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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規劃流程

規劃投入 規劃 規劃產出

• 內部及外部議題
• 利害關係者的需求與期望

處理風險和機會的行
動

風險與機會的鑑別

• 現有的能源類型
• 過去與現在的能源使
用

• 過去與現在的能源耗
用

• 能源使用及消耗的趨
勢

• 未來能源的使用及消
耗

• 能源績效改善的機會
• 顯著的能源使用
• 能源績效指標
• 能源基線
• 能源目標、能源標的

及行動計劃
• 能源數據收集計畫

能源審查
基於能源耗用及/或所識
別的機會所鑑別出的能源
績效改善，決定的顯著能
源使用

顯著能源使用的決定:
• 相關變數
• 現有的能源績效
• 人員

決定優先改善的能源績效

策略



GRI風險矩陣的運用



4. 組織前後環節-4.1 & 4.2

4.4. 環境/能源管理系統

4.1
了
解
組
織
前
後
環
節

策
略

目
標

能資源投入
(含上游)

人員

程序/SOP

材料

設備

環境

運作

活
動

產出

產品
或
服務

4.2

內外部議題

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望

風險與機會

4.3 管理系統的範圍及邊界

4.1 組織應決定與其外部及內部與目的
相關的議題，以及會影響能否達成能
源管理系統與改善其能源績效預期成
果的能力。

4.2了解利害相關者的需求及期望
組織應決定:
(a) 與能源績效及能源管理系統相關

的利害相關者;
(b) 這些利害相關者的相關要求;
(c) 組織經由其能源管理系統處理所

鑑別的需求和期望。
組織應:
‒ 確保它能夠取得適用的法規要求和
與其能源效率，能源使用和能源消
耗有關的其它要求是項;

‒ 決定這些要求如何運用於其能源效
率、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

‒ 確保這些要求納入考慮;
‒ 定期審查其法規要求和其它要求。

下
游

營運



4. 組織前後環節-4.1 & 4.2

4.4. 環境管理系統

4.1
了
解
組
織
前
後
環
節

策
略

目
標

能資源投入
(含上游)

人員

程序/SOP

材料

設備

環境

運作

活
動

產出

產品
或
服務

4.2

內外部議題

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望

風險與機會

4.3 邊界與範疇

4.2 瞭解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望
(a) 與能源績效及能源管理系統相關的

利害相關者;
(b) 這些利害相關者的相關要求;
(c) 組織經由其能源管理系統處理所鑑

別的需求和期望。

下
游

營運

決定利害相關者

瞭解利害相關者的期望與需求

問卷調查、主管機關
及客戶要求、其他來

源的要求



決定利害相關者-範例GRI指引



利害關係人問卷設計-GRI指標



4. 組織前後環節-4.1

4.4. 環境/能源管理系統

4.1
了
解
組
織
前
後
環
節

策
略

目
標

能資源投入
(含上游)

人員

程序/SOP

材料

設備

環境

運作

活
動

產出

產品
或
服務

4.2

內外部議題

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望

風險與機會

4.3 管理系統的範圍及邊界

A.4.1瞭解組織及其前後環節(企業環境)
外部議題的範例，包括：
(a) 與感興趣的參與者有關的問題，例如現

有的國家或部門目標，要求或標準;
(b) 對能源供應，安全性和可靠性的限制或

受限條件;
(c) 能源成本或能源類型的可用性;
(d) 天氣的影響;
(e) 氣候變遷的影響;
(f) 對溫室氣體（GHG）排放的影響。

內部議題的範例，包括：
(a) 核心業務目標和戰略;
(b) 資產管理計劃;
(c) 影響組織的財務資源（勞動力，財力

等）;
(d) 能源管理的完善狀態和文化;
(e) 可持續性考量
(f) 能源供應中斷的應急計劃;
(g) 現有技術的可行性;
(h) 操作風險和責任考量因素。

下
游

營運

A.4.1瞭解組織及其前後環節(企業環境)
(a) 可影響組織之宗旨，或受到其環境考量

免所影響。
(b) 外部文化、社會、政治、法令、法規、

財務、技術、經濟、自然及競爭的情況。
(c) 組織的內部特性或條件。

ISO 50001

ISO 14001



企業機會與風險

經營能力
核心業務目標與戰略

競爭環境
企業

內部管理
資產管理計畫

影響組織的財務資源(財力)

