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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央擬調漲電價專案報告 

一、電價漲價歷程 

    本府為降低台電公司調漲電價對本市企業生產成本、物價及

整體產業面之衝擊，及連帶影響產業正常營運及民生消費，於電

費漲價時探討漲價原因，並為確實瞭解民生業者對於電費上漲之

反應，針對本府所轄業者或場域分析調查，同時由本府物價監控

小組持續密切監控物價及關注產業衝擊，嚴格注意不當轉嫁，如

遇價格異常波動涉囤積商品、哄抬物價、聯合漲價或獨占不當定

價等違法行為，將蒐集資料移送公平交易委員會或臺灣臺中地方

檢察署嚴查，期能遏止不當物價哄抬，兼顧穩定供電及確保民生

基本需求。同步再藉由住商節能宣導、輔導企業能源轉型、持續

輔導用電大戶等因應對策，將電價上漲衝擊降到最低，穩定本市

整體經濟及物價。 

依據台電公司公開資料，我國電價自 2022年至 2024年已 4

次調漲，漲幅皆造成民生及產業相當衝擊。2022 年 6 月經濟部

召開電價費率審議臨時會，審議會決議考量燃料價格居高不下、

台電公司長期虧損，為適時反映成本，自同年 7月 1日起，針對

住宅用戶調漲電價 9%、高壓及特高壓的產業用電大戶調漲其電

價 15%，平均電價調漲達到 8.4%，由每度新台幣(以下同)2.6253

元上調至 2.8458 元；2023 年 3 月經濟部召開 2023 年第 1 次電

價費率審議會，考量燃料價格仍處高檔，造成台電巨大經營壓力，

應適時調整電價反映成本，因此審議會決議，平均電價調漲 11%；

2024年 3月經濟部召開 2024年第 1次電價費率審議會決議，平

均電價調漲約 11%，並以民生用電採較低調幅、產業用電依經營

狀況及用電量採不同調幅方式調整；同年 9 月 30 日經濟部召開 

2024 年第 2 次電價費率審議會決議住宅、小商店累進電價各級

距不調整，未調足部分由政府編列預算撥補；民生內需產業，食

品(含加工及零售)、攤販集中市場、量販店、超商及超市凍漲；

農漁、學校(幼兒園至大學)及社福團體漲幅部分由目的事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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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循年度預算程序編列支應，惟針對產業用電調漲達 12.5%。 

二、電費漲價原因探討 

(一) 能源政策影響 

    依經濟部能源署資料，我國 2023年發電量占比仍以燃煤、

燃氣為主，能源轉型政策目標則以發展再生能源為主軸(如圖

1)，惟再生能源發電成本仍相當高，近年隨低成本發電機組(例

如:核能發電)陸續除役，僅能以相對成本高之再生能源發電之

電力(例如:太陽光電、風力發電) 補足用電缺口，造成整體發

電成本不斷上升。 

 

 

 

 

 

 

 

 

 

  

 

 

 

 

 

 

圖 1、我國 105至 112年發電結構示意圖(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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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電價成本過高 

    由於我國並非能源礦生產國，必須依賴國際燃料來源，近

年因俄烏戰爭導致燃料價格飆漲，國際燃料價格相對處於高價

(如圖 2)，依經濟部舉例，2016 至 2020 年煤價 80 美元/噸、

氣價 9元/立方公尺，2025年煤價預估 120至 130美元/噸，氣

價 15.4元/立方公尺，均高出 2016至 2020年均價甚多。另因

2024年全臺售電量共約 2,390億度，火力發電就占 72%，是目

前最主要的電力來源，由於火力發電須使用天然氣、煤礦或石

油等燃料，必須大量向外購買燃料，於台電公司公布的 2024年

度自編決算數據中，售電成本為每度 3.7113 元，惟每度平均

電價僅 3.4827 元，電價明顯低於售電成本，顯示我國電價成

本相當高。 

 

 

 

 

 

 

 

 

 

 

 

 

 

 

 

圖 2、經濟部說明國際燃料漲價影響電價成本(資料來源：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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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價長期偏低 

