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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電力公司迫於電力不足，  
公佈停電計畫，全國各地即日起至預估雨季開始的 5 月底期間，  

除國定假期外，每天下午或晚上分區輪流停電六小時。  

 
 
 
 
 
 
 
 
 
 
 
 
 
 

路邊電線桿上有如蔓藤般的電線團。  

 
 
 
 
 
 
 
 
 
 
 
 
 
 

柬埔寨不只缺電，電力系統也十分不穩定。  

 
 
 
 
 
 
 
 
 
 
 
 
 
 

2007～2013 年間，中國或獨資採取 BOO，或與本地企業合資採取 BOT，
合計興建 5 座水力發電廠。當在上丁省的柬國第 6 座水力發電廠－桑河
二級於 2018 年 12 月中啟用時，水力發電已佔全國發電量的 56.72%。  

 
 

一路向南》柬埔寨的電力危機：又缺、又貴、又不均 
 

【林文斌／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籌備主任】由於電力基礎建設因戰亂而幾乎歸零，經濟凋敝、欠缺財政收入的柬埔寨，索

性自由化電力市場，將生產、輸配、零售，開放給民營公司申請營運。民間企業將本求利，當然不做最花建設、維護成本的輸配電。

至於零售業務，看著路邊電線桿上有如蔓藤般的電線團，可想而知要花多少行政、營運和巡修成本。這兩項就只能由國營的柬埔寨

電力公司負責。但在發電方面，柬埔寨電力公司也沒錢，僅能勉強維護歷經戰亂、小發電容量的老舊電廠，無力蓋新電廠，更無法

供應足夠的電力。政府只好出面和左鄰泰國、右舍越南、北厝邊寮國買電。  

 

「啊，又停電了！快打開柴油發電機去。」  

 

在 2019 年 4 月 13～15 日柬埔寨新年假期前後，是首都金邊街頭最常聽到的話語。各型柴油發電機一時奇貨可居，價格上漲約

2 至 5 成不等，經銷商因此大發利市，柬埔寨總理洪森（Hun Sen）還呼籲廠商不要藉機哄抬價格。不只發電機價格上漲，柴油價

格在 2019 年 1 月到 4 月，也因為需求增加，漲價 1 成多，1 公升要價 3600 柬幣（瑞爾，Riel）。以美元對瑞爾匯率 1：4050、美

元對台幣 1：30.5 計，換算成台幣約達 27 元，比台灣的柴油價格還貴！  

 

中南半島諸國，除越南外，柬埔寨、寮國、泰國、緬甸的宗教信仰以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居多，新年以佛歷計

算。泰國俗稱新年為潑水節，柬國則多稱原名 Sangkran，中文譯為宋干節。宋干的中文發音很像送乾，有意指旱季結束，雨季來臨

的意味。但 2018 年 9 月起的旱季，特別乾枯，使得佔電源最大宗的水力發電廠，無法發送足夠的電力。柬埔寨電力公司（Electricite 

Du Cambodge, EDC）迫於電力不足，3 月 8 日便公佈停電計畫，全國各地即日起至預估雨季開始的 5 月底期間，除國定假期外，

每天下午或晚上分區輪流停電六小時。  

 

許多買不起發電機的民眾，便大量購置充電瓶，在白天來電時充電，以備晚間停電之用。電瓶只能作為夜間短期照明之用，但旱季

晚上悶熱，又沒法長時間開電風扇，部分民眾乾脆買有點類似像帳棚的蚊帳，就地搭在家門外納涼，安睡一晚。面對缺電窘境，政

府籲請民眾共體時艱，節約用電。但對商家和工廠來說，沒電沒法做生意。但柴油機發電成本又貴，不少廠商考量成本，無奈只能

在停電停工，延長出貸時間。「原本一天就可交貨，現在只能分兩天做了」，一位台商朋友無奈說，停電打亂他們的生產、交貨時

程，「時間就是最大的成本啊」。  

柬埔寨近十年來的經濟成長率多達 7％，電力是經濟發展不可獲缺的背後推手。但 1990 年中期才步入和平穩定狀況的柬埔寨，國內

基礎建設在之前的紅色高棉、越南佔領的 15 年多期間多遭破壞。一般道路和橋樑建設不說，建設和營運成本更高的發電廠、輸配

電網，更是無力興建或維護。因此，早期進入柬埔寨的外資，多會購置大容量的柴油發電機，甚至「自己的用電自己供」，如金邊

特別經濟區（Phnom Penh Special Economic Zone, PPSEZ））、西哈努克特別經濟區（Sihanoukville Special Economic Zone, SSEZ）

就自己興建火力發電廠，不僅供應區內廠商，還能買電給柬埔寨電力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