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電在台灣本島及離島
推動風力發電概況報導 

文字／攝影　吳天明

一、早期的台灣風力發電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科技產業亦不是一

步登天，台電對風力發電，亦是歷經幾十年經

驗的累積。台電前協理朱江淮於民國50年時

認為當時該公司每年要補貼澎湖地區火力發電

的500萬元虧損，而風力發電不必為火力發電

廠的燃料操心，是離島澎湖很好的電源選擇。

向黃總經理煇推薦機電處周春傳處長（馬達專

家）於那年參加聯合國新能源會議，並參觀當

時風力發電大國丹麥的風力發電實況，返國時

帶回很多風力發電資料，提出一個發展台灣風

力（澎湖）的發電計劃。經黃總經理的同意，

交由台電修理廠設計製造了50瓩風力發電機，

經該廠同仁悉心協力研究，多次討論與修改後

於民國54年1月底在澎湖縣白沙鄉後寮村高地

上完成乙座風力發電機，這是台灣第一座實驗

型風力發電機，亦是澎湖第一代風力發電機，

提供了台電對風力機組的初步認識，後來澎

湖這個「菊島」有「風的故鄉」稱呼亦由此而

來。

歷經二次能源危機後，台電亦自行開發新

能源，因離島的柴油燃料成本較昂貴，風力發

電與柴油發電機組併聯供電，可降低發電成

本。澎湖七美風力發電工程，在民國78年6月

由美商ＵSＷINDPOWER公司得標，2部發電容

量各100瓩的先導型風力機組，於次年10月下

旬完成裝機發電併入當地供電系統，為澎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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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中屯風力發電站 台電第一台風力機組在澎湖白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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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風力發電機。後因七美風力機總裝置容量占

七美全島電力系統離峰40%，為確保供電系統穩

定而停止運轉，該址淪為放牧的圈養場。但七美

風力的運轉經驗，對台電後續的風力發電奠定了

基礎。

二、台電近期的風力發電計畫

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成為近年來全球電業

經營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為因應京都議定書，

減少CO2排放量，台電配合政府的「永續能源政

策綱領」，積極開發再生能源，台電認為風力發

電是目前技術最成熟、最具經濟效益的再生能

源，可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因而民國91年擬定

「風力發電十年發展計畫」，分期執行下列風力

發電計畫，迄今台電已完成162部總容量28.9萬瓩

的風力發電機組，累計投資總額約190億元，容量

達成率約96％：

（1）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 （民國92年1月至

民國97年12月）：台電公司於現有電廠內及台灣

西部沿海風能資源豐富地區，設置風力發電機組

60部，總裝置容量約98,960瓩，其風力發電站設

置如下：

設置地區 風力發電場址 單機容量×機組數 裝置總容量 商業運轉（民國）

本島北部 石門風力 660瓩×6 3,960瓩 94/1

本島北部 大潭（Ⅰ）風力 1,500瓩×3 4,500瓩 94/6

本島北部 觀園風力 1,500瓩×20 30,000瓩 95/5 

本島北部 香山風力 2,000瓩×6 12,000瓩 96/12-98/1

本島中部 台中港區風力 2,000瓩×18 36,000瓩 97/12-98/1

本島中部 台中電廠風力 2,000瓩×4 8,000瓩 96/4 

本島南部 恆春風力 1,500瓩×3 4,500瓩 94/5

設置地區 風力發電場址 單機容量×機組數 裝置總容量 商業運轉（民國）

本島中部 彰工（Ⅰ）風力 2,000瓩×23 46,000瓩 96/4

本島中部 雲林麥寮（Ⅰ）風力 2,000瓩×15 30,000瓩 98/1

本島中部 四湖風力 2,000瓩×14 28,000瓩 99/10 

本島北部 林口風力 2,000瓩×3 6,000瓩 100/3

本島北部 大潭風力 2,000瓩×3 6,000瓩 100/7

設置地區 風力發電場址 單機容量×機組數 裝置總容量 商業運轉（民國）

本島中部 彰工（Ⅱ）風力 2,000瓩×8 16,000瓩 99/12

本島中部 雲林麥寮（Ⅱ）風力 2,000瓩×8 16,000瓩 99/5

本島中部 彰化王功風力 2,300瓩×10 23,000瓩 100/3

本島北部 大潭（Ⅱ）風力
2,000瓩×3、

2,300瓩×2
10,600瓩 100/7

設置地區 風力發電場址 單機容量×機組數 裝置總容量 商業運轉（民國）

離島 金門金沙風力 2,000瓩×2 4,000瓩 99/7 

離島 澎湖湖西風力 900瓩×6 5,400瓩 99/12

（2）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 （民國94年1月至民國100年9月）：規劃於西部濱海地區

