶端視政策導引之市場需求流動，在南歐、北美與東南亞等區域視其業務人

脈、國外佈點與事業強項來發展，並藉由贊助運動賽事與公益活動來提升品牌

形象；2.藉由中國大陸開發銀行與國外大型銀行融資持續擴大既有產線，或利

用合資的方式來達到經濟規模與垂直整合效果；3.藉由企業自身研發技術投入

與國外機構合作來提昇技術與產品效率，以達低成本化目標。 

3. 廠商主導矽晶型技術提昇，國家以學研資源扶持低成本、高效率之

量產化技術 

中國大陸太陽光電廠商技術來源與台灣廠商相似，主要來自設備廠之整廠

輸入解決方案，但目前矽晶型太陽光電領導大廠已藉由向國外著名研究機構取

得技術授權，並以自身投入之研發能量進行量產與後端產品的研發。國家方面

則學研資源能量投入低成本、高效率之量產化技術與矽薄膜、CIGS 或 III-V 族

技術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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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大陸較台灣具產業優勢，我國應思考兩岸產業相輔相成策略與

發展利基產品 

比較兩岸太陽光電產業能量與機會可見，中國大陸具備資金、成本、產業

結構、未來內需市場規模等較多優勢；台灣則具人才與矽晶電池品質較佳和薄

膜技術之量產化等優勢，但此優勢在中國大陸廠商積極強化與人才磁吸效應下

已漸消失。未來台灣可思考的方向，除現有的電池與模組合作，或是電池與晶

圓廠合作模式外，發展材料與設備，是可以與中國大陸相輔相成的策略；在面

對競爭壓力下，我國太陽光電產業應不能再侷限於零組件之生產與產能競賽，

而是要思考如何利用中國大陸龐大的需求與未來商機，發展如 BIPV、電動車充

電系統、3C 應用等利基性產品項目。 

5. 我國政府可協助新世代之低成本高效率技術、周邊材料與設備技術

能量累積 

中國大陸廠商在政府資源扶持下已藉歐美著名研究機構技轉或合作開發

新型高效率太陽能電池技術，且已逐漸成功量產化；然台灣廠商過去一直將資

金投入產能競爭，在兼顧利益回收下無法投入大筆資金研發，又無法購入新技

術，產品開發只流於皮毛與製程改善，導致與中國大陸一線廠技術差距漸大。

在此方面，應試圖整合同質性高廠商之能量，資源集中後再投入具潛力的高效

率技術，才不致於分散研發資源導致技術落後。 

此外，中國大陸已逐漸將主產業鏈的能量轉移至生產設備與材料，除自行

研發外，因主產業鏈龐大商機也吸國外廠商進入，並成立研發中心，以就近精

進技術。而台灣在主產業鏈之能量已不如中國，但其累積之技術與產業能量並

未同時帶動相關設備與材料產業，導致設備與材料仍有很大比例仰賴國外。目

前政府已有相關關鍵技術與設備國產化之推動作為，可以此累積基礎能量，但

面對未來競爭情勢下，應需更近一步投入下一世代之相關技術與設備之研發，

培養能力，待主產業鏈因競爭力不足而面臨淘汰時，仍能以技術服務的方式將

相關能量擴散，促成產業型態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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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力發電 

