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稱：汽電共生系統實施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04 月 20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能源管理法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汽電共生系統，指設置汽電共生設備，利用燃料或處理廢棄物

同時產生有效熱能及電能之系統。

 

第 3 條

汽電共生有效熱能比率與總熱效率定義如下：

一、有效熱能比率＝有效熱能產出／ (有效熱能產出＋有效電能產出)

二、總熱效率＝ (有效熱能產出＋有效電能產出) ／燃料熱值

 

第 4 條

本辦法所稱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辦法應執行事項，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辦理

。

 

 

   第 二 章 有效熱能比率及總熱效率基準

 

第 5 條

汽電共生系統符合有效熱能比率不低於百分之二十及總熱效率不低於百分

之五十二之基準或為專業處理廢棄物，且經登記者，稱合格汽電共生系統

 (以下簡稱合格系統) 。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自用發電設備工作許可證之

汽電共生系統，其已登記或經依本辦法登記為合格系統者，適用原有效熱

能比率不低於百分之二十及總熱效率不低於百分之五十之基準。但該系統

擴增或更新機組辦理變更登記時，適用前項規定。

專業處理廢棄物之汽電共生系統不受前二項有關有效熱能比率及總熱效率

基準之限制。

 

第 6 條

能源用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合格系統登記或變更登記時，應填具登記申



請書 (格式如附件一) 及登記表 (格式如附件二) ，並檢附自用發電設備

登記證、汽電共生系統熱平衡圖及汽電共生系統熱平衡表。

合格系統設置原因消滅後，能源用戶應於原因消滅之日起一個月內填具廢

止申請書 (格式如附件三) 及檢還原登記表，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廢止登

記。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業經中央主管機關登記為合格系統者，適用本辦法之

規定，免重行辦理登記。

 

 

   第 三 章 查驗方式

 

第 7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於受理合格系統登記申請、變更登記申請時或核准登記後

，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並得會同綜合電業實施系統查驗，能源用戶不得拒

絕；查驗時，查驗人員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及查驗公函，並依實際查驗情

形，填具經該能源用戶現場人員簽認之查驗結果報告。

 

第 8 條

合格系統之能源用戶應裝設必要之計量設備，記錄每日電能及熱能之生產

及使用等相關資料，並按月將月統計資料於次月二十日前，向中央主管機

關及綜合電業申報。

前項每日運轉紀錄至少應保留前十二個月資料供中央主管機關隨時查驗。

綜合電業認定合格系統有違反第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虞時，得檢具相關

事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查驗之。

 

第 9 條

合格系統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

者，得廢止其登記：

一、擅自變更系統用途者。

二、連續十二個月之平均有效熱能比率及總熱效率未達第五條規定者。

三、未定期申報資料或申報不實者。

四、停止運轉達一年以上者。

五、供電情況不穩定及不可靠者。

六、未依第七條或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接受中央主管機關查驗者。

七、違反法令經勒令停工者。

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者，自廢止生效日起一年內不得再行提出登記

申請。

 

 

   第 四 章 電能收購方式

 



第 10 條

能源用戶得請當地綜合電業收購其合格系統生產電能之餘電，及提供系統

維修或故障所需備用電力；當地綜合電業除有下列理由之一，並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拒絕：

一、能源用戶違反電業供電線路裝置規則或屋內線路裝置規則者。

二、能源用戶違反本辦法之併聯規範者。

 

第 11 條

綜合電業如發生電力系統事故或有安全顧慮時，合格系統應配合綜合電業

要求，暫停供應電能。

 

 

   第 五 章 收購餘電費率

 

第 12 條

合格系統所生產之餘電由綜合電業收購之；其購電費率包括容量費率及能

量費率。

前項容量費率按綜合電業高壓電力三段式時間電價之基本電費計價；能量

費率之計價公式如下：

一、一般機組能量費率：

（一）半尖峰時段能量費率＝（時間電價－輸配電及銷管費用）× 一般機

      組調整因子。

（二）尖峰時段能量費率按半尖峰時段能量費率計價。

二、大型機組能量費率：

（一）半尖峰時段能量費率＝（時間電價－輸配電及銷管費用）× 大型機

      組調整因子。

（二）尖峰時段能量費率按半尖峰時段能量費率計價。

三、一般及大型機組之週六半尖峰、離峰時段能量費率＝時間電價－各時

    段之輸配電及銷管費用。

前項所稱大型機組，係指單機發電機組裝置容量達三十萬瓩以上者；一般

機組及大型機組調整因子，得考量備用容量率、合格系統總熱效率基準及

單機裝置容量相關因素檢討修正。

電力系統備用容量率實績值低於備用容量率目標值時，第二項第一款第二

目及第二款第二目之尖峰時段能量費率得由經濟部能源局依實際情形另行

檢討公告。

第一項購電費率，由經濟部能源局依職權或依綜合電業之申請公告之。

 

