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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近幾年來，拜再生能源與資通訊科技不斷進步之賜，
國際上電業之發展，有下列三大趨勢：

(一)電力供應：由傳統之集中轉型為分散模式；

(二)電力交易：消費者(consumer)可成為產消者(prosumer)，由電力
公司供電予消費者之單向模式轉型為雙向模式或多邊
模式 (例如「點對點( peer-to-peer, P2P)」交易)。

(三)環境責任：為應對氣候變遷衝擊，減碳/減排等環境外部成本藉
由碳費、碳稅等機制內部化。

3



44

壹、前 言

二、TEPA 於108年1月7日成立。三年來，我們見證了國內
外電業往這三大趨勢持續擴大發展，也看到了更多新
創電力企業和跨足投資綠能業者產生。

Google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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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回顧

一、TEPA (108〜110年)   

年度專刊
「109年度起」

研討會
(共4場次)

電力設施
參訪

(共6梯次)

電子報
(計54期，
55篇專文)

座談會
(共4場次)

訓練班
(共18場次)

團體會員 個人會員

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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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回顧
二、國內電業

(一)法令與政策

電業法

(修正案)
106年1月

再生能源發展條列

(修正案)
108年5月

再生能源憑証實施辦法109年4月

「用電大戶條款」1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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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回顧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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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霄(更新#1, 2, 3) 2,678 2018.2〜2020.5

連結
大潭(增建#7, 8, 9) 3,168 2022.6〜2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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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惠(二期) 嘉義民雄 500 2021.7 連結

森霸(二期) 台南山上 1,000 2024.6 連結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23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106250124.aspx
https://www.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13370&s=780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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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回顧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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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電 彰濱工業區 100 2018.10 連結

台電 台南將軍及七股 150 2021.3 連結

中興電工 七股 181 2021.6.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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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熱發電 宜元 宜蘭清水 4.2 2021.10 連 結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2030199.aspx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5358596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1799/5554260
https://www.cyhg.gov.tw/News_Content.aspx?n=20C1A3DAF6A74FCE&sms=CA3FB4291106E1D9&s=315BE7F6130B7349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2/5839632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5912243


(二)電源開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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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型式 業 主 地 點
裝置容量

(MW)
啟用日期 備 註

離岸風電

台 電 彰濱工業區 71.2 2019.10 連 結

海洋風電 苗栗外海 128 2019.11 連 結

台電(離岸一期) 彰化芳苑外海 109.2 2021.8 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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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連 結

達德開發
(允能風場)

雲林外海 360 2022 連 結

https://www.re.org.tw/news/more.aspx?cid=198&id=3227
https://e-info.org.tw/node/221339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4865&chk=fd4ab9f0-6f92-40f3-8735-e1c18904cc56&mid=17
https://ctee.com.tw/news/policy/28617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9%9B%BB%E9%9B%A2%E5%B2%B8-%E6%9C%9F%E5%AE%8C%E5%B7%A5-2020%E9%A2%A8%E6%A9%9F%E6%95%B8%E8%B7%B3%E7%A5%A87%E6%88%90-20100029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9%9B%BB%E9%9B%A2%E5%B2%B8-%E6%9C%9F%E5%AE%8C%E5%B7%A5-2020%E9%A2%A8%E6%A9%9F%E6%95%B8%E8%B7%B3%E7%A5%A87%E6%88%90-201000296.html


10

二、國內電業

(三)輸配電網強化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110.3 台電於2021年3月6日啟用供北部197萬瓩融通電力的第一超
高壓輸電線路（超一路）「板橋〜龍潭線」。

連結

110.4
台電配合通霄第一期更新擴建計畫，興建「通霄345kV超高
壓輸電線路」，在2020年4月30日完工送電，增加輸送100萬
瓩電力。

連結

110.9
台電「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第一期計畫」各項工程進度
截至110年9月底，進度為34.52% (超前3.43%)，範圍涵蓋桃
園及彰化地區，預計2025年底完成，可提供10GW併網容量。

