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藻礁公投推動聯盟對 513大停電事件聲明稿】 

昨日（5/13）下午約莫三點，全國人民不約而同接獲國家電力中

斷通知的簡訊：「2021年 5月 13日 14時 37分興達電廠因事故全廠

停機，目前系統供電能力不足，預計 5月 13日 15時開始執行緊急分

區輪流停電‥‥」。接下來全國輪流分區停電，造成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的記者會中斷、民眾受困於電梯、工廠產線停止、商家營業中斷、

學校授課停擺等大小不一的事件或損害。 

在台電披露並經媒體報導的有限資訊當中，我們得悉本次大停電

事件起因，是在高雄市路竹區路北超高壓變電所匯流排故障所導致。

興達電廠所發的大量電力，因輸配電端故障無法輸出，因此系統立即

啟動低頻卸載，並採取分區輪流供電機制，以確保電網安全。 

詳細的事件原因，固仍待調查，但經民進黨立委對外說明：此次

停電事件，乃是輸配電端的事故，並非發電機組不足，不是缺電。而

是電網風險管理設計的問題，是電網穩定性與靭性不足所造成。 

我們回想起發生在 106年 8月 15日的大停電事件。當時大潭電

廠因天然氣供氣突然中斷，導致大潭電廠 6部機組停機，全台各地因

此多處停電，包括 17 直轄市、縣(市)之 99 個鄉鎮(市)區共計約 592

萬戶用電受影響。事後行政院調查報告指出：815大停電事故發生的

原因是中油公司在更換桃園供氣中心大潭隔離站分散式控制系統之



電源供應器時，因委外廠商維修人員操作流程未確實，發生控制系統

電源中斷導致控制系統所控制之電動閥（MOV-2229）關閉，造成大

潭電廠供氣壓力下降，供氣中斷所導致。可見當時的大停電事故，也

非電力供應不足。 

從這兩起事件，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北部電廠的停機（815事

件桃園大潭電廠），亦或是南部電廠的停機（513事件高雄興達電廠），

都會造成全台縣市不分南北分區停電。這是因為台灣的電網為單一電

網，從來不是跨區送電。如果一個集中式發電的超大型電廠，因類似

的事故而跳機，在過高比例的電力一時無法輸出或是突然消失時，只

要是在單一電網系統下，全臺用電戶皆會受到影響。 

815大停電事件當中，行政院的調查報告就已經指出中長期改善

建議，包括：「加速進行電網韌性提升」、「大型電廠應有分群或分

組設計」。民間環保團體或關注能源轉型的團體，長期以來亦不斷倡

議分散式發電或分散式電網的重要性。 

但我們看到，在 815大停電事件之後，政府仍然醉心於建設超大

型電廠。桃園大潭電廠的 4.984GW 只是小兒科，如果再加上未來 2

部 1.2GW的 8、9號機，將成為 7.384GW的全世界最大的火力電廠。

在台灣並不缺電的事實之下，一昧地在單一電網下建設超大型集中式

發電廠，只會造成更多的電力系統性危機。在人為疏失無從禁絕的情



況下，這樣的單一電網加上集中式超大發電廠的結構，將使大停電不

斷地發生。我們呼籲政府，必須痛定思痛，確實落實輸配電管理，並

讓分散式發電或分散式電網能逐步落實。 

此外，這次大停電的原因及改善，顯然與爭議中的第三天然氣接

收站無關，也與核四重啟無關。就算三接蓋好供氣，或是核四重啟發

電，一樣會大停電。因此，對於前總統馬英九臉書留言影射此次 513

大停電事件應要重啟核四、或是政務委員張景森臉書留言誤導南電北

送操弄南北對立要求興建三接等等，我們認為都沒有針對問題來探討，

只是試圖利用重大事件操作風向，誠令人深感遺憾。 

這次大停電事件，是系統性的必然。我們再次鄭重呼籲政府：立

即停止台電無限制的大機組集中化之電源開發政策，並且將政治與社

會資源放在改善台電管理、分散電源及電網上，否則電力系統性的危

機一日存在，大停電將不斷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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