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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力系統改革 

─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的創設與執行 

許雅音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經歷了311東日本大地震與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日本政府重

新檢討了能源政策與電力系統方針，在2012年7月正式制訂出電力系

統改革方針，並自2012年8月起，召開一系列的電力系統改革制度設

計工作會議，截至目前(2015年7月)已經開了14回。目前，電力系統

改革3大步驟中的第一步驟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已於今(2015)年

4月正式創立，就該機關的基本架構與設置目標進行討論，並與歐盟

電力系統作比較。 

 

一、前言 

經歷了 311東日本大地震與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日本政府召

開了一系列會議，其中之ㄧ討論電力系統改革課題，則由「電力系統

改革委員會」負責。2012年，電力系統改革委員會歷經了數次會議，

提出了「電力系統改革基本方針」，內容包含解除日本 10家綜合電業

對家庭部門的電力供給義務、發輸電分離、強化系統間聯繫等，並制

定了電力系統改革 3 階段，第一階段成立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

(OCCTO)，該機構已於今(2015)年正式啟動，詳細的權責與目前的業

務內容，逐步整理如下。 

 

二、電力系統改革架構 

311 東日本大地震後，核電依存度下降伴隨而來的成本增加等問

題，日本預估日後的能源成本將愈來愈高，因此在 2015 年 7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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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長期供需計畫，在能源長期供需計畫中，明定展開電力與瓦斯系

統的改革。 

電力系統改革政策包括下列三大目的： 

1. 確保電力穩定供應； 

2. 盡最大可能抑低電價； 

3. 擴大用戶電力的選擇權、創造商機。 

為達成上述三大目的，日本政府提出了循序漸進的三大改革支

柱： 

1. 成立「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OCCTO)」、擴大廣域系

統運用； 

2. 完全開放電力零售競爭； 

3. 輸配電系統法定分離、確保中立性。 

 

三、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 

(一)  設置目的 

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是電力系統改革三階段的第一階段，設

置目的是為了能夠活用全日本的電源，並整備輸配電系統，且能夠強

化供需調整機能。 

(二)  位階 

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為一國家認可的法人機構，接受經產省

指示進行電力整體規劃的機構，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也能夠指示

電力業者增加供給、抑制需求及電力融通等業務。 

此外，電力系統改革後，擔心電力供給不足，目前已進行修法，

一是經產大臣在「災害時」能夠命令電業增加供給，將修改為「為了

確保穩定供給之下」，二則是除了電業外，經產大臣擴大能夠命令增

加供給的業者(如零售供給事業者-鋼鐵、造紙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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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的位階[1] 

 

(三)  組織概況與權責 

1. 組織概況 

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的會員是由全體電業加盟，從這些

會員中組成總會，並選出1名理事長、4名理事、2名監事，及20

名以內的評議員。目前的理事長為經濟學者金本良嗣。而評議員

則由學界、新聞界、民間機構所組成。且事務局的職員要確保其

中立性。 

 

圖2、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的組織架構[1] 

 

2. 權責 

基本上，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的業務範圍大致上從經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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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資源能源廳原本負責電力的業務中切割出來，主要功能為：(1)

彙編與檢討各電業電力供需計畫與電網計畫，並可命令各電業更

改計畫，例如互聯線之興建；(2)當系統供電緊急時，可以請經產

大臣命令各電業強制發電出力與電力融通。 

 

(四)  長期方針與制定流程 

1. 長期方針 

基於國家政策方針所制定的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的長

期方針，主要是以系統化及廣域應用的觀點來思考廣域系統整

備，且預想未來的環境變化和廣域聯繫系統整備和更新，架構構

想出來後，執行層面則是由廣域系統整備計畫來實施。 

 

圖3、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的長期方針[3] 

 

