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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摘要   

本 司歷 參加 灣企業永續獎 TCSA 去(106) 參賽

下企業 民獎 皆獲佳績 為展現本 司長期推動永續 展的成

果 提升本 司的國際知 首次報 參加亞洲企業社會責任

獎  

本 司近 積極投入綠色行動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提

高 司在 善環境 社會 益的知 肯定 因此報 綠

色領 獎 社會 益 展獎 獎項  

本 司依據主辦單 的時程提供參賽相關書面資料 並 實

地評審以簡報 專 片 呈現本 司推動永續企業社會責任所

做的 力 評審結果本 司獲得 社會 益 展獎 並獲邀出席

頒獎 禮  

2018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頒獎 禮 107 6 1日 星

期五 假菲律賓馬尼拉萬豪酒店 行 一 行的還 2018

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高峰會 高峰會的主 為 建立一個共享的未

來 會中安排一系列專 演獎 組討論 奉指示 企劃處派員

出國參加高峰會 頒獎 禮並領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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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程 

一 出國目的 

司 首次參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Asia 

Responsible Enterprise Awards AREA 榮獲 社會 益 展

獎 獎 並 邀出席頒獎 禮 國 企業社會責任高峰會  

2018 國 企業社會責任高峰會 2018 亞洲企業社會責

任獎頒獎 禮 107 6 1日 星期五 假菲 賓馬尼拉萬豪

酒店 Manila Marriott Hotel 行 奉指示由企劃處派員出國

參 高峰會 頒獎 禮並領 獎  

程 

(一)報 參  

由 司歷 參 灣企業永續獎 TCSA 去(106) 參

企業 民獎 皆獲佳 為展現 司長期 動永續 展

的 果 提升 司的國 知 司首次報 參 亞洲企

業社會責任獎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2006 創辦 由非 府組織亞洲企業

商會 Enterprise Asia 主辦 自 2015 起 亞洲企業社會責

任獎頒獎 禮 國 企業社會責任高峰會 時 辦 為亞 地

最大型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 國 性的交流 臺 得獎者

得以 亞 地 之商業領袖聚集 享 雙贏的合作機

會  

亞洲企業商會是一個 力 創 亞洲企業家精神 域永續

展的非 府組織 NGO 希望在永續經濟和永續社會 展前提

, 為 動 球經濟 等進 的原動力 國 企業社會責任高

峰會 International CSR Summit ICS 是目前商會重要的



2 

 

主力論壇之一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永續諾貝爾獎的美稱 主要目的為表

揚和嘉獎 動永續企業社會責任之優 企業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

獎共 6個獎 並建立 4個構面 環境(Environment)

實踐(Fair Practices) 社會(Community) 民衆(People) 獎

類別 綠色領 獎 Green Leadership 人力投 獎

Investment in People 健康衛生 廣獎 Health Promotion

社會 益 展獎 Social Empowerment 中 型企業社會責任獎

SME CSR 以 責任商業領袖獎 Responsible Business 

Leadership  

近幾 司積極投入綠色行動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屢

獲讚賞 亦提高 司在 善環境 社會 益的知 肯定

足堪表率 因 報 綠色領 獎 社會 益 展獎 2 獎

評 目包括 創新程 解決問 向的結果 永續

性 整合性 等 4  

( )報獎 容 

為報 參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請 司業務處 綜研所

配電處 供電處 系規處 企劃處等單 提供參獎 料 並由企

劃處彙整 外 亦感謝 服處協 剪接製作 司 影片

綠色領 獎 報獎方案為 善環境的行動者 容包含 碳

能源供給 綠色轉型 智慧電力需求面管理 生態共融 社會

益 展獎 報獎方案為 電力共融 穩定 高品質電力的服務者

容包含電力共融 電力供應穩定 相關報獎 料整理如表

1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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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綠色領 獎 

項     目 

一 碳能源供給 綠色轉型 SDG11 永續城  

․ 綠色債券 

․ 再生能源 陸域風力  

離岸風力 海域風電 工處  

陽光電 光明 計畫  

地熱 電 綠島 宜蘭仁澤 土場 大屯山 東金崙  

化縣合作 綠能電力建設合作備忘錄 MOU  

智慧電力需求面管理 SDG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 節電獎勵 每 獎勵金 0.6元 社區節電宣 服務  

․ 需量競價 需量競價 高壓用戶服務入口網站  

․ 時間電價 商型簡易時間電價  

生態共融 生態 善 環經濟 SDG6 淨水與衛生 SDG13 氣候行動  

SDG14 海洋生態 SDG15 陸域生態 

․ 生態電廠 萬大電廠 環境教育設 場所 證 臺灣大豆 育  

大 溪電廠 馬鞍壩生態園區設置魚道  

林口電廠 合 育 微藻固碳 海洋牧場  

中電廠 燕鷗棲地營 生態池  

大潭電廠 生態池  

․ 海洋生態保育 漁業署合作 海底城 鎮計畫 電桿人工魚礁  

第 核能 電廠海底珊瑚礁生態系即時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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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會 益 展獎 

項     目 

一 電力共融普 SDG 1 消除一 形式貧窮 

․ 普 營業區處與饋線電路 

․ 離島用電補  

․ 偏鄉社區社會服務-電力咁仔店 苗栗電氣 會合作 更換老 線路  

老人日間關懷據點結盟 簡易案件 辦  

電費無息借墊  

老人數 教學  

電力供應穩定性 SDG 9 創新與 礎建設 SDG 13 氣候行動 

․ 供電 靠 管理機制 定期檢討 析 配電饋線自動化 落實風險管理  

訓相關人員 加強稽核作業  

․ 緊急 件處理-災害搶救與重建 災害搶救與重建之管理方針與 行權責  

各類災害 緊急 件 報程序  

災緊急應變 組  

․ 氣候韌性提升-智慧化防災型電網建置 配電線路防災型桿線地 化  

饋線自動化  

核研所合作 烏來福山微電網  

完整報獎 料詳如附件 1  

( )實地審查 

4 中旬主辦單 派員前來 司進行實地審查 由企劃處

進行簡報 並播 自 電影音網蒐集之相關報獎 案影片 社會

益 展獎影片 電咁仔店 福山微電網 綠色領 獎影

片 電 大秘境 電 行綠債 扮演 動綠色經濟領頭羊

灣大豆 育計畫 電桿人工魚礁 電保護海洋生態 效

斐然 相較 文 影片更 說服力 影片的播 展現

司 偏遠地 民眾的關 動環境保護不遺餘力 評審員

也很認 整個實地審查 程非常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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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知得獎 

