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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能源供給現況 (2020.01~2020.10) ：115,768千公秉油當量

• 進口能源：97.84％
• 煙煤-煉焦煤進口量(包含無煙煤)：3.69％
• 煙煤-燃料煤(包含亞煙煤)：26.75％
• 焦炭：0.14%
• 原油：31.28％
• 石油產品：12.40％
• (進口)液化天然氣：16.89％
• 核能：6.68％
• 生質能及廢棄物不及0.01%。

• 自產能源：2.16％
• 包含原油、煉油廠進料、(自產)天然氣、生質能及廢棄物、水力、太陽光電、

風力、太陽熱能。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統計月報 https://www.moeaboe.gov.tw/ (2021.01.01)

https://www.moeab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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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發電結構 (109年)

經濟部能源局 https://www.moeaboe.gov.tw (2020.05.15)

https://www.moeab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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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成本(台電成本)

台灣電力公司 https://www.taipower.com.tw/ (2020.12.29)

https://www.taipow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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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成本(售電價格)

台灣電力公司 https://www.taipower.com.tw/ (2020.12.29)

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

https://www.taipow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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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能源管理的關注

• 台灣永續能源政策綱領(2008年)

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的政策目標

效率: 提高能源效率 潔淨: 發展潔淨能源 穩定: 確保能源供應穩定

未來8年每年提高能源效率2%

以上, 使能源募集度於2015年
較2005年下降20%以上, 並藉
由技術突破及配套措施, 2025

年下降50%以上

台灣CO2排放減量, 於2020年
回歸2005年排放基準, 2025年
回歸2000年排放基準.

發電系統中低碳能源佔比由40

%增加至2025年的55%以上.

建立滿足未來4年經濟成長6%

及2015年每人年均所得達3萬
美元經濟發展目標的能源安全
供應系統

經濟部能源局 https://www.moeaboe.gov.tw/ (2021.01.01)

https://www.moeab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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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能源管理的關注

• 能源管理法
• 能源查核與申報：能源大用戶
• 能源管理法定義之能源大用戶包含：
• 契約用電容量：超過800千瓦
• 煤碳：年使用量超過6000公噸
• 燃料油：年使用超過6000公秉
• 天然氣：年使用量超過1000萬立方公尺

•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 （草案）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
• 5000千瓦以上的能源大用戶應於用電場所或適當場所，自行或提供場所設

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裝置容量應達義務契約容量之百分之十以上，且其
所生產之電力，須由再生能源義務人自行使用。

經濟部能源局 https://www.moeaboe.gov.tw/ (2021.01.01)

https://www.moeab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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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對能源管理的關注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 (2021.01.04)

https://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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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對能源管理的關注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 (2020.12.30)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 (2020.12.30)

https://udn.com/
https://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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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對能源管理的關注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 (2019.12.19)

https://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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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對能源管理的關注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 (2020.12.29)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 (2020.12.29)

https://udn.com/
https://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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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企業決策與行動的原因?

• 政府管制或獎勵

• 客戶要求

• 綠色倡議

• 企業社會責任

• 典範轉移 – 作業轉型

• 作業自動化

• 能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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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統推動流程



能源管理系統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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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能源管理程序

高階主管承諾

成立推動組織

人員訓練

建立能源基線

邊界設定

設定目標,標的與計畫

文件化與紀錄

內部稽核與矯正

定量

耗能設備鑑別與清點 管理階層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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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能源管理系統的驗證範圍, 邊界與用能型態

企業

A場棟 B場址 C公司 D樓層

住房活動 鍋爐 冰水主機 車輛派遣 空調 照明

組
織
邊
界

耗
能
設
備
或
耗
能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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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推動組織

• 能源管理工作: 全員參與

• 全員參與需要成立專責組織，檢核實際執行的狀況。

• 需要主管的支持：

• 高階主管領導的能源管理專責組織，使各級主管重視能源管理工作的執行。



能源管理系統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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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理小組 (能源管理專責組織)

