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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CO2 減量台灣節能管理計畫的作法 

王文伯*、王仁忠**、鄭秋瑾*** 
 

摘  要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及「京都議定書」生效後第一遵約期的到來(2008 年～2012

年)，世界主要 35 個工業國家即將接受聯合國對其達成國家溫室氣體(GHG)減量目

標的檢驗，而在 2012 年之後，開發中國家接受 GHG 管制也將成為未來趨勢。身為

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我國，能源消費量逐年遞增，以 2004 年人均能源消費為 4.59 噸

油當量 /人(toe/capita)而言，幾乎為全球人均量的 2.6 倍，同時，從 1950 年至 2000

年累計之數據來看，我國的大氣 CO2 濃度責任是全球的第 32 名，所以推動國家減

量目標不僅是順應國際趨勢，也為保護海島型國土免受氣候變遷的傷害。  

國內對於溫室氣體減量行動，除積極進行企業排放盤查與申報登錄的能力建構

外，經濟部能源局亦推動多項節約能源計畫，其即代表減量行動的表徵。本文所述

的節約能源管理計畫，主要以工業、商業、政府機關及學校等，成立各部門節約能

源服務團，由各企業、機關、大樓的定點服務，乃至集團式企業自願性節約能源合

作的線性推廣，進而透過節能廣宣(網站)服務，對於家庭民眾達到面的宣導，扶植

能源技術服務產業，建立國內新興節能市場，希望為我國在溫室氣體減量行動上達

到具體成果，以一步一腳印的方式，邁向國家永續發展的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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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全球協議之「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於 1994 年生效，其通過管制工業化國家溫室氣體排

放量，並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生效後，使得規範附

件一(Annex I)國家的溫室氣體減量目標具有法令約束效果。  

我國為新興工業化國家，能源消費自民國 74 年之 3,449 萬公秉油當量增至民

國  2005 年的 10,806 萬公秉油當量，每年平均成長率達 6.0%(如圖 1)，這其中工業

部門能源消費的全國占比高達 56.76%，而住商部門與運輸部門之能源消費亦逐年

大幅成長(各占 12.28%及 6.18%)，因此，政府為採取有效的能源管理政策與措施，

積極建構國內節約能源管理計畫。  

 

 

 

圖 1  國內能源消費結構(部門別) 

資料來源：能源局  2005 年能源統計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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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節約能源管理計畫 

經濟部於 2005 年 2 月「京都議定書」生效的同時，即刻成立節約能源服務團

輔導各部門進行節約能源工作，以促進達成溫室氣體減量目標，以下即說明政府推

行節約能源管理計畫項目的範圍，其間之關聯性如圖 2 所示。  

節能服務團以產業(工業、商業)及政府機關為服務對象，對不同類型能源用戶

提供階段性服務，其中包含節約能源技術服務、能源查核機制的輔導、推動耗能參

考指標、強化政府機關及學校節能措施等，並有鑒於國際上節能工程的落實改善，

趨向能源技術服務業((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的投入，乃鼓勵民間工程業

者、設備供應商及工程顧問等相關業者參與節約能源改善工程之市場，以強化能源

技術服務產業營運環境。故節能管理計畫之基本歸納如下：  

1.實施節約能源技術服務與能源查核：對於工、商業、政府機關及學校之能源管理

措施，乃依據「能源管理法」及其施行細則，要求能源使用量達到一定標準之能

源用戶，遵行能源查核制度，經濟部並組織節約能源服務團，輔以節能技術服務

(設備檢測、提升能源效率)，並提供購置節能產品(技術)等獎勵優惠措施作為配

套誘因。  

2.推動耗能參考指標：政府針對商業部門訂定建築物用電參考指標(工業部門則研訂

主要產品單位耗能指標)，提供能源用戶作為節能改善參考標準，進而加強內部能

源管理計畫以及宣導活動。  

3.強化政府機關及學校節能措施：行政院於 95 年 6 月發佈「加強政府機關及學校

節約能源措施」，要求各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與用油量，以不成長為原則並逐年

檢討。  

政府推動上述節能政策與措施，目的在於加強用戶能源管理自主能力，引導用

戶進行節能改善，以因應溫室氣體減量國際趨勢與油價高漲的隱含性能源危機，進

一步扶植 ESCO，使發展成為國內新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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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節約能源管理計畫工作項目之關聯  

 

