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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巷

海葵牆

34 12

民國60年興建協和電廠

(50萬瓩燃油機組x4)

民國106年提出改建

(130萬瓩燃氣機組x2)

移山填海而成的機組區

協和電廠是一座填海造地才蓋出來的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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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距離外木山海濱1.2公里

協和填地不在外木山海岸 
不會對外木山活動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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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資料來源：臺灣港務公司網頁https://www.twport.com.tw/Upload/A/RelPic/CustomPage/3234/d96c0bce-e6fa-439b-b0f2-f69faef1ccee.png



一、計畫內容及填地東移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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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域-拆除既有4部50萬瓩燃油機組，就地改建2部130萬瓩之燃氣複循環機組及附屬設施

⚫ 海域-防波堤、LNG卸收碼頭、2座各約16~18萬公秉之儲槽、卸料設施、氣化與供氣設施

1.0方案 (29.25公頃)

新1號機於2025年商轉 新1號機於2025年後商轉 新1號機於2030年後商轉

舊1、2號機於2017年底除役

舊3、4號機於2025年底除役

舊1、2號機於2017年底除役

舊3、4號機於2024年底除役

舊1、2號機於2017年底除役

舊3、4號機 除役轉緊備機組

2.0方案 (18.6公頃) 3.0方案 (14.5公頃)



6年期間 傾聽指教  四接填地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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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版 2019年2.0版 2022年2.0版29.25公頃 18.6公頃 14.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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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移方案
珊瑚覆蓋率

 平均6.08%
2.0版

珊瑚覆蓋率
    平均16.36%

海扇區

調查點位

大海扇、潛堤區珊瑚都保留下來了



水深5~7 m

7m-8

10m-8

15m-8

2.0填海區底質分布圖

⚫近岸水深約5~7m

處主要為潛堤區，

因位處背浪且提供

珊瑚遮蔽、固著之

硬底質環境，故珊

瑚生態豐富。

⚫ 10m以外之區域大

多以沙質為主。

◆2.0填海區生態普查，珊瑚平均覆蓋率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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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7m為硬底質分布，可見珊瑚分布。

⚫水深10m呈現硬底質與軟底質混合的環

境，可視為礁岩生態系過渡至沙地生態

系的過渡帶。

⚫水深15m以沙地生態系的底質樣貌。

圖例 水肺潛水調查位置(7m) 軟底質生物調查

水肺潛水調查位置(10m) 填海造地範圍(主方案(東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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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填海區底質分布圖

◆3.0填海區生態普查，珊瑚平均覆蓋率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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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空間營造選用合適區域建置

滿足零淨損失

高雄洲際二期設計案例

消波艙內部

消波艙周遭魚群

消波艙

3.0珊瑚覆蓋率6%

損失多少 復育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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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協和計畫的需要性 – 1.北東電網之電力供需明顯失衡

112.5.25台電環評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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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協和計畫的需要性 – 3.北部電源仍不足，北西亦難補足北東缺口

近年來受災害而無法供電之實例： 
2017.07.29—颱風
2024.04.03—地震
2024.06.28—雷擊
2024.07.23—雷擊

北東電源持續減少中



14

三、替代方案評估 – 1. 地熱電廠？

資料來源：圖表截取自「淨零轉型之階段目標及行動」(國發會，2022年12月28日)

⚫協和鄰近地熱潛能尚待實質探勘，地熱探勘及開發時程變數高，而協和廠址面積有限

，若設置地熱發電，其規模無法與2部燃氣機組260萬瓩比擬，將無法有效解決北東電

網之大量電力缺口
檢討提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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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替代方案評估 – 1. 地熱電廠？

台電北部地熱潛能場域



若從中油第三接收站佈設陸管供氣。沿著台二省道並跨越淡水河且經過淡水、基隆等市區，
沿線道路狹窄，且需經過人口密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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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替代方案評估 – 2. 陸上輸氣管？



