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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因地制宜，探討屬於桃園市的

家庭用電節電措施 

應用統計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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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根據臺灣電力公司統計，110 年全國售電達 2,353 億度，其中工業及服務業

部門用電量約占整體總用電量 7 成 5，住宅部門約占 2 成 3，其餘則為農林漁牧

用電；與 109 年相較，整體用電量增加 4.68%，主要原因來自國內經濟顯著成長，

大量產業回臺投資，工業及服務業部門用電量也跟著連動；另一方面則因科技進

步，民眾對電器產品之依賴也越來越深，再者由於極端氣候影響，尤其在夏季酷

熱及冬季寒流來襲時期，各類電器使用率大增，進而提升住宅部門用電量；各項

因素加總，形成國內整體用電需求大幅提高。 

工商服務業對於電力的需求攸關經濟成長，政策上由中央部會統籌各縣市資

源，積極推動各種能源之開發，以因應未來能源之需求；再者以家庭用電為主要

需求之住宅部門用電，政策上除前述中央之開源來滿足需求外，各級政府對家庭

用電提出節流政策，亦為舒緩未來用電需求可行之方向。因此本文針對桃園市家

庭用戶用電，藉由 CART 決策樹分群，以里為單位做各種人口特徵分析，其分群

結果進一步結合各里地理發展特性，並參考 107 至 110 年桃園市政府縣市共推住

商節電行動各期計畫書，以探討屬於桃園市的家庭用電節電措施。 

貳、 現況描述 

一、110 年桃園市全年家庭用電占本市總用電 16.63%，或占住宅部門用電 9

成 4 

表燈非營業用電

(家庭用電)

16.63%

表燈營業用電

0.14%

無法歸類之家庭用電1.01%

服務業部門

14.32%

農林漁牧

0.17%

工業部門

67.74%

住宅部門

17.77%

圖1、110年桃園市各部門及住宅部門各類用電占比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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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臺灣電力公司統計，110 年桃園市全年用電度數為 296.7 億度，

其中工業部門占 67.74%，為本市主要用電消費，住宅部門及服務業部門各

占 17.77%及 14.32%；進一步觀察住宅部門之各類用電，表燈非營業用電1

占住宅部門用電 9 成 4，或占本市用電 16.63%(圖 1)，依據臺灣電力公司

對表燈非營業用電之說明可得知其用電消費來源主要為家庭用電之消費，

為閱讀方便，本文將表燈非營業用電稱之為家庭用電，並以此資料做為用

電量分析之基礎。 

二、本市 110 年各行政區每人家庭用電量最高為蘆竹區 2,456 度，用電量最低

為復興區 1,154 度，地理上呈現北高南低之趨勢 

若以臺灣電力公司

「各縣市村里售電資

訊」2之 110 年各區用電

量除以各區年中人口

數，來觀察本市 13 個行

政區 110 年之每人家庭

用電情形，其中用電量

最高為蘆竹區 2,456 度，

本市人口最多的桃園區

及中壢區分居第 3 及第

2 名，用電量最低為復興

區 1,154 度，其用電量與

其他行政區有一段落

差，進一步以地理位置

觀之(如圖 2)，行政區愈

往北，呈現每人住宅用

電量越高之趨勢。 

 
1 一般住宅用電或其他非生產性質用電場所的電燈、小型器具與動力合計容量未滿 100 瓩者，用電種類適用於

表燈。若用戶無營業行為，則台電電費收據所登載之用電種類為表燈非營業用戶。 
2 「各縣市村里售電資訊」統計範圍:以住宅類售電資訊之表燈非營業用電按區劃分，其範圍等於本文之家庭用

電，與各縣市住宅部門用電統計範圍不同。 

圖 2、110 年桃園市各行政區每人家庭用電量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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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統計分析 

為深入了解桃園市市民之用電行為，找出影響每人家庭用電量之因子，參考

106 年 6 月臺灣能源期刊「臺灣人口結構變遷對住宅用電需求之影響」，由該文

瞭解在綜合所得中位數、扶老比部分，呈現對家庭用電需求有顯著正向影響；教

育程度與收入呈現正相關，因此高教比同為正向影響；扶幼比則因不同區域之特

性而有不同的正負相關性；再者家庭規模降低，部分家庭用電為固定之需求但分

擔人口降低，致每人平均用電量增加。另參考勞動部統計，20 至 65 歲人口男性

就業率高於女性，女性在家時間長，對家庭用電需求相對較多，因此性別比為負

向影響。 

綜合前述之參考資料，以里為單位蒐集了財政部公布本市 108 年各里綜合所

得中位數，以及 110 年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計算各里之扶老比3、扶幼比4、性別