連 結

110.10 歷經16年不斷溝通、協調相關睦鄰金與漁業補償，「台灣~
澎湖161kV電纜線路工程」於10月30日完工正式通電營運。

連 結

https://ctee.com.tw/news/industry/425488.html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71846#.XrzksWgzY2w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1467&cid=2690&cchk=4b125c4f-992c-4d50-bb42-f577d65a83ee
https://tw.news.yahoo.com/%E5%9D%8E%E5%9D%B716%E5%B9%B4-%E5%8F%B0%E6%BE%8E%E6%B5%B7%E5%BA%95%E9%9B%BB%E7%BA%9C%E4%BE%86%E9%9B%BB-201000306.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L9S0d4Gx5xEG8J26Tzl7MNDksk0pm031WRZLASis_AASieiiCsceXPN4Q6B52cZ_yVknuqNtY7AKSwZUZDySib1_I5jDUSgRgyG1eUItNsq7O2mItqb6vbmmZ3oswsCt0iS5bjmuKpe-up9fBjux64PuA4ZView3llKPH9CjM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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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電業
(四)新興電業及跨足投資業者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19.9–2021.11
(新興電業)

2019年9月5日台灣第一家再生能源售電業者
(「陽光伏特家」)出現，迄今，已有15家(含台
電)取得綠電售電執照。

連 結

2019-2021
(跨足投資)

中油、中鋼、台船、臺鹽、台泥、東元、台塑、
大同與亞泥等中大型企業均已跨足投資再生
能源領域。

(資料蒐
集整理)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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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電業

(五)輔助服務/電力交易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110.3

台電於109年開始實施「非傳統機組參與輔助服
務」方案，其中AFC輔助服務計採購15MW( 5家
廠商得標) ，履約情況良好(品質指標均在99.5%
以上)。

連 結

110.11.15
電力交易平台於110年11月15日正式啟用。已有
大同、台達電、安瑟樂威與漢翔航空等4家業者
成為合格交易者。另外，還有數家業者正在申請
審核過程中。

連 結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5356872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1116003335-2601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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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電業
(一)電網韌性(停限電/極端氣候)

時 間 地 點 概 要 備 註

2019.8 英國倫敦

英國離岸風電案場(1.2 GW)及燃氣電廠(727 MW) ，因閃
電襲擊等因素，於8月9號下午突然跳機，電網頻率驟降，
國網(NG) 採取分區停電。
改善措施：2020年1月英國Ofgem提出報告，建議改善措
施包括：為確保電力系統韌性，合理訂定「供電安全與
品質標準」、檢討分散式電源高占比對系統之風險等。

連結一

連結二

2020.8 美國加州

加州因歷史新高熱浪襲擊，導致供電吃緊，CAISO實施
分區輪流停電。
改善措施：2021年2月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CPUC)要求各
電力公司預先備妥額外容量-選項包括儲能系統、外州輸
入電力、電廠可用之額外容量等。

連結一

連結二

2021.2 美國德州

德州遭受暴風雪襲擊，天然氣供應受阻、火力及風電機
組被迫停機，ERCOT實施分區輪流停電。
改善措施：2021年7月ERCOT提出「60點改善路徑報告」
改善措施包括：增加在任何時刻維持發電之電源、增加
並快速提供備轉容量等。

連結一

連結二

https://www.current-news.co.uk/news/national-grid-eso-probing-power-cuts-following-sudden-generation-collapse
https://www.ofgem.gov.uk/sites/default/files/docs/9_august_2019_power_outage_report.pdf
https://www.sandiegouniontribune.com/business/story/2020-10-07/report-a-combination-of-factors-led-to-californias-rolling-blackouts-in-august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sce-turns-to-400-mwh-aes-storage-facility-facing-summer-reliability-concer/595247/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weather-related-outages-primary-cause-of-texas-blackouts-new-ercot-data-fi/597928/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ercot-releases-plan-to-boost-reliability-after-blackouts-as-report-outline/603263/?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Issue:%202021-07-14%20Utility%20Dive%20Load%20Management%20%5Bissue:35444%5D&utm_term=Utility%20Dive:%20Load%20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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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電業
(二)離岸浮動式風電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0 (英國) 英國蘇格蘭之國際上第一座海上浮動式風電案場，於2017年
10月啟用發電，2020年容量因素達57.1%。

