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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P
(每度平均電價)

B
輸配電支出

A
購電支出

E售電度數

Ｃ
售電

服務費用
( )

D
公用售電業
合理利潤

輔助服務費用
傳輸損失費用
調度服務費用(含利潤)
轉供電能費用(含利潤)

外部購電支出
(⺠營電廠、⾃⽤發電設備)
外部購電費用(含利潤)
-提供輔助服務收入
-提供傳輸損失收入

A1

內部購電支出
1.自發電成本
燃料成本
稅捐及規費
折舊、利息
用人費用
維護費用
其他營業費用
其他電業經營相關費用
-提供輔助服務收入
-提供傳輸損失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2.發電業合理利潤

A2

稅捐及規費
折舊、利息
用人費用
維護費用
其他營業費用
其他電業經營相關費用
-其他營業收入

公用售電業合理利潤：

1.先計算全公司合理利潤：

全公司合理利潤=費率基礎 x投資報酬率(3%~5%)
2.按費率基礎及員工人數占比，分攤計算公用售電業之
合理利潤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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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電 價二
1.編製原則

2.發購電結構

3.應有單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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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價格： 1~4月採實績數，5~12月重新估計基礎如下(成本增加逾2,000億元)：

前次電價案考量俄烏戰爭影響，造成燃料價格劇烈變動，故決議待

情勢明朗後再議，爰本次主要就燃料價格重新估算，說明如下：

項目 臨時會電價案 前次電價案

估編說明 5~12月估計(1~4月代實績) 1~12月估計

煤價
(美元/公噸)
(熱值6,322)

globalCOAL 5月預估 369 globalCOAL 12月預估 142

氣價
(元/m3)

中油5月牌價 15.96 預估全年統約均價 11.41

Brent
(美元/桶)

美國能源部DOE 5月預測 103 美國能源部DOE 1月預測 75

匯率 央行4月平均匯率 29.148 央行12月平均匯率 27.761
(111.4) (110.12)

(110.12)(111.5)

(二)發購電結構及售電量： 1~4月採實績數，5~12月原則採前次電價案估計數

(三)其他項目除利息因考量燃料成本增加及升息影響調整利息費用外，其餘皆

採前次電價案估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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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度
2

註：供電量係提供111年公用售電業預估售電度數2,424億度與再生能源售電業預估售電度數9億度。

項目
臨時會

電價案 (A)
占比

前次
電價案(B)

占比
差異
(A)-(B)

