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110年10月30日凌晨4點，臺澎海纜正式加入運轉，歷時6年規

劃，10年建造，連接臺灣與澎湖兩端電網系統的成功連線，也象徵

澎湖綠能發電的時代來臨。

自民國94年台電公司完成「臺灣澎湖間海底電纜供電可行性初步研

討報告」後，即開始臺灣與澎湖間海纜的工程。花費了16年的時

間，以58.8公里的海纜跨越臺澎間臺灣海峽的急流，連接9.1公里的

陸纜，最後不負使命達成全線長度共約67.9公里的臺澎海陸纜。

臺澎海纜於民國110年10月22日晚間進行168小時的系統加壓，10月29

日順利完成加壓測試。10月30日(六)凌晨4點臺灣系統和澎湖系統正

式合聯，併入系統正式運轉，開啟臺灣本島與澎湖兩地電力系統合

聯運轉的里程碑，而臺澎海纜同時也是臺灣第一條跨越本島與離島

的特高壓海底電纜。

能源轉型緣起 臺澎海纜的初
衷

隨著全球暖化的腳步加速到來，為減

緩溫室氣體排放對全球氣候造成的影響，

西元 1992年聯合國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臺灣除了原本就屬於海島型

國家，較易受全球氣候變遷之衝擊影響外，

亦負身為地球村的一員有維護地球環境之

責任，因此臺灣於民國 104年 7月立法完

成《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訂定溫

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並追求國家永續發

展。

而為配合政府政策，台電公司開始投

入綠能產業，除了因應未來綠電大量生產

後之併網需求，也為能源轉型政策奠定基

礎。民國 110年台電公司通過綠能第一期

計畫，訂於 112年期開發總裝置容量 131

千瓩 (MW)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含太陽

光電、陸域風電及地熱發電等能源類型。

對澎湖來說，不論是觀光服務或漁

民國 110 年 10 月 30 日凌晨 4 點，臺澎海纜正式加入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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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劍
臺澎海纜成就綠色未來

文、圖／台電公司嘉南供電區營運處運轉組



劃第一條海纜時，不僅不斷提升自我專業

知能，同時運用創新思維，不斷的協調磨

合測試，同心同力群策群力一步步解決困

難後，終於完成了海纜的規劃。  

遭遇卡關危機 施工策略的靈
活運用

然而即使海纜工程已經做了完善的規

劃，在施工時仍然面臨不少危機。在工程

上，澎湖冬季有強勁的東北季風，伴隨嚴

苛的海流，使海纜於冬季時無法進行施工，

台電公司與施工單位協調施工方式，調整

於在水流較穩定的時節作業。

竣工檢查 系統運轉的前哨站

臺澎海纜工程在克服重重困難後終於

完工，完工後系統的測試及檢查，可以說

是正式運轉的大體檢，系統的運轉測試及

維持，由台電嘉南供電區營運處負責，而

在正式運轉前，針對輸變電設備把關，找

出缺失積極改善。

在竣工檢查的過程中，發現澎湖為海

島地區，海風挾帶鹽分侵蝕設備，易造成

鏽蝕現象，在與廠商協調精進防範措施後，

即立刻將材質更換為不鏽鋼或改採用船舶

底漆加強。

另外相關變電設備於民國 103年便設

置於澎湖一次變電所，靜待海纜通電後加

入系統，在往後的送電測試中，為了確保

操控安全，並加快完成合聯，澎湖一次變

電所於民國 109年增加合聯遠端操控，可

由新營區域調度中心 (ADCC)遙控啟動使

業活動，凜冽的東北季風一直是在地經濟

活動的阻礙，東北季風不僅使當地漁民必

須面對嚴峻的海象，也大幅減少觀光客冬

季到訪的意願，而在這樣的不利情況下，

台電公司逆向思考看到了改變的機會，一

直以來被視為澎湖經濟發展阻礙的東北季

風，意外成為風力發電開發的試驗場所。

其實早在民國 89至 94年間，台灣電

力公司就已經成功地在白沙鄉中屯村陸續

商轉八部風機（每部容量裝置 600瓩），

而這項電業的變革，也為苦於凜冽東北季

風困擾的澎湖，翻轉操作利用風力發電，

為綠能開發帶來一線曙光。再生能源的開

發使澎湖漸漸成為綠能低碳島，而台電公

司在低碳島政策中扮演舵手的重要角色的

同時，並積極地興建臺灣與澎湖間的海纜。

臺灣與澎湖間的海纜不僅可使臺灣將

電力輸送至澎湖，減少尖山發電廠的壓力；

同時也能將澎湖再生能源所產生的電力經

由海纜輸送至臺灣，臺澎電網的形成，象

徵綠能世代的來臨。

兩島一線 海纜的設計與規劃

臺澎海纜成為臺灣與澎湖電網系統連

結的關鍵纜線，這條纜線從民國 94年開始

設計與規劃，其中線路工程經台電輸變電

工程處細部評估後，考量既有海纜遭遇障

礙物分布、海底地形地質、水深、潮流及

氣象等條件，規劃自雲林台子村海岸向西

南西方向沿外傘頂洲北側、經澎湖水道繞

過「香爐嶼保護區」及人工漁礁後，最後

連接至澎湖尖山發電廠的鄰近海岸。

其中海域部分採用單芯交連聚乙烯絕

緣電纜 (XLPE)630mm2，分為南北兩路

徑，長度約為 58.8 公里。臺灣側海纜上岸

點以 XLPE 2000mm2陸纜引接至北港 #37

號鐵塔，距離約為 8.8 公里，澎湖上岸點

至澎湖一次變電所則尚有約 0.3 公里之陸

纜，全線長度共約 67.9 公里。在電纜線路

方面，導體絕緣量測、外被覆絕緣導體量

測、滲水試驗、對相試驗及接地系統等試

驗相對重要，另外臺灣 ~澎湖 16萬 1仟

伏特海纜線路設計、製造及安裝統包採購

工程，則是臺灣首次辦理的特高壓海纜線

路系統，而海纜的監視系統警報點的設置，

對台電公司來說更是一項新的挑戰。

台電嘉南供電區營運處會同輸變電工

程處經過數次討論會議，研討出一套介接

海纜監視系統，挑選出 15點的數位點 (DI，

Digital Input)及 8點類比點 (AI，Analogy 

Input)作為重要監視點，並協調相關部門

及中區處人員，做離線測試 (Off-line Test)

