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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背景說明-新挑戰與強化韌性

跨區融通

新挑戰
強化韌性

能在短時間下因應事故
及恢復穩定運轉的能力

區域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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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背景說明－大量再生能源併網之衝擊

◼ 間歇性 (雲遮)

◼ 不穩定 (日照度/風力度)

◼ 天候性 (晴/雨、日/夜)

◼ 季節性 (春夏秋冬)

*藍線為電力系統一整天的用電需求變化

➢當大量再生能源發電佔比愈來愈高，因再生能源發電易受氣候因素影響，

使電力系統所面臨負載陡升及夜尖峰挑戰，將會增加電力調度之困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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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背景說明－大量再生能源併網之衝擊

➢下圖為太陽光電每15分鐘變化量比例，太陽光電有著間歇性與不穩定性，在現階段

裝置容量較低時對系統影響較低，但在2024、2025年時預計將發生超過800MW的

變動(1年內分別約發生6、21次)，變動量將逐年加劇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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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58%

21.1%

22.0%

19.6%
18%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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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一年約6次 一年約21次

0.0%

25.0%

50.0%

75.0%

100.0%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0~300 300~500 500~800 800以上 間歇性

00:00 06:00 12:00 18:00

夏季約6.8%機率出現極端強降雨

20%裝置容量在2小時內消退

不穩定性

00:00 06:00 12:00 18:00

光照度不如預期，日前難以掌握



01背景說明－推動儲能應用

大量再生能源對電力系統影響

• 間歇性

• 預測準確性

• 夜尖峰供電

• 慣量不足

調整頻率

快速反應
削峰填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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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背景說明－再生能源漸增開啟分散式電源

傳
統
電
網

智
慧
電
網

➢ 再生能源占比漸增，一改傳統電網單向式及用戶被動參與的模式，

智慧電網開啟分散式電源後能雙向式傳輸的模式，也促成用戶能

主動參與的商業模式興起



01背景說明－2025年政策目標

2025
儲能目標

1,500MW

1,000MW

500MW
發電端儲能 PV系統儲能

(儲能安裝於電網側，
提高電力品質)

(儲能安裝於再生能源側，
提供夜尖峰用電)

功率型儲能
500MW

(穩定電網頻率)

能量型儲能
500MW

(持續放電 4 小時)

500MW

(持續放電 2 小時)

建置做法

840MW

台電電力交易平台

台電公司自建

160MW

500MW

(功率型340MW，能量型500MW)

PV業者自建

2025年目標1500MW

電網端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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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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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背景說明－三大儲能發展方向

發電端 用戶端

穩定光電輸出
儲能夜間供電

2025年設置目標500MW

光電場可將部分電力先儲存於儲能

釋放饋線容量以容納更多光電加入

儲能投資可由較佳躉售費率來回收

1. 儲能可讓光電的發電輸出更平滑

2. 儲能可將光電移轉至夜尖峰輸出

3. 光電搭配儲能可提高饋線利用率

提升用電品質
減少電費支出

用戶可靈活調配負載與儲能

智慧運用並減少電費負擔

工業用戶 1. 穩定電壓優化用電品質

2. 參加需量反應增加收益

3. 滿足用電大戶條款

民生用戶 1. 建置微電網以自給自足

2. 自主管理負載減少電費

穩定頻率為主
電能移轉為輔

2025年設置目標1000MW

饋線容量有限已定機制以排除虛占

併網型儲能採電力交易平台機制

採取每日針對次日需求競價取得

功率型500MW

dReg單一調頻功能 (申請已遠大於需求)

台電自建160MW

2022通過審查約2047MW

複合型500MW

E-dReg 調頻+電能移轉 (持續受理申請)



02儲能於電網各層級之應用

Source: RMI - The Economics of Battery Energy Storage 10



服務對象 可提供之服務 服務內容

用戶端應用

1. 時間電價管理
2. 減少需量電費
3. 提供備用電力
4. 提升需量反應表現
5. 提高光電自用

- 於離峰時段充電，減少尖峰高電價時段用電
- 降低契約容量與費用、或減少用電超約產生之額外電費
- 將儲能設備作為不斷電系統或緊急發電設備使用
- 透過儲能參與需量反應，提高執行率並減少產能中斷
- 利用儲能提高光電自發自用之比例