    依據台電公司網站資料，俄烏戰爭影響燃料價格是全球性

的現象，全球多數國家皆多次大幅調漲電價，我國住宅及工業

電價相較於日本、韓國、法國皆為最低(如圖 3)，電價偏低雖

可為我國於工業上取得外貿優勢，但將可能導致電力結構扭曲

難以改善，亦可能進一步嚴重影響整體能源政策。 

 

 

 

 

 

 

 

 

 

 

 

圖 3、我國與日、韓、法國電價比較(資料來源：台電公司) 

(四) 台電公司連年虧損 

    依台電公司對外說明，在面對能源成本不斷高漲情況下，

已面臨極大財務壓力，尤以受戰爭及疫情影響，國際燃料價格

達高峰，燃料成本增加，自 2022年至 2024年期間，台電公司

每年分別吸收民生電價成本超過 800億元，三年間總計吸收逾

2,800億元。台電公司截至 2024年底，累積虧損已超過 4,200

億元。 

三、電價調漲對本市衝擊探討 

(一)本市用電結構 

    依據 2024年台電公司用電統計，本市用電量 341.81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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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本市用電結構(如圖 4)，主要使用來源為工業部門，用電

量約為 213.2億度(占總用電 62.37%)，其次為住宅部門，用電

量約為 68.19億度(占總用電 19.95%)，服務業部門則為 58.76

億度(占總用電 17.19%)，以用電結構分析，歷年用電調漲對於

本市產業、住宅及服務業造成影響甚鉅。 

 

圖 4、本市各部門用電結構 

(二)對本市各用電部門影響 

1、 住宅部門影響 

2024年第1次電價調漲，該次電費調漲依各住宅用電量有

不同調漲幅度，以用電多調漲多；用電少調漲少為原則，依

台電公司住宅部門調漲幅度，住宅每月用電700度以下電價調

漲3到5%，占整體戶數約93%，以本市總戶籍106.3萬戶計算，

約有98.9萬戶，每戶每月電費平均至少多出12元，隨著級距

調整，用電度數越高的家庭，電費支出增加幅度更高；每月

電量達1,000度以上，電價調漲10%(本市約2萬戶)，預估每月

電費漲幅至少600元以上。 

 

服務業部門, 

58.76, 17.19%

住宅部門, 68.19, 

19.95%

農林漁牧部門, 

1.66, 0.49%

工業部門, 213.2, 

62.37%

113年各部門用電量(單位:億度)

