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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8 – Functionalities of smart grids (Source: Ref. 1)



Figure 4 – Current TC 57 
reference architecture 
(Source: Re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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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Figure 12 – Responsible IEC Technical Committees (Source: Re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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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 Overview of advanced EMS architecture (Source: Re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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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CHP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WAN wide area network
DER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PV photovoltaics
LAN local area network Figure 13 – Example of a communications configuration for 

a DER plant (Source: Re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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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Ref. 2)

IEC 智慧電網核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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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Ref. 3)

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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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Ref. 3)

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辦理情形，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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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智網標準規
畫方案，2020年



2-4(Source: Ref. 4)

智網標準CNS化，2020年



台灣智慧電網標準化所面臨
的挑戰



(1) CNS編修所面臨的挑戰與因應建議

3-1(Source: Ref. 5)



國家標準制定程序

(Source: Re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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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臨的挑戰：

▪ 認可標準化團體包括學、協會及法人機構未能有效整合跨
領域專業人士。

▪ 電業自由化前，智慧電網標準的主要需求來自於國營企業
(台電)，然其未有效支撐智網產業的本土化需求。

▪ 政府對於電業自由化藍圖(包括時程)皆以「政策性模糊」處
理之，因此，對於自由化後預期遽增的民間企業需求尚無
因應對策。

▪ 因應建議：電業自由化藍圖(包括時程)及因應對策應予明確
化，據之因應產業需求，政府主動擴大「支撐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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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測驗證所面臨的挑戰與因應建議

▪ 所面臨的挑戰：政府的綠能政策與電業自由化藍圖「脫鉤」(指：缺少發、輸、配、

售等電業的市場機制相搭配)，以致綠能政策的推動遭遇瓶頸包括：離岸風場的第

三方驗證(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IV&V)團隊之倉促成軍，遂

無法落實獨立驗證之本土化。

▪ 因應建議：綠能政策必須速與電業自由化藍圖相彌合，期以紓解現行綠能政策的

推動瓶頸，並促成智慧電網與綠能產業的本土化以及智慧電網標準之超前部署，

包括：Resource Aggregator之法制化、先「需求側」次而「發電側」之自由化、

參與國際標準制定Programs以及下一代智慧電網標準的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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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產出 步驟 說明 產業界角色

1 創新
驗證

建立概
念實證
與可靠
度基準

⚫ 創新發展
⚫ 工程測試
⚫ 示範驗證

⚫ 由大型公用設施、電網業者與實
驗室主導

⚫ 由大型公用設施與能源使用者利
用政府主導計畫進行測試

⚫ 發展令人信服的技
術

⚫ 測試與示範。
⚫ 和大型公用設施建
立關係。

2 發展
標準

建立產
業標準

⚫ 早期發展
⚫ 發展共通標準

⚫ 主要電網標準機構為IEEE 與
ASME

⚫ 由產業界、使用者、研究人員組
成技術聯盟，影響標準

⚫ 建立標準工作小組，定出新標準
⚫ 驗證資料

參與標準與規範建立
團體

3 發展
規範

建立標
準技術
規範

⚫ 納入功能需求
⚫ 標準教育
⚫ 規範、指令、獎勵
措施

⚫ 系統商與製造商規範納入標準中
⚫ 協助移除發展瓶頸，協商採納標
準

⚫ 發展指令與增加獎勵措施

⚫ 參考大客戶
⚫ 努力成為核心團體
或平台之主要角色

4 進入
市場

整合進
入購買
習性

⚫ 整合入新產品
⚫ 開始考慮廣義公用
事業

⚫ 穩定核心需求，建
立差異

⚫ 將標準整合至新採構大型公用設
施

⚫ 思考如何將於指標性大型公用設
施實現這些技術

⚫ 建立品牌
⚫ 財務自主性
⚫ 產品和市場聯盟

資料來源：The Emerging Smart Grid, GLOBAL ENVIRONMENT FUND, 2005 (台經院整理)

智慧型電網產業技術發展藍圖(產業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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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pplication of 
OpenADR : Deployment 
and Trial in Japan, 
Professor Hideo Ishii, 
2019 Smart Grid and 
Smart Community 
Workshop

(電業自由化藍圖之明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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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pplication of 
OpenADR : Deployment 
and Trial in Japan, 
Professor Hideo Ishii, 
2019 Smart Grid and 
Smart Community 
Workshop

：(Resource Aggregator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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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pplication of 
OpenADR : Deployment 
and Trial in Japan, 
Professor Hideo Ishii, 
2019 Smart Grid and 
Smart Community 
Workshop

(參與國際標準制定)



能源互聯網(EI)的兩個面向

資料來源：H. Sun, Q. Guo, B. Zhang, W. Wu, B. Wang, X. Shen, and J. Wang: “Integrated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Concept, 

Design, and Demonstration in China,” IEEE Electrification Magazine, June 2018, pp. 42-50.

用戶側能源互聯網(EI)–參與國際智網標準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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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無論CNS編修以及離岸風電、儲能等之檢測驗證均無法因應國

內智慧電網與綠能產業之本土化需求，而亟待明確之「電業自

由化藍圖」與自由化政策之實施，據之因應自由化需求而以持

續性的專案預算支撐。

2. 綠能政策必須速與「電業自由化藍圖」相彌合，期以紓解現行

綠能政策的推動瓶頸，並促成智慧電網與綠能產業的本土化以

及智慧電網標準之超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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