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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述 

我國能源先期管理制度自 104 年 11 月 24 日施行開始，迄今已歷時 4 年有

餘，為對外彰顯本制度施行效益，研究團隊欲釐清來自於其他層面影響(如

技術、市場、環境等)後，估算本制度透過針對電力類用戶能源使用說明書

之審查所帶來節能減碳成效。 

詳細說明 

◼ 研究背景說明 

我國能源先期管理制度依循能源管理法第16條針對大型投資生產計畫

之能源用戶新設或擴建能源使用設施之使用數量、種類、效率及區位等事

項審查，以落實能源先期管理。；亦因為本制度配合我國能源開發政策之

定案進程，採二階段施行，第一階段先就效率項目進行審查；而按照《能

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則》第七條，能源用戶屬電力類或汽電共生類者，其

效率之內容，應符合最佳可行技術規定。故本制度往例中對此二類用戶俱

要求於能說書內提供淨電效率(或總熱效率)說明。 

爰此，本研究遂欲檢視，我國能源先期管理制度對於能源用戶審查其

淨電效率，在試圖釐清其他外生變數之影響後，是否能帶來節能減碳



之效益；而限於資料可取得性，本研究先針對電力類用戶進行估算。 

◼ 研究議題一：未能完整反映制度效益 

本制度往年呈現對電力供給端之節能減碳成效時，係透過衡量所審查

案件「大潭電廠增建計畫」，其淨電效率之審查核定值與查核商轉值的

差異，再換算成節能減碳成效。本研究認為按此二數值產生時點僅能

反映廠商按審查意見優化製程與公用設備設計，並未完整反映制度改

善成效。本研究認為，與其使用審查時所核定之淨電效率值，應檢視

契約保證值1與商轉後查核實績值之差異，方能完整包括制度運作過程

之貢獻成效，謹以下流程圖說明： 

 

 

 

 

 

圖一 能源使用說明案件審查-查核流程圖 

 

◼ 研究議題二：釐清其他層面之影響 

本制度歷年在執行時偶有用戶主張其淨電效率改善未必來自本制度審

查助益，而係源於其自發性採用最適技術或設備，俾使效率提升。若

未能釐清來自技術進步、景氣等其他外生變數時即對外呈現本制度量

化效益，或致令外界對本制度產生懷疑。本研究遂欲找出具可比性之

對照組，釐清本制度所帶來之節能減碳成效。 

國內外實證研究在進行政策效果檢驗時，常見以選取特徵相似之對照

組(Comparison group)之方式，與作為政策對象之控制組(treatment 

 
1 契約保證值(Contracted Gurantee)即發電設備供應商承諾最低應達到之效率值，達到後方可竣工查驗，獲取電

業執照 



group)進行比較，檢視兩組在政策實施前/後之成效變化量的差異。本

研究蒐研之國內外案例如下表： 

表一 運用控制組-對照組比較政策效果之國內外案例[1][2][3][4][5] 

國內案例 國外案例 

研究/委辦

單位 
研究內容 

研究/委辦

單位 
研究內容 

衛生署 
全民健保部分負擔制度研究

(委託政大) 
英國 OFGEM 

能源需量反應計畫(智

慧電表成效檢視) 

公平交易委

員會 

結合決定事後影響評估之研

究 (委託政大) 

歐盟 

對配電業者之政策、價

格與資訊處理之政策

效果評估 
主計總處 

由農業普查觀察景氣循環對

我國農家勞動力之影響(委

託世新) 

本研究將運用此方法，比較：控制組(能說電力類用戶)審查前/商轉後，

以及對照組(非能說制度發電機組)的節能減碳幅度，若前者>後者，則

本制度為我國節能減碳帶來淨正效益。謹以下圖例說明： 

 

 

 

 

 

圖二 控制 v.s 對照組比較圖 

由上圖可知，本研究欲檢視能源先期管理制度之節能減碳效果可以下



式表示； 

E 政策效果 = (E 事後,控制組 - E 事前,控制組)- (E 事後,對照組 - E 事前,對照組) 