服務業部門 住宅部門 農林漁牧部門 工業部門



6 
 

2、 商業部門影響 

2024年第1次電價調漲，對於商業部門調漲幅度，若每月

用電700度以下，則調漲3%，每月電費至少增加60元；

701~1,500度以下的小商家，調漲5%，每月電費至少增加90元；

1,501~3,000度的小商家，調漲7%，每月電費至少增加750元；

3,001度以上小商家，上調10%，每月電費增加至少1,000元。 

3、 產業部門影響 

    2024年第2次用電調漲，產業部門電價調漲高達12.5%，

不僅直接造成工業營運成本提高、產品價格攀升，進一步可

能造成喪失顧客或訂單之危機，不論高耗能的電子業、傳統

產業均將受到相當影響。另產業用電價格上升連帶影響民生

經濟，2025年10月產業電價上漲後，11月至12月消費者物價

指數（下稱CPI）指數隨之上升，且因應電價調漲工業產業鏈

受巨大衝擊，業者為反映生產成本增加因素，可能調漲產品

價格，造成不當轉嫁生產成本作用，引起零售價被迫調漲，

轉嫁消費市場、民生物價波動、國際貿易量下滑等骨牌效應。 

4、 對民生物價影響 

    公共費率上漲通常連帶增加通貨膨脹壓力，加上電力的

產業關聯效果高，且本次電費漲價範圍甚廣，從工商到民生

用電全都漲，勢必讓民眾產生預期物價上漲心理，進一步造

成通貨膨脹。根據主計總處物價調查結果，顯見2023年4月電

價上漲後，同年7月至10月CPI上升；2024年4月電價上漲後，

同年5月至7月CPI指數上升，同年10月產業電價上漲後，10月

至12月CPI指數再度上升，短期內通貨膨脹現象皆有持續發生

(如圖5)。主計總處公布2025年2月的CPI年增率1.58%，相對

平穩，若電價調漲，評估將直接影響CPI，因此，主計總處預

估若2025年電價調漲，其CPI將由原預期漲幅為1.94%上修CPI

預測至「可能會超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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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月消費者指數年增率示意圖(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四、中央擬調漲電價因應對策 

(一)2025年中央擬調漲電價 

    經濟部預計將於2025年3月28日召開電價審議委員會，目

前會前已召開4場次工作小組會議，會中針對台電公司財務情

形、燃料成本、購電支出、輸配電支出及營業費用等成本資料

進行詳盡討論，最終電價調整方案仍待電價審議會綜合考量電

價反映成本、電價調整對民生物價的影響，審慎評估決定。據

報載考量俄烏戰爭導致國際燃料價格大漲，國際電業皆受衝擊、

台電公司長期虧損，為適時反映成本，本次電價調漲可能方案

為採「民生高、產業低」原則，全國受影響用電戶恐高達1,450

萬戶，且為近4年來，國內第5度調漲電價，影響範圍廣泛。針

對本市估計，住宅部門共計171萬戶皆會受到影響，受影響工業

部門影響家數約1.9萬家。 

(二)業者因應電價上漲措施調查 

    電價上漲可能影響與民生高相關產業包含交通事業、大型

百貨商場、烘培及大中小型餐飲業等用電需求高產業，為能確

實瞭解業者對於電費上漲之反應，本府針對可能調幅較高之傳

統公有及委外市場之場域進行調查(如表1)，業者都明確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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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電費調漲對經營有一定影響，而未來是否轉嫁消費者仍待

觀察；亦有少數已決定將增加電費成本反映在消費端，將基於

使用者付費，隨台電漲幅調升。 

    以本府所轄管傳統市場、夜市為例，傳統市場因連年電價

調漲且物價攀升，已有調漲部分商品價格;委外市場及夜市大

部分攤商表示，將持續觀察上游供應廠商對電價反應程度，決

定是否反映在售價，因此長期仍視進貨相關成本調整市場價格，

電費增加將使營運成本連帶大幅提高之下，恐將轉嫁至各攤舖

位權利金及商品價格。 

 

114 年電價上漲措施調查表 

類型 業者 影響成本情形 因應措施 

委外市場 

文心家樂福 

(市 80) 

有影響，屬於高壓及特高

壓產業用電大戶調漲電

價之業者，但尚須觀察長

期衝擊情形。 

評估中並採節電措施： 

調整設備延長使用時間，如於

半尖峰/離峰時段，減少於尖峰

時段設備的使用時間。 

IKEA 宜家家居

臺中店(市 81) 

有影響，屬於高壓及特高

壓產業用電大戶調漲電

價之業者，有長期衝擊情

形。 

評估中並採節電措施： 

1、 調整耗電量設備，減少用

電。 

2、 調整作業時間及簡化工作

流程，以降低用電。 

好市多臺中店

(市 113) 

有影響，屬於高壓及特高

壓產業用電大戶調漲電

價 17%之業者，但尚須觀

察長期衝擊情形。 

評估中並採節電措施： 

視台電正式公告後調整用電策

略及營業狀況滾動式檢討。在

離峰時段多充電，若遇尖峰時

段，即少充電，達節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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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業者 影響成本情形 因應措施 