電力系統操作者

1. 調頻備轉
2. 即時/補充備轉
3. 電壓支持
4. 全黑啟動
5. 電能套利

- 根據電網頻率之偏移進行充電或放電，以穩定電網頻率
- 收到調度指令時迅速提供電能，以恢復電網頻率
- 吸收或提供無效功率，使供電電壓維持在目標範圍內
- 系統全停電時自行出力送電至系統，回復電網正常運轉
- 賺取批發市場尖離峰電力之價差，可平滑電網負載曲線

電業

1. 資源充裕性
2. 延後配電系統升級
3. 減緩輸電系統壅塞
4. 延後輸電系統升級

- 以儲能裝設取代新電源開發，亦可類比為容量市場
- 區域負載成長時，延後、減少或避免配電系統之投資
- 於供電壅塞區域裝設儲能，以減少輸電系統壅塞之問題
- 大範圍負載成長時，延後、減少或避免輸電系統之投資

02 儲能於電網各層級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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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可提供之服務 已經可行 即將可行 未來可行 仍待討論

用戶端應用

1. 時間電價管理
2. 減少需量電費
3. 提供備用電力
4. 提升需量反應表現
5. 提高光電自用(發電)

✔

✔

✔

✔

✔

電力系統操作者

1. 調頻備轉
2. 即時/補充備轉
3. 電壓支持
4. 全黑啟動
5. 電能套利

✔

✔

✔

✔

✔

電業

1. 資源充裕性
2. 延後配電系統升級
3. 減緩輸電系統壅塞
4. 延後輸電系統升級

✔

✔

✔

✔

02儲能於電網各層級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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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電價管理 減少需量電費 提供備用電力 提升需量反應表現 提高光電自用

儲能於用戶端之應用

提供二段式、或三段式
時間電價用戶進行
尖離峰負載調整

已經可行

13



降低用戶契約容量及契約
容量費，或避免用戶用電
超約所額外產生之費用

已經可行

時間電價管理 減少需量電費 提供備用電力 提升需量反應表現 提高光電自用

儲能於用戶端之應用

Source: RMI - The Economics of Battery Energy Storage 14

案例：



時間電價管理 減少需量電費 提供備用電力 提升需量反應表現 提高光電自用

提供工、商業或醫院用戶
做為不斷電系統(UPS)
或緊急發電設備使用

已經可行

儲能於用戶端之應用

Source: Dynamic Power - Energy Storage Systems for Backup Power 15



用戶可參與之
需量反應方案

需量反應
負載管理措施

輔助服務市場

計劃型、臨時型、
需量競價

已經可行

調頻備轉容量

即時備轉容量

時間電價管理 減少需量電費 提供備用電力 提升需量反應表現 提高光電自用

儲能於用戶端之應用

16

補充備轉容量

案例：



若無躉售電價之方案、或
躉售電價低於零售電價時，
儲能可提高光電自用比例

未來可行

時間電價管理 減少需量電費 提供備用電力 提升需量反應表現 提高光電自用

儲能於用戶端之應用

Source: https://medium.com/@info_25289/batteries-included-whats-powering-the-solar-storage-trend-300d6ae6a6a5 17

類似案例：



自動頻率控制採購(AFC)
電力交易平台調頻備轉

已經可行

調頻備轉 即時/補充備轉 電壓支持 全黑啟動 電能套利

儲能於電力系統操作者之應用

Source: https://www.e-education.psu.edu/ebf483/node/705 18

案例：



儲能於電力系統操作者之應用
調頻備轉 即時/補充備轉 電壓支持 全黑啟動 電能套利

電力交易平台即時備轉
電力交易平台補充備轉

已經可行

Source: https://www.e-education.psu.edu/ebf483/node/705 19

案例：



藉由儲能系統之變流器提供或
吸收無效功率進行電壓調整，
使電網供電電壓在目標範圍內

儲能於電力系統操作者之應用
調頻備轉 即時/補充備轉 電壓支持 全黑啟動 電能套利

20

併網型儲能設備皆有
配合電壓調整之義務

已經可行



於電力系統全停電時，啟動儲能
設備並出力送電至電網，使系統
逐漸擴大供電範圍，最終使整個

電力系統恢復正常運作

儲能於電力系統操作者之應用
調頻備轉 即時/補充備轉 電壓支持 全黑啟動 電能套利

此應用於理論可行，相關
取得機制仍有待研擬，使
業者得以投資儲能系統提

供全黑啟動之服務

未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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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於電力系統操作者之應用
調頻備轉 即時/補充備轉 電壓支持 全黑啟動 電能套利

