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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2025 能源政策目標
 兼顧能源安全、環境永續及綠色經濟發展均衡下，建構安全穩定

、效率及潔淨能源供需體系，創造永續價值，於2025年達成非核

家園目標。

 2025達成非核家園政策目標，能源配比：燃煤30%、燃氣50%、

再生能源20%。

2
資料來源：科技部陳宗權司長，綠能科技產業創新推動方案， 105年10月27日

2025 515(億度)

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 其他綠能

250(億度) 140(億度) 125(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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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電力供需規劃
(一) 107～114年間，政府積極規劃新增燃氣機組約941.4萬瓩（淨增加），以因應大量再生能源併網，且

降低空污排放，預估108年起可達成備用容量率15%目標(如下表)。
(二) 107年到112年之間，台電公司通霄、林口、大林、興達、大潭等電廠將有多部新機組商轉，加上再生

能源持續加入系統，在老舊機組如期汰換下，淨尖峰供電能力淨增加約483萬瓩，可供應全國及本案電
力需求。

除役
機組

新增
機組

大林#5

12月(50)

通霄CC#4

12月(38.6)

麥寮#1

6月(60)

興達#3

12月(55)

通霄CC#5

12月(38.6)

麥寮#2

9月(60)

麥寮#3

10月(60)

協和#1

12月(50)

大潭CC#7-GT

停機 6月(60)

興達#1

12月(50)

協和#3

12月(50)

台中GT#2

12月(7)

協和#2

12月(50)

台中GT#1

12月(7)

興達#2

12月(50)

協和#4

12月(50)

台中GT#3

12月(7)

核一#1

12月(63.6)

核一#2

6月(63.6)

核二#1

3月(98.5)

台中GT#4

12月(7)

核二#2

3月(98.5)

核三#1

6月(95.1)

核三#2

5月(95.1)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通霄新CC#1

2月(89.3)

通霄新CC#2

5月(89.3)

通霄新CC#3

6月(89.3)

IPP 2

(50)

大潭CC#8

6月(100)

興達新CC#1

6月(100~130)

興達新CC#2

6月(100~130)

台中新CC#2

1月(100~130)

大潭CC#7-GT

3月(60)

林口新#3

6月(80)

嘉惠#2

9月 (50)

太陽光電

(225)

太陽光電

(250)

大潭CC#9

6月(100)

大潭CC#7

6月(100)

協和新CC#1

6月(100~130)

大林新#1

3月(80)

大林新#2

6月(80)

太陽光電

(216.2)

風力

(51.7)

風力

(58.6)

太陽光電

(275)

台中新CC#1

3月(100~130)

太陽光電

(300)

太陽光電

(107)

太陽光電

(150)

風力

(46.4)

其它再生能源

(2.0)

其它再生能源

(2.5)

風力

(58.6)

太陽光電

(300)

風力

(332.9)

風力

(5.3)

風力

(12.5)

其它再生能源

(13.8)

其它再生能源

(2.5)

風力

(58.6)

其它再生能源

(8.4)

其它再生能源

(2.1)

其它再生能源

(6.5)

其它再生能源

(2.9)

新增北部燃氣

(50)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尖峰負載 (萬瓩) 3,706 3,740 3,792 3,841 3,891 3,941 3,992 4,045 

淨尖峰供電能力 (萬瓩) 4,075 4,339 4,401 4,447 4,534 4,558 4,669 4,737 

備用容量率 (%) 10.0 16.0 16.1 15.8 16.5 15.7 16.9 17.1

備註：1.本次長期負載預測10707案，尖峰負載為小時平均值，係作為長期電力供給規劃之用(與計算備轉容量率採瞬時值不同)。
2. 107年尖峰負載3706萬瓩為實績值。3. PV淨尖峰供電能力20%, WTG淨尖峰供電能力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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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21 2024 2025

併接點 彰一(甲)開閉所 彰一(乙)開閉所
• 彰工升壓站
• 永興開閉所

電壓 161kV 161kV
• 彰工：161或345kV
• 永興：161kV

當年度可併容量 1GW 1.5GW
• 彰工：2GW
• 永興：2GW

累計可併容量 1GW 2.5GW 6.5GW

配合完成之
加強電網工程

(約520億NTD)

• 彰 一 開 閉 所 及 161kV 彰 一
(甲)~彰光~彰濱2回線

• 彰濱E/S主變裝機2台
• 345kV中火(南)～中寮(南)線

改接至中寮(北)

• 161kV彰一(乙)~中港2回線
• 345kV中火(南)～彰濱~全興

~中火(南)線更換為超耐熱導
體

• 彰工升壓站及345kV彰工~彰濱2回線
• 新建永興開閉所及161kV永興~彰埤8回線
• 新建彰埤開閉所及161kV彰埤~彰林5回線
• 345kV中寮(南)~南投2回線更換超耐熱導體
• 超高壓第3路主幹線更換耐熱導線

2025年以前各年度併網容量

台灣電力公司彰化離岸風力併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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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智慧電網方案六大主題規劃(1/2)
領域 重點項目 預期效益

