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儲能產業市場發展利基 

根據美國能源部全球能源數據庫的統計，截至 2019 年底，全球

投入儲能項目的累積裝置容量已達 187.8 GW，其中最具規模的系統

為抽蓄水力，裝置容量為 181.2 GW，但由於水力儲能非常仰賴地緣

關係，並不是每個場域都適用，其他例如熱能、電化學、氫能、壓縮

空氣等儲能方式均為持續發展中的儲能技術，詳細的儲能系統裝置量

如表 1 所示[1]。其中以電化學儲能的應用最具發展潛力，累積裝置容

量 3,297 MW，許多國家相繼推行電動車與再生能源的發展，全世界

生產的電動車，目前儲能電池應用以鋰離子電池作為應用主流，再生

能源儲能系統，也絕大部分選用鋰離子電池作為電力調節的輔助設備，

例如特斯拉(Tesla)在南澳建置了 100 MW/129 MWh 電網級儲能站。

美國公用事業佛羅里達州電力與照明公司將在馬納提縣  (Manatee 

County) 建置大型太陽能廠與儲能廠，其中電池容量高達 409 MW / 

990 MWh，規劃在  2021 年完工併網，到時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太陽能

與電池儲能廠。彭博社的評估資料顯示，2018 年起，電池價格整體

下降，帶動大型儲能市場的快速發展與建置量提升，因此從 2018 年

至 2030 年間，鋰離子電池的需求量將會有 10 倍的成長幅度，如圖 1

所示[2]。  

表 1、各種儲能技術全球裝置量與專案數[1] 

 
  



 
圖 1、2015 至 2030 年鋰電池需求趨勢圖[2] 

 

 全球儲能市場現況排名   
隨著再生能源併聯運轉的應用，再生能源間歇性與不易預測性將

成為應用上最大的挑戰，從 2013 各國開始重視並發展穩定電網的儲

能系統帶動了各國政府與電網營運商擴大投資，近幾年隨著儲能系統

成本降低，其建置量已開始逐步成長。根據中關村儲能產業技術聯盟

(CNESA) 的統計，截至 2019 年底全球已運轉之電化學儲能系統累積

裝置容量前十名之國家，如圖 2 所示，以韓國 1,987 MW 排名首位，

中國(1,709 MW)、美國(1,590 MW)、英國(1,109 MW)、日本(879 MW)、

德國(764 MW)、澳洲(645 MW)、阿聯酋(114 MW)、加拿大(103 MW)

與義大利(54 MW)等國分列第 2 至第 9 名。  



 
圖 2、全球電化學儲能系統累積裝置容量前十名之國家(2000-2019)[3] 

 

 儲能電池於再生能源使用之成本與市場 
近年來，再生能源的發展技術逐漸成熟，在減輕二氧化碳的排放

上有顯著的效果，但距離再生能源高轉換效率上還需努力，因此需要

導入儲能技術於各種再生能源的應用。隨著可變再生電力 (VRE：

Variable Renewable Electricity) 占比的增加，供電的可調性成為重要

的開發項目，因此具備高度智慧性與靈活性的儲能技術成為目前市場

熱門的發展方向。電力系統需仰賴輔助的平衡機制才可以穩定的運行，

並具備高度的可靠性，各項儲能系統服務機制如圖 3 所示[4]。  

 
圖 3、電力儲存所能提供的各項服務機制[4] 



2010 到 2016 年間，鋰離子電池成本大幅下降，降幅達到 73 %，

但固定式鋰離子電池之安裝成本還是比移動載具電池高，原因來自固

定式鋰電池在充放電的週期上需要較多的靈活性，並且需要硬體裝置

與電池管理系統(BMS)的建置費用。預計到 2030 年，隨著經濟規模

增加和技術突破，整體鋰電池系統成本會在下降 54-61 %，如圖 4 所

示[4]。  

 

 
圖 4、2016 年~2030 年鋰離子的材料降低的可能性[4] 

 

隨著再生能源迅速發展，為了確保再生能源可以穩定供電，穩定

儲能電池系統成為熱門的發展目標，其中高穩定性與長循環壽命的鋰

電池成為熱門的關注焦點，帶動了儲能產業的發展。鋰電池應用方面

彈性大，小從單電池芯，大至儲能系統貨櫃的應用，可以因應不同種

類的需求設計電池系統，並擁有多種類型之鋰電池與各種尺寸外觀可

供選擇。近年來鋰電池在安全性與循環壽命上不斷的提升與改善，在

儲能系統中鋰電池成為市場重要的開發方向。鋰電池產業可以分為上

中下游三個類別，上游主要包含原材料與電池材料，原材料主要為礦

業，電池材料涵蓋正極、負極、隔離膜與電解液。中下游則為電池芯、

組裝與系統整合。由於系統整合需滿足使用情境的要求，特別考量到



安全性與可靠性的需求，因此在組裝上不能沿用傳統鉛酸電池與鎳氫

電池的設計，須重新規劃鋰電池模組設計與整體系統的整合。模組設

計在結構與連接方面須考量的地方包含動力線的連接、絕緣與密封性、

散熱設計、空間規劃設計與整體成本花費；控制系統的部分則須考量

電池的熱管理、高壓安全設計、感測器設計與電池管理系統(BMS)。

因此模組設計與管理系統可說是高難度的整合工作。  

 

 台灣儲能產業發展利基 
台灣自產能源缺乏，98 %以上需仰賴進口，因此能源多元化與有

效利用能源為主要的發展方向，我國政府近年積極推動能源轉型，依

造 2017 所修正的能源發展綱領，其發展核心為確保能源安全、綠色

經濟、環境永續及社會公平，邁向 2025 年非核家園的願景。預計於

2025 年達成再生能源裝置發電量佔整體電力需求的 20%。台灣政府

於 2019 年修正電業法政府期望透過獎勵與研發示範的方式來促進儲

能設施的建置，期盼再生能源可以成為穩定可靠的電力來源，達成台

灣再生能源發展的目標。台灣儲能產業目前處於起步的階段，主要以

台電、中油與政府示範場域為主。台電預計於 2025 年完成 590 MW

裝置目標，金門啟動大型儲能計畫，建置 10 MWh 以上的儲能系統，

並針對東林變電站將安裝 5MWh 儲能系統。經濟部能源局於 2017 年

起提出前瞻基礎建設，推出區域性儲能設備技術示範驗證計畫。中油

則配合政府政策，將商業模式從石化能源轉為綠色能源，以再生能

源結合儲能系統，推出中油智慧綠能加油站，期盼能提升台灣儲能

產業競爭力並做好跨入全球儲能產業市場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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