資訊IT
綠色機房

技術
綠色產品或服務

社會、經濟
綠色金融、再生能源、

氣候變遷的影響、能源成本

天然災害
地震、風災、水災、

天氣的影響

政治、法律
國家能源政策、能源供應

環保/能源法規

勞動條件
影響組織的財務資源(勞動力)

操作風險
設備操作人員的適任與責任
能源供應中斷的應急計畫

人為災害
火災、食物中毒

管理文化
能源管理的完善狀態和文化

環境議題
廢棄物、汙水、噪音、

溫室氣體排放

科技/經濟

人文/社會

外部內部



6. 規劃 - 6.1處理風險與機會之措施 - 6.1.1 & 6.1.2

6.1.1 規劃能源管理系統時，應考慮內、外部議題和利害相關者需求與期望，並
審查組織可能影響能源績效的活動和過程。規劃應與能源政策保持一致，並應
採取行動導致持續改善能源績效，並應決定需要解決的險和機會，以:
‒ 確保能源管理系統能夠實現其預期成果，包括提高能源績效;
‒ 防止或減少不希望的影響;
達成能源管理系統和能源績效的持續改善。

6.1.2 組織應規劃:
(a)處理這些風險和機會的行動;
(b)如何;

(1) 將這些行動整合並實施到能源管理系統和能源績效過程中;
(2) 評估這些行動的有效性。



機會/風險矩陣-範例

林文華，營運衝擊分析與風險評估方法探討，2009





能源規劃流程

規劃投入 規劃 規劃產出

• 內部及外部議題
• 利害關係者的需求與期望

處理風險和機會的行
動

風險與機會的鑑別

• 現有的能源類型
• 過去與現在的能源使
用

• 過去與現在的能源耗
用

• 能源使用及消耗的趨
勢

• 未來能源的使用及消
耗

• 能源績效改善的機會
• 顯著的能源使用
• 能源績效指標
• 能源基線
• 能源目標、能源標的

及行動計劃
• 能源數據收集計畫

能源審查
基於能源耗用及/或所識
別的機會所鑑別出的能源
績效改善，決定的顯著能
源使用

顯著能源使用的決定:
• 相關變數
• 現有的能源績效
• 人員

決定優先改善的能源績效

策略



6. 規劃 -6.3 能源審查

組織應發展並進行能源審查。
發展能源審查，組織應:
(a) 依據量測與其它數據為基礎，分析能源使用與消耗，如:

(1) 鑑別目前能源類型
(2) 評估過去與目前能源的使用和消耗

(b)   基於分析，鑑別重大能源使用SEUs
(c) 對於每個SEU(顯著能源使用):

(1) 決定相關變數;
(2) 決定目前的能源績效;

(d) 決定並排定優先順序改善能源績效的機會;
(e) 估計未來能源的使用和消耗。
能源審查應在指定的時間以及因應措施、設備、系統或能源使用過程有重大改
變時，予以更新。
組織應對用於發展能源審查的方法和準則維持文件化資訊，並應保存其結果的
文件化資訊。



6.3 能源審查-了解現狀預估未來

(a) 依據量測與其它數據為基礎，分析能源使用與消耗，如:
(1) 鑑別目前能源類型
(2) 評估過去與目前能源的使用和消耗

用電設備盤點

用電設備前一年及當年度能源使用與消耗的評估

現場實際設備
盤點填報

財產設備清單



6.3 能源審查-能源使用與耗用評估

用電設備前一年及當年度能源使用與消耗的評估方法

電錶實際量測法→掛電錶量測

方法1

電流監測法→量測一段具代表性時間的電流值後計算用電度數

方法2

電功率推估法→設備銘牌上之額定功率，並參考使用時間、負載率(可能時)計算之

方法3

單相:W=VxA

三相:W=VxAx1.73銘牌上電流值可否應用?



