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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系統用蓄電池在新及再生能源領域扮演重要關鍵角色，運用機制包括：綠能電力儲

存、穩定電力系統、防災儲電、電力負荷平準化、及未來的新世代電動車蓄電池鏈結應

用。同時由儲電、穩定與調節之基礎，所衍生以電力系統蓄電池及電網調控技術所整合

出之虛擬電廠，也因此應運而生以滿足電力公司對於：1.動態電價降低尖峰負載；2.導

入需量反應制度在緊急或難以負荷時卸除負載；3.導入具規模的分散式發電設備以減少

化石燃料電廠之使用；4.導入區域性分散式發電設備或需量反應制度改善電網帄衡及減

少供電故障；5.藉由獨立電力調度中心(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ISO)或電力交易市

場標售需量及分散式發電擴大其效益。日本政府經產省近年已開始進行電力系統用蓄電

池於新及再生能源場域驗證之推動，由 2013年起進行“大容量儲能系統應急示範工程(大

型蓄電システム緊急実証事業)”計畫，2015年進行“大容量儲能系統供需平衡示範工程

(大容量蓄電システム需給バランス改善実証事業)”，2016年進行“大型儲能供需改善項

目(大型蓄電システムによる需給バランス改善実証事業)”等計畫，以加速相關技術於實

體場域之驗證及示範推動。 

詳細說

明 

電力系統用蓄電池在新及再生能源領域扮演重要關鍵角色，基礎運用機制包括[1]： 

- 綠能電力儲存：對應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等易受天候影響發電輸出量的再生能

源，當此類能源裝置發電量產生比需求更多的電力時，即須運用電池保存電力再於

需要時放電使用。尤其在未來獎勵再生能源發展之躉購制度（Fixed Feed-in Tariffs；

FIT）結束施行後，相關住宅等場域類型之太陽能發電從賣電轉向自用情況下，此需



求與裝置規模將更為強烈。 

- 穩定電力系統：同樣基於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等的再生能源易受天候影響造成

輸出波動之特性，在電力並網至主要電網系統（發電和輸電設備構成之整體系統）

的情況下，將對主電網帶來影響負擔。因此通常在大規模太陽光電場域中會使用電

池技術用於平衡調節供電輸出。而在中小型場域，為了穩定電力系統，也有可能在

家庭和辦公室如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VPP)和負瓦特交易(Negawatt)中使用

蓄電池。 

- 防災儲電：用於防災因應災害造成之停電及電力短缺，提供場域進行自主供電

與應急電源。 

- 電力負荷平準化：對應發電與用電峰值時間之差異，以電池系統進行峰值調節(Peak 

Cut-Peak Shift；削峰填谷)。在電力需求少的夜晚進行充電，在白天高峰期放電從而

削減最大電力使用量。 

- 新世代電動車蓄電池鏈結應用：下一世代電動車蓄電池，除了做為供應電動車

動力之儲電裝置外，亦期待未來藉其分散與可移動特性在防災儲電及電力負荷平準

化等方向發揮作用。 

 

同時由儲電、穩定與調節之基礎，所衍生以電力系統蓄電池及電網調控技術所整合出之

虛擬電廠，也因此應運而生以滿足電力公司對於：1.動態電價降低尖峰負載；2.導入需

量反應制度在緊急或難以負荷時卸除負載；3.導入具規模的分散式發電設備以減少化石

燃料電廠之使用；4.導入區域性分散式發電設備或需量反應制度改善電網帄衡及減少供

電故障；5.藉由獨立電力調度中心(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ISO)或電力交易市場標

售需量及分散式發電擴大其效益[2]。 

 

日本政府經產省近年已開始進行電力系統用蓄電池於新及再生能源場域驗證之推動，由

2013年起進行“大容量儲能系統應急示範工程(大型蓄電システム緊急実証事業)”計畫，

2015年進行“大容量儲能系統供需平衡示範工程(大容量蓄電システム需給バランス改

善実証事業)”，2016年進行“大型儲能供需改善項目(大型蓄電システムによる需給バラ

ンス改善実証事業)”等計畫，以加速相關技術於實體場域之驗證及示範推動。以下提出

北九州及北海道兩案例[3]： 

 

