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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力市場的新規劃 

─2020 年前陸續導入基載電源市場、容量機制、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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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能源發展策略規劃及決策支援能量建構計畫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日本於 2016 年 4 月起開始電力零售的全面自由化，為了進一步

活化電力交易市場，實現經濟合理的電力供應體制和公平競爭的電力

市場，於 9 月成立「貫徹電力系統改革政策小委員會」，檢討創設基

載電源市場、容量機制、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及修改跨區電力連線使

用規則等。創設基載電源市場和修改跨區電力連線使用規則的目的，

係讓新電力公司可以取得低價格的基載電力(燃煤、大型水力及核

能)，實現公平競爭的零售市場；創設容量機制，旨在確保中長期的

電力供應穩定，確保有足夠的供給力和調整力；創設非化石價值交易

市場，則旨在顯現非化石電源(再生能源和核能)的低排放的環境價

值，並讓零售電力業者的銷售可以達成非化石電源占比 44%的目標。

貫徹電力系統改革政策小委員會於 12 月提出中間報告，規劃 2020 年

以前陸續導入電力市場，並對各制度進行更詳細的設計。 

 

關鍵字：電力系統改革、基載電源市場、容量機制、非化石價值交易

市場 

 

一、前言 

日本於 2011 年 311 大地震後，浮現電力供需吃緊情況、跨區域

間電力支援受限及電價高漲的問題，於是在 2013 年 2 月提出電力系

統改革總結報告，分三階段展開電力系統的改革，第 1 階段於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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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設立「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簡稱廣域機關)」，加強區域

間電力連線的建置，改善跨區域的電力調度；第 2 階段於 2016 年 4

月起實現電力零售的全面自由化，開放家庭等低壓電力部門，讓各種

能源業者可以加入市場競爭，用戶可以自由選擇電力零售商供電；第

3階段預計於 2020年 4月起進行發電部門和輸配電部門的法律分離，

輸配電部門的中立化，建立更公平競爭的電力市場環境。 

為實現經濟合理的電力供應體制和公平競爭的電力市場，必須進

一步活化電力交易市場。因此，日本經濟產業省於 2016 年 9 月 20 日

成立「貫徹電力系統改革政策小委員會(電力システム改革貫徹のた

めの政策小委員会)」，開始檢討 6 個主要項目(圖 1)，期透過市場機

制來推動電力系統改革。並下設 2 個工作小組：[1-3] 

1. 市場整備工作小組：負責檢討創設基載電源市場、修改跨區

電力連線使用規則、創設容量機制、創設非化石價值交易市

場等； 

2. 財務會計工作小組：負責檢討廢爐會計制度的理想方式、法

人事業稅的課稅方式等。 

 

 

圖 1、電力系統改革的檢討事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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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電力系統改革的設計上，為提高目前電力市場的流動性，

將創設新的市場，如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以顯現其新的價值－低排

放的環境價值；創設容量市場旨在確保中長期的電力供應穩定；基載

電源市場則是讓新電力公司可以取得低成本的電力，實現公平競爭的

零售市場。 

該委員會在經過合計 15 次的會議討論後，於 2016 年 12 月 16 日

提出中間報告[4]。其中，基載電源市場、容量市場、非化石價值交

易市場的引進時程如圖 2 所示，由於各制度需要進行詳細的設計，整

體以 2020 年為目標，考慮各制度的情況，其引進時間有先後順序，

說明如下： 

1. 對於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由於再生能源固定價格買取制度

(FIT)法修訂後，2017 年 4 月起，FIT 電源改由一般輸配電業

者收購，並經由電力交易所販賣，因此 FIT 電源由 2017 年

度開始進行市場交易，隨後非 FIT 的非化石電源也將儘快導

入交易市場。 

2. 對於基載電源市場和容量市場，考慮容量市場放到批發電力

市場進行電力交易的必要機制設計，因此基載電源市場於

2019 年先行引進，容量市場則於 2020 年引進。 

3. 對於跨區電力連線使用規則的間接拍賣，考慮到 2019 年預

定加強北海道和本州間跨區電力連線，若沒有特別的問題，

最快自 2018 年 4 月起可以引進跨區電力連線使用的間接拍

賣，為了避免影響電源投資活動，將採取一段時間的過渡措

施；至於區域間價差避險商品，將與基載電源市場同時引

進。(在導入間接拍賣的情況下，雖然透過現貨市場有望活化

跨區電力交易，但是當交易超過跨區連線的容量時，將發生

市場中斷，只能在各區域內進行買賣，產生區域之間的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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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各制度的導入時間[4] 

