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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能源管理系統產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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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於電力系統升級與節約能源的需求，當前世界各國智慧電網的建置正如火

如荼的展開。除了電力供給和輸配端的積極改善，與能源使用端的連結與配合也日

益受到重視，而能源管理系統便是為實現需求端管理的重要工具，許多廠商看到未

來的節能減碳商機，開始投入此一產業力圖發展。本文探討台灣的能源管理系統產

業概況、廠商動態，做為台灣廠商投入能源管理系統產業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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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及台灣能源管理系統產值 

全球節能減碳的風潮興起，能源資通訊相關產業數量隨之增加，進而相關產

業產值亦不斷推升。特別是當前大力推動的智慧電網，其基礎建設的佈建為目前最

重要的工作，因而帶動相關產業成長。隨著電網基礎建設發展，終端用戶相關應用

產品與服務的產值亦開始有向上攀升的趨勢。據 Pike Research 和美國 NAESCO 資

料顯示，2012 年全球能源管理系統的產值達 21.6 億美元，預估至 2016 年將達 38

億美元規模，年複合成長率將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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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2 年全球能源管理系統產值  

 

依據經濟部工業局統計資料顯示，2010 年台灣智慧電網相關產業總產值為

256.6 億，且以內銷為主，約占 90%，外銷僅約 10%。智慧電網所涵蓋之產業範疇，

包括先進配電自動化系統(DAS)、智慧電錶系統(AMI)、智慧家電系統、電動車智

慧充電系統、能源管理系統(EMS)之中，能源管理系統產值佔第三，產值達 64 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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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據經濟部能源局統計指出，2011 年台灣的能源資通訊產業產值達 125 億元，

預估至 2015 年產值將達 500 億元。能源資通訊產業概分為三大領域，分別為輸配

電自動化系統、智慧電錶系統以及能源管理系統，至 2011 年 1~8 月產值以能源管

理系統為最高，達 62 億元，其次是輸配電自動化系統，為 2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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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0 年台灣智慧電網相關產業產值  

 

二、全球與台灣能源管理系統產業概況 

1.整體概況 

目前世界各國在智慧電網的推動上，首要任務在於先進讀錶(AMI)基礎建設

的建立，而未來 AMI 的發展重點，是和消費者端的應用結合，例如家庭能源顯

示器、家庭能源網路、智慧家電等能源管理相關系統，以促進能源使用者的節能

效果。然而終端用戶相關應用產品與服務，需待電網基礎建設完善後才有著力的

焦點，再加上消費者關心的資訊安全、使用成本的問題尚待解決，預估需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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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時間才會蓬勃發展。然著眼於未來的商機，電力供給端欲進入應用端之市

場，開始與消費端合作開發，建立起智慧電網上下游的合作體系。例如電力公司

以及智慧電錶大廠均與 HEMS 廠商合作開發產品整合技術。  

2.建築能源管理系統 

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BEMS)前幾大廠商

為 Johnson Controls、Honeywell、Siemens、Schneider Electric 等。這些廠商主要

強項在於 BEMS 相關的軟硬體、系統控制及通訊協定設備的開發能力。此外，專

業化能源管理的廠商，例如 Ecova 和 Pacific Controls，則主要開發服務導向的新

技術。再者，IT 廠商，例如 HP、IBM，亦均利用其本身既有之資訊技術的優勢，

投入能源管理的市場。而家電系統廠商，例如大金、日立、Panasonic、富士通、

東芝等，則藉由其在空調變頻及控制的技術，提供與 BEMS 連結的相關服務。  

由於近年來能源管理系統的功能開始獨立於其他硬體設備，功能也益趨多

元，為提供更完善的能源管理服務，許多大型公司便紛紛開始透過購併小型而創

新的公司或產品來拓展其產品線；或者為強化系統軟體能力而購併系統軟體廠

商，以發展成為全功能的能源管理服務商。併購項目包括能源採購管理、需量反

應管理、賬單管理和節能技術等。  

3.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投入家庭能源管理系統(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HEMS)的廠商來

