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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再生能源的定位

○ 長期能源供需展望 （2015年7月、經濟產業省）

・ 以引進並擴展再生能源的最高限度為目標。
・ 2030年度的能源配比目標裡，再生能源占比為22～24％。

（資料）日本資源能源廳 「長期能源供應展望相關資料」（2015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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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發電潛能

・再生利用困難之荒廢農地面積：18.3萬ha
假設在這些農地上全都架設了太陽能發電設備

・一年發電量：1,347億kWh

【太陽能發電】

【農業用水力設施之小水力發電】

・一年發電量：8.9億kWh
（從未開發潛在水力能源與開發中中小水力發電量加以推算）

【燃木生質能發電】
・未使用間伐材等的一年產量：2,000萬ｍ３

假設全都用於燃木生質能發電
・一年發電量：70億kWh

（資料）國土交通省「平成28（2016）年度土地動向」

透過資源賦存狀況、國土保存等
概念，來推廣燃木生質能發電或
地熱發電。

在不影響到糧食供給等功能的前提下，
推廣太陽能發電或陸上風力發電。
使用家畜排泄物的沼氣發電。

依其地理條件,推
動水力發電或小水
力發電。

＜再生能源使用規劃＞

〇 國土組成

〇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發電潛能（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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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氣發電】
・家畜排泄物・廚餘的一年產量：約1.7億t

假設全都用在沼氣發電
・一年發電量：約93億kWh

・再生利用困難之荒廢農地面積：18.3萬ha
假設在這些農地上全都架設了太陽能發電設備

・一年發電量：1,347億kWh

【太陽能發電】 【燃木生質能發電】
・未使用間伐材等的一年產量：2,000萬ｍ３

假設全都用於燃木生質能發電
・一年發電量：70億kWh

（資料）國土交通省「平成28（2016）年度土地動向」

透過資源賦存狀況、國土保存等
概念，來推廣燃木生質能發電或
地熱發電。

在不影響到糧食供給等功能的前提下，
推廣太陽能發電或陸上風力發電。
使用家畜排泄物的沼氣發電。

依其地理條件,推
動水力發電或小水
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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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引進農山漁村再生能源的意義

地域

能源

資金

【現況】 【將來】

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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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內的經濟循環

再生能源的自產自銷

地域
外

地域
外 地 域

・ 當地可獲得之金錢收入增加
・ 燃料費等的支出減少

（其中的農林漁業）
・ 農林漁業從業人員的收入增加
・ 成本降低
・ 提升農林水產物的附加價值
・ 獲得用來振興農林漁業的資本

經濟層面的意義
（金錢方面的好處）

・ 交流人口的擴大
・ 創造雇用機會
・ 發生災害時的電力供給
・ 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家畜排泄物沼氣＞
・ 家畜排泄物的適當處理
＜燃木生質能發電＞
・ 整頓經過間伐的森林

功能層面的意義
（金錢以外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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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漁業從業人員的收入增加
成本降低

經濟層面的意義
（金錢方面的好處）

・ 交流人口的擴大
・ 創造雇用機會
・ 發生災害時的電力供給
・ 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家畜排泄物沼氣＞

功能層面的意義
（金錢以外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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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引進再生能源發電的農山漁村所面臨的狀況

〇 林地開發許可件數與面積之變化

（資料出處）針對與太陽能發電設施等相關環境影響評估之基本思考模式檢討會
摘錄自「針對太陽能發電設施等相關環境影響評估之基本思考模式檢討會報告書」（2019年３月）

〇 因發展太陽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所引發的投訴內容
（以地方公共團體為對象的問卷調查，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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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開發許可件數與面積之變化 〇 因發展太陽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所引發的投訴內容
（以地方公共團體為對象的問卷調查，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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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概要

・ 必須能促進使用農山漁村之土地、水、生質能等資源的再生能源發電，並且增加地方所得收入。

・ 在不影響糧食供給、國土保全等農山漁村具備的重要功能此一前提下，進行農林地等適切調整
之際，打造出一個在引進再生能源的同時，還能促進當地農林漁業健全發展的架構是很重要的。

「促進農林漁業健全發展與調和的再生能源發電之相關法規」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於2013年11月通過。2014年５月開始執行。