綜上所述，研究流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步驟如下： 

1. 蒐集對照組資料 

根據燃料種類、機組類型、商轉時間等，篩選出與控制組(大潭 CC #7 

-GT)具可比性之對照組(通霄新 CC#1-GT)。並且根據按照能源查核申

報資料，計算控制組與對照組之淨電效率之規劃設計值與實際商轉值。 

2. 得出單位制度效益 

參照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指南，換算控制&對

照組事前/後單位節能減碳成效。並且按上述方法，將對照組效果扣

除後，得出本制度之單位節能與減碳成效。 

3. 轉譯制度成效實際意涵 

承 2.，並按本能源先期管理制度審核電力類案件之進展，估算本制

度節能減碳成效路徑圖。並參照如農委會公告、能源統計系統等資

料，將成效換算為一般外界民眾有感之具體數據。 

◼ 控制組簡介－大潭電廠增建燃氣複循環機組發電計畫(變更)： 

本案屬於政府當年所推動緊急供電計畫，於 2016 年底向本制度提出申

請，隔年 2 月獲能源局核准後，其中#7 第一階段 2 部單循環氣渦輪機

組(300MWx2)已於 2018 年度 3 月底商轉。本案於 2017 年 1 月辦理審

查會議，逐項檢視共計 128 項 BAT，優化共 5 項製程與公用設備系統

設計。此外，本案已於 2 月 2019 年 4 月由本制度團隊完成實地查核。 

本研究將按此案審查前/商轉後淨電效率，換算出審查前/商轉後之分別

能源使用量(燃氣)及碳排量。再計算審查前~商轉後的節能減碳量。淨

電效率如下： 

1. 本案已商轉之#7 單循環機組於核准後能說書所填寫之淨電效率為



37%(設計保證值*)； 

2. 本案於 2019 年查核時之淨電效率為 40.5% (查核實績值) ； 

3. 計算本案淨電效率改善程度：(40.5%-37%)/37%=9.45% 

◼ 篩選出合適對照組： 

因我國對製造業能源大用戶施行能源查核制度，其適用對象、檢視產

業、與本制度相近，且亦包含用戶機組初始設計值與各申報年度實際

商轉值，故將此制度申報資料作為對照組來源。本研究謹以商轉時間、

裝置容量、燃料類型等構面，自我國目前商轉中之燃氣機組挑選出具

可比性之對照組。燃氣機組之彙整請見下表： 

表二 我國商轉中燃氣機組彙整表 

 

 

 

 

 

 

 

 

由上表可見，本制度大潭 CC-GT#7 機組較為特殊，為目前商轉中機組

唯一由美國奇異公司提供；另按商轉時間檢視，可見通霄新 CC#1&2

與大潭 CC-GT#7 機組時間較接近；而 2019 年度 7 月份商轉之通霄新

CC#2 之容量因數與 3 月商轉之大潭 CC-GT#7 差異較大，故亦排除；

因 2019 年度適逢通霄電廠大修，故通霄新 CC#1 之 2020 所申報資料

亦不具代表性，而故於該年度啟用之通霄新 CC#2 之容量因數亦低於



火力電廠平均值，故判斷同樣不具代表性。最後，檢視通霄電廠新#1

單循環汽渦輪部分(CC-GT)，得知其單機裝置容量為 290MW，與大潭

CC-GT#7 單機裝置容量 300MW 相近。承上各點，本研究選擇 2018 年

商轉之通霄複循環新#1 於 2019 年之申報資料中單循環氣渦輪部分作

為對照組。 

◼ 對照組簡介－-通霄燃氣新 1 號機(單循環氣渦輪)： 

如前所述，本研究按商轉時間、裝置容量、燃料類型等構面挑選與能

源先期制度已商轉案例大潭#7 單循環相似程度最高之「通霄燃氣機組

新 1 號機」2。本機組於 2018 年 2 月商轉、共有 2 部氣渦輪發電機 

(290MWx2)、1 部氣輪機(312.4MW)；本研究檢視其 2019 年能源查核

資料中所填報之 2018 年單循環氣渦輪部分之實績值資料作為對照組，

並按其契約保證值、商轉實績值分別估算事前/事後之淨電效率如下： 

1. 按設計保證值**估算之淨電效率：39.05%； 

2. 該年度商轉實績值估算之淨電效率：42.62%； 

3. 計算本案淨電效率改善程度：(42.62%-39.05%)/39.05%=9.15% 

細部計算過程如下表： 

 

