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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 ISO50001發展趨勢及

現況 

• 能源管理系統與能源查核制

度之差異 

• 能源管理系統效益 

• 案例分享 



21世紀人類面臨的十大問題 

1. 能源 
2. 水資源 
3. 糧食 
4. 環境 
5. 貧窮 

6. 恐怖主義與戰爭 

7. 疾病 

8. 教育 

9. 民主 

10.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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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65   億人口 

2050    80-100  億人口 

資料來源: R.E. Smalley, Energy & Nano Technology Conference, Rice University, May 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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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使用端能源效率-能資源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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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際能源總署（IEA）2008年能源科技展望報告指出，從現在到2050

年，要維持大氣中穩定的溫室氣體濃度，全球需降低480億噸二氧化碳。 

在各種技術減量效果中，立即可行且減量成本最小的技術是提昇使用端
的能源效率。 



ISO 對氣候變遷的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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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工作小組(TC 207/SC7) 

 GHG 溫室氣體量化及報告 

 GHG 驗證/確證團隊之能力 

 對驗證機構之要求 

 組織及產品之碳足跡 

 

能源效率及能源績效  

 建築物績效及效率 

 設備能源效率標準 

 ISO 50001 能源績效(能源管理系統) 

 

再生能源 

 太陽能、能源轉換技術、績效等級及測
試方法 

 風力：齒輪、渦輪機、傳動 

 生質能源：氣體、固體及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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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行全球最大的能源管理調查 
    



能源管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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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顯示: 

 78% 資深經理人相信能源管理是重要或非常重要，其
中能源管理代表有64% 為董事會層級! 

 

 Why EnMS? - 79% 表示成本控制是能源管理的主要原
因， 35% 認為氣候變遷， 28% 認為可以提高公司聲
譽 

 

 87% 認為他們已經執行滿意或較好的能源使用 

 

Survey believed to be the largest ever con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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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立法 1 

大部分國家已發展自己的能源政策、管制規定及指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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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 2005年能源政策法（The Energy Policy Act 2005） 

• 區域溫室氣體的起動（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RGGI） 

英國 

• 氣候變遷稅（Climate Change Levy, CCL）及氣候變遷協議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 CCA） 

• 英國排放權交易制度（UK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UK 
ETS） 

• 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EU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 
ETS） 

澳洲 

• 國家能源效率架構（National Framework for Energy 
Efficiency, NFEE） 

• 國家溫室氣體與能源申報法（National Greenhouse and 
Energy Reporting Act, 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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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立法 2 
9 

俄國 

• 1996年節約能源法（Energy Conservation Law 1996） 

• 節約能源與提升能源效率法（Energy Conservation and 
Increase in Energy Efficiency Law） 

• 2020年國家能源策略（National Energy Strategy 2020）
（ES 2020） 

中國 • 節約能源法（Energy Conservation Law, 2007年10月制訂） 

日本 • 節約能源法（Energy Conservation Law, 1979年制訂） 

印度 • 2001年節約能源法（Energy Conservation Act 2001） 



全球能源管理系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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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國家之前已經制定國家能源管理系統標準，例如:中國
GB/T23331、丹麥、愛爾蘭、瑞典、美國- ANSI/MSE 2000:2008 、
泰國、韓國、德國、日本、加拿大……等 

 EU 於2009年7月由英國 BSI 發佈 EN 16001：2009 

 ISO 組織委託 UNIDO負責開發(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2008-2011) EnMS- ISO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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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管理系統的發展歷程 

歐盟能源管理系統標準，例如:丹麥、愛爾蘭、
瑞典、德國……等 

非歐盟國家已經制定國家能源管理系統標準，例如:
美國、中國GB/T23331、泰國、韓國、日本、加拿大等 

 
US 能源管理系統 - ANSI MSE 2000:2008 

 

BS EN 16001:2009 

ISO 50001:2011 

※成為全球能源管理系統共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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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ow Process 
Why use graphics from PowerPointing.com? 

Apr. 2011 

DIS released by 

ISO PC242 
meeting of ISO 

PC242 in  

Beijing 

 

Closing date for 

vote & 

comment on 

DIS 

Oct. 2010 15 June 2011 

正式公告  

July 2010 Mar. 2010 

ISO50001 EnMS 標準發展時程 

May 2011 

FDIS released 

by ISO PC242– 

中文 FDIS版 

 

Closing date for 

vote and editorial 

comment on FDIS 

ISO50001 

IS 國際標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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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 由美、英、中、巴 4個國家主導標準制定 

ISO Project Committee Chairman’s Advisory Group 

Advisory Group Leader & Project Committee Vice Chairman:  China 

Secretary:  United Kingdom & Brazil 

Role:  Strategic discussions/development of proposals for the directions  

  of the committee’s work 

ISO Project Committee Working Group 

Work Group Convener:  USA & Brazil 

Secretary:  United Kingdom & China 

Role:  Drafting the ISO energy management standard based on direction  

  from the committee 

ISO Project Committee on Energy Management 

Chairman:  USA 

Secretariat:  USA & Brazil 

Role:  Overall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mmittee’s work 



Membership – ISO/PC 242 會員…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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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ng countries: 37  

 

 Argentina ( IRAM )     

 Australia ( SA )     

 Barbados ( BNSI )     

 Brazil ( ABNT )  