制訂相關組織架構

【法規的基本理念】

① 為促進農山漁村再生能源發電，必須與當地相關人士相互緊密合作,並以提升地方活
力與永續發展為前提來執行。

② 為了確保促進地域農林漁業健全發展時所需農林地及其周邊水域，必須針對農林漁
業與再生能源發電之運用進行適當調整。

在不影響糧食供給、國土保全等農山漁村具備的重要功能此一前提下，進行農林地等適切調整
之際，打造出一個在引進再生能源的同時，還能促進當地農林漁業健全發展的架構是很重要的。

促進農林漁業健全發展與調和的再生能源發電之相關法規」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於2013年11月通過。2014年５月開始執行。

制訂相關組織架構

法規的基本理念】

① 為促進農山漁村再生能源發電，必須與當地相關人士相互緊密合作,並以提升地方活
力與永續發展為前提來執行。



農林水産省 食料産業局 ／Food Industry Affairs Bureau.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9

６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概要

・ 發電設備整備內容
・ 促進農林漁業健全發展的組織架構 等

・ 促進農山漁村活化相關方針
・ 促進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整頓之區域
・ 確保農林地的有效利用 等

協議會

市町村

設備整頓人員

農林漁業者・團體當地居民、
有識之士等

・藉由引進再生能源促進地域活化
・促進農林漁業健全發展的組織架構
・農林漁業相關用地之調整

等協議

農地法、森林法、漁港漁場整頓
法等相關手續單一窗口化國‧都道府縣

・ 取得與農林漁業之間的平衡
・ 農林地等的適切調整 等方針

基本方針
【國】

基本計畫
【市町村】

打造適合引進農山漁村再生能源之組織架構

擬定

擬定

設備整備計畫
【設備整備人員】

認定

發電設備整備內容
促進農林漁業健全發展的組織架構 等

促進農山漁村活化相關方針
促進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整頓之區域
確保農林地的有效利用 等

市町村

設備整頓人員

農林漁業者・團體當地居民、
有識之士等

・藉由引進再生能源促進地域活化
・促進農林漁業健全發展的組織架構
・農林漁業相關用地之調整

等協議

農地法、森林法、漁港漁場整頓
法等相關手續單一窗口化國‧都道府縣

取得與農林漁業之間的平衡
農林地等的適切調整 等方針

【國】

基本計畫
【市町村】

擬定

擬定

設備整備計畫
【設備整備人員】

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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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活用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之發電設備設置主體

（資料出處）農林水產省調查

註）當地企業 ：架設相關設備的市町村（鄉鎮市）與負責架設的總公司所在地相同。
包含一部分的公共團體。

縣內企業 ：架設相關設備的都道府縣（縣市）與負責架設的總公司所在地相同。
（不包含當地企業）

縣外企業 ：架設相關設備的都道府縣（縣市）與負責架設的總公司所在地不同。
（不包含當地企業、縣內企業、首都圈企業）。

首都圈企業：負責架設的總公司位於首都圈(不包含當地企業、縣內企業）。

・ 發電設備整備內容
・ 促進農林漁業健全發展的組織架構 等

・ 促進農山漁村活化相關方針
・ 促進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整頓之區域
・ 確保農林地的有效利用 等

・ 取得與農林漁業之間的平衡
・ 農林地等的適切調整 等方針

基本方針
【國】

基本計畫
【市町村】

設備整備計畫
【設備整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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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出處）農林水產省調查

註）當地企業 ：架設相關設備的市町村（鄉鎮市）與負責架設的總公司所在地相同。
包含一部分的公共團體。

縣內企業 ：架設相關設備的都道府縣（縣市）與負責架設的總公司所在地相同。
（不包含當地企業）

・ 發電設備整備內容
・ 促進農林漁業健全發展的組織架構

・ 促進農山漁村活化相關方針
・ 促進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整頓之區域
・ 確保農林地的有效利用 等

・ 取得與農林漁業之間的平衡
・ 農林地等的適切調整 等方針

【國】

基本計畫
【市町村】

設備整備計畫
【設備整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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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全新基本方針的重點

○ 大力宣傳「優良事例」。
・ 提升包含ESG投資等，與脫炭有關的地方投資案例。
・ 在地方上經常會聽到想參考其它地區優秀案例的意見。

○ 推廣能源的「自產自銷」。
・ 善加利用農山漁村裡土地、水、生質能等豐沛資源，藉此促進地方活化極為重要。
・ 為了打造出一個足以因應各種天然災害的區域，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動
電力、熱等能源的自產自銷。