5 旬主辦單 知 司榮獲 社會 益 展獎 獎

並邀請出席頒獎 禮  

主辦單 提供 AREA頒獎 禮之出席方案 種 別是 榮

方案 豪華方案 基 方案 詳如表 榮方案費用最高 提

供的服務 目也最多 次為豪華方案 基 方案費用最 提

供的服務 目也最少 考量 司首次報 參 基 方案提供

的 目已符合 們的需求 因 擇基 方案  

表 3 AREA頒獎 禮之出席方案 

尊榮方案 

(USD14800≒ 𝐍𝐓𝐃444,000) 

豪華方案 

(USD8,800≒ 𝐍𝐓𝐃𝟐𝟔𝟒,000) 

本方案 

(USD6,800≒ 𝐍𝐓𝐃𝟐𝟎𝟒, 𝟎𝟎𝟎) 

AREA獎牌 證書 

AREA 2018 Logo使用權 

2018 皮書刊 跨 彩獲獎專案 容 

獲獎 單 AREA網站 美通社新聞 佈 當地媒體 

頒獎 禮播放 40秒獲獎專案 片 

AREA網站報 獲獎專案並連結獲獎 司官網 

5VIP 晚餐 5標準 晚餐 

5個免費 參加 2018國際 CSR高峰會(每 USD1,000) 3個免費 

SME &Entrepreneurship雜 刊 一 彩廣告 無 

2018 皮書 彩廣告 無 

禮門廳彩旗 無 

另贈 10本獲獎 皮書 另贈 5本獲獎 皮書 無 

獲獎者專訪 片 無 無 

2018CSR高峰會 言 無 無 

60秒獲獎者電視專訪(CAN) 無 無 

獲獎專訪新聞 佈(Yahoo & MSN)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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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2018 國 企業社會責任高峰會 

2018 國 企業社會責任高峰會 (International CSR 

Summit ICS) 是第四次 辦 高峰會的主 建立一個共

享的 來 (Building A Shared-Future) 單靠 府的 動似乎

不足已應付 來的挑戰 強調需要企業引 轉型變革 團結

共 應付威脅人類和地球最急迫的議 以 共享的 來

亦即 更多的合作來確保持續的 長 克服 們 個時代面臨

的持續性緊迫的威脅  

高峰會進一 敦 企業提供實質的影響力和解決方案 以實

現永續 展目標 高峰會聚焦在積極 明和目的驅動的永續措

因應面臨的經濟 社會和環境挑戰 共 建立一個 責任和

永續的 來  

次峰會的焦點  

1.闡明 企業 產業 社 和環境產生積極的影響  

2.因應轉型變革以實現長期影響  

3.解決人權問  

4.賦予婦女權力和願  

5.利用永續 展目標來關注新 趨勢和新業務 展  

6.構建願 並建立 持續 展的伙伴關  

7. 社會創新融入 心業務戰略和營運 以實現 長的機會  

8.建立共 目標 實現共享的 來  

次高峰會的議程為期 1 共 為 大類 社會 益

展 健康衛生 廣以 綠色領 會中安排一系列的 演

講 組討論  

1.社會 益 展 

跨國和產業的合作 提升社會和經濟 處 不利地 的

社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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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轉型變革 

需要企業的執行長領 跨產業的 轉型變革  

球面臨的挑戰持續地增 地球和人類 處 環境破

壞的風險中 而亞洲也面臨經濟的不確定性 以確認目前

球 府 企業 力的進展 限 還不足以 聯合國的永

續 展目標 需要跨企業和產業間長期持續的合作進行

面轉型變革 在 來各企業執行長必須 入並 動整體業務

的持續創新 以實現永續 展目標  

 

 

照片 1  演講 轉型變革  

(2)跨產業生態系統 創 長期 轉型的跨產業合作 

討論實 跨產業合作策略時面臨的挑戰和 礙

以 協調所 工作所需的架構 強調經由集體影響力

Collective impact 解決社 相關的問 需要非營

利組織 基金會 府機關 學術機構以 企業群策群力  

別合作夥伴 實現大規模變革的願 競爭

手轉變為合作者 讓包括投 者在 的所 各方參 自身企

業的永續 展願 並 相 的觀點 現解決問 的契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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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討論一 經由創 長期價值來實現共享 來 

討論社會問 以 企業 是忽視的 他挑戰

些挑戰阻礙了共享的 來 企業必須 強監督永續 展目標

(SDG)的進展 例如明定各 架構和措 並據以實現目標

時還討論了 各種方式擴大規模和評估社會影響 例如

跨產業的合作夥伴關 以進一 訂定企業社會責任的戰略

架構和追踪 持續性 效  

 

照片 2 組討論 

(4)提升婦女權力 

婦女在社會責任的角色持續增  

實現性別 等和提升婦女權力是 聯合國永續 展

目標的第 5個目標 提升婦女的經濟能力是實現目標的 決

條件 鼓勵提升婦女的權力 確保婦女 面參 經

共決策 時建立一個強調她們的價值觀 理想和夢想

的社會 並 作為當前社會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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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演講 提升婦女權力 

2.健康衛生 廣 

鼓勵和 進主動權 目的在提高直接和間接利 關 人的

認知和改善健康  

(1)員工健康 

打破無菸工作場所的 礙 維持工作場所的安 和健康

環境  

菸在世界許多地方仍然 存在 球統計數據

顯示 菸人口的比例在某些國家雖 降 但 據世衛組

織的統計 個比例仍然很高 反 職場菸 的行動不僅僅

是立法限 菸在某些特定的 域 還需要社 共 的 力

例如由 司形 聯盟 共 職場無菸 目標 司是人

們工作的地方 要為員工創 一個安 和健康的工作環境  

(2)人權 

企業和人權生態系統 

如 企業 企業社會責任和包容性業務視為 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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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部 必須確保照顧到所 人 尤 是身心 礙人士

