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落實能源轉型
2.3.1 推動電力轉型
電力轉型回應政策與民意
台電配合政府能源轉型政策，優先開發再生能源，並規劃「既有亞臨界燃煤機組降
載」、「新建燃氣複循環機組」等方式逐步減煤減碳，在「系統供電穩定」、「新
建燃氣機組供氣無虞」等前提下，將既有亞臨界燃煤機組陸續除役，並基於國安考
量，評估保留設備供緊急運轉之可行性，規劃方向如下：

▪善用再生能源發電特性，精進調度策略
▪強化各項需求面管理措施，抑低尖峰用電需求等
▪確保現有機組穩定運轉，興建中機組如期發電

轉型中期措施
台電持續推動傳統火力電廠汰舊換新工作，為促進臺灣區域供電平衡、提升發電效
率及配合政府低碳永續政策，台電分別於北、中、南執行更新擴建計畫，目前更新
與擴建之規劃包含風力、太陽光電、火力、水力及生質能發電計畫。

長期電源開發
一、 由於未來用電成長，各類既有機組陸續除役，台電配合政府能源轉型政策及內

外部環境條件，擘劃至 2029 年長期電源開發計畫如下圖：

二、 配合國家能源政策，除了全力提升再生能源占比之外，火力發電結構已由過去
的「煤主氣從」調整為未來的「氣主煤從」、「以氣代煤」，即以天然氣發電
為主的發電燃料結構。依電源開發規劃，興達電廠燃煤機組將陸續除役，新增
機組皆為燃氣機組，包括協和、大潭、通霄二期、台中、興達及大林等新增燃
氣機組等，如此即可兼顧空氣品質及確保穩定供電，且台中與興達發電廠之新
設燃氣機組完工商轉後，部分既有燃煤機組將轉為備用機組。

電力轉型之短中長期計畫
台電為維持電力系統供電可靠及穩定，電源規劃以達成合理備用容量率 15% 為目
標，台電系統 2023 年夜間備用容量率實績為 14.7%；年度發電量結構為燃煤 36.5%
（含燃煤汽電共生 2.4%）、燃氣 44.1%、核能 7%、再生能源 9.9%、其他（燃油及
抽蓄）2.5%。台電系統自 2019 年起燃氣發電占比開始超過燃煤，未來隨著燃氣發
電計畫陸續商轉，將協助政府朝 2025 年低碳燃氣發電占比 50% 之目標邁進。

轉型短期作為
我國地狹人稠，電廠及電源線用地不易取得，且在鄰避效應及溫室氣體排放受各界
強烈關注下，電廠之建設推動阻礙甚大且需時甚長。同時部分既有核能電廠因故提
前停轉之供電缺口，短期內較難以規劃新增傳統火力電源來替代，為降低缺電風險，
目前研擬因應措施如下：

除
役

新
增

註：2022 至 2029 年間之台電公司火力、核能機組除役及新增情形，係依據經濟部「111 年度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

台電公司2023年度電源規劃情形表

類別：■燃煤 ■燃氣 ■燃油 ■核能 ■生質能
括號內數字為裝置容量(萬瓩)

台電公司 2023 年度電源規劃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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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在臺中港及基隆港（協和）
自建天然氣接收站，透過與中油
公司共同擴大建設天然氣卸收設
施

持續進行既有燃煤電廠環保設備
之更新，於供電無虞前提下，評
估汰舊之可行性，並考量採用環
保煤，從源頭到發電做到空污與
排碳的控管

積極推動設置離岸及陸域風力、
太陽光電、地熱及小型、微型水
力等再生能源

優先開發再生能源，
創造友善併網環境

積極推動低碳燃氣發電計
畫，自建天然氣接收站

燃煤機組
擔任重要備援機組



推動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 
因應政府推動電動車政策及國內電動車發展趨勢，台電已由電力協助者朝積極
參與者方向思考，並研擬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短 期 中長期

