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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原    大    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智慧電網標準推動策略 

1. 智慧電網標準涵蓋範圍 

2. 標準制定機關及研發機構 

3. 系統整合與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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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網標準涵蓋範圍 

1. 屬於電業範圍之產業標準 

2. 介於電業和非電業之間的標準 

3. 非屬電業之產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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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電業範圍之產業標準 

•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 NEC 

• 共同資訊模型(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  

      IEC61970 (輸電)、IEC6 1968 (配電) 

• 變電所自動化及配電自動化 – IEC61850、DNP3.0、
BACnet 

• 再生能源併網 – IEEE 1547 

• 資安標準 – IEC62351 

 

4 



中    原    大    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介於電業和非電業之間的標準 

• 先進電表 – CNS14274、ANSI C12、 

                        IEC62056 

• 風機 – IEC61400 

• 太陽光 – CNS15118、CNS15119、IEC61730 

• 換流器 – UL1741、IEEE 929、IEC6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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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電業之產業標準 
• 電動車 – SAE J 1772、IEC62196、UL2231、UL2594 、  

                     UL2202、UL2251、NEC 

• 智慧家電 – UPnP 、IGRS、DNLA、KNX、 

                        ECHONET、SAA、OSGi 

• 資通安全 – IEC62351、IEEE C37.231、IEEE 1686、 

                        ANS C12.22 

• 電力線載波 – IEEE P1901、CEPCA、UPA、HPA 

• ZigBee – IEEE 802.15.4、S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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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Configuration 

Power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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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佩芳，台灣智慧電表技術發展現況與研發重點，兩岸智慧電網技術產業論壇，2011/7/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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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grid Standards－Conceptual Model 

Static 
Switch 

UL1741 

ANSI/IEEE 1021 

JB/T 7143.2-1993 

 IEC 61400-1,  IEC 61400-2 

 GB 18451.1, GB/T 16437 

 GB/T19069 

 UL1741 

 IEEE 929  

 IEC 61727 

CNS 15118-2 

IEC 61730-2 

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IEC 61850 

IEEE 1686 

NEC CIP 002-009 

資訊技術安全評估共同準則 

 UL1741 

OpenHAN 

ZigBee / HomePlug Smart 

Energy Profile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台灣電力公司需量反應
計畫實施要點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
工程技術規範 

 UL1741 

許世哲，台灣智慧電網標準推動策略，兩岸智慧電網技
術產業論壇，201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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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omparison on Chargers of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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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UL、SAE Standards of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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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mart Grid Standards in Taiwan 

國際數位家庭聯盟領域分類 

 BS電腦資訊標準組織：UPnP、IGRS、e家佳、HomePNA 

影音網路標準組織：DLNA 

生活網路標準組織：KNX Association、ECHONET、SCP 

User Group、SAA、LonMark、HNCP 

家庭閘道器標準組織：OSGi 

數位家庭服務標準：TAHI、UOPF 

 

取自：國科會主軸計畫-智慧家庭(建案)電能管理先導型計畫，計畫主持人：楊宏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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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mart Grid Standards in Taiwan 

數位家庭互連標準逐漸成形 

取自：數位家庭未來趨勢, 陳建安, 中華電信 
12 



中    原    大    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Development of Smart Grid Standards in Taiwan 

相關標準組織說明 

取自：數位家庭未來趨勢, 陳建安, 中華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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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mart Grid Standards in Taiwan 

SG Industries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Utilities (Taipower ＆ IPP’s) 

 AMI －LV 1 Φ Meter, Communication Module, Concentrator  

                   and Meter Interface, AMI System, MDMS. 

 Advanced DA －Transformer Oil(Gas) Analyzer,  

                   Transformer, Recloser, Remotely Controlled Line         

                   Switch, RTU, FTU, SCADA, Communication Device. 

 HA－Home Appliance, EV Charger, Chips, EMS, Communication. 

