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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調查研究費                        期別：112 年 11 月 

項次 計畫名稱 研究期程 委託對象 
內容摘要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決標金額 
（千元） 

核准理由 
（預期效益） 

1 

需量反應
抑低日夜
尖峰負載
預測暨效
益分析 

112.12.01~
113.11.30 

台灣綜合
研究院 

一、 內容摘要： 
    由於我國逐年提高的尖峰負載需求，在電力供給面提升供電能力
日益困難的情況下，台電公司致力於透過需求面管理來達成電力供需
平衡，而需求面管理又區分為節約用電措施、需量反應措施兩類別，
前者透過獎勵回饋或提升能源效率，引導用戶降低用電總量，常見的
節約用電措施如節電獎勵、節能家電補助、能源技術服務(ESCO)等；
後者則是利用價格機制或其他誘因，改變用戶的用電行為，將尖峰負
載移轉至離峰負載，以平衡電力供需；需量反應措施包括時間電價(二
段式、三段式)及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計畫性、即時性及需量競價)
等。 
    為因應我國 2050 淨零目標，台電積極推動再生能源蓬勃發展，隨
著再生能源發電佔比逐漸提高，除了白天的尖峰負載外，傍晚時因太
陽光電發電量驟減，扣除光電之系統淨負載快速提升，產生夜尖峰負
載。為因應負載形態變化對我國電力系統造成之影響，台電公司也調
整時間電價尖離峰時間帶及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內容，故有必要藉
此計畫評估各項新措施抑低電力系統日夜尖峰負載之實施效果，並進
一步預估未來 15 年需求面管理之成效，以作為各措施之精進參考依
據。 

二、 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6,000 千元 (不含稅) 

5,452 
(不含稅) 

    本研究擬透過建立時間電價與需量反應
負載管理措施抑低尖峰負載估計模型，以預估
未來 15 年需求面管理可抑低之日夜尖峰負載
成效，並評估需量反應措施執行之成本效益。
研究內容包含： 
一、 蒐集與研析國外推動需量反應措施相關

文獻資訊 
二、 建立需求面管理抑低日夜尖峰負載之推

估模型 
三、 建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之成本效益

分析模式 
四、 建立前述抑低尖峰成效推估模型與成本

效益分析模式之參數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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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再生
能源與負
載量測資
訊之配電
系統監測
與運行應
用研究 

112.12.15~
114.12.14 

國家原子
能科技研
究院 

一、 內容摘要： 
    近年來大量再生能源併網於饋線上，加上智慧電表陸續設置，透
過介接取得再生能源發電與饋線用戶端智慧電表的資訊，結合饋線調
度控制系統即時量測資訊、及饋線圖資拓樸資訊，可以進行準確的饋
線狀態估測。一旦饋線狀態可以被準確估測，這些估測值將進一步應
用於各種配電管理應用程式，如饋線裕度、線路損失計算、再生能源
管控、非技術損失偵測、節點電壓估算等等。 
    本案計畫於雲林區處開發建置「配電網路狀態估測系統」，及發展
配電管理應用功能程式。利用既有系統的運轉資訊，結合配電網路圖
資拓樸資訊、智慧電表資訊、及再生能源發電資訊，進行線上即時饋
線狀態估測，及利用模擬軟體進行離線饋線潮流分析。進而開發配電
管理應用功能程式，以提升配電系統管理效能，並有效管理再生能源。 

二、 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15,000 千元 (不含稅) 

14,240 
(不含稅) 

一、 蒐集及整理國內外有關即時狀態估測方
法，相關應用原理、緣由與策略步驟。 

二、 介接雲林區處配電網路狀態估測系統開
發建置所需資料。 

三、 運用電力系統模擬分析軟體進行饋線負
載潮流分析研究與饋線模型建立。 

四、 採雲林區處圖資拓樸，結合介接雲林區
處所屬資料，開發建置配電網路狀態估
測系統。 

五、 利用配電網路狀態估測資料，及饋線負
載潮流分析資料，開發建置配電管理應
用功能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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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研究期程 委託對象 
內容摘要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決標金額 
（千元） 