自相當多元的產業，可分為幾大類。第一類為家電大廠，如 Panasonic、東芝、

三菱電機、海爾等，推出可整合家電設備之 HEMS 相關產品及服務。第二類為

能源管理系統及自動偵測控制軟硬體相關設備廠商，例如 Freescale、Renesas 

Electronics、MMB 等等。第三類為電信或系統整合商，多是在本身核心業務外

提供能源管理系統的加值應用，例如東日本 NTT 的 FLET’S、Control 4 等。第

四類為建商，如積水房屋、三澤住宅、Toyota Home，皆推出相容於其建物的能

源管理系統。另外還有消費性電子、汽車等廠商，例如京瓷、SHARP、三菱汽車

等，均推出相關能源管理系統產品。  

若針對銷售之設備產品範疇來劃分，HEMS 的供應商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

類是純 HEMS 供應商，另一類則是家庭自動化方案(Home Automation)業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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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提供智慧家庭整體解決方案的廠商，而 HEMS 為其中一種功能。第一類的

HEMS 業者，提供之產品類別又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簡單的智慧軟體分析平

台，透過與電廠合作，並利用社群平台提供加值服務，例如美國的 OPOWER 公

司。第二類是具有監控功能之能源管理系統，包括溫度控制器，生產廠商如 Nest、

EcoFactor、ecobee 等公司；也包括智慧插座或其他感測器，生產廠商如 Alertme、

Talking plug 以及 NTT FLET's 所提供的 Miruene 系統。  

至於家庭自動化方案業者，其提供智慧家庭整體方案系統，整合居家安全監

控、影音娛樂、節能、居家照護等功能，例如日本 Panasonic 推出的 Lifinity 系

統。目前由於家庭自動化方案業者將 HEMS 做為整體產品解決方案的功能之一

來供應，可提供完整的家庭智慧化方案，不需再額外加裝能源管理專用設備，因

此雖然純粹 HEMS 的供應商有更高的能源管理專業，但仍面臨來自完整家庭自

動化方案業者的強大競爭威脅。  

 

三、台灣能源管理系統產業概況 

1.整體概況 

台灣的能源管理系統廠商並不多，且規模較小，尚在萌芽階段。除極少部分

做 單 純 軟 硬 體 設 備 販 賣 外 ， 大 部 分 是 由 能 源 管 理 服 務 業 (Energy Service 

Company，ESCO)的廠商，兼營設備銷售。由於此領域之關鍵技術由國際大廠掌

握，門檻較高，故台灣市場主要多為國際大廠所主導，如 Microsoft、Google、

Johnson Controls、Honeywell、Siemens、ABB 等，國內廠商則因規模小，加上未

能主導通訊標準規格，尚無法與國際大廠競爭。  

2.產業鏈概況 

能源管理系統從上游到下游之產業鏈包括零組件、模組、軟硬體設備、服務

等區塊。其上下游產業分別為晶片、感測器 /控制器、電力量表、資訊設備 /通訊

模組、自動化&嵌入式設備、圖控軟體、系統整合服務、能源管理服務等。  

(1)上游感測與控制系統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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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感測與控制是系統自動化的兩項重要元件，藉由感測技術可以瞭解系