能源使用與耗用評估範例1



能源使用與耗用評估範例2



能源使用與耗用評估範例3

資料來源:林素琴，林志勳，我國住宅部門電力使用研究，2017



6.3 能源審查-鑑別重大能源使用

(b)   基於分析，鑑別重大能源使用SEUs

可考慮以下因素:
1.單一設備號電佔比
2.設備老舊度
3.設備運轉度
4.改善急迫性

排序→依分數?



6.3 能源審查-相關變數

(c) 對於每個SEU(顯著能源使用):
(1) 決定相關變數;
(2) 決定目前的能源績效;

可能的靜態因子:
⚫樓地板面積
⚫產品生產類型與生產組合
⚫輪班制
⚫資訊機房
⚫產線規模
⚫員工人數，如辦公人員、實驗室檢驗
員

定義並量化靜態因子
相關變因

可透過回歸分析確認是否具一定程度的相
關性:
⚫ 外氣溫度
⚫ 出口水溫
⚫ 冰水流量
⚫ 運轉時間
⚫ 作業人數
⚫ 冷卻水回水溫度

.

.



6.3 能源審查-決定目前的能源績效

(c) 對於每個SEU(顯著能源使用):
(1) 決定相關變數;
(2) 決定目前的能源績效;

依據能源審查的資訊，建立目前的能源績效，如:
⚫ 每位員工耗電量
⚫ 每平方米樓地板面積耗電量(EUI)
⚫ 機房能源使用效率(PUE)
⚫ 每百萬營業額能源使用效率
⚫ 每服務一位顧客能源使用效率
⚫ 每一標準單位產品能源使用效率

.

.

.



何謂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可以分為簡單迴歸(Simple Regression)和複迴歸(又稱多元迴
歸,Multiple Regression)

用來探討1個一變數和1個自變數的關係。
Y=β0+ β1X1+ε

β0為常數，β1為迴歸係數， ε為誤差

用來探討1個一變數和多個自變數的關係。
Y=β0+ β1X1+ β2X2 +……+ βnXn +ε

β0為常數，β1……βn為迴歸係數， ε為誤差

Y及X皆為計量

簡單迴歸

複迴歸(多元迴歸)



回歸分析的二大應用方向

回歸分析經常用在解釋和預測:

1. 解釋:我們可以從取得的樣本，計算出迴歸的方
程式，再透過迴歸的方程式得知每個自變數對依
變數的影響力，也可以找出最大的影響變數，以
進行統計上和管理意涵的解釋。

2. 預測:由於迴歸方程式是線性關係，我們可以估
算自變數的變動，對依變數影響的改變程度，所
以可以使用迴歸分析來預測未來的變動。



回歸分析的的基本統計假設

使用迴歸分析前，必須要確認資料是否符合迴歸分析的基本假設，才不至於導致統計推論
偏誤的發生。

依變數和自變數之間的關係必須是線性，亦即，依變數與自變數存在著相當固定比率的關係，若是發現依變數與自
變數呈現非線性關係時，可以透過轉換成線性關係，再進行迴歸分析。

若是資料呈現常態分配(normal distribution)，則誤差向也會呈現同樣的分配，當樣本數夠大時，檢查的方式是使用
簡單的直方圖(histogram)，若是樣本數較小時，檢查的方式則使用常態機率圖(normal probability plot)。

線性關係

常態性(normality)

