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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1年(1~10月)台灣電力供需概況

項目
111年1-10月 110年1-10月 111.1-10 v.s 110.1-10

億度(TWh) 占比(%) 億度(TWh) 占比(%) 變動率(%)

電力供給 2,429 100 2,452 100 -1.0

火力 2,003 82.5 2,039 83.1 -1.8

核能 204 8.4 244 9.9 -16.2

再生能源 196 8.1 143 5.8 +36.9

電力需要 2,429 2,453 -1.0

工業部門 1,319 56.1 1,346 56.9 -2.0

服務業部門 399 17.0 379 16.0 +5.3

註：電力供給=電力需要=電力消費+線路損失+統計差量

資料來源：能源局「電力供需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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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外電業回顧
一、國內電業

(一)法令與政策

111年3月 國發會召開「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說明」記者會

111年5月 能源局公告「地熱能發電示範獎勵辦法」

111年5月 能源局公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111年7月 能源局公告「汽電共生系統實施辦法」部分修正條文

111年12月 行政院院會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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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電業

(二)電源開發

電源型式 業主 地點
裝置容量

(MW)
商轉日期 備註

火力發電

台電

大潭
(增建#7, 8, 9)

3,168 2022.6〜2024.6

連 結
興達
(更新#1, 2, 3)

3,900 2024.2〜2025.8

台中
(新建#1,2)

2,600 2025.8〜2026.8

森霸
(二期)

台南山上 1,100 2024.6 連結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23&cid=235&cchk=5980fdfb-cfba-4ac9-9deb-d8af4adabda6
http://www.sunbapower.com.tw/aboutus/aboutu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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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電業

(二)電源開發(續)

電源型式 業主 地點 裝置容量(MW) 完工日期 備註

太陽光電
台泥綠能 嘉義義竹 40 2021.12 連 結

寶晶能源 屏東林邊及枋寮 300 2023 連 結

離岸風電

業 主 地 點
裝置容量

(MW)
啟用日期

台電(離岸二期) 彰化鹿港外海 300 2025.9 連 結

海能風電 苗栗外海
378

(47支風機)

2022.6
(12支風機併網)

連 結

達德開發
(允能一期與二期)

雲林外海
640

(80支風機)

2022.6
(安裝完成11支風機)

連 結

https://www.cyhg.gov.tw/News_Content.aspx?n=20C1A3DAF6A74FCE&sms=CA3FB4291106E1D9&s=315BE7F6130B7349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2/5839632
http://tpc-offshorewind-p2.tw/news/%E9%A6%96%E5%BA%A7%E5%85%A8%E6%9C%AC%E5%9C%9F%E9%96%8B%E7%99%BC%E6%B5%B7%E4%B8%8A%E9%A2%A8%E5%A0%B4-%E5%8F%B0%E9%9B%BB%E9%9B%A2%E5%B2%B8%E9%A2%A8%E9%9B%BB%E4%BA%8C%E6%9C%9F%E4%BB%8A%E9%96%8B%E5%B7%A5-2025%E5%AE%8C%E5%B7%A5%E5%B9%B4%E7%99%BC10%E5%84%84%E5%BA%A6%E9%9B%BB-22110916448
https://formosa2windpower.com/news/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wind-marine-association/%E8%87%BA%E7%81%A3%E9%9B%A2%E5%B2%B8%E9%A2%A8%E5%A0%B4%E8%B3%87%E8%A8%8A/%E5%85%81%E8%83%BD%E9%A2%A8%E5%A0%B4?pl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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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電業

(三)輸配電網強化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110年11月
彰一開閉所(乙) 啟用，提供1.5GW併網量，供彰化
外海北側廊道離岸風電案場併網。

連 結

111年3月
經濟部公布「303停電事故檢討報告」，提出五大
改革方向，包含強化電網韌性。 連 結

111年9月

台電公布「強化電網韌性建設計畫」，將於10年
內投入5,645億元，以「力求分散、持續強固、加
強防衛」3大主軸，全面提升電網應對突發事故的
能力。

連 結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1122000386-260107?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309000139-260202?utm_source=iii_news&utm_medium=rss&chdtv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6275&chk=45f60c58-f074-4522-9845-a97bbca0b8df&mid=17&param=pn%3d1%26mid%3d17%26key%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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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電業

