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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經營績效 203-1  203-2

永續營運目標與財務實績
台電近年積極強化經營體質，落實目標設定與績效管考，透過每年檢討指標項
目，以符合營運總目標。在財務績效展現部分，台電為兼顧綠能、減碳、節能
及穩定供電等多重條件下，因應產銷結構改變、燃料價格波動、電價調整之不
確定性等因素，台電將維持電價合理性及多角化經營作法，達成穩定供電、節
能減碳及確保財務穩健之多重目標，2021 ～ 2023 年台電財務實績如下：

2021~2023 年台電財務實績

長期財務規劃
爭取政府增資或補貼
爭取政府編列預算投資台電各項建設工程計畫，透過執行增資預算，充裕自有
資金，提升公司淨值。2023 年已完成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1,499 億元，並辦理
2024 年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1,001 億元之相關作業，該增資案於 2024 年 2 月
23 日經股東臨時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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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度 總資產 營業收入 稅前利益（損失） 權益數據

2021 2,205,847 620,970 22,348 350,932

2022 2,325,603 661,878 （227,217） 127,351

2023 2,565,450 780,984 （198,510） 132,177

註：1. 　 台電為國營單位，決算數依法以審計部審定數為準，惟 2023 年數字尚未經審計部審定，
故以會計師查簽數填報。

　　2. 　2021 及 2022 年數字係審定決算數，與 2022 年永續報告書揭露基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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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籌資管道，降低資金成本
靈活運用各種籌資管道，尋求低廉資金來源，適時籌措所需資金；伺機爭取政
府協助拓展資金來源，降低台電籌資壓力。台電積極推動永續發展及淨零減
碳，現行資金籌措經評估尚無受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 影響。此外，台電持續
發行綠色債券，並配合綠色投資計畫之規劃，擴大綠色債券可發行規模，響應
政府綠色金融政策。

電價審議機制
主管機關依修正後電業法第 49 條規定，訂定公用售電業之電價費率計算公式
與電價調整機制，再由台電研擬電價費率檢討方案，並經電價費率審議會審定
後調整電價，以即時反映國際燃料價格波動與台電經營績效，並合理反映經營
成本，落實電價合理化。
目前公用售電業電價費率計算公式內容概述如下：

經前述電價調整後，經濟部再於 9 月召開第 2 次電價費率審議會，雖燃料均
價仍高於俄烏戰前，但審議會考量國際預期燃料價格有緩跌趨勢，政府已在
2023 年給予財務支持，且已編列 2024 年預算增資台電，為利物價穩定，故決
議該次電價不調整，同時因內需消費復甦，2022 年 7 月凍漲之百貨公司、電
影院、健身房、餐飲等高壓用電取消凍漲。

考量電價對於物價及通膨有連動效果，為因應國際燃料價格漲勢，我國係由台
電在第一線扮演「消波塊」角色，從源頭緩漲電價，避免對物價產生加乘效
果，為國家擋住輸入性通膨海嘯，較其他國家減緩通膨壓力，有效將 CPI 控制
在 3% 以下。電價無法反映成本部分，將考量最新國際燃料價格及蒐集各國電
價調整情形，向審議會持續爭取電價合理調整。

電價調整頻率為 1 年檢討 2 次，原則於每年 4 月及 10 月檢討調整電價，電價
漲幅及跌幅原則每次不超過 3%，但於供電成本持續大幅上漲或下跌時，得視
電價穩定準備運用情形，由電價費率審議會就調幅進行適度調整。

經濟部於 2023 年 3 月召開第 1 次電價費率審議會，考量 2023 年燃料價格仍
處高檔，應適時調整電價反映成本，故決議平均電價調漲 11%，同時考量照
顧民生、穩定物價及降低用電衰退產業衝擊，住宅 700 度以下、小商店 1,500
度以下、農漁及學校用電不調漲，2022 年下半年用電衰退 10% 以上之產業調
幅減半。調整後之整體平均電價為 3.1154 元 / 度，於 2023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
施。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臺灣的住宅及工業電價不僅在全球分別名列第五低及第三低，在保持高品質和
可靠性的前提下，維持長期穩定的經營，持續發展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等新興能
源產業，推動電力轉型以保護環境，提高民眾的生活品質，同時積極推進綠色
能源發展，以實現能源轉型和永續發展的目標。