自變數的誤差項，相互之間應該是獨立的，亦即，誤差項之間沒有相互關係，否則，在估計迴歸參數時，會降低統
計的檢定力，我們可以藉由殘差的圖形分析進行檢查，尤其是與時間序列和事件相關的資料，應特別注意。

誤差向的獨立性

自變數的誤差向除了需要呈現常態分配外，其變量數也需要相等，變量數的不相等會導致自變數無法有效地估計應
變數，如，殘差分佈分析時，所呈現的三角形分佈或鑽石型分佈，當變異數的不相等發生時，我們可以透過轉換成
變異數的相等後，再進行迴歸分析。

誤差向的變異數相等



回歸分析的的基本統計假設



檢定迴歸模式的統計顯著性(F test) 

迴歸模式的顯著性檢定，一般都使用 F test (檢定)，F 檢定將所有自變數計算進來，看應變
數 Y 和所有自變數 Xn是否有統計的顯著性。
F 檢定的虛無假設(Null hyposesis)如下：
H0：β1 = β2 ….. = βn = 0 H1：Not all βi= 0 ( i = 1,2, …., n ) 
我們會將資料計算所得到的 F 值與查表所得的 Fcrit比較：
若 F＞Fcrit：顯著性存在，推翻虛無假設，需要作進一步的檢定或解釋。若 F≦Fcrit：顯著
性不存在，接受虛無假設，研究者不需要作進一步的檢定，但仍需要作解釋。
F 值的計算公式如下：

SSE regression / df regression      SSE total / df residual  
(Sum of squared errors regression / Degrees of freedom regression )  (Sum of squared errors 

total / Degrees of freedom residual ) 
df regression = (k-1)，k 為估計母數的數目。 df residual = n-k，k 為估計母數的數目，n 為樣
本數。
Fcrit = F )，查表可得F值。



決定係數 R2 (R square) 

決定係數(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R 2 是用來解釋線性迴歸模式的適配度
(goodness of fit)，R2 =0 時，代表依變數(Y)與自變數(Xn )没有線性關係，R2 
≠0 時，代表依變數(Y)被自變數(Xn )所解釋的比率，計算公式如下：

R2 = 1 – SSt / SSe，SSe為誤差變異量，SSt為總變異量
R2 是迴歸可解釋的變異量，來自於依變數 Y 的總變異量，等於迴歸測量的
變異量 + 誤差變異量，關係式如下：
SSt = SSregression + SSe
1=SSregression /  SSt + SSe / SSt
= 迴歸可解釋的變異量 + 誤差總變異量
迴歸可解釋的變異量 = SSt onSSregressi =  1 – SSt / SSe



調整後的 R2 (adjusted R2 ) 

在迴歸模式中，R2 會用來說明整個模式的解釋力，但是 R2 會受到樣本大小的影響而呈現高估現象，
樣本愈小，愈容易出現問題(高估)，因此，大多數的學者都採用調整後的 R2 ，也就是將誤差變異量
和依變數(Y)的總變異量都除以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df) 

經自由度的處理後，我們就可以避免樣本太小而導致高估整個迴歸模式的解釋力。

當R值在±0.5~±0.7之間時，兩個變量中度相關；當R值在±0.3~±0.5之間時，兩個變量弱相關；當R值
低於±0.3時，說明兩個變量之間幾乎不存在相關關係。
一般認為，R平方大於0.75，表示模型擬合度很好，可解釋程度較高；R平方小於0.5，表示模型擬合
有問題，不宜採用進行回歸分析。調整後的R平方較R平方測算更準確，在回歸分析尤其是多元回歸
中，我們通常使用調整後的R平方對回歸模型進行精度測算，以評估回歸模型的擬合度和效果。
一般認為，在回歸分析中，0.5為調整後的R平方的臨界值，如果調整後的R平方小於0.5，則要分析
我們所採用和未採用的自變量。另，如果調整後的R平方與R平方存在明顯差異，則意味著所用的自
變量不能很好的測算因變量的變化，或者是遺漏了一些可用的自變量。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news/6oya25m.html

https://kknews.cc/news/6oya25m.html


解釋迴歸的變量P值

如果P值>0.05，則結果不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
；如果0.01<P值<=0.05，則結果具有顯著的統
計學意義；如果P值<=0.01,則結果具有及其顯著
的統計學意義。

