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
接軌綠色能源發展趨勢，以因應國內外政

經情勢、最新能源環境與結構變化，搭配

2025邁向非核家園之國家能源政策，亦即整體電

力供應分配調整為50%來自天然氣、30%來自燃

煤、20%來自再生能源。這意謂著有一定量非屬

基載電力的再生能源即將併入供電系統，若再加

上極端氣候的持續衝擊，這些接踵而來的挑戰，

使電力負載預測難度倍增。

園區公會水電氣總召、工研院電網諮議委員

楊水定表示，未來的7年內，當務之急首重電力管

理，電力之供給方與需求方，須透過專家的積極

努力協助，以團隊合作方式，藉由近代科技，建

立安全、有彈性和適應性強的電網，提高供電穩

定度，確保電力永續發展。

務實戰略穩定供電品質

面對電力永續發展之百年大計，且須維持電

力供應端與需求端的穩定可靠，楊水定提供下述

整理／編輯部 

邁向電力永續務實戰略
台灣的科學園區是台灣重要產業命脈，而穩定的水電供應，則是絕大多數園區廠商心之

所繫。在2025邁向綠色能源政策下，再生能源加入既有供電系統，宜積極搭配近代科

技工藝，建立安全、有彈性和適應性強的現代化電網，提高供電穩定與電力永續發展。

電力供給與用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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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戰略以利及早因應。

在電力供給端上，應首重發電與輸變電系統

的質量均衡與補強。楊水定指出，未來發電上將

面臨能源轉型期間電力供應量有限的風險，除了夏

季用電高峰，就連冬季用電也會因為空汙引起的燃

煤限制問題而供電受限；因此，如何在2025年所

有核能機組退役前讓新增的燃煤、燃氣機組及再生

能源發電機組如期如質到位，以補足核能供電缺口

及供給新增的用電需求，都是即將面對的挑戰。其

次，在輸變電上，除了持續更新老舊設備，降低故

障率之外；亦須及早因應新設再生能源發電機組所

造成的容量不足問題。

在電力調度與售電上，亦仰賴更具彈性與多

元的供電設計。電力的調度需考慮未來非基載型的

再生能源發電加入供電系統的行列後，對電力系統

穩定度造成的影響。另外，因應電業法往電業自由

化方向修訂、發電與售電網分家之發展趨勢下；台

電亦應思考如何在市場化的趨勢下提升效率，政府

也應及早規劃，如何在兼顧環境永續與國家競爭力

中，訂出合理又具競爭力的電價策略，才有益於促

成整體經濟持續蓬勃發展。

需求端之用戶，亦應當盡一己之力，透過

「抑制尖峰用量」與「降低供電系統設備故障率」

兩大方向，加速達成穩定供電與提升供電品質成效

之目標。

五大路徑抑制尖峰用電

在抑制尖峰用電上，有五大路徑可有效執

行，包括：一、發揮移峰填谷精神，在工廠可接受

的範圍內最大化利用離峰用電，例如，可在離峰時

段進行純水用的樹脂再生製程。二、提升設備的

用電效率，例如，可採用海綿球自動清洗系統，

提高冰機冷凝器的熱交換效率，也可導入大數據

與深度學習技術為工廠尋找用電效率提升機會。

三、利用儲能設備於非尖峰時段儲存能源，例

如，可利用離峰電力儲冰、以尖峰融冰的空調系

統來抑制尖峰用電。四、推行節能措施，例如，

針對辦公室可以採例假日值班人員集中辦公減少

照明與空調用電，也可針對工廠採用隔離熱源方

式來降低空調負載。五、參與台電需量反應，配

合台電調度，避免電力系統超載、達成維持供電

可靠之目的。

此外，楊水定也建議，用電端在降低供電系

統設備故障率時，也可透過三大作法進行補強，

包括：一、提升設備預知保養能力，例如著重在

特高壓及高壓用戶的放電檢測，或是紅外線測溫

等檢測儀器進行線上即時偵測，以利提前發現異

常。二、落實供電設備的定期維護保養，以防患

電力事故的發生。三、建構即時故障隔離保護措

施，俾利當電力事故發生時，於最短時間內將事

故點隔離，避免事故擴大，確保供電品質。

為因應能源轉型之過渡時期，政府電網相關

策略推動需求，工研院於2018年7月成立「電網管

理與現代化策略辦公室」以結合主要利害關係人

與電業領域的專家學者，針對邁向電力永續的議

題共同合作擬訂方向；希冀無論是電力的供應或

是需求方，均能以生命共同體態度，各自擬定因

應戰略做好準備，並經由雙方的密切配合、團隊

合作，使新舊型態之電力供應組合，可無縫接軌

落實朝能源永續發展邁進。

距離2025年能源政策的期限僅剩6年時間，首要任務應重視電力管
理，亟需供電方跟需求方攜手合作，才能建立安全、有彈性和適應

性強的電網，確保電力永續發展。

科學園區公會水電氣總召兼工研院電網諮議委員    楊水定

41Industrial Tech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