三、節約能源技術服務內容 

3.1 節能技術服務執行方法 

節約能源服務團對於能源用戶之服務方式，見圖 3，服務流程說明如下：  

1.實地訪測能源用戶，視現場所需，進行耗能設備 /流程之檢核。  

2.提供用戶節能技術服務報告書，以利落實節能改善。  

3.報告書內容包含：用戶之能源流向分析、設備效率分析(如果進行儀器檢測)、節

能措施建議及經濟效益評估。  

4.統計各行業節能潛力及節約能源率，提供節能服務政策參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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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節約能源技術服務流程圖  

 

3.2 節能檢測技術與改善措施  

為提供能源用戶可行性節能措施，節能技術服務必須具備 3 項要件：  

1.建置標準檢測儀器：針對工、商業不同設備與公用設施，配置各類檢測儀器，包

含電力測試、流量測試及溫度溼度計等儀器裝備。  

2.設備檢測標準程序：為符合設備運轉判斷與效率分析之需求，強化耗能設備測試

基準及操作模式，故制定設備檢測標準作業程序。  

3.建立節能措施資料庫：為提供用戶有效之節能改善建議，使能源使用合理化，乃

將節能技術劃分 6 大系統：電力照明、熱能、冷凍空調、汽電共生、公用、製程

等，並將提供用戶之節能措施屬性區分為 4 項類別，分別為操作調整、控制調整、

設備更新、系統整合等 4 類，說明如下：  



132 因應 CO2 減量台灣節能管理計畫的作法  

(1)操作調整：改善重點在檢討各項設備、系統是否依照操作手冊及規範，正確地

運作、維護與管理，對於已經脫離原始操作規範者，則提供調整措施加以改善，

例如，調降鍋爐設備空燃比、排氣含氧量；壓縮空氣系統之管路測漏修補等。

此類節能改善投資金額低、經濟效益高，回收年限短。  

(2)控制調整：改善重點在於檢討系統、設備實際能源需量可否降低，施以人為管

理、自動控制或增設控制器等管理措施。此類節能改善若僅需加強人為控制，

例如設定冷暖房溫度、照明點燈管理，則無須投資立刻回收。另一部分改善措

施則投資部份控制設備即可，如空壓機部份負載之卸載控制、工業爐裝設自動

調整空燃比的燃燒控制系統等。  

(3)設備更新：改善重點為檢討適時導入或汰換成具有環保、節能又自動化之國內

外新型節能設備及控制系統，配合正確操作與管理。如規劃需量控制系統、照

明使用電子式安定器、泵加裝變頻器、汰換低效率冰水主機等，此類節能改善

投資與回收差異較大。  

(4)系統整合：改善重點在於檢討既有大型的系統與設備，增設附屬節能設備及系

統整合管理裝置，以提高系統設備整體運轉效率，如增設廢熱鍋爐、恢復儲冰

系統功能、建立電能管理自動化裝置等，此類改善投資之差異性較大。   

目前透過系統、設備與改善類別之歸類，建立可行之節能措施約有 460 項，以

下舉例數項節能措施提供參考，如圖 4 所示。  

 
 

冷凍空調系統
1.冰水主機性能檢測

2.冰水、冷卻水管路系統改善

3.空氣側之外氣及排氣合理化

4.儲冰系統評估及運轉功能調整

壓縮空氣系統
1.調降壓縮空氣壓力

2.修補空氣管線及其配件等洩漏

3.調配空壓機負載

4.降低空壓機房內環境溫度

 

圖 4  節約能源改善措施示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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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媒合節能產業之供給面與需求面 

政府為加強國內經濟發展，以集團式企業自願性節約能源合作為基礎，研擬節

能市場之需求與供給的輔導策略，如圖 5 所示。藉由台灣綠色生產力基金會(簡稱

綠基會)節能中心之節能技術服務系統及能源查核資料庫，進行節能市場需求分析。 

推動集團式企業參與節約能源自願性協議  (Voluntary Agreement)，進行集團企

業節能輔導，發掘節能盲點，透過企業組織行政體系進行全面改善。此時，節能工

程市場將隨之活絡，乃導入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之技術與設備的供給，使企業的生產

成本能夠降低，並且讓政府的輔導績效能夠獲得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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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節能產業之供給與需求媒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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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節約能源教育宣導與成功案例 