原文網址：
https://kknews.cc/education/6n6685m.html

https://kknews.cc/education/6n6685m.html


共線性問題

當自變數們(Xn )有共線性的問題時，代表自變數(Xn )有共同解釋的部份，
個別的自變數(X)，無法確認對依變數(Y)有多大的影響，那我們如何辨識自
變數們(Xn )有共線性的問題呢？下列 2 個步驟可以辨識共線性的問題：
1. 查看相關係數，超過 0.8 就已經太高了，可能有共線性問題 2. 查看容忍
值(tolerance)，容忍值 = (1-自變數被其它變數所解釋的變異量)，容忍值
( 0~1 之間)，愈大愈好，容忍值愈大，代表共線性問題愈小，容忍值的倒
數 = 變異數膨脹因素 (VIF, variance inflation faction)，VIF 的值愈小愈好，代
表愈没有共線性問題。
當發生共線性問題時，我們可以採用 1.忽略高相關變數、2.只作預測，不作
解釋迴歸係數、3.用來了解關係、4.使用其它迴歸分析，來處理共線性的問
題。



驗證結果

驗證結果的目的是想要確認是否可以代表母體，我們想要
驗證迴歸模式時，可以使用 2 個獨立的樣本，或同一個樣
本，分割成 2 個樣本，進行迴歸分析後，若是二個樣本没
有顯著差異，就代表樣本有一致性，表示我們得到的迴歸
模式經過驗證後，可以代表母體。



非線性回歸預測法

非線性回歸分析是線性回歸分析的擴展。現實中的多數變亮關係是非線性
的。非線性模型與線性模型室相似的，仍然可以以回歸分析為核心。
非線性回歸預測模型有很多，其中除“直線回歸方程（LIN）”外的對數曲
線方程（LOG）、反函數曲線方程（INV）、二次曲線方程（拋物線）
（QUA）、三次曲線方程（CUB）、複合曲線方程（COM）、冪函數曲線方
程（POW）、S形曲線方程（S）、生長曲線方程（GRO）、指數曲線方程
（EXP）與logistic曲線方程（LGS）等均為非線性回歸方程。當然還有雙曲線
回歸方程、超指數曲線方程等許多非線性回歸方程，可用於預測預報。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7%9B%B4%E7%BA%BF%E5%9B%9E%E5%BD%92%E6%96%B9%E7%A8%8B&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LIN&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5%AF%B9%E6%95%B0%E6%9B%B2%E7%BA%BF%E6%96%B9%E7%A8%8B&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LOG&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5%8F%8D%E5%87%BD%E6%95%B0%E6%9B%B2%E7%BA%BF%E6%96%B9%E7%A8%8B&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INV&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4%BA%8C%E6%AC%A1%E6%9B%B2%E7%BA%BF%E6%96%B9%E7%A8%8B&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QUA&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4%B8%89%E6%AC%A1%E6%9B%B2%E7%BA%BF%E6%96%B9%E7%A8%8B&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CUB&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5%A4%8D%E5%90%88%E6%9B%B2%E7%BA%BF%E6%96%B9%E7%A8%8B&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zh-tw/COM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5%B9%82%E5%87%BD%E6%95%B0%E6%9B%B2%E7%BA%BF%E6%96%B9%E7%A8%8B&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POW&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S%E5%BD%A2%E6%9B%B2%E7%BA%BF%E6%96%B9%E7%A8%8B&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S&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7%94%9F%E9%95%BF%E6%9B%B2%E7%BA%BF%E6%96%B9%E7%A8%8B&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GRO&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6%8C%87%E6%95%B0%E6%9B%B2%E7%BA%BF%E6%96%B9%E7%A8%8B&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XP&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Logistic%E6%9B%B2%E7%BA%BF%E6%96%B9%E7%A8%8B&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LGS&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5%8F%8C%E6%9B%B2%E7%BA%BF%E5%9B%9E%E5%BD%92%E6%96%B9%E7%A8%8B&action=edit
https://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8%B6%85%E6%8C%87%E6%95%B0%E6%9B%B2%E7%BA%BF%E6%96%B9%E7%A8%8B&action=edit


