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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電共生系統特性概述

汽電共生系統則是將發電及工廠製程蒸

汽或熱能予以結合的能源整合系統，能源使

用效率一般可達 50%以上，較單獨發電的系

統高出甚多。大體上，主要具體效益有下列

幾點：(1)分散型電源，除提供電源之區域平

衡外，且可有效減少輸配電的損失，對電力

系統供應穩定助益極大。(2)有效整合電能及

熱能需求，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近年成為政

府推動區域能源整合之重要媒介。(3)發電自

用不僅有助業者降低缺電風險，對於台電系

統而言，尖峰時段可抑低尖峰負載，此外剩

餘電力可躉售台電系統，有助提高台電系統

淨尖峰供電能力，進而減少台電需啟動高成

本機組之發電成本支出 (4)能源使用效率高，

可有效節能並減少污染氣體的排放，尤其是

溫室氣體 CO2的排放。

二、我國汽電共生系統定位與發展

現況

能源為國家追求經濟成長之不可或缺要

素，對於能源進口依存度高達 97%以上之

台灣而言，追求永續發展之際，亦面臨能源

撰▓黃義協、蔡欣欣

稀缺與全球暖化的雙重壓力。依據經濟部能

源局公布資料顯示，102年最終能源消費量

達 1.1億公秉油當量，其中多用於發電（占

48.6%），顯示穩定的能源供應，對於電力

部門而言相當重要。而工業部門又係能源消

費大宗（占 38.2%），故工業部門節能減碳

之推動將成為台灣重要挑戰。

相較於有暖氣需求之歐美國家，我國汽

電共生系統主要以滿足工業部門製程所需之

熱能與電能而設置。而我國電力事業由國營

的台電公司獨家經營，業務涵蓋發、輸、配

電等工作，肩負供電穩定之責任。爰此，面

臨電力負載需求逐年遞增之趨勢，由於汽電

共生系統為業者自設，故可就近供應能源，

進而減少線路損失；再者，剩餘電力售予台

電公司轉供其他用戶使用，因此成為紓解台

電公司供電負擔之重要夥伴。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汽電共生統計資料顯

示，我國汽電共生系統發展迄今，裝置容量

於 102年統計共 818萬瓩（含一般汽電共

生系統），占全國總裝置容量 16.1%。其

中，102年合格汽電共生系統總家數 95家，

總裝置容量 786萬瓩，占全國電力系統之

16.2%；合格汽電共生系統餘電售予台電達

台灣汽電共生政策對其發展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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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億度（占台電發購電量之 4.5%）；汽電

共生系統總發電量 356億度，占全國電力系

統總發電量 14.9%。

就區域分布情形，國內合格汽電共生

系統配合工廠多集中於南部地區 (69.3%)，

其次為北部 (15.9%)、中部 (13.6%)、及東

部 (1.2%)。其中，有關發電燃料占比高低之

排序如下：煤炭占 68.8%、燃油占 11.6%、

其他（包括廢氣、廢熱、混燒等燃料 )占

10.4%，垃圾（含沼氣、蔗渣 )占 8.2%，天

然氣占 1.0%，詳見表 1.。

三、汽電共生政策沿革

回顧汽電共生系統發展之歷程，我國汽

電共生政策推動脈絡大致分為「積極推動」

與「鼓勵轉型」兩大階段；茲將兩階段政策

發展與對汽電共生系統之影響，如圖1.所示，

探討如下。

（一）積極推動階段

民國 60年代，能源高度仰賴進口的台灣

歷經 62、68年兩次石油危機衝擊，遂於政府

能源政策採發電多元化政策。並於 69年頒布

「能源管理法」，於第十條要求能源用戶生

產蒸氣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數量（100噸 /小

時）者，應裝設汽電共生設備，並給予加速

折舊之經濟誘因措施。

爾後，民國 75年起，台灣政經情勢歷經

大變局，如宣布解嚴、開放大陸探親、引進

高科技及產業結構轉變等，電力需求因此持

續增加，惟部分電源開發計畫如核四、蘇澳

等受環保抗爭之影響興建受阻，導致電力備

用容量率與合理備用容量標準 15~20%相去

甚遠，造成多次限電，影響民生、社會、經

濟甚鉅。

表 1.  102 年我國合格汽電共生系統裝置統計（區域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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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加速推動國內汽電共生系統設

