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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草擬負瓦特交易大綱 

─準備於 2017年 4月開始導入負瓦特交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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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隨著今(2016)年正式上路的電力零售自由化，對於需求面管

理也有了新的想法，針對家庭等小用戶的需求面管理，在日本稱為負

瓦特。在本次經產省的討論會中，負瓦特業者有兩種金流方式，第一、

是負瓦特業者進入電力交易市場：負瓦特業者把需求端的負瓦特當作

與燃煤、核能、燃氣等發電業者相同的定位，能夠進入電力交易市場

競價；第二、則是負瓦特業者直接與電力零售業者簽約：當電力零售

業者出現電力缺口時，負瓦特業者將利用需求端節下來的電(也就是

負瓦特)，賣給零售業者。 

關鍵字：負瓦特、negawatt 

一、前言 

日本隨著今(2016)年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由消費者節電所省下

來的電量(亦稱負瓦特、negawatt)也將在零售業和輸配電業中當作電

力調節的工具。目前，日本政府正積極地制訂負瓦特交易的規則和指

南，預計在 2017 年 4 月份正式啟用。 

二、日本電力自由化目前遇到的困難 

日本政府於 2015 年 8 月開始接受電力零售業者的事業申請與登

錄，如圖 1 所示，做為今(2016)年 4 月起推動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之

準備。累計到 2016 年 6 月為止，日本全國共有 310 家電力零售業者

正式登錄。從圖 1 中也能夠看出今(2016)年 4 月後，電力零售業者的

登錄案件的成長率已不如以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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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接受申請後，電力零售業者申請及登錄數量[1] 

深入探討電力零售業者的類型和地域分布，圖 2 為扣掉 10 大電

力公司後的 300 家電力零售業者，「預估最大的電力需求」為 1 萬瓩

以下的公司占了其中的 6 成，此外，電力零售業者的總公司所在地有

4 成位於東京，且電力零售業者的總公司所在地在三大都市以外的僅

有 3 成。 

 

圖 2、登錄後電力零售業者的類型和地域分布[1] 

電力零售自由化之後，意指全日本的用戶都能跟任意的電力零售

業者簽訂電力合約，舉例而言，東京地區的居民，不再限制於只能跟

東京電力公司簽約，而是能跨區與北海道或關西電力公司簽訂合約，

或是能夠自由的選擇其他零售業者。 

日本電力廣域營運推進機構統計到今(2016)年 6 月 17 日為止，

約有 287 萬件用戶合約到期或是自行跟原本的電力公司解約，占全日

http://km.twenergy.org.tw/


 

3 
 

本的 4.59%(全日本的家庭用電戶約為 6,253 萬戶)，在 287 萬件用戶

中，有 116 萬用戶，從原本跟轄區內的大電力公司簽約，轉移到其他

電力零售業者(也就是上述所指的登錄後的電力零售業者)，另外 171

萬用戶，還是選擇與大電力公司簽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合約還沒

到期的用戶，可以依舊屬於舊有的電力公司及適用舊有的電力計價方

案。 

參閱圖 3，可以看出在 116 萬件轉移與其他電力零售業者簽約的

用戶之中，有 3.11%來自於原東京電力轄區內，有 2.36%來自於原關

西電力轄區內，有 2.02%來自於原北海道電力轄區內。 

 

圖 3、全日本申請電力轉換件數趨勢圖[1] 

今(2016)年 4 月電力全面自由化起，至今，發生了幾個類型的電

力系統問題，如圖 4 所示。分別有智慧電錶的設置延遲、市場交易暫

時停止、電費請求錯誤、地區間的連繫線利用制約所造成的交易限制、

不平衡精算的延遲，以及電量使用通知延遲等問題。現在將焦點放在

不平衡精算的延遲，由於發電業者和零售業者每天都要提交隔日的發

電、需電計畫給電力廣域營運推進機構，電力廣域營運推進機構檢查

是否有錯誤後，再送到輸配電業者，輸配電業者會根據實績值和發電

業者或零售業者提出的計畫進行差值的計算，並分別要求雙方支付不

平衡電費。 

由於日本電力系統改革剛起步不久，新的不平衡精算制度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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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是很熟悉，因此發生了多次計畫精算錯誤的情形，計算精算錯誤

