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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規劃與管理類 

服務業部門導入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之節能措施分析 

陳依庭*、林冠嘉**、張育誠*** 

摘     要 

面臨低碳時代的衝擊，降低能源成本與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當前企業追求永

續發展之必要策略。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順應此趨勢，制訂一套具系統化管理模

式的能源管理標準 ISO 50001，提供一全面性的能源管制系統，而國際間諸多先進

企業亦已藉由實施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獲得利益及節省能源成本。因此，各

部門亟需儘早推動能源用戶建置能源管理制度，強化能源查核管理，提升能源使用

效率、持續改善能源績效及降低能源成本。  

本文彙整經濟部能源局歷年推動輔導國內服務業部門建置 ISO 50001 能源管

理系統情形，並分析各企業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後，實際推動之各項節能措施類型、

成效，期望透過服務業能源用戶內部管理系統之建置，獲得節能之直接效益並建立

持續改善之機制與動力，達成落實節能減碳之永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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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受到全球暖化影響，企業必須更審慎地面對低碳經濟時代，因此積極提高能源

使用效率及降低能源使用成本，成為企業追求永續發展重要課題之一。國際標準化

組織(ISO)為協助企業強化能源管理，發布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國際標準，適

用於各類型不同規模的企業，透過 PDCA 管理循環模式，達到強化自發性能源管

理機制、提升能源使用效率及降低能源消費成本等多重效益。另外，企業導入能源

管理系統後，亦可實現提升能源管理組織層級、能源管理人才專業化、提高守規性

表現以及落實自我監督管理機制等優點。  

為協助企業面對低碳時代所帶來的衝擊與機會，行政院於 2008 年核定「永續

能源政策綱領」，提出二氧化碳排放量減量、提高能源效率等積極性長程目標，宣

告 2010 年為節能減碳啟動元年，訂定「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並以 35 項標竿型計

畫強調各項減碳方案之政策導向及執行主軸，落實每年提高能源效率 2％，促使能

源密集度於 2015 年較 2005 年下降 20%，並藉由節能減碳技術突破及相關配套措

施，讓 2025 年能源密集度下降 50%以上，為國家邁向低碳社會擘畫新的發展藍圖。 

服務業部門 2014 年能源消費量約占全國總能源消費量 10.92%
[1]，過去 10 年

能源消費量卻以倍數成長，依行政院節能減碳推動會資料顯示，服務業部門 2020

年溫室氣體減量缺口高達 15.9 百萬公噸。為達到前述施政願景與減量目標，我國

服務業需要積極地推動各種節能措施。因此，本文彙整歷年來由經濟部能源局 (以

下簡稱能源局)輔導服務業部門建置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之能源用戶，分析各

能源用戶導入系統後實際推動之各項節能措施類別及成效，以評估能源用戶達成能

源績效持續改善之情形。  

二、服務業部門能源使用現況 

依據能源局統計資料，我國能源需求在近 20 年間成長十分快速，自 1994 年

62,800 千公秉油當量增至 2014 年 115,320 千公秉油當量，平均成長率為 3.09%；

服務業部門能源消費量則為 12,594.5 千公秉油當量，占全國總能源消費量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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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為我國各部門近 20 年能源消費趨勢，其中，服務業部門主要能源使用為電力，

約占全國總用電量 18.96%。 [1]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手冊，本研究繪製。 

圖 1 我國各部門近 20 年能源消費趨勢  

由能源局能源平衡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內各業生產毛額統計資料，彙整分析

服務業近 12 年(2002~2013 年)之能源密集度變化可知，2005 年以前呈現逐年遞增

的趨勢，2005 年以後則有明顯改善，由原 1.62LOE/千元降至 1.34LOE/千元，共下

降 17.63%，平均每年能源效率提升約 2.4%，詳細變化趨勢如圖 2 所示。[4] 對照我

國節能減碳總目標「每年提高能源效率 2%以上，使能源密集度於 2015 年較 2005

年下降 20%以上之目標」，就服務業部門而言，應可符合預期規劃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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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數據顯示小數點以下第二位並四捨五入，平均每年能源效率提升計算則以原始值計算。 

