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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序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自1953年創校以來，已邁向第二甲
子年，辦學一向績優，連續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及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肯定。2018年榮獲教育部「高教
深耕計畫」等重要的競爭型計畫補助，為全球最具完整海

洋特色且排名最前之「國際化的頂尖海洋高等學府」。本

校之治校策略以擴大外部資源、打造國際學府、積極向外

募款及優化教師支持等規劃設計面著手，打造「以海洋為

主體的教學卓越與研究頂尖國際一流大學」。 

本校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為全國唯一專精於研究海洋

法律之法學院，而「海大法政叢書離岸風電的政策、法

律、經濟與風險」之出版即是展現本校以海洋為主體的教

學與研究特色。本專書之學術論文曾發表於本校「2020年
第五屆海洋法政國際學術研討會」。此一研討會主持人、

發表人以及與談人包括英國、法國、日本、香港、新加

坡、越南等國家之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以及本校海

洋法律與政策學院之教師，此亦為本校提升國際化、打造

國際級海洋學府的具體實踐。 

離岸風電發展為我國政府全力推動之政策目標，當前

無論公私部門皆重視離岸風電之海域開發以及相關海域空

間規劃、海洋環境保育、環境影響評估以及風場運維之規

劃等。鑒於離岸風電之快速發展，其隨之而來的法律與政

策議題愈形重要。本專書以離岸風電的政策、法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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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風險為主題，盼能對於產官學研提供新知卓見、對於政

府及我國離岸風電相關法律與政策之發展提出建言，並展

現本校於海洋法律與政策之研究能量。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 

 

202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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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序 

Σ 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的社會責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是我國唯一以

研究海洋法律與政策為重點之法律學院。學院主要聚焦於

海洋法律及海洋政策之人才培育、研究與服務，研究方向

包含海域主權、海洋資源、海洋環境、海域安全、海商事

務等法制及政策之規劃與推動，以體現本校海洋學術研究

的獨特性與專業性。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下設海洋法律研

究所、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學系）及海洋政策碩士學

位學程（研究所）等一系二所。 

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每年舉辦「海洋法政國際學術研

討會」，2020年邁入第5屆。每屆研討會探討最新國際海洋

法律與政策議題，盼能作為國內海洋法政研究者之發表平

台，並體現本校海洋學術研究的獨特性與專業性。第5屆研

討會主題為「離岸風電的政策、法律、經濟與風險」。本

屆海洋法政國際學術研討會除邀請國內海洋法政領域專家

學者對於離岸風電相關議題發表研究成果外，更擴大國際

參與，特邀英國斯旺西大學（Swansea University）國際航

運暨貿易法律研究所（IISTL）、法國南特大學（Université 

de Nantes）海商法暨海洋法律研究所（CDMO）擔任合辦

單位，並邀請新加坡國立大學國際法中心、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海事及航運法研究中心及日本筀川海洋政策研究所之

專家學者以視訊方式與會，發表研究成果，並與國內專家

學者交流。希冀藉由本次研討會的互動與交流，對於我國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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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國發展離岸風電有關之海洋法政議題帶來建設性之建

議。並藉由研討會的互動與交流，使我國專家學者了解區

域發展離岸風電帶所遇到的問題及討論，對於我國發展離

岸風電帶來建設性之建議。本校盼以本次研討會為合作基

礎，未來共同舉辦國際研討會、交換學生、訪問學者或推

動雙聯學位，以促進本院師生與周邊國家海洋法政學者接

軌。亦為推動本院與周邊國家成立「國際海洋法律與政策

論壇」的重要布局。2021年10月27日第6屆研討會主題為

「從法律與政策觀點論海事產業」。近來COVID-19疫情時

代航運股價大噴發，貨櫃航運龍頭長榮海運市值在2021年4

月22日突破4200億，超越股王大立光。海洋臺灣的護國艦

隊在世界各海域航行，是否喚醒一丁點海洋島民的海洋意

識？邀請大家幫忙想想看，海洋產業還有什麼是可以創新

或強化的？ 

此外，自2021年開始本院舉辦海洋法政體驗心得分享

學術競賽，第1屆主題為海域發展與海洋環保之衡平。透過

學子競賽活動，倡議海域發展與海洋環保競合之客觀理性

討論。 

Ψ 海洋人權──海域發展權之肯認與實踐 

聯合國於1986年提出「發展權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肯認發展權係天賦人權，並

提出實踐發展權之原則作法。臺灣以海洋國家自許，而透

過海洋基本法以及國家海洋政策具體構建海洋國家之戰略

方向。敝人呼籲發展權於國家海域發展之運用，提出海域

發展權概念，透過「海域發展法」立法實踐海洋人權，進

而於執法上保障海域發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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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1 人權之立法體現 