(四)輔助服務/電力交易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111年12月
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公開資料顯示，核發證
超過 170 萬張，總體憑證交易則超過151萬張。

連 結

111年12月
依能源局統計資料，台灣再生能源售電業者已達32

家。
連 結

111年12月
今年底參與輔助服務市場業者將達43家、30萬瓩，
明年底將達100萬瓩，預估到113年更將有300萬瓩
加入市場。

連結

https://www.trec.org.tw/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8887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21026025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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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電業

(五)電動車及充電基礎建設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110年12月
台電推出電動車車主裝設充電樁「專設1戶」
服務方案

連結

111年3月
國發會淨零路徑規劃，2040年新售汽機車全面
電動化，經濟部也設定2030年電動汽車新售占
比30%。

連結

111年5月
台電推出「專設電表+專用電價」最佳充電模
式，電動車充換電設施電價也正式上路。

連結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1230000216-260205?utm_source=iii_news&utm_medium=rss&chdtv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204280063.aspx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6149&chk=3dcd597c-bd46-4544-85f5-ccadabc67a11&mid=17&param=pn%3d1%26mid%3d17%26key%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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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電業

(六)混氫與混氨發電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111年4月

台電與西門子簽署「混氫技術合作備忘錄」，
目標2025年達成興達燃氣複循環電廠混氫5％發
電示範。

連結

111年11月

台電與三菱集團簽訂「混氨技術合作備忘錄」，
將於林口電廠推動燃煤混氨發電示範計畫，目
標2028~30年達到5%混氨，預計每年減碳9,000

噸。

連結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427000082-260202?chdtv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76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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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電業

(一)應對俄烏戰爭與氣候變遷之能源衝擊

時 間 國家 概 要 備 註

2022年5月 歐盟
歐盟執委會提出「重新賦予歐盟電力計畫(RepowerEU)」，
預計投資3千億歐元，以加速歐洲能源系統轉型，降低對
俄羅斯能源之依賴，

連結

2022年7月
歐盟

歐洲議會表決通過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 EC)

於2022年初所提出將核能和天然氣視為永續能源投資項目
之建議案，該項「歐盟分類氣候授權法案(EU Taxonomy 

Delegated Act)」將於2023年正式生效實施。

連結

2022年4月
英國

發佈「能源安全策略(British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
目標為加速擴大發展安全、潔淨且付得起之再生能源、核
能、氫能等低碳能源，提升英國長期能源之獨立自主性。

連結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3131
https://apnews.com/article/climate-russia-ukraine-legislature-279f49878e8f288d721713cd01218b0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major-acceleration-of-homegrown-power-in-britains-plan-for-greater-energy-independence?utm_campaign=Daily%20Briefing&utm_content=20220407&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Revue%20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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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電業

(一)應對俄烏戰爭與氣候變遷之能源衝擊(續)

時 間 國家 概 要 備 註

1.2022年4月

2.2022年11月
德國

1.德國經濟暨氣候部宣布，將加速擴增再生能源，降低
對俄羅斯化石燃料之依賴以及應對氣候變遷衝擊，目標
為2030年時，綠能占比由原訂之65%增至80 %。

2.德國國會同意運轉中三座核能電廠延役-從原定2022年
年底延至2023年4月中旬。

連結

連結

2022年2月 法國 法國總統馬克宏宣布增建6部核能機組計畫，以因應氣候變遷
衝擊，並支持法國核能產業之發展。

連結

2022年5月 日本 為降低對俄羅斯能源之依賴，將積極：(1)強化在全球LNG市
場之投資；(2)繼續重新啟動福島事件後停機之核能機組，並
維持核能在日本能源組合中之占比。

連結

2022年5月 韓國 將核能納入南韓達成碳中和目標之能源組合中，並與美國合
作發展新一代之小型模組化核反應器(SMR)。

連結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germany-present-renewable-energy-expansion-measures-2022-04-05/
https://apnews.com/article/europe-business-germany-olaf-scholz-climate-and-environment-d05757365632c8437a5672878a9eccca
https://goodwordnews.com/macron-bets-on-nuclear-energy-to-fight-climate-change/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05/10/japans-energy-mix-after-the-ukraine-crisis/
https://www.canindia.com/s-korea-to-actively-use-nuclear-energy-to-reach-carbon-neutrality-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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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電業