○適時推動「熱利用」或「營農型太陽能發電」。
・ 再生能源發電時所產生的「熱」，也能促進地方活化。
・ 善用荒廢農地，藉此來推動能促進地方農業永續經營與地方活化的組織架構。
○從地區數來重新檢視其「經濟規模」目標。
・ 以再生能源來促進其農林漁業發展的推廣區域內，再生能源電力·熱所帶來的收入等之經濟規模

約187億日元（2016年度） ⇒ 600億日元（2023年度目標）

・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實施滿五年後，
需根據法規附則第2條重新檢討。
・ 參考地方政府進行的問卷結果與相關人士之意見後，
於2019年7月修訂「基本方針」。

・ 發電設備整備內容
・ 促進農林漁業健全發展的組織架構 等

・ 促進農山漁村活化相關方針
・ 促進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整頓之區域
・ 確保農林地的有效利用 等

・ 取得與農林漁業之間的平衡
・ 農林地等的適切調整 等方針

基本方針
【國】

基本計畫
【市町村】

設備整備計画
【施設整備者】

大力宣傳「優良事例」。
提升包含ESG投資等，與脫炭有關的地方投資案例。
在地方上經常會聽到想參考其它地區優秀案例的意見。

推廣能源的「自產自銷」。
善加利用農山漁村裡土地、水、生質能等豐沛資源，藉此促進地方活化極為重要。
為了打造出一個足以因應各種天然災害的區域，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動
電力、熱等能源的自產自銷。

適時推動「熱利用」或「營農型太陽能發電」。
再生能源發電時所產生的「熱」，，也能促進地方活化。
善用荒廢農地，，藉此來推動能促進地方農業永續經營與地方活化的組織架構。
從地區數來重新檢視其「經濟規模」目標。
以再生能源來促進其農林漁業發展的推廣區域內，再生能源電力·熱所帶來的收入等之經濟規模
約187億日元（2016年度） ⇒ 600億日元（2023年度目標）

熱所帶來的收入等之經濟規模

需根據法規附則第2條重新檢討。
參考地方政府進行的問卷結果與相關人士之意見後，
2019年7月修訂「基本方針」。

・ 發電設備整備內容
・ 促進農林漁業健全發展的組織架構

・ 促進農山漁村活化相關方針
・ 促進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整頓之區域
・ 確保農林地的有效利用 等

・ 取得與農林漁業之間的平衡
・ 農林地等的適切調整 等方針

【國】

基本計畫
【市町村】

設備整備計画
【施設整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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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農業振興地域制度與農地轉用許可制度之概要
農業振興地域制度

〈農業上的土地使用分區〉
農地轉用許可制度
〈限制個別轉用〉

符合長期且具綜合性的條件，
力圖農業振興的區域

農用地區域
（透過市町村的農業振興地域整備計畫來設定）

應可作為農業相關用途土地之區域

（禁止轉用）

農振白地地域

農業振興地域外

・ 都道府縣知事
・ 農林水產大臣指定之市町村（指定市町村）

（超過４ha需與農林水產大臣協商）

許可權者

不允許

原則上不允許

［第１種農地］
・集團農地
・土地改良事業對象的農地等

Ⅰ

若於Ⅲ立地困難時，則發出許
可。Ⅱ

［第２種農地］
・未列入土地改良農業對象的小集團
且低生產力的農地 等

原則上允許

［第３種農地］
・位於市區的農地 等

Ⅲ

市區範圍：書面申請制

高生産性的優良農地

小集團未整頓農地

市區近郊農地

市區農地

農業振興地域
（由都道府縣指定）

農 振 法 農 地 法

符合長期且具綜合性的條件，
力圖農業振興的區域力圖農業振興的區域

農用地區域
透過市町村的農業振興地域整備計畫來設定）

應可作為農業相關用途土地之區域

（禁止轉用）

農振白地地域

・ 都道府縣知事
・ 農林水產大臣指定之市町村（指定市町村）

（超過４ha需與農林水產大臣協商）

許可權者

不允許

原則上不允許

［第１種農地］
・集團農地
・土地改良事業對象的農地等

Ⅰ

若於Ⅲ立地困難時，則發出許
可。Ⅱ

［第２種農地］
・未列入土地改良農業對象的小集團
且低生產力的農地 等

原則上允許Ⅲ

高生産性的優良農地

小集團未整頓農地

農業振興地域
（由都道府縣指定）

農 振 法 農 地 法

http://starmilk.hp.infoseek.co.jp/H1407_11.jpg


農林水産省 食料産業局 ／Food Industry Affairs Bureau.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13