比5、高教比6及有偶比7等 6 種人口特徵資料作為自變數來探討本市家庭用電影響

因子，前述資料中，以有偶比作為家庭規模之代表因子，惟有偶比與家庭規模不

盡然相等，且扶老比與扶幼比亦會影響家庭規模，與用電量之因果關係仍需更多

文獻討論。 

應變數為每人家庭用電量，來自於臺灣電力公司「各縣市村里售電資訊」之

110 年各里用電量除以該里 110 年年中人口數得到該里每人家庭用電量，藉由

CART 決策樹依人口特徵因子分群，並結合該里平均年齡、人口增減及地理位置

分布，以推測影響家庭用電量多寡之可能族群及原因，進一步建議因地制宜政策。 

  

 
3
 扶老比=(65 歲以上人口)/(15-64 歲人口) ×100，即每 100 個工作年齡人口(15-64 歲人口)所需扶養老年人口數

(65 歲以上人口)。 
4 扶幼比=(0-14 歲人口)/(15-64 歲人口) ×100，即每 100 個工作年齡人口(15-64 歲人口)所需扶養幼年人口數(0-

14 歲人口)。 
5 性別比=(男性人口數/女性人口數) ×100，即每 100 位女性人口所當男性人口數。 
6 高教比：(15 歲以上大專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數÷15 歲以上人口數)×100 ，15 歲以上人口受高等教育(大專以上)

占 15 歲以上人口百分比。 
7 有偶比：(15 歲以上有偶人口數÷15 歲以上人口數)×100，指 15 歲以上有偶人口占 15 歲以上人口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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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教比、扶老比、扶幼比及所得中位數為影響本市家庭用電量之重要因

子，且高用電里 6 成集中於桃園及中壢區 

經各里每人家庭用電量資料整理後，合併 108 年桃園市各里之綜合所

得中位數、110 年桃園市各里扶老比、扶幼比、性別比、高教比及有偶比

6 個人口特徵資料作為每人家庭用電量之變數，透過 CART 決策樹協助挑

選變數(如圖 3)，可以看到高教比、扶老比、扶幼比及所得中位數 4 個變數

呈現在樹上，若變數重要性相對低或是資料具有共線性，則變數不會出現

在決策樹上，6 個變數之中有偶比、性別比並未列入決策樹之變數，因此

得知高教比、扶老比、扶幼比及所得中位數等人口特徵為本市每人家庭用

圖 3、CART 決策樹—110 年桃園市每人家庭用電量分群結果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繪製 

1~6：各分群用電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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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量重要之變數，本文後續分析呈現之雷達圖將 4 個主要人口特徵標示為

紅字，有偶比及性別比次要之人口特徵則標示為黑字，另作為參考之用。 

由圖 3分群結果我們看到整體桃園每人家庭用電數值平均為 2,135度，

最終可以看到決策樹依據前面 4 個主要變數將本市 504 個里分為 6 個子族

群，依其用電量區分為高(用電量大於等於 2,200 度)、中(用電量介於 1,800

至 2,200 度)、低(用電量小於 1,800 度)3 個族群，如圖 4 所示。依分群結果

彙整各族群用電情形(表 1)，其中高用電族群，共 88 個里，人口數占 18.8%，

用電量占 21.3%，用電量占比大於人口占比，其餘中用電族群，共 407 個

里，低用電族群，共 9 個里，這 2 族群其用電量占比皆小於人口占比。 

表 1、CART 分群—110 年桃園市各分群用電情形 

族群 
里 

(個) 

每人家庭用電量

(度) 

人口數 

(人) 

  總用電量 

(度) 

  

占比(%) 占比(%) 

總計 504 2,135 2,271,969 100.0 4,851,718,924 100.0 

高用電 88 2,422 427,681 18.8 1,035,643,989 21.3 

中用電 407 2,074 1,834,024 80.7 3,804,002,231 78.4 

低用電 9 1,176 10,264 0.5 12,072,704 0.2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為瞭解 CART 分群後各群用電特性，除人口特徵值外，再結合本市地