�台北市區處建立電動車充電示範場，模擬
公共充電站、商業大樓及集合住宅等情
境，導入電能管理系統（EMS）技術進行
智慧充電調控

�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案充電設施同意採專表供電

�鼓勵用戶利用 EMS 充電管理，於用電離
峰時段充電，以抑低尖峰負載及減少用戶
電費支出

�導入時間電價機制、需量反應事件、輔助
服務指令及負載容量訊號，進行充電管
控、電動車電能回輸電網（V2G）及通訊
介面相容性等功能驗證

�透過旅運模式建立公共充電樁建置預估模
型，並據以作為後續因應電動車充電用電
成長之電網強化參考

為使民眾更加瞭解電動車用電相關訊息，台電除製作宣導影片及摺頁文宣等多
媒體素材供外界參考外，同時於全台 24 個區營業處成立電動車用電業務窗口，
提供民眾及充電業者諮詢服務，並且動員各區營業處同仁，持續向各地方政
府、公協會、廠商、社區管委會及民眾等關係人進行用電宣導，統計至 2023
年 12 月底止已向 1,665 個單位宣導，並於 2023 年 12 月底止已完成 13 處共
51 槍充電樁。因應配電級再生能源管理系統（DREAMS）功能強化需求，台
電配電處已於 2024 年 1 月
採購案決標，並配合啟動充
電設施整合管理示範系統開
發，後續規劃於北、中、南
篩選 4 處營運中之充電站作
為示範。 

2.永續電力提供者／2023年永續報告書｜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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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再生能源發展多元化  3-3 203-2

政策

配合政府 2050 淨零排放政策，朝短期低碳、長期零碳目標邁進，
積極推動設置離岸及陸域風力、太陽光電、地熱發電及小型、微型
水力等再生能源，以無碳再生能源、低碳燃氣發電作為發電主力，
減少舊型燃煤機組的使用，並持續追蹤國際前瞻能源發展以適時導
入，同時加強電網建設，創造友善併網環境，供民間申設再生能源
開發，以利於再生能源發展極大化

管理方針 發展再生能源及低空污的乾淨能源

行動方案 �無碳再生能源及低碳燃氣發電裝置容量
�再生能源併網容量

2023 年 
實際績效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累積總容量 2,537.5MW
�再生能源併網容量：系統併網容量 17,085MW

2030 年目標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累積總容量 4,522.3MW
�再生能源併網容量：系統併網容量 41,718MW

重大主題：再生能源發展及低碳燃氣發電

再生能源推動目標
台電在推動再生能源以「友善併網」、「示範引領」、「系統穩定」為三大發
展主軸，以致力於達成再生能源極大化之目標：

　 友善併網：強化電網基礎設施，提供足夠饋線容量，促進再生能源裝置容
量成長，協助民間建置之再生能源能夠順利併網

　 示範引領：台電除持續投入陸域、離岸風力及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開發外，
將同時投入前瞻及技術門檻高之新能源示範計畫，並主動與產官學界合作開
發，透過媒體宣傳、教育及技術，引領民間投入再生能源發展，以提高再生
能源設置量



　 系統穩定：因應再生能源發電間歇特性，台電透過智慧發電與調度、需求
面管理及儲能設施等技術，以維持電力系統穩定安全並提高再生能源滲透率

為配合政府政策，台電將落實提升再生能源發電比例，並持續研究發展潛在之
再生能源，期許為臺灣用戶帶來更低碳及永續的電力。

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為因應未來綠電大量生產後之併網需求，為能源轉型政策奠定基礎，台電於
2021 年通過綠能第一期計畫，訂於 2022 ～ 2027 年期間開發總裝置容量 115
千瓩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含太陽光電及陸域風電能源類型。目前再生能源發
展現況，以太陽能發電與風力發電為主要開發項目，2023 年風力發電達 872.1
百萬度，太陽光電 393.9 百萬度。