連 結

2021.5 (美國) 美國聯邦政府(內政部、能源部及國防部) ，與加州地方政府
合作，在加州外海開發離岸浮動式風電案場，總容量4.6GW。

連 結

2021.8 (南韓)
英國Macquarie’s Green Investment Group (GIG) 和法國Total 
Energies合作，已取得南韓政府許可，將於2024年開始在南韓
蔚山(Ulsan)外海開發離岸浮動式風電案場，總容量達1.5GW。

連 結

2021.12 (日本)
日本三井海運(Mitsui O.S.K. Lines, Ltd., MOL)和蘇格蘭浮動
能源公司(Flotation Energy plc., FE)宣布，合作評估在日本新
瀉(Niigata)外海開發浮動式風電案場之可行性，預計總容量
達2GW。

連 結

2021.9

英國海洋再生能源協會RenewableUK研究報告指出，全球現
有及規劃中浮動式風電規模已達54GW，其中一半以上在歐
洲(30.9GW)，歐洲以外最大之市場依序為澳洲(7.4GW)、南
韓(7.1GW)、美國(5.5GW)。

連 結

https://www.bbc.com/news/uk-scotland-north-east-orkney-shetland-56496355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biden-administration-opens-up-california-coast-for-46-gw-floating-offshore-wind/600820/
https://renews.biz/71549/south-korean-floater-receives-electric-business-licence/
https://ieefa.org/mitsui-lines-plans-to-help-develop-offshore-wind-projects-in-japan/?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utm_campaign=mitsui-lines-plans-to-help-develop-offshore-wind-projects-in-japan&utm_source=Weekly+IEEFA+Newsletter&utm_campaign=5827eed789-IEEFA_WeeklyDigest&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30c2b8506b-5827eed789-128751317
https://renews.biz/72271/floating-wind-pipeline-reaches-54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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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電業
(三)電動車/充放電設施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0.10
日本本田汽車及美國通用汽車領導之「移動開放區塊鏈倡議
(MOBI )聯盟」，將研訂「電動車電網整合(EVGI)」之全球區塊鏈
標準，作為實現全球分散式電動車充電網絡之基礎。

連 結

2021.4
IEA發表「2021全球電動車展望(Global EV Outlook 2021)」指出，
至2020年底止，全球約有1,000萬輛電動車，預計2030年增至1億
4,500萬輛，佔全球各型車輛總數之7%。

連 結

2021.3

美國Dominion, Duke , Entergy , TVA 等六家大型電力公司宣布組成
「電動高速公路聯盟(EHC)」，將合作從美國大西洋岸經中西部、
南部至墨西哥灣與中部大平原地區主要高速公路系統建置電動車
直流快速充電網，以利加速電動車之普及化。

連 結

2021.11 美國國會通過1.2兆美元基建法案，包括投資強化輸電網、電動車
充電、綠氫製造等設施。

連 結

https://www.smartcitiesdive.com/news/group-develops-global-blockchain-standard-for-ev-grid-integration/587346/?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Issue:%202020-10-20%20Smart%20Cities%20Dive%20Newsletter%20%5Bissue:30349%5D&utm_term=Smart%20Cities%20Dive
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ev-outlook-2021
https://www.power-grid.com/der-grid-edge/new-electric-highway-coalition-plans-to-connect-us-gulf-coast-midwest-and-atlantic-state-destinations-via-fast-chargers/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congress-approves-infrastructure-bill-funding-transmission-hydrogen-ev/609649/?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Issue:%202021-11-08%20Utility%20Dive%20Newsletter%20%5Bissue:37856%5D&utm_term=Utility%20D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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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電業
(四)綠氫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1.10
美國德州El Paso電力公司規劃2035年所有燃氣電廠從
混燒氫氣轉型為100%燒氫氣，初期混燒比例為30%氫
氣。

