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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目的 

一、本公司與日本中國電力株式會社(以下簡稱中電公司)自民國 55 年締

結為姊妹公司，次年（56 年）並簽訂「雙方觀摩備忘錄」，每年雙方

派課長級以下人員互訪；另自 71 年起，為加強彼此技術交流合作關

係，再行簽訂「幹部級人員技術交流備忘錄」，約定隔年輪流派遣副

處長級以上人員，並由副總經理以上層級擔任團長，率團進行考察訪

問，藉此交換彼此對於電業管理及經營技術經驗之心得，以作為本公

司改進電業經營方針之重要參考。本次即為本公司高階主管前往中

電公司交流之第 19 屆幹部考察團。 

二、本團組成之人員如下： 

團  長：李鴻洲（副總經理） 

副團長：陳銘樹（配電處 處長） 

團  員：趙復興（南部施工處 處長） 

團  員：余素貞（資訊系統處 副處長） 

團  員：左重慶（企劃處 副研究員） 

三、本團考察主題項目如下： 

(一) 電業自由化與組織轉型 

(二) 大量太陽能併網因應策略 

(三) 大型燃氣機組建廠過程經驗 

(四) 大數據分析應用 

四、本團考察日期為民國 108 年 5 月 20 日至 5 月 24 日，共計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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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紀要 

本次考察行程於 5 月 20 日抵達後，隨即於次日拜訪中國電力，並於

隔日實地參觀位於廣島市，隸屬該公司流通事業部之廣島電力所設施，另

亦參觀該地世界文化遺產及京都等地(詳細行程如表 1)。最後於 5 月 24 日

搭機返國，圓滿完成 5 日的考察行程。 

 

表 1 考察行程 

日期 地點 行程 

5/20 (一) 台北→福岡→廣島 往程、廣島市內參觀、歡迎宴 

5/21 (二) 廣島(中電公司) 
歡迎會、中國電力公司概要說明及討

論、個別觀摩 

5/22 (三) 廣島(廣島電力所) 設施參訪、宮島參觀、送別宴 

5/23 (四) 廣島→京都→大阪 京都參觀 

5/24 (五) 大阪→奈良→台北 奈良參觀、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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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共同考察項目 

一、中國電力株式會社 

(一) 地理位置與概要 

日本依其區域別共有 10 大電力公司，由北至南分別為：北海道電力、東

北電力、東京電力、中部電力、關西電力、北陸電力、四國電力、中國電力、

九州電力以及沖繩電力等 10 家。中電公司總部位於廣島，業務範圍以中國地

區為主，供電區域包括西日本之山口、島根、鳥取、岡山及廣島 5 縣，全國售

電占比 7%，如圖 1 所示。 

 

 

圖 1 日本 10 家電力公司及中國電力公司服務範圍 

中電公司現為一綜合電業，經營業務涵蓋發電、輸配電、售電事業，於中

國地區幾乎獨占電力供應，其銷售組成比例與用戶群詳見圖 2、3。中電公司之

電源組成以價格競爭力高之燃煤發電具高占比，電源組成與主要電力設備如圖

4 所示。2011 年福島核災發生後，自 2012 年起，中電公司之核能機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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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零，但憑藉優秀的電源組合，在未提高費用的前提下，仍連續 5 年(2014-2018)

獲得盈餘(見圖 5)。 

 

 

 

 

 

圖 2 中電公司銷售組成比例 

 

圖 3 中電公司用戶群劃分售電量比例 

 

 

 

圖 4 中電公司電源組成與主要電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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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中電公司 2010-2018 年經常損益(合併) 

日本於 2016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電力零售自由化，並預計 2020 年 4 月 1

日實施輸配電部門的法人分離。中電公司為因應電業自由化，規劃發電及售電

重組為控股母公司，其下設置 100%持股之輸配電公司，如圖 6 所示。 

 

 

圖 6 中國電力公司控股公司型態 

 

(二) 強化電源競爭力與降低 CO2排放 

在電源開發的規劃方面，中國電力以 S+3E 為整體目標(如圖 7)，在保證安



 

 

15 

 

全(Safety)的前提下，目標是兼顧 3 項 E 指標 - 穩定供應能源(Energy Security)、

提高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以及環境友善(Environment)，不同的電源各有

其優缺點，應善用各電源特性，避免倚賴特定電源來實現均衡的電源結構。目

前電源開發計畫以島根核能電廠 2 號機重啟、3 號機建設，及燃煤之三隅發電

廠為主。 

 

 

 

 

 

圖 7 中國電力 S+3E 目標 

 

1. 島根核能電廠概況 

島根核能電廠 1 號機因機組老舊，已停止運轉，目前正在進行除役作

業。福島核災後，2 號機(BWR：0.82 GW)停止運轉，中電公司亟欲重啟之

以改善公司收益，目前仍尚待審查通過後才能重啟，而截至 2019 年 5 月 9

日，審查會議已召開共計 105 次。3 號機(ABWR：1.373 GW)設備已興建完

畢，2018 年 8 月，中國電力申請符合新標準的適合性審查。 

 

 

 

圖 8 島根核能電廠 1、2、3 號機 圖 9 三隅發電廠 2 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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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隅發電廠 2 號機(燃煤)興建 

目前中電公司正在興建三隅發電廠 2 號機(1 GW)，該機組採最先進之

超超臨界發電方式，以提升發電效率並減低對環境的負荷。 

3. 降低 CO2排放 

(1) 改善火力發電效率 

① 三隅發電廠 2 號機 

 採用最先進的超超臨界發電技術，提升發電效率。 

 實施木質生質燃料的混燒。 

② 枊井 1、2 號機 

 機組汰舊換新提升效率。 

③ 煤碳氣化複循環發電(IGCC) 

 目前正與 J-Power 共同實驗中。 

 未來將搭配燃料電池組成發電。 

(2) 發展再生能源 

中國電力目前在廣島縣福山市和山口縣宇部市，營運大型太陽能

發電廠。另外，全集團亦致力於擴大再生能源的引進。 

 

(三) 中電公司成長戰略 

由於日本電力系統改革，電力市場整體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中電

公司依據外部環境變化，實施不同的戰略措施(如圖 10)，除了持續確保中

國地區穩定收益，為期獲得更高的利潤，更規劃擴張海內外新事業領域(如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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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中國電力之利潤結構目標 

 

 

 

 

圖 11 中國電力之域外及海外業務擴張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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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察團與中電公司歡迎會及雙方致詞照片  

 

中電公司清水社長致詞 

 

台電考察團李鴻洲團長致詞 

 

 

本次台電考察團與中電公司高階幹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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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島電力所  

(一) 組織概況 

 

圖 12 中國電力公司組織系統圖 

 

圖 13 廣島電力所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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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國電力公司組織系統圖如圖 12 所示，組織包含輸配電公司、售電事

業部、電源事業部、核能部門、財務採購、企劃、人資、通信、研究、分區域

辦公室等部門，本次考察的單位屬輸配電公司的廣島電力所，其主要負責電網

系統規劃、電網系統運轉調度，以及變電所、輸電線、保護電驛、控制系統、

通信網路的設計、施工及維護等工作，廣島電力所組織如圖 13 所示，除所長及

副長外，設有總務、規劃、變電、調度、通信、輸電、調度中心等單位，另有

尾道、東廣島、大竹等電力所負責變電及輸電業務，截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止，

員工人數為 339 人，相當於本公司區營業處規模。 

(二) 服務範圍及設備概況 

廣島電力所服務範圍如圖 14 所示，位於日本廣島縣南側，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輸電線、變電所及控制中心等設備數量如表 2 所示。 

 

 

圖 14 廣島電力所服務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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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廣島電力所設備數量 

 

(三) 廣島中央變電所 

廣島中央變電所為日本中國電力公司於 2004 年 6 月設置該公司第一個地下

超高壓(220kV)變電所，以確保廣島市中心的穩定電力供應，主變壓器為無絕緣

油小型化並採用水冷式氣體絕緣式變壓器，冷却系統採用共同配管方式 220kV

三相分離，110kV 部分採三相一體式小型化氣體絕緣開關裝置，22kV 所內回路

開關裝置採用固體絕緣開關裝置。220kV 輸電電纜以橫向引接，主變一次側與

氣體母管直接連接，主變壓器二、三次電纜終端朝下裝置。於開關裝置周邊設

置控制及保護電驛配電盤，用光纜與控制室連接。利用建築物地下鐵柱設置接

地系統以降低接地電阻，利用冷却塔循環用水定期更換後，作為建築物如廁所

使用水以活化節省水資源。變電所的冷却系統由地下熱交換器，經水泵將水抽

送到頂樓冷却後，再送回地下室再循環，冷却水系統採用密封式以防止水質劣

化。 

廣島中央變電所輸電系統、建築物概要、變電所設備數量及變電所單線圖

如圖 15~17 及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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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輸電系統圖 

 

 

圖 16 建築物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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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電所設備數量表 

 

 

 

圖 17 變電所單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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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廣島電力所現勘照片 

 

 
 

廣島電力所簡報合影 

 

 

 
 

廣島電力所控制室 

 

 

 
 

廣島電力所 GIS 現勘 

 
 

廣島電力所特高壓電纜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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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別觀摩主題 

一、電業自由化與組織轉型 

(一) 因應電業自由化之戰略指導綱領及具體推動計畫    

1.  日本電業自由化之概況 

    自 2000 年以後，日本電力零售市場自由化逐步實施，依序由 2,000 

kW(2000 年)、500 kW(2004 年)以及 50 kW(2005 年)以上高壓用戶開放用電

選擇權。自 2016 年 4 月起，開放一般家庭在內的所有用戶都可以選擇電力

公司，迄今已邁入第 4 年。用戶選擇權開放之期程如圖 18 所示。 

 

 

圖 18 用戶選擇權開放之期程 

 

    在全國範圍內(不含沖繩)，中電公司用戶轉換至新電力公司的比例，

低壓用戶流失 3.2%，特高壓與高壓用戶流失 9.5%，僅次於北陸電力的最低

水準，各地區轉換至新電力公司之比例如圖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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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轉換至新電力公司之比例(以用電量等級分類) 

