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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廠舊址，目前為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綠島電廠專輯報導

綠島又名火燒島、青仔嶼、雞心嶼，其中以

火燒島的名稱較為人知，據說清朝嘉慶年間本島

曾被大焚燒，於是「火山島」成了這裡的稱呼， 

直到民國37年才改稱綠島，名稱延用至今。

根據史料記載，嘉慶十八年間，小琉球漁民

曾勝開被風漂至綠島，他在阿眉山下築屋而居， 

並把建築完成的房舍稱為「公館」，意即大家都

可以使用的住宅，清道光三十年，東港漁民陳必

先等人因為颱風而漂至公館，一行人發現綠島風

景怡人，於是在公館開始搭寮定居，而後陸續有

漢人移入，開墾地區遂逐漸由公館南移，而以中

寮地區發展最好，目前熱鬧的南寮村是最晚開拓

的地區，南寮村的發展始於南寮漁港的建立。

綠島的地理形態是為呂宋島弧最北端的火山

島，面積約16平方公里，為台灣本島外第四大

島，次於金門島、澎湖群島及蘭嶼島。

綠島的風景聞名中外，自被納為東部海岸國

家風景區後旅遊人數逐年增加，近年來由於電子

媒體發達，綠島的海底美景透過鏡頭直達世界各

地，因此外國遊客常把綠島列為必遊景點。發電廠中的變壓設備，明顯比台灣本島的變壓器小了一號，卻是發揮了最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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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在綠島設置兩個