 

 

 

 

 

 

 
2 此機組屬於「通霄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早於能源先期管理制度生效前俱已奉准執行，故並不適用。 



表三 通霄 2019 燃氣機組新 CC#1 氣渦輪機淨電效率計算表 

 

 

 

 

 

 

 

◼ 能源先期管理制度單位節能減碳效益估算 

計算出控制、對照組事前、事後之淨電效率後，即可分別檢視兩組之

節能(天然氣)、減碳(CO2)之估算；再計算兩案例之間節能減碳成效差

異，可藉此釐清出釐清出排除其他各項效果後能說制度之單位節能效

益為：1.72m3/千度；單位減碳效益為 3.81kg/千度，過程如下表3： 

表四  能源先期管理制度單位節能減碳效益估算過程表[6] 

 

 

 

 

 

 

 

 
3每產一度所需投入熱值係以 1度(kWh)電相當於 860大卡(kcal)，計算達到此淨電效率所需之熱值投入；而天然

氣熱值以 9450(低熱值)計；最後，按照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所公布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

天然氣之 CO2排放係數為 56100/TJ，再按 1TJ=239,005,736kcal，以及天然氣每 m3熱值 9450kcal換算而得 



◼ 能源先期管理制度至 2030 年累積節能與減碳成效估算4[7] 

1. 至 2030 年累積節能成效路徑圖 

按前估算本制度所帶來之單位減碳效益，配合本制度已商轉、已核

准、待審查等不同類型案件預計商轉時程，估計至 2030 年累積節

能(燃氣)成效將可達 12.29 萬公噸/年，詳見下圖： 

 

 

 

 

 

 

 

 

圖三 能源先期管理制度至 2030 年累積節能成效路徑圖 

2. 至 2030 年累積減碳成效路徑圖 

按前估算本制度所帶來之單位減碳效益，配合本制度已商轉、已核

准、待審查等不同類型案件預計商轉時程，估計至 2030 年累積減

碳成效將可達 36.01 萬公噸/年，詳見下圖： 

 

 

 

 
4 此處規劃按照本制度定期追蹤之用戶資訊及台電 108年電業年報內機組商轉時程、並按我國火力電廠平均容

量因數 65%設算；另外，大潭 7號機單循環先於 2018年 3月商轉後，規劃於 2024年改以複循環商轉；最後，

森霸二期已於本年度 7月底通過環評，按規劃將於 2021年底取得執照商轉。 



 

 

 

 

 

 

 

 

圖四 能源先期管理制度至 2030 年累積減碳效路徑圖 

◼ 轉譯制度成效實際意涵 

按前設算內容可知，本制度預計於 2030 年達成：累積節能量(燃氣)：

12.29 萬公噸/年，累積減碳(CO2)量：36.01 萬公噸/年。本研究最後欲

參照如農委會、能源統計系統、台電官網等公告之參數，換算成一般

民眾有感之具體數據： 

1. 節能量： 

按 108 燃氣機組平均熱耗值為 1802.41 千卡/度，以及台電官網所公

布資料，單戶家庭一年使用 3504 度電估算，本制度於 2030 年累積

節能量可供應 24 萬戶家庭用電/年。 

2. 減碳量： 

按農委會所公告公告每公頃森林一年可吸碳 15 公噸換算，可知大

安森林公園年碳吸收量為 384.6 公噸，本制度於 2030 年累積減碳量

相當於 936 座大安森林公園碳吸收量。 

◼ 結論 

本研究限於資料可取得性，於本年度先以電力類用戶作為試行，計算

出能源先期管理制度之節能減碳效益；而限於目前已商轉並完成查核



之案例僅有大潭七號機單循環部分，在我國能源先期管理制度所完成

審查電力類用戶之中亦屬特例。後續可待如大潭 CC#8 完整商轉後，

衡量本制度就燃氣複循環機組之審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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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檔者 劉禹伸/109 年度能源先期管理制度執行、查核與研究 (2/3) 

註：1.請計畫執行單位上傳提供較具策略性的知識物件，不限計畫執行有關內容。 

2.請計畫執行單位每季更新與上傳一次，另有新增政策建議可隨時上傳。 

3.文字精要具體，量化數據盡量輔以圖表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