婦女和原 民 才 良好的商業意義 包容性是每個人的

務 東 亞國協跨 府人權 員會 幫 些弱勢者提升

生存能力 時還要確定人權是否會因跨商業活動 譬如

供應鍊 而 到侵犯  

3.綠色領  

建立共 目標的伙伴關 力實現氣候適應性經濟  

(1) 組討論  

創 一個適應氣候變 的業務 因應 球氣候變 的挑

戰  

當環境的挑戰 升級到新的紀錄 預測亞洲 深

氣候變 的泥 討論數據驅動 data-driven 利

用數 工 實現永續 展目標 因為數據在監測永續 展目

標 措中 揮重要的作用 為了實現氣候適應性經濟

(Climate Resilient Economy) 領 者需要建構願 並

建立實現 持續 的伙伴關  

(2)新 業 

機也是轉機 在面臨挑戰時 也創 了許多新 業

時激 永續 展目標 以實現 來的戰略和 的目標

部 由 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簡又新董 長進行

演講  

自聯合國永續 展目標生效以來 使企業 永續 展

目標納入 心業務 鼓勵企業進一 建立堅定的

諾 提供真 的解決方案 以保持 永續 展目標一 在

提供價值的 時 企業 以使用永續 展目標來關注新 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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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並研究新 業的 展  

(3)社會創新 

司作為社會創新的催 劑 創 共享的 來  

在社會責任的新方法和共享價值模型的概念 動 民

營部門 漸地被認為是跨部門合作的社會創新的直接 動

力 關注社會創新的重點 在 心業務策略和營運 並

情和 球良知創 持久的靈感 意味 們社 的集

體和持久的 在當 快 都市 的世界 持續增 和創

新的靈感 才能創 人們擁 更好的共享 來  

(4)永續 展目標的 來 

要實現永續 展目標首 是籌措 金 依據永續 展

務 府間 家 員會 要在所 國家實現永續 展目標 到

2030 每 球需要 外投 5 7 美元 聯合國貿

易 展會議估計開 中國家每 需要 3.3 4.5 美元

金用 基礎設 路 鐵路 港口 電站 水和衛生

糧食安 減緩和適應氣候變 保健和教育 在目前的

共和 人投 水準 前述五個領域 約佔世界 GDP的 3.2

％ 的 務缺口 到 2.5 美元  

大規模的社會變革需要跨部門的協調 合作 企業社會

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需要重新定義

為合作的社會責任 Collaborativ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建立共享的 來 需要的不僅要實現 司的企業社會責

任目標 還要 力實現共享的目標 共享的目標意味

他理念相 的企業或組織攜手合作 實現永續 展目標

SDG 為重要  

2018 國 企業社會責任高峰會議程詳如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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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頒獎 禮 

2018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頒獎 禮在 6 1日晚間 行 地

點在菲 賓馬尼拉的萬豪酒店 Manila Marriott Hotel 菲

賓參議員艾奎諾 Bam Aquino 眾議院副議長 西亞 Gwendolyn 

Garcia 等 賓到場觀禮 晚會以 式晚 Gala dinner 形式

行 安排歌唱 表演 之 進行盛大的頒獎活動  

 

照片 4 頒獎 禮晚 現場 

次亞洲 14國超 200家企業被提 51家企業獲獎

灣獲獎的 8家企業 別是國泰金 灣之星 瑞昱半

體 中信金 富邦人壽 亞洲水泥 玉山銀行 電 司 獎

12個 僅次 泰國 司榮獲 社會 益 展獎 也是國

國營 業首次獲獎  

頒獎 程依綠色領 獎等 6 個組別 針 各個獲獎企業

頒獎 在 佈得獎企業 接 播 得獎企業的影片 簡 企業

獲獎的 容 再由企業代表 領 獎 在完 頒 所 獎

所 企業代表 頒獎人 賓進行大合照 整個 禮盛

大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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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播 司的得獎影片  

 

 

照片 5 司代表 領獎 

得獎企業除了獎 時獲得證書 精美的 皮書

皮書中用 頁篇幅 紹 司 說明在電力共融方面 電

偏遠地 貧困 弱勢者也能提供相 的服務 另一方面 電

積極強 營運 維護能力 提供 足且優質的電力 到穩定供

電的目標 皮書 關 電簡 詳如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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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 體獲獎企業代表 賓一起合影 

心得 感想 

一 心得 

提到企業社會責任 常會以為是企業從 社會 益 但那

只是 中的一部 企業社會責任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是一種非常廣泛的概念 們常說飲水思源

當企業 之 社會 也 責任 社會做出 獻 企業從 商業活

動主要目地在賺 利潤 但 時也要顧 到利 關 人的利益

而利 關 人包含員工 消費者 供應商 社 環境等 因

企業社會責任不僅股東的權益 也包含員工 消費者的權益 供

應商的管理 還 社 的互動 環境保護  

企業盡社會責任 必須投入許多的 雖然會壓縮到企業

的利潤 但是 從 德層面來看 是應盡的義務 另一方面 從

長遠來看 除了 福社會大眾 保護環境 還 以提升企業形象

最 得到回饋 企業的永續經營  

人類在面臨氣候變 源 開 的情況 生存環境



15 

 

到更多的挑戰 由 地球只 一個 在 源 限的情況 環境

的保護已刻不容緩 因為企業掌握較多的 源 能力 社會做

出更多的 獻 次高峰會討論的重點也鼓 企業善盡社會責任

特別是跨企業 產業的合作 依 聯合國的 17 永續 展指標

1.消除一 形式貧窮 2.消除飢餓 3.良好健康的環境 4.高

質量教育 5.性別 等 6.淨水 衛生 7. 擔且潔淨的能源

8.良好的就業率和經濟 9.創新的基礎設 10.減少不 等 11.

