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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5年達成20-30-50潔淨能源發電結構與
非核家園願景

燃煤發電量占比
降至30%

再生能源發電量
占比達20%

低碳天然氣發電
量占比達50%

既有核電廠不延役
核四廢止

2016年電力配比

2025年電力配比

燃氣50%

再生能源20%

燃煤30%

燃煤45.4%

燃油4.2%

燃氣32.4%

核能12.0%
再生能源4.8%

抽蓄水力 1.2%

一、台灣能源轉型目標與願景

註：因核三廠2號機於2025年5月17日除役，爰燃
煤及其它中核能占比仍有1.1%。 2



2016年

2020年

2025年

整體能源轉型路徑將逐步增加再生能源與
燃氣發電，降低燃煤比例為方向

發展環境建構
再生能源→   9.3%
燃氣 → 32.9%
燃煤 → 49.7%

再生能源→ 4.8%
燃氣 → 32.4%
燃煤 → 45.4%

階段目標達成

再生能源 → 20%
燃氣 → 50%
燃煤 → 30%

能源轉型啟動

二、能源配比發展路徑

核一除役

再生能源加速發展

天然氣接收站與輸儲設備持續
建置，增加燃氣發電量

餘新增電力需求暫由燃煤發電
提供

 核三於2025年5月
17日停機，邁入非
核家園

 再生能源達成階段
目標

 完成天然氣接收站
與輸儲設備擴建

註：未來電力配比推估假設為GDP年均成長2.56%、導入各部門極大化節能規劃下電力需求年均成長0.8%、2025年達成非核
家園且核一與核二及核三於2025年5月17日停機，並以台電10510電源開發案為基礎，且優先使用燃氣發電。 3



目
標

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將提高至 20%

技術成熟可行

成本效益導向

分期均衡發展

帶動產業發展

電價影響可接受

推

動

原

則
2016 2020 2025

太陽光電 陸域風力 離岸風力 地熱能 生質能 水力 燃料電池

5.8倍
水力 8%

離岸風力 11%

太陽光電
73%

陸域風力 4%

2,742萬瓩

472萬瓩

三、再生能源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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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霄
更新

大潭
新建

高原
新建

興達
更新改建

協和
更新改建

通霄
二期更新

台中
新建

燃氣機組累計裝置容量
2016年 2025年

1,525萬瓩 2,786萬瓩(含評估計畫)

增設天然氣電廠
• 採高效率機組，效率高達60%(既有燃氣電廠

效率平均51%)

1.8倍

目
標

2025年燃氣發電占比達50%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525 1,597 1,547 1,547 1,649 1,649 1,728 
1,927 

2,047 

2,786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燃氣機組累計裝置容量

四、天然氣路徑(1/2)

單位：萬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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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二期擴建

觀塘第三
接收站

台中
通霄陸管

永安
增建儲槽
(評估中)

台中
接收站
(評估中)

協和
接收站 台中

外港擴建
(評估中)

擴大LNG卸收、輸儲能量

天然氣供氣能力

2016年 2025年
1,400萬公噸 2,950萬公噸

(含規劃量)

2.1倍

四、天然氣路徑(2/2)

950 950 950 950 950 950 950 1,000 1,100 1,10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100 100 150 150 150
150

35050 50
300

600

150

1,400 1,400 1,400
1,500 1,500 1,550 1,600

1,650

2,300

0

1,000

2,000

3,000

2,950

天然氣供氣量(萬公噸)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300

■協和接收站 ■第三接收站 ■台中廠擴建 ■台中廠 ■永安廠 ■台電台中接收站

300

2.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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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
更新

大林
更新

目
標 2025年燃煤發電占比降至30%

燃煤機組汰舊換新

燃煤機組累計裝置容量
2016年 2025年

1,150萬瓩 1,430萬瓩

7

1,150 1,230 1,390 1,470 1,470 1,470 1,470 1,470 
1,370 1,430 

0

500

1,000

1,500

2,000

600

1,100

1,600

7% 13% 23% 27% 27% 27% 27% 27% 29% 32%

燃煤機組累計裝置容量與高效率燃煤比例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單位：萬瓩，%

資料來源：10510與10605台電電源開發規劃案。

高效率機組

既有機組

五、燃煤路徑(1/2)

• 國際主要國家以多元能源配比為主要發展趨勢。而我
國能源98%依賴進口且為獨力電網，爰能源轉型為確
保電力供應穩定及能源安全，需維持燃煤發電。

• 積極汰舊換新為超超臨界機組，效率可達45% (既有
電廠效率平均38%)，2025年高效率機組裝置容量占
比提高至32%。

深澳
更新



• 除既有燃煤電廠更新計畫，無新增燃煤機組：僅推動大林、林口及深澳電廠更
新計畫。

• 燃煤發電占比先增後減：因核一二停機不商轉及燃油機組陸續除役，供電缺口
因再生能源與燃氣發電短期新增量有限，多數新增電力需求將暫由燃煤發電供
給；之後隨再生能源與燃氣發電供給能量增加，占比將大幅減少。