傳統市場

及夜市 

道路型夜市 

道路型夜市屬沿街攤商

群聚經營型態，電費非主

要營運成本，電費均由攤

商自行負擔，電價影響則

視個別攤商用電量大小

決定。 

自行吸收：目前攤商對電費漲

調原則皆自行吸收，但仍視未

來進貨成本是否提高再決定。 

路外型夜市 

路外型夜市屬整場經營

型態，電費由夜市經營者

繳納，再向個別攤商收

取，業者表示仍須觀察，

再決定是否向攤商調整

電費。 

暫不調整：避免提高夜市攤商

營運成本，但後續仍須視情況，

倘無法長期自行吸收，會再決

定是否向個別攤商調整電費收

取。 

傳統市場 

1、 有冷凍、冷藏設備攤

位用電需求量較大，

影響成本較大，持續

觀察長期衝擊情形。 

2、 小型攤商持續觀察上

游供應廠商對電價反

應程度及長期衝擊所

造成的影響，決定是

否反映於售價。 

1、 監控112年至114年傳統市

場物價，豬肉乾、鹹豬肉、

臘肉、肉干、肉鬆等加工類

商品，近8成已調漲約5%價

格；麵包等烘培業已逐年

調漲1-2成；市場滷肉飯、

炒麵、綜合湯等小吃類，本

年度已較去年再調漲1-2

成；潤餅等節慶食物，攤商

預計隨節慶由50元/份調

漲為60元；果凍、糖果及甘

甜梅等零食，近3年尚無調

漲，由攤商自行吸收成本。 

2、 近期攤商業者有將進貨、

人力、電價等相關成本反

映於售價，後續仍視個別

攤商對電價調漲幅度承受

力決定是否再反映於售

價。 

3、 持續辦理市場物價查價作

業。 
    表1：因應電價上漲措施調查(資料來源：本府經濟發展局調查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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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費漲價因應對策 

1、監控電價調漲後續引發效應 

(1) 視需要召開物價監控小組 

電價調漲影響民生甚鉅，本府為監控本市民生物資價格，

擇定主要民生項目，範圍涵蓋食衣住行育樂，如民生的蔬果

魚肉蛋、夜市小吃、賣場民生物資、學生營養午餐、幼兒園

收費、計程車資、房價、建材價格、醫藥收費、藥品價格、

護理之家收費、菸酒價格、旅宿收費、電影業收費、殯葬收

費等各單位查價成果，由各機關持續監控物價，及主計處持

續辦理物價資訊之發布，且為加強監控小組機動性，不定期

視需要召開會議研擬穩定物價政策，以政策面提供減輕市民

經濟壓力措施。 

(2) 避免引發產業鏈不當轉嫁效應 

    電價上漲影響民生甚鉅，除大眾運輸系統，醫療、社福

機構、零售及批發市場、停車場、運動場館、焚化廠、殯葬

服務、旅宿及觀光遊樂等場所皆受重大影響。本府持續請各

轄管局處監控價格並預先暸解產業受影響程度，並由跨機關

物價監控小組密切監控物價及關注相關產業衝擊，如遇價格

異常波動涉囤積商品、哄抬物價、聯合漲價或獨占不當定價

等違法行為，本府將蒐集資料移送公平交易委員會或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嚴查，期能遏止不當物價哄抬，兼顧穩定供電

及確保民生基本需求。 

2、推動節能及節電措施 

市府持續投入相關資源、推動各項節電措施，除配合法

規辦理稽查輔導外，推動節電計畫及輔導教育宣導併行，提

高民眾對節能議題的關注，並輔導集合式住宅、辦公大樓及

服務業之室內及停車場換裝智慧照明燈具、汰換老舊低效率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以提升家電設備

效率，全面推動節能措施，落實住商能源再造及節電，調整

全民用電習慣，達成節約用電，降低漲價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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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企業能源轉型 