 

自 2016 年 4 月 1 日電業自由化以來，各行各業莫不爭相搶進零售市

場，積極進入業者包括石油供應商、再生能源業者、工廠製造商、電信業

者、天然氣業者、建築業和鐵路公司等 7 大類。其中電信業者以及天然氣

業者利用本業的優勢來做為其進入零售市場的利基，或是利用本業的商品

來與電力契約組合成新的促銷方案，造成在各地區低壓用戶市場轉換率排

名名列前茅。截至 2018 年 9 月，各地區低壓市場份額如圖 20 所示。 

 

圖 20 各地區低壓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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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電公司因應用戶流失之對策 

如前所述，自 2016 年 4 月 1 日電業全面自由化以來，各行各業爭相進

入電力零售市場，各大電力公司無不使盡全力防止用戶流失。為阻止低壓

用戶轉換至新電力公司，中電公司同時展開以下行動： 

(1) 新電價方案 

針對新電力公司鎖定的電燈用戶，中電公司設計出多元電價組合方案，

鼓勵離峰用電，同時降低用戶電費以吸引客戶。自 2016 年 4 月起，中電公

司開始提供四項新的電價費率方案(如圖 21)，讓用戶可根據其用電量與用

電形態，選擇加入最適合的方案： 

 

 

 

圖 21 中國電力新電價方案 

 

(2) 附加價值服務 

除推出會員制網路服務，並推出點數服務，讓用戶可依據支付

電費所累積的點數兌換當地啇品，未來還規劃與更多在中國地區活

動的企業展開合作，活絡點數兌換商品服務。 

自 2016 年 1 月份推出會員制網路服務以來，截至 2019 年 4 月 1

日，網路會員已達 95.4 萬戶，而參與新電價方案的用戶已達 113 萬

戶(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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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低壓用戶參加新電價方案與網路會員情形 

 

(3) 異業結盟 

而隨著各行業進入零售市場，中電公司亦著手與電信、天然氣

等業者進行異業結盟，提供各種優惠方案。 

(4) 公關、行銷 

藉由電視廣告、網路、抄表時發放廣告傳單等，向大眾行銷。 

 

 

圖 23 九大電力公司用戶轉換至新電力公司之轉換率以及 

原電力公司內部契約轉換比率(截至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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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中電公司除努力把轉換到新電力公司的用戶維持在低比例

外，對內部用戶契約轉換至新電價方案方面亦取得不錯成績(如圖 23)，顯

見低壓用戶肯定中電公司所推出的新電價方案與服務。 

 

3. 爭取中國地區以外之低壓用戶 

中電公司為擴大收益，在中國地區以外，自 2016 年 4 月起，先於市場

規模較大之首都圈(即東京)，瞄準以家庭用戶為售電對象，契約數已達 5,700

戶(截至 2019 年 5 月 7 日)。此外，中電公司未來將積極致力於關西地區的

售電業務。 

 

 

圖 24 中電公司域外售電推動計畫 

 

另外，為防止高壓用戶流失，中電公司採取以下因應措施： 

(1) 針對特高壓和高壓大口之用戶，在銷售中心設有專任營業代表，藉定

期訪問建立關係，並徹底收集競爭對手的資訊。 

(2) 針對高壓小口之用戶，販賣事業本部透過電話行銷，進行資訊收集活

動和積極提出電價方案，並在確認已與競爭對手接觸用戶的情形下，

與銷售中心攜手，現場拜訪客戶。 

(3) 對於流失的用戶，於銷售中心重新積極爭取。 

 

在總部和銷售中心共同防止用戶流失的努力下，中電公司之特高壓和

高壓用戶轉換至新電力公司之比例仍然保持在相對較低水準。各地區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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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和高壓用戶轉換至新電力公司之比例如圖 25 所示。 

 

 

 

圖 25 特高壓及高壓用戶轉換至新電力公司之比例 

 

(二) 輸配電業中立性推動計畫    

1. 法人分離 

中國電力公司自 2016 年 6 月即開始制定總體構想，7 月後開始進行跨

組織檢討；2017 年 10 月成立輸配電社內分公司，落實全公司組織整備；

2018 年試行業務營運及經營管理之運作；2019 年 4 月成立分割準備公司，  

 

 

圖 26 中國電力輸配電部門法人分離籌劃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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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計畫性地進行分離後業務營運之試行和驗證，以及諸項必要準備工作；

預計 2020 年 4 月正式實施輸配電部門法人分離。 

有關分割準備公司之設立，控股母公司(中電公司)經營發電、售電等

事業，其下設置 100%持股之輸配電子公司，中電公司已於今年 4 月今立

「分割準備公司」，與母公司簽訂吸收分割契約，以便在開始經營輸配電事

業之前，執行許可等初步程序，目標是在 2020 年 4 月 1 日完成輸配電業法

人分離。 

 

 

 

圖 27 分割準備公司繼承圖示 

 

2. 行為規範 

依日本電氣事業法規定，2020 年 4 月 1 日起，禁止同一電力公司從事

輸配電事業和發電、售電事業，並實施法人分離。而為確保輸配電事業之

中立性，若僅法人分離，恐難達成公開、公正目標，故日本經產省訂定「行

為規範」，以禁止某些行為及高階職員、員工的兼任等。 

自 2017 年起，約經過 1 年的時間，於國家之制度設計專門會議上，討

論行為規範的細節，2018 年 4 月進行彙整，12 月經濟產業省制定法令。中

電公司依據經產省令、指南等內容，做出必要之因應並制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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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行為規範制定與實施期程 

 

根據行為規範，在法人分離後，輸配電公司不得透過自身業務而獲得

之資訊，進行目的外之利用，或是在其業務營運中，使特定關係事業者（同

集團之售電、發電事業者）受益的行為，或是帶給其他事業者以及用戶不

利之行為。為擔保前述諸點，輸配電公司及特定關係事業者被要求須採取

以下因應措施： 

 

(1) 輸配電公司和特定關係事業者間之兼任、人事交流有關之規範 

① 禁止董事、員工之兼任(如圖 29) 

輸配電公司的董事和員工，原則上禁止在集團內兼任發電、售

電事業中擔任要角之董事和員工。 

輸配電公司的董事因有「知悉競爭資訊」又或是能「參與個別

業務」之虞，故禁止在集團內之發電、售電事業，兼任以下高階管

理人員的職位： 

 負責發電、售電事業之營運，具相關權限之管理職 

 參與發電、售電事業之重大決定之董事、執行董事 

而在輸配電公司的員工中，能夠知悉競爭資訊的崗位與擔任輸

配電個別業務的員工，禁止兼任能參與發電和售電事業相關決策的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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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禁止兼任對象 

 

若有原則上禁止兼任的狀況發生時，應執行以下中立性措施之

說明並公布： 

 兼任者之業務內容、職位，兼任之必要性 

 確保在輸配電事業，不會發生妨礙中立性行為的措施 

 確保在特定關係事業者，不會發生妨礙中立性行為的措施 

② 人事交流有關之規則 

當輸配電事業者與集團內的發電、售電事業者之間，進行如董

事或員工等人事交流時，從確保正當管理資訊並禁止差別待遇的觀

點， 有關此類人事交流，被要求需要根據公司規章等，制定行動準

則並遵守。 

 

(2) 輸配電公司和其他集團公司之交易，受委託業務有關之規範 

① 交易條件 

為防止不當利益移轉，輸配電事業與集團內發電、售電事業之

交易，應與集團外交易一視同仁，不得有「異於一般交易，有妨礙

正當競爭關係之虞的條件」之情事發生。亦即輸配電事業與集團內

發電、售電事業之間之交易條件，應確定與集團公司以外的公司進

行同類型交易時，擬具相同的交易條件。 

② 禁止輸配電業務之委託（輸配電⇒發電、售電等） 

原則上，輸配電事業者禁止向集團內發電、售電事業以及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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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等，委託輸配電業務。然而，在考量無妨礙正當競爭關係之虞

的情況下，容許例外處理。以下任何一項之業務不得委託： 

 處理非公開資訊之業務委託 

 雖經容許對發電、售電進行業務委託，但對集團的發電、售電

業務有利者 

 無正當理由，且業務委託並未進行公開招標、投標等 

另外，於災害或其他緊急情況下，不得已之臨時委託亦可。 

 

表 4 有關輸配電事業委託規範之概要 

 

 

③ 禁止發電、售電業務之委託(發電、售電⇒輸配電) 

原則上，輸配電事業禁止自集團內發電和售電事業接受發電和

售電業務之業務委託。然而，在考量無妨礙正當競爭關係之虞，容

許例外處理。以下任何一項的業務不得委託： 

 不當利用僅輸配電事業者知悉之資訊和輸配電事業之人力、物

力資源，又或者是，變更、調整相關輸配電業務之實施，能提

高受委託業務之成效者。 

 無正當理由，接受集團外發電、售電事業之委託，但屬集團內

外條件等有設計差別之委託業務 

另外，在災害或其他緊急情況下，不得已之臨時委託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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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有關輸配電事業受委託規範之概要 

 

 

(3) 輸配電公司的公司名稱，商標，廣告、宣傳等有關之規範 

根據電氣事業法，輸配電公司除禁止在原目的外，利用或提供

資訊，以及禁止差別待遇外，尚禁止其他任何妨礙正當競爭關係之

行為。比如利用輸配電公司的信譽和品牌力，從事有利於集團內發

電和售電事業的營業活動，恐有妨礙電力供給業者間正當競爭關係

之情事發生，故針對公司名稱，商標，廣告，宣傳等，實施統一規

範： 

① 公司名稱的使用 

輸配電公司禁止使用可能被視為集團內之發電、售電事業者的公

司名稱，倘輸配電公司使用集團名稱作為公司名稱的一部分時，應呈

現輸配電事業的文字在公司名稱中。 

② 商標的使用 

輸配電公司禁止使用可能被視為集團內之發電、售電事業之商標，

倘輸配電公司使用集團商標，應併用輸配電獨自商標。 

③ 集團內之發電、售電事業之廣告、營業行為 

輸配電公司不得資助可提升集團內之發電、售電事業評價之廣告、

宣傳或其他營業行為。 

 