2. 制定流程 

長期方針的制定流程分為四大步驟： 

第一步驟：複數情境設定，先盤點目前電力供需的量及地區間的

聯繫線，接著根據政經原因推估未來的情境，由於輸入的政

經情況、與預先設定的聯繫線不同而有所變更，因此產生複

數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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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驟：總體經濟效果分析，透過區域模型的電流模擬，將聯

繫線的效果定量化，並評估考察分析結果，例如，若是增強

聯繫線的容量，需要投入多少成本(工事費用及燃料費用)，

那麼投入之後實際上的效益是否大於投入成本，若是效益不

彰，就回過頭重新設定情境。 

第三步驟：廣域聯繫系統全體的經濟效果分析，若是確認大方向

的地區間聯繫線設定，就要開始規劃細部的區域內廣域聯繫

系統了，同時也要考慮電力潮流在此規劃下是否容易不穩，

接著還是考慮到細部的區域內廣域聯繫系統的效益，若是效

益不彰，也要回過頭重新規劃區域內廣域聯繫系統。 

第四步驟：總結上述的步驟，形成長期方針，並將達到這些目標

的具體對策一併納入考量。 

 

圖4、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的長期方針制定流程[3] 

 

(五)  廣域系統整備委員會與實施成效 

1. 廣域系統整備委員會 

為了實際實施長期方針，理事會根據該機關第39-1定款，設

置了廣域系統整備委員會，自2015年4月24日至9月14日共開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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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討論內容與會議重點摘要如表1。 

目前廣域系統整備委員會面前幾個關鍵議題，包含(1)制定廣

域系統長期方針；(2)檢討廣域系統的整備計畫及流程(包括東北

東京間的聯繫線計畫，及東京中部聯繫線計畫)。 

表1、廣域系統整備委員會會議資料[3] 

回數 日期 討論內容 細節 

第一回 2015/04/24 理事會設置廣域系統整

備委員會 

委員組成: 

中立委員7名 

事業委員6名 

(零售、發電、輸

配電業者各2名) 

第二回 2015/06/08 制定廣域系統長期方針  

第三回 2015/07/28 檢討廣域系統的整備計

畫及流程 

 

第四回 2015/08/24 廣域系統長期方針的細

節討論 

 

第五回 2015/09/14 廣域系統長期方針—討

論如何讓電價下降並活

化電力市場 

 

 

2. 實施成效 

廣域系統委員會的要務之一：整備各地區的聯繫線，目前的

進展如表2，東京中部聯繫線設備的計畫檢討進展最快，已經評

估過聯繫線實際利用的實際情況(2014年7月-2015年6月)、設定聯

繫線的年度計畫(2015年9月-2017年3月)，及規劃聯繫線的長期計

畫(2017年度到202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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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聯繫線目前的進展[3] 

聯繫線 

檢討指標 

目前狀況 
聯繫線實際

利用的實際

情況 

聯繫線

的年度

計畫 

聯繫線

的長期

計畫 

市場交

易情況 

北海道

－本洲 
○ ○ ○  

預計設備增強 

2019年目標： 

60萬瓩→90萬瓩 

東北－

東京 
 ○ ○  計畫制定進行中 

東京－

中部 
○ ○ ○ ○ 

1.預計設備增強 

2020年目標： 

120萬瓩→210萬

瓩 

2.新計畫制定中 

210萬瓩→300萬

瓩 

中國－

九州 
  ○   

 

圖5、日本電力系統的各大聯繫線容量與融通情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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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歐盟比較 

(一)  歐盟廣域應用體制的權責分配 

歐盟的電力系統主要分為四大部分，分別是規制機關(ACER)、

輸配電網協調機關(ENTSO-e)、聯繫線市場(CASC)，及調整機關

(CORESO、SSC，及TSC)，且分別負責不同的業務。 

規制機關(ACER)主要是監視輸配電公司是不是有履行輸送再生

能源的義務，輸配電網協調機關(ENTSO-e)的功能在於根據天氣預

測、電力需求預測，進行輸電網的整備，並且制定全歐盟(EU)輸電公

司都應遵守的運用規範。 

聯繫線市場(CASC)是透過交易市場，分配國際邊境聯繫線系統

的發電、輸電、零售的業者，而調整機關(CORESO、SSC，及TSC)

