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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發會2022年3月正式公布「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
並規劃「十二項關鍵戰略」來達成淨零目標，「電力系統與儲能」及
「氫能」皆為十二項關鍵戰略。

臺灣2025
淨零轉型
十二項關鍵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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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轉型

綠色金融

淨零綠生活

自然碳匯

資源循環零廢棄

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

風電/光電

前瞻能源

節能

碳捕捉利用及封存

電力系統與儲能

氫能

推動分散式電網並強化電網韌性。

推動電網數位化與操作彈性提升電
網應變能力，運用資通訊物聯網技
術促進系統整合。

擴大因應再生能源變動所需儲能
等彈性資源規劃。

以氫能為淨零主要選項，運用於產業零碳製程
原料、運輸與發電無碳燃料等面向。

以進口綠氫為主要來源，搭配國內再生能源產
氫，逐步布建氫能之接收、輸儲等基礎建設及
氫能利用系統。



二、能源轉型之挑戰－電網整合面
因適合設置再生能源氣候地區分布過度集中，導致再生能源案場併聯電網困難。

區域與區域傳送壅塞

併網熱區併接容量不足

就如同有很多水
卻找不到水管接

就如同有很多水，水管卻不夠粗不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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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變動性再生能源之間歇性與不確定性導致傳統機組操作困難。

二、能源轉型之挑戰－供需平衡面

太陽光電發電量

用電量

非太陽光電之發電量

PV

PV

5



簡 報 大 綱

背 景 說 明壹

氫 能

貳

參

一、戰略目標與核心策略

二、推動措施(2030年)

6



一、戰略目標與核心策略

戰略目標：朝向導入高占比再生能源，同時確保供電平衡及提升系統韌性

電網整合面挑戰 供需平衡面挑戰

⚫ 併網熱區併接容量不足

⚫ 區域與區域傳送壅塞 電力系統與儲能
戰略計畫

⚫ 大量併聯升載

⚫ 大量降載解聯

⚫ 變動頻繁快速

提升系統各項
資源調控能力

以增加系統供電彈性

強化電網
基礎設施

以提升電網韌性

推動電網數位化
以促成電網最佳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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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措施(2030年)

1.再生能源加強電網工程

2.減少區域電網間傳輸問題

3.導入電力品質調控設備強化電力系統穩定

4.更新/提升傳統電廠反應能力

5.應用儲能系統

6.掌握再生能源發電

7.精進需量反應管理措施

8.擴大電力市場

9.推動電網資通訊整合

10.精進區域調度

11.制訂/修訂智慧電網國家標準

強化電網基礎設施

增加系統供電彈性

推動電網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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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生能源加強電網工程
國內再生能源發展因地域及氣候之故，通常集中於中南部，造成找不到適合併接點或可併
接容量不足，導致再生能源於無法併網，藉由加強電網使再生能源順利併網。

中南部再生能源積極發展，
增加電網緩解併網熱區併接量不足

◼ 風力發電：7站7線
強化工程，增加
11GW併網容量。

◼ 太陽光電：9站10線
強化工程，增加
6.5GW併網容量。

強化電網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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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減少區域電網間傳輸問題

加寬線路容量

直供科學園區/
產業園區

提升超高壓主幹線電力傳輸能力，以擴充區域電網傳輸能力，並將集中於中南部之再生能
源電力可就近供電，直供給科學園區及產業園區，為超高壓主幹線騰出輸電餘裕減少電網
負擔、降低電力耗損。

◼ 提升電力傳輸能力：擴充超一路
之容量，由原 1,000MW提升至
3,000MW；擴充超二路之及超三
路之容量，由原2,000MW提升至
3,000MW。

◼ 直送用電中心：吸納雲嘉南光電
熱區電源直供南科(七股~南科)。

強化電網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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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導入電力品質調控設備強化電力系統穩定
透過導入電力品質調控設備來強化電力系統穩定度，可有效降低再生能源的占比提高時可
能造成各種系統電壓不穩定之狀況。