為擴散各行業節能成果與技術應用，除針對能源用戶辦理各項節能技術研討會

與成功案例觀摩會外，並整理編製節能技術手冊、能源查核年報等，藉以提供用戶

分享節能技術，並了解產業節能趨勢。另為強化節約能源與溫室氣體減量之公民意

識，乃製作各式節能貼紙、省電 36 計等 DM，發送各地機關行號及社區，進行節

約能源宣導與推廣，上述資料均可於綠基會節能中心網站 (http://www.ecct.org.tw) 

下載取得。  

目前國內能源用戶落實節約能源改善多獲有實際成效，而相對之成功案例可由

獲得公開表揚之節能事績加以了解如下：  

1.集團式連鎖超商簽署自願性減量協議  

經濟部能源局、商業司與 5 大連鎖超商(7-11、全家、萊爾富、來來、福客

多)，於 95 年 7 月 31 日共同簽署自願性節約能源合作意向書，見圖 6。針對照

明、空調與冷凍冷藏系統等進行節約用電，預計 3 年內節約用電 5~10%(平均

6.2%)，節電潛力為 0.85 億度，節省金額 1.7 億元。  

政府推動宣導日間騎樓照明減光及店內溫度(26 )℃ 合理化，業界配合良好，

獲得改善成果。並針對店內照度合理化舉辦節能座談會，預期可達成 CNS 商店

照度標準(1,000 Lux)及單位面積照明耗電 25W/㎡之目標。  

 

 

 

圖 6  經濟部能源局、商業司與 5 大連鎖超商共同簽署自願性節能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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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南市政府於 93 年獲得經濟部節能績優廠商表揚，並且於 94 年度舉辦政府機關

節能觀摩會，分享市政大樓運用能源管理方法所獲致的成效，而其執行的節能改

善措施包括：  

(1)電力系統：加裝微電腦自動功率因數調整器，用電功率因數達 99%。  

(2)空調系統：利用儲冰系統於離峰時間儲冰，以供應上班時間部分空調負載之所

需。  

(3)照明系統：辦公室基礎照明 20W*4 型傳統安定器日光燈具，汰換為 14W*4 型

電子式安定器搭配 T5 燈管之燈具。  

(4)公用系統：地下室停車場抽排風車管理，設定上下班時間開啟，減少風車用電。 

四、能源查核制度 

4.1 辦理能源查核事項及相關規定 

推動能源查核制度為我國節能管理計畫中重要的一環，其依據能源管理法及其

施行細則，於總則第 9 條中載明「能源用戶使用能源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數量者，

應建立能源查核制度」，其他相關規定與法條依據，見表 1 所示。而依照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必須遵行能源查核制度所定義的能源用戶，在用電部份，已於 95 年 12 月

修正為用電契約容量超過 800kW 以上者即屬之。  

 

表 1  能源查核制度相關規定  

能源用戶 
能源使用 
數量基準 

應行辦理事項 

煤炭 
年使用量 
>6,000 公噸 

燃料油 
年使用量 
>6,000 公秉 

天然氣 
年使用量 
>1,000 萬 m3 

電能 
契約用電容量 
>800kW 

1.每年 12 月底前，將次年能源查核制度，節約能
源目標及執行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2.設置能源管理人員。 
3.每年 1 月底前彙集前一年使用能源資料，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報。 
4.新設或擴建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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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戶根據表 4-1 辦理能源查核制度事項，同時，節約能源服務團執行查核

資料的核備與現場實際查核，以非製造業之查核流程為例，見圖 7，其主要項目為： 

1.能源用戶於每年 1 月底前，必須將前一年的能源使用資料與相關節能計畫，上網

填報，填報大綱見圖 8。  

2.經濟部節約能源服務團及專家顧問，除了每年辦理查核填報講習會外，並實施現

場查核輔導與節能檢測。  

3.根據現場設備檢測結果，函送節能改善建議報告提供用戶參考。  

4.能源用戶收到節能改善建議報告後，實施內部檢討與矯正。  

 

經濟部節約能源服務團及專家顧問 現場查核及節能檢測 

查核及節能改善建議報告

能源用戶內部討論及矯正

能源用戶上網申報能源查核資料 

 
 

圖 7  非製造業能源查核與技術服務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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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非製造業能源查核填報內容大綱  

 

4.2 能源大用戶近 2 年能源查核節能成效分析 

由非製造業能源查核資料，統計分析能源大用戶近 2 年(93 年及 94 年)之節能

成效，如圖 9 所示，就各行業主要建築類型的節約能源量與節約率(指能源)之比較，

醫療業之節約能源量在此 2 年均較其他行業為優(分別為 3.9 及 7.5 千公秉油當量)，

且其節約率亦逐年遞增(分別為 1%及 1.8%)；另外政府機關在這 2 年之中的節約能

源量雖然未能超越其他行業，但就節約率而言，表現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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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非製造業能源大用戶節能成效統計圖(2004 年及 2005 年) 