除了影響到不平衡電費外，也會造成供給端和需求端不平衡差距拉大，

若是供給端的電量不足，很有可能發生非預警的缺電危機。 

因此，日本政府除了呼籲各機關注意發電、需電計畫的計算外，

也在 7 月強化電力廣域營運推進機構的檢查機能，也將提出修正錯誤

計畫的機制和手續。 

 

圖 4、電力系統交易與發生的系統問題流程圖[3] 

三、負瓦特交易的目的與定位 

由於電力系統自由化剛剛起步，系統還不是很穩定，尤其是上述

提到的電力供給、需求的計畫時常有精算錯誤的時候，因此日本更著

重負瓦特的運用。 

日本的負瓦特機制是因應電力自由化，透過消費者節電所省下來

的電量(負瓦特)在零售業和輸配電業中當作調節的工具，以讓電力自

由化能夠順利進行，並且可以因應尖峰負載，除此之外，更積極的做

法則是日本欲將負瓦特定位為一個新的商業模式推動。 

四、負瓦特交易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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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2016 年 4 月開始)的電力系統改革

後，將創設負瓦特交易市場，電力用戶節電下來的電力量(負瓦特、

negawatt)，可做為零售電力業者和輸配電業者進行電力供需調整的資

源。日本政府曾於 2015 年 3 月 30 日發布一份負瓦特交易相關指引，

目前正檢討交易的規則與指引的修訂，準備於 2017 年 4 月開始導入

負瓦特交易制度。 

日本經產省電力基本政策小委員特別提出，自從 311 以來，日本

廣推節電，因此電源供給不足的情況已經不再發生，因此過去主推的

需量反應計畫的必要性也變得薄弱。在此，特別要一提的是，日本目

前要推動的負瓦特交易與需量反應計畫有什麼差異呢？與傳統需量

反應計畫最大的不同是，零售電力業者可利用負瓦特交易做為電力的

調度方法之一。過去，大電力公司或新電力是與工廠或辦公室簽約，

要求工廠或辦公室減少用電量，而大電力公司或新電力就付錢給工廠

或辦公室，而現在提倡的負瓦特交易則是，工廠或辦公室與負瓦特業

者簽約，由負瓦特業者付錢給工廠或辦公室，而負瓦特業者則是將調

度來的電力，依照供需原則分配給需要的電業，因此不像過去需量反

應計畫時，僅僅跟特定的電力公司簽約，或許當下該電力公司不需要

這些電力，因此造成電力浪費，電力公司虧損，現在的負瓦特交易能

夠提升電業調度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

電力供需能夠達到平衡，日本政府也將規定，若是預期的節電量(負瓦

特量)不足時，該轄區內的輸配電業有義務將不足的電量賣給零售業

者補足電力缺口(輸配電業透過緊急調度，或自行擁有電廠等方法)。 

另外，若與電費型需量反應比較，如表一中，清楚地顯示了電費

型需量反應和負瓦特交易的差異，電費型需量反應是提高尖峰用電的

電價，藉由提高尖峰電價，促使用戶抑制電力需求，雖然簡便，但是

用戶反應度不佳。 

表 1、抑制電力需求的 2 種方式比較[2] 

 電費型需量反應 負瓦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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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提高尖峰電價，促使用戶抑制電

力需求 

事先和電力公司簽約，尖峰用電時節

電，電力公司依據節電量支付費用 

優點 比較簡便，大多數可適用 藉由契約，效果確實 

缺點 用戶偶而反應，效果不確實 比較耗時，很難適用於小用戶 

負瓦特業者的兩種金流方式：根據日本經產省資源能源廳今

(2016)年 7 月 1 日召開的電力基本委員會第 7 回的討論案中，負瓦特

業者有兩種金流方式，第一、是負瓦特業者進入電力交易市場： 負

瓦特業者把需求端的負瓦特當作與燃煤、核能、燃氣等發電業者相同

的定位，能夠進入電力交易市場競價(如圖 4 所示)；第二、則是負瓦

特業者直接與電力零售業者簽約，當電力零售業者出現電力缺口時，

負瓦特業者將利用需求端節下來的電(也就是負瓦特)，賣給零售業者。

要特別一提的是，在日本目前討論案中，提到住宅的電力只要節 1kW

的電就能售電給負瓦特業者。負瓦特業者收集滿 1000kW 以上就能夠

進入電力交易市場進行交易。(如圖 5 所示) 