永續城市和社 12.責任消費 生產 13.氣候行動 14.海洋生

態 15. 域生態 16.和 和 義 17.永續 展合作 協 提升

民眾的生活 改善生存的環境 替 代子孫建立一個共享的 來  

感想 

(一)很榮幸參 次 2018 國 企業社會責任高峰會 2018亞洲

企業社會責任獎頒獎 禮 除了更瞭解企業社會責任 永續

展的的意義 更能增廣見聞 看見許多國家的企業除用心在

業的經營 社會責任方面的 獻 也不遺餘力  

( ) 次是第一次前往菲 賓 雖然停留時間不長 只待在大馬尼

拉地 也趁機觀察當地的情況 從市容看明顯貧富差距 殊

另外抽空前往菲 賓 BGC特 Bonifacio Global City 當

地號稱類似 的信義 實 面積是信義 的 倍 比

較起來感覺 們的信義 菲 賓近 積極的建設 是

東 亞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 讓 們想到早期如果不是

不穩定 影響經濟 展 菲 賓也不會 那麼多外 赴國外工

作 看了馬尼拉的 BGC特 覺得 來菲 賓會 很大的進

相較 灣的緩慢 長 讓 們不得不 所警惕  

( )在馬尼拉期間 抽空 了 帕 市 Pasay City 號稱亞洲

最大的 物中心 SM Mall of Asia 裡佔地 41 頃 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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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的餐飲 精品店 當 值周 假日 許多當地人在 物

消費 但是 一個情況 所 場館的入口 都 警衛要求進入

的顧 打開手提包進行檢查 在 灣是沒 的 象 顯示

灣的 安良好 自由民主  

 

照片 7 警衛檢查進入 物中心顧 的手提包 

參 司之 體建議 

司 首 參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即獲得社會 益服

務獎 鑒 獲獎 展現 司在企業社會責任 永續 展所作

的 獻 力 且 提升 司的企業形象 建議 司往 能繼續報

參 獎 或相關永續 展的獎 提升國 的知  

 

肆 參考 料 

1.https://enterpriseasia.org/area/ics/programme/2018-

programme/ 

2.https://www.csronereporting.com/event/410 

3.https://enterpriseasia.org/area/ 

https://enterpriseasia.org/area/ics/programme/2018-programme/
https://enterpriseasia.org/area/ics/programme/2018-programme/
https://www.csronereporting.com/event/410
https://enterpriseasia.org/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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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tp://www.trend-hotspot.com/events/the-4th-

international-csr-summit-and-asia-responsible-enterprise-

awards-set-in-manila/ 

6.https://www.sunstar.com.ph/article/426364/International-

CSR-Summit-Asia-Responsible-Enterprise-Awards-to-be-held-

in-Man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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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年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報獎內容 

  



a. 類別 綠色領 獎 

b. 方案 稱 善環境的行動者 

c. 目標  

面 近 來氣候變 空氣 染 生態棲地退 等環境議 電雖身

為國營電力業 但以轉被動為主動之積極理念 樹立環境 善行動標竿 範

電身為 善環境的行動者 設立 大類的目標如  

一  碳能源供給 綠色轉型 

能源部門為 球因應氣候變 之關鍵 發行綠色債券 電在

減緩面 積極發展再生能源 參考國家再生能源與減碳目標 目標

2025 與 2030 別 到 3,690MW 5,417MW再生能源 置容量 含

水力 並持續降 臺灣電力排 數  

 智慧電力需求面管理 

電 智慧 管理手段以 各類電力需求面管理手段 降 尖峰

用電穩定電力供應的 時 也協 電用戶減少電 降 整體用電量  

 生態共融  

鑒 傳統電廠多為自然資本的消 者 電希冀 思維轉變起

動生態電廠概念 創 與生態融合的發電廠 使電廠不只發電 更能持

續創 生態價值 生態電廠 減少環境足跡並創 環境資本 Nature 

Capital 以環境 善的行動者為發展方向 力 為環境共榮的世界

級電力業目標  

d. 方案詳情   

考量當前臺灣所面 的環境挑戰 為落實環境 善行動 電持續

碳能源供給 智慧電力需求面管理 生態共融等 大面向 與外部持續議

合 持續擴大如價值鏈減碳 生態多樣性提高 資源使用效率提升等 外部

環境價值  

一  碳能源供給 綠色轉型 

1. 創新金融 綠色債券 

在綠色金融參與方面 電 2017 12 發行首期綠色債券

發行金 83億元 創綠色債券發展以來之最大規模 所 得資金 數

用以增 綠色電力設 投入強 能源轉型 時 進綠色金融



發展 引入金融部門共 投入 創 綠色投資機會 電未來亦 視

綠色電力計畫需要持續發行綠色債券 以期協 國 綠色金融活絡  

2. 綠色能源轉型 再生能源規劃 

綠色能源轉型為永續發展的要素 而再生能源發展與電力 礎建

設 響範疇甚 且複雜 電規劃 朝向能源去碳

Decarbonization 發展 資本投入 術經 累積 期建

設風力 陽 電 並持續投入地熱能試 性計畫  

在綠能規劃面採 實 動再生能源建設之方針 簡入 動

發展相關 術與經 並持續與社會溝 各類型再生能源規劃原則

說明如  

(1) 域風力 優 規劃西部沿岸 供開發之國 土地 電自 電廠

土地 次為沿海漁塭區 近岸水深 2 3米之水域等地點  

(2) 岸風力 2016 電特別 立 海域風電 工處 責 岸風電

之工程 動 工檢 並且 優 規劃 海域第 26區塊 次

為澎湖湖西 岸 岸 他潛能區塊等風能優良地點  

(3) 陽 電 啟動 序漸進的 明頂 計畫 期 動 陽

電 優 動 電自 土地 建物屋頂 國營 業 置土地 垃圾

埋場 次為土壤汙染管制區 嚴 地層 地區 進土地再

利用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4) 地熱發電 臺灣之地質條件 豐富地熱資源 電為積極 動能