五、加強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措施成效分析 

為促成國內節能管理計畫的有效推行，由政府機關及學校率先推動節約能源，

示範引導民間採行，以落實全民節約能源行動。  

5.1 加強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措施 

1 依據 95 年 6 月 28 日行政院核定之「加強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措施」辦理。 

2.措施內容摘要  

(1)節能目標  

‧各 政 府 機 關 及 學 校 用 電 與 用 油 量 以 不 成 長 為 原 則 並 逐 年 檢 討 。  

‧各 執 行 單 位 之 全 年 與 夏 月（ 8、9 月 電 費 單 據 ）用 電 量 應 與 94 年 同 期

用 電 量 作 比 較 ， 無 特 殊 理 由 ， 用 電 不 得 成 長 。  

(2)執行單位(總計 7,893 個) 

‧行 政 院 暨 所 屬 機 關 及 學 校 ， 計 1,056 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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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北 市 政 府 、 高 雄 市 政 府 、 各 縣 市 政 府 暨 所 屬 行 政 機 關 及 學 校 ， 計

6,837 個 。  

(3)規範標準作業程序  

‧建 立 節 能 推 動 組 織 及 管 理 制 度  

‧落 實 36 項 節 能 措 施 ， 定 期 查 核 紀 錄 及 自 我 考 核  

‧夏 月 及 年 度 執 行 成 效 ， 定 期 檢 討 並 上 網 填 報  

(4)採自我評量方式  

‧各 執 行 單 位 之 用 電 量 與 94 同 期 比 較 不 得 成 長 。  

‧經 濟 部 公 布 之 同 類 型 機 關 或 學 校 用 電 指 標 (EUI， 總 用 電 量 /樓 地 板 總

面 積 )比 較 。  

(5)採分層督導考核制度。  

(6)經濟部得會同研考會邀集相關機關代表與專家組成評鑑小組，考核各單位執行

節能成效。  

(7)經評鑑考核為執行績優之單位予以表揚，其機關學校首長及有功人員，予以敘

獎。執行不佳之單位限期改善，複評仍不佳者予以懲處。  

5.2 政府機關及學校之夏月加強節約能源措施 

政府機關及學校共分為 6 大分類 43 細分類，完成填報並核備之家數共 6,601

家，經統計政府機關及學校夏月總用電量成長率，見表 2，由表中成長率幾近為 0，

顯示政府機關及學校推動加強節約能源措施所作的努力具有成效。  

 

表 2  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措施－夏月推動節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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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率

95.9%95.4%100%9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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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成長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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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推動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 

6.1 建構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之發展環境 

根據 94 年 6 月全國能源會議結論之具體行動計畫，在「議題三－綠色能源發

展與提高能源使用效率」及「議題六－京都議定書生效後住商部門因應策略」，對

國 家 總 體 節 約 能 源 及 提 高 能 源 使 用 效 率 ， 均 提 出 推 動 民 間 能 源 技 術 服 務 業

(ESCO)，建立節能績效保證、無擔保信用保證機制。在國內之節能管理計畫中，

應加強重視建立 ESCO 之發展環境，ESCO 與其他 4 大合作夥伴的相互關聯見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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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建構能源技術服務產業(ESCO)之發展環境關聯圖  

 

6.2 推動 ESCO 產業之各項活動  

目前 ESCO 產業在經濟部育成新興產業之政策下，自 1999 年起導入，近年來

推動與完成工作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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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經濟部能源局指導下，於 2006 年成立能源技術服務產業推動辦公室，主要任

務為：  

(1)環境法制：排除業者融資障礙，相關獎勵措施建議適切性的修正，藉由政府政

策的支持，刺激私部門願意投入 ESCO 市場。  

(2)投資金融：協助 ESCO 業界申請中小企業信保基金之保證事宜；長期目標則研

擬適切的專案融資方案或循環基金建置之可行性，協助業者減少資金壓力。  

(3)專案支援：輔導公部門成立節能專案等技術顧問，指導其選用最佳且最符成本

效益的節能績效保證合約(Energy Saving Performance Contract, ESPC)專案。  

(4)推廣策進：進行成功案例推廣，舉辦本土化節能績效量測與驗證程序說明會，

蒐集分析國際間能源技術服務產業市場資訊，建立 ESCO 資訊服務網。  

(5)量測驗證：導入國際節能績效驗證架構，透過國外量測驗證專家的技術研習，

配合我國情與環境的條件，研訂本土化量測驗證的標準程序。  

2.自 1999 年至今舉辦有關 ESCO 及 ESPC 說明會、研討會及技術觀摩會等，超過

30 場，參與者超過 2,000 人次以上，充份對業界與能源用戶進行資訊與理念宣導。 

3.公部門「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推廣補助要點」研訂與執行：經濟部能源局為促進公

