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提到節能減碳，投資人往

往將焦點放在太陽能、風

力等新奇的替代能源領域，但是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傳統能源效

率本身仍擁有極高的進步空間。

專家統計出的數字很驚人，

原來目前人類僅僅發揮了現有能

源20%的潛力，其他都在轉換與

運輸的過程中喪失，因此從「效

率提升」所榨出的能源，在未來

50年內將有機會與替代能源在能

源市場上分庭抗禮。

在刺激內需以及節能減碳兩大因素帶動下，各國紛紛投入巨額資金在智慧電網（Smart Grid）的

建設工程。智慧電網具提升能源運用效率、增強電力供給的可靠性及安全性，以及加速替代能源

發電納入現有電力系統等優勢，已經成為各國新一波的重點基礎建設項目。
◎ 撰文／朱愛中　圖片／達志影像

新一波重點基礎建設

新綠色商機
智慧電網具長線發展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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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能源效率  

整合電力供需兩端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電力都被

浪費掉了？主要是因為傳統電力

輸送網路缺乏回饋或即時監控和

調整等功能，因此經常造成電力

的浪費甚至短缺。

根據瑞銀證券報告指出，

電力從發電廠到用戶中間就損失

了將近70%的能量，但是為了避

免電力不足的問題，發電廠卻必

須持續維持在滿載狀態。結果滿

載運轉的機組有時候停機造成

停電，每年平均造成美國企業

1,000億美元的損失。

此外，傳統電力網路經常面

臨設備老舊以及地處偏遠維修不

易等問題，最後造成嚴重的民生

問題，例如加州2001年的缺電危

機、美國東部及加拿大2003年的

大規模停電等。

台灣也曾經在1999年7月29

日，因為電力輸送鐵塔倒塌，而

造成台南以北大規模的停電，竹

科廠商更是因此而損失慘重，這

些同樣反映出傳統電力輸送系統

的脆弱。

目前這個問題已經逐漸被發

現，事實上，在各國為挽救金融

海嘯而受創的經濟時，所提出的

救市方案中，不乏以新能源做為

政策的主要內容，而可以整合電

力的供給及需求兩端，並提升能

源效率的「智慧電網」因而雀屏

中選。

美國積極投資  

創100至150億美元高產值

最先採取行動的是美國總統

歐巴馬，他在今年2月通過的方

案中，智慧電網支出約計110億

美元。

以美國而言，智慧電網將可

在未來節省價值800億美元的電

能，尖峰時段用電量可望減少一

半，而用電客戶則可以少付10%

的電費，將相當於節省800萬輛

汽車所消耗的能源，是提高能源

效率的重要商機。根據瑞萬通博

資產管理公司估計，光是全美智

慧電網的建制，就將創造高達

100至150億美元的產值。

中國緊追在後

更新新一代智慧電網設備

中國則緊追在後。繼去年

中國與美國投資建立超高壓輸配

電網，將既有電網更新為新一代

智慧電網的消息傳出之後，今年

3月份，中國政府更計畫支出4

兆人民幣（5,860億美元）的預

算，在未來10年間發展智慧電

網，並透過國家電力公司三階段

的計劃，建構全球獨有的特高壓

智慧網路，來提升電力的使用效

率。

中國之所以如此大手筆地

推動這項計畫，一方面除了與中

國幅員廣大，電力設施落後有關

之外；另一個原因，則是由於中

國的主要發電地區是以「再生能

源」為主的西北部，以及以「煤

碳發電」為主的東北部。

但是中國電力需求的主要地

新一波重點基礎建設

新綠色商機
智慧電網具長線發展利基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今年2月通過的方案中，智慧電網支出約計110億美元。美國的智
慧電網將可在未來節省價值800億美元的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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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卻是在華東地區和華南地區，