10 活用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藉此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的農地轉用法規

再生能源相關法規（省令・基本方針） 農地法相關法規（省令）

○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整備區域內含第１種農
地，則可設於下列土地。

① 無法再生利用的荒廢農地（ ）
② 有再生利用可能荒廢農地（ ）內，因
生產條件不佳，無法負荷長時間的耕作，
找不到買主，今後無耕作可能的土地。

○遇此情況，則須符合以下條件

① 整備區域是縣或指定市町村在進行
農業土地利用調整時曾調查過的區
域。

② 設備整備計畫提及的促進農林漁業
健全發展的組織架構，必須於協議
會（農林漁業業者組成）進行協商。

「在不影響確保優良農地之前提
下,若想利用廢耕地來振興地方農
業，則須將農地制度規範內的再
生能源設備架設條件明文化。」

2012年4月 內閣會議通過

「（針對規制改革）須確實推動過
去內閣會議時的決定事項」

2013年1月 內閣會議決定

赤
黄

耕 地
有再生利
用可能的
農地

（參考） 荒廢農地

無法再生
利用
的農地

442萬ha 9.2萬ha 19.0萬ha

在依再生能源法劃分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
備區域（「裝備區域」）內，規定設第１種農
地之基準 （不可設於農用地區域內）

在左述整備區域內，根據依再生能
源法所擬定的設備整備計畫（業主
計畫）架設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可視為不允許轉用之第１種農地轉
用之例外。（藉此獲得遵從再生能源法
的縣或指定市町村的同意）

再生能源相關法規（省令・基本方針） 農地法相關法規（省令）

○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整備區域內含第１種農
地，則可設於下列土地。，則可設於下列土地。

① 無法再生利用的荒廢農地（ ）
② 有再生利用可能荒廢農地（ ）內，因
生產條件不佳，無法負荷長時間的耕作，
找不到買主，今後無耕作可能的土地。

○遇此情況，則須符合以下條件

① 整備區域是縣或指定市町村在進行
農業土地利用調整時曾調查過的區
域。

② 設備整備計畫提及的促進農林漁業
健全發展的組織架構，必須於協議健全發展的組織架構，必須於協議
會（農林漁業業者組成）進行協商。

不影響確保優良農地之前提
利用廢耕地來振興地方農

業，則須將農地制度規範內的再
生能源設備架設條件明文化。」

年4月 內閣會議通過

針對規制改革）須確實推動過
去內閣會議時的決定事項」

2013年1月 內閣會議決定

赤
黄

（參考） 荒廢農地

在依再生能源法劃分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
備區域（「裝備區域」）內，規定設第１種農
地之基準 （不可設於農用地區域內）

在左述整備區域內，根據依再生能在左述整備區域內，根據依再生能
源法所擬定的設備整備計畫
計畫）架設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架設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可視為不允許轉用之第１種農地
用之例外。（藉此獲得遵從再生能源法
的縣或指定市町村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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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山漁村再生能源之引進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

Ⅲ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之推廣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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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施

・ 營農型太陽能（ Solar sharing ）指的是在農地上架設支架後，於上方空間設置太陽能發電設
備，讓陽光能同時用於農業生產與發電的發電設施。

駕駛曳引機的耕作景緻在露天田地上架設太陽能板。

備，讓陽光能同時用於農業生產與發電的發電設施。

駕駛曳引機的耕作景緻在露天田地上架設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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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之農地轉用處理方式（1/2）

・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的關鍵，在於維持農耕作業的同時，利用農地上方的空間來發電。
・ 裝設營農型發電設備時,必須先取得源自農地法的一時轉用許可，2013年時也確立了農地轉用許可
制度之相關法規。
並於2018年，重新檢討其法規內容。申請人若從事農業工作或使用的是荒廢農地，一時轉用許可
可從3年以內延長至10年以內。

〇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相關法規制訂過程

法規制訂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經技術研發的過程正式問世後，農
地轉用許可制度相關法規也正式明文化。
（2013年３月31日正式公布）。

