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國外的太陽能、風力電廠，

都需要有天然氣或燃煤電廠配合運作?

?

你可想過..?



這是因為..!
確保陰天、風力不穩時電力不中斷

但....再生能源有那麼弱嗎？ 



事實上..
它並不弱！只是還沒變強！

未來

現在

過去



主角扛下戲劇主線，配角錦上添花！

主角跟配角之間的互動，往往也是電影好看的地方！  

就像一部電影裏頭分成...

 主角

 配角



當然不能排除的是，
主角不一定永遠都是當主角

配角也不一定永遠都是配角

看看身邊認識的電影明星們

也不乏有配角飛上枝頭變主

角的案例！
!



基載電力
跟電影主角、配角到底有啥米關係？ 

等等！

?



主
角 配

角

當然有關係!

我倆缺一不可！在國家的發電體系裡

非基載電力
也就是再生能源啦
例如風力和太陽能

我是基載電力
我是

台灣的基本電力來源
像是燃煤火力或核能



那..為什麼電力還要分成

就是穩定提供的基本電力來源，
就是發電的主角啦

非基載，就是成為基本電力來
源之外的最佳配角

基載
非

基載



配角也需要主角才能讓電影更好看！

主角需要配角才能襯托其演技之好！

V.S基載
非

基載

就像剛剛提到的
主角與配角之間的關係



But! 因為太陽能、風力發電還不夠負荷用電量

且一下沒太陽、一下沒風就沒有電 ！

雖然現在有點弱....但好好磨練演技
總有一天配角也能飛上枝頭變主角觀

眾

風兒～你別走～

這
是
哪
一
齣
.
.

我走啦～
輕輕地，



更何況!
太陽能全年發電效率最好的時間是在夏季中午時段
剛好也是台灣用電最高峰的時間；這代表....

這代表太陽能現在就已經開始肩負
部分發電重擔，值得持續發展

用電
MAX

發電
MAX



期盼有一天

太陽能、風力電廠
也可挑起國家發電重任

經濟部能源局誠摯邀請您
請共同支持多元能源



省 電 的 代 價



一般人都認為

省電=省著點用
但除了省著點用外，還有沒有其他辦法



一般說來，省電可以分2種

就跟斯斯

有兩種的老梗一樣

 使用行為 使用設備



例如

◆隨手關燈啊

◆隨手拔插頭啊

◆三樓以下不搭電梯啊

◆室溫超過26~28度才開冷氣啊

◆冰箱要快速打開、快速關上啊

 使用行為

這些行為，其實都可以默默替你

家電費帳單省下一些



這些都是屬於「自律」的作法，應該做!

是省電的基本功



若1度電價格為3元，
省1千萬度電相當於省3千萬元。
有沒有更厲害的方法呢?

但是，還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擴大省電的效果?

想想，

以耗電功率3.5瓦的手機來計算，若一天關機8小時，

一年就少用2920小時，

總省電量等於10.2千瓦小時(kWh)，也就是10度電。

如果全國有1百萬個人響應，

一年下來也才省1千萬度電



常見的有

◆傳統燈泡換LED燈
    例如60瓦白熾燈泡換成9瓦LED燈泡。

◆冷氣、冰箱改用變頻式馬達
    冷氣、冰箱改用變頻式馬達：依據計
    算評估和實際測試案例資料顯示，分
    別有15%和20%以上的節電潛力。

更新設備的好處是，一定有效，

不用非得每個人都「很自律」才有效。

 使用設備
那我們來看看另一種方法:



舉個例來說好了，大家都知道，
機器要運轉有個很關鍵的零組件叫做「馬達」⋯

經濟部102年編列經費推動高效率馬達推廣的計畫，

全程預計兩年半。

光一個馬達，

至105年預估累計節電約1.5億度！！

不是那個
我達達的馬蹄聲啦



1.5億度耶! 

等等！發現了嗎？

剛剛那個高效率馬達的計畫
預估可節省

1.5億度用電



一個馬達的技術突破與推廣就可以省下好多好多的電

可見真正的問題核心還是在於⋯

有沒有人或單位

願意花錢去做技術的突破與推廣啊

華生！

你突破盲點了！



這麼高的節電效果，不是憑空得來的，

像剛才那項推廣計畫，政府投入資源，

企業自己也要投入資金，

節能是政府和企業共同合作努力的成果。

何況

研發能不能成功？

技術能不能普及？

市場價格能不能合理？
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也都需要投入時間和金錢



這其實不是什麼深奧的道理

因為這就是代價交換啊！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嘛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變頻冷氣、冰箱

其實它不只是一個機器那麼簡單

可以想想它的背後，是經年累月，花了多少人力物力換來的？

節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讓我們一起走過



但我們為什麼要知道它?

也有 尖峰、離峰 ?電



嘿! 住過旅館吧，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假日 平日
定價要有差別 ?

vs

WHY?



等
等
，
這
跟

標
題
有
啥
關
係，跑錯地方了吧？

先別急著關視窗啊!



尖峰

離峰

假日

平日

平日住房率低，價格便宜

就是因為需求不足
所以降價，吸引更多客人，

先別急，要討論尖峰離峰這話題，我們得來看看市場供需原則

因為假日的客人往往較多，

住房率高，供應不足
只好漲價啦!



再
等
等
，
這
又
跟
我
們
今

天
這
話
題
有
啥
關
係
？

先別
又急
著關
視窗
啊!



就現況來說，

白天使用的電比晚上多很多，
因為大多數人都在白天工作或讀書吧?

