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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三次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工作小組會議於 2013 年 11 月 22 日於成都召開，

核能研究所派核儀組簡任副研員張永瑞、徐耀東出席與會。回顧歷史，2011 年 4 月 10

日大陸地區中國電機工程學會與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於北京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合作備忘錄中明訂雙方合作目的、內容和方式，以搭建一個務實且具有影響力的產、學、

研的資訊交流與合作互動平台，藉此深入推進具有時效性及長效性的合作交流，推動兩

岸電力科技與產業合作的縱深發展。2013 年 11 月 22 日第三次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

準工作小組會議，分別針對兩岸智慧電網發展現況與產業共通標準的利基項目作要點式

探討，並確立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推動工作，由大陸地區中國電機工程學會與台

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擔任協調單位；優先由共通標準之工作小組就「配電自動化

(ADAS)變電站網絡設備監控」與「自動需量反應(ADR)與智慧家庭電能管理(HEMS)通訊

標準」，進行細部工作討論。 

 

關鍵字：智慧電網、兩岸共通標準、配電自動化、需量反應、電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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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第三次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工作小組會議於 2013 年 11 月 22 日於成都召開，

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派核儀組簡任副研員張永瑞、徐耀東出席與會。回顧歷史，

2011 年 4 月 10 日大陸地區中國電機工程學會與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於北京共同簽

署合作備忘錄，合作備忘錄中明訂雙方合作目的、內容和方式，以搭建一個務實且具有

影響力的產、學、研的資訊交流與合作互動平台，藉此深入推進具有時效性及長效性的

合作交流，推動兩岸電力科技與產業合作的縱深發展。經過兩岸雙方多次互訪交流，皆

深切體認到，就產業發展角度而言，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的制定時程能否與國際

標準時程同步接軌，將牽動台灣及大陸廠商未來切入國內外市場的契機，應明確兩岸智

慧電網標準實踐與發展趨勢，強調兩岸之互補性，促進兩岸產業發展與合作，並需要兩

岸政府、研究單位、以及電力相關行業等積極支持與參與實踐。2012 年 9 月 7 日於上海

舉辦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第一次工作會議，亦分別針對兩岸智慧電網發展現況與

產業共通標準的利基項目作要點式探討，並確立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推動工作，

由大陸地區中國電機工程學會與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擔任協調單位；優先就「配電

自動化(ADAS)變電站網絡設備監控」與「自動需量反應(ADR)與智慧家庭電能管理

(HEMS)通訊標準」共通標準分別成立工作小組。並於 2013 年 1 月 17 日於北京中國電力

科學研究院進行兩岸部份工作小組成員之技術交流、意見交換與合作機制探討；2013

年 7 月 1 日兩岸雙方於台北進行第二次海峽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工作會議，就共

通標準之執行細節與可行性進行熱烈探討，明確推進此兩項專業領域產業共通標準制定

應用的工作規劃和合作機制，並於 2013 年 11 月 21 日的大陸地區中國電機工程學會之

成都年會進行「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制定與交流規劃構架書」之研擬，因此，此

行本所派員出席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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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日期 行程 

11/20 (三) 
人員：核儀組簡任副研員張永瑞、徐耀東 

去程(台北-成都)  

11/21 (四)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年會 

KS1 能源發展與電力創新戰略 

KS2 光伏發電的發展現狀和發展趨勢 

KS3 化石燃料燃燒源頭控制 PM2.5 的基礎研究 

11/22 (五) 

海峽兩岸智慧電網標準與應用專題研討會 

1.配電自動化標準及新技術發展交流(沈兵兵) 

2.台灣配電自動化行業標準制定應用與建議(許世哲) 

3.IEC 61850 在配電網自動化的應用(徐丙垠) 

4.需求響應關鍵技術及國內外標準(張晶) 

5.自動需量反映(ADR)與智慧家庭電能管理(HEMS)通

訊標準制定應用與建議(楊宏澤) 

 

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第三次工作會議 

16:30-18:30 工作組閉門會議 

11/23 (六)~24 (日) 資料整理及行程 (成都-北京) 

11/25 (一) 國家能源大型風電併網系統研發（實驗）中心 

11/26 (二) 回程 (北京-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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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一)、大陸地區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年會 

年會概述 

2013 年大陸地區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年會於 11 月 21 日在成都召開。年會主題係為電