源永續 規劃地熱計畫 地點包括綠島 宜蘭仁澤 土場 大屯山

東金崙等 次以深層地熱 累積 電地熱能源開發經  

 智慧電力需求面管理 

為鼓勵用戶 節約能源落實 生活中 形 節電的文 與習慣 電

行需求面管理 包括節電獎勵 需量競價 時 電價等 並持

續 陳出新 使民眾長期維持節電之動力 節電獎勵按用戶實際節電量

計算 每 給予獎勵金 0.6元 節電越多獎勵金越高 鼓勵用戶參與節電  

時 為響應 府節能減碳 策 電提供社區節電 服 範圍

涵蓋 國 中 地區以 島等 利用集會場合 享節電相關知識

與經 以倡 確節電 巧 使用高效率節能產品 並針 設用電提



供改善建議 進減碳 時增進 戶滿意 創 雙贏  

 生態共融 

在生態融合面向 電 3R思維 入 環經濟概念 擴大為 7R Reduce

Reuse Recycle Energy Recovery Repair Re-design Re-think 做為電廠環

境 善的積極思維  

體作為 持續規劃電廠環境融合 並 動環境教育場域 臺灣大

豆 育 馬鞍壩生態園區 百合 育 燕鷗棲地營 生態 等 建立

充滿生態多樣性之發電廠區 外 為 進海洋生態保育 電積極投入

海洋資源保護 朝礁型多元 資源再利用方向 動設置魚礁 長期利用

汰舊電桿 人工 礁 投 電廠附近海域之 告礁區 育海洋生態  

e. 他   

電規劃 未來經營策略 結合永續議 與長期永續發展方向 希冀

電力的提供者轉型為五大發展圖像 中特別 善環境的行動者 訂

為永續五大發展圖像之一 持續創 外部的自然資本並減少環境衝擊

力 國營背 的 策配合者 朝向積極主動的價值創生者  

f. 解決方案定   

一  碳能源供給 綠色轉型 

再生能源發展方面 電以穩健之定 設定 行之階段性目標 確

保 置容量建設以 電力併網 容載性 穩健的增 再生能源占比 域

風力方面 短期 2016~2020 完 計畫包括澎湖 碳島風力計畫

33MW 風力發電第五期計畫 36MW 中長期 2020~2030 計畫

包括風力發電第 期計畫 80MW 風力發電第七 期計畫 150MW

岸風機部 短期計畫 2016~2020 完 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

畫 110MW 中長期 2020~2030 則 岸風力發電第 期計畫

1,694 MW 針 陽 電之 明頂 計畫 2020 完 計畫包

括 陽 電第 期計畫 11.3MW 陽 電第 期計畫 100MW

陽 電第四期計畫 11.55MW 陽 電第五期計畫 150MW  

 智慧電力需求面管理 

電以 擴大實 期 提升反應能力 強 誘因機制 需量競價新

增方案 改善衡量 準 等方向持續精進 發揮聚沙 塔的效果 並以



600MW為 2017 需量競價 目標 2017 實 為 880MW  

 生態共融 

針 生態電廠 動 為 既 電廠 更新改建電廠 進行規

劃 既 電廠 以生態 育 棲地營 海洋牧場 試 園區等目標工作

展 更新改建電廠則 力海洋牧場設計規劃 在地特色結合 生態地

保留等方向 力 建立新一代的生態電廠 創 經濟與環境共效益  

g. 整合  

電創 永續電力供應 兼顧能源品質 能源安 以 環境永續的能

源 擇 energy trilemma 以主動的態 建立外部合作 並以核心電力

本業創 整體環境價值 減少自然資本消  

一  碳能源供給 綠色轉型 

為 動再生能源 電積極與地方 府簽署合作意向書 並建立

緊密的夥伴關 以 縣 府為例 雙方簽署備忘錄 MOU 強合

作 縣 府未來 以 案協 審核 電所 請各項綠能投資計畫

營 善綠能投資環境 並帶動地方綠能產業發展 創 雙贏的局面  

 智慧電力需求面管理 

需求面管理方面 電積極與大型用電 戶協議 篩 目標用戶 組

案團隊 主動拜訪能源密集產業 會 更 2016 建置 需量競價

高壓用戶服 入口網站 等管 進用戶更容易參與 報價 另

出 商型簡易時 電價 評估試算服 型用戶 依實際用電情形

進行試算 進一 引 用戶調整用電習慣 進行用電管理  

 生態共融 

在 動生態 善方面 電與外部學術單 合作 歷 來委託國立臺

灣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等 家學者進行第 核能發

電廠進 出水口處之海域珊瑚 測與 育 長期觀察研究珊瑚生態變  

h. 永續發展   

電以 善環境的行動者定 自身未來發展之角色 除展現積極主動之

責任 擔 也是回應國際永續趨勢之策略定 環境 善的規劃 應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 UNSDGs 之目標 6 淨水與衛生 目標 11 永續城