電力品質與

供電穩定度
兩項重要指標

頻率

電壓

彰工升壓站、永興開閉所、南科變電所及
竹園變電所各增加±200 MVAR之靜態型同
步補償器(STATCOM)，有效提高電壓穩定
度，保持供電品質。

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強化電網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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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新/提升傳統電廠反應能力

5.應用儲能系統

傳統電廠發電機組反應能力之快慢，攸關發電機組電力
調度之表現，直接影響全台電力系統之穩定及安全。

◼ 電網端儲能設備：強化
電網韌性與彈性。

◼ 發電端儲能設備：結合
再生能源，供應夜尖峰
及電網穩定。

增加系統供電彈性

傳統電廠

儲能系統 2025年
2030年

(滾動檢討)

電網端 1,000 3,000

發電端 500 2,500

強化燃氣複循
環機組反應能
力(如大潭七、
八、九號機、
興達、台中、
協和、通霄二
期及大林燃氣
複循環機組)。

風力

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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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應用儲能系統-電網端儲能規劃
◆ 電網端儲能應用：

提供頻率調整、快速反應及削峰填谷等電網功能。

◆ 推動目標及作法：
2025年目標1,000MW，採取台電自建設備160MW及採購輔助服務840MW作法。

2030年目標3,000MW，後續持續滾動檢討。

1.頻率調整
(功率型運用) 3.削峰填谷

(能量型運用)

扣除太陽光電及風電 負載 13

2. 快速反應

增加系統供電彈性



5.應用儲能系統-發電端儲能規劃

光電結合儲能，促進饋線有效運用，擴大光電設置，並提供夜間尖峰部分用電。短期於2025年達

到500MW，2030年擴大目標至2,500MW，後續持續滾動檢討。

◆ 發電端儲能：

效益：促進饋線有效運用，擴大光電設置，提供夜間尖峰部分用電。

規劃作法：6/28公告「儲能系統結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中華民國111年度競標及容量分配作
業要點」

⚫以第一型之1MW以上案場為對象，應於一年內完工併網。

⚫儲能於日間允許時段充電，並於台電公告之夜間指定時段內放電。

⚫夜間躉購費率：區分電能費率與電池容量費率。電能費率會維持太陽光電系統發電收入，電
池容量費率以競標方式辦理。

光電結合儲能

2026年後以加分機制於升壓站內建置國產儲能，強化電網韌性。

離岸風電結合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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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系統供電彈性



6.掌握再生能源發電

◼ 提升再生能發電預測精準度：：
風力發電：日前預測誤差8%以及小時前預測誤差4%
以內。
太陽光電發電：日前預測誤差10%以及小時前預測誤
差5%以內。

◼ 再生能源預測增加再生能源資料即時監測量：
再生能源資料即時監測量達到28GW，掌握一半以上
再生能源狀態。

◼ 要求再生能源負起協助系統穩定責任：
檢討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要點，對於再生能源出力變化
及提供系統頻率/電壓之支持進行規範。

透過強化再生能源預測能力，及增加再生能源即時監視資訊，以利掌握更多再生能源變動
資訊；且持續檢討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要點，對於再生能源出力變化率及支持系統頻率/電
壓之規範進行要求，使電力系統更加穩定。

增加系統供電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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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精進需量反應管理措施

◼ 時間電價時間帶
調整

◼ 推動電動車時間
電價

◼ 擴大高壓用戶夏
月電價期間

提升需量反應
各方案總參與
量達3,000MW

為鼓勵用戶於尖峰時間減少用電，減少電力負荷，透過需量反應管理，用戶只要在供電緊
澀時段確實抑低或移轉其用電負載，即可以較低電價支付電費或得到電費扣減。

增加系統供電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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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輔助
服務市場

備用容量
市場

再生能源

儲能系統

電動車

電力市場

未來現在

8.擴大電力市場
讓新興資源有效率參與電力市場運作，持續導入儲能、電動車及需量反應參與電力市場運
作，擴大參與系統之各種資源。

增加系統供電彈性

◼ 持續推動電力交易平台，
健全電力交易市場。

◼ 促進新興資源(如儲能/電
動車)投入電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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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機械電表

機械轉動計量
人力定期抄表
電費帳單顯示

9.推動電網資通訊整合

推動電網數位化

智慧電表系統(AMI)