核准理由 
（預期效益） 

3 

整合新興
分散式資
源應用於
電力調度
之技術規
範研析 

112.12.01~
114.11.30 

工業技術
研究院 

一、 內容摘要： 
    在我國能源轉型之進程下，未來 5 至 8 年電網之發電端與用電端
皆將發生顯著變化，並對電力調度帶來新的挑戰。2030 年再生能源裝
置量預計達 43GW，意味著高綠電占比的時代來臨，其發電間歇性與
變動量對電網平衡之影響將更加顯著。在電力需求方面，交通運具電
氣化、空調設施與工業廠房裝置量持續增加，使尖峰負載逐年攀升。
由於供需樣態皆與傳統電網大幅迥異，電力系統需具備更多元的資
源，以及更高的調度彈性來因應相關情境。 
    自 110 年電力交易平台開設後，儲能、需量反應等非傳統資源之
輔助服務參與雖已大幅增加電網調度彈性，目前參與資源多以併網型
儲能、工業用戶需量反應居多，其設置容量及地點相對集中。若系統
發生偶發輸電線事故，饋線上之大型資源將具小幅機率失電而無法提
供其備援功能。惟參考國際上先進電力系統，許多系統營運商已著手
規劃小型分散式資源之應用，其相關作法值得作為國內借鏡。透過整
合新興分散式資源，其受饋線地理位置之限制較少，在危急狀況下亦
可即刻接受備援調度，故研析如何在系統中納入更多種類的分散式資
源有其必要性。 
    分散式資源之調度應用層面廣泛，由於系統中新設之電動車、空
調系統及表後電力資源多有通訊或調控能力，故亦使得電網中之負載
亦逐漸智慧化，並具備接受電力調度之潛力。若可充分整合運用，不
但可控制部分用電需求，亦可因應許多綠電高佔比的情境，例如尖峰
用電、即時不平衡、以及輔助服務等。因此，分散式資源之相關技術
規格、電網需求及調度應用方式十分具備研究價值，不僅可進一步提
升電網調度彈性，亦可增加調度資源之充裕性與多樣性，並分散電力
調度資源集中之風險，著實強化電力系統韌性，為能源轉型添增助力。 

二、 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8,500 千元 (不含稅) 

8,100 
(不含稅) 

一、 蒐集國外 ISO 為因應再生能源之發展趨
勢，新興分散式資源作為電網調度應用
之相關規劃。 

二、 盤點國內現有非傳統資源之調度規範及
方案，針對國內主要分散式資源之運轉
與調控特性評析其提供國內調度應用之
合適性。 

三、 研析在電力交易架構及電力調度規則
中，納入分散式資源提供電網應用服務
之可行方案。 

四、 擬訂本公司取得分散式資源調度應用方
案之具體建議。 

五、 舉辦專家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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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研究期程 委託對象 
內容摘要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決標金額 
（千元） 

核准理由 
（預期效益） 

4 
太陽光電
案場電力
安全研究 

112.12.01~
113.11.30 

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 

一、 內容摘要： 
    近期媒體報導多起太陽光電案場發生起火、雷擊及牲畜感電死亡
等事故，造成太陽光電案場牲畜與財產損失，恐影響民眾對於太陽光
電安全性之信任度，降低設置意願。雖然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內線設
計、施工及查驗非本公司權責，惟該類發電設備併接於本公司電網，
為利於事故原因責任釐清，故必須研究探討太陽光電發生上述事故之
主因，避免因天然災害、電網事故或太陽能發電設備設計不良等因素
間接影響太陽光電案場之安全。 

二、 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2,600 千元 (不含稅) 

2,450 
(不含稅) 

一、 蒐集國、內外建置一般場所及畜禽舍或
漁電共生等潮濕場所之太陽光電案場之
相關防雷及接地方式的法令、法規、論
文、IEEE 與 IEC 等規定。 

二、 蒐集國、內外太陽光電案場發生事故，
擴大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之事故主因及
防範對策。 

三、 研究本公司配電網事故(如欠相、停電、
單相接地故障、雙相短路並接地故障及
三相短路並接地故障等)是否可能因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不同接線方式而擴大事
故及研提防範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