一時轉用許可期間的延長
針對取得一時轉用許可的申請人，進行從事農業狀況之調
查。
・ 申請人從事農耕作業期間，從未遇到任何重大事件。
・對荒廢農地的再生頗有貢獻。等
申請人若在設備下方的農地從事農耕作業或使用荒廢農地

的話，一時轉用期間可從前一次申請時的３年以内延長至10
年以内。（2018年５月15日正式公布）。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實例

一時轉用部分

太陽能板

裝設營農型發電設備時,必須先取得源自農地法的一時轉用許可，2013年時也確立了農地轉用許可
制度之相關法規。
並於2018年，重新檢討其法規內容。申請人若從事農業工作或使用的是荒廢農地，一時轉用許可

3年以內延長至10年以內。

〇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相關法規制訂過程

法規制訂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經技術研發的過程正式問世後，農
地轉用許可制度相關法規也正式明文化。
（2013年３月31日正式公布）。

一時轉用許可期間的延長
針對取得一時轉用許可的申請人，進行從事農業狀況之調
查。
・ 申請人從事農耕作業期間，從未遇到任何重大事件。
・對荒廢農地的再生頗有貢獻。等
申請人若在設備下方的農地從事農耕作業或使用荒廢農地

的話，一時轉用期間可從前一次申請時的３年以内延長至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實例

一時轉用部分

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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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轉用相關法規

・ 下方農地能持續進行農耕作業（從事的是否為農業？相較於當地同年度的平均產量,差距是否超過２成？
農作物品質是否出現顯著劣化？）
・ 能確保農作物生長所需日照量之設計
・ 支柱的高度必須讓農業機械的使用更加有效率（最少要距離地面2m以上）
・ 不會造成周邊農地使用失去效率（農用地區域的話,就是土地改良或規模擴大等策略）的位置 等

③ 申請一時轉用許可的條件之一，就是每年都有義務要提出一次報告，檢測相關設備是否會影響到農作物的
耕作。
（若造成顯著影響，就有拆除相關設備並加以復原的義務）。

① 確認是否符合一時轉用許可之條件。如是否能確實維持農耕作業，或是否會影響到四周的農耕狀況。

「針對設置支柱進行農業的太陽能發電設備之農地轉用制度上的相關措施」（30農振第78號農林水産省農村振興局通
知）

・ 在申請人（註）持有之農地或擁有使用權的農地，該申請人於下方農地進行農業生產。
・ 善用包含農用地區域在內的荒廢農地。
・ 善用農用地區域外的第2種農地或第3種農地。
（註） 「申請人」的定義是兼具效率與穩定性的農業經營體、經過認定的農業業者、經過認定的全新農業業者、以法人化為目標的聚落營農。

※一時轉用期間為10年之内的案例（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條件）

② 支柱的基礎部分也必須取得一時轉用許可,有效日期為３年（若沒太大問題，可再次申請許可)。

・ 再次申請許可時，是依照轉用期間的農耕狀況來進行綜合性的通盤考量。
・ 若問題並非出自於架設了發電設備，而是讓一般人也莫可奈何的狀況，導致農作物產量減少時，也必須
將其列入考量因素。

13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之農地轉用處理方式（2/2）

下方農地能持續進行農耕作業（從事的是否為農業？相較於當地同年度的平均產量,差距是否超過２成？
農作物品質是否出現顯著劣化？）
能確保農作物生長所需日照量之設計
支柱的高度必須讓農業機械的使用更加有效率（最少要距離地面2m以上）
不會造成周邊農地使用失去效率（農用地區域的話,就是土地改良或規模擴大等策略）的位置 等

確認是否符合一時轉用許可之條件。如是否能確實維持農耕作業，或是否會影響到四周的農耕狀況。

支柱的基礎部分也必須取得一時轉用許可,有效日期為３年（若沒太大問題，可再次申請許可)。

申請一時轉用許可的條件之一，就是每年都有義務要提出一次報告，檢測相關設備是否會影響到農作物的

若造成顯著影響，就有拆除相關設備並加以復原的義務）。

申請人（註）持有之農地或擁有使用權的農地，該申請人於下方農地進行農業生產。
轉用期間為10年之内的案例（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條件）

再次申請許可時，是依照轉用期間的農耕狀況來進行綜合性的通盤考量。
若問題並非出自於架設了發電設備，而是讓一般人也莫可奈何的狀況，導致農作物產量減少時，也必須
將其列入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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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的引進狀況