1.永續台電／2023年永續報告書｜29

●2023 年永續報告書總覽 ●ESG特刊 ❶永續台電 ❷永續電力提供者 ❸友善環境行動者 ❹智慧電網領航者 ❺智能生活服務者 ❻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者 ●附錄索引

購電支出

每度
平均電價

輸配電支出 售電服務費用

售電度數

公用售電業
合理利潤

2021~2023 年住工商平均電價

用電類別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住宅 2.5110 2.5571 2.6048

工業 2.4592 2.6309 3.1076

商業 3.1861 3.2447 3.5015

其他 2.6353 2.8596 3.2364

註：其他－凡非歸屬前三項用電之其他用電，如：路燈、學校、機關等非營業性質用電

（元／度）



多角化經營與策略
台電為達成穩定供電責任，於順應全球能源轉型浪潮及淨零碳排趨勢下，亦須
適時評估跨足能源相關新興產業之機會。

近三年多角化事業收入

年 度 2021 2022 2023

金 額 31 億元 83 億元 51 億元

註： 2023 年度多角化收益較 2022 年為少，主要係因轉投資煤礦開發事業售煤收益受國際燃煤回穩、
售煤收入減少所致。

求發展

51億元
汽電
共生

風能
訓練

煤礦
開發

電業運維
核能技術

文創

通信

研訓

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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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國營電業集團，對於國家穩定供電、空污減排、能源轉型、淨零轉
型、電業發展等政策目標，擔負重要角色。未來，台電集團之發電公司

及輸配售電公司，將各就其業務範疇，力求完成法規要求義務，控股母
公司則扮演策略協調角色，整合旗下子公司，協力完成台電集團任務。

台電轉型規劃
台電轉型核心思維
電業法修正案於 2017 年 1 月 26 日經總統令公布，台電應於 2023 年 1 月轉型
控股母公司，其下成立發電及輸配售電子公司，惟經電業管制機關審酌電力市
場發展狀況，得報請行政院延後訂其施行日期，最長得展延至 2026 年 1 月。
近年國際能源情勢動盪及新增 2050 淨零任務，且考量台電財務體質不佳，行
政院於 2023 年 3 月同意展延台電分割期限至 2026 年 1 月。

台電由綜合電業轉型電力事業集團，為國營事業首例，更屬歷來罕見之龐大組
織改造工程。考量台電須持續於穩定供電與維持市場良性競爭間，追求集團最
大效益，爰以「固根本」與「求發展」兩大主軸，作為轉型電力控股集團之核
心思維。

為整合集團力量，創造經營綜效，將設計母公司具備集團政策制定、策略協調
及資源整合功能，並規劃以「戰略管控」模式對子公司進行管控，以兼顧集團
綜效與事業彈性；另透過子公司董監事派任、策略目標體系、人事組織、風險
管理、預決算及會計、內部稽核等，建構有效治理架構及制度。

固根本

電業法已全面開放再生能源購電選擇權，未來電力市場仍可能進一步開
放，面對日趨增多之民營業者加入電力市場，台電集團除鞏固現有本業

外，亦須以更具效率及彈性之方式，結合外部資源，開拓新成長領域，
俾利集團永續發展。

目前台電已成功開創之 
內部創業包括：

l電業運維
l核能技術
l通信
l研訓
l不動產
l文創等事業⋯⋯

以及與外部合作推動：
l煤礦開發
l汽電共生
l風能訓練等轉投資事業

2023 年為台電帶來 51.25 億元的多角化收益。

�土地活化
台電成立跨處室「土地活化專案小組」，主要任務為透過小組會議，審議土地
規劃利用案件，並持續推動、督導、審議活化個案規劃及招商工作，目前主要
以推動都會區內變電所用地多目標使用、閒置土地參與合建或都市更新，及大
面積土地以招標設定地上權等方式促進土地活化，增加公司收益。2023 年計
召開 8 次專案小組（含工作小組）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