公用售電業售電量 2,423.59 - 2,407.13 - 16.46

自發電量(1) 1,924.41 74.29 1,895.22 73.45 29.19

核能 223.93 8.64 220.84 8.56 3.09

燃煤 700.48 27.04 698.67 27.08 1.82

油 62.00 2.39 62.30 2.41 -0.30

天然氣 850.49 32.83 833.20 32.29 17.28

水力 39.83 1.54 32.08 1.24 7.75

再生能源 15.53 0.60 15.42 0.60 0.12

抽蓄水力 32.14 1.24 32.71 1.27 -0.57

購電量(2) 666.05 25.71 684.97 26.55 -18.92

汽電共生 67.01 2.59 72.58 2.81 -5.56

IPP燃煤 200.00 7.72 204.05 7.91 -4.04

IPP燃氣 246.02 9.50 251.81 9.76 -5.80

水力 9.35 0.36 9.06 0.35 0.28

再生能源 143.67 5.55 147.47 5.72 -3.80

發購電量(1)+(2) 2,590.46 100 2,580.19 100 10.27

抽蓄用電(3) 39.40 - 40.89 - -1.49

供電量(1)+(2)-(3) 2,551.07 - 2,539.31 - 11.76



Ａ.購電支出項目 金額

外部購電支出 2,170.16

外部購電費用 2,266.95

-提供輔助服務收入 0.00

-提供傳輸損失收入 -96.80

內部購電支出 6,141.63

1.自發電成本 6,038.35

燃料成本 5,333.55

稅捐及規費 13.05

折舊 433.06

利息 151.72

用人費用 142.15

維護費用 176.10

其他營業費用 154.01

其他電業經營相關費用 0.45

-提供輔助服務收入 -91.62

-提供傳輸損失收入 -269.34

-其他營業收入 -4.78

2.發電業合理利潤 103.28

A小計 8,311.78

B.輸配電支出項目 金額

輔助服務費用 114.50

傳輸損失費用 198.97

調度服務費用(含利潤) 3.88

轉供電能費用(含利潤) 912.83

B小計 1,230.18

C.售電服務費用 金額

稅捐及規費 7.55

折舊 1.95

利息 1.33

用人費用 40.50

維護費用 1.39

其他營業費用 -40.29

其他電業經營相關費用 0.00

-其他營業收入 -3.57

C小計 8.86

Ｄ公用售電業合理利潤 16.77

單位：億元/億度

A1

Ａ2

註1：輸配電支出各項目單價係依電價費

率審議會核定之111年各項輸配電

費率計算。

註2：三項非電業淨收入係成本減項。

註3：細項不等於合計係因四捨五入之故，

不調整尾差。

3

合計(A+B+C+D) 9,567.59

納入三項非電業淨收入 2.86

售電量(E) 2,423.59

每度平均電價(元/度) 3.9465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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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價公式項目
臨時會
電價案(A)

前次
電價案(B)

差異
(A)-(B)

A1外部購電支出 2,170.16 2,107.16 63.00

外部購電費用 2,266.95 2,201.15 65.81

-提供傳輸損失收入 -96.80 -93.99 -2.81

A2內部購電支出 6,141.63 4,248.59 1,893.04

1.自發電成本 6,038.35 4,145.31 1,893.04

燃料成本 5,333.55 3,366.85 1,966.70

利息費用 151.72 140.95 10.77

其他費用 553.07 637.51 -84.44

2.發電業合理利潤 103.28 103.28 0

B輸配電支出項目 1,230.18 1,230.18 0

C售電服務費用 8.86 8.54 0.31

D公用售電業合理利潤 16.77 16.77 0

E.納入三項非電業淨收入 -2.86 -2.86 0

合計(A1+A2+B+C+D+E) 9,564.74 7,608.39 1,956.35

售電量(億度) 2,423.59 2,407.13 16.46

應有單價 (元/度) 3.9465 3.1608 0.7857

111年臨時會與前次電價案比較
單位：億元

註：細項不等於合計係四捨五入之故，不調整尾差。 7

因國際燃料價格上漲，

燃料成本增加約2,000
億元。

1

2
考量燃料成本增加及升
息影響調整利息費用：

因國際燃料價格上漲，
重新計算提供傳輸損失
收入增加87.25億元，
作為成本減項 (-2.81-

84.44=-87.25)。

3

項目 臨時會 前次

⻑
借

本金 9,114 8,851

利率 1.17% 1.07%

短
借

本金 3,000 2,700

利率 1.00% 0.57%

單位：億元



1.購入電力燃料949.49億元

購電燃料 臨時會電價案 前次電價案 差異數

燃煤 250.01 255.87 -5.86

天然氣 699.48 551.11 148.37

合計 949.49 806.98 142.51

註：細項不等於合計係因四捨五入之故，不調整尾差。

2.非屬燃料購電款1,317.47億元

非屬燃料購電款 臨時會電價案 前次電價案 差異數

燃煤 234.78 245.11 -10.34

天然氣 195.39 219.70 -24.31

汽電共生 136.64 145.22 -8.58

水力 15.00 14.70 0.30

再生能源 735.67 769.43 -33.76

合計 1,317.47 1,394.16 -76.69

單位：億元

單位：億元

外部購電費用A1

主係1-4月燃煤機組檢修
時數較多。

主係太陽光電併網量不如
預期所致。

8

主係1-4月業者調整產程，
減少實際躉購量。

主係氣價上漲。

主係新桃電廠3月份火災
影響，致購電度數較少。

IPP燃煤熱值係按前⼀年
度台電燃煤機組熱值成本
計算，煤價上漲依目前合
約將於明年反映。



燃料別 編製基礎 單價(未稅) 用量 成本(億元)

天然氣
 1~4月以實績數計。
 天然氣5~12月以中油5月牌價15.9553
元/m3估算。

 燃料油、柴油5~12月參考美國能源部5
月預估，以Brent油價103.12美元/桶估
算。

 匯率採美元兌台幣29.148。

14.3709
(元/m3)

16,706
(百萬m3)

2,400.81

燃料油 21,666
(元/公秉)

1,509
(千公秉)

326.88

柴油 31,630
(元/公秉)

121
(千公秉)

38.36

煤

 1~4月以實績數計。

 5~12月採FOB 369.27美元/公噸(6,322千

卡/公斤)、匯率採美元兌台幣29.148估算。

 預計全年平均價格8,761元/公噸。

8,761
(元/公噸)

