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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系列標準最新制定狀況及

EnMS認證多邊承認協議之發展 
 

葉薇芬*
 

 

摘  要 

ISO 組織於 2011 年 6 月 15 日正式公布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Requirements with guidance for use, EnMS)標準，本份標準可提

供組織建立所需的系統與過程以改善能源績效，包括能源效率、能源使用及能源消

耗，它適用於所有型式、規模(大小)之組織。隨著本標準之公布，有關與本標準相

關之稽核、認驗證，以及能源績效之相關議題，益形顯得重要。因此， ISO TC 242

技術委員會接著草擬此系列標準，增訂規範要求或提供指引以協助組織及認驗證機

構做為建立或實施之遵循或參考。此系列標準除 ISO 50001 外，包括 ISO 50002、

ISO 50003、ISO 50004、ISO 50006 及 ISO 50015，大部分標準仍為草案階段，預計

於 2014 或 2015 年陸續公布，本文將簡要介紹此系列標準制定現況及草案內容重點，

藉以瞭解其發展方向。  

至於 EnMS 能源管理系統之多邊承認協議(Multilateral Agreement, MLA)之發

展，APEC 於 2014 提供補助專案，希望促進亞太地區經濟體之認證機構，儘速推

動此領域之 MLA，本文亦簡要說明目前之認證發展現況。  

 

【關鍵字】能源管理系統、能源基線、能源績效指標、量測及驗證、多邊承認協議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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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列相關標準之發展，主要目的是提供組織實施、維持及

改善能源管理系統及提升能源績效，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其他有關的環境衝擊。

此系列標準除 ISO 50001 外，另包括 ISO 50002、ISO 50003、ISO 50004、ISO 50006

及 ISO 50015，其中 ISO 50001 為組織實施能源管理系統須遵循之標準及驗證機構

執行驗證依循之標準，當一個組織要著手建立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時， ISO 

50004 則可提供一個以 ISO 50001 條文為架構之指引，除了對 ISO 50001 各條文深

入解釋外，並佐以參考之實務範例，此外，於實施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之過程，

組織可尋求內部或外部資源，依據 ISO 50002 之要求執行能源稽核以鑑別能源改善

的機會，在實務之執行上，ISO 50006 提供如何鑑別能源績效指標(EnPI)及能源基

線(EnB)，並參考 ISO 50015 之要求，執行量測及驗證(M & V)以確認能源績效之改

善。因此，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列之各標準實為息息相關，並互為應用，以達能

源績效改善之目標。  

國內廠商及驗證機構於 2011 年即開始建置能源管理系統及提供驗證服務。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亦因應國內之驗證需

求，及國際認驗證趨勢之發展，於 2012 年 1 月 1 日開放受理 EnMS 能源管理系統

認證服務。隨著國際間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議題受到全球之關注，推動能源管理系

統及國際多邊承認協議之腳步，亦加速推進及發展。   

 

二、ISO 50001系列標準最新制定狀況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列相關標準之最新制定狀況，可參考表 1，本文另將簡

要介紹 ISO 50002、ISO 50003、ISO 50004、ISO 50006 及 ISO 50015 等標準草案之

重要內容及方向。有關各標準之使用及相互關係，可參考圖 1。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28期(July 2014) 141 

表 1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列相關標準之最新制定狀況  

標準名稱 版本 制定目的 

ISO 50001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with 

guidance for use 

能源管理系統 – 使用指引之要求事項 

IS 

(2011/6/15) 

提供組織實施、維持及改
善能源管理系統及提升能
源績效，以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與其他有關的環境衝
擊 

ISO 50002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with 

guidance for use 

能源管理系統 – 附使用指引之要求事項 

IS 

(發布程序中) 

執行能源稽核以鑑別能源
績效改善之機會 

ISO 50003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for 

bodies providing audit and certification of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能源管理系統 –機構提供能源管理系統稽核及驗
證之要求 

DIS 

提 供 對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EnMS)之額外特定技術要
求，以確保稽核及驗證之
有效性 

ISO 50004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 of an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能源管理系統 –能源管理系統之實施、維持及改善
之指引 

DIS 

提 供 組 織 實 施 以 ISO 

50001 為基礎之能源管理
系統(EnMS)，以及如何採
取系統化方法達成能源管
理及能源績效之持續改善
之指引 

ISO 50006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 Measuring energy 

performance using energy baselines (EnB) and energ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nPI) – General principles 

and guidance 

能源管理系統 –使用能源基線及能源績效指標量
測能源績效之一般原則及指引 

DIS 

提供組織如何鑑別相關能
源績效之資訊，以及建
立、使用及維持 EnPIs、
EnBs 

ISO 50015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organizational 

energy performance – General principles and 

guidance 

組織能源績效之量測及驗證之一般原則及指引 

DIS 

建立共通之原則及指引以
量測及驗證(M&V)組織能
源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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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列相關標準之使用及關係  

