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徵件方式說明

111 年 8 月 15 日

高生態敏感區



簡報大綱

版權宣告 工業技術研究院© 2

1. 審查機制說明
2. 高生態敏感區申請方式
3. 重要時程
4. 因應對策構想簡報及因應對策報告介紹



版權宣告 工業技術研究院© 3

審查機制說明



環社檢核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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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環社檢核
證明文件

 業者如欲於關注減緩區開發者，應依辨認出的議題研提因應對策報告送審，並以
審查通過文件作為申請電業籌設許可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之環社檢核證
明文件。

 部分關注減緩區生態高度敏感，故訂定「高生態敏感區因應對策審查原則」，採
先遴選開發資格，後審查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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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態敏感區申請及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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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公布
高生態敏感區漁電專區開放申請

因應對策審查會議
(同區案件一起審議，擇優排序)

辦理對外說明會
(說明開放量、徵件內容和建議因應對策方向)

擇 優 排 序 且 計 算
累 積 面 積 ， 於 目
前 開 放 之 容 許 設
置 量 範 圍 內 ， 擇
優通過

容許開發面積仍有剩餘，能源局得
視情形釋出剩餘容許面積依序詢問
次一排序或擇期辦理第二次遴選，
第一次遴選未過之案件可補正，再
提案申請

業者提交「高生態敏感區環社檢核
因應對策構想簡報」

遴選委員會議
(決議開發資格)

具開發資格業者提交因應對策報告

因應對策
審查階段

因應對策
報告撰寫

公告及徵
件說明

遴選階段

通過1筆或多筆案件

交簡報參加遴選
(排除明顯不具生態友善考量
或未兼顧操作可行性之案件)

交因應對策報告參加審查
(排定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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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態敏感區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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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及因應對策審查流程

• 審查流程如右圖

• 高生態敏感區採二
階段評選，第一階
段先初步遴選因應
對策構想具生態友
善考量並兼顧操作
可行性之案件，始
可進入第二階段因
應對策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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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具因應對策構想 (簡報)，載
明下列事項，函送能源局提出
申請
 案場概況說明
 案場配置圖與整體規劃表
 高生態敏感區因應對策分項

說明
 能源局邀集漁業署、特生中心、

環境生態及漁業委員召開遴選
會議，決議開發資格

 於遴選階段入選之案件，後續
仍可能因超過容許開發之面積，
以致最終無法取得開發資格之
情形。(請見第10頁案例說明)
頁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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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遴選

能源局公布高生態敏感區漁
電專區開放申請

辦理
說明會

業者提交「高生態敏感區環
社檢核因應對策構想簡報」

遴選委員會議
(決議開發資格)

公告及徵
件說明

遴選階段

明顯不具生態友善考量或
未兼顧操作可行性之案件

參與第二階段
因應對策審查

入選案件

不具開發資格，無須參與
第二階段因應對策審查

 通過遴選後，再寫因應對策報告
 遴選委員所提出之建議，業者應

納入後續因應對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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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遴選通過之案件，應於一定期限內(約1
個月)提交完整因應對策報告

 能源局邀集漁業署、特生中心、環境生態、
社會及漁業委員召開因應對策審查會議，
決議進行排序

 依據排序結果核定案件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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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因應對策審查

因應對策審查會議
(擇優排序)

擇優排序且計算累
積面積，於目前開
放之容許設置量範
圍內，擇優通過

容許開發面積仍有剩餘，
能源局得視情形釋出剩餘
容許面積依序詢問次一排
序 或 擇 期 辦 理 第 二 次 遴
選，第一次遴選未過之案
件可補正，再提案申請

遴選委員會議
(決議開發資格)

具開發資格業者提交
因應對策報告

因應對策
審查階段

因應對策
報告撰寫

遴選階段

通過1筆或多筆案件

 如有案場開發面積重疊，以序
位優先者取得重疊區域之開發
面積

 如該序位之面積經累計超過開
放面積，將依剩餘面積予以核
定，該序位以後雖無可開放容
許面積，仍具遞補資格

 遞補情形：
• 審查後仍有剩餘容許面

積
• 取得較優先序位之開發

業者自願放棄或未於指
定期限內完成因應對策
報告修正及電業籌設申
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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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遴選階段 因應對策審查階段 電業籌設申請階段