力發展與生態文明，會議內容包括：主旨報告、專題研討會、女工程師論壇、論文宣講、

論文張貼，並舉辦新技術、新產品展示及技術參觀。主辦單位係為大陸地區中國電機工

程學會，協辦單位係為中國華能集團公司、四川省電機工程學會、南瑞集團公司（國網

電力科學研究院）、南京南瑞繼保電氣有限公司、成都市博覽局等單位。年會日程總安

排如下表所示： 

 

日 期 時 間 內 容 地 點 

11 月 20 日 

星期三 
全天 會議註冊 五福樓大堂 

11 月 21 日 

星期四 

08:30-10:00 開幕式、頒獎儀式 

五福樓 1 層五福堂 10:00-10:30 茶歇 

10:30-12:00 特邀報告 

14:00-17:30 
PN1. 特高壓輸電設備及應用

高峰論壇 
五福樓 1 層五福堂 

14:00-17:30 
PN2. 清潔高效發電技術專題

研討會 
五福樓 2 層聚英廳 

14:00-18:00 PN3. 終端使用者用電需求管理 五福樓 2 層國際廳 

18:30-20:30 女工程師論壇 五福樓 2 層聚英廳 

14:00-18:00 論文宣講 PE1 五福樓 3 層卓錦廳 

14:00-18:20 論文宣講 PE2 五福樓 4 層文匯廳 

14:00-17:30 論文張貼 PS1、PS2 五福樓會場回廊 

 

開幕式及主旨報告日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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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及主旨報告 

11 月 21 日（星期四） 五福樓 1 層五福堂 

時  間 內  容 

開幕式 

8:30-8:40 主持人介紹參會嘉賓 

8:40-9:00 

領導致辭：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領導 

中國科協學會學術部副部長 劉興平 

中國華能集團公司副總經理 那希志 

川省電力公司領導

9:00-10:00 

2013 年度顧毓琇電機工程獎頒獎 

2013 年度中國電機工程傑出青年工程師獎頒獎 

2013 年度電力科普教育基地命名授牌 

特邀報告 

10:30-11:00 
KS1 能源發展與電力創新戰略 

李  冶，國家能源局總經濟師 

11:00-11:30 
KS2 光伏發電的發展現狀和發展趨勢 

王斯成，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 

11:30-12:00 
KS3 化石燃料燃燒源頭控制 PM2.5 的基礎研究 

姚  強，清華大學教授 

 

有關 PN1、PN2、PN3 相關議題及論文發表安排如下： 

PN1 特高壓輸電設備及應用高峰論壇 

11 月 21 日 (星期四)  地點：五福樓 1 層五福堂 

聯合主辦：英大傳媒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許繼集團有限公司 

14:00-14:10 主持人介紹與會嘉賓和報告人 

14:10-14:15 
致辭 

張渝，英大傳媒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4:15-14:45 
PN1-1 高速成長中的中國電工設備製造業 

蔡惟慈，中國機械聯合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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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15:15 
PN1-2 特高壓交流設備國產化研製與工程應用 

孫昕，國家電網公司總經理助理 

15:15-15:45 
PN1-3 特高壓直流輸電系統設計和設備選型 

黃瑩，南方電網科學研究院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16:05-16:35 
PN1-4 特高壓工程建設——讓中國開關裝備製造業走向世界之巔 

張猛，西安西電開關電氣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6:35-17:05 
PN1-5 特高壓輸變電工程用變壓器類產品的開發 

鐘俊濤，特變電工瀋陽變壓器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7:05-17:35 
PN1-6 特高壓直流換流閥與控制保護設備的研製 

姚為正，許繼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 

17:35-18:00 互動交流 

 

PN2 清潔高效發電技術專題研討會 

11 月 21 日 (星期四)    地點：五福樓 2 層聚英廳 

協辦：中國華能集團公司 、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主持：趙  毅，中國華能集團科環部主任       

14:00-14:10 主持人介紹與會嘉賓和報告人 

14:10-14:40 
PN2-1 多能源互補特性與虛擬發電廠控制 

劉吉臻，華北電力大學校長 

14:40-15:10 
PN2-2 IGCC 與 CO2 捕集技術與示範 

許世森，華能清潔能源研究院院長 

15:10-15:40 
PN2-3 燃煤電廠鍋爐環保一體化改造技術 

趙宗讓，西安熱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長 

16:00-16:30 
PN2-4 大型燃煤發電機組變工況特性及能耗控制策略 

嚴俊傑，西安交通大學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副院長                

16:30-17:00 
PN2-5 700 度 A-USC 關鍵部件用材料研發現狀及展望 

穀月峰，國家千人計畫特聘專家 

17:00-17:30 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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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3 終端使用者用電需求管理專題研討會 