 

1.ISO 50002 Energy Audits – Requirements with guidance for use (能源稽核－附使用指引

之要求事項)  

ISO 50002 標準是參照 EN 16247-3 為基礎訂定，主要目的是執行能源稽核以

鑑別能源績效改善之機會。ISO 官網公告之標準制定階段為 IS 標準，惟尚未完成

發布程序(截至 103 年 5 月 31 日止)。Energy Audits (能源稽核) 的觀念，於 ISO 

50001:2011 之附錄 A4.3 節能源審查之章節中首先被提出，說明其與能源審查之

關係”  能源稽核或評鑑包含組織、過程或兩者之能源績效的詳細審查。其通常

是以實際能源績效之適當的量測與觀察為基礎”，也明述執行能源稽核之目的"

能源稽核被規劃與執行做為改善能源績效機會之鑑別與排序的一部分”，另外本

標準也很明確揭示它並未涵蓋 ISO 50003 有關能源管理系統稽核之範圍。本標準

中「能源稽核」定義為：系統性地分析被稽核標的之能源使用、消耗，以鑑別，

量化及報告能源績效改善之機會。能源稽核之執行者，不限於內部或外部資源。 

本標準內容共 5 個章節及 1 個附錄，主要包括範圍、名詞定義、參考規範、

能源稽核原則、能源稽核之執行，附錄則介紹如何使用本標準。第 4 章之能源稽

驗證機構 

認證機構 
ISO/IEC 17021 

ISO 50003 

 
ISO 50001 

 

認證 Accreditation 

組織 

ISO 50002 

ISO 50004 

ISO 50006 

ISO 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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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原則包括對能源稽核員之原則要求及執行能源稽核之原則要求二大部份。第 5

章為能源稽核之主軸，以能源稽核流程之 9 個步驟(如圖 2)說明如何執行能源稽

核。  

 
 

 

 

圖 2  能源稽核過程之流程圖  

 

能源稽核之過程中，於本標準中特別被強調的是能源稽核員要能鑑別能源績

效改善的機會，並能進一步分析及提出報告。另外，能源稽核亦可視組織規模、

能源使用、能源消耗、資料蒐集之方式、製程特性 ..等不同考量因素，而區分為 3

等級之能源稽核(分別為 Level 1, Level 2, Level3)，各有不同程度要求之規範(參照

本標準附錄 A)。ISO 50001 標準所規範之能源管理系統並未要求必須執行能源稽

核，但卻可做為能源審查重要的參考輸入資料。  

2.ISO/DIS 50003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for bodies providing audit and 

certification of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能源管理系統 –機構提供能源管理系統稽核

及驗證之要求)  

ISO 50003 標準係規範機構提供能源管理系統稽核及驗證之要求，本標準目

前仍在 DIS 階段，未來將與 ISO/IEC 17021 合併使用，做為驗證機構執行能源管

理系統驗證應遵循之要求。  

本標準共有 6 個章節及 4 個附錄，主要包含範圍、名詞定義、參考規範、能

源管理系統之稽核特性、稽核流程之要求及能力要求；4 個附錄，有 2 個為參考

性質，2 個為規範性質，其中最重要的是附錄 B 有關稽核人天決定之要求，以及

能源 

稽核規劃 

資料量測計畫 

 開始會議 

 資料蒐集  現場作業  分析 
 報告  結束會議 

5.2 

Energy Audit 

Planning 
5.4 

Start-UP 

Meeting 

5.3 

Date 

Measurement 

Plan 5.5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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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Field Work 

5.7 

Analysis 

5.8 

Report 

5.9 

Closing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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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有關多場區取樣原則。本標準強調除 ISO/IEC 17021 條文皆適用外，例如

第 6 章及第 9 章都分別另外訂定適用於 EnMS 稽核過程之特定要求，以及稽核人

員基本能力及特定技術能力之要求。  

驗證機構執行管理系統驗證稽核，目前須遵循 ISO/IEC 17021 要求，至於稽

核人天數的規定，國際認證論壇(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um, IAF)訂定 IAF 

MD5 強制文件(Mandatory Document)規範有關 QMS 品質管理系統及 EMS 環境管

理系統稽核人天之要求。然而本標準附錄 B 針對 EnMS 稽核人天，另訂定較複雜

的計算方式，依照能源管理系統的特性，須考量三個不同因素，包括能源年使用

量、使用能源數目，以及重大能源使用之數目，且此三個因素各有不同權重加以

計算複雜度，依複雜度程度之高、中、低與有效員工數之矩陣表，訂出初次驗證

之最低人天要求。此計算過程可以下述三個表依序決定(表 2 決定稽核人天數之

能源複雜度範圍、表 3 EnMS 複雜度程度、表 4 初次驗證最低稽核人天數)。  

 