連 結

2021.11 美國俄亥俄州一座新複循環燃氣機組於2021年11月開
始混燒部分氫氣， 2030年改為全用氫燃料。

連 結

2021.11

「聯合國邁向零碳排行動方案(UN Race to Zero 
Campaign)」推動成立之「綠氫彈升聯盟(Green 
Hydrogen Catapult)」，承諾提供充足資金，加速創新
發展綠氫經濟有關之基礎建設，目標為2027年綠氫製
造成本降至低於$2/kg及全球綠氫製造量達45GW(以水

電解器用電量為單位)。

連 結

https://pv-magazine-usa.com/2021/10/21/el-paso-electric-looks-to-hydrogen-for-future-electric-power-generation/?utm_source=USA+%7C+Newsletter&utm_campaign=0741487787-RSS_EMAIL_CAMPAIGN&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80e0d17bb8-0741487787-159746550
https://www.power-eng.com/gas/ge-partners-shifting-ohio-gas-fired-plant-to-hydrogen-beginning-2021/
https://rmi.org/press-release/the-green-hydrogen-catapult-announces-expansion-of-world-leading-green-hydrogen-de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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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電業
(五)碳中和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0.10

一、日本於2020年10月19日宣佈，預計於2050年達成碳
中和標；

二、韓國總統文在寅於2020年10月28日宣布，預計於
2050年達成零碳經濟(net-zero carbon economy)目標。

連結一

連結二

2021.3 美國總統拜登於發布兩兆美元之「美國就業計畫」，預
計2035年實現美國電力部門零碳排放之目標；2050年達
成淨零碳排(net-zero emission) 目標。

連 結

2021.7
歐盟提出全球第一個邊境碳稅計畫，2023〜25年為過
渡期，2026年正式開始實施，以利歐盟於2050年達到碳
中和目標。

連 結

2021.11
COP26會議閉幕通過格拉斯哥協定將全球升溫控制在
1.5°C內，各國須於2022年提出加強版之「國家自定貢
獻(NDC)」，俾其脫碳措施貼近1.5°C升溫限制之策略
路徑。

連 結

https://ieefa.org/offshore-wind-battery-storage-expected-to-play-key-role-in-japans-decarbonization-efforts/?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utm_campaign=offshore-wind-battery-storage-expected-to-play-key-role-in-japans-decarbonization-efforts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0/10/28/south-korea-follows-japan-with-net-zero-2050-pledge/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biden-2-trillion-infrastructure-proposal-includes-billions-in-spending-on/597696/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sustainable-business/eu-proposes-worlds-first-carbon-border-tax-some-imports-2021-07-14/
https://www.businessgreen.com/news/4040325/cop26-countries-reach-historic-agreement-tackle-fossil-fuels-accelerate-climat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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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大陸電業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1.9~11

(停限電)

2021年9月23日遼寧、吉林、黑龍江等部分地區無
預警停電，加上廣東、江蘇、浙江等，總計至少20
個省份實施停限電措施。

應對措施：包括

1.發電及供熱業者簽訂中、長期燃煤供應合約；

2.產煤業者提高產量及煤進口業者增加進口量；

3.自10月15日起，實施電價市場化改革方案，煤電
市場交易價格浮動範圍擴大為上下均不超過20%，
但高耗能企業不受上浮20%限制。

連結一

連結二

連結三

2021.4
(再生能源與儲能)

中國大陸國家能源局(NEA)發布行政命令，自2021
年起，新規劃之案場須搭配建置某一容量比例之儲
能系統，以利電網容納更多再生能源，其目標為
2021年底再生能源占比從2020年之9.7%增至11%，
並於2025年達16.5%。

