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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基於營運目標、法令規範或特定需求，將自發性

導入管理系統，以滿足負責人、供應鏈夥伴、客戶等利害關係人之期待；

其中，較為眾所週知者有：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QMS）、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EMS）、OHSAS 18001（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等。

時至今日，能源危機日漸浮現，兼且國際間「節能減碳」議題發燒，許多

相關法規亦因應而生，因此該如何有效管理能源，勢必成為企業不可避免

之趨勢，故產業推行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EnMS）認證之前瞻性與

重要性將不言可喻。圖 1 象徵 EnMS 與其他管理系統之關聯性。 

 

 

 

 

 

 ※資料來源：林信作，BSI，ISO 50001 Lead auditor course，2011 

圖圖圖圖 1    QMS/OHSAS/EMS/EnMS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圖圖圖圖 

 

二、管理系統之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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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Do-Check-Act），同時佐以妥適之教育訓練制度，達到評、說、寫、

做一致之管理目標；其中，ISO 14001 及 OHSAS 18001 二者因驗證之要點

相同（唯一差別在於前者為環境考量面，而後者為勞安衛風險），故本文

主要針對 QMS／EMS／EnMS 等三大管理系統之差異進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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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管理系統之目標導向 

◎QMS：提升客戶對產品品質及其管理機制之滿意度。 

◎EMS：實現生產行為對環境危害效應最小化、並持續改善。 

◎EnMS：有效管理能源及其效益，使其符合全球性的相關規範。 

II. 管理系統之基本概念 

1. 控制範疇（Control scope） 

◎QMS：全部產品製程，其供應商及客戶均包括在內。 

◎EMS：針對主要產品製程，較少應用於供應商及客戶。 

◎EnMS：應用於組織內所有可監測及具影響性的能源使用端。 

2. 控制對象（Control objects） 

◎QMS：客戶及品質政策對其產品所定義之特性。 

◎EMS：環境考量面、相關法令規範管制標準或特定需求。 

◎EnMS：能源政策所定義之能源績效及耗用性、相關法令規範管制標準

或特定需求。 

3. 控制度（Control degree） 

◎QMS：採「柔性絕對控制」；惟經協議，可適幅放寬。 

◎EMS：採「剛性絕對控制」；無放寬空間。 

◎EnMS：採「相對性控制」；透過持續改善逐步調整。 

4. 應用範疇（Application scope） 

◎QMS：廣泛地應用在服務、軟/硬體、加工物。 

◎EMS：多針對製造業之原料及產品，較少應用於服務、軟體方面。 

◎EnMS：各種類型之組織均適用（規模不拘）。 

5. 管理績效（Management performance） 

◎QMS：「良率」為評估成效之主要準則。 

◎EMS：污染排放強度符合特定需求或管制標準。 



 3 

◎EnMS：能源使用須符合特定需求、能源績效之持續鑑別與改善、測量

手法，並且與能源基線進行量化比較。 

III. 管理系統之關鍵要素 

1. 政策（Policy） 

◎QMS：品質政策是企業與客戶最重要之共識。 

◎EMS：環境政策與法規管制密不可分，係衝擊環境之企業社會責任。 

◎EnMS：企業追求利潤的同時，能源政策可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競爭力，

同時符合相關法令規範。 

2. 規劃（Planning） 

◎QMS：制定品質提升及管理之計畫。 

◎EMS：建置環境保護機制、改善目標及計畫。 

◎EnMS：發展能源剖面、鑑別能源使用，並定義能源基線及能源績效，

確認相關法令規範，建置節能目標、改善標的及行動計畫。 

3. 基線（Baseline） 

◎QMS：無；僅持續改善。 

◎EMS：無；僅持續改善。 

◎EnMS：應建置「能源基線」做為持續改善之對照基礎，其概念類似

ISO 14064 之「基準年」。 

4. 目標與標的（Objective ＆ Target） 

◎QMS：大多數為組織內部所自行定義者（如：良率）。 

◎EMS：與組織外部所鑑別之環境衝擊有關（如：法規管制項目）。 

◎EnMS：為組織綜合內、外部之考量面所訂定（如：CO2 減量需求）。 

5. 資源分配（Ressource allocation） 

◎QMS：配備、技能等人力資源為主。 

◎EMS：硬體設施之良窳佔絕對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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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MS：「人」之素質高低與「設備」之好壞重要性相當。 

