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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市發電設備概況說明 

(一) 各類發電設備 

1. 火力發電(台電公司) 

台中火力發電廠，位於本市龍井區，廠區面積 277.5 公

頃，儲煤場面積 68公頃，為台灣主要電力來源之一，目

前為世界第二大之燃煤火力發電廠，廠區內設有以燃煤

為主之 10部機組，另有 4部氣渦輪機組，合計裝置容量

達 5,780MW。各機組資訊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台中火力發電廠機組資訊 

機 組 商轉日期 裝置容量(MW) 燃料種類 

中一機 80.05.27 550MW 煤 

中二機 80.08.25 550MW 煤 

中三機 81.06.26 550MW 煤 

中四機 81.10.04 550MW 煤 

中五機 85.03.29 550MW 煤 

中六機 85.05.04 550MW 煤 

中七機 85.10.17 550MW 煤 

中八機 86.06.27 550MW 煤 

中九機 94.08.01 550MW 煤 

中十機 95.06.30 550MW 煤 

GT#1 79.05.29 70MW 輕柴油 

GT#2 79.05.30 70MW 輕柴油 

GT#3 79.06.26 70MW 輕柴油 

GT#4 79.06.19 70MW 輕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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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生能源發電： 

(1) 水力發電(台電公司)：大甲溪發電廠是將大甲溪主流

沿線上七座電廠及機組合併而成，自上游至下游依序

為德基、青山、谷關、天輪、馬鞍、社寮及后里等，

其中五座電廠設有水壩或堰堤，自上游至下游依序為

德基水庫、青山壩、谷關壩、天輪壩與馬鞍壩等，均

以發電需求而調度為主要工作，七座電廠及機組的總

裝置容量計 1,137.165MW，其機組資訊如表二所示。 

表二：大甲溪發電廠機組資訊 

名稱 總裝置容量(MW) 位置 啟用時間 

德基分廠 234MW 和平區 1974年 

青山分廠 360MW 和平區 
1970年 

（2015年重建完工） 

谷關分廠 212.8MW 和平區 
1961年 

（2008年重建完工） 

天輪分廠 195MW 和平區 
1952年(4部舊機組) 

1996年(1部新機組) 

馬鞍機組 133.47MW 和平區 1998年 

社寮機組 0.945MW 石岡區 1922年 

后里機組 0.95MW 后里區 1911年 

(2) 太陽能發電(公有廳舍及民間單位)：本市自 102年訂

定「臺中市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

作業要點」，將市管公有廳舍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另鼓勵民間單位設置，增加再生能源發電量。

105年本市太陽能發電系統總裝置容量逾 59MW，為全

台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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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陸域風機發電(台電公司及民間單位)：本市陸域風機

計有 71座，包含已運轉 61座（民營 40座，台電 21

座）、未運轉 10座(民營)。經統計 105年運轉中之總

裝置容量近 130MW，為全台第二。 

(4) 經台電公司統計 105年各縣市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如

下圖一所示，本市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為全台第一。 

 

 

 

 

 

 

 

 

圖一：105年各縣市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3. 汽電共生發電(公有機關及民間單位)： 

本市計有 5家汽電共生業者與台電公司簽訂契約，總裝

置容量 446.52MW。詳細資料如下表三所示。 

表三：汽電共生業者資訊 

汽電共生廠名稱 
發電機組容量

(MW) 

汽電共生備用電力

(MW) 

臺中巿政府(臺中巿環境保護局) 14.5MW 3MW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后里資源

回收場 
25MW 3.6MW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57.62W 14MW 

倫鼎股份有限公司 29.4MW 3.7MW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320MW 2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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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5年發電度數： 