連 結

https://www.nsenergybusiness.com/news/china-electricity-crisis-2021/
https://www.shine.cn/news/nation/2110046016/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5812187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1/04/29/china-mandates-energy-storage-as-it-sets-16-5-solar-and-wind-target-for-2025/


19

四、中國大陸電業(續)

時 間 概 要 備 註

2021.3
(電動車/充電站設施)

國網公司於發布新的電網強化計畫，其中包括：
興建涵蓋176個大城市、超過9億5,000萬人口之
高速公路充電站網，以配合達成2030年新銷售
汽車中電動車占比達40%之目標。

連 結

2021.8
(綠氫/氫能)

內蒙古動工興建多座大型再生能源製綠氫設施，
將安裝至少465MW的水電解器，預計 2023年
中期完工。

連 結

2021.7
(碳交易市場)

中國碳交易市場 7月16日啟動，碳交易首日成
交破2億人民幣。

連 結

2020.9
(碳中和)

中國大陸於向全球宣布於2030年碳達峰及2060
年碳中和之目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30個宣
示碳中和目標時程之國家。

連 結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new-plans-reveal-how-chinas-grid-is-prepping-for-net-zero
https://www.bnnbloomberg.ca/china-approves-renewable-mega-project-focused-on-green-hydrogen-1.1641315
https://autos.yahoo.com.tw/news/%E5%A4%A7%E9%99%B8%E7%A2%B3%E4%BA%A4%E6%98%93%E9%A6%96%E6%97%A5-%E6%88%90%E4%BA%A4%E7%A0%B42%E5%84%84%E4%BA%BA%E6%B0%91%E5%B9%A3-201000467.html?guccounter=1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9/china-analysis-carbon-neutral-2060-gdp/


20

參、展望未來
一、國際

(一)目前能源領域佔全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之3/4，氣候變遷挑戰基本上
就是能源挑戰。

(二) 2021年11月COP26氣候峰會後，國際上減碳要求更趨嚴苛，有效應
對氣候變遷衝擊與達成碳中和目標已成為全球能源與經濟永續發展
之關鍵。

(三)美國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於2020年10月發表之研究報告指出，
預計2032年時，浮動式風電與固定基樁式風電之成本相近。目前全
球規劃中與申請開發中之浮動式風電容量超過7GW，其中第一座商
業規模之案場預計於2024年啟用。

(四)歐洲、澳洲、智利、中國大陸等均積極發展綠能製氫產業，綠能製
氫在全球逐漸蔚為風潮。現階段台灣再生能源主要用 於供電，尚無
餘裕製氫，但擴大應用綠氫已成為國際上運輸、肥料製造、電力(燃
氣電廠混燒氫)等產業減碳/脫碳的主要策略之一，值為關注其後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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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望未來

二、國內

(一) 對台灣而言，2050年淨零碳排的挑戰很大，環保署修法納入碳費
機制後，供電穩定須兼顧減碳要求之壓力更大，電力供需兩方的
業者，現在就要規劃可行之策略路徑並積極推動執行。

(二) 綠電之推廣應用，在供應面，須繼續開發再生能源、擴增綠電容
量；在需求面，須將用電大戶自發自用綠電及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之作法推展至各中小型企業。

(三) 電力交易平台於11月15日正式啟用，將會有更多元分散式的民間
電力資源參與，共同協助電力系統穩定，也將帶動儲能產業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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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望未來
三、TEPA

(一)應對氣候變遷衝擊與達成碳中和目標對各國能源及電力產業的影
響日增，TEPA將持續關注國內外相關議題之發展趨勢，扮演電力
有關法規協調及實務推動之溝通平台角色，並為會員提供更多元
的服務。

(二)感謝各位會員過去三年來的支持，讓TEPA穩定運作並茁壯成長。
希望各位會員繼續給我們支持與指導，共同促進台灣電力產業的
健全發展。



謝 謝 ！
Google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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