這樣的落差，也導致中國對於鋪

設高速特高壓電力網路有相當高

的需求。

中、美發展方向不同

台商可把握機會

美國與中國的智慧電網計畫

將創造何種商機呢？

基本上，得先仔細研讀中

國與美國的計畫，中、美兩國在

智慧電網的發展方向略有不同，

中國把重點放在電力傳輸上，以

滿足華東和華南地區的需求；美

國則是從節能出發，透過智慧電

表、能源管理等機制來減少尖峰

用電量。

目前美國的智慧電網鋪設工

程將在99年3至6月內陸續發包，

預估至少能夠吸引81億美元的

民間資金投入，從事電力傳輸相

關行業的台商，可考慮搶進美國

把握機會；而如果是從事智慧電

表、能源管理等業者，則進軍美

國市場是較好的選擇。

台、日業者佈局  

歐美市場爭取一席之地

其實，台灣一樣有電力設備

老舊的問題，同樣面臨電力傳輸

效能不佳的情況，因此也沒有在

這一波智慧電網浪潮中缺席。

行政院已經規劃要在民國

100年到101年，先完成2.3萬戶

高壓電用戶換裝，並在民國104

年以前推動百萬戶裝置智慧電

錶；經濟部預估對國內產業將

帶來新台幣781.9億元的經濟效

益。

摩根士丹利證券指出，看好

這一波智慧電網的浪潮，各國摩

拳擦掌要在歐美市場上爭取一席

之地。

因為除了較大的市場規模

看好這一波智慧電網浪潮，各國摩拳擦掌要在歐美市場爭取一席之地，

如果能夠取得領先，將能夠成為國際規格的主導者，

資料來源：UBS；2009/12

各國振興經濟方案中與智慧電網相關的計畫

國家 計畫內容 預估金額

美國 歐巴馬總統宣布將推動「智慧電網投資撥款計畫」 34億美元

中國

中國推出4兆人民幣的經濟振興計畫，其中包括4,760億人

民幣的新電力網路基礎建設計畫
700億美元

高速公路、鐵路、電線架設計劃 260億美元

韓國

政府將推動智慧綠色能源革命，將在2010年完成立法，

2011年選定試辦城市，並且要在2014年於7個都會區完成

智慧電網鋪設工程

545億美元

歐洲
歐盟提撥50億歐元執行「泛歐洲能源聯結與寬頻基礎建設

計畫」
70億美元

■�目前全球皆積極發展智慧型電表，整體的智慧電網整合發電、輸電、配電及用戶的電
網系統是未來發展的目標，預計短期以建置智慧型電表為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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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果能夠取得領先，將能夠

成為國際規格的主導者，因此日

本政府也積極鼓勵日本業者前進

美國市場，以免錯失先機。

智慧量表商機大  

各國積極發展中

儘管蘊藏商機龐大，「智慧

電網」這個帶有專業意味的新名

詞，恐怕讓很多人聽不懂，也不

清楚何謂「智慧電網」。

所謂「智慧電網」，內容分

為二部份：一為智慧量表（AMR, 

Automated Meter Reading），另

一為則連結各發電端所需的先進

讀表基礎建設（AMI, 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目前全球皆積極發展智慧

型電表，整體的智慧電網整合發

電、輸電、配電及用戶的電網系

統是未來發展的目標，預計短期

以建置智慧型電表為切入點，之

後進一步發展先進讀表基礎建設

（AMI），最後目標為達到以智

慧電網為節能減碳的政策目的。

美、歐發展重點不同  

台商多留意、發掘

美國及中國的部份，大都

為電纜新建先進讀表基礎建設

（AMI）工程比重較高，約佔

80%在硬體設備即鋪設輸配電

線路上。歐洲則是在智慧量表

（AMR）上著墨較多。

雖然美、中不約而同在媒

體及政策上提高智慧電網的能見

度，歐洲的智慧電網市場也是不

容小覷，目前歐洲地區的量表市

場約為2.5億個電表及1.1億個瓦

斯表。

目前全球智慧型電表的市場

規模約4,000萬台，只有6%的電

表、8%的瓦斯表及4%的水表完成

了數位化，若以這些數據統計，

歐洲區的電表市場佔全球約三分

之一強。

同時在歐洲地區發展基金

（簡稱ERDF，該基金主要用於

生產性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技

術創新以及為商業提供服務等領

域）的支持下，對此一地區提供

了金援。

歐盟在今年4月發布消息指

示，各國的政策方向需將智慧量

表AMR納入10年目標中，並提出

了境內AMR更新進度的時程表，

希望能在2020年完成80%的量表

更換，於2022年時百分百完成這

計劃。

看來不論是著重在先進讀表

基礎建設（AMI）或是智慧量表

（AMR），其實在AMI系統布建

中，AMR是成本的大宗，約為成

本的45%，也許各國方向不一，

但目前看來，統一受惠者仍屬智

慧量表廠商機會最大。這股新綠

色商機，值得台商們多多留意、

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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