6. 設計（Design） 

◎QMS：設計/開發著重於「產品」。 

◎EMS：設計/開發著重於「製程」。 

◎EnMS：設計/開發著重於「設施」、「設備」、「系統」及「流程」。 

7. 採購（Purchasing） 

◎QMS：一般針對「原物料」、「零組件」及「服務」。 

◎EMS：査原條文中並未針對採購考量面另書章節。 

◎EnMS：一般針對可能產生衝擊之重大能源使用，包括「能源服務」、

「產品」及「設備」。 

8. 監測與測量（Monitoring ＆ Measurement） 

◎QMS：ISO 9001 對於產品的監測與測量最為重視，包含：產線檢驗、

程序檢驗、出貨檢驗等。 

◎EMS：通常僅針對關鍵製程特性，與明顯的環境衝擊標的有關。 

◎EnMS：能源績效取決於關鍵特性的監測、測量及分析，關鍵特性係指

組織所擬定且具有效性之目標、標的及行動計畫。 

IV. 管理系統之執行 

1. 法令規範（Laws ＆ Regulations） 

◎QMS：法規導向相對而言較輕。 

◎EMS：法規導向相對而言較強；亦即，ISO 14001 之自願性管理，並

無法取代具法律效力之法規標準（如：TSP排放濃度、環評承諾等）。 

◎EnMS：企業履行其能源政策，並參照能源基線持續改善為首要導向；

且應符合國家政策、善盡緩和全球氣候變遷之義務，進行必要之調整。 

2. 效益（Benefit） 

◎QMS：經濟效益較難以反應在產品成本上，統計產品之產率、良率，

可有效加速 QMS 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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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清潔生產」可直接呈現顯著之經濟效益，並節省後續之管理

成本，監測環保相關之指標（如：pH、COD、SOX、VOCs），可有效

加速 EMS 之推動。 

◎EnMS：可直接降低能源成本，帶來可觀之經濟效益，藉由能源績效之

量測（如：流量計、獨立電表），可有效加速 EnMS 之推動。 

3. 市場導向（Market drive） 

◎QMS：市場導向相當強（源自客戶、供應鏈夥伴之要求）。 

◎EMS：市場導向稍弱，惟目前已有日漸強勁之趨勢。 

◎EnMS：市場導向取決於日漸高漲之能源成本，與國家政策導向（如：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及全球性交易機制（如：CDM）息息相關。 

4. 認證計畫支援（Certification program support） 

◎QMS：認證對於品質管理系統之創建頗為重要（ISO 9001）。 

◎EMS：認證對於環境管理系統之創建亦相當重要（ISO 14001）。 

◎EnMS：ISO 50001 認證乃創建能源管理系統最為關鍵之一環，而藉由

政策需求與支援，達到降低能源成本之目的。 

5. 技術支援（Technical support） 

◎QMS：以管理學為基礎，另涵蓋統計學、品質分析及經濟分析；執行

上通常由企業之品管、品保或可靠度等單一部門負責。 

◎EMS：以管理學為基礎，另涵蓋工業特定之污染控制技術（如：空、

水、廢、毒、噪）；執行上通常由企業之環安或廠務等單一部門負責。 

◎EnMS：以管理學為基礎，另涵蓋能源稽核與工業節能等技術；執行上

應由最高管理階層擬定能源政策、提出承諾，並組成「能源管理小組」

之跨部門團隊負責。 

 

三、管理系統之整合 

ISO 50001 之國際標準版已於 2011年 6月 15 日正式公告，預期將引發

一波驗證熱潮。然而，企業推動 ISO 50001 認證作業前，實有必要重新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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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內現行之管理系統，對照 ISO 50001 之條文要求，逐一確認其差異情形，

藉此時機進一步整合、調整，避免人力資源過度分散或重複作業。 

通常，能源使用係涉及企業整體，而非僅單一、或少數部門，故推動

ISO 50001當秉持求同存異之原則，與其他管理系統有效整合，使其成為一

「整合性管理系統（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亦即，企業應徹底

落實「獨立運作、分別管理、合併稽核、整合驗證」之精神，以妥善運用

組織邊界內有限之人力資源。 

有關「整合性管理系統」之建置，同樣必須藉由外部查驗機構支援，

確認其適用性與適切性，是否已將各管理系統之要求完全納入考量；由此

可見，未來驗證單位應朝能提供產業如下兩項服務之方向發展： 

1. 合併稽核服務（Combined Audit Service, CAS） 

2. 管理系統整合驗證（Integrated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IMR） 

而根據供需相符之市場理論，「整合性管理系統」之概念並非因應 ISO 

50001 而創建，目前國際上已有企業推行（圖 2 即為一例）；至於 EnMS

導入後，將益加凸顯企業對管理系統整合之迫切需求。 

 