Source: https://ars.els-cdn.com/content/image/1-s2.0-S2352152X1630113X-gr6_lrg.jpg 22

電力交易平台

Ｅ－ｄＲｅｇ

已經可行

案例：



裝設儲能系統取代新電源之開發，
作為滿足資源充裕性要求之容量。
此儲能應用可類比為容量市場，
並可避免區域過度投資之風險。

資源充裕性 延後配電系統升級 減緩輸電系統壅塞 延後輸電系統升級

儲能於電業之應用

資源充裕性、或容量市場
已具明確之功能性，惟其
市場機制、以及資源充裕
性之責任規範仍有待研議

未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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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充裕性 延後配電系統升級 減緩輸電系統壅塞 延後輸電系統升級

儲能於電業之應用

儲能於此應用之經濟價值
已可由減少、或完全避免
升級配電系統之迴避成本
得到。此服務之取得機制

仍有待研擬

未來可行

Source: RMI - The Economics of Battery Energy Storage 24



於供電壅塞區域裝設儲能系統可
減緩輸電壅塞之問題。

資源充裕性 延後配電系統升級 減緩輸電系統壅塞 延後輸電系統升級

儲能於電業之應用

考慮台灣造成輸電壅塞之
原因多為南電北送，若以
儲能提供此應用則需大規
模之儲能系統，其可行性
與經濟價值有待商榷

仍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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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充裕性 延後配電系統升級 減緩輸電系統壅塞 延後輸電系統升級

儲能於電業之應用

考慮台灣輸電系統之容量
較大，倘若以儲能系統取
代輸電系統，則需較大規
模之儲能系統，其經濟層
面之可行性將視儲能設備

之單位成本而定。

仍待討論

Source: RMI - The Economics of Battery Energy Storage 26



平台總覽 合格交易者制度 參與方式 運作流程

03電力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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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資源

需量反應

電力交易平台
調頻備轉 即時備轉 補充備轉

合格交易者
由具電力交易專業資格之從業人員，利用交易資源進行每日競價交易



平台總覽 合格交易者制度 參與方式 運作流程

電力交易平台

28

➢ 截至112年8月初民間合格交易者達56家，總註冊參與容量已達654.3MW

商品 已上線容量 (MW)

調頻備轉 334.3

即時備轉 97.5

補充備轉 222.5

合計 654.3

參與家數 56

註 :統計至8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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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家 民間業者交易容量成長趨勢

調頻備轉 即時備轉 補充備轉 家數

03電力交易平台



平台總覽 合格交易者制度 參與方式 運作流程

電力交易平台

29

商品項目
調頻備轉 電能移轉複合

動態調節備轉容量
E-dReg

即時備轉 補充備轉
dReg sReg

服務目的
即時增減操作功率，修正系
統頻率偏差，或減緩頻率變
動幅度

因應負載陡升及尖峰用
電時段由日間移轉至夜
間，用以調整尖離峰時
段全系統負載需求差異

因應機組跳機、淨負載
突增等偶發事件，其功
能以安全性容量待命為
主

因應系統負載突增、供
需預測誤差，補充，以
提供系統所需之額外電
能需求

反應時間 ≤ 1秒 (AFC) ≤ 10秒 ≤ 1秒 (AFC) ≤ 10分鐘 ≤ 30分鐘

持續時間 連續 連續 1小時 2小時

適合資源
發電機組
功率型儲能

需量反應 能量型儲能
發電機組

自用發電設備
需量反應

發電機組
自用發電設備
需量反應

註：本預擬架構為112年3月14日電力交易平台第七次公開說明會內容

03電力交易平台



平台總覽 合格交易者制度 參與方式 運作流程

電力交易平台

30

➢ 納入合格交易者制度：
 考量交易平台之專業性，降低可調度資源進入門檻
 有效整合小型資源參與
 節省市場行政管理及作業流程

➢ 合格交易者：指試行平台成員符合本管理規範、試行平台作業程序及作業標準書等規
定，以自有資源或代理資源參與市場者；以代理資源方式參與市場者應為依公司法設
立之法人

