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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跡築蹟

文、圖／鄧宗文

探訪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
與三民一次配電變電所

隱沒在港都城市中的電業史蹟

當人們沿著愛河緩緩地走向上游源

頭，行經臺鐵縱貫線地下道之前，右手邊

能夠瞥見一座不起眼的變電所。來往的過

客，一心只想儘快到達目的地，殊不知他

們不入眼的變電所竟是早期高雄市重要的

電業歷史痕跡。

這座變電所稱為三民一次配電變電

所，是台灣電力公司高屏供電區營運處轄

下眾多變電所的其中一座，雖渺小且不起

眼，但三民一次配電變電所就如小齒輪般

賣力轉動，不僅為龐大的高雄市區都市系

統持續供應穩定且充裕的電力，而這座變

電所經歷的一段電業歷史，更值得被人懷

念。

三民一次配電變電所的前身是高雄火

力發電廠，該廠可說是高雄地區最早的大

型火力發電廠，比起大林、南部，以及興

達等發電廠，早了將近一甲子的時間問世

啟動，上述三座發電廠承先啟後的關係及

歷史可追溯回臺灣日治時期。

高雄第二火力發電所的誕生

高雄火力發電廠在日治時期最初的名

稱是高雄第二火力發電所，又或者因鄰近

三塊厝的關係，而俗稱為三塊厝發電所，

從它的名稱「高雄第二」便可以窺知，在

它之前，就已有高雄第一（預備）火力發

電所的存在，高雄第一火力發電所主要功

能是如果水力發電廠受制於枯水期發電量

不足時，作為重要備援電廠。

同一時期山區的高屏溪流域上，擁有

高雄港之母稱號的土壠灣及竹子門兩座水

力發電廠正運轉發電中。水力發電廠是利

用天然的水力進行電能生產，也因此受限

於水量的多寡產生相對應的電力，正因為

這樣的先天性不足，以及高雄第一火力發

電所單薄的備援能力下，催生出了高雄第

二火力發電所的計畫。

民國 11年 3月，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開

始籌備高雄第二火力發電所工程，臺灣電

力計畫在發電廠內安裝一部 1,000KW的燃

煤火力發電機組，施工費用預估耗資 50萬

日圓，同月臺灣電力迅速將發電廠興建計

畫送交臺灣總督府審查。十萬火急的臺灣

電力株式會社，還未等到總督府的回函，

就立即進廠施工。直到 11月 29日終獲得

總督府首肯，卻發現臺灣電力早就在施工，

因此勒令停工後，延至 12月 7日才又重新

開始動工。

民國 12年 4月 3日高雄第二火力發

電所內安裝的燃煤發電機組首次點火成

功。4月 28日完成發電所工程，報請竣工

並進入試運轉階段。6月 20日完成各項試

運轉項目後取得總督府運轉之許可開始商

轉發電。

▲ 南部發電廠成立於民國 44年 10月，所在地緊鄰高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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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負載連年攀升，發電機組一

再擴增，成為當時全臺最大的發

電所

早於民國 8年臺灣電力便已野心勃勃

的進行日月潭水力發電工事，這項水力發

電工程，計畫興建當時亞洲最大的水力發

電廠，如順利完工，將可取代臺灣西部各

地許多小型發電廠，成為臺灣最重要的電

力核心。而實際開始進行工程後，卻不如

理想般迅速且順利，時走時停的工程進度

讓日月潭水力發電工事一再延宕，但全臺

用電需求高無法等待發電廠一間一間順利

的完工商轉，面臨供電吃緊壓力之下，臺

灣電力於民國 16年 2月 17日第二度決定

在高雄第二火力發電所增加一部容量高達

2,000KW的燃煤火力發電機組，足足是一

號機的一倍之多。

同年 4 月 26 日二號機開始進廠施工，

臺灣電力共投資了 98.2萬日圓來進行二號

機的施工，12月 21日經過試運轉後狀況

良好的二號機開始投入商轉發電。

大容量的二號機完工後，南部地區的

用電負載仍步步攀升，眼見旗下發電機組

快無法招架強烈的電力需求，民國 19年 2

月 15日又立刻計畫耗資 116萬日圓增加第

三部燃煤發電機組。民國 19年 5月 30日

第三部裝置容量高達 10,000KW的燃煤發

電機組開始動工安裝，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在民國 20年 1月 31日安裝完成，隨