(1) 投入自發自用綠電、降低電價上漲衝擊 

    本市產業用電電價上漲預期將造成企業營運成本衝擊，

同時可能迫使企業更積極正視能源轉型問題。本府鼓勵企業

自主建置再生能源、投入自發自用設備增加綠電。 

(2) 輔導企業汰換耗能設備或改善製程 

    持續規劃推動工業廠房立體化及智慧製造，以製程改善

與設備汰舊更新、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應用，逐漸導入新設

備及創新節能技術，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鼓勵能管系統建

置、改善節能設備，並要求新開發園區新租購案廠商建置光

電設備等策略，輔導企業轉型，為邁向產業永續與高效化創

造契機。 

4、持續輔導用電大戶設置再生能源 

    自 105 年起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 22 條

規定，公告要求 800瓩以上之用電大戶，自公告日起 3年內完

成裝設契約容量 10%以上之再生能源或其他節能措施。截至 114

年 2月止，已有 349家完成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或節電措施，

裝置容量已超過 138MW。由於受規範用戶皆為本次電費漲價對

象，本府將搭配中央所列管指定電力用戶政策，加強輔導用電

大戶設置再生能源或以其他節能設備或節能措施作為替代方

案，增加業外收入、增裕財源，減少電價上漲營運成本上升之

衝擊。 

五、結語 

    因應國際原料及能源政策轉型影響，歷經 2022 年 7 月電價

上漲 8.4%；2023 年及 2024 年 4 月電價皆上漲 11%及 2024 年 10

月產業電價調漲 12.5%等多次漲幅，皆造成 CPI指數上升，短期

內通貨膨脹現象皆有持續發生，加上本次電價研議調幅，電價上

漲恐將成為常態，能源政策牽涉範圍甚廣，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

本府將持續密切監控物價及關注相關產業衝擊，嚴格注意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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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轉嫁成本效應，避免產業用電調漲引發成本轉嫁或骨牌效

應，並藉由住商節能及節電宣導、輔導企業能源轉型、持續督導

用電大戶及推動再生能源等因應對策，將電價調漲對於本市全體

企業、商家、民眾之影響降到最低，並提升本市整體電力供需及

物價之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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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火減媒進度專案報告 

一、中火燃煤機組與新建燃氣機組規劃 

(一) 中火十部燃煤機組空污排放概況 

中火目前有 10 部發電量 55 萬瓩之燃煤機組(如表 1)，為

目前為全國最大燃煤電廠及世界第四大燃煤電廠。按環境部公

布 TEDS 12.0數據中，中火是臺中市排放大戶，PM2.5排放占本

市固定源 13.5%、SOx排放占本市固定源為 66.1%、NOx排放占

本市固定源為 65.6%(如表 2)，因此市府理當加強管理，並要

求中火減煤減排，以加速改善臺中市與中南部地區空氣品質。 

 

表 1  中火十部燃煤機組商轉資訊表 

機 組 商轉日期 裝置容量（萬瓩） 燃料種類 

中一機 80.05.27 55 生煤 

中二機 80.08.25 55 生煤 

中三機 81.06.26 55 生煤 

中四機 81.10.04 55 生煤 

中五機 85.03.29 55 生煤 

中六機 85.05.04 55 生煤 

中七機 85.10.17 55 生煤 

中八機 86.06.27 55 生煤 

中九機 94.08.01 55 生煤 

中十機 95.06.30 55 生煤 

總裝置容量（萬瓩） 550 

 

 

表 2、中火空污排放量摘要表 

項目 中火全廠排放量(公噸/年) 占固定源排放總量比例(%) 

TSP 280.8 11.8% 

PM2.5 142.4 13.5% 

SOX 6,642.6 66.1% 

NOX 8,585.5 65.6% 
註：TEDS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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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火新建燃氣機組計畫 