11 月 21 日 (星期四)  地點：五福樓 2 層國際廳 

協辦：南京南瑞繼保電氣有限公司  國網冀北電力有限公司 

主持：趙希才，南京南瑞繼保電氣有限公司發展部副主任 

14:00-14:10 主持人介紹與會嘉賓和報告人 

14:10-14:35 
PN3-1 能效測評與需求回應 

周昭茂，中國電科院用能所研究員級高工 

14:35-15:00 
PN3-2 電力需求回應在香港的發展 

何兆光，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副主席 

15:00-15:25 
PN3-3 澳門電力需求側管理之機遇與應用實例  

朱嘉傑，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能源審核工作委委員會主任 

15:25-15:50 
PN3-4 智慧用電中的用戶行為 

黃  瀚，國網能源研究院電網發展綜合研究所副所長 

16:20-16:45 
PN3-5 智慧電網下需求回應技術體系研究 

徐石明，國電南瑞用電分公司總經理 

16:45-17:10 
PN3-6 終端使用者需求回應及互動在電能量資料中心的實踐應用 

肖  勇，廣東電網公司電力科學研究院所長 

17:10-17:35 
PN3-7 面向智慧電網的需求回應商業運作模式研究 

李  揚，東南大學電氣工程學院系主任 

17:35-18:00 
PN3-8 城市樓宇空調系統（典型設備）的高效利用 

姚裕德，北京慧和仕科技公司總裁 

 

 

    特邀報告主持人由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周孝信(中科院院士)擔任，特邀報

告講題包含「能源發展與電力創新戰略」、「KS2 光伏發電的發展現狀和發展趨勢」、「KS3

化石燃料燃燒源頭控制 PM2.5 的基礎研究」，摘錄簡報重點資料如下，特別針對華北電

力大學校長劉吉臻簡報虛擬電廠部分，值得我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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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海峽兩岸智慧電網標準與應用專題研討會由沈兵兵組長、許世哲教授、徐丙垠

教授、張晶組長、與楊宏澤組長分別針對「電力自動化(ADAS)網絡設備監控」與「自

動需量反應(ADR)與智慧家庭電能管理(HEMS)通訊標準」發表專題並對兩岸智慧電網產

業標準提出自己的專業看法與建議，演講題目包含 1.配電自動化標準及新技術發展交流

(沈兵兵); 2.台灣配電自動化行業標準制定應用與建議(許世哲); 3.IEC 61850 在配電網自

動化的應用(徐丙垠); 4.需求響應關鍵技術及國內外標準(張晶); 5.自動需量反映(ADR)與

智慧家庭電能管理(HEMS)通訊標準制定應用與建議(楊宏澤)。重點摘要如下所述： 

1. 「電力自動化(ADAS)網絡設備監控」之大陸工作組沈兵兵組長提出下列五點

建議，(1)IEC 61850 在配電自動化的應用；(2)饋線自動化的實現形式與運行管

理；(3)基於 IEC 61850 的信息交互與系統集成；(4)配電網運行的綜合能效提升

技術；(5)大面積停電故障處理與恢復技術。 

2. 「電力自動化(ADAS 網絡設備監控」之台灣工作組成員許世哲教授提出台灣

配電自動化行業標準制定應用與建議，(1)台電公司新建自動化變電所採用 IEC 

61850 標準；(2)台灣已有多家廠商具有生產並提供符合 IEC 61850 標準的設備；

(3)台灣目前正規劃 IEC 61850 標準的檢測驗證體系，如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

中心、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等；(4)台電公司配電應用軟體介面，

應考慮採用 IEC 61968 共享信息模型；(5)台灣多家廠商具備生產配電自動化監

控設備及系統整合能力，可對大陸地區的配電自動化建設提供服務。 

3. 「電力自動化(ADAS)網絡設備監控」之大陸工作組成員徐丙垠教授建議，

(1)IEC 61850-90-6 配電自動化數據模型工作進展緩慢，再加上兩岸針對配電自

動化各有強項，所以建議兩岸工作組可針對此項目進行交流合作，先有具體成

果，即可提報 IEC 成為國際標準；(2)建議試點與示範系統；(3)制定行業試行

標準；(4)建立與 IEC TC57 WG17 工作組的聯繫，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活動；