保護區，這兩處地區禁止捕獲魚類，尤其禁止射

魚，在保護區內海底生物種類繁多，珊瑚種類亦

十分豐富，是全世界知名的浮潛地區，許多外國

人甚至多次到綠島旅遊。

除了海洋世界迷人，島上特有的巨岩所形成

的天然景觀亦是讓遊客折嘖嘖稱奇，例如形狀與

哈巴狗極為類似的哈巴狗岩，以及像似女生臉部

的睡美人岩等，吸引了成千上百的遊客佇足觀

賞。

此外，綠島尚有一種獨特的津田氏大頭竹節

蟲，津田氏大頭竹節蟲以林投樹的樹葉做為主

食，且具有保護色，不仔細尋找很難看到它的蹤

跡。津田氏大頭竹節蟲全世界僅存在於綠島地

區，並且似乎無法以人工方式復育，是綠島最受

保育的動物。

綠島最高的電線桿，每當颱風來臨，台電員工都要「挫」著等，此處位於綠島最高點。

綠島發電廠的油引擎發電設備。

島上居民早期以捕魚務農養梅花鹿為主要生

計，在沒有電力設備時捕魚務農的居民，以煤油

燈、花生油燈為照明工具，居住偏遠地區如楠仔

湖、柚仔湖、海參坪、溫泉地區，因沒有商店甚

致以捕獲海豚油為照明工具，少數公務員經濟較

好則用蠟燭、蓄電池為照明，沒有冰箱就充分應

用大自然的太陽曬魚乾、地瓜籤、花生為主食，

晚上沒風扇冷氣就打開前後門通風，小孩子天氣

熱全身長滿痱子，媽媽以厚紙板或蒲扇搖扇到天

亮。後來政府為改善離島居民生活，導入動力機

漁船、漁民捕魚量漸漸增加時就冷凍魚獲至台東

交易，與外界接觸頻繁後期盼生活環境能有改善

的壓力下，由綠島區漁會爭取到經費設立製冰廠

及小型發電機組供電每日3小時，因人力問題轉由

民間合資經營、終因虧損無疾而終。

電力的使用是民生現代化的指標，有了之前

╱ 綠島電廠專輯報導



8 9

每日3小時的電力供應每家雖只許點一盞小燈泡，

但大放光明的感覺頓時點亮心田，那幸福的感覺

讓人無法忘懷。於是像那要糖果吃的小孩，死纏

爛打的爭取，終由鄉公所接手於風景區管理處現

址設立了兩台60kw發電機組每天供電6小時。

當時後除了能開一盞燈還能看到一群長了痱

子的小孩圍在門外偷看別人家的電風扇，停電時

還有小朋友用手去轉動電風扇葉片，希望能擠出

一滴風來。更有夭壽的人買了黑白電視，害那些

媽媽們再也叫不回他的小孩。

經國總統時任行政院長為照顧離島居民生

活，指示台灣電力公司接辦各離島電力事業，民

國67年台電於現址購買土地大興土木興建服務所

及員工宿舍一棟、發電廠及附屬500kw發電設備

四套，總裝置容量2000kw並進駐員工14員。新發

電機組以柴油為發電燃料，當時委託綠島區漁會

購買大型漁船以200公升桶裝運輸油料，因天候因

素運油量較少無法滿足全島用電需求，遇到颱風

或東北季風強勁時更有斷糧之慮。因此電力供應

仍受到限制直到民國72年2月儲油槽及輸油管陸續

完成才全日供電。此時綠島才真正大放光明，鄉

民拱手稱讚，真的是全島同慶，互相爭先告訴那

╱ 綠島電廠專輯報導

綠島發電廠的控制設備，一天24小時都必須有值班人員緊盯著儀器。

綠島發電廠選定風力發電的場所，面海背山，不會產生噪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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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又添購了電湯匙，那家又添加了古靈精怪的小

