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澎海纜的合聯，是台電公司近 20 年來的重大輸變電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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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臺澎海纜之手

文／編輯部     圖／台電公司中區施工處

台電公司輸變電工程處
中區施工處



用電纜串接臺灣與澎湖

澎湖是距離臺灣最近的離島縣，擁有

豐沛的自然資源及地質景觀。冬季強勁的

東北季風，讓澎湖成為全臺灣第一個擁有

風力發電機的縣市，從七美，到中屯一期、

中屯二期。然而，澎湖的電力並非全由風

力機組的發電供給，而是透過尖山發電廠

以燃油發電機組供電。燃油發電的成本高

昂，成為了台電公司想要積極調整的計畫，

希望將澎湖併入臺灣電力網絡之中。另一

方面，澎湖地區有計畫的進行風力機組的

設置，朝向澎湖低碳島的目標邁進，更提

高臺澎海纜的需求。

民國 94年，臺澎海纜完成初步可行性

報告，民國 97年完成環境評估，民國 100

完成工程發包，台電公司輸變電工程處中

區施工處，是負責工程的專責團隊，面對

公司交付的責任，深知在過程中，必定要

克服許多考驗，更有多面向的利害相關者，

需要耐心、理性的溝通協調。最直接需要

甚麼樣的距離，需要花費16年的時間才能走完？甚麼樣的工作，是挨家挨戶去拜訪討罵？

又是甚麼樣的工程，為了讓居民安心而不斷溝通說明？這，是臺澎海纜建造的歷程縮影，

也是臺灣輸變電線路網的重大里程碑。臺澎海纜的連接，從此臺灣、澎湖電力供輸成為網

內一家，這一路走來相當艱辛，遭遇的反對及困難沒有間斷過，台電公司如何用理性、相

互尊重的態度，持續溝通牽起這條線路？故事，從近期最夯關鍵字「綠色能源」說起。

傾聽及面對的，就是地方民眾的聲音，而

這一點，中區施工處早在工程進行前就已

著手規劃。

第四工務段檢驗員賴柏良進到台電的

第一份工作，就是每天一早跟著當時的主

管來到雲林台子村漁港邊，挨家挨戶的拜

訪當地的漁民，向他們溝通臺澎海纜工程

的施工規劃，不論是在地養蚵的人家，近

海遠洋捕魚的漁家，在地生活的民眾，看

到他們是台電的人，立刻就是一陣抱怨與

謾罵，甚至吃上閉門羹也是家常便飯。為

了拉起溝通的管道，他以自身的釣魚經驗

為話題，竟開啟了部分居民心裡的那一道

鎖。

「大家擔心的，還是他們賴以生存的

海洋生態，沒有保護好這裡的環境，不要

說施工期間，對這靠海吃飯的居民來說，

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

海纜布線工程，需要先行對施工區

域進行地質調查，事前掃海，以及施工海

民國94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7年民國100年 民國105年 民國109年民國97年 民國104年 民國108年民國102年 民國106年 民國110年