查 105 年位於本市各類發電設備之發電度數，火力發電約

421.04億度，供電占比為 91.64%；大甲溪水力發電約 30.87

億度，供電占比為 6.72%；其他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及風

力) 約 2.79億度，供電占比為 0.61%；汽電共生發電約 4.76

億度，供電占比為 1.04%。總發電度數約 459.46 億度，其

相關數據及圖表如下所示。 

表四：各類發電設備之發電度數 

發電設備 發電度數 

火力發電 約 421.04億度 

再生能源發電 

大甲溪水力發電 約 30.87億度 

其他再生能源 

約 2.79億度 

(含台電公司自有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及民間單位躉購發電量) 

汽電共生發電 約 4.76億度(躉購) 

合 計 約 459.46億度 

 

 

 

 

 

 

 

 

圖二：各類發電設備之發電度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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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市用電概況說明 

(一) 本市 100年至 105年用電情形： 

依台電公司歷年縣市別售電統計資料，本市 100 年至 105

年之用電情形如下圖三所示，顯示本市用電逐年增加，105

年用電度數已逾 273.49 億度電，相較 104 年增加約 14.6

億度電。若以全台 105 年各縣市用電相比，本市僅次於高

雄市及桃園市，排名第三，佔全台用電約 12.87%。 

 

 

 

 

 

 

 

 

 

圖三：本市 100年至 105年之用電情形 

(二) 105年本市各分類用電比例： 

本市用電分布前三名者，第一為工業部門(800KW以上)，用

電比例 44.75%；其次為住宅部門，用電比例為 21.11%；最

後為服務業部門，用電比例為 20.28%。用電最少者為農林

漁牧，僅佔 0.62%，另機關用電亦相對較少，占比 3.15%，

各類別用電比例如下圖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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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05年本市各分類用電比例 

(三) 本市用電量增加之分析： 

有關本市用電攀升一節，因本市位於中部地區，地理位置

特殊加上交通便利，形成中彰投苗一日生活圈，附近縣市

居民來臺中購物消費、就醫、就學等意願度高，因此大型

百貨購物商場、餐飲、夜市林立，造成本市移居人口逐漸

增多，也連帶促進商業登記發展，因此用電量攀升。經調

查相關資料，說明如下： 

1. 人口數成長數： 

依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人口數於 105年 12月底相較

104 年 12 月底成長之縣市，包含新北市、桃園市、臺中

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市、新竹縣、澎湖縣、金門

縣、連江縣等，其中本市人口成長數為第 2 名，增加 

22,794 人，占全縣市成長數之比例約 26.4%。相關數據

整理如下表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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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05年人口數成長之縣市 

縣市 104年人口數 105年人口數 人口成長數 

桃園市 2,105,780 2,147,763 41,983 

臺中市 2,744,445 2,767,239 22,794 

新北市 3,970,644 3,979,208 8,564 

新竹縣 542,042 547,481 5,439 

新竹市 434,060 437,337 3,277 

金門縣 132,799 135,114 2,315 

澎湖縣 102,304 103,263 959 

臺南市 1,885,541 1,886,033 492 

高雄市 2,778,918 2,779,371 453 

連江縣 12,547 12,595 48 

2. 公司登記數： 

依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本市 104年 12月底公司登記數

為 88,381家；105年 12月底公司登記數則為 92,069家，

其 105年相較 104年成長約 4.2%，公司登記數增加 3,688

間，為全台灣之冠，占全縣市成長數之比例近 2 成。相

關數據整理如表六所示。 

3. 工業用電大戶多： 

本市計有一千多家精密機械業者及上萬家供應商，是台

灣的精密機械黃金縱谷，另於轄區內尚有中部科學園區、

臺中工業區、臺中港關連工業區、豐洲科技工業園區、

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大里工業區、大甲幼獅工業區

及加工出口區等，吸引相關產業及廠商進駐本市。經統

計本市截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800KW 以上之用電大戶

家數如表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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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105年公司登記數成長之前 10名縣市 