回歸案例







能源規劃流程

規劃投入 規劃 規劃產出

• 內部及外部議題
• 利害關係者的需求與期望

處理風險和機會的行
動

風險與機會的鑑別

• 現有的能源類型
• 過去與現在的能源
使用

• 過去與現在的能源
耗用

• 能源使用及消耗的
趨勢

• 未來能源的使用及
消耗

• 能源績效改善的機
會

• 顯著的能源使用
• 能源績效指標
• 能源基線
• 能源目標、能源標

的及行動計劃
• 能源數據收集計畫

能源審查
基於能源耗用及/或所識
別的機會所鑑別出的能
源績效改善，決定的顯
著能源使用

顯著能源使用的決定:
• 相關變數
• 現有的能源績效
• 人員

決定優先改善的能源績
效

策略



組織應確保影響能源績效作業的關鍵特性於規劃的期間內被鑑別、
量測、監督及分析。組織應界定並實施適合其規模、複雜度、資
源與其量測和監督設備的能源數據收集計畫。該計畫應規定監督
關鍵特性所需的數據，並說明數據應如何、以及以何種頻率收集
和保存。
要收集的數據(或經由量測獲得，如適用時)並保存文件化資訊應
包括:
(a) SEUs的相關變數;
(b)與SEUs和組織相關的能源消耗;
(c) 與SEUs相關的作業準則;
(d)靜態因子，如適用時;
(e)行動計畫中規定的數據。
能源數據收集計畫應在規定的期間進行審查並在適當時予以更新。
組織應確保用於量測關鍵特性的設備提供準確且可重複的數據。
組織應保存關於量測、監督和其它確保準確性和可重複性的方法
之文件化資訊。

6.6 規劃收集能源數據



6.5 能源基線
組織應使用在能源審查時所使用之資訊建立能源基線，
考量到一段合適的期間。
當組織有數據表明相關變數顯著影響能源績效時，組
織應對EnPI(s)值和相應的EnB(s)進行標準化。
如發生下列一項或多項狀況時，EnB(s)應進行修改:
(a) EnPI(s)不再反映組織之能源績效;
(b) 靜態因子發生了重大變化;
(c) 依據預定的方法。
組織應保存EnB(s)的資訊、相關變數數據與EnB(s)的修
改作為文件化資訊。

6.5 能源基線-條文要求



6.5 能源基線-能源基線與績效指標的關係



6.4 能源績效指標
組織應決定能源績效指標 EnPIs:
(a) 適合於量測和監督其能源績效;
(b) 組織用以展現能源績效改善。
決定和更新的方法應維持文件化資訊。如果組織有數據表明相
關變數重大影響能源績效，組織應考慮此類數據以建立適當的
EnPI(s)。
EnPI(s)應審查及適當地與能源基線相比較。組織應保存EnPI(s)
的文件化資訊。

6.4 能源績效指標



‒ 天氣，如加熱和冷卻度日
‒ 過程參數，如環境溫度、冷卻水溫度設定、蒸氣溫度、加
濕條件設定

‒ 建築物入住率(經常性活動人數)
‒ 日光可用性(日照率)及環境光線亮度
‒ 活動程度(如工作量、操作時間、佔有率)
‒ 生產，如速度、產品結構、品質、重工或輸出
‒ 物質流(工序)、性質和特徵(包括原材料)
‒ 距離，如交通運輸能源
‒ 車輛載重及使用狀況
‒ 變動的能源可用性或能源含量成分(如水分含量、熱值)