(5)努力使研究成果進入國際標準。 

4. 「自動需量反應(ADR)與智慧家庭電能管理(HEMS)通訊標準」之大陸工作組張

晶組長建議開展適合兩岸產業需求的共通標準，(1)電力需求響應：基於

OpenADR 並符合 PC118 與 CIM 原則；(2)用戶能源管理：基於 SEP2.0 並符合

PC118 原則，包括 HEMS、BEMS、FEMS；(3)能效與節能：調研需求，以找出

需要標準化的系統與產品。 

5. 「自動需量反應(ADR)與智慧家庭電能管理(HEMS)通訊標準」之台灣工作組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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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澤組長建議，(1)探討 OpenADR 與 SEP2.0 於兩岸環境之適用性；(2)探討大陸

地區國家傳感器網路(傳感網)標準工作組(WGSN)所制定的標準與 ZigBee SEP 

2.0 之調和性；(3)探討大陸地區傳感網標準的未來發展制定方向；4)SEP 2.0 and 

OpenADR 2.0 的銜接之介面標準。 

 

各簡報重點資料摘錄如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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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第三次工作會議 

第三次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工作小組會議於 2013 年 11 月 22 日於成都召開，

雙方小組經過熱烈探討並形成決議，如下所列。 

 

1. 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工作小組已提出「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研究、

制定與應用規劃架構」初擬，並以優先選定之國際標準體系係為 SEP 2.0、

OpenADR、與 IEC 61850 作為實踐遵循原則；再者，確立「兩岸智慧電網產業

共通標準研究、制定與應用規劃架構」大綱，作為依循。雙方工作小組應以會

議參與或小組活動之方式進行工作開展，各就本身地域特色與產業現況開展調

研，提出該標準之應用瓶頸與困難點，並於第四次工作會議提出修訂建議，進

而修訂成「電力自動化(ADAS)網絡設備監控」與「自動需量反應(ADR)與智慧

家庭電能管理(HEMS)通訊標準」項下之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第四次工

作小組會議預計在 2014 年 7 月份於台灣舉行。 

2. 「電力自動化(ADAS)網絡設備監控」之兩岸產業共通標準工作小組提出決議

為， 

(1) 兩岸雙方就配電自動化與饋線自動化等領域具有國際技術領先優勢，故組

成兩項專業工作分組(Task Force)，分別以 IEC 61968 與 IEC 61850 為基調，

進行本身地域特色與產業現況開展調研，提出該標準之應用瓶頸與困難點，

並修正為具兩岸共通特色產業標準；進而，具體成立項目以各自形成國家

標準；再者，修訂該標準為國際標準。 

(2). 專業工作分組一係就 IEC 61968 國際標準提出具兩岸產業共通特色之配電

自動化應用介面標準修訂建議，完備該國際標準； 

(3). 專業工作分組二係就 IEC 61850 國際標準提出具兩岸產業共通特色並適用

於配電自動化之標準制定研究與應用建議，如可取代製造訊息規格

(Manufacturing Message Specification, MMS)之通訊協定、饋線自動化之實現

形式與運行管理、分散式電力併網之實現形式與運行管理，包含太陽光電

(PV)、電動車充電站、微電網等。 

(4). 具體作法為，於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召開前(預計於 2014 年第一季於某大

陸城市展開專業工作分組會議)，兩岸雙方就配電自動化與饋線自動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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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體經驗相互交流，並與具專業度優良廠商形成合作機制，探討電力自

動化兩岸共通產業標準具體實現，形成技術報告，開展調研，發展示範區

域，並於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發表並成果展現。 

 

3. 「自動需量反應(ADR)與智慧家庭電能管理(HEMS)通訊標準」之兩岸產業共通

標準工作小組提出決議為，兩岸雙方就自動需量反應與電能管理進行本身地域

特色與產業現況開展調研，提出該標準之應用瓶頸與困難點，並修正為具兩岸

共通特色產業標準；進而，具體成立項目以各自形成國家標準；再者，修訂該

標準為國際標準。 

(1). 就基於OpenADR 並符合PC118與共通資訊模式(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CIM)原則之電力需求響應提出共通標準制定與應用建議；基於 SEP 2.0 並