以漢寶魚塭區開放 84 公
頃為例，假設共 5 家業者
申請，各申請面積如下表
所示：

其中，經遴選委員會評定，
D公司之提案明顯不具生
態友善考量，於本階段排
除，A、B、C、E公司進入
下一關。

業者 申請面積

A公司 20ha(與C重複10ha)

B公司 30ha

C公司 50ha(與A重複10ha)

D公司 30ha

E公司 40ha

經審查階段依據因應對策
進行排序，序位如下：

• 漢寶魚塭區僅開放 84
公頃， A、B、C、E公
司總申請面積為 140
公頃，其中有 10 公頃
面積重複，經排序後，
核定結果如下：

業者 申請面積 排序

A 20ha(與C重複10ha) 1

B 30ha 3

C 50ha(與A重複10ha) 2

E 40ha 4

業者 核定面積 排序

A 20ha 1

B 24ha∗2 3

C 40ha∗1 2

E 0ha 4

取得開發面積配額之A、B、
C公司，應於指定時限內
完成因應對策報告書修正、
提出電業籌設申請，倘位
於時效內申請，則視同自
動放棄開發資格，將視情
形依序詢問次一排序或擇
期辦理第二次遴選。
• 例：B公司放棄24公頃

之開發資格，則優先詢
問E公司(惟D公司已於
遴選階段評定不具生態
友善考量，故D公司無
遞補資格)

業者 核定面積 排序

A 20ha 1

B 24ha∗2→0ha 放棄

C 40ha 2

E 24ha 4

1. 由於A公司排序優於C公司，重複之10公
頃開發權由A公司取得

2. B公司原申請30公頃，但排序較優先之A、
C兩公司已累計核定60公頃，僅剩餘24公
頃可開發，故C公司僅能取得24公頃之開
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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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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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規劃

遴選委員
會議審查

委員會
會議審查

撰寫階段

8/15

8/5

8/29

公告及徵
件說明

區位資訊公開

高生態敏感區說明會

因應對策構想(簡報)收件截止日

約9月上旬 遴選委員會議

約10月上旬 因應對策報告收件

約10月中旬 因應對策審查會議

約10月下旬 因應對策報告(修正版)收件

約10月底 因應對策核定

撰寫完整因應對策報告

*環社檢核階段送件請正式發函能源局
並同步 email 電子檔至 Zoe.Lee@itri.org.tw

電業籌設
申請階段

電籌送件截止日12/30
完成電業籌設審查2/28
完成施工許可審查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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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構想簡報及因應對策報告介紹



因應對策構想簡報 撰寫內容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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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說明案場與周遭現況
案場配置規劃
強化因應對策說明
其他補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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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構想簡報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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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場概況說明
(基本資料、周遭環境、現有養殖情形)

案場配置規劃圖

對應案場配置規劃圖之案場規劃表

強化因應對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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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構想簡報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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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因應對策說明

其他有利於遴選之相關證明文件
(如已彙整之溝通意見或其他增益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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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第一章
開發案場概況說明

第二章
環社議題瞭解與確認

第三章
因應對策撰寫

申請者以文字、表格、影像、
地理圖資呈現：
1.案場基本資料
2.案場周遭環境
3.魚塭現有養殖情形

申請者查詢環社議題辨認成
果、比對議題與現況的差異，
並進行議題調整

申請者撰寫「選址與設計規
劃」、「施工」、「營運與
除役復原」三階段所面臨議
題之因應對策

因應對策指引P.4

因應對策指引P.5-10

因應對策指引P.11-20

• 撰寫技巧：

第一章：清楚呈現案場基本
資料，這些資料與社區溝通、
光電配置相關，有助於申請
者闡述各項對策規劃之理由。

第二章、使申請者更掌握涉
及議題、程度，並以議題
「現況」規劃因應措施。

第三章：配合業者習慣的工
程階段，藉此能更周全思慮，
循序盤點並撰寫整體因應對
策之規劃，也便於與議題辨
認報告中的「建議因應對策
方向」相互對照。

因應對策報告 撰寫內容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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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2 修正因應對策指引：微調部分說明、增加案場監測規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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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P.S. 如有問題請洽：twsfe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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