• 燃煤機組採彈性調度：配合尖離峰用電及地區空污嚴重降載低碳環保調度，與
考量燃煤電廠合理操作。

• 高效率機組逐步取代既有燃煤機組：燃煤發電比例逐年提高，將有效降低燃煤
機組空污排放量。

滿足新增電力需求，燃煤發電占比先增後減，但
高效率機組發電占比逐年提升

0

1,000

2,000
高效率及既有燃煤發電量(含汽電共生)占比趨勢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高效率機組比例

既有機組比例

說明：燃煤發電占比係燃煤機組發電量(高效率與既有燃煤機組合計)除以全國系統發電量。

5%

95%

10% 20% 25% 25% 26% 27% 29%
34% 35%

90% 80% 75% 75% 74% 73% 71% 66% 65%

五、燃煤路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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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 1,347 1,406 1,379 1,361 1,296 1,225 1,144 883 739燃煤機組發
電量(億度)



六、核電除役路徑

目
標

核一、二、三不延役，核四廢止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核四廠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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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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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面積

•民間土地
不易整合

•電網容量不足

•電 塔 / 變 電 所
鄰避設施

•生態敏感

•景觀敏感

再生能源路徑

•漁業協商

•產業本土化

•專用碼頭

•併 聯 及 海 上
變電站

•生態敏感

•景觀敏感

•噪音

•白海豚生態
影響

在能源安全、穩定供電
與環境取得平衡

天然氣路徑 燃煤路徑 核電除役路徑

• 集中式貯存設施
場址選址

• 海岸生態
• 路權與專用碼頭
• 環評時程

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



推
動
機
制

檢
討
機
制

法
規
定
位

國家能源轉型
執行報告(每年)

能源轉型願景與目標

國家能源轉型
定期檢討(每５年)

目的與功能

落實「能源發展綱領」，積極推動能
源轉型，明定重點推動方案(計畫)。

強化政府間(跨部會、中央與地方)與
民間之互動溝通及協力推動。

修正能源發展綱領
(106.4.22行政院核定)

能源轉型白皮書
政策目標+具體行動計畫

八、能源轉型公民參與規劃(1/3)

擴大公民
參與對話

公民參與

全面盤點
方案計畫

建立透明
參與機制

導入民間
共同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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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討論
範圍徵詢

公開徵求
意見

機關規

範草案

發布最

終版本

修正方案
內容

過去 現在

撰擬初稿

發布最終
版本

徵求少數

人意見

本次預備會議

提前參與與擴大參與

政府與民間
共同協作

特色與參與對象

全體大眾
(預備會議、網路)

產、官、學、

研及民間團體

全體大眾
(公民會議、分眾

會議、網路)

產、官、學、

研及民間團體

八、能源轉型公民參與規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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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皮書撰擬程序及時程規劃

期
程

階
段
內
容

工作小組討論

部會協調與
工作小組分工

公開徵求意見

節能小組(能源局)

電力小組(能源局)

新及再生能源小組(能源局)

綠能科技產業小組(工業局)

分眾會議
(產業、民間團體：6週)

小
組
研
擬
重
點
推
動
方
案

白
皮
書
初
稿
確
認
會
議

定稿階段
公民會議

(抽樣、議題式：6週)

約10~12週(3~6次)

能源治理小組(能源局) 能
源
及
減
碳
辦
公
室
協
調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網路意見(4週)

(整本→國發會平台)
網路意見(4週)

(批次→白皮書網站)

產
出

定稿階段

• 部會分工及任務
• 各小組成員名單

• 工作小組重點方案(計畫)
• 歷次會議資料與錄影

白皮書初稿白皮書撰
擬機制

• 網路意見彙整
• 公民參與會議意見

民間意見

• 能源轉型具體
策略與量化目標

白皮書
定稿

撰
擬
預
備
會
議

八、能源轉型公民參與規劃(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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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政府部門重點推動方案/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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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治理 電力 綠能產業節約能源 再生能源

1.建構參與
式能源治
理機制

2.全方位推
動協助地
方能源治
理計畫

3.推動能源
稅計畫

1.民生部門
節能計畫

2.工業部門
能效提升
計畫

3.建築部門
節能計畫

4.運輸部門
節能計畫

1. 穩定電力
供應方案

2. 推動電業
改革

3. 低壓智慧
電表推動
規劃

4.擴大天然氣
使用配套計
畫

1.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修法

2.再生能源
2025計畫

3.風力發電4
年推動計畫

4.太陽光電2
年推動計畫

5.綠色金融推
動計畫

1.再生能源產業
推動計畫

2.沙崙綠能科學
城科技聯合研
究中心及示範
場域

3.能源國家型科
技計畫

1. 能源民主與
治理機制

2. 社會公平與
正義

1. 各部門全面
節能

1. 穩定電力供應
2. 電力市場革新

1. 再生能源發展
2. 分散式電力與

自發自用

1. 綠能產業發展

工作
小組

核心
項目

重點
推動
方案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http://energywhitepaper.tw/

( 網站建置中……)

能源轉型白皮書專屬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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