理位置作分析，依據前述結果繪製本市各里平均每人家庭用電之高、中、低

用電分布地圖(如圖 4)，圖中紅色區塊為高用電里，其位置集中在桃園、中

壢兩大都會區以及其他零星地區，計 88 個里，其中桃園區及中壢區合計 54

個里，占該族群 6 成以上，而粉紅色區塊則為中用電里，占本市大部分地

區，計 407 個里；灰色區塊為低用電里，以復興區為主，計 9 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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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繪製 

圖 4、CART 分群—110 年桃園市各里每人家庭用電各族群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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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用電族群主要分布於舊商業區之高齢居民、成熟及新興住宅區之高收

入、高教育居民 

以目前現有之中央節能補助政策，如節能家電減徵貨物稅優惠補助，其

對象已針對所有民眾，而本文為分析本市特有之人口及地理特徵，提出相對

應因地制宜之政策，期提升政策之有效性，因此著重於高用電族群用電特徵。

依據 CART 分群結果，依高用電族群人口特徵及地理位置，由用電量高至

低細分為成熟住宅區族群、舊商業區族群、新興住宅區族群 3 個子族群，對

應到圖 3 決策樹其用電量排名分別為 1、2、3；進一步分析高用電族群各子

族群用電量，將用電量及 6 個人口特徵標準化，比本市平均值高者，其數值

為正，反之為負，絕對值越大則差距越大，另結合平均歲數做參考(表 2)，

表 2、CART 分群—110 年桃園市各分群人口特徵標準化 

族群 子族群 
里 

(個) 

平均

歲數

(歲) 

標準化 

特徵 

每人

家庭

用電

量(z) 

所得 

中位

數(z) 

高教

比(z) 

扶老

比(z) 

有偶

比(z) 

扶幼

比(z) 

性別

比(z) 

總計 - 504 40.9 - - - - - - -   

高用電 

合計 88 40.9 0.76 1.28 1.27 0.20 0.50 0.47 -0.67  

成熟住宅

區 
9 43.4 1.86 1.02 1.50 0.72 -0.02 -0.78 -0.87 

中高所得、高教
育、幼兒少、女性
多 

舊商業區 19 45.3 1.32 0.07 0.23 1.98 -0.44 -0.46 0.02 高扶老、單身多 

新興住宅

區 
60 39.1 0.41 1.71 1.57 -0.44 0.88 0.95 -0.85 

高所得、高教育、
高有偶、幼兒多、
女性多 

中用電 - 407 41.0 -0.12 -0.22 -0.04 -0.26 -0.09 -0.11 0.10   

低用電 - 9 39.5 -2.00 -2.55 -0.28 -0.87 -0.80 0.54 2.14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附註：本表各族群平均歲數為各里平均歲數之算術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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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繪製各子族群地理位置分布(圖 5)，由表中可以觀察到成熟住宅區族群其

人口特徵高教比 1.50 個標準差相對高，扶幼比及性別比相對低，分別為-0.78

及-0.87 個標準差；舊商業區族群其扶老比 1.98 個標準差，扶幼比-0.46 相對

低，反映在平均歲數 45.3 歲為最高；新興住宅區族群依其標準差數字，呈

現高所得、高教育、高有偶、高扶幼、女性多及低扶老等較為極端之特徵，

反映在平均歲數 39.1 歲則為最低；整體高用電族群中以成熟住宅區族群、

新興住宅區族群 2 個族群特徵較為接近，共通為高收入、高教育及女性多，

惟其扶幼比相差 1.73 個標準差，幼年人口之多寡則為兩者最大的分界。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繪製 

圖 5 桃園市 110 年各高用電里子族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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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熟住宅區族群家庭用電量最高，主要分布桃園區、中壢區中心緊臨火