 

圖 5、負瓦特業者直接與電力零售業者簽約的情境[3] 

五、負瓦特交易的未來規劃 

參閱圖 6，經產省的電力瓦斯交易監視等委員會(制度設計專門會)

的討論流程：負瓦特交易今(2016)年 4 月份開始進行討論，5~7 月之

間要進行負瓦特交易細項的檢討，8 月份會將整體的討論內容彙整，

10 月將會公布一般輸配電業者的電力調整力的招募要領，此項目將

一直進行到 2017 年的 3 月。 

在此同時，電力廣域營運推進機構，於今(2016)年的 5 月~9 月也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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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討電力調整力的必需量，並分析實績值的數據，檢討相關項目，

預估在 10 月將透過調整力委員會公布電力調整力的必需量。 

雖然說日本預計在 2017 年 4 月正式啟動負瓦特交易，但是目前

還有很多待討論的事項，例如負瓦特報酬的計算方式、如何推廣負瓦

特交易讓一般小用戶也願意加入等等。 

 

圖 6、負瓦特檢討會流程圖[3] 

六、我國需量反應機制 

我國的電力的需量反應分為四種，分別是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

臨時性減少用電措施、需量競價措施，以及空調暫停用電措施。 

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也就是跟日本的傳統的需量反應機制一

樣，是與電力公司簽約，約定節電的量。目前我國的計畫性需量反應

計畫有月減 8 日型、日減 6 時型、日減 2 時型。適用範圍也都是侷限

於 100 瓩以上的(特)高壓用戶，適用時段是在夏月的尖峰時段。 

臨時性減少用電措施是指在電力公司預估電力不足時，於限制用

電前一日前或 2~4 個小時前通知用戶，若是用戶願意配合，則能夠得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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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電費扣減的優惠。目前我國的臨時性需量反應計畫有限電回饋型、

緊急通知型。適用範圍也都是侷限於 1000 瓩以上的生產用戶，適用

時段是分為全年與夏月皆有。 

需量競價措施是指尖載時期，開放用戶把節省下來的電賣回給台

電，並由用戶出價競標，台電則採愈低報價者先得標方式決定得標者，

若得標者於抑低用電期間確實減少用電量，則可獲得電費扣減。與日

本的負瓦特交易市場有相似之處，但是日本的負瓦特交易市場預計納

入一般住宅作為電力調度的電量，而我國的需量競價措施適用範圍則

是高壓以上的用戶。 

空調暫停用電措施則是夏月尖峰時段，提出空調機的停用申請，

用戶會有一定的電費扣減，主要適用於中央空調系統主機 20 馬力以

上或箱型空調機容量 10 冷凍噸以上的用戶。 

七、日本負瓦特機制給我國的參考借鏡 

綜觀我國的需量反應，幾乎都著重要於工業等電力大用戶的需求

端管理，而日本提出的負瓦特交易機制則是重視的住宅部門，我國對

於低壓部門則較沒有相對應的方案。目前台電於今(2016)年 4 月提出

的導入低壓多元時間電價概念，思考為何需要我國住商部門的電量也

成為需量反應的主力來源，這是由於我國新電源開發不易，在面臨核

能逐步除役之下，我國更需要需求端管理，尤其是我國低壓用戶用的

電占尖峰負載的 51.63% [8]，而台電提出的低壓多元時間電價的概念

是不是能夠滲透入用戶端，是不是能達到成效，則有賴機制的設計。 

日本的負瓦特交易機制則是因應電力自由化，透過消費者節電所

省下來的電量(負瓦特)在零售業和輸配電業中當作調節的工具，以讓

電力自由化能夠順利進行，並且可以因應尖峰負載，除此之外，更積

極的做法則是日本欲將負瓦特定位為一個新的商業模式推動。(日本

的負瓦特機制主要是欲從一般家庭用戶、辦公大樓中，逼出可能的節

電量)。 

我國的需量競價機制是為了在尖峰負載時，台電透過需量競價得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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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電力，使得台電不必開其他成本較昂貴電源，除了因應尖峰負載

外，也能夠減少台電的成本支出。(目前僅開放給高壓以上經常電力用

戶參與競價) 

兩國對於負瓦特機制的使用和定位不盡相同，我國可根據日本未

來施行狀況，根據我國國情，進行需量競價制度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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