可
行
性
初
步
研
討
報
告

工
程
事
紀

年
度

路
線
劃
定
許
可

第
6
條
海
續
佈
放

臺
灣
端
近
岸
沙
洲
浚
挖

通
過
環
評

第
1
條
海
纜
佈
放

第
6
條
海
纜
登
陸
臺
灣

海
續
統
包
採
購
案
決
標

第
2
、
3
條
海
纜
佈
放

海
續
完
成
交
流
耐
壓
試
驗

第
1
條
海
纜
運
抵
臺
灣

第
4
、
5
條
海
纜
佈
放

臺
灣
端
穿
越
海
堤
推
管

臺
澎
海
纜
合
聯
完
成

臺灣 ~澎湖 161kV海底電纜工程事紀
11



域的淨空，都必須先取得合法施工權利。

如此一來，原本在這片海域進行海事作業

的漁民不得進入捕魚，沿岸的蚵農也無法

養殖蚵苗，對於生計的影響甚鉅，他們是

反對海纜工程的最大族群。況且，把那麼

大的一條海纜放入海中，有沒有電磁波、

對海洋生態有沒有影響？工程執行完畢之

後是他們是否還能回到這片海洋捕魚？漁

民、蚵農們，懷著深深的疑慮，內心相當

抗拒。

台電公司了解漁民們的擔憂，除了向

漁業署申請停止海纜施工範圍之專用漁業

權外，並給予合理補償。漁民、蚵農的生

計得到保障，確實感受到台電有誠意的溝

通，並願意協助解決民眾的困擾，於是反

對、抗議的聲量越來越小，海域工程才得

以開工。

回想起那段每天被抗議的日子，檢驗

員莊佳隆說：「那時每天進到工地，都不

知道今天是否有陳情抗議的民眾，他們來

了，當天的工作又沒有進度，現場工作人

員同時要面對無法進行工程及群眾抗議，

每天出門工作都是煎熬。」。

好不容易獲得進場施工權利，還需面

臨天氣因素的考驗。首先，臺灣冬季有著

強勁的東北季風，船隻作業往往避開此一

階段。工期大約集中於清明到中秋這段暖

和炎熱的季節。每一段海纜，在深海布線

的時間大約需要 3個星期左右，施工團隊

必須掌握每段「可能的好天氣」，搶在惡

劣天氣來臨之前，儘速完成海纜的放置。

太平洋海面在暖洋時期常有颱風成形，常

常是既快速又強烈，每次船隻出海進行作

業，都是一場與氣候的搏鬥，團隊同仁回

想起某次在海上鋪設海底纜線時，工程進

度大約到一半，卻發現天氣瞬間轉變，風

大浪大造成船身劇烈晃動，團隊同仁首先

加強機械、工具等器材的固定，並視風浪

情況決定是否收回海纜準備靠岸。所幸風

浪終於平息，船上作業人員的驚嚇與擔憂，

海底纜線的下放過程。 監視螢幕中海底纜線的明管放置於海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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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得以紓解。