目標 12 責任消 與生產 目標 13 氣候行動 目標 14 海洋生態 以



目標 15 域生態 等 大面向目標  

在 體規劃 為實踐 述聯合國永續目標 肩 國 永續發展以 企

業標竿之自 要求 又劃 為目標包括 1 發展再生能源 提高再生能源

併網安 2 建立永續綠色生活態 視生態保育 3 增 碳發電

4 鼓勵社會節能 進電力消 使用效率 以 四大環境 善行動者目

標 展再生能源 需求面管理 利害關 人議合 育生態等 樣 動方

案 建構 電永續發展之能量  

i. 創新   

電 司以環保 動為最 要的使 之一 不斷更新環保思維與精

進作為 跳脫 去被動追求 降 染 的模式 轉為主動預 評估潛在環

境風險並 動環境 善作為 力創 更大的價值鏈自然資本與社會資本  

一  碳能源供給 綠色轉型 

觀察國際自 COP21 後 綠色金融的熱絡討論 以 國際電力業

綠色債券 乾淨能源發展 電首期 83 億元綠色債券 不僅是 電參

與綠色金融的第一 程碑 更是臺灣自綠色債券 動以來之最大金 發

行案 資金主要標的為 氣體減量 術 澎湖 碳島計畫 岸風力

發電 陽 電 以 型再生能源發電計畫  

 生態共融 

除 乾淨能源發展外 電的生態電廠以 海洋保育作為亦屬國

外領 動者 電自 2013 建立起從 環保電廠 走向 生態電廠

的概念 萬大電廠歷經幾 摸索與嘗試 從大豆 育為起點 創 豐富的

生態環境 打破電廠與生態園區的界線 亦 為第一個 得環保署環境教

育場域認證的發電廠  

在海洋生態方面 學術研究合作發現電桿魚礁在孔隙密 均

表面積等魚類聚魚的指標 優 傳統水泥魚礁 故多 來持續投入 棄

電杆 環再利用 更進一 建置世界 稀 且 能完整的海底珊瑚礁生態

系即時 測系統 主動掌握海洋生態保育 動 效 是臺灣在海洋生物多

樣性方面珍貴的長期高品質 測資料 參考 j. 結果(3)所附之 片連結

多方面結合創新與永續環保投入為外部創 向價值  

j. 結果  



一  碳能源供給 綠色轉型 截 2017 底再生能源 含水力 風力

陽能 垃圾 沼氣 生質能 發電量占 發電量約 4.8% 2015 4.2%

置容量占比約 11.4% 2015 9.8% 朝 電目標邁進  

 智慧電力需求面管理 2017 抑 尖峰 載 請容量 2,250MW 節電

獎勵 2017 減少 44.9億 電 約 237萬噸 氧 碳當量  

 生態共融 目前已 萬大 大 林口 中 大潭等生態電廠規

劃 而萬大電廠已 得環境教育場所認證 大 電廠完 馬鞍壩生

態園區 海洋保育面向與漁業署攜手合作 海底城 鎮計畫 以電桿

礁作為主礁體 並在 去 16 電廠附近海域 22 個礁區投 電

桿人工魚礁共 18,157 果斐然 見 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jD9RWjYCw&itct=CAgQpDAYCiITCJ

G3lu2W7tcCFQbbAwod-

xkBRTIHcmVsYXRlZEj5yeO94PacluwB&app=deskto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jD9RWjYCw&itct=CAgQpDAYCiITCJG3lu2W7tcCFQbbAwod-xkBRTIHcmVsYXRlZEj5yeO94PacluwB&app=deskto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jD9RWjYCw&itct=CAgQpDAYCiITCJG3lu2W7tcCFQbbAwod-xkBRTIHcmVsYXRlZEj5yeO94PacluwB&app=deskto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jD9RWjYCw&itct=CAgQpDAYCiITCJG3lu2W7tcCFQbbAwod-xkBRTIHcmVsYXRlZEj5yeO94PacluwB&app=desktop