智慧調度
與發電

1.再生能源發電資訊整合
平台

2.電力交易平台
3.提高新建燃氣機組效率
及既有機組彈性運轉

1. 2020年監測約6.5GW、2025年監測約20GW。
增加系統備轉容量裕度(2025年增加2.5%)。

2. 2023年建立電力交易平台，開啟市場並擴大參與(如需量
反應、儲能系統)。

3.新建燃氣複循環機組效率由48%提升至60%，等效運轉時
數由8000提升至24,000小時，單部氣渦輪機升載能力達
15MW/min以上，效率及運轉彈性皆大幅提升。

電網管理

1.輸電系統資料在規劃運
轉及維護之應用推廣

2.饋線自動化之系統資料
應用推廣(含AMI資訊)

1.再生能源引入維持系統電壓：±1.5%內(69kV)、±2.5%內
(11/22 kV)。

2.輸電系統提高可用率，2020年達到99.978%，2025年達到
99.983%。

3.自動化饋線事故隔離時間由50分鐘降低至5.5分鐘。

儲能系統 台電自建及採購輔助服務 2025年達成590MW儲能等級的輔助服務系統。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Ja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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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智慧電網方案六大主題規劃(2/2)
領域 重點項目 預期效益

需求面
管理

1.低壓AMI建設、資料
應用

2.需求面管理措施(電價
及需量等措施)

2025年達成2.8GW需量措施反應參與量。
(以執行率7成估算約可抑低1.96GW，相當於中火3.5部機組)

資通信基
礎建設

1.智慧電網資訊安全及
資訊應用計畫

2.骨幹/區域光纖通信能
力提升

1.實體隔離內網走向聯網之資安防護，提高資訊交換效率。
2.充分滿足智慧電網各項應用系統大量通信傳輸寬頻需求。

規章制度
人力

1.電業規範檢討 (如：
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要
點、調度規則等)

2.建置與整合系統運維
人力

1.再生能源併聯要點檢討(加強再生能源監測及系統責任)。
2.調度準則檢討。
3.電力操作及維護等人力素質提升。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Ja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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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服務項目與取得方式-項目
分類 快速反應備轉輔助服務 調頻備轉輔助服務 即時備轉輔助服務 補充備轉輔助服務

反應
時間

微秒 ~ 秒 秒 ~ 3分鐘 ~ 10分鐘(現為30分鐘) ~ 30分鐘 (現為60分鐘)

持續時間 3-15分鐘以上 15分鐘以上 1小時以上 2-4小時以上

106年
需求量

500~700MW ±500MW 1000MW 1000MW

來源 發電機組 發電機組 發電機組 發電機組

114年
需求量

1000~1200MW
(因應供電機組跳機導致系統轉動
慣量突然減少)

±1300MW
(因應再生能源瞬時發電變化量增加)

1100MW
(視系統最大裝置容量機組調整)

1100MW
(視系統最大裝置容量機組調整)

可能來源

儲能系統(590MW)700NTD/MW-h

需量反應
(搭配低頻電驛）300NTD/MW-h

需量反應
(搭配表後儲能或機組)

需量反應
(搭配表後儲能或機組)391NTD/MW-h

發電機組 發電機組 發電機組 發電機組

FRR方案 AFC方案
日前競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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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綠能高占比智慧電網發展願景

具電網輔助服務功能之中
大型再生能源電廠

城市級虛擬電廠

綠能高占比離島微電網

區域能源管理體系

中大型再生能源電廠具備輔助服
務功能，以負擔維持電力品質及
供電穩定度之責任 – 解決再生
能源供電不穩定及併網問題
(NEPII太陽光電測試場域)

吸引用戶導入需量反應、再生能源設備、
儲能設備、燃料電池等分散式電源設備共
同參與電力事業，創造國民綠能源新經濟
–達到節電與創電、降低尖峰負載
(台北市政府合作於興隆公宅)

建立大型離島綠能高占比智慧電網推廣
建置模式，台灣小型離島則全面建置無
人化管理微電網系統。–降低離島發電成
本、達到低碳
(澎湖東吉嶼、七美島)

強化需求面管理、再生能源、儲能應用，並
推動台電各區處結合縣市政府建立區域能源
管理與供應體系(VPP/CEMS、需量反應與分
散式電源聚合服務aggregator、微電網)，
建立未來全球智慧能源規劃與管理標竿
(NEPII於沙崙綠能科學正進行VPP/CEMS發展
中)

埤塘太陽能光電廠

中大型太陽能光電廠

大型離岸風力電廠

離島綠能高占比
智慧電網

離島無人化管理微電網

資料來源：林法正、陳彥豪，系統整合創新技術發展106 ~110 年藍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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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電力調度中心現況

不同等級調
度中心

數
量

名稱

中央調度中
心(CDCS)

2 台北、高雄

區域調度中
心(ADCS)

6 基隆、台北、新竹、台中、新營、高雄區域
調度中心

配電調度中
心(DDCS)

饋線調度中
心(FDCS)

21  基隆區、台北北區、台北北區、台北西
區、台北南區營業處 (5)

 桃園區、新竹區、苗栗區營業處(3)