 

以下針對基載電源市場、跨區電力連線使用規則、容量市場、非

化石價值交易市場之初步規劃分別說明。 

 

二、日本電力市場的新規劃 

日本 2016 年 4 月起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許多新電力公司加入

電力零售市場，為建立與傳統大型電力公司的公平競爭環境，因此，

創設基載電源市場、修改跨區電力連線使用規則、導入容量機制、創

設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等。 

 

(一) 創設基載電源市場 

基載電源包括燃煤火力、大型水力及核能等低發電成本的電力。

雖然電力零售已開始全面自由化，但是批發電力市場的流動性仍低，

主要是燃煤、大型水力及核能等低價格的電源，仍掌握在一般電力公

司(東京電力等大型電力公司)手中，大部分會透過該公司的零售部門

販售，新電力公司要取得這些基載電源來銷售是受限的，將被迫以液

化天然氣(LNG)等中載電源供應客戶，且因銷售數量較少，採購成本

就較高，造成競爭力不足。(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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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設基載電源市場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新電力公司在電力市場交

易時，容易取得低成本的電力，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但是，供出量

和價格是個關鍵，一般電力公司會將成本高的電源，投入批發電力交

易市場，成本低的基載電源則留著自己使用。因此，設立基載電源市

場，做為解決該問題的手段，規定一般電力公司有義務以適當價格向

市場供應一部分低成本的基載電力，讓新電力公司可以採購，發揮價

格的競爭力。 

以上涉及到核電相關費用的分攤、燃煤發電和大型水力發電的補

償等問題，且受到新電力公司的市場占比、基載電源的開發動向等影

響，今後將對供出量(例如新電力公司需求的 3 成)、價格、那些發電

業者(例如 500 萬瓩以上)有義務供出等進行詳細的制度設計。 

 

圖 3、創設「基載電源市場」[4] 

 

(二) 修改跨區電力連線使用規則 

在日本的輸配電網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各區域之間可電力交換

的容量受到限制，特別是連接北海道和東北的「北海道本州間的跨區

連線」，以及連接東京和中部的「東京中部間的跨區連線(50Hz 和 60Hz

的轉換)」。現在跨區連線的使用，採「先到者優先」和「禁止空置」

的原則，由廣域機關負責管理，並推動跨區連線的設備增強計畫。[5] 

目前跨區連線容量的分配規則對新電力公司是不利的，且大部分

容量被大電力公司所佔用，使得發電業者和零售業者的跨區電力交易

受到限制。為了讓各業者可以公平公正地使用跨區連線容量，將由現



6 
 

在「先到者優先」的免費分配使用方式，改採收費的「間接拍賣」分

配方式，除活化電力市場的跨區有效利用，也可促進再生能源的跨區

買賣。此外，跨區連線的設備增強計畫費用的公平負擔等問題，仍有

待檢討。 

 

(三) 導入容量機制 

對於發電設備的投資，在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後，將以市場價格

指標做為投資回收的考量，相較於自由化前，投資的不確定性增加。

此外，在固定價格買取制度下，隨著再生能源的擴大導入，導致電廠

運轉率和市場價格下降，業者的整體售電收入減少，其結果將進一步

降低對發電設備適時投資的意願。由於電源開發需要一段時間的準備

期，若發電設備不能適時投資而不足時，中長期將出現電力供應短缺

的情況，造成供需吃緊期間電費高漲和調整電源不夠等問題。因此，

不能單靠批發電力市場(kWh價值的交易)的電力供應調整機能，必須

另外採取容量機制(kW)，提出一定投資回收的可預見性措施，確保容

量市場的實效性。 

導入容量機制是為實現長期供需規劃的電源結構，在擴大引進太

陽能和風力等變動性電源下，提高電源調整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因

電力系統改革，隨著批發交易市場的擴大，預見對發電設備的投資將

減少。當發電設備必要的新建和維修不足時，確保足夠的供電能力和

備用電力將變得困難。為此，建立容量機制，將根據發電容量(kW)，

不管是否運轉，均可獲得固定的補助。(圖 4) 

