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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2年(1~10月)台灣電力供需概況

項目
112年1-10月 111年1-10月 112.1-10 v.s 111.1-10

億度(TWh) 占比(%) 億度(TWh) 占比(%) 變動率(%)

電力供給

火力 1,981 83.7 2,003 82.5 -1.1

核能 149 6.3 204 8.4 -26.9

再生能源 210 8.9 196 8.1 +7.1

電力需要

工業部門 1,272 55.2 1,315 56.0 -3.3

服務業部門 406 17.6 399 17.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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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與政策

112年1月 立法院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將2050淨零碳排正式入法。

5月 立法院通過修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部分條文，增訂新建物屋
頂應設置太陽光電設備。

5 月 立法院通過強化關鍵基礎設施保護法案，包括增訂非法危害
發電廠相關設備者之刑罰規定。

10 月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規範「碳權」如何取
得、認證、申請，僅限事業、各級政府申請。

10 月 「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規範環評增量抵換
機制。

11 月 能源署公告「加氫站銷售氫燃料經營管理許可辦法」。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30111700007-430104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305290033.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305300296.aspx
https://enews.moenv.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82daef64-3816-42ef-af0f-eb58fd46a927
https://enews.moenv.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82daef64-3816-42ef-af0f-eb58fd46a927
https://www.moeaea.gov.tw/ECW/populace/news/Board.aspx?kind=3&menu_id=57&news_id=32593


一、國內電業

         (二)電源開發

            1. 火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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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24.6.30

#8– 2022.6.30

#9– 202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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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362a31ac-dfef-485d-80d6-a9796bc22014


(二)電源開發(續)

2. 再生能源

        1.裝置容量                                          2. 100~111年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實績

           (1)截至112年10月底實績

                  風電– 2.6GW

                  太陽光電– 11.7GW

           (2) 114年目標

                   風電—5.6GW

                   太陽光電--20.0GW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

https://www.esist.org.tw/newest/monthly?tab=%E9%9B%BB%E5%8A%9B


一、國內電業

     (三)電網韌性強化及供電穩定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112年3月
核二2號機日停機除役。經濟部指出，將以大潭和
通霄新增燃氣機組彌補電力缺口。

連 結

3月
延宕逾20年的北市松湖變電所核發建照，預定118
年全棟完工。

連 結

7月

從2024年起啟動六大計畫-台中二期新建燃氣機組、
興達1號機改裝生質能機組、大甲溪光明抽蓄水力、
變電所改建二期、強化電網韌性及第1期低壓AMI

布建等，總計將投入5,528億元。

連 結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303130317.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2305060185.aspx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30703000068-260202?chdtv


一、國內電業

     (四)輔助服務/電力交易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112年12月 至112年12月，核發綠電憑證超過339萬張。 連 結

10月
至112年10月底，再生能源售電業者達55家
(較2022年增加23家)。

連結

11月

截至112年11月底，已有70家業者提供輔助服務，
總參與容量883.2MW，其中：
調頻備轉 429.7MW

E-dReg 116MW

即時備轉 107.3MW

補充備轉 230.2MW

資料來源：
台電

https://www.trec.org.tw/certification
https://www.moeaea.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8887


一、國內電業

(五)火力電廠減碳(混氫、混氨及碳捕捉貯存)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111年11月
台電將於林口電廠推動燃煤混氨發電示範計畫，
目標至2030年達到5%混氨，預計每年減碳量
可達9,000噸。

連結

112年2月
台電興達混氫5%發電示範計畫動土，預計混
氫5〜15%，並評估推展至其他電廠。

連結

3月
台中電廠設置二氧化碳封存試驗場址環評初審
通過，規劃年平均灌注2千噸，預計進行15年，
總量達3萬公噸。

連結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103608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6410&chk=6de7b7a3-9849-42af-9adc-ac8002837c3d&mid=17&param=pn%3d1%26mid%3d17%26key%3d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30303700044-430104


二、國際電業

     (一)能源供需與淨零排放

            歐盟擴大發展再生能源，2030年再生能源占比將從32%增至42.5%；
            IEA「2023年全球能源展望」報告指出，2025年全球碳排量達峰，
           再生能源占比從30%增至50%。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3年1月
BNEF發表「能源轉型投資趨勢」報告，2022年全球低碳
能源投資總額達1.1兆美元，較2021年成長17%，其中氫能
投資11億美元，成長超過3倍。

