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從高空俯瞰綿延的通霄義和高壓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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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部推算，2025年我國能源政

策配置比例，將大幅提升天然氣機組的發

電比例，現已使用天然氣發電的興達、南

部、大林、大潭、通霄發電廠，以及即將

改採天然氣發電的協和發電廠，在未來幾

文／編輯部  圖／台電公司中區施工處

串聯你我心中的高塔
通霄義和線

年中，將肩負供電重任。

相較於燃煤機組，天然氣燃燒後所排

放的空氣懸浮物相對降低，儘管天然氣的

發電成本相較燃煤高，台電公司仍積極改

建舊有天然氣發電機組，以符合臺灣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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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台電公司先行於 108年 5月完成

161kV通霄∼峨眉換線工程，將電廠出力

提高至 270萬瓩，正趕辦通霄雙分歧峨眉 ~

后里線 (初期 )，並擬於 109 年 6 月完工，

屆時輸電線路容量可達 606萬瓩，滿足通

霄發電廠出力，待義和開閉所完成後，再

將該線路引入，使通霄發電廠大幅提升之

發電量與電網系統連接，融通南北電力，

整個計畫的預計竣工日期為 110年 12月。

鄰避效應，是多數民眾對於新設電力

設備的態度。對於電力設施的不了解、擔

憂以及抗拒，往往是施工必須面對的第一

項課題。而高壓電路，必須經過土地使用

權，才能進行高壓電塔基座的施建工程，

進而裝塔、延、架線作業。整個過程，與

在地民眾的溝通、協調，讓民眾從一開始

的抗拒，進而接受。在原本雙方利益及觀

念互有衝突之下，在台電同仁傾聽民眾需

求，地方民眾忍受不便及犧牲地方景觀的

退讓下，方能順利完成通霄義和線的建設。

傾聽民怨  化解擔憂

民眾抗拒的最主要原因，首要是對於

生命財產造成傷害，尤其為安全的疑慮、

財產的損失，最後是對電力設施無法融入

周遭景觀的抗議。施工處初期在設計電塔

路徑時，會以最適且相對較短的路徑做規

劃。通霄義和線最初始的規劃，是連接到

需求的成長，在提升發電量與效能的同時，

降低對環境污染的衝擊，完成政府優先使

用潔淨能源的發電政策。

台電通霄發電廠位於苗栗南勢溪出口

北側，早期因鐵砧山出產天然氣，選定此

處作為天然氣發電廠之廠址，民國 72年

正式商轉的 1-3號機組，經過 34年的運

轉，正式於 106年除役，更新為裝置容量

各為 89.3 萬瓩的高效環保複循環燃氣發電

機組。目前新 1、2號機組已正式運轉，

3號機組待通霄 ~義和線路完成後，也即

將加入供電行列。加上通霄發電廠目前運

轉中之既有 4 ∼ 6 號機， 整廠裝置容量為

371.1 萬瓩。

未來第二期擴建計畫，將汰換既有4∼

6號機，再新增 6部裝置容量各為 55萬瓩，

最新型的複循環發電機組，使總裝置容量

達 597.9萬瓩，以面對未來電力需求量的

增加。

通霄發電廠逐步完備發電設備，正如

心臟一般，備足滿載的血液，需要血管將

血液輸送至全身。然而目前的輸電線路，

僅能提供 200萬瓩的電容量，無法因應

擴建後大幅提升的發電量。因此，再打造

電力交通建設─輸電網路，成為必要且迫

切需要完成的任務。這個難解的任務，就

是新建通霄∼義和 345kV線及義和開閉

所。為提早紓解通霄發電廠輸送電力供電



▲ 從通霄發電廠延伸出的通霄義和高壓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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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峨嵋的線路系統，需設置 145座高壓