28,447
(千公噸)

2,492.24

核能 分攤率(元/度)=耗熱量(卡/度) Ⅹ 0.3361
(元/度)

223.93
(億度)

75.27

A2

爐心內各批次之
待攤剩餘成本

爐心內各批次之
預計可產生能量

燃 料 成 本

自發電燃料成本合計5,333.55億元 9



項目
臨時會
電價案(A)

前次電價案
(B)

(A)-(B)

價差 量差 差異

天然氣 2,400.81 1,847.51 519.26 34.04 553.30

燃料油 326.88 261.85 64.83 0.20 65.03

柴油 38.36 32.04 6.78 -0.46 6.32

燃煤 2,492.24 1,151.05 1,333.04 8.15 1,341.19

核燃料 75.27 74.40 -0.18 1.05 0.87

合計 5,333.55 3,366.85 1,923.73 42.98 1,966.70

自發電燃料差異說明

國際燃料價格上漲 天然氣：單價增加3.11元/m3(11.2614.37)

燃煤：單價增加4,686元/公噸(4,075 8,761)

註：細項不等於合計係因四捨五入之故，不調整尾差。

單位：億元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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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價調整面臨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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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國際燃料價格續漲且居高不下，已對經營成本造成

壓力

1.本次電價案估編燃料成本較110年實績大增3,359億元

2.近期煤價在400美元/公噸上下波動，若回漲到5/20燃煤現價435美

元/公噸，估計台電自發電燃煤成本將再增加300餘億元；若中油天

然氣牌價7月再漲10%至17.55元/m3，台電發購電燃料成本將再增

加約162億元，經營壓力沉重。

項目 110年實績 111年(臨時會)

煤價(美元/公噸、熱值6,322) 95 307(5~12月採globalCOAL預估369)

Brent 油價(美元/桶) 70.68 103

氣價(元/m3) 8.2929 14.73(5~12月採中油氣價15.96)

發購電燃料成本 2,924 6,283
+3,359



國別 110年 111年 累計調幅

日本
東京電力：18％

中部電力：16％

東京電力：19％

中部電力：19％

東電：37％

中部：35％

香港
港燈：27.8％

中電：13.2％

港燈：9.7％

中電：3.9％

港燈：38％

中電：17％

新加坡 12.5％ 15.9％ 28％

歐盟 26.2% 18.3% 45%

英國 8.16% 32.08% 40%

土耳其 - 26.37% 26%

南非 15.6%
4月起調漲9.6%

7月再調高7.5%
33%

美國

111年3月較110年同期上漲：

緬因州：35%(住宅40%、商業33%)、俄克拉荷馬州34%(工業47%、商業38%)

夏威夷州：21%、哥倫比亞特區：19%、佛羅里達州：16%、加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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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電價已屬偏低，因應燃料價格上漲，各國已陸續調

漲電價



 110年較109年用電大幅增加105億度、成⻑4.68%(高於10年平

均年成⻑率1.72%)，7成來自高壓及特高壓用戶，2成4來自住宅。

1. 住宅用戶，因居家防疫，⽤電⼤幅成⻑。

2. 小商店及低壓用戶，因疫情縮短營業時間或停業，⽤電略幅成⻑。

3. 高壓及特高壓用戶，因台商回流，加大在台投資，出口貿易暢旺，

故用電大幅增加。

110相較於109年 用電成⻑(億度) 占比(%)

產業

低壓 6.4 6.1

高壓 24.4 23.1

特高壓 48.3 45.9

⺠⽣
住宅 24.7 23.5

小商店 1.5 1.4

合計 105.3 100.0

四、電價調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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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大幅增加之用戶型態分析



 高壓及特高壓用戶

由於⽤電成⻑主要來⾃該等⽤⼾，主要為外銷，為減少政府補貼，
使其合理負擔用電成本，並促進能源使用效率，建議適度調整高
壓及特高壓電價，但排除農漁、食品、百貨、餐飲、電影院、健
身房等六行業及高中以下學校，以利產業復甦及照顧學生上課環
境。