(二)電網強化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2年2月
歐盟將在「聯結歐洲設施(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 CEF)」基金下
投資超過10億歐元，以強化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等
國輸電基礎設施、瑞典與芬蘭間增建第3條輸電線等。

連結

2022年8月
美國國會通過「降低通膨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將投
入總計6,000億美元，提供投資稅抵減(ITC)獎勵、擴大發展綠能以
及強化應對氣候變遷衝擊之韌性。

連結

2022年11月
美國白宮宣佈，將依「兩黨基礎建設法(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
之授權，撥款130億美元資助興建新輸電線、擴大電網輸電容量及
容納更多清潔能源併網等電網韌性強化計畫。

連結

2022年11月
美國能源部宣布，將撥款3億5千萬美元資助可全容量放電10-24小
時之長效儲能(LDES)示範計畫，目標為未來10年內將長效儲能成本
降低90%，並提升電網韌性。

連結

https://www.tdworld.com/grid-innovations/transmission/article/21233947/eu-invests-over-1-billion-us-132-billion-in-energy-infrastructure-in-support-of-the-green-deal
https://pv-magazine-usa.com/2022/08/12/us-congress-expected-to-pass-landmark-inflation-reduction-act/
https://thehill.com/policy/energy-environment/3740865-white-house-announces-13-billion-in-grid-resilience-funds/
https://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storage/doe-targets-long-duration-energy-storage-with-funding-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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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電業

(三)浮動式離岸風電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2年3月

全球風能協會(GWEC)報告指出，愛爾蘭、義大利、摩洛哥、菲律賓
及美國等五國浮動式離岸風電(FOSW)潛在容量高達3,861GW，將為
全球FOSW帶來一波開發新風潮。至2030年，全球FOSW容量將從
2020年之17MW增加至16,500MW，其中以美國市場最受矚目。

連結

連結

2022年5月
韓國Korea Floating Wind 於2022年5月與韓國東西電力公司(East-West 

Power, EWP)簽訂聯合開發協議(joint development agreement, JDA)之
投資條款清單，將合作在韓國蔚山(Ulsan)外海開發浮動式離岸風電，
並預定於2023年向韓國主管機關提報JDA以申請開發許可。

連結

2022年9月
美國白宮宣佈，將啓動「浮動式離岸風電射箭計畫(Floating Offshore 

Wind Shot)」，擴大開發離岸深水海域之浮動式風電案場。其主要目
標包括2035年浮動式離岸風電容量達15GW。

連結

https://renews.biz/76317/gwec-report-highlights-floating-wind-potential/
https://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wind-power/whats-the-potential-of-floating-offshore-wind/?utm_source=rew_weekly_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2022-03-16
https://nawindpower.com/kf-wind-ewp-develop-large-scale-commercial-floating-offshore-wind-project-in-korea
https://www.renewableenergymagazine.com/wind/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announces-new-actions-to-expand-20220915?utm_campaign=newsletterRenewableEnergyMagazine&utm_medium=newsletterClick&utm_source=Wind+newsletter+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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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電業

(四)電動車與充電基礎設施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1年12月

美國愛迪生電力協會(EEI) 成立「國家電動高速公路聯盟
(NEHC)」，由「電動高速公路聯盟(EHC)」與「中西部電
動車充電基礎建設合作聯盟(MEVCIC)」合併後加入新參與
之電力公司組成，將推廣建置電動車快速充電站，以利電
動車普及化。

連結

2022年2月
美國能源部與運輸部宣布，未來5年內將在「國家電動車基
礎建設計畫(NEVI) 」投資50億美元，沿著美國州際高速公
路系統建設電動車充電網。

連結

2022年8月

英國國網 (NG ESO)與能源業者合作，進行首次電動車電能
回輸電網(V2G)以協助即時(real time)維持電網平衡之示範測
試。結果顯示：電動車可直接收到NG ESO指令，以進行充
電或放電，並協助維持電網平衡。