1. 中國大陸政策性以內需市場扶植產業，產業鏈已趨完整，部分廠商

進入歐美市場 

中國大陸自 2005 年 7 月起中國大陸實施「70%本地自製率」政策，要求

風電設備國產化比率，促進本土產業發展以來，以使讓中國大陸內成為全球風

力發電產業第一大國，風力機系統廠多達 80 家以上，主要廠商華銳、金風、

東方汽輪機、聯合動力、明陽、上海電氣、湘電等已進入全球前十五大。 

中國大陸風力發電產品以內需市場為導向，已有華銳、金風、東方汽輪機

等多家廠商在歐美、印度等海外建立據點，並隨著部分廠商經營海外市場逐漸

展現成果，外銷比例預期將逐漸增加。內需市場端，2010 年安裝量為 18.9GW，

在政府重視「併網率」高於裝置量的政策方向下，預期未來市場將呈現溫和成

長。 

2. 產業進入汰弱留強整頓階段，水帄分工轉為垂直整合 

目前中國大陸風力發電廠商數量眾多且良莠不奇，造成已裝置之風力機品

質良莠不齊，規格紛雜使得後續整合困難。因此中國大陸公佈《風電設備製造

行業准入標準》，著手進行產業整頓。預期中國大陸風力機系統廠商將大幅減

少，此趨勢也將連帶使得零組件廠商汰弱留強；風力機系統領導廠商之零組件

供應商規模擴大，非領導廠商之供應商則將淘汰出局，整體產業未來幾年將進

入重整期。 

3. 中國大陸產業與技術能量領先台灣，台灣應以利基市場為發展標的 

比較兩岸風力發電產業能量與機會可見，中國大陸在資金、技術、市場等

方面皆優於台灣，在此產業環境情勢下，要談兩岸產業競合著實困難。在台灣

市場規模有限的情況下，我國廠商紛紛至中國大陸設廠。儘管中國大陸需求市

場商機龐大，但在政策導引之產業重整趨勢下，台灣廠商追求大陸市場商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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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難度增高。建議未來台灣應避免與對岸主要廠商正面對決，而以國內市場

帶動產業，並藉由台灣環境特色，針對抗潮濕、抗颱、抗震之機種開發，以與

其他地區廠商作出區隔，壯大我國產業規模，並以具類似產品需求的東南亞為

目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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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產業範疇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全球高度重視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趨勢中，新興能源產業已成為世界各

國下一波產業競爭的重要領域。我國於 2009 年 4 月 23 日宣布啟動「綠色能源

產業旭升方案」，積極推動我國具有良好基礎及躍升能量的綠色能源產業，此

方案選定太陽光電、LED 光電照明、風力發電、生質燃料、氫能與燃料電池、

能源資通訊、電動車輛等 7 項產業為發展主軸，期以技術突圍、關鍵投資、環

境塑造、內需擴大、出口轉進等五大策略，加速產業技術滲透與升級，建立具

國際競爭力之產業能量，進占國際市場。 

然而在此競爭領域中，中國大陸已藉由其成本與市場優勢加上政府政策創

造之有利環境，逐漸成為全球要角，在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市場佔有率已為全

球第一。此外，中國大陸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中，為追求「民富」，中國大陸以

七大策略性新興產業做為主要的配套政策，其中即包含「新能源產業」。未來

中國大陸勢必將投入更多的資源，促使新能源產業與市場的健全發展。 

面對中國大陸新興能源產業與市場蓬勃發展以及市場磁吸，台灣生產及產

業群聚優勢快速流失的趨勢，我國如何尋求合適的競合策略來應對，是台灣新

興能源產業發展的重大挑戰。 

有鑑於此，本研究旨在蒐集中國大陸新能源產業相關資料，並予以綜理歸

納，以作為各界查閱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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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大陸太陽光電產業概況 

第一節 產業概述 

太陽光電產品自 1960 年代即開始發展，1980 年代後薄膜產品普遍應用在

電子計算機等消費性電子產品中，但由於應用市場小，產業發展規模並不大。

1990 年代 SHARP 發展矽晶型太陽光電模組，並應用於一般住戶的屋頂，用來

節省市電的耗用，自此開啟現代太陽光電產業發展新紀元；而隨著生產規模的

逐漸擴大與成本的大幅下降，應用逐漸擴大到供應大型發電之電廠系統。 

太陽光電產業快速的擴張可歸因於 2004 年德國國會通過再生能源補助法

之修正，率先對再生能源發電之躉購費率(Feed-in Tariff，FIT)制定完善的條件，

誘發德國民眾安裝太陽光電系統來理財投資風氣興起，進而帶動全球太陽光電

產業的爆發性成長。 

德國的太陽光電風潮也吸引其他歐洲國家與美國各州政府的注意，尤其在

京都議訂書的壓力與經濟成長的需求下，以日本為首的協議國家皆重新思考對

於太陽光電能源的定位與產業發展之策略，紛紛制定不同的法規與制度來帶動

該產業的發展。由於太陽光電的發電成本還未具有與現有傳統能源競爭的能

力，太陽光電產業可說是在沒有自由經濟市場競爭基礎下，由政府政策所帶動

的新興產業。 

然而，躉購費率制度帶來了沈重的財政負擔，許多國家為了健全財政而調

整補助政策，使得太陽光電產品低成本化的進程加速，也造成了產業鏈的大變

動。傳統歐、日市場雖然需求持續，但當地廠商在成本上無法跟上政府的政策

改變，在 2008 年後連連虧損；而以出口為主的台灣、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

因生產成本較歐日低，品質也逐漸改善，使得歐日廠商紛紛在此尋求代工或設

廠，也帶動了亞洲地區產業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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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現況 