住宅
每月用電度數

用戶數 用電量

萬戶 占比 百萬度 占比

120度以下 368 28% 1,974 4%

121~330度 497 38% 13,233 27%

331~500度 222 17% 10,918 23%

501~700度 121 9% 8,559 18%

701~1000度 64 5% 6,395 13%

1001度以上 36 3% 7,088 15%

 住宅高用量用戶

住宅⽤電雖有成⻑，但用電
超過1000度者，戶數僅3%，
用電量卻占了15%，為兼顧
防疫同時促進節能，建議僅
調整1001度以上電價，但排
除使用維生輔具之身障家庭。

(二)建議本次調整對象

14



1. 照顧民生：住宅每月用電1000度以下不調，約1,272萬戶

（占97%）不受影響。

2. 穩定物價：小商店（如早餐店、餐飲店、理髮店、雜貨店、

辦公室、超商等）、低壓用電（如農漁業、超市、商辦、中

小型工廠等）凍漲，約133萬戶不受影響。

3. 節能減碳：用電多者負擔較高電費，但部分產業凍漲。

(1) 調整住宅1001度以上36萬戶（排除使用維生輔具之身

障家庭）。

(2) 調整高壓及特高壓2.2萬戶（排除農漁、食品、百貨、餐

飲、電影院、健身房等六行業及高中以下學校）。

4. 抑低尖峰：加大高壓及特高壓用電之尖離峰價差，抑低尖峰

用電，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15

(三)本次電價調整原則



(四)本次電價建議調幅

1. 高壓及特高壓用戶：

參酌國外電價漲幅在13%~45%之間，平均約30%，惟為減輕產業

負擔，調幅降為15%。

2. 住宅高用量用戶：

為照顧⺠⽣、促進節能，僅調整最高段電價，並採低於高壓及特高

壓調幅，調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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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用戶只調整高用電住宅
• 住宅每月1001度以上部分

(3%,36萬戶)調9%，排除
使用維生輔具之身障家庭

• 住宅1,272萬戶、小商店及
低壓用戶133萬戶不受影響

 大用電戶調15%
• 調整高壓以上用戶2.2萬戶，
• 農漁、食品、百貨、餐飲、

電影院、健身房(運動服務
業)等六行業及高中以下學
校凍漲

※1,475萬戶只調整38.2萬戶(住宅36萬、高壓及特高壓2.2萬戶)

整體8.4%



類別

受影響用戶

總體影響

電費收入增加數

用戶數 平均調幅
111年
7~12月

⺠
生

1001度以上
住宅用戶

36萬戶 4.5%
（+312元/月）

家戶支出增加
0.016%

+8.3億元

產
業

高壓用戶

2.2萬戶 15%
生產成本增加
0.227%

+279.5億元
特高壓用戶

總計 8.4% CPI增加0.043% +287.8億元

註：住宅1001度以上電費以月平均用電度數1,632度計算。整體家戶支出增加0.016%=家庭電費支出占消費支出比重1.51%*住宅平均調幅
1.03%。整體產業成本增加0.227%=產業電費支出占生產成本比重1.93%*產業平均調幅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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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電價影響



報告完畢
謹請指教

感謝您的聆聽感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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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電壓 電價分類 電價結構 主要用戶類型
110年戶數
(萬戶)

110年用電量(億
度)

110V
220V
380V

包燈、包力 不裝表，按具數/瓦數計價
包燈：公用路燈
包力：警報器

包燈：18.5
包力：876戶

17.6

表
燈(住
商)

非營業
非時間電價-6段累進電價
時間電價-2段式、3段式

住宅、小公設 1,320.4 493.0

營業
非時間電價-4段累進電價
時間電價-2段式、3段式

小商店(如早餐店、餐飲
店、理髮店、雜貨店、辦
公室、超商等)

103.4 178.1

低壓電力

非時間電價 中小型工廠/機關/商辦/
學校(如國中小)、公設、
農漁業、超市、電動車快
充

26.5 122.6

時間電價-2段式、3段式
(契容≧100瓩強制時間電價)

