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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新興電業共存共榮 



法令與政策 

•2019年5月公布「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 

•2019年9月：經濟部(標檢局)預告「再生能源憑
證實施辦法」 

•台電於2019.10～12月間，召開多場「非傳統機
組參與即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說明會議，預
定於2020年開始施行 

•台電也已進行電力交易平台架構之規劃，將配合能
源局的政策，預計於2024年正式上線 



新興電業陸續出現 

•陽光伏特家(2016年10月成立)：2019年9月拿下台灣第一張綠
電售電執照。 

•台汽電綠能(2019年10月成立)：2019年10月取得全台第2張綠
電售電業執照 

•瓦特先生(2016年8月成立)：與國泰金合作，於2019年12月簽
訂台灣首宗綠電售電合約，國泰金承諾將收益回饋銀髮族。 

•雲豹能源(2016年2月成立)：2016年7月，臺灣太陽光電業者中，
首家在地層下陷區案件中取得雜項執照 

•赫茲能源(2019年10月成立)。 



新興電業陸續出現 

•中油：與國內電池業界合作，於2018年籌組快充電池國家隊，規
劃打造具太陽光電、儲能、智慧充電／換電系統之「智慧綠能加
油站」，並預定於2020年推出中油品牌之快充電池。 

•中鋼：成立興達海基公司，專注承接水下基礎套筒式基樁
（Jacket），其組裝廠於2019年底竣工；另，中鋼光能於108
年底達成中鋼集團各廠房屋頂裝置80MW太陽光電容量目標。 



儲能正夯 

•依美國儲能協會(ESA)之估計，2019年至2024年期間，美國
儲能市場規模將成長12倍(以MW為單位)。 

•英國2018年儲能有6,900MW，2019年超過10,500MW，最新
市場調查報告顯示，英國儲能市場將持續快速成長。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9年12月核准由
比利時、芬、法、德、義、波及瑞典等7國合作成立歐洲電池
聯盟，以建立歐盟鋰電池供應鏈，首座先導廠預定2020年初
開始建造。 

•新加坡在2019年10月宣布未來能源新願景，2025年建置完成
200MW儲能系統。 

•日本推廣住宅儲能系統，俾有效因應日益嚴峻之颱風等天然災
害對電網之衝擊。 

https://www.power-eng.com/2019/12/04/esa-u-s-report-more-than-100-mw-energy-storage-deployed-3q/?topic=58731
https://www.power-eng.com/2019/12/04/esa-u-s-report-more-than-100-mw-energy-storage-deployed-3q/?topic=58731
https://www.power-eng.com/2019/12/04/esa-u-s-report-more-than-100-mw-energy-storage-deployed-3q/?topic=58731
https://www.tdworld.com/distributed-energy-resources/energy-storage/article/20973459/report-shows-massive-growth-in-uk-energy-storage-projects
https://www.ema.gov.sg/media_release.aspx?news_sid=20191029Yk3uENU5Z4bL
https://www.ema.gov.sg/media_release.aspx?news_sid=20191029Yk3uENU5Z4bL
https://www.ema.gov.sg/media_release.aspx?news_sid=20191029Yk3uENU5Z4bL
https://www.tdworld.com/distributed-energy-resources/energy-storage/article/20973403/as-extreme-storms-wreck-power-grids-japan-seeks-home-battery-networks?NL=TDW-01&Issue=TDW-01_20191120_TDW-01_553&sfvc4enews=42&cl=article_3&utm_rid=CPG04000016454762&utm_c
https://www.tdworld.com/distributed-energy-resources/energy-storage/article/20973403/as-extreme-storms-wreck-power-grids-japan-seeks-home-battery-networks?NL=TDW-01&Issue=TDW-01_20191120_TDW-01_553&sfvc4enews=42&cl=article_3&utm_rid=CPG04000016454762&utm_c


國內電業重大事項 

• 2019.10台電彰濱雙綠能(太陽光電及風電)完工，年發電量
將破3.4億度 

•台灣首座離岸風電場「海洋風電」（Formosa 1）22支風機、
總裝置容量128MW完工，預計2019年底前商轉 

• 2019.12台南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啟用，並開放進駐「綠能科
技示範場域」 

•台電在台中龍井及高雄永安變電所內建立兩座1MW「配電級」
儲能設備，正進行測試當中。 

•配合離岸風電電纜上岸點及太陽光電集中的彰化地區，台電正
在興建「輸電級」儲能設備 

https://www.chinatimes.com/amp/realtimenews/20190916000187-260511


 
 

•台鹽綠能與亞邦科技於2019年9月簽訂「漁電共生太陽能模組
資源化戰略合作協議」，未來台鹽綠能預計有400億資金的投
入，年發電量可達6億多度，其生命週期中所產出的光電廢板
皆會優先由亞邦科技進行拆解並回收再次使用，創造循環經濟。 