中火目前已興建 2部總裝置容量為 260萬瓩級燃氣複循環

第 1、2 號機組(一期燃氣計畫)外，將再規劃設置 4 部總裝置

容量為 480~550萬瓩之燃氣複循環機組(二期燃氣計畫)，並預

計 120年至 123年間，每年新增 1部機組；針對燃煤機組部分，

燃煤機組#1、#2機於 115年 12月除役後，於 117年 12月前拆

除，#3、#4機於 120年 12月除役，並於 122年 12月前拆除，

#5、#6機於 121年 12月除役後轉備用，#7、#8機於 122年 12

月除役後轉備用，#9、#10機於 123年 12月除役後轉備用，相

關機組轉換時機如圖 1。 

中火目前一期計畫已增設 260萬瓩之燃氣複循環機組，再

加上第二期規劃約 550 萬瓩之燃氣複循環機組，總計發電量為

810 萬瓩，在以氣換煤過程中(從「2部燃氣機組」到「6部燃

氣機組」過程)，年碳排量將會上看 3,196萬公噸(如表 3)，遠

大於現階段碳排量，因此，市府將強力要求台電公司若要增加

燃氣機組，必須再拆除其他燃煤機組，以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負

荷。 

 
圖 1、中火新增燃氣機組與拆除燃煤機組時程表 

表 3、燃氣機組上線碳排量增減情形分析 

年

度 
情境 機組配置 

排放量萬噸 CO2e/年 

燃煤機組 燃氣機組 排放總量 

113 - 10常煤 2,572 - 2,572 

燃氣一期承諾常態排放量 2氣+8煤 2,534 662 3,196 

122 第一部燃氣機商轉次年 4氣+6常煤 1,881 1,130 3,011 

123 第二部燃氣機商轉次年 5氣+4常煤+2緊備煤 1,285 1,442 2,727 

124 第三部燃氣機商轉次年 6氣+2常煤+4緊備煤 594 1,754 2,348 

125 第四部燃氣機商轉次年 6氣+6緊備煤 207 1,909 2,116 

資料來源： 

113年現況數據以 113年生煤使用量 1,207.64萬噸×溫室氣體排放係數 2.13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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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組碳排量依環境部環評開發案論壇「台中電廠第二期新建燃氣機組計畫」資料（燃

氣一期 2 部機組碳排量 662.45 萬噸 CO2e/年及燃氣二期 4 部機組碳排量 1,909 萬噸

CO2e/年估算）。 

二、管制措施與減煤成效 

(一) 成立專案小組 

為改善空污，盧市長上任以來，以先公後私、先大後小原

則，積極推動各項空氣品質改善措施，本局於 108年起成立專

案稽查小組，由本局之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水質及土壤保

護科、廢棄物管理科、環境檢驗科、綜合計畫科及環境稽查大

隊依據其管轄業務，針對空污防制、水污染防治、廢棄物管理

及環評承諾條件等項目進行深度稽查。 

自 108年 1月至 113年 12月底，查獲中火 16件違反空污

法案件，裁罰 8,485萬元。違規樣態包括製程 M02及 M03違法

重啟、生煤含硫份超標、生煤未堆置於封閉式建築物，除違反

自治條例等違規處分外，也查獲管線閥件鏽蝕洩漏造成廢氣未

妥善收集、防制設備故障致 CEMS 不透光率超標等違規案件，

藉此要求中火落實空污防制及設備維護保養，以減少空氣污染

排放，迫使中火用煤量 108 年大幅削減 333 萬噸，113 年再減

至 1,208萬噸。 

(二) 第 3次電力業加嚴標準 

除了強力稽查，本市同步啟動第 3次電力設施空污加嚴標

準修訂工作，率全國之先，參考美國管制標準，加嚴重金屬與

酸性氣體等有害空氣污染物之排放限值，並透過研商機制，成

功促使中火推動 5 至 10 號機 AQCS(Air Quality Control 

Systems)更新，相關管制規範合理、可行。標準草案於 107年

11 月 14 日提報環境部，歷經三年多審議，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經環境部核定，並於同年 11 月 8 日頒布實施，核定既存汽

力機組排放標準之粒狀物從原 20微克降為 15微克，硫氧化物

從 60ppm降為 25ppm，氮氧化物從 85至 70ppm降為 50至 25ppm，

重金屬汞從 5微克降為 1.8微克，加嚴標準促使中火既有 5至

10號燃煤機組改善，整體空污排放量可大幅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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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減煤成效 