符合 PC118 原則，包括 HEMS、BEMS、FEMS，提出用戶能源管理共通標

準制定與應用建議； 

(2). 針對調研需求，找出需要標準化的能效與節能之電能管理系統與產品，提

出共通標準制定與應用建議； 

(3). 雙 方 工 作 小 組 就 利 基 產 品 研 擬 電 能 管 理 系 統 之 標 準 體 系 表 或 框 架

(Architecture)，未來並據以制定相關共通標準； 

(4). 具體作法為，於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召開前(預計於 2014 年第一季)，先至

上海電能管理示範區域，商研兩岸產業標準研究與應用合作之可行性，再

於廈門展開專業工作分組會議。廈門專業工作分組會議目的係為兩岸雙方

就電能管理提出具體經驗相互交流，並與具專業度優良廠商形成合作機制，

探討電能管理上海與台灣共通產業標準具體實現，形成技術報告，投入上

海電能管理示範區域，並於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發表並成果展現。 

 

4. 「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研究與制定」合作備忘錄簽訂，促使工作小組確

定優先標準制定研究項目與凝聚合作共識，並著重於推動標準制定過程中的交

流與推動，把握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的制定時程與國際標準時程同步接

軌，促進兩岸產業發展與合作。此次會議收穫頗豐，兩岸雙方工作小組應分別

向國家標準委員會與標準檢驗局爭取正式成立工作項目。 

 



圖 9、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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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能源大型風電併網系統研發（實驗）中心 

2010 年 1 月 6 日，國家能源大型風電併網系統研發中心(以下簡稱研發中心)獲國家

能源局授牌正式成立，成為首批大陸地區國家能源研發（實驗）中心之一。研發中心依

託大陸地區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建設，主要開展風電併網規劃模擬技術、風電功率預測

及數值天氣預報技術、風電優化調度和運行控制技術等風電併網關鍵技術研究和風電機

組試驗檢測工作，建立完善的風電試驗檢測能力，並建成世界規模最大、功能最全、檢

測手段先進靈活的國家級風電試驗基地。 

在研發平臺建設方面，第一：配置有包括電力系統分析、風電場規劃設計和風能資

源評價軟體等多種研究工具；研究和建立了多時間尺度風電模擬分析研究平臺及大陸地

區首個專門用於風電/光伏功率預測的數值天氣預報運行中心。第二：開發了大陸地區

首套具有完全自主智慧財產權的「風電功率預測系統軟體平臺」和首套「風電優化調度

計畫系統」，自主開發風電機組各項特性檢測測試系統；建置大陸地區第一個風電機組

檢測中心品質管制體系和唯一具備全部風電機組特性檢測與評估能力的風電檢測機構，

並獲得了大陸地區首個風電機組檢測方面的 CNAS 國際互認可資質和計量認證資質。第

三：建置了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風電試驗基地，具備完善的風電檢測能力。成功研製安

裝了關鍵測試設備「固定式電壓驟降發生裝置」和「電網擾動發生裝置」；基地建設 30

個測試機位元，通過基地獨特設計的集電系統，可以高效的開展風電機組測試；基於 IEC 

61850-9-2 通訊協定，研製了高速海量資料獲取分析系統，採樣頻率高達 20kHz，實現試

驗結果的快速記錄和分析。 

研發中心成立以來，積極開展科研開發和科技創新，目前已取得了重要進展。第一：

在風電併網模擬與分析研究方面，研發中心研發了基於電力系統生產類比的併網風電規

劃方法和基於風電機組通用模型的大規模併網風電對系統穩定性影響的分析評估方法，

構建了可用於電力系統靜態及暫態分析並能準確模擬低壓穿越(Low Voltage Ride 

Through, LVRT)能力的風電機組模型，以及接入大規模風力發電的區域電網穩定性模擬

分析體系。第二：在風力發電功率預測技術方面，研發中心建立了數值天氣預測降尺度

研究和計算能力，對不同數值天氣預測降尺度模式進行研究；展開風力發電功率預測物

理模型研究，針對不同區域的地形特點，展開基於不同方法的物理預測模型的研究工作。

研究了風力發電功率預測的理論與方法，提出多種預測模型及其組合，並給出了模型的

選擇方法和原則；開發了國大陸首套具有完全自主智慧財產權的風電功率預測系統。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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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已在大陸地區 14 個電力調度中心及 130 多個風電場投入運行，預測總容量超過 3000

