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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主軸

每年

4-1-2
農漁村綠能產業化

4-1-5
公私協力建置農漁村

能源自主場域

短期策略 中長期策略 推動目標

✓扎根農漁村能源自主意識與專業新知。
✓促成多元樣態示範場域，建立可複製模式。
✓建立跨單位對接與合作模式、鏈結資源。

建構綠色能源聚落

•強化公部門支持措施
•擴大私部門投入意願及資源

加速投入，擴大利基

農村與(在地)企
業設立綠能設施

農漁村能源
自主場域5處

2案

30處
公私協力農漁村
能源自主場域

農村與(在地)企
業設立綠能設施

40處

2025年

2040年

◼ 本計畫旨在協助農村水保署執行4-1-2及4-1-5兩項政策目標。
◼ 依據政策目標，研擬短中長期計畫執行策略，促使農業部門能加速落實淨零目標。

在地培力

陪伴參與

資源整合

• 能源議題納入社區增能課程
• 強化社區與綠色能源鏈結

•前期共識建立
•技術評估及申設

• 申請公部門補助及資源
• 媒合私部門資源合作

•行政法規釐清
•跨單位溝通協調

• 跨單位平台會議

•扎根淨零與能源自主意識
•促進農漁村居民溝通對話

深化

擴大

推廣可複製模式，擴大
公民個體及農企業參與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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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及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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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第一個由在地青
農聯合自主成立

• 苗栗公館福基社區
• 高雄美濃獅山社區
• 屏東高樹新豐社區

獲能源局112年公
民電廠示範獎勵辦
法第一階段資格

成立綠能合作社
(有限責任雲林縣能
源永續生產合作社)

1

• 澎湖第一個公民電廠
• 預計申請第二階段建置

已通過能源局公民
電廠示範獎勵辦法
第一階段執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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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公館福基社區
• 雲林向天歌公司
• 屏東瑪家三和村

成功媒合企業
ESG

合作模式

✓ 導入公私部門資源，促成多元樣態之發展

1
公私協力

完成綠能建置

• 南投中寮永福社區
• 光電結合保育

首案無須補件
直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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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馬達抽蓄水，確保生態棲地安全飲水免路殺
—南投縣中寮鄉永福社區

用綠能翻轉養鵝產業與農村發展困境
—雲林縣四湖鄉向天歌創新農業公司

活用在地綠色資源，打造低碳永續農村
—苗栗縣公館鄉黃金小鎮

雲林在地青農自主成立綠能合作社
—雲林縣能源永續生產合作社

屋頂型光電/3 kW 屋頂型光電/1.5 MW

小水力發電/預計 20 kW 屋頂型光電/預計 2 MW

✓媒合民間資源協力設置。
✓自用型光電結合抽水系
統，幫助在地生態復育。

✓媒合企業ESG。
✓光電促成農業轉型與
支持經營。

✓回饋在地養鵝產業、
農地復育、產地旅遊
及在地教育。

✓輔導申請公部門獎勵及
媒合企業ESG。

✓自主成立公民電廠公司。
✓發展低碳農產品及套裝
遊程，回饋社區發展、
農村長照等相關應用。

✓自主成立綠能合作社。
✓光電支持農業經營。
✓回饋在地公益活動及
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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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成果



一、計畫工作項目與流程

機制研析

蒐研國內外政策、
法規與案例

策略建構

 農漁村綠能發展模式
 輔導機制與教育培力

對策建議

 彙整推動障礙
 提出解決對策

促成及擴散

 促成亮點案例
 編印推動指南

◼ 從研析國內外農漁村能源自主推動政策、法規及案例，建構適合
我國農漁村推動之模式與輔導機制。

◼ 輔導超過90處農村社區及農村企業，彙整並分析相關推動障礙，
透過教育培力、資源媒合、輔導諮詢及跨單位平台四項重點工作，
公私協力促成農漁村能源自主場域建置。



7

認知不足
(共識建立)

不瞭解法規與技術
(申設程序、效益評估)

設置條件限制
(農水利設施、電網等)