 

 

 

 

 

 

 

 

 ※資料來源：林信作，BSI，ISO 50001 Lead auditor course，2011 

圖圖圖圖 2    企業推行企業推行企業推行企業推行 ISO 9001, ISO 14001, OHSAS 18001 整合管理系統政策整合管理系統政策整合管理系統政策整合管理系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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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 ISO 50001之助益與可能遭遇之瓶頸 

「溫室效應」肇因於人類文明演進及發展工商業所導致，而能源之

消耗約佔溫室氣體排放量 90％，因此目前國際上針對降低 CO2 之排放，

大多以：(1)調整產業能源使用結構、(2)建立能源管理機制二法為主要之

控制策略；其中，前者端賴政府施政作為，而後者遂令 EnMS 因應而生。 

ISO 50001 可提供企業一有效之能源管理架構，並進一步降低能源

成本、提升市場競爭力，其益處至少包括如下三方面： 

◎有助於企業形象的提升 

◎有助於以能源政策為導向並持續改善 

◎有助於將改善的績效加以量化呈現 

拜能源危機之賜，企業建置 EnMS 勢將在所難免，儘管如此，因國內

現階段能源成本較諸其他已開發國家，相對而言偏低（詳如表 1 所示），

導致相關節能措施推行時較不具利基，故影響業者接受程度；然而，即使

在企業永續經營之前提下，將政治因素納入長遠規劃考量，能源成本持續

攀升卻是必然之趨勢。 

相較於其他管理系統，因「能源」所牽涉之層面更廣且層級更高，故

企業推行之初，各部門間在溝通上必將遭遇一些瓶頸（規模越大、分工越

明確之公司此現象越顯著）。依照 ISO 50001原條文內容所述之精神，企業

於採購可能對重大能源使用產生衝擊之服務、產品及設備時，應將其能源

績效納入採購評估當中；亦即，針對高耗電量之採購標的，請購/採購部門

主管或承辦人員不應僅以「初設成本」做為供應商是否得標之唯一根據，

而尚須考量其能源成本與投資回收年限之關聯性。 

試舉一例說明如下：某企業實際執行 EnMS 時，針對耗電量每年超過

200,000kWh、且用電成本預估於 5 年內達到與初設成本等值（通膨、折舊

暫不考慮）之採購案進行列管，而列管之採購案即須知會能源管理小組，

並提出「能源成本回收分析報告」後依 ISO 50001之精神採買；若仍欲以最

低價者得標，則須獲能源審查程序同意後方得為之。基於能源績效考量，

而非以最低價得標之採購案，該案換算後之節能效益，列入採購部門年度

員工績效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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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未來，供應商營運模式同樣亦須因應調整，而不宜一味以

「降價搶標」做為業務導向，唯有朝低耗能技術/設備之研發、維護與貿易

升級、轉型，方具媒合綠色商機之品牌特質。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頁＊＊＊＊，2011 

表表表表 1    各國工業用電平各國工業用電平各國工業用電平各國工業用電平均電價比較表均電價比較表均電價比較表均電價比較表 

 ＊＊＊＊註註註註：：：：查查查查台灣電力公司網頁資料台灣電力公司網頁資料台灣電力公司網頁資料台灣電力公司網頁資料係採係採係採係採國際能源署及馬來西亞國際能源署及馬來西亞國際能源署及馬來西亞國際能源署及馬來西亞 TNB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 2010年年年年之之之之統計資料統計資料統計資料統計資料；；；；而而而而 2009年平均匯率為年平均匯率為年平均匯率為年平均匯率為 1美元美元美元美元＝＝＝＝33.0495新新新新台幣台幣台幣台幣；；；；表表表表 1中中中中註記註記註記註記『『『『＊＊＊＊』』』』者為者為者為者為 2008年年年年之數據之數據之數據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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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在邁入低碳經濟的同時，企業經營更須有低碳思維，藉由 EnMS 的

推行與其他管理系統的整合，可有效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同時與國際

趨勢接軌、減少貿易障礙；而透過能源使用行為的改變及良好的管理，

除落實企業節能減碳之政策外，亦將促使其綠色供應鏈產生質變，進而

影響台灣整體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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