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英山農村再生社區/微水力推動歷程與展望

綠能生活實踐˙社區能源自立

花蓮縣初英山文化產業交流協會 鍾寶珠



能源轉型
• 絕不是 西寶水力與萬里水力 開發模式



中小型水力發電無法節能減碳
• 台電花113億元蓋一座一年發電天數只有150天

• 發電量佔全國總發電量萬分之26

• 鑿山越域 砍除100公頃原始森林來蓋攔河堰，殘害保育類生
物棲息地。

• 原本要越域引水 不用也有效益





再生能源多元化
不可忽略微型水力發電…

• 台灣小水力發電的裝置容量，可達500MW以上，豐沛水力是隨手可得的資源，
卻沒有被妥善運用。

• 日本2005年就成立全國小水力利用推進協進會，推動小水力發電並且促進
農村社區發展。

• 在福島核災之後，更是大力推動再生能源工作。

• 台灣過去也有川流式小水力發電廠，因為台灣用電量快速成長，小水力發
電漸漸被忽視。

• 直到近年全球再生能源發展趨勢，水力發電再次受度重視。



開鑿興建宮前圳

• 日治時期,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啟動計劃性的官辦
移民，日人開始在台落地墾殖。

• 大正元年(1912年)開鑿興建宮前圳，

• 大正二年(1913年)舉行花蓮港吉野村通水儀式,圳路
橫貫吉野村北部。



初英水力發電廠 尾水灌溉農田



•吉安圳主要的灌溉水源

•來自木瓜溪上游台電龍澗發電廠的尾水與山澗小
溪，

•豐村圳則引用吉安圳水與部分地下水源

•全區灌溉用水豐沛且穩定，據統計區內大小圳路
合計共297條，總長度達285,237公尺。

全區灌溉用水豐沛且穩定



除了親水 農業之外



豐沛水資源，逕流入海

•水圳資源豐沛，放任逕流而入海，實在可惜。

•如何自己動手做，用行動來實踐。

•在地居民 希望透過自發自用的微型水力，讓更
多創意找到實踐舞台。

•讓社區的綠能產業有更豐富的樣貌出現。



如何以微型水力發電 鼓勵帶動地方創生

• 105年初英山協會

• 協助在地發明家架設迷你水力發電機

• 不需要任何土木設施

• 大約只要半小時就能架設完成

• 場址需求：水流速1.5米/秒，水深50公分、水寬70公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sVKN2WDJO8t=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sVKN2WDJO8&t=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sVKN2WDJO8&t=5s


106年 小水力大創意
舉辦全國高職(中)大專學校小型水力發電設計比賽

• 106年、107年7月，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環保聯盟、
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和花蓮初英
山協會等團體，為了促進台灣的核家園、小水力發電產業
發展、培育相關技術人材，並且促進農村發展

• 作來自各地十幾所學校的大專生、高中生，發揮創意，用
各種回收材料設計水車，希望能發出最多的電力。

• 希望喚起大眾對小水力的重視。

公視我們的島2017-09-11



政府推綠能 協助民間水力發電

• 107年水保局花蓮分局和當地社區合作，

• 推廣利用灌溉溝渠發電的水力發電，

• 只要安裝簡易型水輪機，就能提供一座農戶一整天，

• 包括夏天溫室的全部電力。

中華電視公司
2018年7月30日



奈米級微水力發電 已運用於農路.網室照明

•運用在電器、農路與網室的夜間照明。

•可以增加生產力和安全性。

•農民 梁紹強：「(夜間) 能源來自水力發電，用自己的
電，不會浪費公家的電，夜間也可以工作對農夫來講就
是一個很大的助益。」

客家新聞 2018073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4giuD2oE4g



農村新定義—不再只有農業

• 社區能源自主化(材料、維修都不再依賴國外)

• 發揮矽谷創新精神

• 地方水力五金行(材料供應、五金零件、配電人才、社區
維護人員…)