一、 北九州電力公司於福岡豐島蓄電池變電站使用鈉硫電池(NAS) 

NAS(鈉硫)電池由日本碍子公司(NGK)憑藉特有的高度陶瓷技術，將鈉硫電池技

術實現兆瓦級蓄電的實用化。鈉硫電池具有容量大、能源密度高、壽命長、極低

自放電的特點，尺寸約鉛電池的三分之一，可以長時間高效地提供電力，並可在

電力需求少的夜晚充電，在白天高峰期放電，從而削減最大電力使用量，還為應

對停電和瞬間電壓下降附加了緊急電源的功能[4]。 

 



 

日本碍子(NGK)公司貨櫃型 NAS(鈉硫)電池組 

 

2015年起，NGK公司開始以 5萬 kW功率，容量為 30萬 kWh的 NAS電池為基

礎於福岡縣豐井市建置“豐島蓄電池變電站”而自 2016年 4月至 2017年 2月間，

九州電力公司使用該 NAS電池，持續引進九州地區太陽光電發電量進行示範實

驗。至 2017年 11月底，九州電力系統所連接的太陽光電已達到 767萬千瓦，並

仍以每月增加 5萬至 10萬千瓦之速度成長。此示範實驗的目的在於克服太陽光

電發電輸出之控制困難，當發電大於用電而產生剩餘電力時，執行輸出控制通過

使用大容量蓄電池累積剩餘電量，以此減少重新通電的輸出控制量和輸出控制時

間。。 

 

 

豐島蓄電池變電站 

 

二、 北海道電力公司於北海道魚津“南部早期變電站”使用全釩氧化還原液流電池

(Vanadium Redox Battery；VRB)  

全釩液流電池(VRB)氧化還原液流電池使用離子如釩的氧化還原反應進行充電和放電，

具備長壽命且運作中亦能準確地監視充電狀態之特點。北海道電力公司 2015年 12月於

魚津郡安平鎮的“南部早期變電站”藉由運用住友電氣工業公司製造的氧化還原液流電

池，建立功率為 15,000kW，容量為 60,000kWh的大型蓄電系統示範計畫。該場域主要

是針對大規模再生能源所造成的頻率變動以及系統供需平衡、電池性能進行技術開發與



測試驗證[5]。 

 

 
住友電氣工業公司的氧化還原液流電池[6] 

 

目前在北海道，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逐年增加，統計截至 2017年 3月，與電力系統相

連的風力發電量已達 35萬千瓦。因此，該示範實驗計畫旨在通過使用大規模可充電電

池來減輕由於再生能量產生的輸出波動對電力系統的影響。 

 
北海道之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建置統計[7] 

 

2016年 11月所進行試驗以 10MW風力發電結合大型蓄電池系統，個別就抑制短週期波

動（風電波動補償/太陽能發電）及抑制長周期波動（波動抑制+預測誤差補償）特性做

測試。 

 



風力發電與儲能系統混合出力控制試驗[7] 

 

而日本住友電氣工業公司該類電池技術，也已於 2017年 3月由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

所引進一套功率為 125kW，容量為 750kWh之小型系統至台灣進行初期應用研究試驗，

結合太陽光電、風力發電與石化發電機組進行系統發電穩定調控技術開發測試。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引進之日本住友氧化還原液流電池試驗系統[8] 

 

歸納討論： 

日本早期即開始經由政策推動補助大型儲能系統示範性實驗計畫，以此結合國內民營電

力公司所具備綠能及電廠、電池與電力系統廠具備之創新技術進行合作，針對未來大規

模再生能源併網所需面對頻率調控、峰值平穩及儲電移載等需求問題進行技術開發及驗

證工作，不但促成電池廠商將創新產品技術導入實務場域結合各式太陽光電、風電及水

力綠能型態變化挑戰進行電池性能驗證，更加速推動綠能產業鏈結與系統整合技術的進

展，作法與技術方向可供我國儲能發展策略推動作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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