資料來源：住宅與服務業能源查核管理及節能技術輔導推廣計畫。 

圖 2 服務業部門近 12 年能源密集度變化  

1.能源大用戶 

依 2014 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針對 2013 年契約容量超過 800kW

之 1,432 家能源大用戶調查結果，其申報能源總消費量為 3,840 千公秉油當量，約

占我國服務業部門別最終能源消費量 12,348.8 千公秉油當量之 31%。若以行業別

檢視，以「運輸及倉儲業」能源消費量占比最大，約 17.9%；其後依序為「批發及

零售業」16.4%、「教育服務業」15.2%、「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14.9%。

上述 4 類主要行業消費能源比例即占 64.4%，能源大用戶各行業別占比如圖 3 所

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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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4 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本研究整理。 

圖 3 2013 年服務業能源大用戶各行業別能源消費占比  

配合行政院推動的全民節電行動，其目標為未來一年全國再節電 1%，以利用

非生產性質能源查核資料庫資訊，以 2013 年服務業能源大用戶實際節電措施量與

實際用電量換算年度節電率，估算 2014 年列管用戶的節電情形，以及未達節電 1%

的用戶若達到節電目標將有多少節電量，預計服務業大用戶可增加 9,589 萬度節電

量，且整體服務業大用戶未達節電 1%者比例高達 74%，顯示能源大用戶仍有相當

節能潛力尚待落實，統計結果如表 1 所示。 [4]
 

 

 

 

 

 



140 服務業部門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之節能措施分析  

表 1 服務業能源大用戶節能目標管理潛力估計表  

行

業 

代

號 

業別 
列管 

家數 

總用電 

(萬度) 

總節 

電量 

（萬度） 

平均

節電

率(%) 

達節

電 1%

家數 

未達

節電

1%家

數 

未達節

電 1%比

例(%) 

節電 1%

預估節

電量 

（萬度） 

G 批發及零售業 243 251,628 1,627.93 0.65 48 195 80 1,769 

H 運輸及倉儲業 126 272,446 1,311.70 0.48 27 99 79 2,133 

I 住宿及餐飲業 103 75,356 643.48 0.85 25 78 76 462 

J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84 102,998 387.22 0.38 17 67 80 850 

K 金融及保險業 72 41,588 293.27 0.71 17 55 76 313 

L 不動產業 105 74,960 682.22 0.91 20 85 81 504 

M 
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 
51 65,536 511.19 0.78 12 39 76 384 

N 支援服務業 14 9,186 42.74 0.47 2 12 86 58 

O 
公共行政及國防、

強制性社會安全 
137 69,523 795.78 1.14 31 106 77 446 

P 教育服務業 263 226,036 2,675.83 1.18 88 175 67 1,108 

Q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

作服務業 
146 214,518 2,162.33 1.01 50 96 66 1,283 

R 
藝術、娛樂及休閒

服務業 
49 36,172 444.5 1.23 20 29 59 201 

S 其他服務業 13 9,754 23.68 0.24 2 11 85 78 

合計 1,406 1,449,701 11,602 0.80 359 1,047 74 9,589 

資料來源：非生產性質能源查核資料庫。 

2.企業集團用戶 

能源局自 2006 年起推動國內主要集團連鎖式能源用戶與政府共同攜手合作，

進行自願性節約能源簽署，節至 2014 年底已推動 15 種行業參與自願性節能簽署大

會，計有 203 家企業用戶參與簽署，總用電量 89.3 億度，占整體服務業用電 19.8%，

其節能效益及年度目標達成率如表 2 所示。各企業用戶於簽署後陸續引入相關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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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措施，耗能指標大多呈現下降趨勢，惟電信業平均耗能指標反倒上升 17.7%，

此係因機櫃託管需求量增加，且伺服器單位處理能力密集化，導致機櫃耗電量上

升，因此機房總用電量成長。 [4]
 

表 2 歷年簽署自願減量行業節能效益及目標達成率  

年度 行業別 

累計節能效益 累計 

節能率 

(%) 

耗能指標 耗能指標 

變化量 

(%) 

累計 

年度 

節約量 

(萬 kWh) 