(4) 輸配電公司的正當管理資訊之體制整備 

據電氣事業法，輸配電公司應進行以下之體制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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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當管理資訊之體制整備 

 當輸配電事業與集團內之發電、售電事業共用建築物時，用於

輸配電業務之辦公空間和集團內之發電、售電事業之辦公空

間，必須進行物理上之隔離和出入口限制。 

 當處理非公開資訊的情況時，於輸配電事業，進行記錄並保存

用於管理非公開資訊之系統邏輯分割和登錄人員、登錄日期和

時間等。 

 於輸配電事業，設置資訊管理負責人，維護有關資訊處理等之

規程，對員工進行教育訓練。 

② 適當監控業務實施狀況之體制整備 

 於輸配電事業，記錄和保存與發電、售電事業有關代輸供給業

務有關之交易、連絡調整之歷程及其內容。 

 於輸配電事業，設置獨立監控部門，監控輸配電等業務有關之

資訊處理，以及監控輸配電業務有關之業務營運、法遵情況，

並將監控結果報告予董事會。 

③ 其他確保正當競爭關係之必要措施 

 於輸配電事業，設置法遵負責人，進行規程、計畫之整備和運

用，以及監控業務執行情況。 

 

(5) 禁止行使不當影響力(要求或請求違反行為規範) 

集團內的發電、售電事業者禁止請求或要求輸配電事業者做出違

反行為規範： 

 利用或提供資訊於非原申請目的之用途。 

 與其他電力供給事業者有差別待遇者。 

 其他前述(1)~(4)之禁止行為。 

 

(三) 集團戰略規劃方向及母公司之功能定位、組織設計及發展計畫 

1. 集團戰略規劃方向 

中電公司以成為跨區成長的企業集團為經營願景，具體行動計畫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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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6 項： 

(1) 提升能源服務發展 

中電公司之目標是針對從家庭到商業用途的各種能需求，透過提

供高附加價值的服務來滿足用戶的需求為。例如：提供符合客戶需求

的收費表、集點服務；提供紮根於其所服務地區之附加價值服務；致

力於以首都為中心的售電；推薦用戶使用優越的節能設備，並提供滿

足節能和節省成本需求的解決方案等服務。 

(2) 強化電源競爭力 

在跨域協調與調度機構(OCCTO)的指揮調度下，中電公司以確保

競爭力和降低 CO2排放為兩大目標，推進強化電源競爭力。在開發新

電源方面，三隅發電廠 2 號機(發電方式：超超臨界)目前正在施工興

建中。中電公司為減少燃煤發電對環境的影響，致力於開發「高效率

化」和「潔淨能源」等技術。 

此外，中電公司悉心戮力維護和提高火力發電設施的可靠性，以

達成穩定供電。於燃料採購上，其採取更具經濟性、彈性的作法，從

「品質」、「供應商」、「採購期間」、「契約形式」等多方面著手，以降

底採購成本。在火力發電設備運維上，除按計畫並確實地進行點檢和

維修，並設法縮短設備維修工期和提升人材的技術和技能的水準。 

(3) 提升輸配電網路服務品質 

在中立、公平、高度透明的業務營運中，中電公司為實現「穩定

供應優質電力」和「低輸配電費率」，針對既有設備，有計畫且確實執

行施工作業；維護骨幹系統，建構高效率之電力網路，確保穩定供電。

中電公司還在營業區域內，導入智慧電表，於低壓用戶逐步安裝。 

(4) 提高國內其他地區與海外收益 

中電公司計劃與國內外有力的夥伴合作，並在國內其他地區與海

外地區建立收益基礎，提高集團的盈利能力。 

(5) 為當地社區做出貢獻 

中電公司與事業基礎位於中國地區的企業以及各地區的地方政

府、當地公司等合作，為當地解決問題和發展做出貢獻。 

(6) 改善財務收支、提升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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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公司積極提升生產力、效率，在核電廠重啟前抑制財務惡化，

核電廠營運後，加速改善財務收支。 

 

2. 母子公司之功能定位 

(1) 法人分離後，母公司與輸配電公司的關係 

① 母公司的角色（相對於輸配電公司） 

母公司派遣監察人，監控輸配電公司業務執行狀況，並於輸配電

公司之股東會議行使表決權，執行必要資金融通、調度。母公司為強

化集團經營，進行必要協調。如，中期經營計畫(收支、財務、投資)等。 

② 輸配電公司的角色 

輸配電公司基於集團願景和目標，自主營運、履行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除應符合公司內控規定外，並遵循政府電氣事業法相關規定。 

③ 母公司和輸配電公司的合作 

母子共享國家政策趨勢等與事業環境有關的資訊，並共同解決災

害、地方性問題、培育人才等。 

 

 

 

圖 30 輸配電公司的公司治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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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母子公司透過中期經營計畫(中計)的 PDCA，進行個別治理 

母公司負責確保集團整體合併收支、財務的健全性，在進行整體合併

中期經營計畫的 PDCA 時，其中一部分，母公司應確認並調整輸配電公司

的收支、財務，投資等狀況。  

 

表 6 母子公司在中期經營計畫中之角色 

 

 

輸配電公司於母公司協議、調整後的中計（收支、財務、投資等計畫），

原則上由輸配電公司負責決定、實施各項運作，若遇以下調整整體集團之

必要事項時，應與母公司進行事先磋商： 

 

表 7 輸配電公司與母公司協議、調整之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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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母子公司資產負債分割原則及財務模型建立 

1. 母子公司資產負債之分割方針 

原則上，母公司與輸配電公司各自擁有「自身事業專用的資產」、 「自

身事業造成的負債」。然而，有關共用資產(如辦公室土地、建築物等)依使

用程度分配。另外，有關計息負債，考量分割後，集團籌集資金要獲得所

有債權人對繼承之同意恐有困難，所以由母公司概括承擔，然後由母公司

透過發行社內公司債(ICB)，由輸配電公司承受一部份計息負債。 

 

【範例 1】發電廠內設備的分割 

過去在垂直一體化系統下，在發電廠內存在具有輸配電功能的設備。

法人分離後，發電廠內設備應依用途，區分出發電和輸配電設備，由母公

司和輸配電公司各自擁有，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發電廠內設備分割圖示 

 

【範例 2】母公司資產負債分割，資產負債表(BS)之變動 

母公司據吸收分割契約，先排除計息負債，進行資產負債分割。然後

母子公司據 ICB 發行契約，由輸配電公司負擔一部分計息負債，資產負債

表(BS)之變動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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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母公司資產負債分割後，資產負債表(BS)之變動 

 

2. 財務模型的建立 

母子公司均有各自的資產負債表(BS)、損益表(PL)及現金流量表(CF) ，

但集團整體係以合併財務報表呈現。母子公司應定期滾動檢討財務模型相

關參數及設定，經討論定案後據以修正各項方針(如圖 33)。 

 

 

 

圖 33 母子公司定期滾動檢討財務模型 

 

3. 資產負債的分割 

(1) 輸配電公司設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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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分離前，以人工循序進行科目結帳等作業，分割全公司的資產負

債等金額。此一階段，作業量大，而精度低。 

(2) 輸配電公司設立後 

法人分離後，應由輸配電公司繼承之資產負債，將交由輸配電公司管

理。另外，在輸配電公司產生之收益費用等，匯總為輸配電公司的預算。

此時作業量小，而精度相對較高。 

 

4. 母公司、輸配電公司間的交易 

母子公司間的交易價格計算採用成本加成定價法，係採以下的計算方

式，計算交易價格： 

  交易價格＝提供服務所需成本×（１＋加成比率） 

 

(五) 輸配電子公司面臨組織重組，經營資源之重分配與整合 

1. 輸配電社內分公司目標 

2017 年 10 月，因應一般輸配電公司之法人分離，中電公司為輸配電

事業專門設置輸配電社內分公司。輸配電社內分公司之組織架構詳見圖 34。

輸配電社內分公司作為公用事業，其業務營運以符合中立及公平為原則，

達成「提供穩定優質電力」、「符合用戶需求的服務」和「實現不遜於其他

地區之低輸配電費率」三大目標，以促進集團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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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輸配電社內分公司之組織架構 

 

2. 配售分離 

中電公司將原先屬於客戶服務本部之售電業務與原先屬於流通事業

本部之水力發電業務(含新能源業務、供需調整功能)，移交至販賣事業本

部及電源事業本部管理。同時，自管理支援部門將土地與會計業務等，移

交至輸配電社內分公司管理。原客戶服務本部（不含零售）與原流通事業

本部（不含水力、新能源事業，發電、零售間供需調整功能），再加上財產

管理、資通訊部門等新增支援功能。輸配電社內分公司組織整備詳見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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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輸配電社內分公司組織整備 

 

3. 輸配整合 

輸配電社內分公司以 2020 年 4 月為目標，考慮輸配電相關設施規模

等，循序漸進整合和重組現有的營業所和變電所，統整以縣或縣所屬範圍

之整體區域為單位之 4 個電網中心，整合相關輸變配電設備的規劃、維護、

操作、運轉業務，建立一貫體制(如圖 36)。  

 

 

 

圖 36 輸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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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資源(人力、物力、財力)之重分配與整合 

依組織改革，將公司內部組織原先分配之經營資源，進行重新分配與

整合。一般而言，若執行組織分割，各組織所需的成本（例如管理間接成

本）會在整個組織中增加，但藉由最大限度地提高營運和組織的效率，最

小化分割規模，盡可能避免分割前後的成本增加。 

 

 

 

圖 37 變電所分割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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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量太陽光電併網因應策略 

(一) 日本中國電力公司電力系統架構 

 

 

圖 38 電力系統基本架構 

 

 

 

圖 39 電力系統電壓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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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國電力公司電力系統架構如圖 38 至圖 39 所示，其基本架構與