及線上測試 (On-line Test)。嘉南供電區營

運處分別於民國 110年 9月 23日及 10月

13日，在澎湖一次變電所控制室及台子村

機房完成測試任務。台電公司在設計與規

台電嘉南供電區營運處電纜組會同中區施工處辦理點交。 海纜修復之海事工程工作前的工具箱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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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建立啟動備援機制，並且每年均另

外安排時間檢查，確保系統正常運作。

海纜設備位處臺灣及澎湖兩端，澎湖

一次變電所運維人員除須執行例行性的維

護工作外，頻繁來往臺灣及澎湖兩端相關

設備之竣工檢查，更是不在話下，離島交

通來往及人員的協調溝通，辛苦之處備為

艱辛。

而臺灣端的海纜設備則位於雲林縣台

子村，設置貨櫃機房 (包含海纜監視系統 )，

及上岸人孔內海陸纜等，相關機電附屬設

備；澎湖端亦有設置海邊上岸人孔等，相

關機電附屬設備，及澎湖一次變電所內部

三套海纜監視系統主機 (包括外傷偵測、

溫度偵測及故障定位 )，因該設備為台電

公司首次設置之特殊設備，人員亦無相關

維護經驗，故此，台電公司於澎湖地區成

立澎湖一次變電所，並在三年內不斷的歷

練學習，提升運轉維護人員的穩定性，最

終，運轉維護人員由初次接觸設備的不熟

悉感，磨練出能夠獨立檢查系統、找出問

題的能力。

網外變網內 四端連線盯場臺
澎系統合聯 

臺灣與澎湖電網系統為兩個獨立系

統，為使臺灣與澎湖兩系統能夠順利合聯，

並降低異頻合聯造成尖山電廠發電機組衝

擊，台電公司於澎湖一次變電所建置自動

合聯設備應用於電網合聯，此一自動合

聯設備也是台電公司首次嘗試，此一創新

電力技術系統，不僅可降低人工手動操作

可能發生的人為失誤，造成設備損傷和發

電機組跳脫，同時也開啟了變電所建置能

自動同步合聯設備應用於電網合聯的新技

術。

在經過不斷的事前沙盤推演後，台電

公司評估凌晨 4點為臺灣與澎湖地區負載

電力最穩定時段，此時間操作合聯對澎湖

供電影響最低，且若發生問題亦有餘裕時

間可緊急進行復電操作，故此合聯作業於

民國 110年 10月 30凌晨 3時，便開始著

手進行合聯的前置工作。為完成國家建設

重要任務，供電處石吉亮處長、蘇啟昌副

處長及嘉南供電區營運處劉國才處長、鄭

凱中副處長、賴國英主任持守嚴謹態度不

敢鬆懈，合聯前夕就進駐新營調度中心督

導，以期工程的最後一哩路能順利完成。

最後透過視訊連線高雄中央調度中

心、新營區域調度中心、澎湖一次變電所

及尖山發電廠四端，讓特地前來的主管利

用視訊系統連線「盯場」，隨時注意兩端

系統合聯過程中的變化，在合聯的過程中，

所有單位都緊盯每一個數值並確認符合相

關標準，確保設備安全無虞可加入系統，

歷經 1個多小時的試驗，終於在凌晨 4點

時順利完成合聯，成功連結臺灣與澎湖兩

端電網，「臺澎電網」的成形，讓澎湖電

網從「網外變網內」，也開創臺灣電網發

展歷史新猷。

著重運轉、維護迎接綠能發電

的新紀元

臺澎海纜成功合聯運轉後，緊接而來

的重點就是臺澎海纜系統的運轉與維護，

嘉南供電區營運處承接臺澎海纜運轉與維

護的使命，不管是機器設備的維護或是系

統操作的訓練，甚至於對系統的弱點再發

現等等，都需要不斷精進與調整，才能找

到最佳運作模式，完成台電公司成為卓越

與永續發展的企業使命。

隨著臺澎海纜正式加入系統，臺澎之

間系統合聯，表示臺澎間具備雙向輸送電

力的能力。臺灣可輸送電力至澎湖，減少

澎湖使用燃油的高成本發電，降低碳排放

量，同時也可以在澎湖擁有充沛的風能及

太陽能時，將電力回輸臺灣共享。台電公

司配合國家能源政策積極發展再生能源，

臺灣與澎湖間的海纜已經不單單只是一條

纜線，更是乘載著澎湖「低碳島」願景，

開啟綠能發電新紀元的希望纜線。

臺灣及澎湖兩端均設有海纜相關機電附屬設備，可偵測海纜

外傷、溫度及故障定位。

台電公司王振勇副總 (左 3)及尖山發電廠歐致誠廠長 ( 右 3) 
帶領同仁於尖山發電廠慶祝合聯成功。

利用四端視訊進行會議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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