・ 為設置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的農地轉用許可實績,至2017年度為止為1,905件。
設置面積為482ha（包含再次申請許可）

〇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架設面積（累計），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架設之農地轉用許可件數趨勢圖

（資料出處）農林水產省農村計畫課所調查

※包含再次申請許可件數

設置面積為482ha（包含再次申請許可）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架設面積（累計），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備架設之農地轉用許可件數趨勢圖

※包含再次申請許可件數包含再次申請許可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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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為了取得農耕與發電之間的平衡，而需要多下點工夫的案例。

・ 因兩塊太陽能板重疊，沒有留下任何縫隙，導致農
地裡有一大片範圍．經常籠罩在陰影之下。

・ 栽種一直以來無論是自身或當地都未曾栽種過的農
作物。

・ 種植不同於一般栽種方式（種植密度）的農作物。

設有瑩農型發電設
備的農地。

農地轉用許可權者，可透過確認其接受營農指導的條
件是否完備等，進一步審慎評估能否持續農耕經營。

恐怕無法確保所需產量與品質。

案例１

・ 在經過集體整備規劃的農地正中央，架設營農型發
電設備。

恐怕會對申請人募集作業、農地整備等的規模擴大，
以及農業用排水設施等地管理造成負面影響。

農地轉用許可權者，可先針對申請人募集作業、以及
今後預定執行的土地改良事業，與當地政府的負責單
位進行確認後，再來考慮是否要發出許可。

案例２

因兩塊太陽能板重疊，沒有留下任何縫隙，導致農
地裡有一大片範圍．經常籠罩在陰影之下。
栽種一直以來無論是自身或當地都未曾栽種過的農
作物。
種植不同於一般栽種方式（種植密度）的農作物。

設有瑩農型發電設
備的農地。

恐怕無法確保所需產量與品質。

案例

・ 在經過集體整備規劃的農地正中央，架設營農型發
電設備。

恐怕會對申請人募集作業、農地整備等的規模擴大，
以及農業用排水設施等地管理造成負面影響。

案例２



農林水産省 食料産業局 ／Food Industry Affairs Bureau.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20

○ 優良事例的加強宣傳等 ○ 諮詢窗口的因應

○ 讓資金調度變得更為順暢 ○ 惡質業者的處理方式

將相關資訊提供給負責融資作業的地方金
融機構，或與其進行意見交換。

農林水產省

食料產業局
再生能源室

地方農政局等

農
業
人
員
等

地
方
政
府
等

針對違反一時轉用許可的惡質業者（中斷農
業經營等），除了向經濟產業省報告將進行
基於農地法的改善指導外，經濟產業省也可
根據ＦＩＴ法加以懲處。

將優良事例或從事農業經營·發電事業等的
清單刊載於農林水產省的官方網站上。

農林水產省負責解答農業人員提出的營
農型太陽能發電相關疑問。

16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之推廣促進

讓資金調度變得更為順暢 ○ 惡質業者的處理方式

將相關資訊提供給負責融資作業的地方金
融機構，或與其進行意見交換。

農林水產省

食料產業局
再生能源室

地方農政局等

農
業
人
員
等

地
方
政
府
等

針對違反一時轉用許可的惡質業者（中斷農
業經營等），除了向經濟產業省報告將進行
基於農地法的改善指導外，經濟產業省也可

將優良事例或從事農業經營·發電事業等的
清單刊載於農林水產省的官方網站上。

農林水產省負責解答農業人員提出的營
農型太陽能發電相關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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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介紹優良事例
以分門別類的方式，介紹全國農業人士所推動的實際案例。

② 推動流程

③ 推動清單

④ 諮詢窗口之介紹

⑤ 地方政府協助案例
介紹各地方政府所提供之援助實例

⑥ 金融機關協助案例
介紹全日本金融機關所提供之援助實例

⑦ 國家的援助政策
介紹適用於營農型太陽能發電的國家政策

17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措施支援導覽手冊

・ 作為營農型太陽能發電推廣政策的一環，正式公布「營農型太陽能發電措施支援指導手冊」 （2019
年2月8日）
http://www.maff.go.jp/j/shokusan/renewable/energy/attach/pdf/einou-23.pdf

