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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流》 

再生能源活用--微型水力發電之探討 

徐享崑  喬聯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級顧問  水利技師 

陳賜賢  台灣省水利技師公會榮譽理事長                                                                         

前言 

水力發電利用始於18世紀迄今至少約有200年歷史，近年來為因應再生能源及

電力系統調度需要，歐洲及日本等國重新整頓既有開發抽蓄水力發電，將價值低之

離峰電能轉換成高價值之尖峰電力。臺灣於民國 98 年 07 月 08 日公布「再生能源發

展條例」其中第 3條之第五款對再生能源定義為:『川流式水力：指利用圳路之自然

水量與落差之水力發電系統』。有鑑於此，經濟部策略性鼓勵民間開發，給予發電

業者投資抵減及免稅獎勵，並以優惠價格購電，由此看來，微型水力發電容量的增

長及其對能源貢獻度應較為迅速可觀，本文主要探討微型小水力發電設置可能性及

效率探討。 

一、 微型水力發電概況 

對於微型或小水力發電區分，在國際上並沒有一個標準的定義。

如歐盟之西班牙、愛爾蘭和瑞典未考慮裝機發電容量的數值，而是以

再生能源發電的最大價值及電力區網有否義務保障購買判斷，通常發

電量小於100kW以下稱微型水力發電，整理如下表1。 

表1:微型水力發電量(常發電量小於100kW以下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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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推動微型水力發電理由如下: 

(1)綠色再生能源有効活用 

(2)乾淨能源因川流式水力發電對環境衝擊小不需環評 

(3)區域地方能源自給自足(如圖1) 

(4)推動地方發展活化產業，如水保局農村再生。 

(5)適合大規模水力發電地點缺乏 

(6)農業用水路有効再利用 

(7)削減ＣＯ２排放効果（因應京都議定書） 

(8)永續經營長期安定（水力發電工程生命周期50年以上）。 

 
圖1  分散電源供給風險 

二、 發電可能設置地點及經濟效率探討 

有關水力發電適用地點之評估選定，包括從既有防砂壩、攔河堰與既有

引水渠道灌溉水路，在此相關地區初步選擇具有潛力的發電地點開始進行評

估判斷及具體的討論，依序對個別地點進行最適合發電規模的討論及概略設

計，從概算工程費及運用有關的經濟性收支評估，判斷小水力發電事業投資

的可行性。 

對於發電經濟評估及發電規模與發電量的條件，去探討適合開發之場址

優先順序。包括可發電之最大使用水量之河川流況曲線分析如下圖2~圖3，是

在發電站使用的最大水量，用需求和供給的平衡討論進行，調查統計該區河

川利用取水情況、在取水地點下游河川流量的減水區間考慮河川環境保育目

的及其他必要確保必要維持河川生態基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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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決定可發電之最大使用水量之河川流況曲線 

 
圖 3  河川流況曲線詳細計算 

三、 微型水力發電模組試驗探討 

為了解微型水發電在國內推動可行性，此處參考國外資料作為評估，依

據日本鳥取県の小水力発電組試驗案例探討，其佈置及詳情如下圖4~圖6，其

基本資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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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力發電施設名稱： 農業用尾水路「根尾井手」 

‧ 型式：混凝土明渠 

‧ 水路斷面：寬2.1m×高0.35m 

‧ 水利權：既定水利權 

‧ 管理主体：大原千町土地改良区 

‧ 流量： 0.04m3／s 

‧ 落差： 3.8m（有効落差3.0m） 

‧ 最大水力： 0.7kW 

‧ 供給施設：大山農産物直売所。 

 

圖 4  日本鳥取県の小水力発電組試驗案例 

經濟效益評估(以下已折價為台幣) 

①建設費 210(萬元)製作・設備一式 

②可能發電量(kWh) 6,132   發電力 0.7kW 

③有効發電量(kWh) 5,862 =②×設備利用率(95.6%) 

④1kWh (度) 投資建設單價 342 (元) ①/② 

初估運轉 20 年  1 年攤提 約 10 萬元  

1年電價收入約1萬元 5862*2(元/度)(日本收購價換算台幣約10元為台灣

5倍) 

益本比      0.1<<1       不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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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日本鳥取県の小水力発電組試驗規格 

 

圖 6  日本鳥取県の小水力発電組整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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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與建議 

由上案例可知在日本應用成功之新技術低成本之微型水力發電，技術上

問題點包括: 

1在取水時有空氣混合情況需改善，避免降低發電效率 

2在取水口的防垃圾措施設備需改善，避免入口堵塞 

3減少引水管道損失在震動負載降低發電衝擊條件需改善 

4.避免流量變動過大以穩定電力供應 

另外改用臺灣電價計算後其經濟效率不足。總之對於經濟部之投資抵減

及免稅獎勵，並以優惠價格購電，其誘因不足，要推動微型水力發電再生能

源除保障收購價必須調整外應有適當補助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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