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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火力電廠相繼除役，供電能力下降，在電業自由化的推動下，

隨著電力批發市場擴大交易及 FIT 支撐的再生能源大量發展，交易市場上

價格低迷，導致發電業的商業環境面臨惡化。日本電力廣域運營推進機關

(OCCTO)於今年(110)4 月底公佈 2021 年電力供需展望報告。報告中表示

2021 年夏季與冬季電力供需比起過往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梶山經濟產業大臣根據 2021 年電力供需展望報告表示，今夏是近年來

電力供需最吃緊的時刻，為確保夏冬兩季電力穩定供應，提出緊急因應對

策，包括鼓勵發電業和零售業努力確保供電能力、提供電力供需即時資訊、

與消費者合作，及檢討其它必要措施等。 

日本自 311 大地震以來，每年於夏季（7-9 月）和冬季（12-3 月）前，

皆會召開電力供需檢討會議，確保供電穩定。今年 4 月底 OCCTO 召開專

家委員會制定夏季電力供需預測展望，制定程序如圖 1 所示。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資源能源廳，「2021 年度夏季及冬季電力供需預測及對策」，2021.05。 

圖 1. 夏季電力供需預測展望制定程序 

 

 

  



二、夏季供需預測分析 

根據 2021 年電力供需展望報告展望，OCCTO 認為因應新冠肺炎病毒

相關措施之施行，影響電力需求增減變化及持續時間長短難以預測，須再

關注局勢發展，故未納入此次預測展望中考量。 

尖峰用電估計方面，今年夏季 7~8 月份之備轉容量率，除了北海道和

沖繩地區可達 16.2%以上外，其餘八個區域備轉容量率預估僅為

3.7%~3.8%(九州地區 8 月份估計約 6.8%)。到 9 月份用電需求下降，各地

區備轉容量率略為增加 0.6%~3%左右，詳如圖 2 所示。整體而言，參考近

10 年九大電業公司 8 月份尖峰日供電能力估計比較，今年 8 月將會是自

2017 年以來，多處區域同時處於備轉容量率不足 6%，供電情勢最為嚴峻。 

備轉容量率從 2020 年度約 6.4%~8.1%下降至 2021 年約 3.8%~6.8%的

主要原因，係火力機組供電能力大幅減少所致。依圖 3 所示，除沖繩地區

之外，本島的九個地區預估 2021 年度各能源別總供電能力：核能機組增

加 140 萬瓩、火力機組減少約 680 萬瓩、水力機組增加 270 萬瓩、抽蓄機

組減少約 100 萬瓩、太陽能機組增加 209 萬瓩、風力機組減少約 5 萬瓩，

以及其它供電來源減少 263 萬瓩等，預估 8 月份供電能力為 17,847 萬瓩，

相較 2020 年度 8 月份之供電能力，整體大約減少 359 萬瓩。 

其中，2021 年火力機組供電能力減少主要係多部燃氣及燃煤機組除役

或是計畫停機。以東京區域的 JERA 企業燃氣機組減少 240 萬瓩為最多，

其次為關西區域的關西電力燃氣機組減少 120 萬瓩，東北區域的東北電力

燃氣機組減少 70 萬瓩。此外，非計畫性停機的部份包括東北地區的新地

發電廠 2 部各 100 萬瓩的燃煤機組，因福島縣的地震造成設備損壞，及四

國地區橘灣 1 號機的燃煤機組約 105 萬瓩，因汽輪機故障而停機，初步規

劃於 2021 年 8 月上旬恢復運轉，供電能力約 60%。 

 

 



 
資料來源：同圖 1。 

圖 2. 2021 年日本各區域夏季供需情勢 

 
資料來源：同圖 1 

圖 3. 日本過去 10 年 8 月份各區域尖峰備轉容量率 

 

資料來源：同圖 1。 

圖 4 2020、2021 年日本各區域尖峰時段電源結構 



 

 