自用發電設備資源

合格交易者

報價代碼

交易資源
儲能設備資源 需量反應資源 發電機資源

電力交易單位

03電力交易平台



平台總覽 合格交易者制度 參與方式 運作流程

電力交易平台

31

自動偵測系統頻率 調節充放電出力

下達調度指令

暫停、降低用電

提供電力

自用發電設備

併網型儲能

需量反應

03電力交易平台



平台總覽 合格交易者制度 參與方式 運作流程

電力交易平台

32

參與者 參與方式

非國營發電業

申請註冊登記之流程及事項如下：

一、提交註冊登記申請表、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財務能力證明、

其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具參與試行平台專業人員資格之證明，以及資源

清單、資源運轉特性資訊與其他必要文件。

二、通過試行平台相關規定之能力測試。

三、繳納保證金及參與費用。

四、取得試行平台市場管理系統之帳號及密碼。

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專業人員資格測驗簡章資訊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報名網址： https://svc.tabf.org.tw/110taipower01/Home/Index

03電力交易平台

https://svc.tabf.org.tw/110taipower01/Home/Index


平台總覽 合格交易者制度 參與方式 運作流程

電力交易平台

33

可報價期間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

10：00

報價截止

調度日

最終需求
量公告

公布競
價結果

合
格
交
易
者

台
電
公
司

11：00

16：00

調度日
前7日

調度日
前30日

首次需求量
公告

最佳化
排程作業

每小時確認交易資源可使用狀態，即時於市場管理系統更新

調度日
後7日

17：00

提供各合格交易者之
調度日交易估計金額

結算
及付款

10：00

03電力交易平台



平台總覽 合格交易者制度 參與方式 運作流程

電力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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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流 金流

SD-WAN

電力交易平台

遙測通訊模組
Server

合格交易者
登入管理平台
(投標、結算、

COP)

公開資訊網站

備用通知模組

通訊管道

電子化調度指令下達

合格交易者

遙測通訊模組
Client

交易資源
管理工具

交易平台
專業人員

資 源

資 源

資 源

資 源

電

網

金流

資料回傳

指令

資
訊
回
傳指令

指令

指令

03電力交易平台



平台總覽 合格交易者制度 參與方式 運作流程

電力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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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資源之容量報價由低至高依序得標，直到滿足需求量止。國營發電業之報價，不得低於預設報價。

 以最後一得標資源之報價作為結清價格，即採 PAC (Pay as Clear) 機制結清，所有得標資源統一採

結清價格作為後續結算依據。

 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補充備轉容量商品，各自結清。

國營
火力機組

A

國營
火力機組

B
國營

火力機組
C

自用發電
設備

D
自用
發電
設備

E
需量反應

H

需量
反應

I

需
量
反
應
J

併網
儲能

F
併網
儲能

G

容量(MW)

交易資源報價
(元/MW)

需求量

結清價格

03電力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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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系統
整合階段

偵測市電頻率
執行調頻服務

2021年

引進儲能
整合技術

(AFC)
2023年

能量型
應用分拆

2025年

電力平衡
即時調度

建置
MMS系統

2026年~

LV1

LV2

LV3

LV4

每日尺度
電能轉移

配合每日電力帳
安排計畫性電能轉移

獨立電網下
即時電力不平衡

大幅度再生能源變動
(鴨子曲線、風向改變

複合性事件)

虛擬線路服務

介接電網即時資料
提供線路壅塞服務

04結語：儲能規劃運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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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強韌電力網及穩定供電品質，儲能各項電網應用為時勢所趨，除可平滑