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通過第217A(III)號

決議，宣告「世界人權宣言」，肯認並重申人之所以為人

而與生俱來之人類基本權，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財產

權、尊嚴權、公正權、隱私權、居住權及司法正義等，並

經1966年12月16日第21屆聯合國大會通過「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法制

明文遂行世界人權宣言。後續更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及「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持續肯定基本

人權。 

我國憲法第二章、上揭內國法化之人權公約及大法官

會議解釋憲法之機制，亦建構我國人權基本法制與體系。 

Ψ-2 人權之實踐基礎──發展權 

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科學及文化之多元發展，基本

人權之最低程度保障，顯然不足以支撐現代文明社會，因

此基本人權進一步融合、擴展與深化。1986年12月4日聯合

國大會通過第41/128號決議，提出「發展權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宣言的第1條第1

項即肯認發展權是不可剝奪之人權，每一個人及全人類藉

由發展權而有權利參與、貢獻及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及

政治之發展，因而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權得以完整實現。

人類為發展之中心主體，而國家有權責提出以持續改善所

有住民的幸福之適當國家發展政策，以及將發展過程中之

利益公平合理的分配給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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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權是人權之一種態樣以及實踐人權之基礎，促使

所有人權具實現之可能，亦可論證為憲法第22條概括規定

所保障之基本權。 

Ψ-3 國家海洋政策體現海域發展權 

臺灣四面環海，對於海洋資源、經貿發展、國家權益

與國家安全，必須仰賴海洋利用海洋，而與海洋有緊密之

依存與利害關係。因此，政府於2001年公布「海洋白皮

書」，宣示我國為海洋國家。隨後，於2004年訂定「國家

海洋政策綱領」，作為海洋國家的施政方向；更於2006年

將「國家海洋政策綱領」具體化，訂定「海洋政策白皮

書」，規劃「海洋權益」、「海洋環保」、「海上安

全」、「海洋產業」、「海洋文化」、「海洋人才」等海

洋政策，進一步落實海洋立國的理念 。教育部依此，亦於

2007年公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訂定推動全民海洋

教育與培育海洋產業人才之目標與具體策略。2008年政府

之「海洋政策」，亦主張積極推動「藍色革命，海洋興

國」，並提出「掌握臺灣優勢，邁向海洋大國」之政策綱

領。蔡英文總統於2018年4月28日海洋委員會揭牌典禮，強

調海洋是臺灣最重要的出路，並提示「健全海洋法制，做

好生態保育工作」、「配合政策，推動海洋產業」及「強

化海洋研究能量，培育海洋人才」三個努力方向。隨後，

海洋基本法於2019年11月1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總統於

108年11月20日制定公布，訂定海洋法制之基本架構。行政

院於2020年6月5日依海洋基本法第15條通過公布「國家海

洋政策白皮書」，明確提出我國海洋事務發展願景與政策

目標，並扣合海洋基本法條文，擘劃政府海洋政策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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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推動海洋事務之依據，以永續「建

構生態、安全、繁榮的永續海洋國家」為願景，並提出

「建構區域戰略思維，保衛海域主權權益」、「落實海域

執法作為，促進區域安全合作」、「維護海洋生態健康，

優化海洋環境品質」、「確立產業發展目標，促進藍色產

業升級」、「型塑全民親海風氣，培養海洋國家思維」與

「孕育科學發展動能，厚植學術研究能量」等6大政策目

標，作為研擬與推動海域管理法、海洋保育法及海洋產業

發展條例等重要海洋法令之立法依據。 

因此，國家海洋政策係依聯合國「發展權宣言」第2條

第3項，實踐海洋發展權之積極作為。 

Ψ-4 海域發展權之自由化實踐 

海洋委員會於2019年11月29日預告制定海域管理法草

案，依第1條立法目的，本法係「為強化海域管理、建立海

洋空間規劃體系、加強海洋監控、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增

進海事安全與海域秩序。」 

依聯合國發展權宣言之旨，發展權係以人為本之天賦

權利，不論個人或群體，人係發展過程中之主體。經濟發

展本身並非是經濟發展之目的，而是透過群體及所有個人

之積極、自由及有意義的參與發展而公平分配發展之利益

而改善群體及個人幸福。 

政府鼓勵人民知道海洋（知海）、親近海洋（近

海），更要勇敢進入海洋（進海），拓展心胸與視野，並

採行國家海洋政策及制定海域管理法，呼應聯合國「發展

權宣言」第10條，係於國家層級肯定並強化海域發展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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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做法。惟，以海域管理法為例，觀察其立法目的，仍