基準年 

(kWh/m
2
.y) 

103 年 

(kWh/m
2
.y) 

2006 便利商店 2006~2014  55,210  41.7 1,711  1,066  -37.7 

2007 量販店 2007~2014  13,038  15.6 370  278  -24.9 

2008 

醫院 2008~2014  33,901  20.0  647   527  -18.5 

百貨 2008~2014  6,731  20.0  240   218  -9.2 

旅館 2008~2014  13,294  16.7  368   300  -18.5 

2009 
超市 2009~2014  6,415  11.9 731  647  -11.5 

購物中心 2009~2014  4,112  11.8 229  214  -6.6 

2010 

電信 2010~2014  4,947  6.5 1,403  1,652  17.7 

通訊商品 2010~2014  236  10.3 653  605  -7.4 

3C 家電 2010~2014  1,591  6.1 358  322  -10.1 

2011 
藥妝 2011~2014  4,560  23.3  626   586  -6.4 

服飾 2011~2014  961  15.4  615   488  -20.7 

2012 

金融 2012~2014  3,235  7.1  263   247  -6.1 

餐飲 2012~2014  3,135  6.1  1,164   887  -23.8 

鞋店 2012~2014  628  10.8  413   369  -10.7 

2013 
中小醫院 2013~2014  1,986  6.9 574  561  -2.3 

中小旅館 2013~2014  706  4.5 451  470  4.2 

2014 百貨零售 2014  265  0.9 258  258  0 

資料來源：住宅與服務業能源查核管理及節能技術輔導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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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簽署之 203 家企業用戶集團總計 15,848 家營業據點，2014 年的總節能量

為 1.6 億度，平均節能率為 1.8%。倘若分析各行業別每年節能經濟效益，可以發

現部分行業別，如便利商店及餐飲業等，其節能經濟效益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以

企業經營的角度來看，節能經濟效益逐年上升代表甚具節能潛力，行業別歷年節能

經濟效益分析如圖 4 所示。 [4]
 

 
資料來源：住宅與服務業能源查核管理及節能技術輔導推廣計畫，本研究繪製。 

圖 4 各行業類別歷年之節能經濟效益分析  

三、導入 ISO 50001 對能源用戶能源管理績效提升 

ISO 50001 標準的要求在於建立一具體目標的能源方針，並有實際行動方案以

降低和監督能源的使用，確認能源的節約和計畫性的改善等。能源用戶藉由管理系

統運作過程，持續改善能源績效，包括：能源效率、使用、消費和強度。經由系統

化管理方式實施能源管理，以減少能源成本、溫室氣體排放及其它環境衝擊。  

就本質而言， ISO 50001 與其他管理系統同樣依循 PDCA 之邏輯 (即

Plan-Do-Check-Act)，同時佐以適切之教育訓練制度，達到評、說、寫、做一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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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目標。但有別於 ISO 9001 以提升客戶對產品品質及其管理機制之滿意度及 ISO 

14001 以實現生產行為對環境危害效應最小化、並持續改善，ISO 50001 另將改善

績效加以量化呈現，協助降低能源成本並帶來可觀之經濟效益。  

節能改善與持續改善能源績效截然不同，找出節能改善方案不外乎兩點，利用

儀器收集設備操作數據，利用人員分析所得數據，提供最佳操作方案，即為節能改

善提案。然而節能改善提案可能會因為制度的不完整、高層不理解等原因，導致有

提案但無實際改善。能源用戶要落實節能改善並做到持續改善須從能源用戶內部制

度做起，其本質具備下列 9 項持續改善之優點：1.最高管理階層的支持、2.成立能

源改善團隊、3.訂定明確的節能目標、4.精確掌握工廠能源使用狀況、5.清查能源

設備運作狀況、6.完善的設備操作管理、7.完整的節能改善方案提案及查核制度、

8.監督重大設備運作狀況，即時矯正異常、9.量測驗證改善措施之能源績效(如圖 5

所示)。因此，企業藉由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強化組織內部能源管理事

務，並持續改善能源績效，有效節省能源成本，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增加整體

企業的營運績效，提昇企業競爭力。  

 
圖 5 能源管理系統之持續改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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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統標準條文架構係為協助能源用戶全面性考量能源使用，標準條文