• 配電訓練



107年 綠能市集 互相協力

低碳、綠能、碳足跡、食物旅程



綠能音樂會 年青人創作發表



初英山小小科學創作營
綠能教育深耕農村，讓社區「長」出在地的力量

18

108.07.07



19

將小水利轉動棒放在同一條水道中，測試不同位置、高低落差、放置

高度的水流速度如何影響轉速，訊練



第四屆 109年 •台電東部發電廠加入



第五屆 110年第九河川局華隆小水力測試跑道

農水署花蓮管理處 八屆的協助調控水



第一階段 社區能源自立綠能生活實踐

• 自己的電自己找 自發自用

• 綠能社區自立發電計畫 300w行動



「太水了」水電工培訓計畫

23

花蓮自己的綠能水電工 自己訓練
認識太陽能面板
能源自立不依賴廠商
共同採購、自發自用

108.07.27

參



一根電塔全台停電 0206、 0403大地震之後

• 花蓮鄉鎮的隔水隔山 更需要能源自立、韌性社區



花蓮0403強震》 花蓮溪、秀姑巒溪上游 多處堰塞湖



第二階段 區域微電網





太、水雙綠能
初英山文化產業交流協會

台灣兒童發展協會馬匹輔療中心



花蓮縣
初英山文化產
業交流協會

1. 重視社區生態、人文、教育，營造吉安鄉之客家聚落文化與

環境自然資源，讓居民學習與生態共容。

2. 協會長期陪伴社區中的兒童，協助兒童認識、體驗農村，並

與台灣兒童發展協會成立「黑白馬兒童社區據點」，利用馬

匹作為兒童輔療的模式。由該協會提供社區文化、生態知能

及協助，台灣兒童發展協會提供兒童發展協助及相關課程，

共同營造串聯資源。

3. 緊鄰初英親水公園旁的水圳，為初音發電廠的水尾，長期推

動小水力發電，並在水圳內建置一處可供有意發展小水力設

備的學研單位實驗的場域，與台灣環保聯盟等單位舉辦全國

高中職、大專小水力發電設計比賽，至今已辦理 8屆。



台灣兒童發展協會
馬匹輔助教育中心

• 鄰近台灣兒童發展協會透過馬匹、狗、貓、等動物，進行

動物輔助教育，特別是透過馬匹的敏感，感受到人們的情

緒狀態，讓孩子和馬匹的互動過程，去舒緩壓力、調解情

緒。不僅和社區內的孩子及長輩互動之外，也提供花蓮地

區有特殊需求的單位及個案使用。

• 本案透過太水計畫，提供馬匹及動物飼養場的部分用電，

不僅串聯綠能運用，更能對花蓮地區兒童的動物輔助教育

與輔導，盡一分心力。

協力單位



龍華科技大學
小水力競賽團隊

• 龍華科技大學積極參與綠能發展，培育綠領人才，多次參

加由初英山文化產業交流協會及相關單位舉辦的全國小水

力競賽，並連續四年拿到大專組冠軍。

• 本案邀請龍華科技大學微水力參賽團隊，由二位老師帶領

學生共同協力，以112年度小水力發電競賽獲獎模組，參

考案場環境，重新規劃設計一套微水力發電機組，並搭配

AIOT，讓原本屬於實驗、比賽的機組，成為真正在社區

內穩定發電的來源，將其落地實踐。

• 透過本計畫促進微水力學研單位與NGO、社區組織的團隊

協力，發展、培力綠領人才。

協力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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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儲能併網系統
設置點
初英山協會
(355WX20片=7.1KW)