一、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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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6) 

圖 2-2 中國大陸太陽光電產業結構 

 

中國大陸太陽光電產業雖然廠商林立，但具有影響力的廠商仍屬幾家已在

中國大陸、香港、紐約等地股票上市之廠商，尤其是尚德、賽維、英利、天合

光能等大企業，在政府特意扶植下快速成長，不僅規模龐大且整合完整。 

與台灣類似，最多廠商投入的是矽晶圓、矽晶電池與矽晶模組產業，主要

利用國外眾多設備商提供整廠輸入解決方案(Turnkey)進行生產，在研發新技術

上除了尚德有持續突破外，並沒有很大的進展。然而，如阿特斯、天合與晶澳

等已成為全球領導性廠商，因資金豐沛而自歐美有名的研究機構技轉先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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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兩岸競合 

一、兩岸現況比較 

表 2-7 兩岸太陽光電次產業現況比較 

 台  灣 中國大陸 

次產業的 

市場佔有率 

◎ 2010 年矽晶電池全球第二，矽

晶圓、矽晶模組在全球佔有率

相仍小 

◎ 2010 年矽晶圓、矽晶電池、矽

晶模組都是全球第一 

產品差異 
◎ 產品品質均勻且優良 

◎ 價格競爭力僅次於中國大陸 

◎ 產品品質差異程度大 

◎ 價格最便宜 

廠商產能 

◎ 不論是矽晶領域各次產業，還

是薄膜領域，產能均小於中國 

 

◎ 矽晶領域各次產業全部皆能

供應全球 

技術能量 
◎ 薄膜技術較強 

◎ 矽晶電池品質較佳 

◎ 上游多晶矽、矽晶圓之技術能

力較強 

產業鏈 
◎ 上游至下游產業鏈完整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6) 

 

(一)次產業的市場佔有率 

近年來日本歐洲生產成本逐步高漲，而將訂單釋出亞洲國家，特別是擅長

生產的台灣和中國大陸，尤其中國大陸廠商憑藉成本優勢，成長幅度驚人，在

2010 年度已拿下矽晶圓、矽晶電池、矽晶模組這三個次產業的第一名。以矽

晶電池為例，2005 年中國大陸僅佔全球 8.3%，2010 年則成長至 47.9%，也突

顯中國大陸在太陽光電全球影響力越來越重要。台灣在 2010 年為全球第二大

矽晶電池生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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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大陸風力發電產業概況 

第一節 產業概述 

根據 BTM Consult 的統計，2009 年中國大陸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風力發

