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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是臺灣少數地緣關係接近中國

大陸的縣市，在 50~80年代期間，兩岸對

峙情勢詭譎的背景下，島上軍事色彩十分

濃厚，連帶電力供應也因處在戰地風雲中，

發展出不同於一般離島的供電環境，這樣

的時空背景，以及金門島上得天獨厚的花

崗岩堅硬地質等因素，塑造出獨特的坑道

式發電廠系統，而且不只是一座，還是非

常多座，諸如莒光、太武、長江等發電廠，

文／鄧宗文
圖／洪松華、塔山發電廠

都是在兩岸戰爭時期應變催生出的坑道式

發電廠。

不過隨著兩岸關係緩和開放，金門地

區觀光生機蓬勃發展，民生用電需求急遽

攀升，受限在坑道內無法擴建的小型發電

廠勢必要被取代，屋外式發電廠逐步興起。

莒光發電廠增設發電機組，並新建夏興發

電廠順應這波電力需求。民國 84年 1月兩

岸小三通開航在即，面對大量人潮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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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決定興建塔山發電廠，並落腳在大

金門島西南邊的水頭港近郊，劃出嶄新的

金門大電力時代。民國 109年是塔山發電

廠第 1–4號發電機竣工屆滿 20年，回顧

塔山發電廠的建廠經過，與臺灣本島的多

數火力發電廠相比，擁有一段獨特且值得

撰述的故事。今天我們找到當年塔山發電

廠第一期竣工後，由金馬工務所移交到金

門區營業處的第一任廠長洪松華先生，講

述塔山發電廠營運初期的心路歷程。

從發電轉入業務體系，並擁有離

島電廠營運經驗，洪松華赴任塔

山適得其所

洪松華，出身臺灣高雄縣，於民國

68年通過經建特考分發至臺灣電力公司任

職，最初到職單位為高雄大林發電廠，因

緣際會下轉換跑道，調任至業務系統的台

東區營業處，而台東區營業處又是臺灣本

島各區營業處中，具有小型柴油火力發電

運轉經驗與組織單位的區營業處。洪松華

在台東區營業處期間擔任過發變電股長，

對於離島小型發電廠的營運業務較為熟

悉。適逢民國 81年金門馬祖地區戰地政務

▼ 台電公司麒麟發電廠。

▲ 洪松華廠長及其夫人於塔山電廠內合影，左後方即為
第一期的重油發電機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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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金門、馬祖電力公司在民國 86年解