連結

https://www.tdworld.com/electrification/article/21183374/electric-companies-join-together-to-form-national-electric-highway-coalition?utm_source=TW+TDW+Energizing&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CPS211208083&o_eid=7263D2806712B9R&rdx.ident%5bpull%5d=omeda|7263D2806712B9R&oly_enc_id=7263D2806712B9R
https://www.tdworld.com/electrification/article/21216770/president-biden-doe-and-dot-announce-us5-billion-over-five-years-for-national-ev-charging-network?utm_source=TW+TDW+Energizing&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CPS220214037&o_eid=4600I3255456J1I&rdx.ident%5bpull%5d=omeda|4600I3255456J1I&oly_enc_id=4600I3255456J1I
https://www.smart-energy.com/industry-sectors/electric-vehicles/octopus-energy-and-national-grid-demonstrate-first-v2g-in-great-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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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電業

(五)混氫與混氨發電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2年2月
日本JERA電力公司將與氨供應業者簽訂長期合約，並自
2027年4月起至2040年代期間，每年運送50萬噸氨至其燃
煤電廠進行混燒，以減少電廠排碳量。

連結

2022年5月
美國能源部宣布，將提供資金協助業者發展使用氫燃料之
發電設備(已初步先投入2,490萬美元)，目標為開發潔淨之
製氫技術及提升使用氫燃料汽輪機效率之技術。

連結

2022年10月

新加坡貿易及工業部( MTI)日前公佈國家氫能供電策略，
目標爲2050年氫能供應新加坡50%之電力需求，該項氫能
發展計畫將為新加坡帶來融資、海運及空運等三大產業更
多的商機。

連結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japans-jera-seek-500000-t-fuel-ammonia-year-through-global-auction-2022-02-18/
https://dailygazette.com/2022/05/30/feds-award-ge-13m-to-research-hydrogen-power/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2/10/25/the-hydrogen-stream-singapore-sees-hydrogen-supplying-up-to-half-of-its-power-needs-by-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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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電業

(六)綠氫生產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2年6月

1.紐西蘭南島地區(Southland)規劃建造容量約600MW之大型綠
氫製造廠，以出口為目標。

2.芬蘭國營天然氣公司Gasgrid Finland Oy(GFO)將投資發展氫能
供應及輸送基礎建設，預計芬蘭將成為氫能生產與出口國之
一。

3.荷蘭國營天然氣公司Gasunie規劃建立荷蘭國家綠氫網路，初
期容量10GW，投資額約15億歐元，預計於2027年完成，未
來亦將與德國北部之天然氣管線連接。

連結

連結

連結

2022年9月

美國能源部於2022年9月22日宣佈啓動耗資70億美元區域氫能
中心建置計畫，預計建置至少4座區域氫能中心，其中至少一
座以再生能源生產綠氫；一座用天然氣製氫並搭配碳捕捉(亦即
生產藍氫)；一座則用核能製氫(亦即生產紫氫)。

連結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2/06/21/australian-companies-vying-for-3-1-billion-green-hydrogen-project-in-new-zealand/
https://www.renewableenergymagazine.com/hydrogen/finland-to-build-a-national-hydrogen-infrastructure-20220623?utm_campaign=newsletterRenewableEnergyMagazine&utm_medium=newsletterClick&utm_source=Biofuels+newsletter+2022-06-30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2/06/30/netherlands-to-build-10-gw-national-network-for-green-hydrogen/
https://news.bloomberglaw.com/environment-and-energy/white-house-launches-generational-7-billion-hydrogen-hub-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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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電業

(六)綠氫生產(續)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2年9月
氫能爲製鋼、化工、發電等產業未來所需之綠色燃料，2022年9月26

日於東京召開之「氫能部長級會議」中，日、美、澳、德等20多國
部長共同簽署一項協議，將加速提高低碳氫能(藍氫+綠氫)年產量，
俾2030年全球氫年產量達9,000萬噸(目前僅約100萬噸)。

連結

2022年11月
澳洲ReNu Energy 與新加坡Anantara Energy合作在印尼Riau羣島進行
開發大型太陽光電製氫案場之可行性研究，初期目標爲年產1,650噸
綠氫，未來產量擴充後，除供應印尼本土需求外，將以輸出至東協
市場及歐洲爲目標。

連結

2022年12月
PitchBook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全球私募股權(PE)和風險投資(VC) 