類別 104年登記數 105年登記數 成長數 

臺中市 88,381 92,069 3,688 

臺北市 172,436 175,517 3,081 

新北市 126,991 129,777 2,786 

桃園市 54,207 56,472 2,265 

高雄市 81,762 83,777 2,015 

臺南市 33,851 35,187 1,336 

彰化縣 25,023 25,790 767 

新竹縣 11,205 11,741 536 

屏東縣 6,386 6,789 403 

新竹市 10,977 11,319 342 

表七：本市 800KW以上之用電大戶家數 

用電大戶 家數 

契約容量在 5,000KW以上之用電大戶 53家 

契約容量在 2,000KW以上之用電大戶          141家 

契約容量在 800KW以上之用電大戶 33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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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期本市緊急限電及供電異常之說明 

(一) 106年 8月 15日緊急限電： 

台電公司表示，由於中油人員在大潭電廠天然氣計量站更

換電源供應器時導致大潭電廠供氣中斷，六部機組跳脫，

供電量減少約 420 萬瓩，造成電力系統頻率瞬間降低，因

此自動啟動低頻電驛安全保護措施，導致全台多處停電。

事出突然，台電實施緊急分區輪流停電，以確保系統穩定，

本市各階段限電受影響之區域及時間如下表八所示，並於 9

時 40分正式解除全台緊急分區輪流停電。事故發生時，本

府即於第一時間利用各式平台，包括市長臉書、新聞稿、

市府官方 line、有線電視跑馬等，將各項即時訊息提供給

市民與其他縣市民眾，也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出動警消協

助交通及救援。 

表八：106年 8月 15日分區限電資訊 

階 段 限電時間 區 域 受影響戶數 

第一階段 18:00-18:50 

北區、北屯區、太平區、

潭子區、西屯區、中區、

南屯區、大里區、大甲區 

約 16萬戶 

第二階段 18:50-20:00 

東區、南區、大里區、    

太平區、烏日區、北區、

西區、北屯區、霧峰區、

大甲區 

約 20萬戶 

第三階段 20:00-20:50 
西屯區、中區、北屯區、

北區、潭子區、大甲區 
約 8萬戶 

第四階段 20:50-21:40 
西屯區、北屯區、潭子區、

大甲區 
約 3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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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6年 8月 17日計畫性停電： 

計畫性停電措施，與 8月 15日停電執行的「緊急分區輪流

停電」情況不同。計畫性的供電系統檢修，是全年經常性

辦理之業務，目的是讓供電系統維持穩定，目前已公告至

九月底，台電公司將依「電源不足時期限制用電辦法」之

規定，通知限電之用戶。 

(三) 106年 8月 21日工業區停電： 

事件主要原因是因為工業區ㄧ家高壓用戶廠商比流器故障，

造成台電公司輸電線路事故，影響台電公司嶺東及瑞峰變

電所饋線，造成台中工業區有停電情形，且因電壓驟降爰

造成其他區域有瞬停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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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限電類別與公告方式及電力修復程序 

(一) 限電類別 

1. 緊急限電： 

遇系統突發事故，導致電源不足或設備超過負荷、電壓

嚴重偏低時，為顧及電力系統安全，需立即實施之限電

措施。因事發突然，屬無預警之因應方式。 

2. 計畫性限電： 

當日如發生緊急狀況，預測隔日將造成電源供應不足時

須採取之停限電措施，需實施限電時，除前一天向新聞

媒體及台電公司網站發布限電相關訊息外，另以下表九

方式告知用戶。 

表九：計畫性停電措施 

類別 通知時限 通知方式 

1,000瓩以上之工業

用戶 

限電前一日

下午四時前 

個別通知 

未超過 1,000瓩之工

業用戶及一般用戶 

實施前一日 通知各地方政府、交通管

制單位、村里辦公室 

3. 限電公告： 

計劃性及例行性之檢修停電，本府除要求台電公司在網

站上公告相關訊息，也要求需透過營業處分區告知施工

影響範圍的區里，讓居民預作準備。如發生緊急限電，

本府將於第一時間即利用各式平台，包括市長臉書、新

聞稿、市府官方 line、有線電視跑馬等，將各項即時訊

息提供給市民與其他縣市民眾，並視情況及需求成立災

害應變中心，出動警消協助交通及救援，盡力做好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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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力修復程序： 