連結

2月
歐盟執委會(EC)公佈「綠色新政產業計畫」，包括：(1)

鬆綁政策補貼與清潔能源投融資之限制；(3)專業人力培育；
(4) 提升歐盟產業供應鏈韌性。

連結

9月 歐洲議會通過2030年再生能源占比增至42.5%。 連結

12月
美、日、法等22個國家，在COP28氣候峰會中發表聯合聲
明，呼籲到2050年，將全球核電產能提升到2020年的3倍，
以協助達成淨零碳排目標。

連結

https://www.iea.org/news/the-energy-world-is-set-to-change-significantly-by-2030-based-on-today-s-policy-settings-alone
https://about.bnef.com/blog/global-low-carbon-energy-technology-investment-surges-past-1-trillion-for-the-first-time/
https://www.smart-energy.com/policy-regulation/europe-responds-to-subsidy-race-with-green-deal-industrial-plan/
https://apnews.com/article/eu-climate-renewable-energy-6d1a3183a8e84c111146e9db703a13f7
https://www.energy.gov/articles/cop28-countries-launch-declaration-triple-nuclear-energy-capacity-2050-recognizing-key


二、國際電業

     (二)電網強化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2年12月
美國Entergy電力公司推動十年電網韌性強化計畫，其中以燃氣機組
為基礎之微電網為優選，作爲部分輸配電設施之替代方案。

連結

2023年5月 美國加州ISO砸73億美元強化輸電網與增納再生能源併網，以提升
電網可靠度。

連結

6月 英國國網(NG)採產官合作模式，推動「大電網升級夥伴計畫(Great 

Grid Upgrade Partnership)」，將砸56億美元強化輸配電基礎設施。
連結

10月
美國能源部在「電網韌性與創新夥伴計畫(Grid Resilience and 

Innovation Partnerships)」下，砸35億美元資助44州強化電網韌性。
連結

11月
歐盟發佈電網行動計畫，將砸5,840億歐元，使歐盟電網運作更分散
化、數位化、更具彈性與效率，以提升能源供應安全。

連結

美、歐盟等國擴大投資強化電網；IEA呼籲2040年前全球增建5千萬哩長
輸配電基礎設施，強化電網投資額也需增倍爲6千億美元。

https://www.microgridknowledge.com/microgrids/article/21440154/entergy-considering-10-microgrids-as-an-alternative-to-transmission
https://www.tdworld.com/overhead-transmission/article/21266559/california-approves-billions-in-new-transmission-investment
https://www.tdworld.com/overhead-transmission/article/21267144/national-grid-unveils-great-grid-upgrade-partnership-for-transforming-uks-electricity-infrastructure
https://www.tdworld.com/overhead-transmission/article/21275749/biden-admin-releases-35-billion-for-power-grid-resilience
https://www.smart-energy.com/policy-regulation/action-plan-for-europes-grids-launched/
https://www.tdworld.com/overhead-transmission/article/21275874/iea-study-finds-the-world-must-add-or-replace-almost-50-million-miles-of-grids-by-2040-to-meet-climate-targets


二、國際電業

      (三)電動車與充電基礎設施

             歐美等國積極推動車聯網( V2X)示範計畫，以協助加速電動車普及化。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3年1月
英國能源與充電業者合作，啓動INFLEXION之車聯網 (V2X)

示範計畫，是全球首次在真實情境下示範車聯網技術，已獲
英國政府資助1,600萬英鎊。

連結

5月 美國加州PG&E電力公司與BMW合作示範測試車聯網(V2X)

技術，包括V2H(vehicle-to-home) 與V2G 。
連結

6月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發布電動汽車標準與規範藍圖，內
容包括電動車、充電、電網整合及資通安全所需配套措施的
標準。

連結

7月
歐盟宣佈施行泛歐運輸網廣設充電站之新法規，要求各會員
國在主要運輸道路廣設充電站。

連結

https://www.smart-energy.com/industry-sectors/electric-vehicles/inflexion-world-first-v2x-pilot-launched-for-grid-resilience/
https://www.energy-storage.news/bmw-volvo-step-up-interest-in-bi-directional-charging-and-vehicle-to-x-use-cases/
https://www.smart-energy.com/policy-regulation/gaps-in-ev-codes-tied-to-cybersecurity-and-grid-interface-issues/
https://www.smart-energy.com/policy-regulation/eu-council-mandates-trans-european-ev-charging-corridors/