之氫能投資總額創下新高紀錄：PE交易數有37筆，總額達31億美元，
爲2014年之4倍；VC則投資於192家開發氫能之新創企業，總額達26

億美元，爲2014年之3倍。

連結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sustainable-business/more-than-20-countries-agree-boost-low-emission-hydrogen-output-by-2030-2022-09-26/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2/11/17/indonesias-3-5-gw-solar-megaproject-set-sights-on-green-hydrogen/
https://pitchbook.com/news/articles/hydrogen-energy-transition-deals-record-pe-vc-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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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電業

(七)國際綠電跨海互聯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2年4月

新加坡Anantara公司與印尼廖內群島(Riau Islands )政府簽署合
作備忘錄，將在廖內群島建置3.5GW太陽光電和12 GWh儲能系
統，所產生電力由海底輸電纜輸至新加坡，總投資額約50億美
元，預計每年供應新加坡綠電約40億度。

連結

2022年4月

英國Xlinks投資推動之「 Xlinks Morocco-UK Power Project」，
將建置兩條從摩洛哥連接英國之海底高壓直流輸電纜，途經西
班牙、葡萄牙和法國，每條約3,800公里、容量1.8GW，總投資
額約219億美元。在摩洛哥端將建置7GW太陽光電和3.5GW風
電以及5GW/20GWh儲能系統，預計2029年全容量送電，提供
英國電力需求之8%。

連結

https://www.renewableenergymagazine.com/panorama/5-billion-plan-seeks-to-export-20220426?utm_campaign=newsletterRenewableEnergyMagazine&utm_medium=newsletterClick&utm_source=General+newsletter+2022-04-29
https://electrek.co/2022/04/21/the-worlds-longest-subsea-cable-will-send-clean-energy-from-morocco-to-the-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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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電業

(七)國際綠電跨海互聯(續)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2年10月

新加坡與澳洲兩國總理共同簽署「綠能經濟協議」，焦點為「澳亞電力聯
結計畫(Australia-Asia PowerLink, AAPL)」，投資額約188億美元，將在北
澳建置太陽光電17-20GW結合儲能36-42GWh之案場，預計2027年開始送
電。未來除部分供電澳洲達爾文市(Darwin)外，將由4,200公里長、容量
2GW之HVDC海底輸電線供電至新加坡，預計供應新加坡電力需求之15%。

連結

2022年10月

希臘與埃及將合作興建1,373公里長、容量700MW 之 HVDC海底輸電纜，
將埃及太陽光電和風電輸往希臘。該計畫係「2022歐洲十年能源網絡發展
計畫(Development Plan of European Energy Networks, TYNDP 2022)」之一
部分，預計於2028年完工啓用。

連結

2022年11月

澳洲與印尼簽訂備忘錄，將合作調查評估印尼各島嶼再生能源開發潛力、
高能源需求地點與產業等，並規劃「印尼島際電網連接政策及技術計畫」，
目標爲：以海底輸電纜連結印尼各島再生能源至高用電需求地區而成爲一
超級電網，俾利於開發印尼超過17,500座島嶼之豐沛綠能與衍生之商機。

連結

https://www.power-grid.com/td/subsea-hvdc-project-sun-cable-gets-a-boost/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2/10/12/subsea-cable-to-bring-wind-solar-power-from-egypt-to-europe/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2/11/22/sun-cable-to-help-unlock-indonesias-green-industry-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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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電業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2年9月
(電網強化)

「十四五」（2021-2025年）計畫期間，將進行新型電力基
礎設施擴充、能源安全保供基礎設施強化及能源基礎設施
數位化智慧化升級等投資，並開展V2G等技術應用示範。
此外，也將繼續推動水力發電、核電重大工程建設。

連結

2022年3月
(新型儲能發展)

「『十四五』新型儲能發展實施方案」指出，2025年新型
儲能(百MW級壓縮空氣儲能、MW級飛輪儲能、氫儲能、
熱（冷）儲能等)步入規模化發展階段；2030年全面市場化
發展。2021年底大陸新型儲能約5.7GW，預計2022年達
9.53GW。

連結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6642172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222000154-260203?utm_source=iii_news&utm_medium=rss&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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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電業(續)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1. 2022年3月

2. 2022年7月

(氫能)