本公司類同，差異處在於不同的標稱電壓，依電壓階級分為基幹系統、地

區主要系統、一般負荷系統及配電系統，基幹系統為 500kV、220kV 之輸

電幹線設備，地域主要系統為變電所間聯絡線 110kV 輸電線及 110/66kV

變電所設備，一般負荷系統為 110kV 以下設備(除地區主要系統、配電系統

以外的設備)，配電系統為配電部門所轄 22kV 及高壓 6kV 等以下設備，配

電設備之構成如圖 40。 

 

 

 

圖 40 配電設備構成 

 

幹線及地域主要系統的特色為事故發生會造成大範圍停電，對於事故

風險的應對非常重要，且設備需要大規模投資及長期建設，因此需考量經

濟性評估以做適當的設備投資。一般負荷及配電系統之特色為設備密度、

型態等需考量地區特性，其投資以滿足供電可靠度為主要考量，一般負載

系統與配電系統之整合規劃，以高效能之設備與規劃較少損失為主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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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中電公司太陽光電併網量統計 

 

日本中國電力公司統計至 2019 年 4 月止，已完成併聯及申請訂約裝

置容量總計 731 萬 kW，如圖 41 所示。中國電力公司發電設備電源之構成，

新能源占整體比例為 21.2%，如表 8 所示。 

 

表 8 中電公司發電能源占比 

 

 

 (二)太陽光電併網電壓變動限制值 

當用戶有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夜間無日照未發電時，因引接線路

有阻抗之物理性質，用戶端電壓因線路壓降故比電源端為低，電力潮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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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端流向用戶負載端，白天太陽光電有發電輸出時，會形成與電源側引

接線潮流相反情形，用戶端電壓會較配電線路高，隨著太陽光發電增加，

用戶受電端電壓會跟著上昇，如圖 42 所示。 

 

 

 

圖 42 用戶端電壓升降示意圖 

 

 

圖 43 白天太陽光電發電造成電壓上昇 

 

其他用戶與太陽光發電設置戶共用接戶線時，用戶電壓上昇情形如圖

43 所示，A 用戶之太陽光電發電時，為了將太陽光電輸出至電網，A 用戶

端電壓會上昇，同時。因 A、B 兩用戶共用接戶線，B 用戶端電壓也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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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進而對電力品質造成影響。 

太陽光電因為天候及時間的關係產生發電量變化，隨著併網量增加，

會造成用戶電力品質降低，且會受到以下之影響： 

   1. 太陽光電發電量減少。 

   2. 用戶之電氣設備燒損、不良、效能變差、設備壽命減少等。 

太陽光電發電量造成配電線路供電能力之重大影響，可能造成配電事

故時停電範圍擴大及處理時間增加。太陽光電併網量之多寡造成用戶之影

響如表 9 所示。 

 

表 9 太陽光電併網量造成用戶之影響 

 

 

依日本電氣事業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電氣事業者(不包含卸電氣事

業者(電源開發 J-POWER 和日本核能發電)及一定規模電氣事業者)，其供

電電壓及頻率應努力保持在經濟產業省訂定之規定值。日本經濟產業省所

訂電氣事業法施行規則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之電壓變電範圍如表 10 所示。 

 

表 10 電氣事業法施行規則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之電壓變動範圍 

 

 

我國電壓變動率標準與日本中電類同，106 年 6 月 12 日經濟部所訂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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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供電電壓及頻率標準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供電電壓變動率之高低以不超

過下列百分數為限： 

1. 電燈電壓：百分之五。 

2. 電力及電熱之電壓：百分之十。 

3. 電燈、電力、電熱混合線路：百分之五。 

中電公司為維持適當電壓以符合法規，運用 1.用戶，2.中國電力公司

之各種對策。如圖 44 所示。 

 

 

 

圖 44 中電公司電壓控制對策 

 

中電公司依「確保電力品質之併網技術要點指南」，考量維持受電端

之電壓於適當範圍內(101±6V)，由電力公司計算確認電壓上限之建議值，

並由用戶設定太陽光電設備之電壓上限值，以有效調控供電電壓，如圖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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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電壓控制之用戶對策 

 

太陽光電系統多數具有抑制電壓上昇之功能，限制電壓上昇超過標準，

並維持適當電壓，此功能啟動時會限制太陽光發電輸出。如圖 46 所示。 

 

 

 

圖 46 太陽光電電壓調控方法 

 

另外中電公司對供電線路電壓之對策為採用於線路上裝置自動電壓

調整器 SVR(Step Voltage Regulator)，籍由自動電壓調整器自動調控供電線

路上之電壓，降低大量太陽光電併網造成系統電壓上昇之衝撃，如圖 47 所

示。 



 

 

53 

 

 

 

圖 47 自動電壓調整器電壓調控對策 

 

(三) 配電饋線允許最大併網量 

中電公司之併網電壓，依用戶發電設備容量而定，用戶發電設備容量

未滿 50kW，併低壓配電線路；用戶發電設備容量 50kW~未滿 2,000kW，併

高壓配電線路；用戶發電設備容量 2,000kW 以上，併特高壓輸電線路。如

表 11 所示。 

 

表 11 中電公司用戶發電設備併網種類 

 

 

中電公司允許配電饋線最大併網量，係以不能超過配電饋線上之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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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SVR 之設備容量。相關案例如圖 48 所示。 

 

 

 

圖 48 配電饋線允許最大併網量案例 

 

(四) 變電所內主變壓器逆送電力限制值 

2013 年 5 月 31 日，日本經濟產業省放寬容許變電所內主變壓器逆送

電力。若實施「電力保安」、「電力品質」相關措施，變電所內主變壓器將

允許逆送電力。如圖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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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變電所內主變逆送電力限制放寬前後比較圖 

 

為評估變電所內主變壓器逆送電力限制值，中電公司已建立評估流程

及設定二處查檢點：檢查點 1 及檢查點 2，以評估判斷是否要進行相關措

施。 

【檢查點 1 】是否辦理容許主變壓器逆送電力措施 

【檢查點 2 】是否辦理加強設備措施 

 

 

圖 50 變電所配電饋線電壓為 6kV 之主變逆送電力評估流程 

 

變電所饋線電壓為 6kV 時，主變逆送電力限制值評估流程如圖 50 所

示，檢查點 1：倘用戶發電設備容量 G 小於負載實績之最小值 L 時便無逆

送電力，可直接併網無需相關措施，否則進入檢查點 2：用戶發電設備容

量 G 大於主變容量 A 及負載實績之最小值 L 時，需辦理加強設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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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容許逆送電力最大值為主變容量 A 及負載實績之最小值 L 之和。 

 

 

 

圖 51 變電所配電饋線電壓為 6kV 及 22kV 之主變逆送電力評估流程 

 

同理，圖 51 變電所配電饋線電壓為 6kV 及 22kV 之主變逆送電力評估

流程，其容許逆送電力最大值為主變容量 A、6kV 負載實績之最小值 L1 及

22kV 負載實績之最小值 L2 之和。 

 

(五) 太陽光電併網費用分攤方式 

1. 費用分攤方式概要 

(1) 發電設備併網必要之系統設備工程主要分為「電源線」和「電網設備」。 

(2) 有關發電設備併網必要之系統設備工程費用，原則上，從原因者負擔

的角度來看，用戶負擔全部費用，由中電公司施工，有關電網設備(電

源線除外)，考量該工程亦受益於其他用戶和中電公司的觀點，工程費

用根據受益率分配，計算出特定負擔和一般負擔，並且僅向用戶收取

特定負擔，一般負擔由中電公司負擔。 

(3) 工程費用之計算方法，不論電源種類(太陽光電、風力、水利、生質能…

等)均以相同方式計算，如圖 52 所示。 

(4) 有關「電源線」之費用負擔，依「電源線成本費用省令」規定，全部

為用戶特定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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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太陽光電併網費用分攤方概要(一) 

 

(5) 有關「電網設備」之費用負擔，依「發電設備設置之加強電網和費用

負擔業務指南」(簡稱費用分攤指南）(2015 年 11 月 6 日)規定，基幹系

統原則為一般負擔(中國電力公司負擔)，基幹系統以外按受益率分配。 

(6) 有關加強 6kV 配電線，全部歸為特定負擔。如圖 53 所示。 

 

 

 

圖 53 太陽光電併網費用分攤方概要(二) 

 

2. 費用分攤之計算-按受益分配 

(1) 有關按受益分配有以下 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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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設備更新帶來之受益」。 

B. 「設備精簡帶來之受益」。 

C. 「供電穩定度提高之受益」。 

有重複的部分，採用一般負擔金額較大之一方（中國電力的負擔為較

大的一方）。 

(2) 設備更新帶來之受益具體實例如圖 54。 

 

 

 

圖 54 設備更新帶來之受益具體實例圖 

 

(3) 設備精簡帶來之受益具體實例如圖 55。 

 

 

圖 55 設備精簡帶來之受益具體實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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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電穩定度提高帶來之受益具體實例如圖 56。 

 

 

圖 56 供電穩定度提高帶來之受益具體實例圖 

 

(5) 超過一般負擔之上限金額實例如圖 57。 

一般負擔中超過標準金額的部分，為特定負擔，仍須由申請人負擔併

網工程費。 

 

圖 57 超過一般負擔之上限金額實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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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逆送電力對策費用 

電力通常是從上游輸電線路流向下游經配電線至用戶，但大型太陽能

電廠連接到配電線路時，電流從配電變壓器下游配電線路逆向往上游側輸

電線路側流動。例如代輸之情形，申請人需再負擔逆送電力對策費用。中

電公司目前逆送電力費率為 3,780 日元/kW，如圖 58 所示。 

 

 

 

圖 58 逆送電力對策費用實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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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型燃氣機組建廠過程經驗交換 

一、前言 

非常感謝台電公司給我這個機會參訪中電公司，學習大型天然氣機組

建廠經驗，此次活動由李副總經理鴻洲擔任團長帶隊，因中電公司與本公

司長年往來密切而溫馨的情誼，從 1966 年締結為姊妹公司迄今，雙方交流

考察互訪超過 50 年，即使中日斷交仍不間斷；歷年本公司共計已派出觀摩

團 44 屆 428 名人員，考察團 18 屆 90 名人員；能參與第 19 屆考察團，至

感榮幸及謝意。 

 