中的每個步驟均可從中找出節能改善的機會(如圖 6 所示)，進而尋求節能改善機會

與改善績效。換言之，不論是從法規面、制度面、技術面及管理面，皆有其改善機

會與改善手法。  

 

圖 6 能源管理系統條文要點之改善機會  

ISO 50001 國際標準主要核心為能源規劃，如圖 7 所示，其透過能源審查分析

組織能源使用現況，以及建立能源基線資料與能源績效指標，藉由鑑別出組織重大

能源使用設備，排序持續改善能源績效之機會，並擬訂適當的績效指標，達成節約

能源之具體目標，以提升組織能源效率與持續改善能源績效為訴求，從能源管理規

劃的結果，研擬較符合組織特性的能源管理策略，並由組織最高管理階層提出持續

改善能源管理績效之承諾，提供落實能源管理系統所需的各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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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ISO 50001 能源規劃過程  

企業規劃符合其營運特性的能源政策，由組織最高管理階層針對企業能源管理

願景提出實質承諾，完整的能源管理策略除了明確的能源政策，還包括設定能源管

理目標、標的、行動計畫及績效指標，並確保重要作業管制項目已予以文件化及保

留紀錄。其能源規劃過程分述如下：  

1.實施能源審查(Energy review) 

ISO 500001 標準 4.4.3 節能源審查指出，組織應實施能源審查，並界定能源審

查的方法學與準則，包括：1.分析能源使用及消費、2.鑑別重大能源使用區域、3.

鑑別、排序及記錄改善能源績效的機會。其說明組織進行能源審查應盤點範圍內能

源使用、來源，並於鑑別重大能源使用時可考量使用最多能源之設備 /區域、決定

能源消耗之變數、最有節約能源可能之區域或設備 /人員等。鑑別出重大能源使用

設備後，依據組織本身財務及其他考慮事項，排序及記錄改善能源績效的機會。依

據行業別屬性不同，耗能設備盤查結果亦異。以資訊機房為例，盤查耗能分析包含

較多資訊設備、電力系統、冷卻系統、監控系統等。若為一般辦公室，盤查耗能分

析則多為個人電腦、空調、OA 設備、照明設備等。  

依據 2014 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統計，各行業類電力流向，以空調

設備平均占 38.44%最高，顯示空調系統為最耗能之設備，其中航空站、醫院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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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設備占比已達 50%，反應節能改善之潛力。其次為照明設備(約占 19.53%)，

學校、百貨公司、複合式商場及航空站之耗能占比皆高於 25%；至於冷凍冷藏設備

占比係以量販店 16.21%較高，插座用電占比則以國防機關 13.24%較高，其他設備

占比以車站及軌道 61.36%為最高，此後主要使用大型交通運輸設備，造成其他占

比偏高之故，服務業主要行業別之電力流向統計(如圖 8 所示)。[2] 由以上各設備統

計數值發現，如藉由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執行能源審查，可找出能耗較大之重大耗能

設備，並依此排定優先改善順序。譬如改善空調設備之運轉效率與使用高效率之節

能燈具，將可大幅提升能源績效，達成訂定之節能目標。  

  
▲學校 ▲辦公大樓 

  
▲醫院 ▲量販店 

  
▲百貨公司 ▲旅館 

資料來源：2014 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本研究繪製。 

圖 8 服務業能源大用戶主要行業別之電力流向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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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能源基線(Energy Baseline)與能源績效指標(Energ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運用能源審查時所蒐集的數據，建立能源基線，該量化基線可反映特定一段期

間之能源績效情況。另可由組織自行定義能源績效指標，用以量測能源使用情況，

惟績效指標須能與能源基線互為參照，方以驗證是否滿足能源基線的水準。以綠色

機房為例，使用的指標包括 PUE(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EUI(Energy Use 

Intensity)等。設備類指標之外，亦可設定管理性指標，例如半年內個人電腦關機率

達 90%等，惟前提須為可與能源基線進行比較。  

3.規劃行動計畫(Action Plans) 