① 介紹優良事例
以分門別類的方式，介紹全國農業人士所推動的實際案例。

② 推動流程

③ 推動清單

④ 諮詢窗口之介紹

⑤ 地方政府協助案例
介紹各地方政府所提供之援助實例

⑥ 金融機關協助案例
介紹全日本金融機關所提供之援助實例

作為營農型太陽能發電推廣政策的一環，正式公布「營農型太陽能發電措施支援指導手冊」
8日）

http://www.maff.go.jp/j/shokusan/renewable/energy/attach/pdf/einou-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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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事業執行單位： 千葉ECOENERGINE股份有限公司 （千葉縣匝瑳市）
・ 輸出功率： 49.5kW（發電量66,000kWh/年（2017年））
・ 位於發電設備下方的農地: 13a（種植黃豆）
・ 施工費用： 約1,600萬日元
・ 正式運轉： 2016年４月

成長中的大豆

發電設備的外觀

加入Three little birds的農家

＜特徵＞
• 發電部分是由千葉ECOENERGINE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下方的農耕作業則由農地所有適格法人Three little birds合資公司負責。

• 約13a的農地從事的是黃豆的有機栽培。必須確保其產量與當地一反（990
平方公尺）的產量相同。
今後也規畫要種植小麥。

• 參與Three little birds的包含當地具代表性的青年農家（２名）、資深農家
（２名）、新手農家（１名）。藉此確保進行發電的20年內都能維持農業的
經營。

• 千葉ECOENERGINE股份有限公司的資金調度是透過政策金融公庫的融資。
售電收入約200萬日元，其中的8萬日元是以地域回饋金的名義付給Three

little birds 。

• 今後規畫以自家生產的黃豆、小麥為原料來製作味噌、精釀啤酒等加工品。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的實際案例 ①

事業執行單位： 千葉ECOENERGINE股份有限公司 （千葉縣匝瑳市）
・ 輸出功率： 49.5kW（發電量66,000kWh/年（2017年））
・ 位於發電設備下方的農地: 13a（種植黃豆）
・ 施工費用： 約1,600萬日元
・ 正式運轉： 2016年４月

成長中的大豆

發電設備的外觀
＜特徵＞
• 發電部分是由千葉ECOENERGINE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下方的農耕作業則由農地所有適格法人Three little birds合資公司負責。

• 約13a的農地從事的是黃豆的有機栽培。必須確保其產量與當地一反（990
平方公尺）的產量相同。
今後也規畫要種植小麥。

• 參與Three little birds的包含當地具代表性的青年農家（２名）、資深農家
（２名）、新手農家（１名）。藉此確保進行發電的20年內都能維持農業的
經營。

• 千葉ECOENERGINE股份有限公司的資金調度是透過政策金融公庫的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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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事業執行單位：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OIKOS天龍（靜岡縣濱松市）
・ 輸出功率： 49.5kW（發電量 55,000kWh/年）
・ 位於發電設備下方的農地: ７a （種植茶葉）
・ 施工費用：約1,500萬日元
・ 正式運轉：2017年４月

＜特徵＞
・ 這裡曾是因茶產業、林業盛極一時的山麓地帶，但隨著高齡化等造成茶園荒廢。因
而成立了以在培養後繼者與研發茶製品等藉此開發新產業為目標的法人，營農型
太陽能發電的售電收入則用於法人的相關活動。向周邊農家收購茶葉，開發茶葉
商品。

・ 一年的售電收入約220萬日元（預估）。其中有20萬日元是做為區域回饋金·設施
管理費支付給茶農。

・ 也種有抹茶用茶葉，顏色深品質佳，深受知名茶會的喜愛。
・ 栽種抹茶專用茶葉時，用來抑制澀味增加茶香的遮光布幕，一般用的都是專用支
柱，但這裡是利用發電設備的支柱，藉此降低資材成本。

・ 發電設備是由法人設置，農民無須支付設置費用增加負擔。此外，還能增加農業
以外的額外收入，增加農民從事農業的動機。

發電設施外觀

太陽能板下的茶樹

裝設的太陽能板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的實際案例 ②

事業執行單位：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OIKOS天龍（靜岡縣濱松市）
・ 輸出功率： 49.5kW（發電量 55,000kWh/年）
・ 位於發電設備下方的農地: ７a （種植茶葉）
・ 施工費用：約1,500萬日元
・ 正式運轉：2017年４月