台電供電系統中大型核能、水力、火力發電廠產生電力後，

需由變壓器升壓至 345 仟伏特之超高壓，再利用輸電線路

輸送電力，然後透過超高壓變電所、一次變電所等變電所

分別降壓為 161 仟伏特、69 仟伏特後，提供科學園區、工

業區、高鐵和捷運等大型用戶用電，並透過配電變電所、

二次變電所及配電系統再降壓分別提供一般用戶或民生用

電(如下圖五所示)。故在電力修復時，其順序為供電樞紐

變電所→主幹線→分歧線之原則進行，並以先捷運、火車、

自來水及電話通信等公用設施，然後一般用戶之順序，安

排人員搶修。 

 

 

 

 

 

 

 

 

 

 

 

 

 

圖五：電力輸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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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電公司全台分區供電及概況說明 

(一) 全台分區供電： 

台電供電系統主要劃分為北、中、南三個地區，北部地區

為新竹縣鳳山溪以北地區；中部地區為新竹縣鳳山溪以南

至濁水溪以北地區；南部地區為濁水溪以南地區，各區包

含之縣市如下。經台電公司統計 105 年北、中、南各地區

尖峰負載(用電)及供電能力(發電)如下圖六所示，中部區

域尖峰負載為 30%，供電能力則為 34%，顯示中部供電能力

高於尖峰負載。 

1. 北區：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宜蘭縣。 

2. 中區：新竹(縣)市、苗栗市、台中市、彰化(縣)市、 

南投縣、花蓮縣。 

3. 南區：雲林縣、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台東縣。 

 

 

 

 

 

 

 

 

 

 

 

 

圖六：105年北、中、南各地區尖峰負載及供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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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電北送或南電北送： 

各區域內電力供應維持發電與用電相當為最佳，若區域內

發電不足以供應用電需求時，必須透過跨區輸電幹線輸送

融通電力支援。若系統發生嚴重事故時(考慮 345仟伏特兩

回線事故或停用)或區域供電能力不足，如北部電廠發電能

力小於用電需求時，能將中、南部地區餘裕電力，透過 345

仟伏特超高壓主幹線路融通支援至北部地區的送電能力。

有關中部地區近 10 年電力供需狀況、近 10 年尖峰電力供

需實績，以及 105年超高壓 345仟伏系統圖分別如下表十、

圖七及圖八所示。依資料顯示近 10 年來，僅 99 年中部地

區發電量小於用電需求，其餘年度均夠中部地區使用。 

表十：中部地區近 10年電力供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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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中部地區近 10年尖峰電力供需實績 

圖七：中部地區近 10 年尖峰電力供需實績 

(註：南送中多餘電力可經由 345kV幹線融通支援經中部地區， 

     輸送電力至北部地區) 

 

 

 

 

 

 

 

 

 

 

 

 

 

 

圖八：105年超高壓 345仟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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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台供電狀況說明： 

1. 燈號訊息： 

台電公司每日於網站上公布今日、未來一週及未來兩個

月電力供需預測資訊，並以五種燈號顯示備載容量及供

電狀況，綠燈表示供電充裕；黃燈表示供電吃緊；橘燈

表示供電警戒；紅燈表示限電警戒；黑燈表示限電準備。

各燈號細項資訊如下圖九所示。 

 

 

 

 

 

 

 

圖九：台電燈號顯示資訊 

2. 近 5年供電概況： 

經查台電公司統計近 5年供電概況，備載容量低於 6%(橘

燈)及 90 萬瓩(紅燈)之天數如下表十一所示，顯示近幾

年之備載容量趨緊，限電警戒日數增多。 

表十一：近五年供電概況 

項次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截至 8月 24日止) 

備載容量 

低於 6% 
1 9 33 80 90 

備載容量 

低於 90萬瓩 
0 0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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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市發電設備供電占比： 