3.6 85.1

11.4kV
22.8kV

高壓電力 時間電價-2段式、3段式、尖可變
大型工廠/機關/商辦/學
校(如高中大)、銀行、飯
店、百貨商場

2.5 671.7

69kV
以上

特高壓電力 時間電價-2段式、3段式、尖可變
超大型工廠(如中鋼、T公
司)、鐵路捷運、機場

661戶 776.5

合計 ─ ─ ─ 1,475 2,344.6

註 1.：現行電價除包燈、包力外，均採行夏月/非夏月電價；高壓/特高壓用電強制適用時間電價。
2：上表不含臨時及追償用電8.8億度。

現行電價分類



1. 反映成本

(1)按電力供給過程所需成本，反映於各類用戶電價，落實使用者付費。

（特高壓／高壓／低壓用戶之電力傳輸成本不同）

(2)按各時段供電成本差異，訂定時間電價。

(3)各類用戶總電費應符合電價調整方案之總電費收入。

2. 節能減碳：導入累進費率概念，用電量多者負擔較高單價。

3. 抑低尖峰：適度加大時間電價尖離峰價差或價比，鼓勵抑低尖峰用電。

4. 照顧⺠⽣

(1)表燈非時間電價之用電級距，⺠⽣基本⽣活⽤電採較低電價訂定。

第⼀段級距電價得低於供電成本，第二段級距電價接近供電成本。

(2)⺠⽣基本⽣活⽤電調整時，需評估對物價及經濟之衝擊。

5. 大類用戶定價原則

(1)住宅及小商家電價：以照顧⺠⽣及節能減碳為原則。

(2)工商業電價：以使用者付費及提升能源效率為原則。

經濟部「公用售電業電價費率計算公式」各類用戶電價費率訂定原則



高壓以上各行業用電情形

行業別
用戶數
(戶)

109年 110年 111年1~4月
備註

售電量(億度) 成⻑率(％) 售電量(億度) 成⻑率(％) 售電量(億度) 成⻑率(％)

農林漁牧業 269 30.83 8.06 31.17 1.10 8.92 -5.19 農漁業不調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04 2.87 29.42 3.00 4.28 0.99 3.78

食品、飲料及菸草製造業 1,212 42.38 5.51 43.33 2.25 12.92 1.31 食品業不調

紡織、皮革及木竹製品製造業 1,119 48.12 -17.08 53.24 10.65 16.38 -0.43

紙製造業及印刷、資料儲存業 478 23.90 0.40 25.13 5.16 8.23 3.82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89 19.76 7.51 16.86 -14.67 7.90 37.20

化學原材料及製品製造業 1,003 109.07 1.34 124.76 14.39 42.60 7.46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244 8.63 3.46 8.33 -3.49 2.49 2.20

塑、橡膠製品製造業 1,974 62.91 1.65 66.12 5.11 20.48 -2.84

水泥及其製品製造業 339 16.57 3.51 16.88 1.85 5.57 -0.10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558 38.44 -1.74 38.59 0.40 11.91 -2.50

鋼鐵製造業 629 110.71 1.45 119.80 8.21 38.89 -0.70

非鐵金屬及金屬製品製造業 2,771 83.46 1.10 94.73 13.49 28.70 -1.72

半導體製造業 370 300.78 12.05 328.06 9.07 111.38 13.16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260 116.04 -2.17 116.42 0.32 36.52 -0.56

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856 90.99 8.78 96.19 5.71 30.23 2.69

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399 22.29 3.79 23.94 7.39 7.46 6.96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448 24.61 -1.79 25.49 3.56 7.71 -0.88

機械設備製造業 1,003 22.32 1.74 24.23 8.58 7.19 1.61

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906 25.74 -6.20 28.77 11.78 8.37 -7.90

其他製造業及設備維修業 528 13.89 0.24 14.77 6.33 4.41 0.33

水電燃氣及廢棄物處理業 624 23.75 9.23 23.82 0.30 8.92 13.77

營建及不動產業 234 12.80 -26.23 13.88 8.45 4.29 7.04

批發及零售業 1,153 60.71 -11.63 58.32 -3.94 17.24 -2.01 百貨業不調

運輸及倉儲業 757 42.73 1.49 42.16 -1.34 13.03 1.03

住宿及餐飲業 852 33.06 -3.92 30.32 -8.27 9.22 -2.89 餐飲業不調

資通訊傳播及個人服務業 1,051 42.75 2.58 42.07 -1.58 13.43 2.87 電影院與健身房不調

金融及保險業 513 11.82 -15.34 11.38 -3.76 3.10 -3.63

專業科學及支援服務業 282 12.11 -18.95 12.50 3.17 3.75 -0.04

公共行政業 1,411 24.26 17.88 24.17 -0.38 6.82 2.81

教育及醫療保健服務業 2,257 65.08 -0.55 62.69 -3.68 18.07 1.28 高中以下學校不調

其他不能歸類行業 577 41.13 20.86 42.46 3.23 13.3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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