依據法令要求或其他需求，以及於能源審查中發現的重大能源使用與可改善的

機會，建立符合能源政策、目標的改善行動計畫。行動計畫內容應包含人員權責、

達成能源目標的方式與時間、能源績效與成果的驗證方式等。  

組織應依其營運特性設定能源管理目標與標的，擬訂具體的能源管理行動計畫

並落實執行。同時，組織應建立完整的監測、量測及分析程序，如：能源流向分析、

改善效益分析、量測與驗證規則及成本分析等。  

企業可以利用能源量測設備，針對照明、空調、鍋爐、電梯及其他動力設備進

行量測，並分析潛在的節能改善空間，以規劃適當的能源管理行動計畫，落實組織

的能源目標與標的。  

四、服務業部門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推動之

節能措施分析[3]
 

1.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輔導 

ISO 國際標準組織於 2011 年 6 月 15 日公布 ISO 50001 標準後，能源局即啟動

我國服務業部門的能源管理系統輔導工作，於其經費支持下，服務業部門已完成輔

導 13 類行業 52 家能源大用戶及企業集團用戶建置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其行

業別包含醫療保健服務業、教育服務業、旅館業、零售業、電信業、銀行業、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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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保險業、證券業、保全業、綜合研究發展服務業、電力燃氣供應業及其他

服務業等，服務業建置能源管理系統行業別分析如圖 9 所示。  

 
圖 9 歷年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輔導用戶行業別分析  

能源大用戶係指經常契約容量超過 800kW 之服務業，考量能源大用戶屬能源

高耗用量之用戶，其相對節能潛力空間較大且導入意願高，如以之為執行服務業示

範輔導之對象，可望增加業界之標竿典範案例，達成業界推廣及擴散之成效。目前

能源大用戶建置家數以醫療保健服務 15 家最多，其次為教育服務業 8 家。此外，

考量加速擴散能源管理系統的影響力，企業集團除輔導總公司建立能源管理系統，

另選擇 1 處營業據點做為示範據點，共同參與能源管理系統的建置過程，未來企業

集團亦以總公司為中心建立管理制度，引導各營業據點落實推動節能改善工作，並

將示範據點建置能源管理系統的經驗，複製擴散到其他營業據點，展現出「母雞帶

小雞」的擴散方法，擴大節能改善效益。目前企業集團建置家數以研究發展服務業

4 家最多，其次為保全業與銀行業各 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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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能改善措施 

在輔導過程中，專業管理顧問師和節能技術師合作，依現場實施節能技術診斷

結果，並配合營運需求、財務考量、業務條件、改善技術可行性及利害相關者觀點，

協助受輔導之能源用戶逐項檢討各項節能提案之可行性，並與各能源用戶能源管理

推行團隊成員共同討論目標、標的及行動計畫。  

服務業部門使用之系統別節能方法，可分為電力系統、照明系統、空調系統、

冷凍冷藏系統、熱能系統及其他系統等 6 項；另依節能方法、節能效益、投資回收

年限分析節能類別，可分為能源管理、設備改善、汰舊換新、保養維護、新增或新

設、熱回收等 6 大類。結合系統別及節能類別之常用節能方法計有 41 項，如表 3

所示。就節能之投資回收年限而言，除汰舊換新需 6~8 年外，其餘類別皆可在 3

年內回收，其中能源管理類別大部分更可立即回收。  

(一) 能源管理：主要以管理的手法達到使用合理化，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二) 設備改善：主要透過設備改善以控制供應端的合理性，最常用的手法為變頻控制。 

(三) 汰舊換新：新出之高效率設備通常較原先建置的設備節能，且汰舊換新通常可節

能 30％以上，節能效果最佳。 

(四) 保養維修：主要為定期維持保養設備或系統，使設備或系統維持最佳運轉效率。 

(五) 新增或新設：主要為輔助既有設備不足處，運用輔助或取代的方式，提升系統效

率。 

(六) 熱回收：主要為利用熱回收，回收熱能以減少能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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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常用節能方法  