二、中電公司簡介及相關計畫介紹 

中電公司成立於 1951 年，為一擁有工程、製造、通信、輸配售電、發

電事業等關係企業集團，員工人數 9,169 名；在電力事業方面，計有 12 座

火力電廠，1 座核能電廠及為數不少的水力及再生能源電廠，總裝置容量

約 1,153 萬 KW，約莫本公司三分之一規模(3,315 萬 KW)；目前中電有一國

際化名稱，Energia。 

在組織上，中電公司自 2016 年 4 月起電力進入零售全面自由化，2020

年 4 月 1 日輸配電部門也將從母公司分離，由於環保議題日益受到人民的

關注，尤其經過 2011 年 311 大地震及福島核災事故後。在核電廠受到抵

制，如何讓燃煤電廠所產生的空汙及 CO2排放減量，都是新世代火力電廠

競爭力提升發展的方針。迎接全面自由化及環保意識高漲，中電公司為強

化公司的體質，除了增建超超臨界之三隅發電廠燃煤混燒木質燃料的#2 號

高效率機組(1000MW)及新建柳井(yanai)一、二號機共 1400MW 高效率電廠

外；與 J-power 公司共同研究試驗中的煤炭氣化複循環發電(IGCC)，發展再

生能源發電，在在都是為了降低 CO2 排放作出貢獻，同時提升公司的競爭

力。如同日本新世代火力電廠發展趨勢圖(圖 59)，中電公司未來也是順應

趨勢，積極建構。 

另外行程中也介紹了兩個精進改造老舊電廠的特殊案例工程：1. 柳井

(Yanai)電廠，2. 水島(Mizushima)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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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日本新世代火力電廠發展趨勢圖 

 

其中柳井 Yanai 一號機複循環電廠 6 部氣渦輪機(GT)由奇異公司(GE)

的 F7EA 機型 82.7 MW，更新為三菱日立電力公司(MHPS)H100 機型 96.56 

MW 輸出。整廠效率從 43.3%提升了 4.1%達 47.4%，同時每部機每年可降

低將近 20 萬噸的 CO2的排放；施工過程中遭遇舊有設備地基沉陷的問題，

採用砂樁工法(sand-drain method)，改善地質增加地基排水性，可縮短土建

工程工期，同時與當地居民不斷溝通取得共識，並開放許多工作機會給當

地居民參與，降低居民對於天然氣管線的疑慮；這些動作與目前我們即將

展開的興達天然氣複循環電廠工程，有許多相同可借鏡之處。 

施工期間往往因為地質不良，設備地基會產生沉陷的問題，對發電計

畫造成重大風險，中電公司採用砂樁工法(sand-drain method)，縮短土建工

程工期，並採用基樁工法藉以承載基礎及設備重量，同時與當地居民不斷

溝通取得共識，並開放許多工作給當地居民參與，擴大對於地方建設的積

極回饋，以降低居民對於設置天然氣管線及電廠的疑慮。 

柳井 Yanai 主要的蒸汽輪機(steam turbine)並未變動，6 部氣渦輪機(gas 

turbine,GT)全數更新，更新作業範圍如圖 60，其型式剖視圖如圖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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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柳井電廠更新 GT 型式 

 

 

圖 61 三菱日立電力(MHPS) H100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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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H100 GT HP+LP turbine 剖視圖 

 

其二，水島(Mizushima)電廠就更嘆為觀止了。其一號機從 1961 年商轉

以來，歷經燃煤改採燃油，再改採燃煤，後來改燒天然氣，三號機則是 1973

年商轉，1994 年由燃油改燒天然氣，其歷程詳如表 12。 

 

表 12 Historical Transition of Mizus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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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很難想像一個電廠可以歷經如此多次的重大改造，台灣也有部

份改善環保設施或提升鍋爐效率等一次性改造及延長電廠壽命的工程，像

水島一號機這樣多次更換機組的經驗，實在難得。同時各項經濟效益的評

估，既有設備可用之評估，以及不同型式的基礎變更，如何裝設在已有 50

年歷史的基地上，光是沉陷量，最大差異處據電廠人員說幾達 2 米之譜，

因基礎設備載重均採基樁承載，並未造成重大問題。可見電廠改造工程有

其施工難度。同樣為了環保及效率議題，以水島一號機為例，改造後效率

提升近 12%，CO2排放量降低近 80 萬噸。其改建系統圖如圖 63。 

 

 

 

圖 63 水島一號機燃氣設備系統圖 

 

溫室氣體的減量排放是日本及世界發電的共同趨勢，我國的能源政策

也確立將在 2025 年，將燃煤電廠比例降至 30%，燃氣電廠提升至 50%，

20%靠再生能源供應。剛通過環評初審的興達燃氣複循環發電計畫，屬於

高效率低汙燃的新型復循環電廠，大約有 3,900 MW 的發電量，以替換舊

有等量的發電容量，卻可降低超過 80%的空汙排放量。 

 

三、建廠過程經驗交換 

中電公司提供柳井(Yanai)GT1-1 更新 GT 安裝相關經驗，許多都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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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過程寶貴的經驗： 

    (一) 氣渦輪機(GT)製造監造過程注意事項 

1. 工廠檢查 

材料檢查、尺寸檢查、各零件之非破壞檢查、低速平衡檢查、組裝檢

查、外觀檢查、運轉測試等，是否無異常之確認。精湛的技術搭配嚴格的

製程管控，製造出性能優越且高品質的設備，必能降低測試運轉過程的故

障機率。 

2. 地基建造 

基礎鋼筋、預埋件、螺栓等位置是否與圖片相符之確認。土建工作關

係到設備定位的精準與否?任何環節都不能馬虎，才能確保設備安裝順利。 

3. GT 安裝定位 

搬運路徑、時程之事前確認。 

定位後軸承等位置是否於設計範圍內之確認。 重件運輸的路徑及時

程，定位是否確實，任何小缺失，都可能造成設備運轉的振動值偏高。 

4. 輔機類設備安裝 

配管、風道、風機、泵浦等設置是否與圖面相符之確認。週邊設備也

需配合確認。 

5. 油洗、各補機類測試 

油的清淨度是否於標準範圍內、各輔機類是否正常運作之確認。 

6. 綜合試運轉 

連鎖測試、負荷測試、加速測試、Runback、廠內單獨測試、起停測試、

性能測試等，是否無異常之確認。 

(二) GT 發電機製造監造過程注意事項 

1. 廠內測試 

絕緣阻抗測試、耐電壓測試、性能測試、連續運轉測試、尺寸檢查、

外觀檢查。 

2. 地基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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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鋼筋、預埋件、螺栓位置、灌漿接觸面等之確認。 

3. 轉子中心孔、氫氣冷卻器洩漏試驗 

使用氮氣確認。 

4. 與 GT 的校準確認 

是否於標準值內之確認。 

5. 儀表類建造 

設置位置是否與圖面相符之確認。 

6. 發電機洩漏測試 

從發電機內開始是否有洩漏現象之確認。 

7. 綜合試運轉 

連鎖測試、絕緣測試、溫度上升測試等，是否無異常之確認。 

這些都是關鍵中的關鍵重點。 

(三) 建造中設備及建物基礎沉陷的管理 

1. 填海造地、整地 

Sand compaction pile method 等方法強化地盤。 

2. Prestressed concrete pile 之打設承載基礎及設備載重，防止日後回填區

域的沉陷，對照進出水口、燃料容器、汽機房、鍋爐、泵浦等設置配

合打設 PC 樁。 

3. 基礎完成後，高程之確認 

完成面高程是否位於容許範圍內之確認。 

4. 基礎上的建物、設備設置 

施作中各階段的基礎高程量測。 

5. 設備運轉開始以後，定期執行整體基礎高程測定及不平 

均下沉量之監測工作，尤其對於重量較大之發電機與 ST 周圍的基礎，

另外法令規定之高壓瓦斯容器及危險物基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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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複循環 HRSG 鍋爐運輸定位安裝過程 

 

有關建物及基礎沉陷管理這區塊，的確在我國的建廠規範內都沒有相

關的規定及追蹤機制，同樣是海邊填海造陸或鹽灘地的火力電廠，一定會

有相同沉陷問題，這點有必要在新的規範中加入建造過程兩至三年內的重

要或危險設施容許的沉陷量標準，作出長久的監控及改善依據。 

另外，也提供複循環設備重件 HRSG 運輸過程及安裝定位相關照片，

如圖 64。發電機的吊運及定位過程，如圖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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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發電機運輸定位過程 

 

重點在複循環的廢熱回收鍋爐(HRSG)，是在工廠裡組裝好的大型模組

化設備，重件碼頭的吊運，運輸路徑的安排及現場的定位，需要專業人力

及特殊機具的輔助，才能安全的安裝定位。至於發電機(低於 300 噸)吊運

定位過程所採用的 mega-bent 組裝構架及軌道運送方式，我們則不一定採

用；在大林計畫初期，大型如 TOSHIBA 的發電機(超過 430 噸)運輸及吊升

定位，由台灣機裝工程公司承作自凌晨 4:00 從重件碼頭出發運抵工地，透

過頂升機具直接調整定位，直到晚間 23:30 安裝完成，除了前期準備工作

外，起重運輸頂升定位，所有作業在一天之內完成。詳如圖 66。 

大型設備如大林計畫 800 MW 的發電機(>430 噸)及冷凝器(超長寬高)

的設備，已有相當之運輸及裝機經驗；然而事前縝密的規劃及來回不斷的

測量確認，才是確保任何大件設備安全定位重要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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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電機運輸                ○2 汽機廠房外，就定位 

○4 平移入廠房內              ○3 吊升至定位樓層 

○5 轉盤轉向                  ○6 移走轉盤，放置定位     

 

圖 66 大林發電機運輸吊裝定位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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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興達複循環計畫前期的工程遭遇困難及對策 

興達複循環機組規畫三部約 3,900 MW 的發電容量，如同可行性研究

報告所提之參考廠家包括： 

1. 西門子(SIEMENS)的 SGT6-8000H 型；規格及剖視圖如下圖 67。 

 