二、國際電業

     (四)碳捕捉利用與貯存 (CCUS)

           全球已有40座商業化設施運轉中，主要應用於工業製程和化石燃料等領域
            之減碳，電力領域之應用尚在起步階段。( 連 結)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3年2月
美國能源部：(1)17億美元資助2座燃煤電廠、2座燃氣電廠及2

座工業設施進行CCS示範測試； (2) 8.2億美元資助10項革命
性碳捕捉技術應用於電力與工業部門之示範測試。

連結

3月 美國能源部撥付2億5,100萬美元資助9項CCS計畫，每一計畫
之CO2貯存容量至少5千萬噸，以加速CCS技術商業化。

連結

3月 英國2023年春季預算砸200億英鎊推動East Coast 、英格蘭西
北及北威爾斯等地之CCUS計畫。

連結

5月 微軟向丹麥Orsted 電力公司購買總計276萬噸CO2之碳權，爲
期11年。此項創舉將激勵CCS技術擴大商業化應用。

連結

9月
美國Petra Nova CCS 設施，2020年5月因油價大跌等因素而關
閉；在降低通膨法調增稅抵減額下，2023年9月5日重啓。

連結

https://www.iea.org/energy-system/carbon-capture-utilisation-and-storage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doe-carbon-capture-projects-funding/643511/
https://www.energy.gov/technologytransitions/articles/department-energy-announces-partnership-accelerate-commercializati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pring-budget-2023/spring-budget-2023-html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5-15/microsoft-inks-deal-to-pay-for-co2-stored-below-the-sea
https://www.powermag.com/petra-nova-pioneering-power-plant-carbon-capture-unit-is-up-and-running-again-says-jx-nippon/


二、國際電業

    (五)綠氫生產

           美、德、印度等國政策加碼資助擴大綠氫生產規模。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3年1月
印度資訊及傳播部將挹注23億美元資助發展綠氫產業，目標爲
2030年產量達500萬噸，並成爲綠氫出口國之一。

連結

2月
美國Nine Mile Point核電廠開始生產綠氫，另3座核電廠也進行
示範計畫中，目標爲未來10年內製氫成本降至每公斤1美元。

連結

7月
德國修訂國家氫能策略，2030年綠氫產量倍增為年產100萬噸，
占2030年德國氫需求量之26%~35%

連結

8月
印度ACME集團將投資33億美元，建年產130萬噸氫及氨等產
品之設施。

連結

10月 美國能源部砸70億美元資助建立7座區域氫能中心，加速能源
部門脫碳。

連結

https://wtop.com/world/2023/01/india-approves-2-3-billion-to-develop-green-hydrogen/
https://www.energy.gov/ne/articles/nine-mile-point-begins-clean-hydrogen-production
https://www.hydrogeninsight.com/policy/germany-doubles-its-green-hydrogen-production-target-for-2030-in-new-update-of-national-strategy/2-1-1491715
https://investmentguruindia.com/TopNews/Indias-ACME-Group-to-invest-nearly-33-billion-in-green-hydrogen-project
https://www.energytech.com/renewables/article/21275509/doe-awards-7b-to-7-hydrogen-hubs-to-decarbonize-energy-sector


二、國際電業

      (六)綠氫貿易

            • 歐美業者推動歐美間氫能貿易；德國與義大利業者推動建置歐洲和北非
               間綠氫輸送管；日本與澳洲業者推動澳洲綠氫輸往日本計畫。

             • 國際綠氫貿易市場逐漸成形。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2年12

月

法國、西班牙及葡萄牙合作建置歐盟第一個氫能輸送廊道，名為
「H2Med能源互聯」，預計2030年底開始運作，並輸送歐盟氫年需
求之10%，相當於每年200萬噸氫。

連結

2023年5月
澳洲與日本業者合作推動「中央昆士蘭氫能計畫(CQ-H2)」，預計
2028年底年產73,000噸綠氫，2031年達292,000噸，除供應當地需求
外，也將綠氫液化後輸出至日本。