深夜使用的電反而

少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白天往往要更多的電廠發電，得燒更多的燃料來發電，來供應生活所需，

所以往往讓白天電力產生吃緊，可是一到晚上卻不用喊吃緊…



所以囉，

任何一個國家的電力配置

都必須考量到最高用電的尖峰需求
而台灣用電高峰往往在炎炎夏季的中午時段

淡季、非假日旅館住房率低，與冬季、每日離峰用到的電廠較少，

是相同道理。您可別錯怪台灣電廠蓋太多了!

就算您平常晚上隨手關燈

回到家少開電視、少用電腦、少吹冷氣

往往也只省到離峰用電時段的民生用電量

幫助的確有限！



未雨綢繆，才可讓大家時時有電用。

最後
不管是尖峰用電、還是離峰用電，

我們想要溝通的是省電是一定要的

電，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要核誰
在一起
如核跟他說掰掰？



大家好！我是鍵盤分析師，

有鑑於去年度核四封存後，引起國內諸多討論
九把刀表示：

人生最厲害

就是這個BUT

揪竟~是怎麼樣的事實真相，

有什麼秘密，且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BUT, 國外呢？



我想，任何的選擇，

都像是向左走、或向右走一般吧

不管怎麼走，總是要有條方向才是



等等，能源選擇到底跟向左走、向右走有啥米關係？

這樣說好了！

試著以核電為中間支點的選擇來看

不正是呈現這樣的光譜嗎？

核電 要不要



既然跟大家提了所謂的「國外」經驗

不如試著從英、日、德跟大家討論

一度廢核電！

但卻又重啟核電？

廢核計畫持續！

但電價高漲？

堅持新建核電廠

卻也不放棄再生能源？

是不是也正面臨某種狀況，一下要、一下不要，

一下說這個好、卻又拿了那個來補

日本
要；或不要

英國德國



WHY?



廢核計畫持續！但電價高漲？

先看看對廢核最為堅忍不拔的德國好了！

德國

能源轉型，造成電價大幅上漲：德國電價較英

國、法國高約3至4成，2013年平均電價約

8.8~10.0元新臺幣/度，2013年較2005年上漲

55%。

德國輸配電設施未能配合再生能源快速發展，導

致電力系統無法穩定供應，2011年德國停電超過

3分鐘次數高達20萬次。

代價！

代價！

但是！德國民眾

願意承擔廢核代

價：民眾不選擇

核能，有共識願

意承擔發展綠能

所需付出電價上

漲的代價。



堅持新建核電廠，卻也不放棄再生能源？

再來看看對核電最為堅忍不拔的英國好了！

英國

內耗嚴重：英國內部是經由長年的激辯，才作出

「核電優先，因為氣候變遷問題更可怕。在再生

能源未成熟的情況下，不能無限制地發展火力電

廠」決定。

共同承擔：又要興建新的核電廠，又要大力發展

再生能源，英國這條路走得並不輕鬆。更何況，

國家推動政策的錢都來自人民的稅金，英國人民

也要共同承擔這個代價。

代價！

代價！ 但英國民眾仍堅

決支持再生能源

與核能並重的政

策，畢竟再生能

源不穩定，若不

用核能而過度使

用火力電廠，反

而造成碳排放過

高、電價上漲。



一度廢核電！但卻又重啟核電？

接著看看日本，總在要或不要之間擺盪…

日本

電價上漲壓力：福島核災以來日本7家電力公司調

漲電價，2013年7月較2010年7月家庭電費漲幅

約7~25%。

排碳量增加：以大量傳統火力發電替代核電下，

日本難以達到減碳目的，並對外宣示調降對國際

減碳承諾。

代價！

代價！
重啟核電？2014

年4月最新出爐的

能 源 基 本 計 畫

中，將核能定位

為可穩定能源供

需結構的重要基

載電源。

2014年11月鹿兒

島縣知事宣布川

內核電廠2015年

初恢復運轉。



安倍首相，在福島核災後宣布零核電，迫於經濟情

勢又宣告重啟核電計畫，而2014年底選後，再次連

任首相，彰顯民眾希望繼續推動「安倍經濟學」

鹿兒島知事面對核電重啟，表示是一個「不得不的

決定」，再取得地方縣議會的同意後，薩摩川內市

的核電廠，成為福島核災後首座重啟的核電廠

但NHK在2014年11月公布一份全國電話調查，表示

全國民眾有57%反對川內核電廠運轉，32%贊成；

薩摩川內市居民，則是49%支持，44%反對。

1 宣告重啟核電的

人，卻還可以連

任？

全國民眾過半數

反對，地方聲音

卻相差無幾？

不得不的決定到

底有多不得不？

不過，日本還出現幾個現象…

身為鄰居的台灣，是否也有看到？

2
3



WHY?
對，

又一個



所以，各國在做出核電的選擇時，

最後不也都必須面對日後產生的代價嗎？

德國雖然有漲

電費的代價

英國考慮電費高漲

與減碳目標的代價

日本零核電後，

面臨電價、經濟、

環境等代價

但民眾卻願意接

受，更認為這樣

的方向是對的，

更要全力發展再

生能源。

民眾希望再生能源

與核能並重，政府

追求平衡發展以同

時滿足減碳目標與

能源穩定。

民眾過半不支持，

但核電廠重啟的地

方民調卻持平，而

且地方議會還同意

重啟決定。



是吧！結果就是

代價！



政 府 誠 摯 邀 您 一 起 了 解 它

共 同 為 台 灣 的 能 源 找 方 向

最後，鍵盤分析師出了 這道

要 不要

代價

是非題核電

目的不是要告訴大家，你是        或

而是面對               時

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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