散併入台電管理，對此台電總管理處針對

轄下增加的許多離島發電廠，將業務處變

電課改制為發變電課，並增設主管離島一

職，洪松華因在台東區營業處的經歷，於

民國 87年 9月 16日北上接任第一任離島

主管。爾後在 88年底塔山發電廠第一期發

電機組陸續裝設完成，移交給金門區營業

處執行試運轉作業，時任業務處處長楊忠

全，金門區營業處經理張成泰，對於塔山

發電廠的興建格外重視，考量當時主管離

島的洪松華兼具發電與配售電的經驗，認

為洪松華為塔山發電廠試運轉較為適合的

廠長人選，故指派洪松華遠赴大金門島接

任塔山發電廠第一任廠長，揭開塔山發電

廠的草創序幕。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淺談塔山發

電廠開創的新金門大電力時代

即將赴任塔山發電廠前，洪松華依自

身的學術經歷，率先探究起整個大金門地

區的電力系統組成，赫然發現金門地區電

力結構發展相當成熟，洪松華分享到：金

門的電力系統架構，跟一般以往我管轄的

其他小離島電力架構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它可以套句俗語說就是「麻雀雖小，五臟

俱全」，以電力系統的角度來看，從發電、

輸變電，到配電，設施齊全完備。金門的

電力系統真的算是小而美小而精！而這跟

我們業務處的主要業務範圍相差極大，像

是發電機組的油路、水循環，跟空氣系統，

這些獨立系統的複雜程度已經跟我們業務

處以往管轄的離島小電廠不能相比擬；另

▲ 洪松華（右一）與總管理處同仁合影留念。（洪松華
提供）。

▲ 總管理處同仁遠赴金門視察塔山電廠，洪松華廠長（右四）
與來訪貴賓合影。（洪松華提供）。

06 May 2020

台
電
故
事



外金門是用 22.8千伏平行雙迴路輸電線，

跟我們本島 69千伏以上才是輸電線完全不

同，而且因為平行雙迴路輸電線的關係，

有裝設方向性的過電流保護電驛，這些在

我接任後還特別去請教發電處、系統規劃

處，跟電力調度處的專業人員，印象裡發

電處的同仁還半開玩笑的跟我說，你敢去

金門接這個職務，膽子真大。

臺灣的各個離島火力發電廠中，除了

澎湖縣的澎湖發電廠與尖山發電廠，早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由台電公司接管，即

轄屬在發電處旗下，若遭遇相關運轉或維

▲ 台電公司長江發電廠。

護問題，發電處可隨時調派處內專攻電腦、

儀控、電氣、機械等專業人員登島查修，

但管轄其他離島小型發電廠的業務處，業

務範圍大多侷限於配售電相關事務，直到

塔山發電廠建置，整座發電廠規模與以往

一般離島小火力發電廠有霄壤之別，遠遠

超乎我的想像。後來實際到任塔山發電廠

後，去巡檢廠內各項設備，才發覺塔山電

廠竟然還有小型簡易焚化爐、海水淡化、

專用卸油碼頭，郵輪直接停泊打油到油槽

裡，這個真的是令我大開眼界，比我想像

的還要複雜更多！還有一個我印象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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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塔山電廠嚴謹的的環保措施是我

在業務系統裡前所未見。打個比方說，光

是汙水處理，電廠就有分廢油水、生活汙

水，還有雨水等三個各別獨立系統在排放，

這些在其他離島小電廠都是很難完整建置

的；然後人員配置上，依照環保法規也要

在各組織配置領有相應專業執照的同仁，

像廢油水處理、空汙防制等等需配置領有

甲級專責執照的人員，我記得一開始人員

還沒有就定位時，還從林口發電廠與深澳

發電廠借調人力來塔山上班以符合法規規

定，後來電廠這邊也培養專責人員，逐漸

減少依靠其他電廠支援人力。

可靠運轉？經濟運轉？塔山發電

廠的運轉模式選擇

另一項洪松華接任塔山發電廠廠長所

碰到的難題，就是發電機組在採用可靠運

轉或經濟運轉間的方案拉鋸戰，洪松華解

釋道：在那邊最大的挑戰，就是供電可靠

度的問題，因為離島是一個完全獨立的電

力系統，當時的想法是，假如未來只有塔

山一個單一電廠在運轉，尤其第一期只有

四部機組，那時我們就常討論到底是要此

用可靠運轉，還是經濟運轉模式？經濟運

轉簡單來說就是盡量讓機組運轉能夠達到

最高效率，不過有一個問題就是，單一機

組發電接近滿載，一旦這部機組發生故障

跳機的話，很可能會影響到其他正在運轉

中的機組，最嚴重就是發生系統全黑的事

故。所以為了經濟運轉，就要思考說可靠

性到底需不需要兼顧？最後討論結果還是

以可靠運轉優先下能兼具經濟運轉效益作

為塔山電廠的營運模式，這也是後來夏興

電廠還在運轉的原因。但可靠運轉除了需

要搭配其他機組，也會關係到低頻卸載問

題，因為回到剛才提到的，如果一部運轉

中的機組跳機，要怎麼設定把部分大金門

島上負載卸除，讓發電與供電間取得平衡，

所以我們就在這段時間嘗試各種運轉模

式，其中我們在試運轉時就有嘗試四部機

運轉時讓其中一部滿載的機組卸除，結果

它因為容量占比太大，當時偵測到頻率最

低已經趨近 56.5赫茲，雖然幾毫秒內其他

機組就迅速補上，不過如果機組或者保護

電驛有些設定較沒有彈性的話，這恐怕當

▲ 台電公司莒光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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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其他三部機組也就隨著全部跳光了。後