統目前運作狀況，並據以適當地運用控制技術，使設備維持最佳的運作狀況。

節能相關的感測器包括燈光感測器、溫濕度感測器、環境感知器、智慧插座等。

目前能源監控應用產品多由國外大廠主導規格技術發展並掌握專利，如

Banner、Intel、Freescale、Jetlun、ST Microelectronics、CentraLite、NETGEAR

等。不過，台灣在資通訊產業有深厚的基礎，因反應快、彈性佳、成本低，在

全球資通訊產業鏈上已為許多大廠之策略夥伴，占有一席之地。若未來要跨足

能源資通訊設備具有優勢，在感測器、控制器、網通設備等各方面亦具有優良

之製造能力。台灣生產感測器與控制器的廠商包括永宏、研華、泓格、向陽、

士林電機、玖鼎、康舒、台科電、七泰等；而電力監控設備廠商則包括祥正、

信可、亞力、柏翔等。  

(2)中游通訊模組及軟體廠商  

中游部分包含資訊設備 /通訊模組、圖控軟體。資訊設備是指用以連結各

項用電設備及供用電兩端之通訊網路，AT&T、Verizon、Comcast 等服務供應

商近來均積極推動相關的家庭網路服務業務；而台灣廠商則包括研華、泓格、

四零四、向暘、永宏、士林電機、合勤、茂發、友訊等，均提供能源管理相關

的資訊設備。圖控軟體是指提供監視、控制及資料蒐集等功能之設備，台灣相

關廠商包括研華、柏眾網控（Broadwin Technology）、柏翔、智恆、資策會、

精誠資訊、神腦系統、鼎新系統等。由於當前國際大型之軟體業者，掌握關鍵

技術並且主導規格標準，因此台灣軟體市場仍由外商主導。  

(3)下游系統整合及服務廠商  

下游部分則包含整合及服務。系統整合是指將建築物內之各種不同的應用

子系統，如門禁控制、消防與安全警報、能源監控、公共設施管理等，加以連

結整合，使建物內之訊息流通共享，促進操作方便性、避免資源浪費。由於國

際大型系統整合業者具有整合多項系統之能力，故台灣市場仍由其主導；而台

灣大多數系統整合商是以國際大廠開發之既有軟體平台提供客製化的服務，只

有少數幾家廠商具備自行開發軟體的能力。台灣的系統整合商包括宜碩、中興

保全、中華電信、中興電工、新鼎系統、遵宇科技、友電企業、弘富寬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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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亞資訊工業、豐譽電信事業、台灣數位工程等公司。  

能源管理服務是指協助客戶進行能源管理軟硬體設備安裝、提供客戶查詢能

源資訊的平台、提供能源管理相關建議的服務。台灣現有許多 ESCO 廠商可代理

國外設備並提供能源管理診斷與建議，規模均不大；相較於國際 IT 廠商的資訊

核心能力，台灣 ESCO 廠商具有機電相關專業，精於提供小型客製化的服務，因

而與國際 IT 廠商各擅勝場。台灣能源管理服務廠商包括中華電信、中興保全、

全家便利商店、工研院、中興電工、新鼎系統、巨路國際、漢唐集成、台灣松下、

英太智慧、東洲能源及 ESCO 廠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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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能源管理系統產業鏈與相關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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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全球能源管理系統產業將走向企業及產品功能整合。能源管理系統為新

興產業，為更快速進入市場，許多大型公司透過購併其他企業，例如軟體或能源公

司，以補其產品或服務之不足，因此能源管理系統產業未來將走向垂直整合的局

面。此外，專業家庭能源管理系統之廠商將面臨來自提供完整智慧化解決方案廠商

之威脅，因為相對於其他智慧家庭產品，消費者對能源管理系統接受度較低，而完

整解決方案的提供將能源管理系統包含其中，並提供更多附加價值，因而消費者採

購意願較高。因此未來專業能源管理系統廠商將走向與智慧化產品供應商整合，以

提供完整解決方案為主的趨勢。  

台灣廠商可善用自身優勢，參與標準制定，採取結盟策略。台灣廠商在硬體

設備方面，可利用過往累積的資通訊技術的深厚基礎以及善用國際產業鏈的地位，

更進一步研發高精密度且具成本優勢之能源管理相關零組件及通訊模組以進入國

際市場。在軟體方面，台灣廠商可利用高度的彈性能力，開發與國外系統平台相容

之軟體，強化客製化能力，以獲取利基市場，例如數量較小、需要符合多重需求的

家庭市場。此外，由於台灣標準制定以國際標準為基礎，因此台灣廠商研發能源管

理相關產品時應積極參與國內標準制訂，以順利掌握國內及國際市場。再者，國內

廠商規模較小，可由較大的廠商或集團領頭，與其他相關廠商進行策略結盟，以形

成完整體系；並在國際化規格成形前，優先建立統一平台，形成互通性標準，以促

進國內能源管理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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