能源管理團隊負責人

能源管理小組

工
務
課

庶
務
課

住
房
部

宴
會
部

餐
廳
廚
房

車
輛
組

備考:

能源管理團隊負責人 (原管理者代表)：監督並提供執行能源管理之人力資源支援。
能管小組：於EnMS進行內部稽核, 能源管理方案審查與各項支援工作。
委員：負責進行各單位的EnMS工作、數據紀錄與蒐集、執行節能方案與措施等。



能源管理系統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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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能源管理制度

• 定義各級單位權責

• 建立組織運作機制

• 規劃各項提報資訊：能源使用量、設備製程效能、重要能源使用設備等

• 節能改善計畫的追蹤

• 建立內外部稽核制度

• 善用資訊技術：效率 / 節能量的監督與量測

• 建立訓練與宣導機制



能源管理系統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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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管理目標與能源標的

• 目標與標的應與組織的發展方向有關

• 目標可以是一個定性的方向

• 能源標的需要可以被量化量測

• 目標與能源標的的建立要考量組織特性, 資源可提供的狀況

• S.M.A.R.T原則

• 具體/明確的(Specific)

• 可量測的(Measurable)

• 可達到的(Achievable)

• 相關的(Relevant)

• 有期限的(Time‐Bound)

住房部的EUI需於2025年底前累積下降30%



能源管理系統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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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方案的規劃方向

• 設備改善 VS 管理措施

• 改善方向: 用量減少 VS 效能提升

• 用量減少

• 杜絕浪費 (用量合理化), 高效率設備, 降低耗損

• 用量減少

• 減少假性需求, 提高使用效率, 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



能源管理系統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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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方案的規劃方向

公司間的合作

公司-部門協調

部門-製程整合

製程-降低能耗

資料來源: 2012年台灣能管員培訓教材

設備-效率提升

能源計畫的層次

如: 高效率馬達, 變頻控制

如: 減少待機, 採低能耗製程

如: 熱進爐—可減少燃料使用

如: 協調銷售/生產規劃/維修
—可提高能源使用效率

如: 區域能資源整合
—可提高能資源使用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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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方案的推行

• 原有設備或既有流程的用能基線調查

• 評估新設備或新流程的耗能狀況

• 評估投資成本與預期節能量

• 建立監測點與節能量計算方法學 (計算公式, 量測儀器等)

• 落實方案的執行, 並確認節能效益



能源管理系統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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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

• 確認制度的有效性, 包含架構, 管理程序是否落實

• 檢查能源績效是否達到組織的要求

• 檢討內外部稽核發現的問題點

• 找出解決方法並評估資源的提供是否能滿足執行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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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文件建置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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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2018 需要文件化資訊的章節

條文 項目 條文 項目

1 範圍 4.4 能源管理系統

2 參考文件 5.1 領導與承諾

3 名詞與定義 5.2 能源政策

4 組織背景 5.3 組織角色, 責任與權限

4.1 瞭解組織與其背景

4.2 瞭解利害相關者的需求與期望

4.3 決定能源管理系統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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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2018 需要文件化資訊的章節

條文 項目 條文 項目

6 計畫 7 支援

6.1 與風險及機會有關的行動 7.1 支援

6.2 目標, 能源標的與實現目標標的之
規劃

7.2 勝任力

6.3 能源審查 7.3 認知

6.4 能源績效指標 7.4 溝通

6.5 能源基線 7.5 文件化資訊

6.6 能源資料蒐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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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2018 需要文件化資訊的章節

條文 項目 條文 項目

8 營運控制 9.3 管理審查

8.1 營運規劃與管制 10.1 不符合事項與矯正措施

8.2 設計 10.2 持續改善

8.3 採購

9 績效評估

9.1 監督, 量測, 分析與能源績效及
EnMS評估

9.2 內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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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文件化資訊的項目