設置58部2,000瓩風力機組，裝置容量116,000瓩，其風力發電站設置如下：

（3）風力發電第三期計畫（民國96年1月至民國100年7月）：規劃於大潭防風林區、

彰工Ⅱ、彰化王功、雲林麥寮Ⅱ等場址，設置31部2000瓩及2,300瓩風力機組，裝置容量

約55,000瓩，其風力發電站設置如下：

石門風力發電站

（4）離島風力發電計畫：民國90年及94年在澎湖中屯完成8部風力機組，後又在金門

金沙與澎湖湖西完成8部風力機組，目前離島風機總裝置容量為14,200瓩。離島風力發電站

設置如下：

觀音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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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第一座商業運轉的石門風力發電

站

台電公司風力發電第一期的工程中，石門

風力站於民國92年9月開工，6部風力機總裝置

3,960瓩。從淡水往石門十八王公廟方向前進，

在接近該廟前的幾公里外，就可看見遠方的山坡

上，矗立著高聳的風車。民國93年12月30日石門

風力發電站舉行落成典禮，由台電林清吉董事長

主持，行政院游院長及經濟部何部長親臨按鈕通

電，為本島風力發電寫下新頁，也是台灣本島第

一座商業運轉的風力發電站，位於新北市石門區

乾華村小坑12號核一廠邊山坡。

該風力發電站的每部機組容量為660瓩，投

資金額約2億元，由中興電工公司承建，採用丹麥

VASTAS公司製造的V-47型3葉片上風型風力發電

機組，風機塔架的高度45公尺，葉片長度23.5公

尺，風速達每秒4公尺，葉片轉速每分鐘28.5轉，

且發電機達1800轉時，即自動併入系統可起動，

風機在風速達每秒4至24公尺範圍內能發電運轉，

發電機為4極感應發電機，極具效益。在風力發

電機組下面的變壓器（在迷你小屋內），將電壓

升至11,400伏特，再傳送至附近的茂林變電所。

風力發電機組以無人自動遙控，由核一廠的開關

場值班主任就近監控，檢視電腦螢幕上數據，判

讀機組是否正常。如有異常先由電氣組研判，再

決定是否由該組自行維修，或交由修配組、儀控

組維修，如是重大故障，台電無法自行排除，則

交由原製造商Vestas的台灣分公司修理。6部風力

機年約平均發電量為959萬度，約足以提供2,000

戶人家一般的用電需求，每年可節約燃油約3,300

公秉或燃煤3,819噸，同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8,624噸。

四、新景點─石門風車公園

石門風力發電站完工後，沿著北海岸公路可

看到紅白相間之塔身伴隨青山海景，甚為美觀，

石門風力發電機組以無人自動遙控，由核一廠的開關場值班主任

就近監控。

石門風力發電站的告示牌

第1號石門風力發電機下的變壓器（在小屋內），小三腳架為中央氣象局的地殼變形觀測站，另有特別設計的風帆

造型遮陽蓬，可以遠眺附近海景（台灣海峽）與沿岸的山丘地形。

第1號石門風力發電機附近特別設計的風帆造型遮陽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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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承受每秒70公尺的強風吹襲，風速每秒