1.「氫能產業發展中長期規劃（2021-2035年）」，目
標2025年燃料電池車達5萬輛、再生能源製氫量每
年10〜20萬噸；到2035年，形成氫能多元應用生態。

2.上海市發布氫能產業發展中長期規劃（2022〜2035年）
，目標建置引領大陸氫能產業發展的研發創新中心
、關鍵核心裝備與零部件製造檢測中心。預計2025年
，上海氫能產業規模將突破人民幣一千億元。

連結

連結

2022年11月
(電力市場改革)

大陸能源局公布《電力現貨市場基本規則》、《電力現貨
市場監管辦法》公開徵求意見，明定電力現貨市場建設規
定，要求「推動儲能、分布式發電、負荷聚合商、虛擬電
廠和新能源微電網等新興市場主體參與交易」。

連結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6187207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6468266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6800118?from=edn_subcatelist_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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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望未來

一、國際

(一) IEA 於2021年5月發表「全球達成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路徑圖(World’s

Roadmap to Net Zero by 2050)」報告指出：至2050年，全球約有一半之
減碳成果需仰賴目前仍在示範或原型階段之新技術-例如綠氫、先進
電池等。

(二)美國白宮於2022年11月宣布「淨零形勢創新倡議(Net-Zero Game 

Changers Initiative)計畫，做爲2050年淨零碳排之新策略路徑，將研發包
括再生能源、電池、核能等37項具潛力之技術，以具體回應前述IEA之
訴求；我國中研院於2022年11月發布之「台灣淨零科技研發政策建議
書」，也提出類似看法，值爲我們持續關注低碳能源新科技之發展與應
用。

https://www.iea.org/news/pathway-to-critical-and-formidable-goal-of-net-zero-emissions-by-2050-is-narrow-but-brings-huge-benefits
https://www.eenews.net/articles/white-house-releases-net-zero-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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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望未來

一、國際(續)

(三)近幾年來，新加坡和澳洲能源業者砸巨資在澳洲和印尼開發綠能，預
定將部分綠電以HVDC海底電纜送到新加坡；新加坡開發商Sun Cable

亦與澳洲及新加坡學術研究機構合作成立「亞洲綠能電網(Asia Green

Grid Network, AGGN)」協會，旨爲研究如何加速技術創新與政策
轉型，以建置亞洲區域綠能電網。AGGN未來將開放讓亞洲其它地
區之研究機構和企業加入為會員。

(四)另，2022年6月新加坡開始以海底電纜從寮國輸入水力電能（途經
泰國和馬來西亞）。綜觀前述發展，在新加坡、印尼及澳洲等國合
作推動下，「東南亞綠電互聯網」芻形巳逐漸浮現，也值爲我們追
蹤觀察其後續發展。

https://esdnews.com.au/sun-cable-and-partners-to-establish-asia-green-grid-network/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singapore/singapore-import-hydropower-renewable-energy-laos-through-thailand-malaysia-276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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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望未來

(五)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導致全球能源貿易動盪與供應緊縮，天然氣和
燃煤價格創歷史新高紀錄，並導致各國電力成本上升，將對全球能源市場
造成長期性的影響，未來整體能源供應韌性和電網供電韌性是兩個各國需
同時應對的課題。

二、國內

(一)北部傳統電廠陸續除役，台灣在區域用電平衡上，北部地區的供電量持續
下降，需倚賴跨區輸送電力；而中部的供電量從2018年起持續小於用電量，
顯示部份用電已經仰賴南部電廠提供。未來更多的再生能源陸續加入系統，
區域供電平衡及如何維持供電穩定等議題將倍受關注。

(二)考量氣候變遷、新冠肺炎疫情與俄烏戰爭對全球能源/電力供需與原物料供
應鏈之衝擊以及所造成之長期性影響，自112年度起，TEPA年度專刊將增
闢「世界櫥窗」乙篇，就某一國家或地區之能源/電力政策、法規、策略、
商業模式、市場發展或重大事件等議題作探討分析。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22/executive-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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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電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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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氫能經濟

第8章 台灣燃料電池應用現況與展望。

第9章 燃氣機組混燒氫氣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

第五篇 世界櫥窗

第10章 主要國家能源轉型策略及因應淨零排放之對應作為

第11章 歐洲因應俄烏戰爭衝擊之能源轉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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