殘留威權時代管制之概念，而透過草案40個條文展現其威

懾作為。 

海域發展權所彰顯之海洋人權，係與生俱來之人權，

在舊有威權體制與心態下所衍生之海域使用之陳抗事件，

屢見不鮮，例如2015年5月竹南龍鳳漁港30艘漁民自救會漁

船出海抗議海洋風電示範風場事件、2015年7月彰化區漁會

組織80艘漁船圍堵福海風場觀測平台施工事件、2020年8月

雲林縣四湖與口湖鄉沿海漁民對抗離岸風場事件，以及發

生在你我身邊之海域管制區釣魚、海域觀光與遊憩之嚴管

行政措施等。 

Ψ-5 「海域管理法」調整為「海域發展法」以實踐 

   海洋人權 

海域發展權係天賦之人權。行政院推出之「向海致

敬」政策，讓人民親海、知海、愛海以體現海域發展權，

而國家新創的第一步，必須打破威權管制心態與作為，讓

人民自由參與海域發展並享受海域發展所帶來之公平化法

制後之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利益。期許「海域管理

法」以解除管制、興利、永續發展之立法作為，調整為

「海域發展法」，實踐海洋人權。 

Ω 合理分配海域資源給所有的海域使用者 

公海生物與非生物資源是全人類的共同資產。我國海

域包括專屬經濟海域，是全民的資產。1986年聯合國大會

決議通過發展權宣言，肯定發展權是基本人權，也是實踐

所有人權的基礎。根據發展權宣言，政府有義務提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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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律規範，規劃發展權的實踐。就海域發展權而言，政

府已訂定海洋基本法，以及在兩次的海洋政策白皮書，提

出海域發展權的實踐政策。呼應聯合國發展權宣言，合理

分配海域資源給所有的海域使用者。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院長 

主編  

饒瑞正 
2021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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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統合海洋事務，海洋委員會於2018年成立，其整體管

制定位對相關法律與政策發展至關重要。我國離岸風電政策

從前期示範風場、興建中的潛力場址乃至於即將公告的區塊

開發，均由經濟部能源局主導，尤其區塊開發政策將決定未

來十年的海域利用，相關制度如何與海委會主管之法規調和

並借重其專長，乃確保離岸風電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本文

將聚焦於介紹現行離岸風電開發法規架構，分析其與海委會

組織及海域管理法等草案間的競合關係，並參考丹麥、德國

與英國等歐洲離岸風電管制實務，與各國產生最適管制者的

路徑相依制度變遷歷程。藉由對比我國法規架構與競合以及

歐盟經驗，本文認為海委會應以促進法規水平統合與漸進式

制度革新的角度作為定位，透過其特有的海洋空間規劃專業

來支持經濟部能源局的既有管制架構，以產生正回饋的方

式，確保我國離岸風電法規能有更為永續且完善的發展。 

 
關鍵詞：離岸風力發電、海洋委員會、法規競合、路徑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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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Offshore Wind 
Development Regulations and Policy:  
the Potential Regulatory Role of the 

Ocean Affairs Council 

Po-Hsiang OU* 

Abstract 

The Ocean Affairs Council (OAC) was founded in 2018 to 

integrate Taiwan’s ocean affairs, and its positioning in the 

overall regulatory space i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law and policy. Taiwan’s offshore wind policy, from 

the demo projects, to the “zone of potential” sites currently 

under construction, and to the so-called “zonal development 

round” that will soon be announced, has been led by the Bureau 

of Energy (BOE) of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s the 

zonal development round will determine the use of Taiwan’s 

marine space in the coming decades,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relevant regime with the newly established OAC and its 

expertise is critical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wind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will focus on analysing 

regulatory competition between existing offshore wind 

regulations and several new bills proposed by the OAC. 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will make reference to offshore wind 