萬千瓦，居世界首位，預測精度達到國際先進水準。第三：在新能源優化調度運行技術

研究方面，研發中心研究了基於風力發電功率預測的常規電源優化啟停技術、風力發電

接納能力評估技術、風力發電與常規電源的協調優化調度技術、風力發電受限期間的優

化分配技術，並研發相應的風電優化調度計畫系統，解決了目前風力發電之電力不能納

入電網調度計畫、火電運行經濟性差、風電利用率低的問題，實現風電與火電的安全經

濟優化運行，提高電網調度機構的風電調度運行水準。第四：在風電試驗檢測能力建設

方面，研發中心研究了風電機組功率特性、電能品質和功率控制、雜訊、載荷、低電壓

穿越以及電網適應性檢測技術；研究了各類型測試的資料處理和評價方法；研究開發了

8 大類移動式風電檢測系統 50 餘套；研發了首套電壓等級最高，容量最大、體積最小

的移動式風電機組低電壓穿越測試系統，以及風電場併網特性檢測系統。第五：在風電

試驗基地建設方面，研發中心首次提出了集風電機組通用基礎、切換靈活的集電系統和

高相容性的高速海量資料獲取處理系統於一體的風電試驗基地設計方案，建成了世界上

規模最大的風電試驗基地，可以為30台風電機組不間斷開展機械特性和電氣特性測試，

實現了高效、靈活的風電試驗檢測。目前，中心已為全球 50 多個風電機組製造商開展

150 餘項移動式風力發電測試專案。 

整體過程值得我們思考的為大型 MW 級全釩液流電池系統(如圖 16 照片)，用以平

滑風力發電曲線，並實際獲得改善；以及大型垂直軸風機經過測試後，只剩下垂直軸骨

架並無葉片(如圖 15 照片)，現場簡報人員建議大型垂直軸風機經過實際測試，並不建議

使用，以上供參考。 

 



 

圖 111、國家能源源大型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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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全

圖 17、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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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在大陸地區中國電機工程年會的特邀簡報中，大陸人士對微電網科技的期許頗高，

在論述中微電網優點可以包括四點；第一，解決區域電網內高佔比再生能源所造成電力

不穩定的問題；其次，削峰填谷乃微電網目標之一，然在儲能成本尚未有效下降之前，

平滑再生能源如風機或太陽能之發電量曲線，則為主要貢獻；第三，由於大陸的汙染及

霾害來自於區域各處之煤廠發電或化學工廠，分佈式微電網結合氣候資訊之能源發電與

有效調度，可用以解決區域汙染問題；最後在特邀報告中清華大學教授姚強「化石燃料

燃燒源頭控制 PM2.5 的基礎研究」簡報提出能源管理新概念，亦就是從安全調度到節能

調度到清潔調度，可謂能源管理新概念。 

2011 年 4 月 10 日，大陸地區中國電機工程學會與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於北京

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合作備忘錄中明訂雙方合作目的、內容和方式，以搭建一個務實

且具有影響力的產、學、研的資訊交流與合作互動平台，藉此深入推進具有時效性及長

效性的合作交流，推動兩岸電力科技與產業合作的縱深發展。2012 年 9 月 7 日於上海舉

辦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第一次工作會議，亦分別針對兩岸智慧電網發展現況與產

業共通標準的利基項目作要點式探討，並確立兩岸智慧電網產業共通標準推動工作，由

大陸地區中國電機工程學會與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擔任協調單位；優先就「配電自

動化(ADAS)變電站網絡設備監控」與「自動需量反應(ADR)與智慧家庭電能管理(HEMS)

通訊標準」共通標準分別成立工作小組。根據多項資料顯示，大陸方面未來對微電網之

投資與科技發展，期許甚深，本所為台灣智慧電網產業協會理監事成員，並在台灣微電

網技術發展居領先地位，參與此會議有助未來資訊之獲得，並建立國內外溝通管道，建

議持續參加，惟須注意此活動目前兩岸雙方仍以非官方單位代表進行，本所以台灣技術

研發單位參與會議，避免強調具官方身份。 

 

 

  



五、附錄：兩岸智智慧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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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用專專題簡報報重點摘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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