◼建立輔導團隊。
◼提供專業諮詢
服務。

◼提供教育手冊、
教育訓練課程。

◼辦理交流會。

◼建立跨單位合作及
交流平臺，討論解
決方案。(如台電、
農水署、能源局等)

解決
對策

推動
障礙

資金籌措
(貸款、合資)

◼與農金署協調政
策專案貸款。

◼輔導申請公部門
補助資源。

◼導入企業ESG資源。

二、彙整推動障礙，提供解決對策

1 教育培力 2 資源媒合 3 輔導諮詢 4 跨單位平台



1.教育培力，扎根能源自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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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會4場 教育訓練2場 觀摩參訪2場

促進經驗交流分享 建構再生能源知能 實地參訪成功案例

共計238人次參與 共計107人次參與 共計41人次參與

✓我國農漁村能源自主推動
政策分享

✓社區公民電廠、農企業結
合綠能設置案例

✓太陽光電及小水力發電技
術及申設實務經驗

✓體驗工作坊—認識太陽光
電板構造組成、堅固性及
回收機制

✓實務課程—深入瞭解公民
參與方式、太陽光電設備、
經濟效益、申設注意事項

✓帶領農漁村核心推動者實
地瞭解推動模式、案場籌
設細節及成果

✓促進參與者與已推動者實
際交流，建立互助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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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源媒合，公私協力

媒合社區及企業ESG合作交流
成功促成2件合作成案

企業ESG媒合會議4場

➢促成雲林向天歌與企業合作綠電採購

➢促成屏東三和村與企業合作綠電採購及
社區公益回饋

國泰人壽 x 屏東三和村國泰人壽 x 雲林向天歌

輔導3處農村社區取得能源署
112年公民電廠示範獎勵辦法資格

公民電廠示範獎勵3處

➢苗栗公館福基社區

➢高雄美濃獅山社區

➢屏東高樹新豐社區

輔導高雄獅山社區參加
公民電廠示範獎勵

能源署112年公民電廠示
範獎勵第一階段核定函



3.專業輔導，長期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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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分級輔導機制，強化輔導效率與品質。
✓ 提供超過90處農村社區與企業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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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與台電公司之合作管道，協調饋線容量安排。
✓促成能源局將「公有建物之公民參與設置太陽光電標
租範本」納入公民參與友善作法。

✓促成農水署同意苗栗穿龍圳小水力發電公開招商
（112/8/31公告）並納入公民參與友善作法。

✓促成農金署放寬農業綠能貸款限制躉售台電核貸條件。

多場跨單位平台會議，解決障礙，促進對話合作

綠能推動專責小組會議

4.跨單位平台，促進對話與合作

苗栗穿龍圳小水力討論會議



《農漁村能源自主場域推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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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農漁村能源自主之推動步驟供讀者
參考執行，包含各步驟詳細說明。

推動步驟

營運籌組 場域評估 規劃設計 效益評估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 6 處能源自主案例之介紹，包含社
區或企業之太陽光電建置規劃、營
運狀況與社區回饋機制。

自主案例分享

能源自主場域建置最實用的參考資訊!

+

我國能源自主場域多以太陽光電為主
指南將另附光電申設流程及常見ＱＡ

《農漁村能源自主摺頁》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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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示範場域，推廣可複製
模式，提供農漁村核心推動
者所需之諮詢、輔導與陪伴。

扎根淨零永續意識，針對技術與法
規提供培力課程，提升農漁村核心
推動者之意願與量能。

持續與各單位建立交流管道，
並媒合公私部門資源，協助跨
域溝通協調，整合各單位資源
完善政策與合作。

◼ 持續扎根農漁村社區之淨零永續意識，並透過機制研究、深化輔
導、在地培力與整合公私部門資源等方法，加速促進農漁村社區
團體或農企投入再生能源建置。

◼ 若擬加速擴大農漁村公民參與綠能建置，除應盡速完善相關法規
外，亦可考量增加獎勵誘因機制。

精進輔導機制 長期知識培力 擴大資源整合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