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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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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本年度工作報告及明年度工作規劃 (秘書處)

報告案二、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考察報告(林法正副理事長)

三、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國內智慧電網座談會』草擬邀請主講名單

討論案二、『兩岸智慧電網論壇』草擬邀請主講名單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本年度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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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工作報告

99 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會
務
工
作

1. 蒐集成立協會相關資料 ◎

2. 申請案送件，取得籌備許可 ◎

3. 召開三次籌備會 ◎ ◎ ◎

4. 成立大會及第一屆理事、監事會議 ◎

5. 申請協會立案證明、銀行帳戶開立 ◎

業
務
工
作

1. 智慧電網與先進讀表技術研討會 ◎

2. 調查統整協會未來工作方向(如附件) ◎

3.協助辦理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考察 ◎

4. 網站架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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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辦理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考察

討論明年兩岸新能源論壇

討論交流電動汽車充放電的技
術標準

討論交流智慧電表(AMI)的技
術標準

其它智慧電網標準與規範

將與國網洽談國網開放測試場
域之可能性。

林法正副理事長於12月15日~18日至北京拜訪國家電
網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本次行程討論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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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網站架構
網站公司目前報價193,725元，

優惠價100,000元

現
任
理
監
事

組
織
架
構

會議紀錄
各項資料

會員訊息

會員專區

下載列表

下載專區

出版刊物
內容

出版刊物
列表

出版刊物

會員簡介
內容

會員簡介
列表

會員簡介

公告訊息

公告列表

最新公告

活動訊息

活動列表

活動訊息關於協會

好站連結

電子報

全文檢索

首頁

宗
旨
與
任
務

針對會
員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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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報架構內容

焦點新聞
主要以國內、國際間的智慧型電

網、電子電力的相關新聞與訊息為
主。

活動訊息
收集整理與協會相關的研討會的內容、

舉辦時間與地點，或是會員大會的通知。
歸納好之後給會員做為參考。

協會會訊
1.活動成果:將會議上的意見與成果

以及會員敘餐時的照片po上網，
讓不克前來的會員也可知道會議
情況。

2.會務整體報告:以最近的一段時間
內協會和其他機關的互動溝通、
學者的邀訪與拜訪，有沒有甚麼
突破的地方，以及其他的基本事
項統整。

徵稿與投稿刊登
徵求各方賢達對於智慧型電網、電力

或者是動能等等與協會相關的議題來撰
寫文章，並刊登於電子報上。

產學合作 新增個人或團體成員

臨時動態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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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繳費情況

應收金額 實收金額 尚未繳納金額

團體會員(24家) $720,000 $420,000 $300,000

個人會員(34人) $102,000 $72,000 $30,000

合計 $822,000 $492,000 $330,000

尚未繳納會費者已電話聯繫，大都表示12月底前完成繳納。



明年度工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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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度工作規劃

100 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會
務
工
作

1. 第一屆第三~六次理監事會議 ◎ ◎ ◎ ◎

2.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 ◎

業
務
工
作

1. 網站、電子報 ◎

2. 國內智慧電網座談會 ◎

3. 第一次智慧電網產業調查 ◎

4. 兩岸智能電網論壇 ◎

5. 安排產業界回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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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說明

 擬於100年3月於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同時舉辦
『國內智慧電網座談會』，座談內容包含國內智
慧電網產業現況(台經院) 、AMI技術現況(資策會) 
、智慧家庭電源管理(主軸計畫)

 擬於100年1月進行國內智慧電網第一次產業調查(
含廠商、產品、產值及成本結構)。

 擬於100年7月於台北舉辦辦理『兩岸智慧電網論
壇』，由本會主辦，中國電科院將有智能電網方
面之專家五到十人參加；若有其他因素，則於北
京電科院舉辦，由電科院主辦，並於年底邀請產
業界回訪。



100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100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項目 收入 支出 說明