微水力機構設置點
水圳溝(100W)
夜間照明設置起點

微電網電力輸出點
台灣兒童發展協會
馬匹、動物牧場

太陽能、微水力
併聯配置點

社區微電網示範場域相關位置圖

夜間輔助照明設置點

電力串聯輸配線

Ｂ



微水力高中、大專發電設計比賽，
七年有成 促進產學合作



「川流式微水力發電機組」吊掛下水



「川流式微水力發電機組」

https://photos.google.com/photo/AF1QipMxjfeXXjw3_sUO8i2HWOXqlzp0qpGpEokdXiR_


友善環境生態措施

「前置被動力異物排除機構」

資料來源：
龍華科技大學
花蓮南華社區初英山文化交流協會 小水利發電示範場域規
劃



雙綠能運用說明

• 20片、每片355W的太陽能板，裝置容量7.1KW太陽能儲能併聯系統，白天太陽能

發電併入初英山協會建物使用，餘電存於深循環電池。無日照時優先使用電池輸

出電力，再接台電電力。

• 微水力發電儲存於電池，並透過AIOT，可遠端監控水力機組發電狀況，電力系統

同時與太陽能併聯，讓太陽能、微水力、台電電力相互支援應用。

太陽能、微水力併聯，提供初英山協會、台灣兒童發展協會
馬匹輔助教育中心及輔助水圳邊夜間照明使用。



太水雙綠能合計減碳效益

◆太陽能系統，7.1KW。一年約可發 8,591 度電。減少碳排放量：

8,591×0.495=4252.5KgCO2e=4.2525 公噸CO2e

◆微水力發電機組，100 W，一年約可發 876 度。減少碳排放量：

876×0.495=433.6KgCO2e=0.4336 公噸CO2e

合計一年共可減少碳排放量約4.6861 公噸CO2e
相當於種植 468.6 棵樹木的二氧化碳吸收量

註：依據 111 年度電力碳排放係數 0.495 公斤CO2/度計算



公益綠能的多元價值

電力自主、淨零減排、韌性防災
1. 自己的用電自己發，建立電力自主的態度。

2. 減少電費支出，支持社會公益服務業務推動。

3. 使用可再生能源，低碳減排，為淨零轉型盡一己之力。

4. 自備儲能電網，遇災害停/斷電，可持續提供基本供電

     ，成為鄰近社區的防災避難場域。

5. 提供學研單位實作場域與機會，讓綠能科技和社區實用

      得以融合，實踐綠能教育本質。



第三階段 產學合作 在地微型綠能產業鏈

微水發
電設施

自電自用

農業輔助照明
友善運具能源
急難救助使用

輔助型農業生產之新型態農村產業鏈

自主研發

維修Know how

社區微水
工班

專業人員培訓
在地維運系統

農村綠能中心
區域社區聯盟

區域微電網規劃
技術工班共享
優勢互相增幅

農村創業基地

農村綠能體驗
友善農產銷售
青年返鄉基礎



有了綠電之後的社區

綠能電鍋 炒花生

綠能控肉



實際運用



打果汁烤麵包
• 打出清涼風味的鳳梨蜂蜜汁，

• 電量大的烤箱，烤出香噴噴的綠能麵包蛋糕

• 綠能冰淇淋



我們還想要一台 攪拌器 做社區文化產業



第八屆未來合作商品化的機組



困境

• 發電量的迷思







取得土地使用權繁瑣冗長

• 社區於「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所管轄的灌排水圳設施範圍內設
置微水力發電機組，

• 須依《農田水利法》第12條第一項及《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
第9條規定申請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搭配水），除需
檢附計畫書，亦需附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

• 機組設施若位於政府部門所屬或管理的公有土地，土地使用除
需各地地政機關同意，更可能涉及跨政府部門協商，所需時間
與行政流程繁瑣冗長。



不易申請水權與場域水文資料

• 水權取得則需依《水權登記審查作業要點》向地方或中央水利
主管機關申辦，

• 涉及引用水量水位等專業水文資料取得及量測，

• 目前難以向地方水權單位取得相關資料，

• 社區亦無專業人才與資源可以量測水文資料



躉售與自發自用的抉擇？

• 依照《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規定，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且
裝置容量小於2000瓩，

• 其售電方式將所發電能躉售予台電公司的「躉售模式」，

• 生產的電全部自行使用的「自發自用模式」，

• 無第三條中間路線，

•就是自發自用後剩餘電力再回賣給台電，現階段法令並不允許，
因此多餘使用不完的電力只能無條件贈送給台電



未竟之事

1.推動微水力發電跨部門
協商平台

2.社區儲能設施的建置

3.水集結光風一起來發電



微水力發電跨部門協商平台

• 成立「推動微水力發電跨部門協商平台」，

• 由經濟部能源署、經濟部台灣電力公司、經濟部水利署，農業部農
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等共
組，並

• 依照《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能源署為主責單位

• 與民間綠能產業推動組織共同成立推動微水力發電民間諮詢窗口，
提供法規政策說明、潛力場址水文條件及發電潛能評估、機組設備
技術諮詢及裝置容量初步評估等諮詢，

• 因應有意願推動設置微水力發電社區或民間組織的相關需求，加速
投入能源轉型之動力，並提升公民參與再生能源建置之意願與能力



全台灣 有四千個農再社區

•不思考賣電

• 如何讓農再社區扮演重要角色

• 如何串聯更多社區加入

• 淨零轉型的農村

• 韌性社區的重要性

• 自發自用的碳匯及綠能憑證



這顆 生生不息的綠能量 翻轉農村的未來

水力發電24小時不停運轉
產生能量、傳遞能量
~~ 讓大家相信水的能量
區域電網
啟動研究 協助農村產業發展



公民電廠就是以公民為主體，透過凝聚地方具相同理念的夥伴，自主

性設立組織，以集體出資，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取得一定所有權或股權，

共同參與電廠的營運、決策、收益、公共事務與公益回饋等規劃等「落實公民

參與」、「凝聚地方意識」及「踐行社會公益」之三大精神的案場。

公民
參與

參考：台大風險中心 公民電廠為核心的綠能發展
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3/energy-transformation/966-1070524-civic-power-plants.html#foot