• 能源管理系統之範疇與邊界

• 能源政策

• 目標與能源標的,行動計畫

• 能源審查的審查結果

• 決定與更新能源績效指標之方法

• 維持能源績效指標值

• 能源基線、相關變數資料及能源基線修改

• 待蒐集(或適用時透過量測獲取)之資料, 包含SEU的變數, 能源消耗,作業準則,

靜態因子, 行動計畫規定的資料 及 組織的能耗

• 量測、監督及其他準確度與重複性確認方法



程序文件建置重點

29.05.2021 Footer29

需要文件化資訊的項目

• 勝任力之證據

• 保存建議的改進事項

• 過程依既定規劃執行

• 能源績效的設計活動

• 調查能源績效之重大偏離並予以回應的結果

• 守規性評估結果及任何採行措施

• 實施稽核方案及其稽核結果之證據

• 管理階層審查結果之證據

• 不符合事項之性質及後續所採取之措施。

• 任何矯正措施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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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相關者與內外部議題管理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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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組織及其前後環節

• 瞭解組織及其前後環節

• 組織應決定與其目的直接相關，且會影響組織達成其能源管理系統預期結果及改
進其能源績效的能力之外部與內部議題。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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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望

• 組織應決定下列事項。

a) 與組織的能源績效及能源管理系統直接相關的利害相關者。

b) 此等利害相關者之直接相關要求事項。

c) 此等鑑別的需求與期望之何者，組織需透過其能源管理系統予以處理。

• 組織應：

• 確保能取得有關其能源效率、能源使用及能源消耗，適用的法規要求事項及
其他要求事項。

• 決定如何將此等要求事項應用至其能源效率、能源使用及能源消耗。

• 確保已將此等要求事項納入考量。

• 於界定的期間審查其法規要求事項及其他要求事項。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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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內外部議題優先? 還是找出利害相關者優先?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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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利害相關者定義

• 客戶

• 要求建立ISO 50001

• 綠色能源的使用

• 員工

• 節能工作的落實

• 政府

• 能源查核申報

這樣驗證會過嗎?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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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相關者

持有者

股東

投資方

顧客

供應商 / 服務
提供者

夥伴

競爭者

NGOs協會 主管機關 社區

公眾鄰居

房東 保險

員工 工會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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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的議題, 每年檢討時有納入來考慮嗎？

• 時事題, 對於企業經營的衝突與影響!?

• 大環境或政府政策, 我們無能為力!?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 (2021.05.27)

https://udn.com/


29.05.2021 Footer37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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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計畫的流程

- 內外部議題

- 利害相關者的需求與

期望

鑑別風險與機

會 (能源審查)

對應風險與機

會的行動

計畫輸入 計畫 計畫輸出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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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風險與機會

29.05.2021

風險 機會

能源績效 預期成果 改善能源管理系統 (非)需求成果

再生能源

設備效率 (e.g. 
kWh/kWh)

罰款

停電

資金

內部稽核

KPIs

採購

能源成本

生產效率 (e.g. kWh/kg)

驗證

ISO 50001:2018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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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部議題與風險機會分析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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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權重的判定描述範例

• 風險度可能性:
• 高: 一年內發生, 例如超約次數
• 低: 一年以上才有可能發生, 例如停電發生率

• 風險的影響性:
• 高: 對企業形象產生影響
• 低: 對能源成本衝擊不大

• 機會:
• 高: 省成本, 減碳, 形象提升
• 低: 對企業成本無幫助

定義描述的方式, 

是否易於判斷?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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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權重的判定描述範例

• 風險度:
• 高: 利害相關者關切程度, 例如TOP 5客戶要求, 政府申報要求
• 低: 利害相關者關切程度, 例如耗能占比低於1%

• 數據可取得性:
• 高: 無須額外費用可以取得之數據
• 低: 數據蒐集需要額外的設備或付費資料庫, 例如需要裝設獨立儀錶等

• 機會率:
• 高: 節能方案成本在2年內可以回收
• 低: 新設備維護成本對比能耗仍高於舊設備 定義描述的方式, 

是否易於判斷?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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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系統時的風險與機會鑑別表