12公尺就能滿載發電。以併聯輸入電力系統，

並由尖山發電廠以數位遙控監視。年發電量約

18.765百萬度，每年減少二氧化碳氣體排放

量約15,718公噸。這些風力發電機組，風扇

高達67.75公尺，相當20層樓高，相當醒目而

顯著，矗立在湖西鄉，儼然亦成為該鄉的新地

標。

（1）澎湖：

民國98年行政院宣佈澎湖為「低碳島」，

為配合這政策，台電耗資160億元興建雲林湖

口至澎湖尖山的台澎海底電纜，預定民國104

年完成後，澎湖風力發電將不再受到不得超過

離峰發電量20%的限制，可大量增設風力發電

機組，冬天澎湖用電量少時，將豐富的風力發

電輸送回台灣，而澎湖夏天用電量大時，從台

灣本島把電輸送過去。

（2） 金門：

民國98年由喬集偉思特風力發電公司得

五、離島風力發電

離島大都使用柴油燃料發電，發電成本較昂

貴，風力發電與柴油發電機組併聯供電，可降低

發電成本，近年來離島的風力發電漸受重視。

離島澎湖地區因冬季強烈東北季風肆虐，該

離島水電又匱乏，影響觀光發展，一直是澎湖各

相關單位多年來積極研究的課題，民國89年台電

委由中興電工採購安裝，在白沙鄉中屯村苗圃設

置4部德國製Enercon的600瓩風力發電機，斥資

1億9百餘萬元，同年10月正式商業運轉，這座中

屯風力發電示範系統為台灣第二座，亦是澎湖第

三代風力發電機。以電腦控制變速功能，當風力

變化時，葉片的角度亦可隨之調整，轉速便可隨

著發電需求調整，以維持穩定的發電功率。民國

93年再增設4部600瓩的風力機，8部機組共4,800

瓩，發電量占澎湖總發電量約12%。機組高46公

尺，葉片直徑33.8公尺，風葉高達67.75公尺，目

前已規劃為風車公園，成為澎湖縣白沙鄉的著名

旅遊景點和新地標，中屯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村

落推向觀光舞台。                               

民國97年起再於澎湖的湖西鄉北寮村架設

3部、南寮村2部及菓葉村1部900瓩風力發電機

組，共5,400瓩。機組及塔架都採高耐震設計，

現已成為石門新地標。石門區公所與台電合作規

劃這個風力發電站為風車公園，開放最靠近海邊

的第1號風力發電機組讓民眾免費參觀，成為一個

新的觀光景點。在開放的風力發電機下方設置觀

景台，並設運轉資訊展示說明看板、照明、停車

場、休息區、300公尺木棧道與洗手間等休閒設

施，提供民眾一個知性之旅。每座風力機組高45

公尺（約15層樓高），葉片直徑47公尺，迎風轉

動的大型風車，映襯著山下的蔚藍的海邊景色，

更顯優美宜人，走在觀景的木棧道，讓遊客近距

離觀看風車之美。在木棧道終點處有特別設計的

風帆造型遮陽蓬，坐在椅子上可悠閒地遠眺附近

海景（台灣海峽）與沿岸的山丘地形，其廣闊的

視野景色令人心曠神怡。遠處可看到小漁船在碧

藍清澈的海上劃出一條白色的細浪，成為絕佳的

景點，適合拍照留念。

早年往金山的舊北海岸公路邊，石門風力發

電站附近的十八王公廟。民國70年代是北海岸香

火最鼎盛的廟，入夜後香火更興盛，兩旁攤販雲

集像觀光夜市，進香客將該廟擠得水洩不通。附

近因朝拜人數眾多，車隊大排長龍將北海岸交通

嚴重受阻。民國75年另建新的外環道，現在只有

來十八王公拜拜的遊客才會進來，時光飛逝昔日

榮景已逐漸不復存在，近年到該廟的人潮已不如

往昔。

離石門風力發電站兩公里的石門洞，是天然

的洞穴，附近的肉粽店頗有名氣，販賣的小肉粽

比平常肉粽小一半，兩口就下肚，女生吃也挺適

合。買了肉粽，在石門洞附近的海邊，遠遠的

望著風車轉動，欣賞海浪的起伏，體驗大自然美

景，邊享受美食肉粽邊邊拍照，走一段路再右轉

就到風力發電站（風車公園）。

金門湖西風力機發電量告示牌

金門湖西風力發電站及機房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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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在離島金門縣金沙鄉后扁的濱海防風林內，