部門落實節能工作，以作為民間企業之表率，特別制定此要點，並提供政府機關、

公立大專院校與公立醫院等公部門現場輔導節能績效保證補助之技術諮詢。95

年 8 月 23 日辦理 95 年度補助申請案之評審會議，評審結果，交通大學、花蓮教

育大學、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與台南市政府等 4 個機關獲得補助，每家可獲得新台

幣 500 萬元的補助款。  

4.提升金融機構對於新興 ESCO 產業的認知，舉辦節能專案融資會議，並拜訪各商

業銀行經理人員，增加 ESCO 及 ESPC 的認知，以協助業者獲得融資的機會。  

5.擬訂推薦 ESCO 廠商申請信保基金直接信用保證之流程與相關書面文件，協助業

者取得信保基金之信用保證，並輔導符合資格之 ESCO 業者申請新興重要策略性

產業獎勵優惠。  

6. 驗 證 節 約 能 源 成 效 ： 邀 請 國 外 專 家 舉 辦 節 能 量 測 與 驗 證 (Measurement & 

Verification)教育訓練，使業主與 ESCO 業者雙方對 ESPC 專案具有公正標準的工



142 因應 CO2 減量台灣節能管理計畫的作法  

程 有 效 驗 收 (Commissioning) ， 採 用 國 際 效 能 量 測 與 驗 證 協 定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Protocol)，並舉辦本土化量測與驗證文

件架構技術專家小組審查會，以研訂本土化量測驗證的標準程序。  

7.於 94 年 6 月 17 日推動「台灣 ESCO 產業發展協會」(TAESCO)成立，做為 ESCO

業者間相互交流與合作的平台，截至民國 96 年 3 月為止，計有 69 個團體會員以

及 174 位個人會員參與。  

8.能源服務業成功案例推廣：95 年共計舉辦 6 場 ESCO 成功案例示範觀摩研討會，

示範案例分別為台中仁愛醫院大里院區、嘉義大林慈濟醫院、高雄大學、中華郵

政、台北小巨蛋及新竹縣身心障礙福利服務中心，參加觀摩的人數高達 700 人以

上。  

  

能源技術服務產業推動辦公室 ESCO 及 ESPC 說明會 「台灣 ESCO 產業發展協會」成立

 

七、結    語 

我國為新興工業化國家，近半世紀以來，伴隨著經濟發展、工商業起飛，以及

國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國內最終能源消費量年平均成長率以 6%的速率向上攀升，

溫室氣體排放量亦有增無減，故推動能源使用效率提升工作。然而，世界各國於改

善氣候變遷的減量政策中，除了採取「京都議定書」絕對減量與彈性合作機制之外，

更有許多先進國家以相互結盟的方式，進行不同減量的合作模式。  

例如，雙軌模式(Parallel Climate Policy, PCP)，就美國與中國等沒有納入現行

京都模式之排放大國而言，自行研訂一套遵約機制，納入印度、巴西及澳洲等國家，

達到京都系統外的另類合作與規範。  

我國目前並非 UNFCCC 的締約國，要尋求溫室氣體減量國際合作，實際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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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國際情勢的限制，而此時，歐盟也開始以環保指令對電機電子產品的進出口加

以限制(例如 WEEE、RoHS、EuP 等)，此等貿易障礙將使得對外貿易高依存度的我

國，加重經濟發展的阻力。為因應上述國際趨勢，我政府均積極推行有效的節約能

源政策與溫室氣體減量措施，以對外宣示我國願善盡地球公民的責任與義務。  

由於節約能源事務小至隨手可做，大至設備投資改善與能源技術創新，本質上

是需要挹注關心的長期作為，尤其是政府的投入、民眾的支持及先進友邦的合作，

都能與時並進，即能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及能源效率提升，藉此改善氣

候變遷的努力，進而達到我國永續發展之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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