電新增裝置量最多的國家；2010 年差距持續擴大，中國大陸新增風力發電裝

置量為全球第二大市場美國之 3.7 倍。 

中國大陸風力發電產業的興起主要來自於政府政策的推動。包含在需求面

方面制定《可再生能源法》，規定電網企業應全額收購可再生能源，並以高於

帄均電價的價格收購再生能源電力，開創本土需求市場；在供給方面，自 2005

年 7 月起中國大陸實施「70%本地自製率」政策，要求風場建設所使用的風電

設備國產化率必須達 70%以上，旨在促進本土產業發展。這兩方面的政策成功

讓中國大陸在幾年內成為全球風力發電市場與產業的第一大國。 

在龐大的內需市場支持下，中國大陸風力發電產業表現十分亮眼，2010

年全球前 15 大風力機廠商中，中國大陸業者佔七位，分別為華銳(第 2)、金風

(第 4)、東方汽輪機(第 7)、聯合動力(第 10)、明陽(第 11)、上海電氣(第 14)、   

湘電(第 15)。除了上述主要廠商外，還有超過八十家的風力機系統廠商，2010

年合計供貨量達 17,594MW，全球市佔率 43.2%。 

在中國大陸市場，除了以上的七家全球前十五大業者外，2010 年具有一

定供貨量(100~500MW)的業者另有數家，包括浙江運達、瀋陽華創、北重、遠

景、南車時代、華儀電氣和寧夏銀星等。另外在中國大陸設廠的外商企業包括

Vestas、GE、Gamesa、Suzlon 和 Repower。 

自 2005 年 7 月實施「70%本地自製率」政策以來，在 2004 年之前即投入

發展大型風力發電機製造的三家業者金風、華銳和東方成為最大的獲利者，供



第三章 中國大陸風力發電產業概況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第二節 產業現況 

一、產業結構 

中國大陸風力發電產業由於近幾年本土市場快速成長，帶動風力機系統產

業的興起，2010 年已有四家風力機系統廠商進入全球前十大。而政府自 2005

年起實施「70%本地自製率」政策，使得零組件產業快速發展，產業供應鏈結

構已逐漸完備，現階段葉片、齒輪箱、發電機已主要由本土零組件廠商供應，

少數技術門檻較高的零組件如軸承、控制系統、電力轉換器等，則以國外供應

商供貨為主。 

零組件 風力機系統 開發商

葉片
中航惠騰、中能、中材科技、中
複連眾、上海玻璃鋼、昆山華
風、中科宇航、LM Glasfiber

齒輪箱
高精、前進、重慶齒輪箱、二
重、大連重工、 Winergy、Flender

發電機
永濟、大連天元、上海電氣、南
京汽輪、株洲南車、湘潭、東
方、蘭州電機、西安捷力

軸承
瓦房店、愛德、洛陽軸承、LYC、
SKF、Timken、Schaeffler

控制系統
科諾偉業、AMSC Windtec、Mita-
Teknik、Ingeteam

電力轉換器
清能華福、合肥陽光、ABB 、
Emerson、AMSC Windtec、Xantrex

本土企業
華銳、金風、東方汽輪機、
聯合動力、明陽、上海電
氣、湘電、運達、新譽、海
裝、華創、北重、南車時
代、惠德、華儀電氣…等

合資企業
航天安迅能、瑞能北方、恩
德

外資企業
Vestas、Gamesa、Suzlon、GE 
Wind、Nordex、Repower

國有電力集團
龍源電力、大唐、華能國
華、寧夏發電、華電、廣東
核電、中節投、中電投、中
國水力、山東魯能、遼寧能
源、黑龍江華富 …等

國外開發商
Roaring 40s、AES Korea、
Acciona、Airtricity、 Gamesa、
Iberdrola、 Honiton、Fersa IW
Power 、 Welwind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6) 

圖 3-2 中國大陸風力發電產業結構 

 

現階段中國大陸產業鏈以水平分工為主，然而全球風力機系統領導廠商如

Gamesa、Suzlon、Nordex 等已逐漸轉為垂直整合，預期中國大陸領導廠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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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兩岸競合 

一、兩岸現況比較 

兩岸風力發電產業規模相差懸殊，中國大陸由數十家風力機系統廠商作領

頭羊，帶起數百家零組件廠商，產業鏈已建構完整，除少數零組件如軸承、控

制系統主要由外商供應，其餘均以本土為主。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在 2011 年有

所突破，獲得第一筆大型風力機系統訂單，唯目前產值主要來自於零組件，主

要來自於葉片材料、葉片與鑄件三項，其餘產值規模較小。台灣目前風力發電

產業鏈也尚未完整。 

 

表 3-6 兩岸風力發電產業現況比較 

 台  灣 中國大陸 

市場 2010 年新增裝置量為 83MW，佔全 2009 年起為全球最大之市場，2010  

產品 東元電機 2MW 風力機正在試運轉 目前多數廠商已推出 3MW 商用化 

廠商 有一家風力機系統廠商—東元，以 2010 年中國大陸在全球前十大風 

技術 東元與美國 AMSC 合作開發 2MW  早期從國外引進技術為主，最近一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6) 

 

二、兩岸優劣勢分析 

兩岸風力發電產業基本上規模相當懸殊，台灣市場規模不到中國大陸百分

之一，且中國大陸產業鏈已逐漸建構完整，2010 年全球前十大廠商中已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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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二、建議 

第二節 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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