◼ 智慧電表推動：完成低壓用戶智慧電表600萬戶布建。

◼ 智慧變電所設置：完成智慧變電所185所布建(含二次變電所導入IEC
61850及變電所IEC 61850自動化設備汰換或輸電級數位保護電驛汰換)。

IEC 61850
資訊整合

為使電網安全有效運轉，需要在各種設備上整合通訊技術，以便提供整合性功能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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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精進區域調度
因應越來越多再生能源，提升區域電網調度能力，讓區域調度中心協助中央調度中心電源
調度操作，同時強化配電調度中心能力，提升轉供能力、加速復電時效及提升系統穩定。

◼ 區域調度中心（ADCC）強化：
完成7處區域調度中心之電能管
理系統(EMS)增設，因應未來電
網分散化、區域化，加強對轄區
電廠及大量再生能源監控能力。

◼ 配電調度中心（DDCC）強化：
完成21處配電調度中心之先進
配電管理系統(ADMS)建置，主
要掌握配電系統負載、再生能源
及儲能等資料。

中央調度中心(CDCC)

區域調度中心(ADCC)

配電調度中心(DDCC)

推動電網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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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制訂/修訂智慧電網國家標準

推動電網數位化

制定與修訂智慧電網 (配電管理系統、智慧電表、資訊安全等)相關國家標準，以協助設備與系統
間可以互通及互相操作，同時促進相關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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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略目標與核心策略

地球潛量最大的乾淨能源，可作為發電、工業熱需求、鋼鐵製程、石化製程、交通運輸等
減碳方案。

2050年願景
◼ 發電占比 9~12%

◼ 減碳 2,993~3,899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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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氫發電應用：奠定氫發電技術基礎
◼ 非能源應用：強化鋼鐵、工業及交通應用
◼ 氫氣供應：建立氫能供應或自產體系
◼ 氫能儲運：完善氫能儲運基礎設施



一、戰略目標與核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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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發電應用

 2030年完
成5%氫氣混
燒示範

2050
氫能

發電占比
9~12%

氫氣供應

非能源應用 氫能儲運

 引進國際混燒技
術，建構國內氫
發電運維能力及
人才培育

 以示範場域
建立本土化關
鍵技術，評估自
主氫氣量能  與國際氫主要輸出

國合作，確保未來
供應來源選項

 籌組聯盟建立
氫能動力模
組及關鍵
技術能量

 評估、開發使用
氫氣作為煉鐵製
程還原劑

 評估製程反應及
供熱應用

 移動式
加氫站
示範

 發展抗氫脆銲接材
料製程、耐氫滲透
表面處理技術應用
於高壓輸儲系統



二、推動措施(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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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策略 2023-2030預定工作內容 負責單位

1.氫能相關技術
發展

1-1建立氫氣輸配基礎設施

1-2建立混/專燒發電技術

1-3發展國內混燒/專燒運轉及維護做法

1-4建立氫載體之高密度氫氣輸、儲基礎設施技術

經濟部(技術處、中油、能源局、
工業局、台電)、國科會、教育部

2.氫能生態建構

2-1氫氣料源穩定供應

2-2完善國內大型氫/氨液化等輸儲基礎設施

2-3設置氫能發電示範場域

經濟部(能源局、中油、技術處、
工業局、標準局、台電)、國科會

3.法規建構調適 3-1建立氫能產、輸儲及發電之示範場域使用管制規範
經濟部(能源局、台電、中油)、內
政部(消防署)、勞動部

4.社會溝通 4-1樹立氫/氨應用之健全認知及溝通機制
經濟部(能源局、技術處、中油、
工業局、台電)、國科會、教育部



二、推動措施(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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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2030

◼燃氣混氫發電累積裝置量91 MW

◼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示範驗證

◼國際合作、評估及規劃氫氣進口

◼移動式加氫站設施、場域評估及實證

◼燃煤混氨發電累積裝置量800M

◼鋼鐵製程高爐低碳煉鐵技術開發

◼工業製程製程低碳化優先

◼國內自產藍氫最大供給量6萬噸/年

◼輸儲技術研析與前期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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