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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篇，內容含美國微電網案例及相關法規分析、台灣微電網案例) 

伍、台灣現行法規對微電網電力交易之規範框架 

台灣電力政策與法規尚未開放日前(day-ahead)與即時(real-time)電能批發市

場，惟已開放綠能發電業和綠能售電業參與電力零售市場。同時，電力輔助服務

市場已開放「電力交易平台」進行交易，屬於日前搓合的機制。在此情況下，現

行法規對於微電網所產生的電力，提供微電網營運商四種參與電力交易市場之途

徑：綠能發電業、綠電售電業、自用發電設備及輔助服務合格交易者。 

由於再生能源的不穩定性，絕大多數微電網除了利用再生能源發電外，還配

有輕柴油發電機等非再生能源作為備用發電設施。因此若微電網的電力生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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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柴油發電機等非再生能源所生產之電能，實務上必須透過電流與資訊流的明確

區隔，進行綠電與灰電電流與資訊流的確認與驗證，不得將柴油發電機所生產的

灰電與綠電混淆，這在再生能源發電業執照和售電執照的核照審查事項，即需預

先做好明確的規範。 

根據《電業法》第 45條規定：「發電業所生產之電能，僅得售予公用售電業，

或售予輸配電業作為輔助服務之用。再生能源發電業，不受此限。」因此，若微

電網營運商有設置主要發電設備而取得再生能源發電業執照，成為再生能源發電

業(綠能發電業)，其電力來源為再生能源的綠電部分，除可依《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第 9條之再生能源躉購制度（Feed-In Tariff, FIT）將電能售予台電，亦可轉

供、直供給終端用戶，或躉售由再生能源售電業銷售給終端用戶， 

另外，再生能源售電業，係指購買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之電能，銷售予用

戶，且不得設置主要發電設備之電業(電業法第 2條第 7款、第 47條第 2項)。因

此，微電網營運商未設置主要發電設備，申請再生能源售電執照，而成為再生能

源售電業(綠能售電業)者，則得購買其微電網內所生產之綠電，銷售給終端用戶。 

根據《電業法》第 69條規定：「自用發電設備生產之電能得售予公用售電業，

或售予輸配電業作為輔助服務之用，其銷售量以總裝置容量百分之二十為限。但

有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1.能源效率達電業管制機關所定標準以上者，其銷售

量得達總裝置容量百分之五十。2.生產電能所使用之能源屬再生能源者，其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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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能得全部銷售予電業。」因此，若微電網營運商申請成為自用發電設備設置

者，其電力來源為輕柴油發電機等非再生能源所生產之灰電部分，銷售給台電公

司之電量不得超過裝置容量百分之二十的發電量；若能符合「能源效率標準」，

則其銷售台電公司之電能可達總裝置容量百分之五十。但若登記為第二型、第三

型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其所生產之綠能則可 100%全部銷售給台電公司或參

與電力輔助服務，或亦可轉銷售給綠能售電業(此請參見經濟部 112 年 12 月 14

日經授能字 11200342600號函)。 

有關提供輔助服務的部分，若微電網生產的電力商品符合電力輔助服務市場

交易的基本門檻 1MW，除上述以綠能發電業或自用發電設備的方式外，微電網

營運商亦可仿照電力聚合商的資格參與交易；若未達 1MW，可考慮整合聚合商

與其他電力供應者，共同聚合達到 1MW市場參與門檻後參與交易，根據該微電

網之物理及營運特性提供調頻備轉、即時備轉、補充備轉三種不同的電力商品，

售予輸配電業，亦即參與現行「電力交易平台」市場競爭，提供電力商品給單一

買方台電公司作為電力輔助服務之用。 

陸、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台灣微電網發展之瓶頸與展望 

美國政府對於分散式電源與微電網之遊戲規則，是分別由聯邦政府的層級與

州政府的層級加以管制。前者主要是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FERC)；後者主要是公

用事業委員會(PUC)或公用服務委員會(PSC)。本文分別彙整 2020年 9月 17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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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 FERC Order 2222及 2023年 7月 1日頒布的密西西比州的 HB1198法規，並

進行初步分析，由於微電網的布建與發展現階段仍然以實體小規模土地面積(如

不超過 100 英畝)為主，絕大多數都在各州境內建置，似乎尚未有跨州布局或營

運的情況，因此 FERC現階段尚無其他跨州相關的行政命令可供參考。 

從美國法的比較參考可知，微電網營運商(Microgrid Operator)亦可視為一種

獨特的分散式能源資源聚合商(DERA)，與其他的 DERA 主要的差別在於微電網

可孤島獨立運轉，是一種更有助於電網強韌，且不受公用電網遇到緊急事故全黑

時的影響。另外，觀察密西西比州的「微電網與電網韌性法案」內容，在各種微

電網不同功能定位的類別中，推動社區型的智慧微電網應具有最廣泛的發展潛力

與經濟價值，社區微電網的商業活動範圍涵蓋發電、配電、儲能、售電、用電等

層面，讓一定地理範圍內各種不同天然資源稟賦的社區型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能彼此互相連結，進而逐步導向社區型智慧微電網群集(smart micro-grid 

clusters)，在綠能「即發即用」高效淨零轉型的誘因驅動下，除可進一步推升已

行之有年的聚合(aggregation)商模發展外，也適合孕育其他創新的能源商業模式，

例如，配電級電網輔助服務、點對點交易(P2P Trading)、能源共享(energy sharing)，

以及區域綠電憑證等。 

台灣在微電網及相關技術的發展上，相較於國際上顯得較為落後，此結果應

與台灣電力市場的結構有關。台灣的電力市場主要由國營企業獨占，缺乏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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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競爭機制。這種市場結構導致了對技術創新和突破的期待不高，因為在缺乏

競爭的環境下，推動技術革新的動力相對較弱。此外，市場的獨占性質也可能限

制了新進市場參與者帶來新技術或商業模式的機會，進而影響了整體產業的創新

能力和發展速度。 

觀察現階段台灣電業法規，似乎尚未意識到公用電網與微電網間權利義務互

動之規範。實務上，政府有關單位和台電可先借鏡國外電業治理的經驗及作法，

例如：若台電公用電網需使用（購買）微電網所生產之電能，則台電需向微電網

營運者提前發出預警，確保微電網有適足時間預作準備，同時要求微電網須於需

量反應中提供一定的發電容量，以確保電網穩定可靠。另外，在審查微電網營運

許可申請(例如，綠電發電業、售電業執照或自用發電設備許可)時，宜確認該微

電網系統是否具有能合理提高當地電力效率、韌性、可靠性及安全性的能力，以

及該微電網執行輔助服務的能力，作為通過審查的門檻。同時，確保微電網所提

供的服務不會對其他參與電力市場客戶提供的服務產生負面影響。更重要的，從

微電網逆回送公用電網的電價應不得低於後者的迴避成本（avoided cost），迴避

成本係指公用電業自行產出或向其他來源購入”非再生能源” 電能之年平均成本，

使微電網發展具有一定的誘因。 

柒、結論 

淨零減碳型微電網對於公用電網韌性強化調度之重要性，已成為 2050 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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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趨勢下各國日益重視的能源轉型課題，我國微電網政策法規及相關配套措施

之研議與落實，實已刻不容緩，並應廣納各界利害關係人意見，以共同創造多贏

能源商業模式的市場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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