即點火進行試運轉工作。民國 20年 2月

14日獲得總督府運轉許可後，第三部機組

也開始投入商轉行列，這部在當時可說是

前無古人的超大型火力發電機組，也促使

高雄第二發電所晉升成為臺灣最大的發電

廠。1933年高雄第二火力發電所再利用廠

區內空閒的土地增設一座配電變電所，使

其成為具有發電、變電等功能五臟俱全的

全能發電廠。

民國 30年 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起初大日本帝國軍，勢如破竹地擴大自己

的占領圈，戰爭中後期幾場關鍵性戰役的

挫敗之下，軍心及戰鬥力遞減，日本軍節

節敗退，國內物資逐漸開始匱乏，也導致

臺灣各地的水火力發電廠在零件損壞或機

組達到運轉時效上限需進行歲修時，卻沒

有足夠的資源來修復發電機，高雄第二火

力發電所也同樣無法逃過此命運，因廠內

機械老化嚴重，臺灣電力無力修復的情況

下，直到戰爭末期，總容量達 13,000KW

的火力發電廠，至多只能供應 8,000KW的

電力。

戰後新興電廠相繼成立，高火地

位受到衝擊

民國 34年臺灣戰後，台灣電力公司成

立，各地的水火力發電廠相繼由台電接手

營運。高雄第二火力發電所也順勢進入台

電體系中繼續營運，後續又經過多次改隸

易名而稱為高雄發電廠。隨著臺灣社會趨

於穩定，經濟發展逐漸起飛，高雄發電廠

的電力負擔越來越沉重，因此到了民國 44

年配合臺灣省政府的經濟建設開發電源計

畫，南部發電廠正式誕生，廠區座落在前

鎮高雄港岸邊，相較於日治時期運轉至今

已顯衰老的老大哥—高雄發電廠，總容量

是它近 23倍的南部發電廠與嶄新的發電機

▲ 三民一次配電變電所。

▲ 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行政大樓外觀，高雄發電廠裁撤後一分為
二，一半成為三民一次配電變電所，另一半就成了照片中的電

力修護處南部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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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竄升穩坐南部電力系統的龍頭位置。最

終高雄發電廠甚至併入到南部發電廠體系

中，改稱為南部發電廠高雄分廠。

自南部發電廠完工商轉後，位在小港

大林蒲的大林發電廠也相繼投入運轉，高

雄發電廠的地位更加危急。直到民國 65年

仍無法躲過注定的命運而遭裁撤，劃下長

達 53年的電業史句點。

宣揚台電精實電機運轉能力的典

範電廠

民國 44年越南共和國成立，首任總

統吳廷琰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主張反共立

場，從而與相同立場的中華民國維持較為

緊密的關係，這段期間中越雙方相互舉辦

過多次中越經濟合作發展會議，吳廷琰本

人與越南共和國使節團，也曾透過雙方密

切的合作關係多次參訪高雄發電廠。

民國 49年 1月 17日就由時任副總統

陳誠陪同吳廷琰總統拜訪高雄發電廠。民

國 54年 10月 18日第三屆中越經濟合作

發展會議，越南代表同樣在我方時任經合

會技術合作處處長曹嶽維的帶領下再度造

訪高雄發電廠。可想而知早期中華民國與

南越之間雙方合作關係密切時，高雄發電

廠堪稱是當時臺灣重要的電力樞紐之一，

更可作為向國外宣揚台灣電力公司紮實技

術力的典範電廠。

臺灣電力系統第一座一次配電變

電所的誕生

高雄發電廠除役被拆除後所留下的土

地，由台電公司首次引進了直接將 161KV

高壓電不經由二次 69KV降壓至 11.4或

22.8KV配電電壓供電，而是直接將 161KV

高壓電降壓至 11.4或 22.8KV電壓供電的

一次配電變電所。這種類型的變電所具有

一次變電所與二次變電所的變壓功能，也

是臺灣首次採用這樣的輸變電系統。民國

67年 6月 28日臺灣第一座一次配電變電

所完工啟用，並命名為三民一次配電變電

所，營運至今。

結語

裁撤後的高雄發電廠並不是被荒煙蔓

草湮沒，任其自生自滅，台電公司賦予這

塊土地全新的電業故事，將高雄發電廠所

留下，幅員廣闊的土地資產一分為二，一

半轉型成為了今日所見的三民一次配電變

電所；另一部分則成為了電力修護處南部

分處的行政中心，兩相繼承了高雄發電廠

的台電精神，持續為臺灣帶來穩定且優質

的電力，持續記錄著這塊土地的電業歷史。
▲ 台灣電力公司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黑底金字門牌。 ▲ 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大門，為台灣電力公司於南部

地區重要的機電設備修護中心。

▼ 三民一次配電變電所開關場區及配電變壓器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