車站之區域 

高用電族群中用電量最高為成熟住宅區8族群，其主要人口特徵為中高

所得、高教育、幼兒少及女性相對其他族群多，決策樹群組方式為高教比

大於等於 48、扶幼比小於 18，每人家庭用電量對應人口特徵經標準化後

之雷達圖(如圖 6)可以看出本族群之特性，另從地理位置來看(如圖 7)，其

行政區集中在桃園、中壢及龍潭三個區，族群 9 個里中有 7 個里位於桃園

及中壢火車站四周鬧區，其他 2 個里則位於龍潭渴望園區及青埔高鐵特區，

進一步觀察其人口數較 107 年9增加 7.2%，相較於同期整體桃園市增加

3.0%人口，本族群所在位置為人口流入區，扣除青埔高鐵特區，其居住環

境以較早發展之集合住宅10為主，推測人口主要組成為子女較少或已成年

離家之家庭，因家庭規模小，以致每人家庭用電量較高。 

圖 6 成熟住宅區族群人口特徵 圖 7 成熟住宅區族群分布地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繪製 

附註：本圖資料為經標準化後之統計值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繪製 

 
8
 地區依發展時間可分為初期型、發展型、成熟型、未來型(再造)，本區屬於成熟型，依此命名。 

9
 因 107 年 3 月 1 日桃園市轄里編組調整，本文各里人口數以 107 年 6 月底及 110 年 6 月底作為比較。 

10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條，集合住宅為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並有三個住宅單位以

上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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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舊商業區族群家庭用電量次高，主要位於臺鐵車站沿線、大溪老街及長

庚醫院鬧區 

高用電族群中次高用電之舊商業區族群共 19 個里，決策樹群組方式

為高教比小於 48、扶老比大於 29 及所得中位數大於 42.2 萬元，呈現之人

口特徵為高齡化，其扶老比各族群最高且有偶比及扶幼比略低(圖 8)；將此

19 個里結合地理位置分布(如圖 9)，可以看到本族群主要位於臺鐵沿線各

車站附近、長庚醫院及大溪老街等位置，舊商業區為本族群共通之地理特

性，另大溪鴻禧山莊及新屋綠色走廊亦包含在本族群；進一步觀察本族群

里民人口數較 107 年減少 1.1%，本族群屬於人口流失區域；綜合前述觀

察，推測本群人口主要組成以位於舊商業區之居民或部分退休養老人士為

主，其用電特性可能為規模較小未辦理營業登記之商家或以家庭用電用於

營業用電之商業需求11，以及退休人員在家時間相對較長，造成每人家庭

用電量相對較高。 

圖 8 舊商業區族群人口特徵 圖 9 舊商業區族群分布地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繪製 

附註：本圖資料為經標準化後之統計值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繪製 

  

 
11
 營業與非營業用電依不同用電度數而有不同電價，營業登記亦牽涉到自用非自用住宅之房屋稅率或其他因

素，因此民眾是否申請營業用電會有不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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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興住宅區族群可能為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小家庭，透過高速公路通勤民

眾或龍潭園區工作者 

高用電族群中新興住宅區族群計有 60 個里，決策樹群組方式為高教

比大於等於 48、扶幼比大於等於 18，由雷達圖來看(如圖 10)，其主要人口

特徵為所得中位數、高教比及扶幼比為各族群最高，代表這些里的市民相

對高收入，同時家庭養育小孩的比例相對高，呈現本群平均年齡低之特性，

另有偶比高、扶老比低及性別比低，表示本區已婚年輕女性人口相對多。

若由地理位置觀之，本族群主要位於本市各捷運站、高鐵站、高速公路沿

線交流道附近，以及龍潭部分地區(如圖 11)，進一步觀察，近年本市新興

重劃區如青埔、藝文、中路及經國特區亦包含在地理區內，另龍潭區則包

含中科院、龍潭高爾夫球場、龍潭科學園區及與其相鄰之區域，整體人口

數較 107 年增加 7.7%，屬於人口流入區，符合新興重劃區特性；相較於成

熟住宅區族群，本族群收入相對更高、已婚者多、幼兒更多，用電量卻低

於成熟住宅區族群，可能因幼兒多、已婚者多，家庭規模大，造成每人用

電反而較少；推測居民主要組成為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透過捷運、高

鐵及高速公路通勤民眾或龍潭中科院及高科技相關產業工作者。 

圖 10 新興住宅區族群人口特徵 圖 11 新興住宅區族群分布地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繪製 

附註：本圖資料為經標準化後之統計值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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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高教比、扶老比、扶幼比及所得中位數為影響本市家庭用電量之重要因