➢北海岸海底多為岩質
且地形陡峭，海管佈
設區域水深約80m，
基隆港外海以東離岸
1~3km 處 有 約
150~260m 深 之 海
谷，施工及維修困難
度高。

➢天然氣海管將經過基
隆港長年營運之錨泊
區，未來海管也可能
被船隻下錨誤擊或扯
斷，風險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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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港區航道及錨區

水深超過150~260 m

水深超過80 m

協和發電廠

龍門發電廠

台北港

冬季洋流
0~2.2 m/s

富貴角

陽明山
國家公園

海床表層地質為岩盤，
海底地形急轉陡峭

大武崙漁港

外木山漁港

富基漁港

永安漁港

竹圍漁港

石城漁港

海域斷層

三、替代方案評估 – 3. 海上輸氣管？



➢ 廠內大部分為山坡地高程落差大且平均坡度超過30%，多處屬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不適合大規
模開挖且多為自然度5或4之次生林。

➢ 既有五座油槽皆勉強配置在非核心區，條件無法滿足LNG槽距離廠界145m的安全要求(參下頁)。

廠內側坡設有格
樑、地錨等護坡

高度:112m
外木山漁港
及聚落

太白社區

⚫ 既有廠區內設置LNG儲槽的可行性分析

三、替代方案評估 – 4. 儲氣槽設在廠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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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替代方案評估 – 4. 儲氣槽設在廠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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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性評估 – 1.儲氣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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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性評估 – 2.船舶操航安全性

• 海洋大學透過各種風向、漲退潮、進港船速、迴轉方式、拖船帶纜等各式條件反覆模擬測試；自

2017年可行性研究起至今，陸續執行3種商船及LNG船模擬試驗，加總達695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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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性評估 – 2.船舶操航安全性

⚫ 3種商船(貨櫃輪、散裝輪及客輪)不論漲退潮都能成功進出港航行

漲潮流 退潮流

貨櫃船 散裝輪

漲潮流 退潮流

客輪

漲潮流 退潮流



23

四、安全性評估 – 2.船舶操航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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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隆港營運影響評估 – 1.船舶進出影響



◆LNG船進港船次少且透過訂定作業規定及有效管理，於離峰時進出港，可有
效分流，且惡劣天候情況下絕不會進港亦不會錨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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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隆港營運影響評估 – 1.船舶進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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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隆港營運影響評估 – 2.港池靜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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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隆港營運影響評估 – 2.港池靜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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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隆港營運影響評估 – 2.港池靜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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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季風條件NNE向各區波高(累計發生機率：35.6% )
現況 西防波堤全拆

註：1.W29~W32散雜貨碼頭容許停靠波高為：0.7m
2.其餘貨櫃碼頭容許停靠波高為：1.0m

差異
港口開口區 港口開口區 港口開口區

➢ 各營運碼頭波高介於0.07~0.24m，影響介於-0.02~+0.13m，皆滿足停靠需求。

五、基隆港營運影響評估 – 2.港池靜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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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風條件N向各區波高(累計發生機率：5.0% )
現況 西防波堤全拆

註：1.W29~W32散雜貨碼頭容許停靠波高為：0.7m
2.其餘貨櫃碼頭容許停靠波高為：1.0m

差異

波
向

波
向

波
向

港口開口區 港口開口區 港口開口區

➢ 各營運碼頭波高介於0.15~0.45m，影響介於-0.15~+0.23m，皆滿足停靠需求。

五、基隆港營運影響評估 – 2.港池靜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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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風條件NNW向各區波高(累計發生機率：0.7% )
現況 西防波堤全拆

註：1.W29~W32散雜貨碼頭容許停靠波高為：0.7m
2.其餘貨櫃碼頭容許停靠波高為：1.0m

差異
港口開口區 港口開口區 港口開口區

➢ 各營運碼頭波高介於0.24~0.67m。

➢ 僅W23碼頭大於現況0.35m，其餘影響介於-0.08~+0.20m，皆滿足停靠需求。

五、基隆港營運影響評估 – 2.港池靜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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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低碳天然氣是邁向淨零碳排的橋接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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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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