則是因應國際聯繫線利用的可能情況，提出確保輸電路線的策略，並

對各個輸電公司提出建言。 

 

圖5、歐盟電力系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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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與歐盟電力系統的比較 

整體而言，歐盟的電力系統是由歐盟委員會發出歐盟電力指令，

歐盟委員會再要求各規制機關履行義務。舉例而言，在第三次歐盟電

力指令(2009年)後，歐盟委員會認為德國的輸電市場競爭環境不足，

要求德國進行調整，因此德國的輸電公司就陸陸續續地從大輸電公司

獨立出來。 

以下為數點歐盟與日本的電力系統比較： 

1. 管理、監督層面 

歐盟委員會制定歐盟電力指命後，規制與監督機關向下指

示，進行輸電網整備。 

相較於日本，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是國家認可的法人機

構，對於廣域運用擁有極大的權限，但是，其中有一點尚未規範

明確，除了在緊急時刻經產省要命令電業供電(修改後改為供電安

全有疑慮時)以及規範輸電電費外，法規上都沒有規定經產省對電

業的額外指示和監督。 

因此，日本於2015年9月1日依據電氣事業法成立「電力交易

監視委員會」，監視對象為所有發電、輸配電、電力零售等業者，

電力交易監視委員會負責在電力市場上，監視批發與零售交易的

公平性，以及輸配電業者的行為，確保輸配電網的中立性，其最

終目標是促進電力市場的健全發展。 

2. 廣域運用的機能 

輸配電網協調機關(ENTSO-e)制定輸電網的整備和運用規

則，而輸電運用調整機關(CORESO、SSC、TSC)和聯繫線市場運

用機關(CASC、CAO)支援輸電系統，也就是方針制定和支援機能

分離。 

相較於日本，無論是輸電網的整備、廣域運用規制的制定，

對電力公司的指示等全部都集中在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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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電公司的競爭原理 

歐盟的電力公司，進行發輸電分離時，透過設施獨立及國外

輸電公司投資，從原本的電力公司獨立出來，甚至與其他輸電公

司結合。而且各國的輸電公司，會在國內電力不足時，自行運用

供需調整市場去補足不足的電力缺口。 

相較於日本，由於電力系統改革剛起步，並沒有太多的輸電

公司競爭的資料。 

4. 擴大投資選擇 

歐盟為了將再生能源的電力導入需求端，同時也要確保廣域

的供電穩定，因此輸配電網協調機關(ENTSO-e)促進第三方投資

這些輸電線(Merchant Line)。 

相較於日本，在電業法改正案中，除了電力公司的輸電投資

外，並沒有提及第三方也能投資。 

5. 再生能源接續義務化 

歐盟的輸電公司，目標是確立歐盟全體的電力統合市場，及

擴大再生能源的導入目標，因此積極的將再生能源併入電網中。 

相較於日本，無法否定的是，是否將再生能源併入電網中，

還是得看大電力公司的判斷。 

 

圖6、歐盟電力系統與日本電力系統比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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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歐盟電力系統經驗對日本的建議 