資料來源：同圖 1。 

圖 5 2021 年日本火力機組除役清單 

自從新冠疫情 2020 年初襲捲全球起，各界經濟性活動逐步減少，為避

免疫情災害擴大，各國紛紛祭出封城手段。日本隨著政府緊急事態宣言與

封城影響，各區域用電情勢相較 2019 年均有顯著下降，以 2020 年 5 月~7

月用電減少幅度最大，詳如圖 6 所示。惟在考量天氣影響後，重新計算用

電需求變動，仍以 2020 年 5 月~7 月用電減少幅度最大，其餘月份各區用

電雖為減少但已有復甦情勢，至 2020 年底用電需求已呈現正成長，因此，

受疫情影響下之用電需求影響變化較難預估整體趨勢。 

 

資料來源：同圖 1。 

圖 6 日本近一年各區域用電量變化(未考量天氣影響) 

 



 

資料來源：同圖 1。 

圖 7 日本近一年各區域用電量變化(修正天氣影響後) 

 

三、日本主要發電業電力系統設置規模 

根據日本經產省最新公布數據，全日本 2021 年 2 月裝置容量仍以火力

機組為最高，其中，燃氣機組裝置容量為 82,421MW，占整體裝置容量約

30.2%，燃煤機組約 18.5%、燃油機組約 9.2%，其餘如核能機組約 12.1%、

水力機組約 18.2%及尚處於發展階段再生能源占 7.4%。 

日本雖已進入電業自由化階段，小型電業快速發展，但前十大發電業

仍掌握全國裝置容量 273,104MW 中約 207,325MW，約占全日本 76%，然

而風力和太陽能機組裝置容量僅占全日本 1.2%和 0.6%，表示各家再生能

源發展較少；而剩餘 24%皆為小型發電業者居多，裝置容量占比小於 1%，

詳如表 1 所示。 

  



表 1 日本主要發電業裝置容量彙整表 

單位：萬 kW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網站，本研究彙整。 

 

四、夏季供需因應對策 

針對今年夏季備轉容量較低狀況，OCCTO 在電力的供給面、市場面、

消費面和緊急情勢等四個層面提供相關對策。供給面部份，針對發電業者

要求務必做好燃料管理，確保燃料供應之安全性，避免重現今年初天然氣

供給短缺導致供電能力下降之情形。 

市場面部份，依電力和天然氣監管委員會表示，2020 年冬季時電力市

場所能提供交易量較少且需求攀升，導致交易價格飆漲。今年度夏冬季時

預估電力供給將為嚴竣，部份小型售電業者恐將無法履行確保穩定之供電

義務，且由於市場上可供交易量不足致價格飆升，此將對所有零售業者造

成影響。對此，為確保消費者能獲得穩定的供電服務，從法規面角度來看，

建議售電業利用雙邊合約和期貨市場交易等方式以提昇供電能力，亦或透

過需量反應措施降低需求，以降低或避免無法履行供電義務之風險。 

緊急情勢對策部份，依 OCCTO 指示跨區域融通之後，即使在考量所

有供需措施之下，若全國備轉容量力預估仍低於 3%，則經產省自然資源

與能源廳必須在前一日傍晚六點前發布警訊。在國家頒布電力吃緊警訊及

要求各部門加強節電等要求後，若備轉容量持續降低至 1%時，則對外宣

布 2 小時後將採取分區輪流限電相關資訊，透過強制降低需求方式，以穩

小計 燃煤 燃氣 燃油 其他 小計 風力 太陽能 地熱 生質能 廢棄物

JERA株式會社 0 6,613 795 4,813 1,005 0 0 0 0 0 0 0 0 0 6,613

關西電力株式會社 824 1,517 180 958 379 0 658 1 0 1 0 0 0 0 2,999

九州電力株式會社 358 962 346 466 150 0 414 21 0 0 21 0 0 0 1,755

電力發展有限公司 856 841 84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697

東北電力株式會社 245 1,130 380 690 60 0 275 19 0 0 19 0 0 0 1,669

中國電力株式會社 290 692 259 238 195 0 82 1 0 1 0 0 0 0 1,065

東京電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988 0 0 0 0 0 0 5 2 3 0 0 0 0 993