•工研院於2019年12月發表五項關鍵技術，展現工研院從太陽
能板回收、設計、測試、發電，以及儲能系統等全方位解決方
案。預估回收資源化效益從6億元提升到12億元。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B6%A0%E8%83%BD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4041866


跨國與跨業投資電業 

•美國德州休士頓之油氣能源投資商EnCap Investments，於
2019年9月25日宣布與私募基金公司Yorktown Partners 
合作，入股加持民營電廠業者(IPP) Broad Reach Power 
(BRP)，近期內優先以既有天然氣尖載電廠加建電池儲能系統
為目標。 

•殼牌(Shell)石油公司之子公司Sonnen，於2019年獲准在德
國經營虛擬電廠(VPP)，以提供電網平衡服務(grid 
balancing services)；另，Shell 亦於2019年投資入
股非洲再生能源微電網開發商PowerGen。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90925005036/en/Broad-Reach-Power-Utility-Scale-Energy-Storage-Independent
https://www.current-news.co.uk/news/shell-invests-in-african-microgrid-provider-powergen


 
 

•法國 EDF規劃在2022年成為法國電動車充電市場之領導廠商，
除了於2019年9月併購美國PowerFlex Systems公司外，於
2019年11月又併購英國從事電動車充電及儲能業務之新創公
司Pivot Power 

•日本NTT決定應用物聯網(IoT)技術，開創智慧城市與智慧社
會商機，其中之一就是智慧電網，整合集團過去投資不斷電系
統與再生能源等資源，於2019年6月設立負責智慧能源的子公
司NTT Anode Energy，其事業方向有5個：再生能源發電、
電力零售、虛擬電廠(VPP)、高效能電動車電網控管、與備援
電源 

https://www.pv-magazine.com/2019/11/05/EDF-PIVOTS-TOWARDS-BIGGER-ELECTRIC-VEHICLE-AND-STORAGE-ACTIVITY/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cat2=75&id=0000561241_k441zw6256o12m0f0uesu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cat2=75&id=0000561241_k441zw6256o12m0f0uesu


 
 

•德商Next Kraftwerke於2019年10月與日本東芝公司簽訂
合作備忘錄，以協助東芝所屬Toshiba ESS公司開發具備電
力供應預測、「需量、發電量及儲能」整合控制最佳化等功
能之虛擬電廠。 

•英國儲能業者Moixa與伊藤忠商社在日本合作，已於2019年
11月建置完成整合10,000個家庭儲能電池達100MWh之虛擬
電廠。 

https://www.current-news.co.uk/news/next-kraftwerke-sign-mou-with-tashiba-ess-for-vpp
https://www.current-news.co.uk/news/next-kraftwerke-sign-mou-with-tashiba-ess-for-vpp
https://www.current-news.co.uk/news/moixa-hits-milestone-with-largest-battery-fleet-in-the-world
https://www.current-news.co.uk/news/moixa-hits-milestone-with-largest-battery-fleet-in-the-world
https://www.current-news.co.uk/news/moixa-hits-milestone-with-largest-battery-fleet-in-the-world


開發中國家(非、印、東南亞等)微電網正
夯 

•非洲進出口銀行資助4500萬美元下，南蘇丹(South Sudan)
於2019年12月開始建造一座20 MW太陽光電結合35MWh儲能
系統之微電網。 

•世銀與奈及利政府合作，正在奈國250個地區建置微電網 

•衣索比亞於2018年3月啟動在25個村落興建太陽光電微電網計
畫，由世界銀行提供貸款3.75億美元。  

•斯里蘭卡政府於2019年9月，開始在該國南部興建一座「太陽
光電(10 MW) +儲能(至少8 MWh)」之微電網。 

•印度太陽能公司(SECI)  於2019年12月將興建總裝置容量
達1,200MW之「太陽光電+風電+儲能系統」複合型微電網 

 

https://www.pv-magazine.com/2019/09/23/tender-for-megawatt-scale-solar-plus-storage-launched-in-sri-lanka/
https://www.pv-magazine.com/2019/09/23/tender-for-megawatt-scale-solar-plus-storage-launched-in-sri-lanka/
https://www.pv-magazine.com/2019/09/23/tender-for-megawatt-scale-solar-plus-storage-launched-in-sri-lanka/


開發中國家(非、印、東南亞等)微電網正
夯 

•印度塔塔電力與洛克菲勒基金會於2019年11月宣布，雙方合
資成立微電網公司，計畫在印度偏遠地區建置微電網，以供應
綠電。 

•菲律賓Palawan島上Cabuyagan鎮，投資2千萬美元興建之
1.4MW太陽光電結合2.4 MWh電池儲能系統與1.2 MW備用柴
油發電機之微電網，於2019年11月啟用，其餘三座微電網亦
陸續興建中 

https://www.pv-tech.org/news/tata-and-rockefeller-launch-india-focused-clean-energy-microgrid-unit
https://microgridknowledge.com/cleangrid-philippines-microgrid/
https://microgridknowledge.com/cleangrid-philippines-microgrid/


