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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能源政策目標在 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量佔比達 20%。其

中「太陽光電 2年期推動計畫」預計在 2年內達成 1.52GW的

太陽能裝機容量；在長程規劃方面，屋頂型太陽能裝機容量達

3GW，地面型太陽能裝機容量則達 17GW，太陽能年發電量目

標為 250億度電。由於太陽能發電具間歇性，需搭配大量的儲

能設備或燃料電池系統，以達到穩定供電之效能。然而大量的

再生能源併網勢必影響到電力系統之穩定性，因此台灣從離

島推動先期微電網系統技術驗證，再將系統整合經驗移至台

灣本島擴大運行。 

在離島以及大型集中式電力系統無法抵達之地區，通常採用

柴油發電機為主要供電設備。太陽能結合儲能設備與燃料電

池系統，可以提供穩定電力，逐漸取代現有發電設備。 

離島由於用電規模小、距離大型電力系統遠，多由個別用戶以

柴油機或獨立系統供電，使用碳排放高的化石燃料。由於燃料

需遠距運輸，燃料與運輸的高成本導致發電成本高，存在電力

供應經濟性課題。若於離島地區大量導入再生能源將可減少

燃料使用，同時解決環境與成本問題。然而導入大量再生能源

可能降低電力系統供電品質與穩定性。若以微電網技術為基

礎擴大再生能源利用，隨著儲能設備成本下降，將有機會以使

用再生能源做為改善離島電力品質及可靠度之供電解決方

案。 

本課程從微電網系統的簡介延伸至微電網相關應用案例，包

含榮獲 APEC 智慧電網銀質獎肯定之澎湖縣東吉嶼微電網系

統以及採自發電、自用電概念設計之高雄小林二村家用型微

電網系統等案例，藉此希望能帶動產學界對於微電網系統的

了解，並促進微電網產業的蓬勃發展。 

課程目標 了解微電網系統以及國內案場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