中部電力株式會社 546 5 0 0 0 5 362 9 2 2 0 5 0 0 916

北海道電力株式會社 165 462 225 57 180 0 207 3 0 0 3 0 0 0 836

北陸電力株式會社 193 456 290 92 74 0 175 0 0 0 0 0 0 0 825

東京電力公司控股公司 0 0 0 0 0 0 821 0 0 0 0 0 0 0 821

四國電力株式會社 115 339 111 94 135 0 89 0 0 0 0 0 0 0 544

日本原子能公司 0 0 0 0 0 0 226 0 0 0 0 0 0 0 226

沖繩電力株式會社 0 216 75 54 87 0 0 0 0 0 0 0 0 0 216

總 合  計 4,580 13,231 3,502 7,460 2,265 5 3,308 60 5 8 43 5 0 0 21,174

核能
再生能源

其他 合計事業名稱 水力機組
火力機組



固電網安全。 

消費面部份，在夏冬推動節能行為之前，將召開節能省資源措施促進

會議，用以決定夏冬節能工作。針對企業用電戶，政府呼籲透過需量反應

措施進行節能減排，並在供電情勢緊急時，配合政府彈性調度，藉以因應

突發事件發生。 

因應未來可能面臨電源供給不足，OCCTO 規劃 2021 年導入兩階段價

格上限值制度，主要係因應未來市場價格上漲下，仍要讓市場參與者確保

可預測性，因此，建立市場價格反映機制是很重要的部份，例如預估 2021

年多數區域之電力系統備轉容量率皆低於 3%時，此時電力市場價格上限

為每度 200 日圓，其餘時間點電力市場價格上限為每度 80 日圓；2022 年

起，以 OCCTO 估算全日本之備轉容量率為基準，當備轉容量率低於 3%

時，市場價格上限為每度 200 日圓，而當備轉容量率為 3%~8%時價格介

於為每度 45~200 日圓之間，當備轉容量率為 8%~10%以上時%時價格上限

為每度 45 日圓。 

 

 

資料來源：同圖 1。 

圖 7 日本電力市場價格上限機制規劃 

針對能源結構性改變，OCCTO 對此提出短中長期之困境與作法，短期

內因大量發展再生能源背景下，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在冬季時發電量預

測誤差較大導致區域供需不穩，因此未來輸配電業者應建構能因應再生能

源出力變化之穩定系統，然而售電業者應做好供電不穩時，停限電計畫之

準備。中期則因應電力批發市場價格逐漸下降，業者參與電力市場意願較

低，因此電力供應維護成本較高難以回收，預計於 2024 年起建構容量市

場，強化電源結構以及市場活絡。長期電源開發回報不如預期，建設週期

長導致投資意願不高，對此將引入新電力投資長期固定收益保障機制，加

強新電源開發之意願。 

 



五、結語 

我國現行能源政策規劃，仍以大量發展再生能源為主，伴隨著政府因

應空污環保議題，實施環保調度、增氣減煤等相關措施下，發電結構恐將

產生較大的變化，若遭遇如同日本 2021 年初因氣候因素天然氣無法如期

供給，加上再生能源發電情況不穩定下，穩定供電將面臨極大的挑戰。 

為此，建議可採納日本針對 2021 年夏季供電嚴竣之作法，於短期內加

強再生能源之預測，確保大量發展再生能源的同時，有足夠具快速起停之

備援機組，以搭配再生能源發電時間性。並於規劃未來中長期電源供給時，

開放容量市場並強化電源開發之投資，確保電力調度之靈活性，以避免因

快速發展再生能源，導致電力供需失衡之情形再次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