a. 類別 社會 益發展獎 

b. 方案 稱 電力共融與穩定 高品質電力的服 者 

c. 目標  

電身為國營電力 業 肩 臺灣供電穩定之責 確保家家戶戶皆能獲

得穩定的電力 亦持續發展因應極端 氣之韌性建設 期許自身以高品質電

力服 者之角色 提供社會多元發展所需之共融與穩定電力 落實 電 關

懷 與 服 的經營理念  

針 電力共融 電 力 確保所 人 包括偏遠地區 弱勢族群

均 獲得 等與所需之電力服 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消除一 形式

的貧窮 SDG 1 電以電力 率 100%為目標 各種微電網 術

海纜建設等使臺灣電力 率已 99.99%  

針 電力供應穩定性 電建立完善的供電 靠 管理機制 災害搶救

與因應的一 管理 SDG 13 防災型電網建置 SDG 9 並訂定供電

靠 指標 系統 均停電時 SAIDI 系統 均停電次數 SAIFI 以 線

損率目標值 4.3% 球主要國家線損率均高 5% 評估供電營運 效 以

提供穩定與安 的電力  

d. 方案詳情  

為使所 人 不論是偏鄉或是弱勢族群 均 獲得 電的電力服

電電力共融之永續目標 主要方案  

一  營業區處與饋線電路 

臺 澎 金 馬等地 臺灣本島與 島 設置 24 處區營業處服 中

心 269處服 所 建設 9,953條饋線 述地區 供電 率已 99.99%  

 島用電  

為 進 島居民能與臺灣本島用戶享 等之電力服 島用電 率

以 發電 本之價格 比照本島 均 率進行 用收 中 之虧損

府進行部 剩餘部 電自行吸收  

 偏鄉社區社會服 電力咁仔店 

電苗栗區處 服 區遼闊 偏遠山區居民常因 辦業 而翻山越嶺

舟車 頓 為落實 電 關懷 與 服 的經營理念 也 確保所 人

包括偏遠地區 弱勢族群 均 獲得所需電力服 的目標 電苗栗區處



動 電咁仔店 社區繁 計畫 與服 區域 之老人日照中心 社區團

體或偏遠山區村 長辦 等合作 共 建立服 據點 提供偏鄉居民 老

人等弱勢族群 心的 感服 如電 無息借墊 屋 線免 更新 簡易案

件在地 辦 老人數 教學等 營 善的用電環境 以提升為民服 品質  

而針 供電穩定 近 來隨 球氣候變 與颱風強 不斷增強等風險

衝擊 臺灣面臨的複合性災害侵襲 劇 颱風等 災以 伴隨而來的水災

土石流 路橋梁之交 中斷 故 損毀供電線路 因 電 大管理

作為維繫日常供電穩定與極端 氣調適  

一  供電 靠 管理機制 

電供電 靠 管理機制 共 為定期檢討 析 配電饋線自動 落

實風險管理 訓相關人員 強稽核作業等五大面向  

 緊急 件處理 災害搶救與 建 

電設 災害搶救與 建之管理方針與 行權責 各類災害 緊急

件 報程序 災緊急應變 組 讓各單 然災害 大供電

故發生時 效快 地應變處理 並定期辦理各類災害 報之教育訓練 隨

機抽測 提升災害 報時效  

 氣候韌性提升 智慧 防災型電網建置 

為提升 電電力服 因應氣候變 的能力 增 設 的氣候韌性 電

配電線路防災型桿線地 降 氣候變 電電網的衝擊 時

打 智慧 電網系統 如饋線自動 防災型微電網 均 效提升電網

韌性 並兼顧偏鄉地區電力穩定與環保  

e. 他  

電 自身未來發展的角色定 從 電力提供者 轉型為 高效率

電力的經營者 智慧生活的引 者 高品質電力的服 者 企業社會

責任的實踐者 善環境的行動者 等五大發展圖像 中 高品質電

力的服 者 關注 如何滿足 戶多元之電力需求 並 各種管理方式

提供所 人穩定的電力服 輔以智慧生活的引 者 持續建置智慧電網

朝向電力共融與穩定的方向邁進  

f. 解決方案定   

電 電力共融與穩定 案定 實踐 電未來發展圖像 高品質電



力服 者 與 智慧生活的引 者 之關鍵方案 並使所 人 不論貧窮與

弱勢族群 皆能享 到 等的 穩定的電力服  

在電力共融方面 電 營業區處與饋線電路 島用電 與

偏鄉社區社會服 期能 聯合國 SDG 1 消除一 形式貧窮之目標 在

電力穩定方面 電 完善的供電 靠 管理機制 災害搶救與 建與氣

候韌性提升作為 SDG 9 創新與 礎建設以 SDG 13 氣候行動之目

標  

g. 整合  

本方案緊扣 電核心電力服 本業 電力共融與穩定視為 電 70

來背 之 要責任 也是 電 社會做出之最 要的 獻 在執行的 程中

除了 電自身的 力之外 本方案亦連結許多外部單 一 合作 共 創

社會價值  

一  偏鄉社區社會服 電力咁仔店 

本 案的執行 除了 電自身的 力之外 亦與許多當地的外部單

合作 如與苗栗電氣 會合作協 弱勢族群更換老舊線路 與偏遠山區村

長 老人日 關懷據點結盟提供簡易案件在地 辦服 連結在地網絡

共 為弱勢族群打 共融的電力服  

 防災型微電網 

2017 試辦烏來福山部落微電網後 隨即 省各區處 點 能

災 響而長時 停電之偏遠部落 並與國 微電網研究機構 原子能委員會

核研所 當地地方 府 電綜合研究所 再生能源處等單 現場 查

建置之 行性 評估各地建置防災型微電網之 行性 作為 電後續強 整

體電力供應韌性之 行計畫  

h. 永續發展  

電的電力共融與穩定 案 是 電 70 來長期耕 與 力的方向

依據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 NUSDGs 電的電力共融與穩定主要

應以 個 SDGs 也 代表 電 70 來不斷 力背後之永續考量與思

維  

一  SDG 1 消除各地一 形式的貧窮 

SDG1旨在確保所 人都能 得經濟發展 生活所需之資源和 本服



中 電力服 是現代人生存不 或缺的 本需求 為 電 力 提升

電力的 率 並 各種 協 弱勢族群 得 等的電力服 緊扣電

力本業 回應 SDG 1消除貧窮之議  

 SDG 9 建立 韌性的 礎建設 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 並 創

新 

電為防 極端 氣 供電穩定性之 響 不僅積極 動配電線路防災

型桿線地 提升配電線路之防災韌性 也積極開發新的防災型微電網

術 提升電力 礎建設之氣候韌性 回應 SDG 9之議  

 SDG 13 採 緊急行動應 氣候變 響 

電之緊急 災應變程序 管理方針 因應組織架構 皆是回應颱風等

然災害所建立之 策與作為 應 SDG 13之議  

i. 創新  

一  電力共融 偏鄉服 創新 

除與各國相 之電力纜線擴展規劃 電 而 Bottom - up 創新

之 偏鄉社區社會服 電力咁仔店 苗栗區處自行發想並進行試點計

畫 並與許多當地不 之社福團體合作 提供當地老人 偏鄉民眾 製 電

力相關服 提升當地弱勢族群接觸電力服 的 能  

 電力穩定 溝 與回報機制創新 

臺灣地區一直以來深 颱風等氣候 災的 響 也因 電發展

了一 創新的 災應變機制 從如何與各地方人士建立完善的 災因應管

依地區特性 別建立 訊社群群組 電話 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管 更

面的掌握 確認 災 之停電狀況 並 各管 與反 民眾做良好的

溝 為 電創新的多元溝 方式  

 氣候韌性 防災型微電網 

福山微電網 福山國 提供 屋頂之既 陽 電 置 電 原

發電 能 在 時不但 以幫學校節省電 且儲備的電力 以在外部電力

中斷時 供應當地 本生活所需 是一個兼顧電力供應穩定以 偏鄉地區

價電力之雙贏創新模式  

j. 結果  

一  電力共融 果 



1. 2017 臺灣的電力 率已 99.99%  

2. 依世界銀行發 之 2017經商環境報告 國 電力 得 指標連續

排 球第 2 超越德國 瑞士 香港等 進國家  

3. 島供電 電之電 金 累積 2017 底 795.03億元  

4. 已完 苗栗區處在地電力咁仔店試點計畫 福苗栗區處之偏鄉老

人與居民 獲得當地的老人 弱勢族群極大的好評與感謝 體定性

與定量 果  

 電力穩定 果 

1. 2016 系統 均停電時 SAIDI = 16.274  / 戶  

2. 2016 系統 均停電次數 SAIFI = 0.208 次 / 戶  

3. 近 5 均停電時 實 值 2013 18.086 /戶 降 2016

16.274 /戶 業已 效縮短用戶停電時 並已接近國際

主要 進電業水  

4. 2016 線路損失率 3.85％ 遠 目標值 4.3% 世界 排 第

僅次 韓  

5. 架空配電線路改善工作 強計畫本島 島在 2017 5 底完 架

空線路改善 桿 改善 併桿 插桿縮短桿距 H桿 支線 更

換電桿 桿 調整 改變 置方式等 計 2,000處 工程 用約 0.9

億元 以期降 災害損失  

6. 2017~2019 配電線路防災型桿線地 目標長 約 463

金 約為 74億元 截 2018 1 底 已完 176.99 地

作業   

7. 2017 已啟用防災型微電網之試辦計畫 並規劃研析 他偏

遠地區之 行性 福山國 的防災型微電網 屋頂型 陽 電設

備一 以發電 2.7萬瓩 預期在風災發生而 電解聯時 以

孤島運轉 個 期  

8. 2017 7 尼莎颱風 福山地區停電約 24 時 7/29日 17點 20

~7/30 日 17 點 50 段期 微電網 學校與活動中心進行

穩定供電 避免學校與活動中心無電 用之情況  

 