另查台電公司 105年發購電量之統計(如下表十二所示)，

台電公司自有之設備共可提供 1,740.4 億度電，另購電

可供應 517.5億度電，全台總發電量達 2,257.9億度電。

位於本市之發電設備則可提供 459.46億度電，約佔全台

供電比例 20.35%。 

表十二：台電公司 105年發購電量統計 

 
項目 發電量(億度) 構成比(%) 較上年增加率(%) 

台

電

自

有 

抽蓄水力 32.8 1.5 8.6 

 火力 1,341.1 59.4 6.1 

核能 304.6 13.5 -13.3 

再生能源 61.9 2.7 74.9 

購

電 

民營火力 404.2 17.9 3.6 

汽電共生 59.2 2.6 -5.0 

再生能源 54.1 2.4 12.8 

發購電量合計 2,257.9 100.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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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電中用可行性說明 

    依前開統計資料，本市 105 年用電需求約 273.49 億度電，

另位於本市之發電設備則可供應 459.46 億度電，如發展中電中

用，本市電力供需尚有餘，雖有推動之可行性，惟仍需請台電公

司依專業性再行評估，並設置本市區域電網，於發展中電中用前，

本府建議可先推動以下措施，以為因應，說明如下： 

(一) 創能、儲能、節能： 

1. 創能-持續推動設置再生能源裝置，並鼓勵在地生產、就

地使用，減少電能在發電或傳輸過程中之消耗，為區域

微型電網先行應用： 

(1) 行政院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規劃於著手打造未來

30年國家發展需要的基礎建設，其中綠能建設於 106

年至 113年預計風力發電設置量達 4.2GW、太陽光電

設置量達 20GW，以期能於 2025年達到非核家園之目

標。 

(2) 未來能源佔比將以核能 0%、燃煤 30%、燃氣 50%、再

生能源 20%為發展方向，故需持續推動再生能源設置，

以平衡不使用核能發電之供電缺口。 

(3) 本府除積極推動公有廳舍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系統，以

及要求用電大戶設置 10%契約容量之綠能設備之外，

另規劃研擬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系統措施，以激勵民間

單位參與，增加本市供電量，並鼓勵自發自用，減少

併聯遠程傳輸所衍生不必要能源浪費，以區域電網概

念先行應用。 

2. 儲能-建議台電公司設置儲能設備，利用儲能設備儲備多

餘電能及穩定系統供電品質，並於供電中斷時，於短時

間內持續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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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節能-透過節電宣傳活動，增加民眾節電知識，並藉由汰

換耗能設備，減少不必要之能源浪費： 

(1) 辦理各類節電宣傳活動，包含節能示範觀摩會、節能

志工培訓、節電教育訓練課程等，增加民眾對節電之

認識，改變用電行為。 

(2) 補助相關單位汰換舊有高耗能產品，包含冷氣機或照

明設備等，更換為高效率機具，節省用電。 

(二) 請台電公司更換台中火力發電廠機組，提升發電效率，增

加本市可用電量，同時降低發電之燃料消耗及污染物排放

量，減少空氣汙染： 

本府前已請台電公司評估提前期程汰換台中火力發電廠 1

號至 4 號機組為燃氣機組，並針對台中火力發電廠 5 號至

10號機組，設備應更新為「超超臨界燃煤機組」，以提高發

電效率及降低空氣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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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語 

    位於本市之台中火力發電廠、大甲溪水力發電廠及其他再生

能源等發電設備，105年之發電量已佔全台供電比例 20.35%，惟

全台目前供電備載容量仍吃緊。發展中電中用事宜，雖本市有充

足之供電能力，惟因涉及電網設置以及全台電力供應等專業性議

題，爰仍需請台電公司研議，於規劃施行前，有鑑於全台近有 2

成之供電來自於本市，其發電過程所產生之污染物所造成之空氣

污染，本市已深受其害，故應請台電公司確保本市供電正常，如

緊急發生停電時，需優先回復本市供電，另全台計畫性停電，則

需降低本市停電戶數之比例，以維護本市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