中火使用高污染的「亞臨界」燃煤機組，長期對中南部空

氣品質造成影響，為改善空氣品質，盧市長上任後，落實生煤

管制自治條例，要求中火必須依生煤自治條例全廠用煤量應減

少 40%至 1,104 萬噸，不料中央卻迅速宣告本市生煤自治條例

無效，使得市府無法透過地方自治法規據以要求。 

為管制中火污染排放，本市持續透過加嚴排放標準、加強

稽查等管制手段迫使中火減少生煤量，在市府強烈監督與要求

下，中火用煤量從 108 年大幅削減 333 萬噸，113 年再減至

1,208萬噸，減煤量全國第一，更促其於燃氣機組環評通過後，

自主承諾新建 1部燃氣機組後，將拆除 2部燃煤機組；另經濟

部曾火生次長也對外表示中佳燃氣機組商轉隔年中火將再減

煤至少 100萬公噸，中火生煤使用量降至 1,100萬噸以下，市

府將持續強力監督中火減煤減污。 

 

圖 2、中火歷年生煤使用量 

三、未來工作重點 

(一) 啟動第四次中火空污加嚴標準 

燃氣機組相對於燃煤機組雖可減少碳排，但因燃氣機組仍

會排放大量氮氧化物，因此，為加強管制中火污染排放，本市

秉持一貫立場，加強稽查，以督促中火落實污染防制工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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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中火改成燃氣機組而減輕或改變稽查頻率；此外，除加強

稽查外，因應未來轄內燃氣發電機組設置，本市已啟動第四次

電力業加嚴標準修正作業，參考國外管制標準，加嚴加嚴氣渦

輪機組及複循環機組之氮氧化物、氨氣及甲醛排放限值，促使

業者應精準操作防制設備，達到氮氧化物減量及抑制氨氣逸散

之雙重效益，並加速能源轉型，達成淨零碳排及有害空氣污染

物減量之目標。標準草案於 113年 5月 27日函送環境部審議，

市府將會持續積極爭取環境部支持，以利後續管制作為。 

(二) 督促中火持續減煤 

台中有全國最大的中火，10組機組都是燃煤，中南部人長

期飽受空污危害，為守護中南部民眾健康，市府簽署「氣候緊

急宣言」、公布「2021台中市自願檢視報告」、發表「2050淨零

碳排路徑」，並推行多項改善政策，全方位積極推動減煤減碳及

解決台中空污問題。 

在市府積極推動下，中火用煤量從 108年大幅削減 333萬

噸，113 年再減至 1,208 萬噸，空氣品質也逐年改善。而目前

中火 10 部燃煤機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為 2,572 萬公噸，中火

除了現階段興建 2部燃氣機組外，將規劃未來再新建 4部燃氣

機組，而從「2部燃氣機組」到「6部燃氣機組」過程中，年碳

排量將會上看 3,196萬公噸，空氣品質恐會變糟，之前努力更

可能功虧一簣。 

為淨零碳排目標及守護市民健康，市府強力要求，中火第

一期 2部燃氣機組上線後，台電公司應不能超過現行的碳排量，

並三年內逐年減少計 800萬公噸的生煤用量。此外，未來若要

持續增加燃氣機組，必須再拆除其他燃煤機組，才能有助空氣

品質改善及抑制溫室氣體排放。 

四、結語 

目前中火使用較髒的「亞臨界」機組，排放污染較多，長

期影響中部空氣品質，近期在中市府團隊努力督促下，中火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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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已有其成效，對照空氣品質也較往年顯著改善，未來再新增

6部燃氣機組，空氣品質恐會變糟，之前努力亦將功虧一簣。 

逐步淘汰燃煤火力發電是全球能源轉型趨勢，中火燃氣一期

工程目前正興建中，兩部燃氣機組各有 130萬瓩裝置容量，預計

於 114年及 115年陸續投入運轉。此外，臺中港區另有民營中佳

燃氣電廠，計畫設置 60 萬瓩機組，預計 116 年運轉。然而，台

電公司去年又提出燃氣二期計畫，卻未對逐年足量減煤、減污及

減碳作出具體承諾，因此，為維護改善中南部的空氣品質，市府

堅持燃煤轉燃氣過程中，中火應提出啟動減煤行動，並「建一拆

一」，才能有助中南部空氣品質持續提升及維護居民健康，及避

免中火發電裝置規模持續擴大，成為全球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