類別 序號 系統別 節能方法 
投資回收 

年限 

能源 

管理 

1 

電力系統 

契約容量合理化 立即~2年內 

2 建置需量控制系統 立即~2年內 

3 建置建築物能源管理系統(BEMS) 約3年 

4 選用合理之時間電價 立即 

5 

照明系統 

照度合理化檢討 立即 

6 照明使用管理 1年左右 

7 調整合理之照明供電電壓 2~3年 

8 

空調系統 

調整主機運轉模式 2年內 

9 公共區域之空調供應合理化 立即 

10 操作泵浦運轉之合理化 立即 

11 調整冷房溫度 立即 

12 外氣量引入控制 立即 

13 冷凍冷藏系統 非營業時間冷凍冷藏展示櫃應覆蓋以節能 0.5年內 

14 
熱能系統 

調整熱水儲槽加熱溫度 立即 

15 提高鍋爐燃燒效率 立即 

16 

其他系統 

停車場抽排風機運轉時間控制 0.5～2年 

17 停車場樓層使用管制 立即 

18 調降各水龍頭之最大出水量節約用水 0.5年 

19 飲水機加裝時間控制器 0.5年 

20 控制電梯內照明及通風扇運轉 1年內 

設備
改善 

1 電力系統 提高功率因數 立即~1年內 

2 

空調系統 

區域泵加裝變頻器 約3年 

3 冷卻水泵及水塔與冰水主機運轉採連動控制 1年以內 

4 冷卻水塔併聯加裝變頻器 2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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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序號 系統別 節能方法 
投資回收 

年限 

5 其他系統 電扶梯增設變頻控制 3年內 

汰舊
換新 

1 
照明系統 

採用T5電子式安定器日光燈具 約3年 

2 採用高效率光源 1年內 

3 

空調系統 

汰換低效率主機 3~8年 

4 採用中央空調系統 6~8年 

5 箱型機採用高能源效率或變頻機型 6~8年 

6 窗型機採用高能源效率機型 約6年 

7 冷凍冷藏系統 冷凍冷藏主機汰舊換新 6年以上 

8 其他系統 個人電腦採用 LCD 液晶顯示器 3年內 

保養
維修 

1 
空調系統 

定期保養主機及清洗冷凝器 3年內 

2 冷卻水塔散熱片更換 3年內 

3 冷凍冷藏系統 冷凍冷藏系統定期維護保養 1年內 

4 熱能系統 加強管線桶槽保溫 1~2年 

新增
或新
設 

1 空調系統 冷氣不外洩 2年內 

2 
熱能系統 

採用熱泵供應熱水 3年內 

3 更換使用燃料 2年內 

熱回
收 

1 熱能系統 提高鍋爐冷凝水回收率 1~2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3.實際推動節能措施成效 

已完成輔導之 52 家能源用戶，每年皆依 ISO 50001 標準要求，提出節能改善

行動計畫，以達成當年度所訂定的節能目標，並於「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

績效平台」填報相關資料。彙整分析「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績效平台」資

料得知，截至 2014 年底，52 家能源用戶已執行 223 項節能改善行動計畫，改善後

之節電量達 2,144 萬度、節能績效計 5,332 公秉油當量、擴大節能投資 2.56 億元、

增進經濟效益 8.29 億元及減少 1.22 萬公噸二氧化碳，茲就統計結果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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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節能類別分析 

依節電類別分析 52 家參加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的能源用戶之能源管理行動

計畫，發現能源用戶提出的節能改善行動計畫以投資照明類別 118 項最多，其次為

空調類別(65 項)。此乃因為服務業部門之主要耗能設備以空調及照明為主，節能技

術診斷結果亦易聚焦於這些項目；再者，能源用戶亦會參考節能技術診斷建議，選

擇投資回收效益較高的提案進行改善，並列為能源管理行動計畫之優先推動項目，

統計成果如圖 10 所示。  

 