「公民電廠」：能源自主重塑社區原動力

1

能源公民參與

社區自主發起、募資、參與設立、營運和收益共享

2
社區受益

電力受益、知識受益、售電受益

3
社區凝聚力

知識、交流、教育，凝聚社區共識



公民

電場

組織

型態

募資平台 法人團體

合作社 綠能公司



募資平台 法人團體

合作社 綠能公司

差異

⚫ 資訊快速、容易參與
⚫ 投資導向高
⚫ 對案場參與、認識度低

⚫ 穩定長期收益供團體非營利
使用

⚫ 具示範教育作用

⚫ 依合作社法成立
⚫ 社員平權、參與決策、管理
⚫ 公積金、公益金、分配金

⚫ 依公司法成立
⚫ 營利、決策集中
⚫ 營業股份、股權分配

在地參與、受益分配、社區回饋



社區
公民電廠
的困境？

三、各部會觀念尚未改變！

二、社區人力難尋！

一、案場難找？

四、缺乏輔導團隊！



一、案場難找？

違建屋頂多

水權歸屬

民眾意識
不足

鄉村無照
房子多

公有屋頂
釋出難

？



二、社區人力難尋

社區
缺不缺人？





社區缺
可以帶動社區發展的人



三、各部會觀念尚未改變



推動「社區公民電廠」發展

檢視
既有規範合理性

融入
既有業務體系



農水署穿龍圳公民電廠招標事件

穿龍圳小水力公民電廠，努力三年胎死腹中，社區自主綠能挫敗，凸顯政策不利公民發電

以公開招標方式解決水權開發爭議，

受限於《政府採購法》，政府機關為了保證公平公開、追求最大效益原則，

忽略公部門的另一角色應是協助民間參與、降低社區推動綠能的門檻。



公民參與機制

過去農水署的經驗（廠商、農民）沒有社區

該協會認為：所提營運計畫當中，包含諸多社區回饋，竟然無一
被認為是公民電廠參選的優勢。

社區出資30%，其餘70% 由國泰出資，售電的獲利回饋到社區，
作為推動綠色照護、老人照護與社區電動車充電站，



評分機制

用一般工程案件看待

評審委員的專業背景

沒有看到公民、社區參與評分配比

黃金小鎮協會提出綠能結合社區發展的願景，但官方認定恆水創電才是開發主體
若恆水創電只是社區跟他們購買小水力機組的設備商?



廠商VＳ社區公民

招標文件的設計：就是廠商設置工程案件
押標金５０萬
將社區視為廠商，因為跟恆水創電合作

廠商陳情本案有私相授受之嫌，讓管理水權的農水署承擔很大的壓力）

如果農水署可以看到是由國泰出資買恆水創電的機組呢



小水力發電躉購費率

500瓩以上不及2MW部分
每度4.2285元；

增訂不及500瓩級距
每度4.8936元

「中華民國112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投資報酬率?回饋金?

躉售費率 回饋金５％

黃金小鎮協會提出方案是售電獲益 4%，
另一家廠商則提出高於協會 0.5％回饋金。

建置 20 kw 小水力發電基座至少要 700 多萬元，
一年發電量收入估計只有 56 萬元，



四、缺乏輔導團隊！

不是綠美化，是綠能

不是靠補助，是要自掏腰包

不是今年做完就沒了，是長久的

不是一次性活動，是要經營

不是說做就做，是有很多法規問題

對社區來說

「公民電廠」

是新的資訊



台灣公民電廠的希望？

獎勵誘因
提升民眾
意願

綠能政策
方向明確

企業綠電
憑證需求
增加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增修

第12-1條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或改建達一

定規模者，除有受光條件不足或其他可免

除情形外，起造人應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以

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 用電大戶條款
• ＥＳＧ
• 國際綠色供應鏈

• 資訊充足
• 獎勵辦法友善修訂
• 綠能融合式的社區發展



淨零轉型
能源轉型
公民電廠

是
哪
一
個
部
會
的
事
？



縣市地方政府

地方創生

社區營造

大學社會責任

農村發展資源

專業技術培力

低碳永續家園



水集結光風一起來發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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