＜特徵＞
・ 這裡曾是因茶產業、林業盛極一時的山麓地帶，但隨著高齡化等造成茶園荒廢。因
而成立了以在培養後繼者與研發茶製品等藉此開發新產業為目標的法人，營農型成立了以在培養後繼者與研發茶製品等藉此開發新產業為目標的法人，營農型
太陽能發電的售電收入則用於法人的相關活動。向周邊農家收購茶葉，開發茶葉
商品。

・ 一年的售電收入約220萬日元（預估）。其中有20萬日元是做為區域回饋金
管理費支付給茶農。

・ 也種有抹茶用茶葉，顏色深品質佳，深受知名茶會的喜愛。
・ 栽種抹茶專用茶葉時，用來抑制澀味增加茶香的遮光布幕，一般用的都是專用支
柱，但這裡是利用發電設備的支柱，藉此降低資材成本。

・ 發電設備是由法人設置，農民無須支付設置費用增加負擔。此外，還能增加農業

太陽能板下的茶樹

裝設的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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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施外觀

＜概要＞
・ 事業執行主體：非営利型 株式会社宝塚すみれ発電

（兵庫県宝塚市）
・ 輸出功率： 46.8kW（發電量 50,000kWh/年）
・ 位於發電設備下方的農地：9a（種植番薯）
・ 施工費用： 約1,700萬日元
・ 正式運轉： 2016年４月

＜特徵＞

在市民農園採收番薯的大學
生。

透過產學合作打
造出的果醬加工

品

・ 為了讓市民農園的有效利用與引進再生能源之間能取得一個平衡，並增加市
民對農業的認識，與農地持有者·寶塚市合作，於市民農場架設營農型太陽能
發電設備。

・ 相關費用多半來自兵庫縣的補助（融資），若有不足則由市民出資。

・ 一部分的售電收入做為農園使用費折扣回饋給市民。如此一來，也能解決市
民農園的空地問題。

・ 善用寶塚市市稅條例，以遭遇災害時提供寶塚市使用為條件，設置緊急用電
源，因此獲得固定資產稅５年免繳優惠。

・ 鄰近的大學為了從事研究，租借市民農園裡14塊農地來種植番薯、採收後加
工並研發新商品，有些產品會於大學校慶時販售。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的實際案例 ③

發電設施外觀

・ 事業執行主體：非営利型 株式会社宝塚すみれ発電
（兵庫県宝塚市）

・ 輸出功率： 46.8kW（發電量 50,000kWh/年）
・ 位於發電設備下方的農地：9a（種植番薯）
・ 施工費用： 約1,700萬日元
・ 正式運轉： 2016年４月

＜特徵＞

在市民農園採收番薯的大學

・ 為了讓市民農園的有效利用與引進再生能源之間能取得一個平衡，並增加市
民對農業的認識，與農地持有者·寶塚市合作，於市民農場架設營農型太陽能寶塚市合作，於市民農場架設營農型太陽能
發電設備。

・ 相關費用多半來自兵庫縣的補助（融資），若有不足則由市民出資。

・ 一部分的售電收入做為農園使用費折扣回饋給市民。如此一來，也能解決
民農園的空地問題。

・ 善用寶塚市市稅條例，以遭遇災害時提供寶塚市使用為條件，設置緊急用電
源，因此獲得固定資產稅５年免繳優惠


	投影片編號 1
	�Ⅰ　農山漁村的再生能源之引進��Ⅱ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Ⅲ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之推廣促進�
	１　再生能源的定位
	２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發電潛能
	３　引進農山漁村再生能源的意義
	４　引進再生能源發電的農山漁村所面臨的狀況
	�Ⅰ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之引進��Ⅱ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Ⅲ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之推廣促進�
	５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概要
	６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概要
	７　活用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之發電設備設置主體
	８　全新基本方針的重點
	９　農業振興地域制度與農地轉用許可制度之概要
	10　活用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藉此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農地轉用法規
	�Ⅰ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之引進��Ⅱ　農山漁村再生能源法��Ⅲ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之推廣促進�
	11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設施
	12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之農地轉用處理方式（1/2）
	13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之農地轉用處理方式（2/2）
	14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的引進狀況
	15　為了取得農耕與發電之間的平衡，而需要多下點工夫的案例。
	16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之推廣促進
	17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措施支援導覽手冊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的實際案例　①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的實際案例　②
	營農型太陽能發電的實際案例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