目前，考慮容量確保的實效性和業者管理的難易性，容量市場將

採集中型，由市場管理者統一採購和管理供給力(容量)。另一方面，

在容量市場的營運管理上，要求全部電力業者加入一個中立機關，提

出供給計畫，其中廣域機關等市場管理者，將扮演適當角色。 

此外，改善投資回收的可預見性、導入負瓦特(negawatt)等需量

反應的規範、應適當評估容量市場的價值以降低社會成本、要求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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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公司確保容量應留意短期過重負擔、整合調整力公募(即時市場)、

電源招標制度及固定價格買取制度、確保容量市場實效性的機制(含

罰則)等課題，有必要進一步檢討。 

 

 

圖 4、容量機制的投資回收[1] 

 

(四) 創設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 

依據 2016 年修訂的「能源供給結構高度化法」，每年售電量達

5 億度以上的零售電力業者，自 2030 年度起在售電量中，非化石電

源(再生能源、核能)必須達到 44%以上。然而，目前在批發電力交易

市場所採購的電力，無法區別其為非化石電源或化石電源，以凸顯非

化石電源的價值，且新電力公司要採購非化石電源來達成高度化法的

目標，存在許多瓶頸與困難。另一方面，固定價格買取制度下的再生

能源電力(FIT 電力)，以賦課金方式附加於電費中，由全部用戶平均

負擔，並未能顯現 FIT 電力的環境價值。因此，為凸顯非化石電源的

價值，創設新的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協助零售電力業者可以便利地

採購非化石電源的電力，達成高度化法的目標(圖 5)，同時，也有推

動核能電力在市場交易、促進再生能源發展和降低成本、擴大用戶選

擇權，以及減輕 FIT 制度下的國民負擔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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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創設「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達成高度化法的目標[1] 

 

在設計「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制度時，應考慮以下事項： 

1. 非化石價值的分離和防止重複計算：在發電階段分離全部非

化石電源的非化石價值，統一發放非化石電源證書。其認證

作業，FIT 電力現由「費用負擔調整機關」負責，非 FIT 電力

的非化石電源的認證方式，將進一步檢討。 

2. 非化石價值以外的環境價值：包括電力排放係數為 0 

gCO2/kWh的零排放價值，以及零售電力業者以非化石電源證

書向客戶表示和主張非化石附加價值的環境表示價值。 

3. 非化石電源證書的種類：非化石電源包括再生能源和核能，

因此非化石電源證書是否再細分，允許賣方選擇以再生能源

證書出售，將進一步檢討。 

4. 市場的買賣方：在高度化法的目標規定下，非化石電源證書

的買方將以零售電力業者為主。至於證書的賣方，FIT 電力為

費用負擔調整機關，非 FIT 電力的非化石電源為發電業者。

至於市場的交易管理，將設在日本電力交易所(JEPX)下。 

5. 市場的價格決定方式：在制度導入初期，預期交易所的交易

將以 FIT 證書的流通量占多數，為降低國民負擔，先採用複

數價格拍賣(multi-price auction)方式。如圖 6 所示，單一價格

拍賣(single price auction)係由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的交點，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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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約定價格，賣方和買方均以此單一的價格進行交易；複數

價格拍賣則係賣方的招標量達到後，以各買方的投標價格為

約定價格，賣方和買方以不同(複數)的價格進行交易，總收入

將較單一價格拍賣高。 

 

 

圖 6、拍賣的價格決定方式[4] 

 