連結

10月
「跨大西洋潔淨氫能貿易聯盟( H2TC)」，預定2026年啟航首宗由美
國運往歐洲之綠氫，2030年美歐間綠氫年貿易量成長至300萬噸。 連結

11月
歐盟將資助巴西Piauí省建置巨型綠能園區，所生產綠氫除巴西自用
外，將輸往德國和義大利工業用戶。

連結

11月
德國與義大利合作新建一條從北非至德國南部之氫氣輸送管，以輸
入北非綠氫。 連結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2/12/12/eus-first-hydrogen-pipeline-to-connect-portugal-spain-france/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3/05/30/australia-confirms-funding-for-3-gw-green-hydrogen-project/
https://missionpossiblepartnership.org/ambitious-coalition-launches-to-enable-first-clean-hydrogen-shipment-across-atlantic-by-2026/
https://www.hydrogeninsight.com/production/eu-pledges-funding-from-2bn-pot-for-10gw-brazilian-green-hydrogen-project/2-1-1557640
https://renewablesnow.com/news/germany-italy-to-partner-on-hydrogen-pipeline-to-north-africa-841139/


二、國際電業

      (七) 綠電互聯

               歐洲各會員國之間以及歐洲與非洲國家之間陸續推動建置高壓直流
               (HVDC)輸電線，使彼此綠電互聯，以協助加速淨零碳排轉型。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3年 4月

英國國網(NG)與荷蘭輸電業者TenneT合作推動「LionLink

Project」，將離岸風電以HVDC海底輸電纜送至兩國電網，其容
量達2GW。

連結

5月

英國Xlinks First 與阿布達比能源公司(TAQA)合作推動Xlinks計畫，
將建置HVDC海底輸電纜，長3,800公里，容量3.6GW，預計2030

年完工，將摩洛哥綠電送至英格蘭，可提供8%英國電力需求。
連結

10月
義大利電網商Terna將在義大利和希臘兩國間建置長250公里、容
量1GW之400kV DC海底輸電纜，使兩國綠電互聯。 連結

https://www.nationalgrid.com/national-grid-and-tennet-collaborate-proposed-first-kind-anglo-dutch-electricity-link
https://www.smart-energy.com/regional-news/europe-uk/octopus-energy-backs-xlinks-worlds-longest-interconnector/
https://electrek.co/2023/10/11/subsea-cable-italy-greece/


三、中國大陸電業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3年2月
(充電基礎設施)

建成世界上數量最多、分布最廣的充電設施網絡，
包括：公共設施達180萬台；私人設施達340萬台；
直流充電標準與歐、美、日並列世界四大充電標準。

連結

4月
(儲能)

2022年中國大陸新增儲能容量首次突破15GW，達
16.5GW，其中新型儲能 (含長效儲能) 達7.3GW，創
歷史新高。

連結

5月
(電力供需)

2023年第一季，中國大陸非化石能源發電占總裝置
容量比重達到50.5%，首次超過五成。 連結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6971726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30411000157-260203?chdtv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7149094


三、中國大陸電業(續)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3年7月
(綠氫生產)

中國大陸啓用位於新疆之全球最大光電製綠氫案場，
可年產2萬噸綠氫。 連結

8月
(綠氫生產)

發布「氫能產業標準體系建設指南」，目標2035年
形成完備的綠氫生產及供應體系。 連結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3/07/04/the-hydrogen-stream-china-starts-worlds-biggest-solar-to-hydrogen-site/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7367031


參、展望未來
    一、國際

(一) 碳關稅

           • 歐盟於2023年10月開始試行碳邊境關稅(CBAM)，2026年正式施行；

             美國國會也研議碳關稅有關法案(目前參議院暫擱置於2022年6月提出

              之「清潔競爭法」) 。

            • 未來碳關稅可能全球普及化，而電力部門爲各國之主要排碳源，
              其減碳成效對於降低碳關稅對國際貿易之衝擊，可發揮關鍵作用。

https://globaltaxnews.ey.com/news/2023-0925-final-regulations-published-for-new-eu-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cbam-and-eu-emission-trading-system-revisions-cbam-transition-period-begins-1-october-2023