福山防災型微電網是 電的第一 希望把 些運轉的數據作為未

來設置 他微電網的參考 電目前也針 澎湖的 島望安 七美等柴

油發電 本較高的地區 動 島型微電網計畫  



 

 

 

 

 

 

 

 

 

 

 

 

附件 2  2018年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高峰會議程 

  



























 

 

 

 

 

 

 

 

 

 

 

 

附件 3 白皮書有關台電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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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Power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on May 1, 1946. It is a vertically integrated 

electrical power utility company. Its business scopes includes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distribution and service of electricity.  To pursu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develop the power market, Taipower has promoted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by 

establishing four business divisions in January 2016. These include: Power Generation, 

Nuclear Power,Transmission Systems, and Distribution and Services.

website  | www.info.taipower.com.tw

 The concept of electr icity inclus ion implies  that Taipower is 

devoted to ensuring that al l  people, particularly the poor, 

vulnerable and those in rural areas , have equal access  to 

electr icity serv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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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POWER COMPANY

Introduction

As Taiw an’s main pow er utility, The Taiw an Pow er Company 

(Taipow er) assumes the major responsibility of ensuring a 

stable pow er supply. In this role, the company has tw o major 

goals: electricity inclusion and reliability. 

The concept of electricity inclusion implies that Taipow er 

is devoted to ensuring that all people, part icularly the poor, 

vulnerable and those in rural areas, have equal access to 

electricity services. This goal is closely aligned w ith the f irst 

of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1) – to end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 everyw here. Taipow er 

has set a 100%  pow er availability target and has currently 

achieved 99.99%  pow er availability.

The second concept, achieving electricity reliability, means 

that the company seeks to ensure a steady and uninterrupted 

supply of pow er. In pursuing this goal, Taipow er established 

a “ Pow er Supply Reliability M anagement M echanism”  

and “ M anagement Guidelines and Implementation 

Responsibilit ies for Urgent Repairs after Disasters.”  The 

company has also begun employing smart grids to ensure 

a stable pow er supply and to mit igate the losses incurred 

by climate change. This goal is aligned w ith the ninth and 

thirteen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to develop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SDG 9) and act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SDG 13).

Framework and Strategy

To promote electricity inclusion, Taipow er’s strategies are as 

follow s:

1. Expand Service Stations and Feeder Lines

  Taipow er has established 269 service stations in Taiw an 

along w ith 9,781 feeder lines to achieve 99.99%  pow er 

availability.

2. Provide an Offshore Pow er Accessibility Subsidy 

 To ensure offshore islands have equal access to 

electricity services, Taipow er use the average price 

instead of pow er supply costs to set pow er prices. 

The result ing negative cost gap is then bridged by 

government funding and Taipow er.

3. Develop Localized Service Innovation 

 Residents in remote mountainous areas frequently 

have diff icult ies accessing Taipow er’s pow er service 

applications. Therefore, Taipow er launched the “ Pow er 

Grocery Store”  in collaboration w ith local services such 

as elderly day care centers. This project has established 

w idely dispersed service locations that offer affected 

residents convenient services to increase their pow er 

service accessibility.

High Quality Power Service Provider Electricity Inclusion and Reliability

Taipow er’s “ Pow er Supply Reliability M anagement 

M echanism”  incorporates f ive dimensions: periodic 

review  and analysis, distribution feeder automation, risk 

management,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trengthen audits. 

This mechanism increases electricity reliability through daily 

operations. In the case of urgent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Taipow er assigns a climate disaster adaptation team and 

init iates related management process to control and mit igate 

climate impacts. Addit ionally, Taipow er has devoted itself to 

building up smart and micro grids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y 

capabilit ies of the company’s facilit ies.

Achievement and Impact

Taipow er’s pow er availability rate has already reached 

99.99% , ensuring that almost everyone has access to 

electricity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 Doing Business Report 

2017”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 Taiw an has been ranked 

2nd w orldw ide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in the category of 

“ gett ing electricity.”  This result surpasses other developed 

nations such as Germany, Sw itzerland and Hong Kong.

Taipow er has also achieved a line loss rate of 3.85% . This 

performance is ranked 2nd w orldw ide and represents 

excellent performance for a pow er company. In addit ion, 

Taipow er developed its f irst disaster-proof micro grid for the 

Fushan Tribe of Wulai in New  Taipei City. The grid w ill be able 

to supply pow er for up to 14 days and prevent the area from 

suffering extended pow er outages. It  w ill also enhance the 

local capability for climate adaptation and therefore increase 

electricity reliability.

Future Direction

Since the pow er availability rate has already reached 

99.99% , Taipow er w ill focus future efforts on implementing 

different localized programs to increase electricity access for 

vulnerable groups and remote areas. It  is our duty to make 

electricity services more convenient.

Taipow er w ill also continue to construct smart grids that 

make the management process more intelligent and resilient 

for Taipow er, and to enhance the company’s capabilit ies in 

operational maintenance. In addit ion, the company w ill w ork 

to build up disaster-proof micro grids in conjunction w ith 

distribution feeder automation to minimize the area affected 

by pow er outages caused by accidents. The company’s 

Fushan micro-grid demonstration program w ill facilitate this 

by providing operational data that allow s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micro-grid program to other offshore or remote areas 

w ith high pow er supply costs.

Social Empower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