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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電網韌性分析計畫(112年度-114年度) 

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 

(一) 依據 

依據預算法第 34條：「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

行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及

資金運用之說明，始得編列概算及預算案，並送立法院備查」辦理。 

(二) 計畫背景說明 

配合行政院 101 年核定(109 年 2 月修正)「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

案」，以智慧調度與發電、電網管理、儲能系統、需求面管理、資通訊

基礎建設、產業發展、法規制度等七大構面來推動。這七大構面已依

據問題種類及關連性，進行合理的整合與分工，本計畫乃根據上述電

網管理及智慧調度與發電等構面之政策目標 (B2、A4、B1)，同時配合

國家淨零排放政策，整合能源減碳效能提升及碳資源利用的理念，進

行相關技術之研發，故各子項之間的研究項目可形成良好的分工與互

補，且成果可緊密相互應用。 

(三) 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 

原能會核研所(以下簡稱核研所)配合國家能源政策之推動，以開

發能源技術多樣化及能源技術產業化推廣為目標，深耕能源技術研發

多年，多項領域已達到國際水準，技術深具競爭力。依據行政院 101

年核定之「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原能會核研所為智慧電網推動小

組成員之一，因應大量再生能源併入電網，需突破現行電網系統技術，

以強化電網韌性與效能。此外在執行上述技術開發及與其他子項工作

搭配之既有基礎上，本計畫有其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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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本效益分析 

藉由電網韌性分析，整合國內現有之電網韌性析與能源供應設施

量化風險評估與可靠度管理，協助能源產業及電廠於發電端(例如不同

型式的發電廠)與輸電端(含超高壓變電所及 1 次變電所)，提升電網絡

整體營運穩定度與安全，以及優化電廠運轉效能與電網保護協調機制，

維持電網整體穩定性與所需之安全餘裕。 

(五) 財源籌措 

本計畫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藉由本計畫之跨業整合，促成本土

產業之加值應用，發揮跨業產業互惠之槓桿效應，並進而提升產業技

術及創新應用，本計畫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規劃 3年期(112~114年)，

預算來源為特別預算，自 112 年度開始執行，112、113 與 114 年度規

劃數分別為 75,000千元、75,000千元與 50,000千元。 

 

(六) 資金運用 

本計畫規劃執行「電網脆弱度分析技術開發」、「能源供應設施量

化風險評估技術開發」與「能源關鍵設備之主動式運轉偏離鑑別技術

開發」等個子項計畫，112、113與 114年度規劃經費分別為 75,000千

元、75,000千元與 50,000千元。 

本計畫全程(112-114年度)執行重點如下： 

配合淨零排放政策推行，需從電力源頭進行減碳。完成電網脆弱度

分析，完成先導電廠量化風險評估案例，探討後果嚴重之危害風險

影響。開發能源關鍵設備之主動式運轉偏離鑑別技術，優化電廠運

轉效能與電網保護協調機制，增強電網防災韌性與應變能力。 

(七)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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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研所執行核能電廠量化風險評估已有四十年經驗，具備電廠維

護排程、風險管理及廠外事件耐震評估等能力，並參與供電與供水關

鍵基礎設施脆弱度之定性影響評估、台灣中油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量化

風險評估及迴旋加速器可靠度分析等，實務經驗可作為關鍵基礎設施

供電設施可靠度分析之基礎，建立天然災害等情境對於能源供應設施

造成衝擊之方法論，以強化電網韌性及安全性。 

本計畫由核研所負責執行，工作內容是配合國發會 111年國家淨

零排放政策，進行展開與規劃工作項目，子項計畫均對應未來國家發

展關鍵策略，成果可對國內能源設施業者提供配套方案以協助國內產

業符合未來趨勢。 

(八) 其他 

本計畫工作項目預期於短中長程可衍生之減碳及綠電潛力，如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