再生能源發電現況

布建績效 裝置容量
（萬瓩）

2023 年發電量
（百萬度） 可供應戶數

風力發電 27 處（場址）
200 部機組 43.92 872.1 24.2 萬戶

太陽光電 56 處（場址） 28.78 393.9 10.9 萬戶

地熱發電 1 處（場址） 0.084 1.3 374 戶

註：依據台電公開資料統計，一般住宅用戶每月平均 300 度，每年用電約 3,600 度估算。

台電將持續扮演領航者角色，除水力發電擁有近百年歷史外，近年在風力發電
與太陽光電亦有完整開發計畫，並投入新興領域如地熱與生質能研發，台電目
前推動之各項再生能源發展現況如下 ： 

2023 年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水力發電
規劃廠址包含全台小水力第一期及萬里水力等計畫，總裝置容量達 65.553
千瓩，預計於 2024 年起陸續商轉，另鯉魚潭水庫景山小水力、湖山小水
力及集集南岸二小水力已分別於 2022 年 9 月、2023 年 2 月及 6 月商轉。

陸域風力
自 2000 年起致力於風力開發，累積至 2023 年底共完成中屯風力示範計
畫、風力發電第 1~5 期計畫、澎湖湖西風力計畫、金門金沙風力計畫，目
前運轉中共 18 處風場、179 部風機，總裝置容量約 330 百萬瓦。

離岸風力

台電自辦「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於彰化縣芳苑鄉外海佈置 21 部離
岸風力發電機組，裝置容量 109.2 百萬瓦，已於 2021 年 12 月 30 日商
轉。此外，2023 年持續推動施工中之「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預
期 2025 年併聯發電。

太陽光電 自 2008 年起執行太陽光電第一期計畫，累積至 2023 年底共完成約 287.8
百萬瓦，包含全台最大光電案場之台南鹽田光電計畫之 150 百萬瓦。

地熱發電 與中油公司合作推動宜蘭仁澤地熱發電計畫，裝置容量 0.84 百萬瓦，於
2023 年 5 月 24 日併聯發電。

海洋能發電
台電規劃於綠島推動海洋能發電作為示範先行計畫，已於 2023 年推動先
期研究計畫，實地記錄綠島波浪觀測並評估波浪發電實海域運轉之可行
性，預定於 2024 年完成可行性評估，後續將作為評估海洋能開發之參考。

生質能發電
因應能源轉型過渡到淨零轉型，急需增加可靠及穩定的低碳能源，木質顆
粒為碳中和燃料，在國際間相關技術成熟且已商轉化，台電刻正辦理生質
能發電計畫可行性研究，預計 2024 年 9 月陳報經濟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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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3 年發電量

-

500.0

1,000.0

1,500.0

風力發電 太陽光電

408.8

2021 2022 2023

402.7 393.9
774.4

1,072.2 872.1

單位：百萬度



再生能源併網現況
台電為配合政府推動發展再生能源政策，在確保電網運轉安全前提下，參考國際技術及最新發展
趨勢並考量財務營運狀況，調整併網策略，以滿足再生能源併網擴增需求。歷年太陽光電各類型
案件狀態之件數及裝置容量累計如下表所示（統計至 2024 年 2 月 22 日止）：

太陽光電各類型案件件數及裝置容量累計

案件狀態 案件（件數） 裝置容量（MW）

已併聯案 63,189 12,741.93

正式購電案 57,490 10,219.42

致力再生能源效率
為提升再生能源發電效率，台電加強預防保養定期檢查，降低故障率，並選用低碳足跡材料與零
件，降低環境衝擊，同時加強再生能源發電廠內通風空調設備維護保養，安裝節能控制設備，降
低廠內用電耗能。

審查中尚未核准 已核准尚未簽約 已簽約尚未併聯

16,161.63
22%

5,705
7% 6,545

9%

63,968
84%

10,634.33
14%

47,896.7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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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已受理案件 ( 件數 ) 太陽光電已受理裝置容量 (MW) 



台電針對提升再生及低碳能源效率之管理主要為下列兩項 :

一、 建置運維綜合管理系統，將再生能源發電及其附屬設備故障狀況、檢修紀
錄、預防保養計劃等運維紀錄存放資料庫中，依此進一步對機組運維數據
進行分析、統計，以期減少故障狀況發生，並縮短故障檢修時數，以提升
設備妥善率。