電塔，途經 9個鄉鎮。計劃圖公布之初，

便已知有幾個地區有了反對聲浪。

當通霄發電廠規畫進行 1-3號機組更

新時，古璧松處長正好從輸工處轉任中區

施工處，擔任副處長的職務，而公司給予

他的任務目標，就是必須配合通霄發電廠

3部機組更新的時程，順利完成高壓線路

的工程。古處長回憶起剛接到任務的時候，

腦筋也是一片空白。除了線路的規劃之外，

還需要弭平民眾的抗爭，加上時任李鴻洲

專總，積極掌握通霄義和線的進度，可見

公司對於此項工程的重視。內外雙方的目

標不同，在高度壓力之下，古處長與一起

打拼的施工處同仁們，擬定了清晰的溝通

策略。

一般而言，架空輸電線路工程遭遇民

眾反對、陳情抗議共分為「用地取得」、

「塔基施工」及「架線施工」三階段，而

陳情抗議的強度與工程進度成正比。為了

讓輸電線路影響的地區最小化，施工處著

手進行線路的二次規劃，直接改由通霄端

輸出，往銅鑼、三義、大湖方向調整，將

原本的 145座高壓鐵塔漸少至 65座。並



與地主溝通，地主們認為輸電線路通過之

處，土地價格下跌，且土地無法再做它用，

第一時間鮮少有地主們同意土地使用。依

據過往經驗，若工程鐵塔用地協議不成，

不得已的手段將採強制徵收。當時又適逢

大埔土地徵收案，通霄義和線的土地使用，

若走上徵收之途，等同與民眾對抗，種下

陳抗火苗，對於後續的建設百害無一益。

因此，施工處同仁決定從源頭管控，免除

土地使用疑慮。

用地取得的溝通過程中，最大的突破

點，是與最大影響戶─農林公司的溝通過

程。原設計中，高壓鐵塔的正好橫切農林

公司的農地，幾經溝通，並在台電公司黃

重球前董事長的大力協助之下，獲得雙方

的共識，轉鐵塔位置更改為繞經農地周圍，

在最無使用價值之處進行施作。有效減少

地權取得的難度，獲得合作的契機。

土地使用取得之後，架空輸電線路的

工程將進行發包，進行塔基裝塔的施工階

段。一但進入施工階段，道路的使用、大

型機具的進入，工程施作中產生的噪音影

響等，都會讓在地民眾更有感，進而反對

工程進行。為了避免以往土木及機電不同

標案時，須個別與工程所經道路、鄰地業

主、線下業主溝通，耗時費力。通霄義和

線採塔基、裝塔及架線合併，以同一標案

方式發包，藉由台電及承包商的力量，與

潛在影響的對象進行協調。利用承攬商的

資源以及專案促協金的注入，以降低民眾

不便、協助地方建設，爭取村里長、公所、

縣政府等地方意見代表的認同，有效減少

工程進行中被陳情抗議的次數。

目前通霄義和線，已進行最後的架線

工程的階段。依照台電目前協助金撥付的

▲ 高壓電塔為了航空安全漆上醒目的顏色。

07

YUAN MAGAZINE 封面故事



相關規定，線下工程所經之處並無法申請

並獲得補償，因此在線下的民眾往往感受

到自身健康受到威脅，因此容易抗議，阻

礙裝塔、延、架線作業。在目前工程規劃

下，通霄平原段係沿南勢溪周邊公有河川

地施設，跨越國道三號後即往山區規劃，

已將整體影響降至最低。通霄雙分歧峨眉 ~

后里線工程初期共 66 區間，已經完成與線

下業者的溝通協調，也幸運的僅有零星的

反對聲音，幾經協調之後，已能順利進行。

工程進行中，有兩個較大的衝突事件，

其一是通霄端，其二是大湖地區。通霄及

大湖，正好是工程的始末兩端。塔基的數

量較多，民眾感受到的影響也相對較大。

地區居民各自推派意見領袖組成自救會，

提出各自的訴求。

通霄地區以高壓鐵塔數量過多，且塔

基高度過高造成壓迫為由，要求鄰近住宅

的 #1~#20線路地下化，民國 103年 2月

起動員梅南里及周邊里民陳抗，經楊偉甫

董事長 (時任經濟部次長 )應陳超明立委要

求下鄉協調後，於民國 106年 10月達成

共識 (#1~#5都計區內未來配合南勢溪整治

新闢道路後配合下地、#8A~#11有條件配

合變更路徑 )，自救會不再阻撓施工。

大湖義和村自救會，以義和開閉所選

址黑箱作業及鐵塔影響地方甚鉅為由，民

國 105年 1月組織自救會向吳宜臻、徐志

榮等立委陳情提出六大訴求並阻撓施工，

幸經中區施工處召開 5場說明會及數次小

▲ 梅南里里長 (右 )與台電同仁話家常。 ▲ 中區施工處古璧松處長，從通霄義和線規畫初期即投入計
畫，詳熟與民眾溝通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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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溝通會議，自救會幹部已接受工程勢在

必行，遂另向徐志榮委員陳情向台電公司

提出回饋 8大訴求並再次阻擋義和開閉所

施工過路，經台電公司楊董事長及星能電

力蕭勝任董事長 (時任台電專業總工程師 )