化再生能源輸出，更可藉由提供如頻率調整、快速反應、削峰填谷等服務，

以強化電網韌性與可靠度，是我國在邁向淨零排放的路上，不可或缺的一

項資源。

➢ 經濟部已規劃於2025年建置儲能設備1,500MW，包括發電端太陽光電結

合儲能500MW、以及電網端輔助服務1000MW，未來亦配合再生能源持

續發展，規劃進一步擴大儲能系統於運用範疇，如即時電力不平衡、虛擬

線路服務等多元應用。

04 結語：儲能規劃運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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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端儲能應用

用戶自設儲能

• 方案目的：鼓勵義務儲能設備之有效使用並擴大用戶設置儲能之意願，提供回饋誘因引導用戶於夜尖

峰時段放電，共同協助穩定供電。

• 參與方式：依「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設置之義務儲能方

可參加。

• 方案內容：用電大戶所設置的儲能設備，只要能在全年週一至週五（離峰日除外）每日於下午6時至8

時間放電2小時，就可選擇電費抵減方式

義務時數型 : 超過義務時數數(全年400小時)部分，始提供電費扣減

義務時數內之放電不享有實質收益，超過部分才提供電費扣減

累進回饋型 : 無義務時數，採累進方式提供電費扣減

不設定義務時數，採時數累進給予差別電費扣減

1

2

最新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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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端儲能應用

• 分散式資源標竿案例-電動車充電站以智慧調控參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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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端儲能應用

光儲合一

• 方案目的：鼓勵太陽光電案場設置儲能系統，將白天太陽光電生產的電能移轉到晚上使用，可以舒緩

夜尖峰供電以及適度釋放已趨飽和的饋線容量。

• 規劃作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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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與方式：以第一型之1MW以上太陽光電案場為對象，應於一年內完工併網。

• 方案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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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目標500MW

12:00 15:00 18:00 21:0009:0006:0003:0000:00 00:00

超過饋線存入儲能容量

夜間儲能放電

4h

夜間儲能放電

超過饋線存入儲能容量

參與現況

饋線容量上限



執行實績-調頻備轉

➢ 以111年3月3日為例，因高雄興達電廠設備事故，導致佔全台三分之一發電量的機
組跳脫，電網調頻輔助服務(AFC)透過主動調整充放電動作調節電力系統頻率，幫
助維持電力系統因負載波動造成之頻率飄移

⚫ 5MW案廠儲能系統事故前穩定頻率、事故後提供快速反應

瞬時功率 頻率

AFC / dReg 調頻備轉輔助服務

42



執行實績-調頻備轉

➢ 以112年6月1日為例，因南科變電所事故，導致系統頻率瞬間升到60.3 Hz，電網
調頻輔助服務(dReg)透過主動調整充放電動作調節電力系統頻率，幫助維持電力
系統因負載波動造成之頻率飄移

⚫ 10MW dReg案廠儲能系統事故前穩定頻率、事故後提供快速反應

43



執行實績-即時備轉

44

➢ 以112年4月20日調度工廠自用發電設備為例，於13點11分00秒下達即時備轉調

度指令，執行1小時服務

瞬時功率

開始指令 開始執行 停止指令 回報停止

即時備轉服務



執行實績-補充備轉

45

瞬時功率

開始指令 開始執行 停止指令 回報停止

➢ 以112年4月20日工廠降低產線負載為例，於11點30分00秒下達補充備轉調度指

令，執行2小時服務。

補充備轉服務



3.8 執行實績-E-dReg

➢ 以112年4月26日得標10MW之E-dReg案場為例，整日除執行動態調節外，並依

充放電排程進行電能移轉之服務

46

瞬時功率 頻率 充放電排程

電能移轉複合動態調節備轉容量E-dReg服務



3.8 執行實績-E-dReg

➢ 10MW之E-dReg案廠儲能系統於112年6月1日南科變電所頻率驟升事件中，在提

供電能移轉的同時，於事故前穩定頻率，事故後提供快速反應

47



3.9 執行實績-即時備轉

48

➢ 以112年5月24日調度聚合型需量反應為例，於13點26分00秒下達即時備轉調度

指令，執行1小時服務



3.11 執行實績-補充備轉

49

➢ 以112年4月20日調度工廠自用發電設備為例，於11點30分00秒下達補充備轉調

度指令，執行2小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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