本會收入 750,000

1.入會費 220,000 預計招收團體會員10家，個人會員10位

2.常年會費 330,000 預計團體會員30家，個人會員30位

3.會員捐款 200,000

本會支出 750,000

1.人事費 180,000

(1)員工薪給 180,000 工讀生，15,000元×12個月

2.辦公費 130,000

(1)公共關係費 50,000

(2)旅運費 80,000 國內會務人員差旅費

(3)其他辦公費 30,000

3.業務費 256,000

(1)聯誼活動費 100,000 會員餐敘及活動

(2)會議費 60,000 理監事會議費用

(3)系統維護 66,000 網站代管及電腦軟硬體設備維護費

(4)其他 30,000 其他活動費用

4.雜項支出 24,000 不屬於上項之各項支出

5.預備金 10,000 預算外需要支出之預備金

6.提撥準備金 150,000 依法提存收入總額20%以下

本期結餘 0 0



附件

~未來協會工作方向建議~

99年10-11月問卷寄發所有會員進行調查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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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未來工作方向建議

加強技術合作

 建議可與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洽談，合作議題應可涵蓋：1. 配網自動

化2. 變電站綜合自動化3. 電網安全與控制4. 廣域動態監測系統5. 電網

穩定在線監控系統6. 智慧型電表7.AMI電表相關量測與標準8.電表資訊

管理系統。

 建議可與中國國網公司及山東魯能集團公司洽商，合作範圍應含 (A)

配電自動化4回路、5回路、6回路等各種配電自動化開關； (B)桿上型

配電自動化開關(C)SCADA電力監控系統…。.

 未來在兩岸合作上除可朝智慧電表(AMI)相關技術規範與標準之制定

方向規劃外，其他智慧電網與讀表相關技術如配電自動化、微電網、

智慧家庭(建築)電能管理之技術標準與規範等，均可規劃相關合作議

題，並可主辦兩岸智慧電網與讀表技術標準與規範研討會，以促使政

府盡速訂定明確規格。

 建議定期舉辦兩岸(產、官、學界)聯合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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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未來工作方向建議

爭取國際商機

建議兩岸共同開發與智慧型電網控制器相

關產業，及研討開關等零組件開發與銷售

之議題。

目前看到的都是跟中國進行兩岸研討，這

樣的方向可能有點偏掉，或可提供其他先

進國家智慧電網市場資訊，例如英國、澳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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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未來工作方向建議

與政府溝通課題

 已有相關機構擬與中國大陸(如國網)接觸，惟提案送至政府部門

遭擱置，據悉應是國內官方認為目前進程推展不宜過快，不應

過於積極。(目前政府以指派相關單位進行)

 AMI 業者期望未來於尋求兩岸在產業、法規、技術與標準進行

合作之可能模式協商時，無論是主要原則或詳細內容，除業者

能參與、知悉，更應由單一統籌機構主導。(擬建議標檢局辦理)

 主要還是如何將產業往外推廣，未來應可結合外貿協會或政府

相關單位將國外專案接下來，再加以整合與分配，否則國內業

者仍像多頭馬車，各行其道，這樣不是好的發展方向。

 希望能根據相關產業的強項擬定開發的優先順序，例如電表晶

片，並由政府帶頭來做，讓相關產業的實際需求有了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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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未來工作方向建議

智慧電網標準

 目前中國在電表進展已定義出規格，而台灣仍未明確定義

，如此發展對台灣極為不利，建議未來在兩岸合作上可以

朝此方向規劃些概念進來，促使政府盡速訂定明確規格。

 制定台灣智慧低壓電表規格，應納入家庭端電源管理系統

(HEMS)規範，並以協會力量推動，作為產業界依循基準。

 台電方面仍看不到有何進展，希望能盡速擬定時程規劃，

並推動政府落實執行。

 希望能跟工研院作智慧型電網的資料整合，特別是國網的

部分，協會目前較缺乏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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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未來工作方向建議

其他

目前協會所注重的是電表以外的事項，例如
AMI。但是電表以內的如 PLC 都無人關注。這
個東西在歐美有廠商賣到 20 萬顆，但卻苦無可
以交流的管道或是資訊，希望協會能夠協助。

協會應瞭解廠商實際心聲及需求，建議於工作
小組會議中定期或不定期邀請廠商與會溝通。

應盡速完成協會網站及電子報(月報或雙月報均
可)之發行，以確實達到實質服務會員之任務。



報告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