參、展望未來
一、國際

(二)綠氫生產與貿易

• 美國、澳洲、巴西、印度等地廣、再生能源資源豐富的國家均
積極擴大綠氫產能，除供應本身需求外，也尋求出口；

• 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也擴大產能，但仍不敷本身需求，
須尋求進口；

• 新加坡、日本等自產能源匱乏國家，則積極與印尼、澳洲等國
合作生產並輸入綠氫。

＊全球氫能市場已逐漸成形，各國為達2050或2060淨零碳排目標，
預計其規模將持續成長，值爲持續關注。



參、展望未來
一、國際

(三)碳捕捉利用與貯存(CCUS)

• 現階段火力電廠碳捕捉技術之捕捉率約 90%，未來可望提升至 99%。

•目前碳捕捉成本約$50〜100/MT，未來隨著技術之精進，其成本也
將持續降低。

• 二氧化碳運送與儲存所涉之社會接受度與環保議題已開始浮現，需
持續關注(美國TVA；Summit Carbon Solutions)。

https://www.powermag.com/tva-exploring-carbon-capture-feasibility-for-two-gas-fired-power-plants/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summit-carbon-solutions-denied-permit-carbon-dioxide-pipeline-2023-09-11/


參、展望未來
一、國際

(四) 小型模組化核反應器(Small Modular Reactor, SMR)

•目前美、英、加、中、俄、法、日、韓、印度與阿根廷等國都積極
發展SMR；俄羅斯和中國大陸研發之第1座SMR已分別於2019年和
2022年開始運轉。

•美國NuScale研發之SMR已獲核管會(NRC)設計認證，其與猶他州電力
業者推動之SMR建造計畫雖已於2023年11月取消，NuScale其他SMR

計畫仍續進行；能源部也表示繼續支持發展SMR。

• 瑞典為發展無化石燃料(fossil-fuel free)製鋼產業，規劃於2035年前建造
兩部新核能機組；2045年前建造10部(包括SMR在內)。

• 日前COP28氣候峯會中，美、日、法等22國發表之聯合聲明，也承諾
支持發展包括SMR在內之新一代核反應器。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nuscale-power-uamps-agree-terminate-nuclear-project-2023-11-08/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sweden-plans-new-nuclear-reactors-by-2035-can-take-costs-2023-11-16/
https://www.energy.gov/articles/cop28-countries-launch-declaration-triple-nuclear-energy-capacity-2050-recognizing-key


參、展望未來
  二、國內

      (一)台灣欲達成2050淨零碳排目標，依國發會之策略路徑，再生能源要
             供應60-70% 之電力，鑒於再生能源之間歇性，未來電力系統仍需

搭配部分火力機組，始能維持穩定供電。長期而言，火力電廠仍將
             繼續扮演重要之角色。

(二)能源與製造部門為台灣CO2的主要排放源，在推動台灣電力淨零
           碳排與產業轉型升級時，需持續關注減碳議題。

https://www.climatetalks.tw/%E6%88%91%E5%9C%8B%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6%8E%92%E6%94%BE%E5%8F%8A%E6%B8%9B%E9%87%8F%E7%B8%BD%E8%A6%BD


參、展望未來

二、國內

(三 )過去十年來，從台電火力發電碳排放量與國家電力排放係數統計資料

可看出，雖然台電及國家電力排碳係數均有持續降低之趨勢，但火力

發電碳排放量則未能隨之持續降低。

(四)未來邁向 2050 淨零碳排轉型路徑上，需在兼顧「穩定供電」和

「減少碳排」之情況下，終止總碳排量持續增加趨勢，以維繫台灣

產業永續發展。



謝 謝 聆 聽
Google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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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電公司二氧化碳排放量與國家電力排放係數(註1)

註1：國家電力排放係數＝發電業及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躉售公用售電業電量之電力排碳量－線損承
擔之電力排碳量/公用售電業總銷售電量

註2: 台電淨排碳係數＝台電公司火力發電二氧化碳排放量/台電公司火力發電淨發電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台灣電力公司及TEPA整理

年度
台電公司火力發電
二氧化碳排放量
(千公噸CO2e/年)

排碳係數(公斤CO2e/度)

台電淨排碳係數註2 國家電力排放係數

102 81681 0.706 0.519

103 84377 0.698 0.518

104 85376 0.675 0.525

105 90,463 0.675 0.530

106 100,013 0.665 0.554

107 97,418 0.657 0.533

108 90,811 0.648 0.509

109 92,670 0.631 0.502

110 98,130 0.632 0.509

111 97,820 0.627 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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