第 12-1 條

綜合電業得視供電成本，增購合格系統餘電，其能量費率按半尖峰時段能

量費率計價。

前項增購措施之啟動時機、適用對象、增購期間、計費方式及其他相關事



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12-2 條

綜合電業預期電源不足時，得緊急增購合格系統餘電，其能量費率以綜合

電業高壓及特高壓三段式時間電價（尖峰時段固定）尖峰時段流動電費為

計價上限。

前項緊急增購措施之啟動時機、適用對象、增購期間、增購費率、計費方

式及其他相關事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緊急增購當日之合格系統之有效熱能產出、有效電能產出及燃料熱

值不納入有效熱能比率及總熱效率之計算。

 

第 13 條

綜合電業收購合格系統餘電之購電電費以下列公式計算：

一、尖峰時段未提供保證容量者之每月購電電費（元）＝能量費率（元／

    度）× 每月購電量（度）。

二、尖峰時段可提供保證容量者之每月購電電費（元）＝容量費率（元／

    瓩）× 保證可靠容量（瓩）＋能量費率（元／度）× 每月購電量（度

    ）－未達保證時段之扣減數（元）。

前項第二款尖峰時段可提供保證容量之合格系統，除可歸責綜合電業之原

因外，如在保證發電時段未達保證容量者，其計算扣減數之公式為，未達

保證時段之扣減數（元）＝容量費率（元／瓩）×（ 保證可靠容量－當月

保證發電時段合格系統每日平均售予綜合電業之最低容量）（瓩）。

第一項第二款可提供保證容量者，其保證容量以合格系統裝置容量半數為

限。但專業處理廢棄物之合格系統，不在此限。

 

第 14 條

（刪除）

 

 

   第 六 章 購電及備用電力費率

 

第 15 條

合格系統之能源用戶其不足電力得向當地綜合電業申請經常用電；其購電

費率，以能源用戶經常用電適用電價計費。

 

第 16 條

合格系統之能源用戶向當地綜合電業申請之備用電力，得連接綜合電業經

常供電線路或另接綜合電業其他供電線路，以備其系統發電機組維修或故

障時，供電至由合格系統發電供給之全部或部分場所。

 

第 17 條



前條之備用電力電費以月計費，包括基本電費及流動電費。

前項基本電費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用電月份：

 (一) 合格系統之定期檢修，如經綜合電業同意安排於非夏月 (六月一日

      至九月三十日以外之時間) 期間進行者 (用戶檢修計畫應於檢修前

      三個月以書面通知綜合電業) ，按經常用電適用電價計算；定期檢

      修期間未滿一個月部分，概按日比例計算。

 (二) 前目以外用電，按經常用電適用電價另加百分之十五計算。

 (三) 合格系統發電設備於非夏月故障次數以每年三次，每次一日為限，

      在雙方契約容量內，基本電費按日比例計算。

二、未用電月份：

 (一) 按經常用電適用電價百分之二十五計價。

 (二)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自用發電設備工作許

      可證之汽電共生設備，其已登記或經依本辦法登記為合格系統者，

      按經常用電適用電價百分之五計價。但該系統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適用前目之規定：

      1 擴增或更新機組辦理變更登記時之新設機組。

      2 火力或內燃力發電設備登記為合格系統滿十五年以上者；氣渦輪

        或複循環發電設備登記為合格系統滿十年以上者。

第一項流動電費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經綜合電業同意之定期檢修用電，其每月使用之電度按經常用電適用

    電價計算。

二、前款以外之用電，其每月使用之電度按經常用電適用電價另加百分之

    二十五計算。

前二項基本電費與流動電費之計算，概應加計功率因數及自備供電設備等

電費折扣。

合格系統之能源用戶當月用電超出與綜合電業簽訂之契約容量時，其超出

部分，綜合電業得按經常用電超約用電計價方式加收電費。

 

 

   第 七 章 併聯規範

 

第 18 條

合格系統與綜合電業系統相互併聯時，依發電機組設備總容量或購電契約

容量，按綜合電業規定之供電方式引接適當電壓等級系統。

 

第 19 條

合格系統之合約售電容量達十萬瓩以上者，應裝設遙測監視設備，並接受

綜合電業之安全調度及無效電力調度。

 

第 20 條



有關併聯及調度技術規範，如有爭議時，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調處。

 

 

   第 八 章 附則

 

第 21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並施行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前項期間屆滿一年前，中央主管機關於電業法未完成修正施行電業自由化

時，應修正本辦法延長之；每次延長，以一年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