離岸作業的生活包含許多不便，例如

食物、生活空間的限制，這些都必須靠自

我調適去排解。最讓同仁頭痛的，是要在

網路訊號不穩的海中央，站到船上的最高

點高舉手機尋找微弱的 2G訊號，把當日

的工程進度回報給臺灣的主管。同仁更自

我解嘲的說：「每天例行性的拜天公後，

才能安穩的休息！除了和天氣、時間賽跑，

沒想還要追逐著手機訊號而生。」。

愛護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生物，是台

電在海域工程施作同時的重點。在選定施

工地點之前，特地選擇避開海底沈船遺跡，

並利用最環保的噴砂工法，將海纜直接放

置海底，用海砂掩埋。如於岩石礁的海底，

就直接投入，讓安裝好保護管的海纜放置

海底，融入海洋環境之中。而漁民們最擔

心海纜是否會產生電磁波影響海底生物，

電纜外有著三層絕緣體的層層保護，以及

24小時監控，這條海纜橫躺在海底，就如

沒入海底的沉船般，靜靜的與環境合而為

一。

陸上工程最後一哩路

長達 58.8公里的海纜鋪設終於在民國

108年登陸臺灣，在預計的 4年當中如期

完成。纜線鋪設回到陸地作業，臺灣端陸

纜工程長達 8.8公里，原以為回到台電同

仁熟悉的陸上施作，能夠提前並順利完工，

但最後一哩的電纜鋪設 (約 1.1公里 )，因

需穿越口湖市區較為中心的中正路、文明

路路段，該地區因地質軟弱、水位高、道

路狹小、鄰房密集且老舊，又有既成道路

私地未徵收問題，致施工期間屢遭居民抗

爭，連設計規劃階段進行試挖都遭遇民眾

抗爭。

為了讓臺澎海纜能夠順利完工，台電

同仁持續與民眾溝通，拜會鄉長、各村長

及鄉民代表，以尋求支持，亦配合地方要

求陸續召開多次施工說明會，以化解地方

民眾疑慮，並展現陸纜工程推動的決心。

幾經溝通協調，了解民眾對於陸域管路施

工明挖工法的開挖、震動，恐導致施工區

域土質鬆軟等諸多顧慮。尤以管線鋪設沿

途經過的地區，也多有磚造的舊式房屋，

居民擔心明挖工法的開挖容易導致房屋龜

裂等毀損狀況，也擔心管路的鋪設會帶來

更強的電磁波，影響附近居民的身體健康。

布纜船在深海處放置海纜。

13



當第一線同仁與相關意見領袖多次溝

通協調卻無法得到共識，將相關情況回報

後，時任楊偉甫董事長首先協助與地方政

府溝通、取得共識，並多次親自下鄉，直

接面對現場第一線的民眾。無論是聆聽意

見，或是面對抗爭活動，台電公司從首長

到第一線同仁無不上下一心，團隊合作。

最後，考量雙方最大利益之下，終

於取得以難度較高之免開挖推進工法來施

作，雖增加成本與工期，但相對於傳統明

挖工法敲打開挖的區域較少，大幅降低鄰

近居民之疑慮。此外，考量口湖地區因鄰

近海岸，也同時規劃將市區配電線路下地，

除美化市容更有利於後續修復工作，也在

此次工程中一併完成。台電公司展現最大

誠意，終於獲得地方政府、鄰近居民的同

意與理解，成功取得道路挖掘許可證。

免開挖工法 提升居民安全感

口湖市區路段之電纜管路工程除電纜

接續人孔及少部分銜接管路必須採明挖以

外，其餘主要管路 ( 約 900 公尺 ) 均採更

高規格之免開挖推進工法，即無需於路面

臺澎海纜上岸後的最後一哩陸管鋪設，在歷經多次與民眾的溝通後，採用推管方式施作，降低道路的開挖，避免造成鄰損。

臺澎海纜的連結，完成臺灣邁入低碳島的最後一塊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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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全線開挖之工法，近年市區汙水幹管

等管線工程已大量廣泛採用，中正路及文

明路依施工需求規劃為三個路段 (A、B、C

段 )，分別採小管推進工法 (A、B段 )及水

平導向鑽掘 (HDD)工法 (C段 )，其中文明

路 A段曲線推進工法長度達 394公尺，亦

是國內電力管線首次採上下雙管曲線推進

案例，除在施工法上採用高難度免開挖技

術外，於推管施工期間亦透過施工範圍沿

線布設大量沉陷釘、傾度盤、推管機頭陀

螺儀等設施，定期進行監測及收集量測數

據，結果均在監測警戒值及設計需求內，

符合施工規範規定，也藉此消除地方民眾

對於施工安全之疑慮。

且為減少地方居民對於施工安全疑

慮，陸域電纜接續人孔、管路及推管工作

井採明挖部分均提高施工等級，除於底部

先進行全面高規格之地盤改良，以強化軟

弱地質，有效避免路面或鄰房沉陷問題，

並於開挖設施亦採用成本極高之低震動靜

壓式擋土鋼板樁，以降低施工噪音振動，

經監測結果，施工期間並無發生嚴重鄰損

或路面下陷問題，也獲得良好施工效果。

另因鄰房密集，為解除民眾對於電磁場疑

慮，也採個案考量，配合地方要求於明挖

管路上方再加鋪鋁板，以降低電磁場。

貼心的調整施工工法，為的就是推動

綠色能源的健全化，以及臺澎電網的串連，

臺澎海纜的最後一哩路，儘管走得艱辛，

卻也在民眾的理解下順利完成。

台電中區施工處在施工的前後 16年期

間，歷經千辛萬苦，合作無間的他們，在

最艱辛的時刻，在古璧松處長的帶領之下，

展現最高的團隊士氣、最專業的施工技術、

最有耐心的溝通協調，終於完成台電史無

前例，對臺灣來說也是相當重大的跨海工

程，臺澎海纜更是臺灣電業史上非常重要

的里程碑，能克服相關困難並順利完成它，

應該是到目前參與工程中最有成就感的項

目了。而它的意義不只是當下雙向電力傳

輸，更是新的未來，臺灣邁向低碳島的最

後一塊拼圖。

台電中區施工處在古璧松處長 ( 中 ) 的領導下，團結一心，完成臺澎海纜鋪設的艱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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