裝置2台2,000瓩風力發電機組，共4,000瓩，發電

量佔金門塔山發電廠總發電量約3.4%。同年11月

完工商業運轉。採用丹麥VASTAS公司製造的V-80

型風力發電機組，風機塔架的高度64.75公尺，葉

片長度40公尺，起動風速為每秒4公尺，關機風速

為每秒25公尺，風機在此二風速範圍內能發電運

轉，以併聯輸入電力系統，並由塔山發電廠以數

位遙控監視。其性能與石門風力發電機組相近。

六、桃竹與雲彰風力發電

台灣由於有強勁的東北季風吹襲，可建置地

點亦不少，特別是桃園及彰化雲林沿海一帶，成

為台灣發展風力發電之最佳地點，由於台灣地方

小，風力發電機設置密度卻相當高，裝置容量密

度居全球排名第二（第一是紐西蘭）。目前，台

灣有經營風力發電廠的公司除公營的台灣電力公

司外，民營的德商英華威公司亦不相上下。

（1）桃竹地區： 

民國93年新竹的竹北春風風力發電示範系統

完工，裝置容量8,540瓩，民國97年12月台電完

成新竹的香山風電，裝置容量12,000瓩。桃園的

大潭發電廠，是燃天然氣的火力發電廠，其發電

成本幾乎是燃煤的一倍，但為低污染的火力發電

廠，可以抑制二氧化碳及溫室氣體減量。該電廠

管理的28部風力發電機45,100瓩，其中大潭風力

發電站的8部在廠區內，其餘20部位於桃園的大園

鄉及觀音鄉海濱交界的觀園風力發電站，已在民

國95年全面商轉。平均每部風力發電機一年可發

電450萬度，28部一年可發電約1億2千餘萬度，

對於取代高排碳的燃油或燃煤發電，減碳的效益

十分顯著。

八、後記

陸地沿海地區實際可供開發風力發電的廠址

有限，海域的離岸風力發電勢必為未來趨勢，雖

然成本增加，風能僅提高40%，如何降低成本是

今後的重要課題。台電已規劃在彰化、雲林及澎

湖設置離岸風場。經濟部能源局將於民國101年

初針對離岸風場開發提出「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

範獎勵辦法」，補助2個案，每個案設置2台風力

機，每部機組裝置容量在3ＭＷ（萬瓩）以上，鼓

勵業者於民國104年完成西海岸離岸風電示範系

統。並建立跨部會協調機制，簡化風場申設開發

行政作業程序，期望在民國109年完成開發淺海離

岸風電600ＭＷ（萬瓩）。中國的第一個離岸風場

已於民國99年7月建在上海東海大橋的102MW海

上風電，筆者以為將來如要興建淡水到八里的大

橋，接近出海口，可以考慮在橋墩上興建台灣的

第一個離岸風場，必定事半功倍。

（2） 雲彰地區：

民國96年4月22日台灣完成的風力發電機超

過百台，在彰濱（彰化海濱）工業區舉行「迎風

『百』動」按鈕典禮，由經濟部陳部長、能源局

葉局長、彰化縣卓縣長、台電陳董事長及涂總經

理一起見證着這歷史性的一刻。現在彰工風力發

電站共設置31部機組，總裝置容量62,000瓩，成

為彰化地區的新地標和美麗景點，預計每年約可

提供1億8千萬度電力，抑低約7萬噸二氧化碳排放

量。而雲林、彰化的風力發電機，大部分由喬集

偉思特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台電標案。民

國100年7年23日台電在彰濱風力機組周邊淨灘活

動，期望能帶動機關、民眾對海岸環境的重視，

一起努力維護風機附近環境與景觀，達到敦親睦

鄰之效果。至於麥寮、崙尾、四湖及王功等地的

風力發電站，即不再詳述。

七、再生能源處

基於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與政府能源多元化政

策。因應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減少CO2排放量

及近年來化石燃料價格飆漲，亟需開發零污染自

產能源，因此政府積極推動再生能源開發。

台電風力發電工務所於民國92年9月29日成

立，負責台電風力發電機組的監造，後因接辦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的興建，於民國95年9月21日改

制為新能源施工處（在台中市梧棲區），至民國

100年時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已有相當

規模，同年8月1日再改制為再生能源處，除了規

劃、監造業務外，台電的太陽能光電及風力發電

站亦改由該處經營管理。

火力發電廠燃油或燒煤，都會產生大量CO2

排放，如何減少CO2排放為發電業者的重要研究

課題，其方向包括固碳與減碳，固碳就是將已產

生的CO2設法捕捉及儲存；風力發電機組是減碳

的最好選擇之一。台電為儘速達成政府綠色電力

政策目標，及配合未來全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規

範，注重綠色能源，作為減碳措施，迄民國100年

止台電公司在全台已設置162部風力發電機，其中

約1/5在各發電廠內。

現在風力發電的成本雖高於燃煤與核能，仍

低於燃油及燃氣發電成本，但若從減碳及培養

風力發電技術來考量，仍有其價值。政府若要

大力推廣再生能源，對風力機組相關產業的發

展若能再給予適當的鼓勵配套措施下，相信在

大家極力推動再生能源之共識下，於公元2025

年前，可達成設置風力發電總裝置容量300萬瓩

（3,000MW）之目標。

台中發電廠的風力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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