隨著今後市場競爭的情況和能源政策的變化，日本政府將隨時檢

討修改以上相關制度，分別對各制度進行更詳細的設計。 

 

三、我國電業法修正案 

我國電業法修正案業於2017年1月11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重新

架構國內電力市場的經營模式，建立「綠能先行、多元供給」電業制

度。電業法修正的幾個重點方向[6]： 

(一) 第1階段開放再生能源得透過代輸、直供及再生能源售電業

等方式銷售予用戶，1~2.5年完成開放；第2階段台電進行廠

網分工，電網公共化，6~9年完成開放。 

(二) 全面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允許所有用戶自由選擇綠電或傳

統電能。 

(三) 經濟部下設電價費率審議會、電業爭議調處審議會及電力可

靠度審議會，並指定電業管制機關，以確保民眾用電權益、

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以及維持電價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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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明定於2025年前達成非核家園。 

 

就我國電業法的修正內容，與日本電力系統改革制度的比較，整

理如表1之說明。 

表 1、我國與日本電業改革制度的比較[7] 

 我國 日本 

階 段 性

改革 

 第 1 階段：開放再生能源得透

過代輸、直供及再生能源售電

業等方式銷售予用戶，修法通

過後 1~2.5年完成開放 

 第 2 階段：廠網分工，修法通

過後 6~9年完成開放 

 第 1階段：2015年成立電力

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 

 第 2階段：2016年電力零售

全面自由化 

 第 3階段：2020年發電部門

與輸配電部門的法律分離 

電 業 劃

分 

 發電業：含再生能源發電業，

開放申設 

 輸配電業：電網公共化，採獨

占國營方式 

 售電業：區分公用售電業與再

生能源售電業 

 發電業：報備制 

 輸配電業：許可制 

 電力零售業：登記制 

電 業 管

理 

 成立電業管制機關，負責電業

及電力市場之監督管理、電力

供需之預測規劃、電力調度之

監督管理、爭議調處等 

 成立：(1)電力廣域的運營推

進機關；(2)電力與瓦斯交易

監視委員會 

電 價 管

制 

 全面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 

 公用售電業之電價及輸配電業

各種收費費率由電價費率審議

會審查 

 設置電價穩定基金做為平穩電

價之用 

 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 

 2020年廢除電價管制，輸配

電的託送費用仍受管制 

電 力 批

發 交 易

市場 

 輸配電業為電力市場發展之需

要，經電業管制機關許可，應

於廠網分工後設立公開透明之

電力交易平台。 

 日本電力交易所(JEPX) 

 創設基載電源市場、容量機

制、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等 

能 源 配

比規定 

 公用售電業銷售之電能應符合

電力排碳係數基準，並備妥備

用容量 

 零售電力業者，在 2030 年

度的售電量中，非化石電源

(再生能源、核能)必須達到

4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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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日本於 2016 年 4 月起實施電力零售的全面自由化，開放家庭等

低壓電力部門，截至 2017 年 2 月 9 日共有 379 家零售電力業者登錄，

加入電力市場的競爭，到 2020 年 4 月要實現發電部門和輸配電部門

的法律分離，輸配電部門中立化。在這段期間，為了儘早建立一個公

平競爭的電力市場環境，改善新電力公司取得基載電源和公平使用跨

區連線容量的機會，並達成非化石電源占比的目標，因此著手規劃建

立基載電源市場和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以及修改跨區電力連線使用

規則。此外，為穩定中長期的電力供需情況，也著手規劃導入容量機

制，確保有足夠的供給力和調整力。 

我國在電力交易市場上，新電業法第 11 條規定「輸配電業為電

力市場發展之需要，經電業管制機關許可，應於廠網分工後設立公開

透明之電力交易平台」。由於我國與日本的電力市場環境不同，改革

時程也有前後之別，特別在電力交易制度建立上，日本較我國先推動

與實施。因此，除了日本電力交易所(JEPX)的管理與運作可以參考

外，正規劃的基載電源市場、容量機制、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等，也

可做為我國未來電力交易平台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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