 

 

圖 67 西門子(SIEMENS) SGT6-8000H 規格及剖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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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菱日立(MHPS)的 M501J 型；規格及側視圖如下圖 68。 

 

 

 

圖 68 三菱日立(MHPS) M501J 規格及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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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奇異公司(GE)的 7HA.02 型；規格及測試圖如下圖 69。 

 

 

圖 69 奇異公司(GE) 7HA.02 規格及側視圖 

 

這三家 GT 設備，重量都約在 300 噸左右，對於重件的運輸及吊裝，

有了大林大型汽機發電機及冷凝器之經驗，除了進入的重件運輸路線必須

妥善規劃外，並無特別之處；至於氣渦輪機組(GT)之基礎，與蒸汽輪機(ST)

之基礎類似，目前均有發展非常純熟的有限元素分析模型軟體作精確之動

態設計，如圖 70。 



 

 

74 

 

 

 

圖 70 GT 基礎有限元素模型分析 

 

興達計畫未來施工將遭遇的困難有用地、通水及通氣等三大艱鉅任務： 

1. 用地： 

依據環評承諾，在該工區週邊進出每小時所有工程車輛單向平均約只

能限制在 23 輛左右，在一天工作 8 小時的情況下，必須在該鹽灘地，短期

4~5 個月內填入至少前期(1st stage)一號機及共同設備區所需外購 60 萬立方

米的土方來墊高基地；相對來說，5 個月依環評規定約只能填滿 30 萬立方

米的區域，主設備區域的交地及安裝進度勢必受影響。目前因環評初審雖

通過，對於明年 7 月將決標開工的主設備工程，於 10 月就要交付用地確

實是項艱鉅的任務。 

2. 通水： 

另一個異常艱鉅的工程是海水進出口及暗渠工程(如圖 71)，主要施作

項目為進、出水明渠、抽水機房、冷卻循環水暗渠(包含進、出水暗渠、平

壓塔)、電纜涵洞、溫排水暗渠(含中繼池)、虹吸井等 RC 結構物、廠房機

電設備、水工機械設備供應及安裝等工作。預算金額高達約 74 億元。除了

需在短時間(1,080 天)完成全長約 2.5 公里，深開挖工程及 5,200 餘支基樁打

設工作外，穿越既有中油天然氣管線、臨海抽水及穿越露天煤場防塵網

段，…等施工過程，可能遭遇之沉陷災變、環保及民情抗爭，都將影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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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進度；絕對也是一項十分艱鉅的任務。 

 

圖 71 海水進出口區及暗渠工程 

 

3. 通氣： 

本計畫的燃料來源為中油永安液化天然氣廠，36”的天然氣管線規劃

經過石斑路接鹽新路進新廠區，總長約 4.6 公里。興達計畫案採用之推管

工法，地底 11~13 米深的管道，全長需將近 13 個工作井，以及部份明開挖

的管段，沿線經過許多居民住宅及魚塭，總工期卻只有 810 天，初步規劃

至少需採用兩套以上的推進機具，多點平面展開工作井施作；既使如此，

技術人力、工安、監造人力的需求，以及相對影響居民生活的可能抗爭，

亦是項艱鉅任務的變數。  

 

未來 3 年建廠關鍵工程，至關國家能源經濟發

展，這三項初期的艱鉅工程，將直接影響整體主設

備發電期程，也由於環評初審的過程延宕，所有原

先預留的浮時，全數耗蝕殆盡，工程中只要發生任

何不可預期的變數，都將影響第一部 GT 報部發電

商轉的日期。期望南部施工處能夠竭盡所能全力以

赴，不負公司所托，達成目標。 

 

圖 72 興達複循環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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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數據分析應用 

(一) 前言 

數位轉型浪潮興起，科技發展為各行各業帶來本質上的改變，大數據

與人工智慧正對社會、產業開始產生變化。而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發展瞬息萬變，應用於各產業的相關技術近

年呈現爆發性成長。爱此，本公司也逐步走向數位轉型，本次考察期望了

解中電公司在大數據分析應用經驗以資借鏡。 

由於考察機會難得，且正值本公司組織轉型規劃，以及智慧電網大量

布建與推動的重要時期，行前除本次研討主題外，特別提出組織轉型後資

訊單位定位、整體資訊發展策略與資安規劃等相關議題，於此行一併研討，

感謝中電公司詳盡地提供相關資訊，十分寶貴，茲報告相關研討內容。 

 

(二) 大數據和人工智慧分析應用 

中電公司期望積極運用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IT)來達到提

升客戶信賴的目標，發展藍圖係以三大主軸同步推展: 建立信賴、創造價

值、建立 ICT (Information，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如圖

73)，利用 IT 新技術來降低成本、業務革新，及強化資安，以提高營運系

統穩定，同時經由數據分析提供客戶即時的服務。而本次考察範圍乃與其

發展藍圖三大主軸相契合，為能創造價值與創新業務，中電公司希運用大

數據和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分析的新技術。在參訪的過程中，

了解中電公司對於此一新興技術與投入於近期展開，相關案例目前多屬實

驗階段，對於後續的推廣將視其測試成效再行規劃，茲就其所提供案例逐

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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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3 中電公司IT發展藍圖 

 

1. 錶計數據自動化讀取與判別 

此案例為輸配電社內分公司所進行的研究，主要針對公司營運所需相

關錶計的資訊，除了推動中的智慧電錶(SmartMeter)，亦涵蓋非數位的量測

設備，如:水錶、水壓計、温度計、氣壓計等，本實驗乃利用即時影像傳輸

以建立大數據資料，利用 AI 深度學習，建立圖型化監視系統，來掌握各類

設備狀況，依數據資料變化運用於閥值管理等，期能對於故障和負載趨勢

監控有所助益。(如圖 74) 

本研究透過 AI 深度學習，可以清楚分析出利用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DL) 學習各式各樣的影像，來解決光學辨識的盲點，正確率可由 8%提升

至 100%，成效良好。(如圖 75) 

 

 



 

 

78 

 

 
 

圖74 智慧電錶建立圖型化監視系統 

 

 

 

圖75 利用深度學習解決光學辨識的盲點，提升正確率 

 

2. 災害期間 SNS(Socail Networking Service)輿情情報收集分

析應用 

為了能在最短時間提供客戶相關災情資訊，中電公司由維修人員在災

害現場收集相關災情影像，傳送至資料中心的共享平台，有供公司內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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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及相關事業所，透過大螢幕上的地圖清楚標示各地災情，以隨時監看。

而為了強化相關資訊的完整性，中電公司也同步收集用戶自行上傳在各社

群媒體 SNS 輿情資訊，如:Twitte、Instagram、Facebook 等，採以 Crowdsourcing 

群眾外包概念，協助解決其現場人力不足問題，再利用 AI 深度學習來辨

識出可靠度高的情資，納入災情監視系統供公司決策參考，同時也揭露於

公司官網及各社群媒體，提供客戶相關災情資訊。(如圖 76) 

 

 
 

圖76 災害期間SNS輿情情報收集分析應用 

 

3. 建立客服中心問答系統 

為提高客服中心服務效率，中電公司在 2017 年利用 AI 技術進行「客

服中心問答系統」研究，依據語音辨識結果將客戶問答內容文件化，並建

立為數據分析資料庫，依用戶來電詢問的問題，以語音辨識搜尋符合該問

題之答覆內容，並以排名方式顯示螢幕上，推薦給客服中心操作員，再由

操作員對推薦的回覆內容依回答的正確性及完整性作評價，回饋給問答系

統，經過半年試驗結果，系統透諣 AI 回覆的表現都有一定的水準，成效尚

佳，惟情報通信部門表示目前由於該系統的設計乃需透過操作員的人工回

饋結果，必須有更大量的試驗期間及樣態回饋才能使 AI 學習更佳，正考

量調整系統回饋機制與功能。(如圖 77)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Crowdsourcing+%E8%AA%AA&spell=1&sa=X&ved=0ahUKEwiXzaea7N3iAhUbyosBHaRPDOUQkeECCCo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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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7 利用AI進行「客服中心問答系統」研究 

 

4. 共有資料管理機制 

良好的資料是大數據分析應用的基礎，必須考量資料治理與共享機制，

方能發揮數據分析的成效。中電公司在共有資料的營運方式及範圍，有相

當嚴謹的規範，對於電子文件則分門別類，採取不同管理措施，根據保存

時間或檔案種類，使用不同的儲存方式，例如:重要的成果資料則中長期保

存於 Global file system 集團共享區，而照片、影片等大容量檔案則短中期放

在「合作雲端硬碟」及 [影片 library system]，再整理後以專案方式作長期

儲存規劃，至於辦公司個人電腦(OAPC)的備份則短期存放。(如圖 78) 

 



 

 

81 

 

 
 

圖78 資料治理與共享機制 

 

5. 推動挑戰與對策 

在個別考察時，中電公司負責資訊單位情報通訊部門表示，在發展藍

圖中的三大主軸，針對與大數據分析應用息息相關的「創造價值」與「業

務革新」二大主軸，中電公司己盤點相關課題，並擬定相關因應對策，部

分己有具體成果，也可供本公司在推動大數據發展時參考，茲表列在推動

上所面臨的挑戰及對策如下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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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大數據推動挑戰與對策 

推進

軸 
課 題 對應・成果 

 

 