置，分散電源，以紓解限電困境，於 77年 7

月 15日頒布「汽電共生系統推廣辦法」，

針對汽電共生系統符合有效熱能比率不低於

20%，總熱效率不低於 50%者，得向經濟部

能源會申請登記為合格汽電共生系統，並享

有加速折舊、投資抵減、低利融資貸款、天

然氣價優惠、售電優惠（餘電收購費率另可

按台電公司核定之優惠價格予以收購合格汽

電共生系統餘電）、購電優惠（備用電力）

等更多獎勵優惠措施。

民國 78年台電公司為與汽電共生系統併

聯時，能維持電力系統之品質、供電可靠度

及公共安全，遂依「台電公司與合格汽電共

生系統經營相互購電辦法」第 3項規定，公

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汽電共生併聯技

術作業要點」，使汽電共生系統能夠給予穩

定且便宜的電力。爾後，能委會（能源局前

身）於 80年修訂「汽電共生系統推廣辦法」

第十三條聯合投資條款，促使台灣汽電共生

公司才可依法成立聯合投資建汽電共生廠；

此條款更能加速汽電共生之發展。此時，汽

電共生系統正式加入台電電力系統，裝置容

量以年均成長 15.2%之速度，自 71年 34.8

萬瓩增至 89年 513.5萬瓩（合格汽電共生系

統則達 464.0萬瓩），對於台電電力系統佔

有重要地位。

（二）鼓勵轉型階段

90年代期間，節能減碳已為目前世界能

源發展之趨勢，而我國政府為因應「京都議

定書」生效，於 94年召開「全國能源會議」，

討論我國未來能源發展方向。其中於議題二

「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發展方向」中的「能

源政策之總體因應策略」提出，將推廣汽電

共生系統視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之重要政策

圖 1. 我國汽電共生系統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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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並訂定裝置容量目標，於 109年達

1,000萬瓩。

然而，政府有鑑於汽電共生市場趨於成

熟，再者開放民營電廠後，台電備用容量率

均維持一定水準，故配合 91年 1月「能源管

理法」第 10條修正條文施行之機會，於同年

9月 4日頒布「汽電共生系統實施辦法」已

取代「汽電共生系統推廣辦法」，藉以逐步

減少相關獎勵措施；諸如提升合格汽電共生

系統認定效率基準（總熱效率油 50%提高至

52%）、取消融資優惠、天然氣價優惠、縮

小備用電力價格優惠等。再者，受到產業外

移、環保法規日漸嚴苛，以及 93年、97年、

100年國際燃料飆漲影響，業者自發電不符

成本，導致部分汽電共生業者因經營困難而

紛紛關廠， 94年迄今全國汽電共生系統裝置

容量僅增加 115萬瓩；其中，97年雷曼兄弟

倒閉引發全球景氣陷入低迷，更讓業者投資

趨於保守，97至 102年期間，裝置容量僅增

加 45.6萬瓩，年均成長率為 1.2%，呈現成

長停滯現象。

在此同時，汽電共生系統之角色定位對

於我國而言，已由「穩定能源供應安全」轉

為「同時兼顧能源供應及節能減碳」，因此

政策也不再完全追求增加裝置容量。爰此，

98年召開之「第三次全國能源會議」，提出

之汽電共生推廣政策，除訂定階段性裝置容

量目標，亦強調鼓勵燃氣、低碳及共同設置，

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四、將來發展之建議

合格汽電共生系統總熱效率約 52%，優

於燃煤電廠及燃氣機組，故宜加強高效率汽

電共生之推廣與誘因設計，並提高收購量，

以節省台電機組之避免成本。此外，應搭配

法規執行，儘速淘汰工業區對低效率、高污

染小型鍋爐之採用，並於新設或既設之工業

區，成立跨部會平台，透過工業局、能源局

等單位之共同合作，推動汽、電能源整合，

提升區域資源整合與能源使用效率。

( 作者為台汽電公司企劃及轉投資部

專業經理•台灣綜合研究院副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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