 台中區、南投區、彰化區、豐原區營業
處(4)

 嘉義區、雲林區、台南區、新營區營業
處(4)

 高雄區、屏東區營業處(2)

 宜蘭區、台東區、花蓮區營業處(3)

資料來源：電力系統負載與調度，台灣電力公司，(台經院整理)

 電力調度為3階層的金字塔型模式，最頂端是臺北、高雄各1個中央調度中心，採雙主控、互為備援的方式，

負責全系統的電源調度；中層是全省6個區域調度中心，最底層則是共有21處的配電調度中心。

 為執行自動化單位運轉操作任務，台電公司特設立各級調度部門，於總公司電力調度處設中央調度中心；各

供電區營運處依供電系統範圍分設區域調度中心；各區營業處依業務系統範圍分設配電調度中心。

中央調度中心
(CDCS/EMS)

區域調度中心
(ADCS/EMS)

配電調度中心
(DDCS)

饋線調度中心
(FDCS)

超高壓變電所
E/S 值班主任

345 kV

161 kV

161 kV

69 kV

161 kV

22/11 kV

69 kV

11 kV

配電線

E/S
超高壓
變電所

P/S
一次變電所

D/S
一次配電
變電所

S/S
二次
變電所

電話指令 操作 經ADCS電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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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未來綠能高占比電力調度發展架構規劃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智慧電網主軸中心，version 2017.7.18

中央
調度中心

(CDCS/EMS)

饋線
調度中心

(FDCS)

E/S
值班
主任

345 kV

161 kV

161 kV

69 kV

161 kV

22/11 kV

69 kV

11 kV

配電線

E/S
超高壓
變電所

P/S
一次
變電所

D/S
一次配電
變電所

S/S
二次
變電所

電話指令 操作 經ADCS電腦操作

區域
調度中心

(ADCS/EMS) 區域智慧能源
管理體系

併網型
區域微電網

(含大型儲能)

具輔助服務功能
再生能源電廠

綠能電力
交易平台

電力
交易平台

需量競價平台

區域電網輔助
服務平台

傳統集中式大型電廠
(抽蓄水力電廠:明潭+明湖2.6GW, 

光明變頻1GW) 

配電
調度中心

(DDCS/EMS)

輔助服務平台

城市級
虛擬電廠

各項平台實際運作可能由
單一平台提供各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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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
二甲配電變電所(D/S)

管理中心

示範功能：
1.科學城智慧供電系統自動化
2.科學城區域電網整合控制(PV、儲能、負載、緊急發電機)
3.智慧建築孤島運轉(負載分類及調度、綠能及儲能緊急調度)
4.科學城儲能示範場域(平常太陽光電對電池充電，於晚上尖
峰用電時釋出以降低區域尖峰負載；台電斷電時，將由
CEMS調度儲能以提供孤島運轉時所需約1小時之電力)

5.  區域孤島運轉(二甲變電站一次側斷電時，由CEMS控制二
次側之電壓與頻率，並調度儲能系統提供電力，以實施孤
島運轉)

中研院E研究中心C儲能示範場域

中研院F旅館A2 商業複合中心B 示範場域D

台糖住宅

X區

CEMS

台電公司
配電調度中心

(DDCS)

會展中心A1

沙崙綠能科學城CEMS規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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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崙綠能科學城場域規劃

科學城核心區
(約57公頃)

成大校區

高鐵特定區

沙崙農場

台糖住宅

P/S P/S D/S

161/22.8kV

成大歸仁校區

核心區



13

The Smart Grid System of Shalun Green Energy Science City

Electric Bus
(G2V/V2G)

Ground type
Solar PV system

Roof type 
Solar PV system

BEMSBEMS

Green Energy 
Integration System

BESS

BESS

EV

EV Charging 
Integration 

System

Smart meters

Internet

AMI MDMS

TPC Dispatch System

Aggregator, Energy Management and 
Dispatch System (AG-EMDS )

Firewall

OpenADR 
DRAS

BEMS
SCADA (Big-data analysis, forecasting 

technologies, and dispatch scheduling)

Energy
market

Auxiliary
service

External Electricity Market

Demand 
bidding

Power 
Wheeling 

Wholesale

Regional Energy market

Regional Auxiliary Service

Regional electricity market

Direct supply

Shalun Green Energy Science City

Goals:

1. Innovation-- Build new business model 
and develop distribution level power 
control technology

2. System integration-- sensors, controllers,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algorithm 

3. Industry promotion-- promote 
development of the virtual power plant 
(VPP) with green energy policies

4. Increase penetration of green energy-
enhance power-supply reliability and 
hosting capacity

5. Avoid power shortage- develop VPP 
technologies and enhance application 
flexibility of dispatchable resources

6. Postpone power utility investment-
Increase power-consuming efficiency

C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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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rchitecture - Integrated Smart Energy and Management

HEMS HEMS

Small-scale 
green energy

Small-scale 
energy storage 

systems

Nanogrid

BEMS

Medium and 
large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EV-
charging

Large-scale 
energy storage 

systems

Other DERs

CEMS
VPPElectricity 

Market

科學城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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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