創造

價值 

資訊部門同仁年齡40歲~50歲佔6

成以上，而日本退休年齡為60

歲，面對將至的大退休潮，必需

針對年輕員工進行技術傳承和早

期培訓。 

2017年導入專家制度(PM)，為了讓年輕、中

堅員工培訓PM技能而導入的技術傳承制

度。 

今後，將增加專家制度活動 ，努力促進人

才資源開發。此外，在公司級「人才資源

開發計畫」中展現人才資源開發的方向和

重點，且滾動檢討。 

為了AI 與IOT應用發展，數據的

完備性是必要的前提，然而，目

前尚無法掌握全公司擁有的數據

全貌。此外，公司內也尚無數據

分析的知識及能力。 

關於數據保存及分析應用的人才培育，此

重大議題在高層會議提出檢討，並在組織

政策的推動措施會議討論。此外，將全公

司擁有的數據整合，進行新價值創造乃是

當務之急。 

業務 

革新 

現存大型主機系統持續老化及複

雜化，且這類系統的維修花費相

當的人力及管理成本。 

考量降低運維成本、靈活應對業務的變

化、數位轉型(DX)的發展，將廢除大型主

機，努力將其上業務往私有雲環境推動。 

面對IOT裝置、平板電腦等急速成

長，相關IT新技術導入及資安的

評估，及對現存系統架構環境的

影響，皆需要相當時間處理，勢

必無法快速回應。 

透過資安評估項目範本化來簡化文件製

作，透過審查會議確認其運作規則，以縮

短判斷所需的時間，正在努力創建一套快

速反應的管理機制與系統。 

 

(三) 打造可靠安全的「能源雲」 

要成功地發展大數據應用分析，完善的基礎建設佔舉足輕重角色，包

括軟硬體環境以及資安防護機制，皆是支持大數據與 AI 發展的重要基石，

為提升系統穏定及集團綜效，中電公司利用雲端技術建構集團內共享之 IT

基礎建設，建置私有的「能源雲」，以共享的 IT 基礎架構來最佳化 IT 資

產，並實現災變發生時持續營運的能力(如圖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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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9 中電公司建置私有「能源雲」 

 

此一「能源雲」(如圖 80)係由情報通信部統一管理，採用標準化 IT 平

台、基礎設施以及軟體服務，來提供整個集團業務運作，其優點如列： 

 較個別採購相比成本較低 

 縮短設備採購時間 

 設備穩定度提高 

 確保高度資訊安全 

 減少管理和操作時間 

 提高資料儲存可靠度 

 

在規劃「能源雲」架構時，同時建構了資料中心虛擬化整合架構，以

確保重要的營運資料可確實保存，通過虛擬化技術將分別在廣島及岡山的

兩個獨立運作的資料中心(約 140 公里距離)合併為一個網路，在兩個資料

中心之間共享相同的數據。即使其中一個資料中心中發生事故或災變，也

可利用另一個資料中心來持續運作業務，確保災變應變能力，提高業務穩

定度，中電公司在廣島和岡山長達約 140 公里的距離虛擬環境建設是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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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置時日本國內最大的虛擬化整合架構。(如圖 81) 

 
 

圖80 能源雲運用與優點 

 

 

 

圖 81 資料中心虛擬化整合架構 

 

在此整合架構完成前(如圖 82)，二個資料中心係以定期同步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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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備援機制，惟若單一地點發生災變或事故時，將有因時間差所造成資

料不一致問題，且需長時間進行切換及回復作業，而在此架構下，利用叢

集式的網路虛擬化技術，可使前端使用者，即便任一中心發生事故，皆無

中斷業務之困擾，對企業整體營運效益具高度貢獻(如圖 83)。 

 

 

 

圖 82 資料中心虛擬化整合架構完成前之問題 

 

 
 

圖83 資料中心虛擬化整合架構完成後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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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組織轉型後資訊業務運維方式 

中電公司的情報通信部門約 90 名員工，負責全公司的資訊與通信業

務，以「優化集團的 ICT 服務, 加強資訊安全, 並通過 ICT 促進業務改革」

為任務，擔任 IT 基礎架構、資料處理及針對各業務單位的 IT 需求提出專

業建議及專案管理工作，而系統開發及維護、伺服器及網路等基礎設備運

維 等 業 務 ， 則 委 外 由 100% 控 股 的 關 係 企 業 エ ネ コ ム (Energia 

Communications,Inc.)辦理，由其約 300 名員工負責運維(如圖 84)。 

 

 

 

圖84 中電公司情報通信部門業務運維方式 

 

依日本政府法規要求，中電公司在 2020 年 4 月輸配電業務將分割成

立 100%控股子公司「輸配電公司」，發電及售電業務仍由母公司經營，目

前已採用試營運模式以社內分公司方式經營「輸配電公司」，基於管理面與

成本面的綜效考量，母公司的情報通信部於子公司成立後仍擔任「輸配電

公司」IT 服務提供者。(如圖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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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中電公司法人分離前後之 IT 服務者 

 

未來就 IT 系統開發及運維作業而言，與現況相近(如圖 86)，另外，為

確保集團資訊系統最佳化及安全性，以管理效率和營運持續的觀點檢討資

訊資產拆分原則，最終方案乃不分割資訊資產，而全數歸屬於母公司，惟

有關業務情報的資料則同時分屬母子公司。(如圖 87) 

 

 

 

圖 86 集團 IT 系統開發及運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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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 中電公司法人分離後，資訊資產拆分與業務情報分享原則 

 

而在母子公司成立後，由情報通信部所提供輸配電公司 IT 服務之契

約，則依下一年度資訊計畫服務的內容和費用商定，且併入會計年度計算, 

至於資本支出則在開始運營後收取攤銷費用(如圖 88) 

 

 

圖 88 母子公司依 IT 服務契約，攤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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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通安全策略與管理 

1. 強化個資安全措施 

談到資通安全議題，情報通信部門以一個實際案例作為開場說明，日

本通訊教育服務商倍樂生集團（Benesse Holdings）於 2014 年 7 月發生了嚴

重的客戶個資外洩事件，總數高達 2,260 萬筆。此起創下日本最多客戶個

資外洩的事件，係因 Benesse 在該年 6 月接到大量顧客投訴，客戶不斷接

到其他公司推銷電話，經調查發現係為其外聘工程師所為，因其智慧型手

機沒電，於是將手機接上公司筆電 USB 充電，卻意外發現原本無法以外部

儲存裝置存取的筆電，竟能由智慧型手機存取，同時發現可連線客戶個資

資料庫，於是萌生犯意，私自從資料庫複製名單到自己的手機，再將名單

轉賣，不當獲利約 250 萬日圓，前後複製名單共 2,260 萬筆個資資料。Benesse 

Holdings 公司發現後立即表示除修正系統缺陷、強化內部資安管理等措施

外，也準備 200 億日圓用以賠償客戶，希望能藉此挽回客戶信心。(如圖 89) 

 

 

 

圖89 資通安全議題之案例說明 

 

由此可見，一個重大資安問題發生，對集團、公司及社會的影響甚巨，

經此案例，日本政府經營產業省要求各機關檢討，中電公司針對防護機制



 

 

90 

 

及社會觀感一併納入檢討範圍，擬出下列三項重要的因應對策(如圖 90)，

茲逐一說明各個對策之措施作法 

 定義公司級重要的系統 

 制定重要系統的運行、維運之安全管理措施 

 根據案例增加共同安全措施 

 

 
 

圖90 中電公司資安問題之因應對策 

 

(1) 定義公司級重要的系統(如圖 91) 

凡定義為公司級重要系統則成為安全措施保護的標的。主要包括： 

 擁有個資的業務系統和核能有關的業務系統 

 全公司共享共用資訊系統・包括對營運作業有重大影響的系統

及資訊基礎 

(2) 制定重要系統的運行、維運之安全管理措施(如圖 92) 

 為防止重要系統不正當存取導致資訊外洩，公司內部檢討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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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管理對策和 57 個細部管理措施。 

 

 

圖91 公司級重要系統 

 

 

 

圖92 重要系統之運行、維運之安全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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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項控制措施將根據執行情況、技術發展趨勢與相關法規及準

則等，滾動式檢討並於每年進行審查。 

 

(3) 根據案例增加共同安全措施(如圖 93) 

重要系統資料的匯入和匯出，必須有監控機制來監視不當行為及告警，

因此，中電公司自 2016 年 4 月開始共通使用的系統開始全面性導入安全

措施及監控機制，包括：系統權限帳號管理系統、Log 收集、分析系統、

警報(alarm)系統、用於生產環境維護末端的 thin client 管理等。 

 

 

 

圖93 共同安全措施 

 

2. 智慧電網資通安全管理 

為推動日本智慧電網快速發展，日本電氣標準委員會(Japan Electrical 

Standards Committee，JESC)針對智慧電錶的資安政策架構，訂定了指導原

則，每個電力公司皆據此擬定與實施個別的規則、措施、監控和審核，並

將其納入安全法規的一部分。(如圖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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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 智慧電錶資安政策架構之指導原則 

 

而為了提升智慧電錶系統的安全管理，中電公司也建構了相當完整的

運作體系，由社長擔任最高負責人，其下設置資通安全總經理（CISO）監

督相關工作，並由情報通信部門長擔任，而情報通信部長則擔任資安執行

長及智慧電錶資安管負責人。(如圖 95) 

 

 

 

圖95 中電公司智慧電錶系統安全管理之運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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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智慧電錶通訊安全防護，情報通訊部表示中電公司亦依國家基本

標準要求，設制能滿足共通性的安全準則和服務水準，並擬定預想非法連

線、DOS 攻擊等威脅的資安應對政策(如圖 96)。包括： 

 通過網路發送硬體修補韌體 patch 更新 

 利用連線認證、終端驗證以防止詐欺和不當連線 

 透過對阻斷服務攻擊（denial-of-service attack，DoS）等地異常檢

測和攔截處理，避免服務中斷 

 透過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密碼、通

訊認證等防護手段，防止未經授權存取或竄改、資訊外洩等 

 

 

 

圖96 非法連線、DOS攻擊等威脅之資安應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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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觀摩，各分組研討照片 

  

 

電業自由化與組織轉型 

 

大量太陽光電併網因應策略 

  

 

大型燃氣機組建廠過程經驗交換 

 

大數據分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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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 電業自由化與組織轉型 