子，且高用電里 6 成集中於桃園及中壢區 

由本分析中 CART 決策樹以高教比、扶老比、扶幼比及所得中位數

4 個因子為影響用電量高低之重要變數，進一步探討其因素，教育程度高

者其收入也相對多，對於生活品質要求及負擔能力亦高，因此可能用電量

高；老年人或退休人士在家時間長，用電量也高；至於扶幼比於本分析中

扮演切割高用電 2 個子族群之角色，因此無論幼兒之多寡，均可能落入

高用電族群；另觀察本市高用電量各里所在的行政區，全部 88 個里，有

54 個里集中分布於桃園區及中壢區，占該族群 6 成以上，具有集中在本

市 2 大都會區之情形。 

(二) 高用電族群主要分布於舊商業區之高齢居民、成熟及新興住宅區之高收

入、高教育居民 

由 CART 決策樹分群得到的結果，結合地理位置分析，舊商業區族

群位於本市臺鐵沿線各車站附近、長庚醫院等高齡人口相對多之區域；推

測部分商家用電種類仍為「表燈非營業用」，以致服務業用電被歸類至住

宅用電，且此區域設備相對較老舊耗電，因此用電量相對高。另成熟住宅

區族群與新興住宅區族群這 2 族群其人口特徵極為類似，地理位置亦相

鄰，居住環境以集合住宅相對較多，本質上兩族群可同視為居住於集合住

宅區之高教育、高收入居民，其最大差別則是幼兒多寡作為分界；推測因

集合住宅公共設施相對多，因此用電量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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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為進一步找出符合本市特色，因地制宜之政策，參考桃園市政府縣市

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各期計畫書，雖該計畫已於 110 年底結束，惟政策之持

續性，透過本分析檢討現行或曾經施行之政策，並依據前述結論，提出屬

於桃園市的家庭用電節電措施。 

(一)針對舊商業區之高齡居民之節電措施 

1.能源用戶節約能源規定遵循：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中，有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應落實「冷氣不外洩」、「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燈

泡」、「室內冷氣溫度限值」；舊商業區多為前項指定能源用戶之一，

透過政府機關不定期稽查輔導，盼可有效防止不必要之能源消耗。 

2.導入高效率空調及照明設備：  

有鑑於舊商業區高齡居民較為節儉消費習性，多半使用老舊不具效

率之空調及螢光燈具；另因夏季缺電風險日漸嚴重，尖峰時段空調用電

需求量亦是最高，減少室外環境熱因素，可有效減少對室內空調所產生

的冷房負荷耗電量。 

藉由政府補助提供經濟誘因，並搭配便民措施，可加速汰換為能源

效率 1~2 級之空調及具節能標章之高效能燈具，提升用電效率；此外，

透過屋頂或玻璃隔熱改善、設置空氣門簾及吸頂循環扇，可降低空調使

用強度，延長空調使用壽命，減少夏季尖峰用電。 

(二)針對成熟及新興住宅區之高收入、高教育居民之節電措施 

1.鼓勵汰換家用老舊家電： 

根據工業技術研究院研究，冷氣機及電冰箱佔家庭用電比例約 4 成，

夏季期間高達約 6 成，如使用老舊耗能家電，更會提高用電比例；惟目

前臺灣電價相對世界各國較低廉，以致主動汰換老舊家電之誘因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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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用電效率不彰；可藉由高收入、高教育者對於生活品質要求高之特

性，透過政府補助之措施，並搭配便民服務，加速住宅部門更換為能源

效率 1~2 級冷氣機及電冰箱，減少電能及電費支出，落實智慧節電。 

2.辦理集合住宅節能診斷輔導： 

因應本市人口移入，新興住宅林立，除了增加住宅用電戶外，同時

增加公共設施空間(如停車場、交誼廳、圖書室等)，導致住宅用電成長；

藉由政府機關辦理集合住宅節能診斷輔導，診斷內容包含公共空間照明、

空調、用電品質及行政區用電管理現況進行調查評析，以檢討節省能源

空間，提出節能改善和電能管理之建議方案，同時可提升社區管理委員

會節電知識，落實自主節能。 

除以上節電措施外，亦可鼓勵住宅用電戶於自家屋頂建置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以增加電力能源，透過北部縣市躉購費率 15%加成之優勢，

提高經濟誘因，可採自行建置或 PV-ESCO 模式，擴展綠能屋頂，建立

分散式乾淨能源，減少火力發電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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