國際上因應氣候變遷之減碳要求持續趨嚴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於2019年12
月2日COP25氣候變遷大會致詞表示，全球為遏制氣候變遷所
做的努力迄今「完全不足」，全球變暖有可能快要到達「無可
挽回的地步」；人們對氣候行動的需求日益增加，特別是年輕
人更是如此。這顯現出人們普遍希望政府採取行動對抗氣候變
遷 

https://tw.news.yahoo.com/聯合國-對抗極端氣候只缺政治意願-03390054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聯合國-對抗極端氣候只缺政治意願-033900544.html


展望未來 (以未來5年為主，2020-2024) 

一.電業未來發展之驅動力 

 1.消費者參與電力市場交易之意願與需求 

 2.政府政策與管制法規 

 3.國際上因應氣候變遷之減碳要求 

二、輔助服務 

•預定2020年試行之輔助服務暫行辦法，是驗證國內消費者參
與電力市場交易之意願與需求之平台，也是電業發掘新商機與
商業模式之良機。 

 

 



三、電力交易平台 

電力交易平台預計於2024年正式上線。對IPP與台電而言，
在時機上，宜開始研議營運策略(例：IPP是否於現有場址
加建儲能系統)及未來雙方合作模式。 

四、電網可靠性及彈性 

•自2020年起，離岸風電等再生能源併網量持續增加，電
網系統慣量也會隨之減少。國際上以建置智慧電網、儲
能系統、虛擬電廠等方式解決，如何孕育台灣的「電力
物聯網」，是我們需積極研議之課題。 

五、國內業者布局進軍國際微電網市場 

•低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非洲、東南亞、中東等地區)
對微電網的需求持續增加，是全球微電網市場大幅成長
之驅動力。 



項次 主 議 題 分 項 議 題(舉例) 
1 再生能源 陸域風力、離岸風力、太陽能、水力、地熱、潮汐等發電方式 

2 智慧電網 
再生能源倂網、智慧電表建置、ICT技術之應用、區塊鏈技術之應用、電源/ 

能源互聯網 

3 微電網 學校、公共設施、社區、離島、偏遠地區等之微電網建置、展示與推廣應用 

4 儲能技術與服務 抽蓄水力、氫能/燃料電池、鋰電池；儲能併網、儲能服務市場之發展與挑戰 

5 節能 
需量反應管理、需量競價、時間電價、電力聚合商（Aggregator）節電方案、虛 

擬電廠 

6 
 IPP未來發展 

與挑戰 

現行與台電合約屆期後之因應策略、能源政策、空污、排碳或生態保育議之影 

響 

7  電力市場 

電力零售、區塊鏈技術之應用、電力市場改革/轉型、電力自由化、再生能源轉 

轉供/直供、公民電廠之發展與挑戰、電力服務創投之測試平台(類似金融業之監 

理沙盒機制) 

8  區域電網 
電力供需在地化、區域電網及區域電價之可行性、區域電網對地方產業發展之 

影響 

9  電業 vs  環保 空氣品質、溫室氣體排放、生態保育、氣候變遷 

10  電業 vs 循環經濟 
火力(包括IPP)與核能機組除役後可再利用物質之回收處理、各型電廠除役後廠 

址土地之再利用 

11  電業轉型 組織變革、經營策略、產業發展 

TEPA探討重點 



 

 

  

篇 / 章  議題/題目 

序  言 

第一篇 電業變革回顧與前瞻 

   第1章    台灣電業改革推動現況與未來規劃 

   第2章    跨域創新 智慧電網  

第二篇 電源開發 

   第3章    台電電源開發之新思維 

   第4章 民營火力電廠永續經營之挑戰與未來發展 

   第5章 汽電共生系統永續經營與未來挑戰 

第三篇 再生能源 

   第6章 台電再生能源併網規劃 

   第7章 離岸風電之區域產業整合發展 

第四篇 電網變革 

   第8章 電網規劃新思維 

   第9章 微電網之建置與展望 

「109年度專刊」篇章目錄 – 看見電業的改變  



「109年度專刊」篇章目錄(續) – 看見電業的改變 

 
第五篇 電力交易 

   第10章 臺灣電力系統輔助服務之發展與機會 

   第11章 我國電力市場架構之設計 

   第12章 台電針對電力交易平台之建置與運作 

   第13章 綠電交易發展現況與趨勢展望  

   第14章 未來電力市場之變革展望 

第六篇 節能與能源管理 

   第15章 需求面管理現況與未來展望 

   第16章 臺灣能源管理(ESCO)沿革與節能案例分析  

   第17章 一個被忽視的高效能源 

第七篇 循環經濟 

   第18章 台泥在綠能與循環經濟之減碳實踐 

   第19章 台電現階段推動循環經濟之策略與作法 



報告結束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