二、 因應再生能源的間歇性，台電自主建置光電及風力發電量預測系統，可提
供未來領先 48 小時之再生能源機組發電量預測資料，以提供調度需求參
考。

2021~2023 年再生能源平均可用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陸域風力發電可用率（%） 92.61 92.10 88.17

太陽光電容量因數（%） 16.44 16.16 15.83

註 1： 風力年度可用率 = 機組發電時數（含待機時數）／全年總時數
　　　太陽光電容量因數 = 機組全年發電 / 裝置容量 x 全年時數
註 2： 台電近 3 年（2021-2023 年）隨太陽光電模組發電轉換之自然衰退，及陸域風機機齡老化，至 2023

年止超過 15 年老舊機組已達 53.6%，致可用率呈下降趨勢，係屬設備生命週期中合理正常現象。

提升再生能源技術

綠島波浪發電
試驗計畫

經評估目前海洋能發展趨勢及成熟度，初步評估以水柱震盪式（OWC）
波浪發電較為可行，擬先行以試驗計畫進行實地試驗，於綠島東北近岸
海域（水深 10~20 公尺），進行波能調查並評估發電潛能。

前瞻地熱技術
研析

配合政府規劃於 2035 年起啟動前瞻地熱之開發工作，台電希望透過專
業團隊針對焿子坪、深澳及禮樂等地區辦理地熱資源探勘作業，並透過
國際開發案例及技術廠商介紹等資訊，分析前瞻地熱技術於該地區之適
用性及未來開發建議，相關評估結果可做為各場址下階段之地熱開發決
策有所依循，亦逐步培養推動前瞻地熱之量能。

離岸風場合作
開發調查研究
計畫

能源署規劃以總裝置容量 100MW 為原則推動浮動式示範風場，台電配
合政策方向亦投入相關研究，針對我國北至桃園、南至屏東之西部海
域，調查適合開發固定式 / 浮動式離岸風場之場域（水深約 30~90 公
尺），針對發電潛能、技術能力、風險管控及法律等項目研析，加以輔
助台電評估自行開發及合作開發離岸風場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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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挑戰之因應對策
再生及低碳能源受到自然環境和季節變化影響限制，其間歇性及不易預測的特
性不容忽視。台電將太陽光電案場結合儲能系統，協助系統穩定頻率及提供系
統即時備轉功能，利用儲能系統快速充放電特性，協助調節太陽光電發電併入
電網，減少再生能源受到季節及天氣影響而造成系統波動，維持電網穩定。此
外，亦可將白天旺盛光電先儲存於儲能系統，待夜晚用電高峰或遇突發電力事
件時提供立即穩定電力、協助爭取分秒必爭的搶修復電緩衝時間，使再生能源
供電更加穩定。

台電未來提升再生及低碳能源發展挑戰之因應對策將採多元開發策略，如太陽
光電方面，受限於土地取得不易，台電未來開發將以自有土地建置屋頂型或複
合型案場（農電共生、漁電共生）為主；陸域風力方面，可新開發風場已趨近
飽和，台電未來將以除役更新開發為主；離岸風力方面，在離岸風電第三階段
區塊開發中，台電受限於國營事業身分，在各項開發要求環節無法如民間開發
商般彈性，於是台電借鏡國際經驗，改採國際上離岸風電開發商進入新市場模
式，與離岸風電開發商結盟合作，這對台電而言是競爭也是機會，藉結盟合作
學習競標程序並標準化後續離岸風場投資條件，未來將透過轉投資及策略投資
以確保維持離岸風電開發的競爭力，並投入前瞻技術研究如浮動式離岸風電、
地熱、海洋能等，持續擴大台電再生能源開發。

配合政府推動太陽光電專區，台電須及早因應大容量地面型太陽光電併網之需
求，位於併網熱區之區營業處，主動洽訪地方政府及民間業者，引導太陽光電
設置業者以集中布建方式併網，以避免投資浪費，同時台電將持續辦理再生能
源併網所需之配電級加強電力網工程，推動短中長期模式規劃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