                                                        
* General Counsel, CI Wind Power Development Taiwan Co. Ltd.; 

Practicing Lawyer in Taiwan; DPhil in Socio-Leg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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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practice in Denmark, Germany and the UK, and the 

path dependency regarding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an 

optimal regulator in these European regimes. By comparing 

Taiwan’s current landscape of regulatory competition with 

European experienc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OAC should 

position itself to enable horizontal integration and gradual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 by supporting the BOE’s existing 

regulations with a specialised role in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the OAC can create positive feedbacks to ensure Taiwan’s 

offshore wind regulations to smoothly transition into a more 

sustainable and comprehensive regime. 

Keywords: Offshore Wind Power, Ocean Affairs Council, 
Regulatory Competition, Path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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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本研究的發想來自於筆者自2016年以來與離岸風電相關的

執業經驗──牽涉離岸風場規劃開發的法規多如牛毛，而政府

固然持續加強跨部會協作以推動離岸風電政策，惟實際開發申

設流程仍有許多優化空間；2018年成立的「海洋委員會」（以

下簡稱海委會）為管理海洋事務，亦連續推出許多涉及離岸風

電議題的新法案，而究竟海委會與其法案是否能成功「統合」

相關法規制度，抑或可能造成疊床架屋的反效果，乃筆者發想

本文的起源。 

海委會的管制角色界定，涉及如何完備我國離岸風電開發

法制政策的根本問題。由於離岸風電對於海域的使用同時涉及

環境、航運、國防、漁業等面向，對於風場場址的劃定與許可

勢必需要跨部會規範調和。行政院為促成能源轉型、提高審查

效率的「平行審查」機制固然可取，但後續亦出現能源局公告

的潛力場址因海上航道考量而刪減，或部份案場因飛航安全產

生開發爭議等問題，顯見法規制度之統合仍為尚待解決的重要

課題。 

事實上，歐洲各國於推動離岸風電開發之際，均同步執行

海域空間規劃機制，避免風場與其他海域使用產生衝突。台灣

要如何兼顧再生能源建設之政策目標並確保妥適的海域空間規

劃，現行以經濟部能源局為主導的協調溝通量能是否足夠，而

新設立的海委會是否能及時發揮統合效益，均成為本研究探討

海委會角色與離岸風電開發管制架構之問題意識。 

因此，本文首先盤點現行離岸風電開發管制架構並將之圖

像化（第貳節），再評論海委會組織職權及其提出之海域管理

法等草案與離岸風電法規的競合問題（第參節），最後輔以對

歐洲管制實務的觀察並運用路徑相依理論解釋最適管制者的形

成過程（第肆節），針對我國未來離岸風電開發規範網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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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委會的管制角色提出強化水平整合並採取漸進式革新的政策

建言（第伍節）。 

貳、離岸風電開發之管制架構 

我國現行離岸風電政策依循經濟部「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

畫」，以第一階段示範獎勵、第二階段潛力場址、第三階段區

塊開發的次序推動，並設置風力發電單一服務窗口協助跨部會

協調1。經濟部能源局已於2018年完成第二階段潛力場址之風

場容量分配作業，並正研擬第三階段的區塊開發規則，預計將

走向競價制度並加強國產化產業關聯要求2。本節將依序介紹

能源局主管之主要法規以及其他部會涉及離岸風電場址規劃之

法規，並以此彙整現行的離岸風電開發管制架構與規範網絡。 

一、主要法規 

經濟部能源局所主管之法規可區分為適用於所有電業與再

生能源業管制的基本法規，以及具有時效性而針對各階段離岸

風電開發程序所公告的特別法規。 

電業管制與再生能源基本法規 
離岸風力發電廠屬發電業3，其開發、興建與營運需經由

電業法及其子法電業登記規則等相關規範取得籌設許可、施工

許可及電業執照；而離岸風力發電亦屬於再生能源4，除了前

                                                        
1  風 力 發 電 單 一 服 務 窗 口 網 站 ， https://www.twtpo.org.tw/index.aspx

（最後瀏覽日：2020年12月29日）。  
2  黃佩君，第3階段離岸風電全台開放 得先過11關，自由財經，2020

年 11 月 24 日 ，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414681（ 最 後 瀏 覽
日：2020年12月29日）。 

3  電業法第2條第2款、第3款。 
4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3條第1款、第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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