圖 10 2011~2014 年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輔導節能類別成果統計  

(二) 節能方法分析 

以節能方法分析 52 家參加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的能源用戶之能源管理行動

計畫得知，能源用戶實際改善項目以汰舊換新為最多，共 117 項(53.4%)，節能效

益為 3,050.1KLOE，占總節能量 57.2%；其次為能源管理 51 項(23.3%)，其節能效

益為 925.9KLOE (17.4%)，統計如表 4 所示。  

進一步分析各節能方法之單位節能績效的投資成本，結果顯示透過能源管理與

保養維修的方式，可讓能源用戶以較低的投資成本獲得節能成效。能源用戶導入能

源管理系統可以提升能源用戶的能源管理體質，並可藉由重大能源的鑑別、作業管

制、基線與績效指標訂定、以及操作人員 SOP 的制訂過程中，發掘更多能源管理

的節能機會。相對於能源管理的方法，設備汰舊換新、設備改善，亦是能源用戶提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34期(Nov. 2015) 153 

升能源使用效率的方法之一，惟此類節能方法之投資金額較高。能源用戶施行能源

管理系統後，亦須定期依標準要求，進行重大能源使用設備的監督與量測，進而可

訓練員工數據分析能力，逐步強化自行發掘此類節能機會的能力。  

表 4 服務業歷年能源管理系統輔導節能方法成果統計  

節能方法 案件數 
節能績效 

(KLOE/年) 

投資成本 

(萬元/年) 

單位節能績效之投資

成本(萬元/KLOE) 

汰舊換新 117 3,050.1 17,660.8 5.8 

新設或增設 2 71.7 99.0 1.4 

設備改善 41 1,130.5 5,266.0 4.7 

能源管理 51 925.9 1,823.0 2.0 

保養維修 2 41.6 13.0 0.3 

其他節能措施 6 111.9 754.0 6.7 

合計 219 5,331.7 25,615.8 4.8 

(三) 節電績效分析 

運用節電績效分析 52 家參加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輔導的能源用戶之能源管理行

動計畫顯示，這些能源用戶在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後，每年度節電績效逐年增加，反

應透過完善的能源管理制度，可以引導能源用戶持續改善能源績效，累計 4 年間節

電量可達 2,144 萬度，如圖 11 所示。  

 



154 服務業部門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之節能措施分析  

 

圖 11 服務業歷年能源管理系統輔導節電量成果統計圖  

(四) 減碳成果分析 

分析 52 家能源用戶之能源管理行動計畫的減碳成果，發現這些能源用戶於建

置能源管理系統後仍持續致力於節能減碳的工作，使得減碳量逐年增加，統計 4

年間約可減少排放 12,203 公噸二氧化碳，如圖 12 所示。  

 

圖 12 2011~2014 年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輔導減碳成果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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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節能效益分析 

分析 52 家能源用戶之能源管理行動計畫的節能效益得知，能源用戶亦積極致

力於尋找節能技術，致使各項節能效益得以逐年提高，統計 4 年間節能效益可以達

到 8,285.3 萬元，如圖 13 所示。  

 
圖 13 2011~2014 年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輔導節能效益成果統計圖  

(六) 節能投資分析 

分析 52 家能源用戶之能源管理行動計畫的節能投資，發現能源用戶一旦借助

政府補助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後，即有意願挹注節能技術資金改善自身重大耗能設

備，累計 4 年間能源用戶投入之節能投資達 2.56 億元，如表 5 所示。  

表 5 歷年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輔導節能投資成果統計表  

對象 
計畫完成年度節能投資費用(萬元)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總計 

2011 年受輔導能源用戶 144.0 1,022.0 1,937.0 1,204.0 4,307.0 

2012 年受輔導能源用戶 - 104.0 47.0 235.0 386.0 

2013 年受輔導能源用戶 - - 2,819.0 16,218.8 19,037.8 

2014 年受輔導能源用戶 - - - 1,885.0 1,885.0 

總計 144.0 1,126.0 4,803.0 19,542.8 25,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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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在能源局推動下，國內服務業能源用戶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後，為落

實組織能源管理政策，達成年度能源目標與標的，組織皆陸續執行能源管理行動計

畫，持續改善能源績效，並積極致力於尋找節能技術，促使節能效益逐年提升，能

源管理制度儼然成為推動企業內部持續性改善能源使用之動力，並發展為與國際接

軌的能源管理制度，同時政府機關也獲得降低全國總能源消費量的亮眼成果，以及

邁向節能減碳總目標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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