續就找來綜合研究所、系統規劃處、供電

處、調度處等等熟悉保護協調的人員過來

研商，他們真的是幫上很大的忙，尤其塔

山電廠是整個臺灣離島電廠中第一個系統

化的電廠，就像上述提到，發電機組的油

路、水，空氣都是獨立的循環系統，當這

些系統條件全部達成機組才可以啟動，往

往都要花費將近一個小時才能讓機組從全

黑到完全運轉，不像早期離島發電廠只要

簡單的指令下去，不用十幾分鐘就能很快

運轉，所以說實際到塔山電廠任職後，體

會到不能用往例離島電廠的思維，來運轉

這座電廠。

台電生涯與災害為伍，洪松華談

每逢調任前後即遇災害的往事

洪松華卸任塔山發電廠廠長後，其台

電生涯持續在臺灣各地四處奔波，鳳山、

嘉義，甚至是馬祖，都有洪松華的足跡，

最終在民國105年就任台東區營業處處長，

並於民國 107年 8月正式退休，經歷近 40

年精妙絕倫的台電故事。這之間讓洪松華

感觸良多的莫過於每逢調任新職務前後，

就會碰上歷史性的災害發生：「我本來是

要在民國 88年 9月底左右到金門報到，結

果沒想到發生 921地震，然後幾天之後的

10月 9日，金門又被丹恩颱風侵襲，那時

候整個金門地區受災情況都很慘烈，道路

兩邊的木麻黃樹倒成一片，島上交通中斷，

我們的配電線也被扯，斷得七零八落，那

時候為了加速搶修還借調了臺灣本島很多

區營業處的外線班過去支援，調動的人力

也不亞於臺東尼伯特風災的人力，整個公

司因為921地震跟金門風災上下一片忙碌，

所以我後來延了一個多月才到金門報到；

民國 92年我調回鳳山區營業處，又很巧，

那時候臺灣發生 SARS疫情；民國 98年

我在鳳山區營業處時遭逢八八水災，甲仙

鄉小林村、那瑪夏、桃源等山區被土石流

灌注，地貌、村民、建設被摧殘殆盡，直

到我民國 100年到嘉義區營業處接電務副

▲ 台電公司夏興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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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區處管轄的山區配電線都還在進行

復舊工程；民國 105年從馬祖區營業處調

回台東區營業處，才剛調任 1個多月，就

又碰到臺東史上最嚴重的尼伯特風災，所

以我常常都說我這一生跑過的地方，都巧

遇到一些很大的自然災害，基於我們的職

業本質又跟災害搶修密不可分，所以回憶

起來真的讓人印象深刻。」

戰地政務造就出截然有異於本島

的金門特色

回憶起與金門結下的因緣，早在民國

65年 8月至 67年 5月，洪松華就到金門

服兵役直到退伍，當時洪松華的駐防地點

前後住過金門下莊、下垢垵與山前等營區，

這次再度重返金門，可謂再續前緣。談到

金門當地的民情特色，洪松華回想起與當

地台電同仁聚會話家常時，瞭解到許多有

趣故事：「剛剛提到的木麻黃，金門的老

前輩跟我說過，那些木麻黃很多都是國軍

門駐守時種植的，而且當地一般公務員跟

學生都要去認養栽種，所以早期看到學生

都會有固定時間集體去幫木麻黃澆水。然

後說到金門，印象最深的就是道路兩旁都

是木麻黃，早年因兩岸關係緊張，海邊為

了怕水鬼摸哨，都種瓊麻，營區碉堡旁邊

大多栽種九重葛，這三種樹種就是金門軍

管時代最代表性的植物！這些都是你要從

老前輩耳中才能聽聞，否則現在一般年輕

人很少會知道金門種這些植物的目的。」

因應 80年代以前的戰地政務時期，大

量國軍官兵進駐，兩岸之間氣氛詭譎，甚

至要來往金門與本島人員都要嚴格管制，

促使金門不論是民俗風情，抑或是建築風

格、自然景觀，都跟相距遙遠的臺灣本島

有著截然不同的風貌，這些都是出身於臺

灣本島的洪松華踏上金門，才得以體會到

的金門特色。

▲ 塔山發電廠卸油碼頭，是洪松華身為台電業務系統到任塔山發電廠後，大為驚奇的電廠設施。（塔山發電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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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山發電廠，是金門邁入大電力時代的重要里程碑。（塔山發電廠提供）。

結語，最艱困的試運轉任務完

成！

透過這段採訪，洪松華回想起當年塔

山發電廠營運初期發生的各種疑難雜症，

仍舊歷歷在目：那時候運轉情形也不諱言，

系統不穩定曾經全黑過幾次，講實在話，

那時幾乎天天忙電廠運轉都焦頭爛額，真

的是每天都非常非常的累，很多專業不是

我們業務系統能夠處裡的；而且民國 90年

1月小三通開通以後，塔山電廠就更顯重

要了，常常有些臺灣本島政府官員過來金

門視察，一定會安排一站到我們塔山電廠

參觀，像是前副總統呂秀蓮、前行政院長

張俊雄，還有前經濟部長林信義，他們都

來塔山視察過，你可以想像塔山電廠在政

府眼裡有多重要，還好總公司有相關專業

人員過來協助，我當時真的感受到我們台

電在各方面的人才專業能力很精實，後來

總管理處決定把塔山發電廠移交給有足夠

專業人力的發電處管理，我也覺得是非常

正確的決定！ 

民國 92年塔山發電廠第二期四部機陸

續加入大金門電力系統，洪松華廠長完成

試運轉階段性任務，回到臺灣本島的鳳山

區營業處任職，將塔山發電廠的聖火，以

最旺盛的狀態持續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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