 Microgrid－DG, EV Charger, Converter, Inverter, SCADA,  

                   Relay, Communication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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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mart Grid Standards in Taiwan 

SG Standards Jurisdictional Bodies 

 

 

 

 

 

 
 

Utility Standards(G/T/D/C),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Electric Vehicle, 

Building Automation, Home Automation, Microgrid etc. 

 

 

Bureau of Standard 

Metrology ＆ 

Inspection(BSMI), MOEA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Bureau of Energy, 

MOE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reau, MO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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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電表標準IEC62056的設計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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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3 (and a ½ ) step approach 

• Data model, to view the meter 
functionality at its interface(s) 

• COSEM objects 

• OBIS Identification system  

• Messaging metho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model and 
to represent data as a series of 
bytes (APDUs) 

• Transportation method to carry the 
messages between the metering 
equipment and the data collection 
system 

Separation of application model and 

protocol: “orthogonality” 

3. Transporting 

C0  01   00   03   01   01   01   08   00   FF   02 

2. Messaging 

Protocol Services to access  

attributes and methods 

Communication Protocol 

Messages: 
Service_Id( Class_Id, Instance_Id, Attribute_Id/Method_Id ) 

Encoding: (APDU) 

1.  Modeling COSEM Interface Objects 

Register 0 ..n Class_id=3, Version=0 

Attribute(s) Data Type Min Max Def 

1.   logical_name (static) octet-string 
2.   value ( dyn .) instance specific 
3.   scaler -unit (static) scal _unit_type 

Method(s) m/o 

1.   rese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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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網標準研發機構 

• 標準設計原理：工研院、國科會(國家能

源型計畫) 

• 試驗與認證：大電力研試中心、電子檢

驗中心、工研院量測中心 

• 國家標準草案：台北市電腦公會及本協

會等認可標準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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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為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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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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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 

學校 

(主軸計畫) 

大電力 

電檢中心 

產業 

公會、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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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研究所 智慧型電網產業技術發展藍圖 
From Innovation to Acceptance 

階段 產出 步驟 說明 產業界角色 

1 創新 

驗證 

建立概
念實證
與可靠
度基準 

 創新發展 

 工程測試 

 示範驗證 

 由大型公用設施、電網業者與實
驗室主導 

 由大型公用設施與能源使用者利
用政府主導計畫進行測試 

 發展令人信服的技
術 

 測試與示範。 

 和大型公用設施建
立關係。 

2 發展 

標準 

建立產
業標準 

 早期發展 

 發展共通標準 

 主要電網標準機構為IEEE 與
ASME 

 由產業界、使用者、研究人員組
成技術聯盟，影響標準 

 建立規範工作小組，定出新標準 

 驗證資料 

參與標準與規範建立
團體 

3 發展 

規範 

建立標
準技術
規範 

 

 納入功能需求 

 標準教育 

 規範、指令、獎勵
措施 

 系統商與製造商規範納入標準中 

 協助移除發展瓶頸，協商採納標
準 

 發展指令與增加獎勵措施 

 參考大客戶 

 努力成為核心團體
或平台之主要角色 

4 進入 

市場 

整合進
入購買
習性 

 整合入新產品 

 開始考慮廣義公用
事業 

 穩定核心需求，建
立差異 

 將標準整合至新採構大型公用設
施 

 思考如何將於指標性大型公用設
施實現這些技術 

 建立品牌 

 財務自主性 

 產品和市場聯盟  

資料來源：The Emerging Smart Grid, GLOBAL ENVIRONMENT FUND, 2005 (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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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系統分工 

1. 學校及研究機構  

     ─ 研究國際標準的制定原理  

     ─ 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機構的先期活動  

2. 試驗機構  

     ─ 發展試驗及認證能力 

3. 產業 

     ─ 組織聯盟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 

4. 主管機關 

     ─ 制定國內標準並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工作(認可標準化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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