表 2  決定稽核人天數之能源複雜度範圍  

Considerations Weight 

(考量因素) 

(multiplier) 

權重 

Range 

範圍 

Complexity 

factor 

複雜度因子 

Annual energy 

consumption 

年度能源使用量(使用
單位 TJ) 

40 % 

Less than or equal to 139 TJ 

小於或等於 139 TJ 
1.0 

279 TJ to 140 TJ 1.2 

13,999 TJ to 280 TJ 1.4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14,000TJ 

大於或等於 14,000 TJ 
1.6 

Number of energy 

sources 

使用能源數目 

25 % 

1 to 2 energy sources 

使用 1 至 2 種能源 
1.0 

3 energy sources 

使用 3 種能源 
1.2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4 energy 

sources 

使用 4 種或 4 種以上能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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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決定稽核人天數之能源複雜度範圍(續) 

Considerations Weight 

(考量因素) 

(multiplier) 

權重 

Range 

範圍 

Complexity 

factor 

複雜度因子 

Number of significant 

energy uses (SEUs) 

重大能源使用數目 

35 % 

Less than or equal to 5 SEUs 

重大能源使用小於或等於 5 種 
1.0 

6 to 10 SEUs 

重大能源使用為 6~10 種 
1.2 

11 to 14 SEUs 

重大能源使用為 11~14 種 
1.3 

 

表 3  EnMS 複雜度程度  

Complexity value 

複雜度計算值 

Level of the EnMS Complexity 

複雜度程度 

Greater than 1.35 High 高 

1.1 to 1.35 Medium 中 

Less than 1.1 Low 低 

  

表 4  初次驗證最低稽核人天數  

Number of 

effective personnel  

有效員工數 

Complexity 複雜度 

Low  

低 

Medium  

中 

High  

高 

1-15  3  5  6  

16-25  4  6  7.5  

26-65  5.5  7  8.5  

66-85  6.5  8  9.5  

86-175  7  9  10  

176-275  7.5  9.5  10.5  

276-425  8.5  11  12.5  

>425  若有效員工數大於 425，驗證機構可依此表之原則計算人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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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附錄 C 多場區取樣原則，與 IAF MD5 之取樣原則大致相同，惟本標準

另訂定有關中央辦公室之最低稽核人天要求。  

3.ISO/DIS 50004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 of an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能源管理系統 –能源管理

系統之實施、維持及改善之指引  

本標準提供組織實施以 ISO 50001 為基礎之能源管理系統(EnMS)，如何採取

系統化之方法達成能源管理及能源績效持續改善之指引。本標準適用於不同實施

程度之能源管理系統，包括對能源管理系統或標準鮮少經驗者、已實施能源效率

專案但缺少能源管理系統經驗者、已建置能源管理系統但並非建置 ISO 50001 系

統者，以及已建置 ISO 50001，但尋求持續改善。  

本標準屬於指引性質，撰寫的架構係與 ISO 50001 條文一致，逐條進一步解

釋條文之意義。另於章節中以實務範例做為舉例，更清楚詮釋標準之要求。本份

標準對於初步開始建置 ISO 50001 之組織，於標準的解讀及實務的應用，有很大

的助益，尤其 6 個參考性附錄 A~F，包含實施能源管理系統之查檢表、能源政策

之範例、能源審查之範例、行動計畫之範例、量測計畫之範例，以及能源管理系

統中重要名詞及項目之相互關係等，極具參考價值。  

4.ISO/DIS 50006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 Measuring energy performance using energy 

baselines (EnB) and energ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nPI) -- General principles and guidance

能源管理系統 –使用能源基線及能源績效指標量測能源績效之一般原則及指引 

本標準提供組織於量測能源績效及其變動時，如何建立、使用及維持能源績

效指標(EnPI)及能源基線(EnBs)，以符合 ISO 50001 標準之要求。由於 EnPI 及 EnBs

為 ISO 50001 中能源績效量測及能源績效管理相關之兩個主要相關項目，故本標

準內容主要以這 2 個項目為主軸，提供量測能源績效、如何鑑別能源績效指標、

如何建立能源基線及蒐集資料等指引。  

本標準就能源績效指標(EnPI)及能源基線(EnBs)探討如何量化能源績效之變

更、如何從能源審查取得有效之能源績效資訊，決定能源基線之期間、資料蒐集

之頻率等，例如必須首先界定 EnPI 之邊界(boundary)，可以從物理性(physical)、

系統相關 (system-related)或組織層級 (organizational)來界定其設定之邊界，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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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PI 可以不同形式表示，例如可量測之能源使用、統計模型、每單位之能源使用