• 當能源與職安衛在一起時：
• 職業安全衛生 ＞ 環境 ＞ 能源 ?
• 能源是不是環境議題?
• 權重與評分規則不能用同一套?
• 機會與風險能不能一起評估?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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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性：

• 利害相關者＋內外部議題＋風險與機會的評估 & 政策＋目標與能源標的＋方案
• 例如：能源政策設定如下, 跟內外部議題與風險評估的關聯性?
• 持續推動節約能源和提昇能源效率
• 配合採用再生能源
• 推動校內能源使用分配合理化
• 管制使用環保節能產品和綠色新建築
• 管制和維持人員平均CO2排放量
• 加強綠色校園教育宣導和開設通識課程
• 鼓勵節能和替代性能源開發研究
• 建構節能減碳及智慧化控制
• 深化節能減碳教育及強化節能減碳宣導與溝通



關聯性：

• 利害相關者＋內外部議題＋風險與機會的評估 & 政策＋目標與能源標的＋方案

風險與機會的評估

重大性能源議題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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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部議題

利害相關者

能源政策

能源管理方案

目標與能源標的



精準無誤 ‧ 恰到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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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與答



講師介紹 林琦桓 (Chi-hwa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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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歷

2010 07~至今 台灣德國萊因 管理系統服務

– 碳及能源技術中心 管理系統服務 大中華區 (Competence Center)

– 發證官 品質/環境/職業安全/能源/溫室氣體/產品碳足跡/水足跡/生命

評週期估

– 主導稽核員 品質/環境/職業安全/能源/溫室氣體/產品碳足跡/水足跡/生命

評週期估/再生材質驗證/ TÜV服務品質/企業社會責任

2006 10~2010 06  台灣德國萊因 能源及環境科技

– 綠色產品驗證組長 歐盟WEEE/ErP指令/德國藍天使/生態化設計

2004 01~2006 07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環境保護與工業安全衛生部

– 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人員 歐盟WEEE/ErP指令與生態化設計研究案等

學歷背景

– 國立東華大學 環境政策研究所

– 私立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衛生系 (二技部)

連繫方式

– +886 (2) 2172-1152

– Chi-hwan.lin@tuv.com

專業證照

–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節能減排評估師

– 台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溫室氣體及產品碳足跡查驗人員訓練合格

– 台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甲級廢水處理/廢棄物處理/毒性物質專責人員

– 台灣行政院勞動部 乙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 台灣行政院能源局 能源管理員

– EVO IPMVP Level 3 Training Course & Exam

參與專案

– 菲律賓 溫室氣體査驗 馬尼拉市自來水與汙水處理廠 (Maynilad)

– 泰國 溫室氣體査驗 WD硬碟廠 (Western Digital, WD)

– 柬埔寨 能源管理 志寨鞋廠

– 越南 溫室氣體查驗 Hwaseung Vina 鞋廠

– 香港 機場碳認證 香港國際機場

– 日本 再生材質驗證 東麗集團 (Toray)

– 台灣 溫室氣體查驗 寶成集團 (Pouchen) 華新麗華 統一 大同 等

– 台灣 TÜV 服務品質 醫療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南山人壽等

– 台灣 產品碳足跡 台灣高速鐵路 統一 宏碁 宏達電 馬可先生 大同等

– 台灣 能源管理 台中機場 上銀科技 環鴻科技等

– 中國 溫室氣體查驗 瑞安地產 (上海新天地等) 富士康 凡甲科技等

– 中國 產品碳足跡 聯想電腦 華為 英利新能源等

– 中國 TÜV 服務品質 三門縣人民醫院 溫州康寧醫院 華美紫馨美容醫療集團

– 中國 能源管理 大連燃汽 上海大眾 Continental 汕頭大學 東風康明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