率隊協商後，於民國 108年 7月 15日雙

方達成共識，自救會撤除路障不再阻撓施

工。

通霄義和線的工程進度能夠持續推

展，中區施工處的大家長古璧松處長，對

於同仁的努力及付出，給予相當大的肯定。

從推動初期到最後階段，從副處長升任處

長，深知同仁所肩負的壓力重擔。面對這

些共同打拼的夥伴，古處長總是給予最大

的支持與協助，營造和諧的工作氛圍。古

處長提醒自己，要隨時保持微笑，成為部

屬的後盾。古處長的溫暖力量，無形中凝

聚了中區施工處，也讓同仁面對困難時，

有了堅持的理由。

與基層互動 博取真情認同

採訪的這天，施工處楊世名課長隨著

團隊來到三義鄉雙湖村的村民活動中心，

這間以三義舊車站為造型的活動中心，是

雙湖村民聚集活動的場所。田永桂村長見

到中區施工處的同仁來訪，不但熱情招呼，

也開始閒話家常。村長回顧當初中區施工

處的同仁要來溝通塔基建設事宜之初，他

也知道台電發電成果是全民共享，但不能

僅由居民們承擔負面效益，身為村長，必

須反映民眾的擔憂，也應為居民謀求福利。

村長表示，雙湖村的居民很友善，但電塔

建設畢竟是大工程，且影響久遠，民眾最

大的擔憂，無非是設置塔基是否會造成地

層滑動，影響居住安全，更擔心電塔經過

產生的電磁場，是否影響身心健康。如果

能夠解除疑慮，村民們當然樂意接受。

村長雲淡風輕地說，起初他看到穿著

台電制服的人，就覺得他們是要來說服大

家，常常在想怎麼拒絕他們，「有時候他

▲ 為民服務的雙湖村田村長，是台電與地方民眾溝通的
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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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來拜訪，真的只是來聊聊天，看看村民

們，也不急著要說明些甚麼。久而久之，

我也把他們當成自己的朋友，有話直說。」

能說真話，才有溝通的契機。日子久了，

村長常向來拜訪的台電人員詢問相關的專

業知識，也請施工處同仁協助爭取電協會

的協助金，為雙湖村民眾爭取健康檢查、

用電設施參訪機會等。工程施作時，進駐

現場了解工程進行過程，確保地層狀態，

為民眾的安全把關。因此，若遇到民眾來

向村長抗議高壓電塔施工事宜，田村長都

能第一時間協助解除。

目前三義鄉鐵塔的建置進度幾乎已完

成，村長也希望為青壯年人口外流比例高

的雙湖村爭取協助金，用於老人照顧、關

懷弱勢、急難救助等，讓民眾對台電留下

更正面的印象。

另一位通霄鎮梅南里的蔡月雲里長，

如大姊般的熱情性格，看到台電同仁的到

來，不斷的閒話家常。這天，里長家剛好

遇到電壓不穩的狀況，趁著這時候趕緊詢

問相關解決的方式，她說，自己遇上了，

她的里民也有可能遇到相同的狀況。楊課

長也提出專業建議，認為應請求苗栗區處

▲ 台電楊偉甫董事長親至通霄梅南里，聽取民眾的需求及建議，雙方取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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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所來檢測電線桿及家中的電流，徹底

解決問題。話風一轉，蔡里長提到身為里

長的她，理性的一面知道電力建設攸關全

民，但感性的一面，看到好山好水的梅南

里，被台電公司架起了 30幾座電塔，原本

恬靜的小鎮，變成了鋼鐵城鎮，心中也有

無限感慨。但許多事情已成既定事實，她

先說服了自己，再向有異議的里民解釋，

希望他們諒解，共同支持電力建設。

韌性十足的蔡里長說，站在理性平台

上，雙方才有可能達到最大的共識。這點，

在通霄義和線 1-5號基座的地下化，表示

台電在傾聽民眾聲音上，的確有吸收，也

確實評估，並且在可接受損失的範圍中，

滿足在地民眾的要求。對於民眾提出地上

高壓電塔外觀綠化的意見，台電也納入未

來規劃中。可見台電是真誠要做事、也願

意回應的單位，台電公司的難處就像政治

人物一樣，不可能做到每一位居民都滿意，

但他們的誠意打動了我，我也希望盡我的

力量，為台電牽成。為全民爭取福利。

電力設施的新建，背後牽扯著許多的

衝突、溝通。若沒有台電同仁正確的溝通

策略，現今的通霄義和線，可能還懸在民

眾抗爭的問題上。台電公司在推動電力發

展之時，用真誠的心意，去理解、協調、

化解在地的需求，也靠著許多在地領袖的

穿針引線，達到雙方共識。隨著每一階段

的突破，通霄義和線得以按計劃逐步完成，

不僅有助於電力供給的穩定及完備，也串

聯起台電與在地民眾心中的高塔！

▲ 紅白相間的通霄義和高壓電塔，為臺灣電力系統輸送
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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