等，至於訂定基線之資料蒐集期間，一般以一年為基礎做為統計，或少於一年，

或大於一年，視能源使用之穩定度及過去能源使用之紀錄決定。本標準之附錄

A~附錄 E，列出許多實務之參考範例，包括附錄 A 透過能源審查鑑別出 EnPIs、

EnBs 之資訊、附錄 B 生產過程中之 EnPI boundary、附錄 C EnPIs 及 EnBs 更進

一步指引、附錄 D 使用相關變數以訂定能源基線，以及附錄 E 監督及報告能源績

效。    

5.ISO/DIS 50015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organizational energy performance-General 

principles and guidance 組織能源績效之量測及驗證之一般原則及指引 

本標準之目的係建立共通之原則及指引以量測及驗證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M&V)組織能源績效。本標準適用於各種規模之組織及使用任何方法

之量測及驗證，其所述之原則及指引並非 ISO 50001 之要求，但有些已實施 ISO 

50001 EnMS 能源管理系統之組織，將適用此原則。  

本標準之內容主要包括 M&V 原則、M&V 計畫、執行 M&V 計畫、不確定性，

以及 M&V 之文件化，另外亦包括 3 個參考性附錄，附錄 A：M&V 流程概要、

附錄 B：不確性範例，以及附錄 C：資料量測之品質。  

本標準揭示之 M&V 原則，包括：  

－適當之準確度及不確定性管理  

－過程之透明度及再現性  

－良好之數據管理  

－有能力執行 M&V 活動  

－公正性  

－保密性  

－適當之方法學  

M&V 過程之基本 5 個步驟，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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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量測及驗證過程之基本步驟  

 

此外，此標準中也強調 M&V 其不確定性之來源及範例 (參考附錄 B)，例如：  

－M&V 方法  

－所選擇方法之計算  

－M&V 邊界之選擇  

－邊界內 SEUs 之選擇及使用  

－排除之能源  

－資料蒐集之頻率  

－資料之區間  

－量測方法之使用  

－能源使用模型診斷及偏差  

－樣本大小及是否具代表性  

－量測設備之不確定性  

－未包含於量測結果之可能重要影響  

 

三、EnMS認證多邊承認協議之發展 

由於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於 2011 年 6 月 15 日才公布，有關其認證及驗

證之發展，亦屬相對較晚起步之管理系統領域。因此，EnMS 認證多邊承認協議，

也於 2012 年才開始於太平洋認證合作組織(Pacific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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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發展。  

PAC 於發展新領域之多邊承認協議(Multilateral Agreement, MLA)，近 2 年循

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補助專案之模式，以 APEC 貿易暨投資自

由化及便捷化(TILF,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委員會基金

之贊助，成功開展促成了食品安全管理系統(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FSMS)

及溫室氣體確證與查證(Greenhouse Gas, GHG)MLA 之推行，並陸續於 2012 年及

2013 年完成該二項領域之同行評估，預計 2013 年 6 月 PAC 大會將簽署首批之多邊

承認協議。同樣地，2013 年由日本經濟產業省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向 APEC 提出 EnMS MLA 專案，以協助亞太地區經濟體發展 EnMS 之多

邊承認協議，截至 2013 年資料，亞太地區已推動或正發展 EnMS 認證之認證機機，

如圖 4：  

 

 

 

 

 

 

 

 

 

 

 

 

 

圖 4  亞太地區推動 EnMS 認證情形  

 

2014 年間 APEC EnMS 專案，將包含 4 個訓練課程，其中有 EnMS 內部稽核員

訓練、EnMS 驗證機構稽核員訓練、EnMS 認證機構評審員訓練，以及 EnMS 同行

評估員訓練，分別由泰國 NSC、中國大陸 CNAS、印尼 KAN，以及越南 BoA 等認

JAS-ANZ (Austria & New Zealand） 

TAF (Taiwan) 

Ema (Mexico) 

JAB (Japan） 

CNAS (China) 

HKAS (HK） 

NSC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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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B (S. Korea) 

SAC (Singapore) 

ANAB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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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機構辦理。預期此一專案，將延續 FSMS 及 GHG 領域之成功模式，加速推展 EnMS

能源管理系統 MLA 之進行，也期望藉由國際間建立能源管理系統多邊承認協議之

機制，促進達到此領域「一張證書，全球通行」之目標。  

 

四、結  語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列相關標準是一套完整且系統性之標準，組織依此系列

標準確實建立、實施及維持其能源管理系統，以達到改善能源績效之目標。此系列

標準除原已公告之 ISO 50001 外， ISO 50002 目前已在標準發布程序之最後階段，

其他標準亦將陸續進入 FDIS 最終草案版，預計 2015 年可正式發布。  

此系列標準界定之要求(Requirements)及指引(Guidance)，無論是做為認驗證標

準遵循或當做參考之指引，於組織能源管理系統之發展及維持，具有重大價值，且

進而擴及與國際接軌之多邊承認協議機制，亦為全球採認共通一致性標準之發展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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