1. 為輸電網賦予明確的角色 

歐盟的電力改革三階段：第一階段是發輸電分離，確保輸電

公司中立，目的在於孕育輸電公司間的競爭環境；第二階段是建

立全體輸電協調體制(ENTSO-e)，目的是為了強化各國電力統

合，並因應再生能源量急增，擴大國際間電力融通；第三階段則

是建力規制機關(ACER)，調整廣域的供需。相較於日本，第一階

段是先成立功能如同ENTSO-e的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第二

階段則是零售全面自由化，第三階段才是發輸電分離。 

歐盟是先孕育輸電公司間的競爭環境，日本的做法是先將電

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設立起來，日本沒有先孕育競爭環境的作

法，比較令人擔憂的是即使未來進展到第三階段，各家輸電公司

也各司其值，較不會有競爭性，如此一來，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

機關就形同虛設了。 

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與電力公司的輸電網之間平衡非

常重要，若是電力公司太過於重視自己的輸電網，那麼電力廣域

的運營推進機關就形容虛設，若是過於重視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

機關，則擔心形成一個巨大的獨占機關，因此如何找到平衡點，

是當下面臨的問題。 

2. 促進第三方投資 

日本為了實現廣域的輸電網運用，必須投入巨額資金進行輸

電網的整備。包含50Hz、60Hz的東西日本聯繫線機能強化、再生

能源接續，及低壓配電網整備(由於過去低壓部門法律上是規定由

所屬轄區的大電力公司輸送)等。 

如何帶入並活用市場資金成了當前的問題，而且出資者要如

何評估投資的風險、利用這條輸電線的電業、利用權、適當的托

送費用等，也是需要考慮的。 

歐盟促進第三方投資，並列出風險評估值，讓公司、金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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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海外投資者等評估，並進一步投入資金。 

 

五、結論與建議 

(一)  臺灣電力系統改革時程表 

目前我國電力市場之架構如圖 7 所示，主要是由國營之台電公

司、民營電廠及自用發電設備（含汽電共生系統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所組成。自用發電設備之餘電、民營電廠及汽電共生系統所產生之電

能，均躉售給台電公司，並由台電公司統一調度。目前民營電廠之設

置，是以分階段開放之方式推動，經濟部分別於 84年 1月及 8月、

88年 1月及 95年 6月分階段開放民營電廠。 

 

圖 7、臺灣電力市場架構[9] 

 

行政院會於今(2015)年 7 月 16 日通過《電業法》修正草案，有

關我國電業法修正草案重點如下，如圖 8所示： 

1. 全面開放綜合電業、發電業、輸電業及配電業。綜合電業及

配電業在其營業區域內不以 1 家為限，發電業及輸電業無營

業區域限制。 

2. 綜合電業及配電業負有營業區域內供電及轉供電能之義務。 

3. 成立電力調度中心以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電力調度規

則，並由中央主管機關監督電力調度之執行及調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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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臺灣電業自由化架構[8] 

(二) 日本電力系統改革經驗對我國可借鏡之處 

以日本電力自由化改革經驗為借鏡，雖修改法規允許新業者進入

發電和電力零售事業，卻沒有營造出有利於競爭的環境：沒有對綜合

電業規範賣電義務，無法推動自由化。因誘因不足，使得電力自由化

裹足不前。 

未來我國確立市場自由化後，應評估民間業者新設發電廠的誘因

和限制等環境因素，若民間發電業者、汽電共生、再生能源等不足以

支撐出一定規模的電力躉售市場，且台電沒有義務在躉售市場釋出固

定比例電力以供交易，零售業者在電力調度受限下，電力零售市場恐

難以成長，此舉將無法強化競爭程度。 

日本目前正逐步設計相對應的措施與機制，持續觀察日本作法，

可供我國未來電力事業改革之參考。以下有幾點可供我國借鏡： 

1. 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未來電力自由化後，我國將面臨設置

電力調度中心的問題，日本提出的「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

的權責分配、值得我國參考。 

2. 如何塑造輸電業的競爭環境：綜觀世界各國，在進行電力自由化

之前、必經過「發輸電部門獨立」的步驟，像是歐盟就是以「發

輸電部門獨立」的步驟孕育競爭的環境，歐盟營造競爭環境和日

本未來營造競爭環境的做法，值得我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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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促進第三方投資電網：歐盟促進第三方投資，並列出風險評

估值，讓公司、金融機構、海外投資者等評估，並進一步投入資

金。而日本未來的作法為何值得期待，以上都能夠做為臺灣未來

資金挹注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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