1. 心得 

(1) 因應自由化的衝擊，中電公司除積極鞏固本業，並在財務模型體系下

進行集團資源配置及國內外多項投資，初期投資主要係學習經驗，故

規模不大；如此除可吸收增長國際投資經驗，拓展集團觸角，亦可降

低失敗之風險與損失，其初期穩健作法與東電及中部電力採行相同策

略，值得學習。 

(2) 其員工數與規模均低於本公司，年投報率卻達 9%，探究其主因係日

本電業主要係民營，其電價要反映業者成本及利潤，另政府考量能源

安全度之必要，訂定 2030 年化石能源(煤、油、氣)與非化石能源(核能、

水力、新能源)約 6:4 比例管控，此作法使得日本 9 家電力公司有時間

做彈性調整自身電源組合，故各公司在保證獲利之情形下，擬具積極

對策與做法，其訂定長遠目標及管控作為，值得我國主管機關制定政

策之參考。 

(3) 轉型控股集團後之分工，其母公司主要掌握所有權，並制定集團重大

財務方針及集團中期計畫、監督營運與管控績效，俾確保集團財務收

支狀況；子公司掌握經營權，依法自主營運，並向母公司提出自身的

財務、投資計畫及中期計畫，並定期回報狀況與對策，其母子公司分

工明確且能專業經營，值得本公司決策參考。 

2. 建議 

(1) 輸配電業之中立性為日本自由化之關鍵課題，其如何保持公平、公開、

公正原則，使競爭市場得以運作，並吸引新市場參與者加入，且無差

別對待集團內外發電及售電業者，日本政府已於 2018 年底公布詳細

之行為規範與禁止行為，輸配電業必須遵守，其作法可提供我國政府

訂定中立性規範之參考，使輸配電業知所遵循。 

(2) 日本於 2000 年起循序漸進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依序為特高壓、高

壓，並至 2016 年 4 月全面開放至低壓所有用戶。9 家電力公司均面臨



 

 

97 

 

用戶大量流失狀況，尤以都會區的東電、關西電力，面臨電信、瓦斯

業者等加入售電行列，用戶流失最為嚴重。故售電部門莫不想方設法，

以新電價、新的服務方式來留住用戶的作法，可供本公司相關部門先

行準備及因應。 

 

(二) 大量太陽光電併網因應策略之心得與建議 

1. 為配合政府推動再生能源發展，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達需達

20%目標，即太陽光電於 2025 年累計裝置容量達 20GW 目標，在供電

線路安全前提下，如何有效建立友善環境，藉由本次考察日本中國電

力公司有關大量太陽光電併網問題的因應策略，瞭解中電公司之太陽

光電併網電壓變動限制值、變電所主變逆送電力限制值、配電饋線允

許最大併網量及併網費用分攤方式，以作為推動本公司推動太陽光電

併網參考。 

2. 日本依電氣事業法施行規則第 44 條第 1 項訂定電壓變動率為 101V±

6V(5.9%)或 202V±20V(10%)，並未因併聯太陽光電而另訂定較嚴格的

電壓變動率，倘電壓變動率未符合規定，亦可由用戶端變流器設定最

高電壓以降低用戶設置太陽光電送出的電壓，另外也可由線路上裝置

自動電壓調整器改善高壓線路電壓過高之情形。反觀我國除依電業供

電電壓及頻率標準規定供電電壓變動率外，另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

技術要點針對電壓變動率訂定±3%較嚴格的限制，並經由 DPIS 模擬

併網點是否超過限制值，以作為評估能否併聯的依據。併網電壓變動

率似有檢討空間，且針對發電穩定的再生能源如地熱發電其電壓變動

率應可作適度調整，自動電壓調整器亦可評估建置，以提昇併網量並

減少非必要的新增併網專線投資。 

3. 中電公司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容量未滿 50kW 併接於低壓 100V 或

200V，50kW~未滿 2,000kW 併接於高壓 6.6kV，2,000kW 以上併接於

22kV 以上特高壓，最大的併網量不能超過配電線路上導線、開關及

SVR 之設備容量。相較於我國低壓三相四線 220/380V 最高可併網容

量為 499kW，10,000kW以下可併接於 11.4 kV、20,000kW可併接於 22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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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kW 以上併接於特高壓(69kV、161kV)，線路、開關容量不足可由

加強電網改善。以同電壓等級比較，日本併網容量較低，用戶自備昇

壓站的機會大增且需自負運維，我國低壓最高可併至 499kW，用戶無

需自備昇壓站，免除昇壓站維護成本，相對本公司增加昇壓變壓器設

備之維護成本。為加速再生能源併網，本公司配電處於 108 年 4 月 19

日召開「提升再生能源併網能力討論會議」，針對可併容量已滿之饋線

或變電所，其剩餘可併容量計算已納入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無法滿載發

電情形折扣後作調整，增加可併網的空間。 

4. 依本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併接於高壓以上其主變逆

送電力不得超過主變裝置容量 80%為原則。中電公司其主變逆送電力

可達主變裝置容量 100%，主要係考量太陽光電再生能源最大發電量

約為設備容量的 80%，已保留 20%的裕度。 

5. 有關太陽光電併網工程費，我國主要依「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屬

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及代辦工程費計費方式」及「再生能源

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分攤原則及計費方式」規定計算，第三型併網裝

置容量 50kW 以下免費，前述二項計費方式係依年度併網工程費用實

績加計 5%維護費訂定，每 2 年檢討修訂。中電公司之併網工程費用

分攤計算方式較為複雜，係併網的個案之併網點檢討應負擔的輸電主

幹(中電負擔)、區域輸配幹線(中電公司與用戶依比例分攤)、電源線(用

戶負擔)，如有轉供代輸則須依代輸轉供契約量加計逆送電力費用。 

 

(三) 大型燃氣機組建廠經驗之心得與建議 

1. 我國能源轉型目標係燃氣、燃煤、再生能源占比為：50%、30%、20%，

未來燃氣機組扮演關鍵角色，本次觀摩中電公司燃氣機組建廠經驗，

包含氣渦輪機、發電機之製造監造應行注意事項，以及填海造地、整

地等管理作為，對本公司正在興建之興達、大林等電廠助益良多，深

具參考價值。 

2. 日本電業(含中電)多成立子公司專責辦理工程相關業務，除可累積經

驗，亦可擴大營運範圍及增加營收，其模式可供未來本公司轉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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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部門之定位與發展之參考借鏡。 

 

(四) 大數據分析應用之心得與建議 

1. 由於中電公司輸配售子公司成立在即，情報通訊部門近期投入相當心

力於相關組織分工，對於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新興技術的投入，人力較

為不足，所以相關案例目前多屬實驗階段，對於後續的推廣將視其測

試成效再行規劃，至於相關人才養成，於個別考察時表示，目前乃由

該部門內約 90 位同仁以自願性方式，徵召了 8-9 位同仁自行研究相關

技術，並視推動需要與業務部門及外部顧問進行研討及訓練。 

2. 本公司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領域的發展，相對於中電公司推動時程較

早也較具規模，且由於公司層峰的大力支持，自 2018 年即成立跨單位

運作組織大數據推動會報，跨域協作共同推動台電公司大數據發展，

目前在主管資訊副總張副總經理忠良的領導下，向人才培育、平台建

置、管理機制及創新應用 4 大面同步推進。2019 年即首開經濟部所屬

機關構之先例，自行舉辦 AI 大數據人才發展營，在公司內部人才培

育及創新應用兩方面有系統性地推動，希望能透過以外養內方式，累

積公司同仁大數據分析能量。 

3. 為了因應大數據應用的基礎架構擴展，本公司亦規劃 2023 年完成台

電雲端資料中心，打造符合世界標準與資安要求的企業級資料中心，

在架構規劃上可借鏡中電公司打造「能源雲」的經驗，利用叢集式的

網路虛擬化技術，分別在廣島及岡山的兩個獨立運作的資料中心(約

140 公里距離)共享數據，無論任一中心發生事故，皆無中斷業務之困

擾，應用在我們企業級資料中心架構規劃上，可透過優化網路架構提

升相關通訊網路技術，提供整個集團可靠安全的基礎設施，對企業整

體營運效益具高度貢獻。 

4. 有關組織轉型後的分工，中電公司 2020 年 4 月將成立輸配電子公司，

基於管理面與成本面的綜效考量，母公司的情報通信部於子公司成立

後仍擔任集團 IT 服務提供者，另為確保集團資訊系統最佳化及安全

性，考量管理效率和營運持續，相關資訊資產全數歸屬於母公司，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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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業務情報的資料同時分屬母子公司，考察時該部門表示這是經過

漫長而艱辛的分析探討與溝通的結果。 

5. 因應新電業法要求，本公司刻正規劃於 2023 年至 2026 年拆分為一家

母公司及二家子公司(發電子公司、輸配售子公司)，資訊處目前負責

公司整體資訊運維及推動業務，在公司組織轉型中擔任規劃母公司共

享服務的示範單位，對於共享機制研討母子公司角色定位與業務分工，

相較於中電公司，雖然其有公司法要求，但並無適用採購法之限制，

基於管理面與成本面的綜效考量，仍維持現行運作機制與作業方式，

作法上較本公司轉型更具彈性，本公司於組織轉型後仍肩負國營事業

及穏定供電的職責，配合採購法要求，資訊處於規劃母子公司資訊業

務分工及共享機制，則以必須以集團管理綜效建設之定位，歸零思考

未來資訊服務的策略推動及共享服務機制，必須作適當分工，以達事

權移轉給子公司，以利其專業經營及自主營運。 

6. 日本政府針對大力推動的智慧電錶(SmartMeter，SM)，在相關標準與法

規皆由政府主導，並由日本電氣標準委員會(Japan Electrical Standards 

Committee，JESC)協助訂定資安政策與架構，爰此，中電公司在 SM 推

動上有所依循，進展相當順利快速，而台電公司的主管機關能源局，

則訂有「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以策略面指導台電公司在智慧電網

相關業務的推展，至於推動架構及相關標準，則由本公司相關單位，

依專業分工或循國際案例/標準辦理，目前我們依國際標準 NIST 

SP800-82 安全防護及 IEC 62443 資安架構等，規劃以三道防護強化智

慧電網程控資安縱深，同時以安全監控中心(Security Operations Center，

SOC)進行即時監控，且建立本公司之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ISAC)，與經濟部及行政院之

ISAC 進行跨單位跨部會的資安情資分享與聯防，以強化資安防護横

向廣度，俾提升智慧電網運維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