玩意，那種一開就有電的感覺讓人每天都笑不合

嘴，吃鹹魚的日子才漸漸成為回憶。

有鑑於綠島天然資源豐富，當地立委於民國

79年向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爭取將綠島

納入觀光編制，綠島觀光成了台灣本島民眾的最

愛，不可避免的，有了觀光後用電量勢必大增，

在用電量一直增加的情況下，民國84年綠島發電

廠已達負載容量的極限，於是該年年底台電再增

加500kW發電機一組，然而觀光的速度實在發展

得很快，不到一年時間，發電廠即使卯足全力仍

是火燒屁股。隔年台電再延伸電廠的廠房，並增

加1,000kW機組兩台加入運轉，才讓綠島的供電

不虞匱乏。

沒想到這樣的增設卻維持不了多久，隔年綠

島的用電量又吃緊了，在觀光快速成長中，電力

的供應很快地拉起警報，駐綠島的台電人員只好

到澎湖移了兩部1,500kW的發電機組回來使用，

兩台機組是目前使用的八、九號機。

為什麼要到澎湖大費周章地移機器？因為澎

湖和綠島同樣柴油引擎發電，而台灣本島則是以

火力、水力以及核能發電為主，不同的發電方式

自然要以不同的機種來使用，為了讓電力供應無

阻，綠島發電廠於是向同樣以柴油發電的澎湖發

電廠接洽，而後兩組機台渡過台灣海峽、巴士海

峽，來到與太平洋相依的綠島繼續發電。兩台機

組的搬運委託營建處擔任，浩浩蕩蕩地有如鄭和

下西洋。

由於用電快速成長，且供電過程中耗損過

大，於是綠島發電廠在91年時配合八、九號機

的運轉進行改壓，從此發電廠除了發電外也「兼

營」變電。

發電廠做了變壓措施後供電量還是處於拉警

報的狀態，島上的民宿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電

力成了民宿商家最注重的事，照明設備還好，沒

有電燈尚可使用煤油燈，說不定還可以博得「氣

氛佳」的美名，高溫加上潮濕的海風，沒有冷氣

來「急救」，觀光便有可能因此受阻。

俗話說開飯店不怕大食客，居民按時繳費，

圖的是正常供電，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台電

駐綠島員工時刻都是繃緊神經，希望機組能在最

佳狀態下產出最大電能，好不容易熬到了民國96

年，此時的一、二號機組已達使用年限，於是最

原始的機組終於汰舊換新，把原有的一、二號機

500kW換成2,000kW的新機種。

新機種的好處在於零件較易取得，在維修時

可以不必像過往一樣，要靠著定製特別規格才能

讓運轉正常，此後新設備需要維修時便可以不必

像舊機種般地繁瑣，對於人力吃緊的綠島發電廠

是一項負荷的減輕。

綠島發電廠的員工只有9人，配置為小夜班2 

人、大夜班1人、白天1人、服務處1人，相較於台

灣本島，服務處的配置人員少了許多，在此地的

服務人員甚或無法達到一般的休假標準，本著服

務的精神，這9位服務人員卻也不曾抱怨。

巫錦和主任說出人員不足的主因，綠島的生

活簡樸，一般的娛樂設施極少，加上一年之中不

是酷熱便是東北季風，新到任的員工一有機會便

會請調至台灣本島，所以願意留在綠島的服務人

員極為少數，他們只能默默地奮鬥。

另外一項原因在於綠島發電廠的設備和台灣

本島不同，在綠島服務人員一旦回到台灣本島總

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因此會產生極為矛盾的心

理，離島呆久了回去卻很難適應，同事懂的自己

卻不懂， 自己所學的卻無法發揮。

不過這個困境將會漸漸改進，陳志賢說民國

106年時，三、四號機將達到使用年限，屆時三、

四號機組亦會改為新式設備，新的設備或許可以

讓同仁們較願意來綠島服務，另為使年青人能到

離島電廠服務能以建教合作方式招考3名學子加入

發電行列，而這種改變可以使得目前的駐島人員

有喘息的機會，一人當兩、三人用的情況可望成

為歷史。

╱ 綠島電廠專輯報導

綠島監獄，平時供電以柴油引擎發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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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有黑潮經過，而黑潮是太平洋中流速最

強的洋流，於是便有利用黑潮發電的意見產生，

其所持的理論是黑潮產生的電力足以供應台灣地

區，且為龐大自然能源再利用，但由於學者們提

出的數據為理論性質，尚未獲得實際實驗，黑潮

的能源是否能被有效的利用則是要靠精準的測試

才能做出具體的結論。

減碳是當前重要的議題，綠島發電廠也重視

減碳的可能，在島上靠近觀音洞地區一帶，台電

尋找出一個適合風力發電的場所，風力發電最大

的好處在於無污染且不會產生溫室氣體，其缺點

在於可能干擾鳥類棲息以及產生噪音，所幸綠島

的鳥類全非保育動物，而選定的地區為靠山面

海，其中並無人居住，背面為山則成為最好的噪

音隔阻牆，可說是一處絕佳的風力發電位置。

每年的颱風都會造訪綠島，颱風帶來的風力

絕對不是風力發電的風車所能承受的，於是台電

便有「颱風季把風車收起來」的構想，如何達到

這項使命是目前努力的目標，這項風力發電打算

設置兩部300kW以下的設備，台電預估這個風力

發電機在未來除了發電外，也將成為綠島新的觀

光景點。

今年的天秤颱風是綠島發電廠最大的考驗，

由於綠島的電纜地下化只配置到中寮，其他地區

則要靠電線桿輸送電力，颱風過後島上超過半數

的電線桿、電纜線受到摧毀，且接戶線大部分斷

裂，罕見的停電變成在所難免，而發電廠的人力

向來有限，雖然緊急向台東尋求支援，可是天候

實在不佳，別說船隻，連空中運輸都無法進行，

在這個時候自力救濟成了唯一的方法，於是駐地

的員工全部取消休假，盡全力搶修電線，他們恨

不得生有三頭六臂可以使用，而維修表現及成果

真有一夫當關的勇勁。

颱風過後，維修人員檢視倉庫，幸好備用品

保存齊全，人員花了一天的時間讓電力能夠臨時、

緊急供應，而柔腸寸斷的線路幸好有台東區處邱處

長的緊急拜託海巡弟兄運送9位生力軍協助搶修。

風災過後三天，台電人員已把綠島最高的電線桿

修復，看著高高的電線桿，他們莫不祈禱這種

「天崩地裂」的颱風就此打住，最好永不再見。

綠島發電廠的人力雖然十分不足，但是敬業

的精神卻是值得欽佩，在這裡，不管白天或夜

晚，值班的人員一接到民眾電力故障的電話時， 

就必須快速地前往，一點都沒有「推卸」或「推

託」之意，不留餘地的盡力搶修，也由於這些許

人力的辛苦，才得以讓電力不至於無法在最快的

時間內得以修復。

《孟子公孫丑下篇》記載：「如欲平治天

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把這句話套用在

綠島發電廠也是適用的；小地方的小電廠，沒有

什麼娛樂，也沒有太多的休閒活動，最大的休閒

恐怕是望著大海，可是天天看著大海也會有不想

看的一天，然而仍是有人堅守崗位，為這三千多

位居民盡心付出。

經由此次撰寫綠島電廠的文字，讓我不由得

不為這些默默辛苦工作的台電人員鼓掌！謝謝綠

島電廠的勇士們，辛苦了！

╱ 綠島電廠專輯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