可能影響重大能源使用之因素



靜態因子

資料來源:BSI電子報



資料來源：張世典，2003，辦公大樓節能調查評析 )

建築耗能因子與建築節能技術的關係



資料來源：楊謙柔，辦公建築耗能診斷與節能改善作業之研究

耗能診斷指標關聯

整體績效設定

區域績效設定

設備別(群)績效
設定



編號 類別 EUI基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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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106年12月8日修訂版

用電指標 (EUI) EUI = 年度總用電量總樓地板面積（單位：kWh/ 
m2 .year）註：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係指建築物使用執照所
登載之樓地板面積總和。

整體績效設定-用電指標EUI



部門(區域)層級能源績效設定-耗能密度分組

高度耗能 中度耗能 低度耗能

⚫ 潔淨室、無塵室樓地板面積能耗
⚫ 冷凍、冷藏庫

⚫ 檢驗室樓地板面積能耗
⚫ 特殊資材倉庫
⚫ 營業大廳
⚫ 生產廠房

⚫ 辦公室樓地板面積能耗
⚫ 一般資材倉庫
⚫ VIP室
⚫ 生產廠房



資料來源：陳家榮、曾宣婷，2009，節能績效指標之研究-以成功大學為例

統計軟體：SPSS

方法學-案例



資料來源：陳家榮、曾宣婷，2009，節能績效指標之研究-以成功大學為例

耗能特性分群因素-相關變因



能源績效設定與追蹤

單位 年度
實際EUI值

(kWh/m2.yr)
耗能基準值
(kWh/m2.yr)

能源效率
(%)

節能空間
(kWh)

實際節能績效
(kWh)

A 2019 52 50.5 97.12% 1.5

B 2019 89 70 78.65% 19

C 2019 60 50.5 84.17% 9.5





6.2.2目標與能源標的設定

應同時考慮應處理之風險或機會、法規及其它要求



6.2.2目標與能源標的追蹤

6.2.2目標與能源標的應:
(a) 與能源政策一致;
(b) 可量測的(如實際可行);
(c) 考量適用的要求;
(d) 考量SEUs(顯著性能源使用);
(e) 考量改善能源績效的機會;

(a) 被監督;
(b) 被溝通;
(c) 適時更新。
組織應保存目標和能源標的的文件化資訊。



6.2.3 規劃如何達成其目標和能源標的-行動措施1

6.2.3 在規劃如何達成其目標和能源標的時，
組織應建立和維持行動計畫，包括:
‒ 要做什摩;
‒ 需要哪些資源;
‒ 誰負責;
‒ 何時完成;
‒ 如何評估成果，包括用於驗證能源績效
改善的方法。

組織應考慮如何將達成目標和能源標的之行
動整合到組織的營運過程中。組織應保持行
動計畫的文件化資訊。



6.2.3 規劃如何達成其目標和能源標的-行動措施2

6.2.3 在規劃如何達成其目標和能源標的時，
組織應建立和維持行動計畫，包括:
‒ 要做什摩;
‒ 需要哪些資源;
‒ 誰負責;
‒ 何時完成;
‒ 如何評估成果，包括用於驗證能源績效
改善的方法。

組織應考慮如何將達成目標和能源標的之行
動整合到組織的營運過程中。組織應保持行
動計畫的文件化資訊。





演練1:內、外部議題及機會與風險評估表單設計

請分組討論設計一個內、外部議題
及機會與風險評估表，並將利害相
關者關切議題考量進表單內



林文華(Coco Lin)

E-mail: cocolin39@gmail.com
Cell-Phone: +886-933-625919

mailto:cocolin39@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