 Canada ( SCC )     

 Chile ( INN )     

 China ( SAC )     

 Colombia ( ICONTEC )     

 Denmark ( DS )     

 Ecuador ( INEN )     

 Finland ( SFS )     

 France ( AFNOR )     

• Germany ( DIN )     

• Ireland ( NSAI )     

• Japan ( JISC )     

• Kazakhstan 
( KAZMEMST )     

• Korea, Republic of 
( KATS )     

• Malaysia ( DSM )     

• Mauritius ( MSB )     

• Netherlands ( NEN )     

• Nigeria ( SON )     

• Norway ( SN )     

• Pakistan ( PSQCA )     

• Peru ( INDECOPI )     

• Poland ( PKN )     

• Portugal ( IPQ )     

• Russian Federation (GOST R)     

• Saint Lucia ( SLBS )     

• Singapore ( SPRING SG )     

• South Africa ( SABS )     

• Spain ( AENOR )     

• Sweden ( SIS )     

• Thailand ( TISI )     

• Tunisia ( INNORPI )     

• Turkey ( TSE )     

• United Kingdom ( BSI )     

• USA ( ANSI ) 

 
 



ISO 50001:2011 

能源管理流程系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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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al improvement of th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能源管理系統的持續改善 

能源審查 

法規要求 

  能源績效 •能源基線 
•能源績效  
指標 

•目標、標
的與行動
計畫 

 

 

4.1 一般要求 

4.2 管理責任 

  4.3 能源政策 

  4.7 管理審查 

 

4.4 能源規劃 4.6 檢查 

4.5 實施與運作 
  Energy 

能源 
 output 
  輸出 

Input 

輸入 

 能源效率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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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和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
等既有標準，展現最大限度的相容性，並依循
PDCA的原則； 

2. 能協助組織有效利用現有能源； 

3. 提供準則以建立、監督與量測、文件化、改善、報
告，以及預期減少溫室氣體衝擊之指導準則； 

4. 建立與促進能源管理上的透明度與溝通； 

5. 促進能源管理之最佳實務方法與加強良好的管理行
為； 

6. 評估/導入對新能源使用，包括潛在能源、再生能源
的使用，以及考慮替代能源 

Why an Energy Management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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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OF INPUTS   

能源規劃- 過程方法概念圖 

 Graph                      Energy Assessments            Review of 

Chart                        Preventive/Predictive            Energy requirements 

Tables                      Maintenance                           analysis 

Spreadsheets          Pinch analysis                        LCC analysis 

Process Maps          Root Cause Analysis             Assessing 

Sankey Diagrams     Benchmark                            Competence  

Pareto Analysis                                                       Others 

Energy Models 

· Energy bills                 ·Organization chart             ·Operations/financial · 

Sub-meter data            ·Previous energy                  information    

· Other variables:            assessment  results        · Legal & others 

· Production, weather,  ·Equipments lists                 requirements 

  etc                                ·Energy sources                 · O & M 

· Product flow                ·Energy Policy                    · others 

   diagrams 

a.  

Analyze energy 

use & other 

variables 

c.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ement  

· Baseline 

· EnPI(s) 

· Objectives 

· Targets 

· Action  

  Plans 

 

 

 

Planning 

Output 

 

Operations 

 

·Training 

·Communication

/Engage 

Stakeholder 

· Operational 

control 

·Design 

•Procurement 

 

EXAMPLE OF Tools/Techniques   

b.  

significant  

energy use & 

personnel 



ISO 50001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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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國能源管理主管機關已著手支持此標準於產業

之應用，例如:美國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DoE）非常重視ISO 50001在產業的運用及後續成效，

DoE今年已協助分布於14個州25家知名企業參與ISO 

50001試行計畫及相關訓練; 

 

 日本經濟貿易產業省（METI，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也表示積極考量將ISO 

50001加入政府採購限制要求條件 。 



German Law–德國再生能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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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 say that companies with very high electric 

energy consumption will pay less, if they have a 

certified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再生能源法- 高能耗公司如果能證明他們是有
效率的使用能源(包含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可
以取得節稅的利益調降電力能源成本支出 



俄羅斯政府決定於( 2011)年初在全俄實行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和管理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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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俄羅斯參與了ISO技術管理委員會發起的能
源管理系統 ISO 50001標準的討論 

於 2010年8月頒布了適合俄羅斯能耗企業的能源管

理系統的細則、要求和能源使用建議。 

 

 

 2010-09-20 来源：中国经济网  



澳洲將徵碳排放稅 民眾反彈 
 

21 

 澳洲總理姬拉德十日宣布，將從2012年七月一日起開徵碳
排放稅（carbon tax），屆時約五百家重度汙染的企
業須繳納每噸廿三澳幣（台幣七百一十二元）的稅
額，並且每年增加二.五％。澳洲這項卅年來最大的經濟改革
計畫，在首都坎培拉等多個城市，引發民眾抗議。  

  姬拉德表示，預計三年下來將可徵得約二百七十八億澳幣（約新台
幣八千六百億元）。然後澳洲政府將在二○一五年改以「總量管制
與交易制度」（cap-and-trade）取代，而且將提撥約四百七十億澳幣，
補助家庭用戶與業者，並鼓勵發展再生能源，直到二○二○年。  

 姬拉德發表聲明指出，到二○二○年澳洲一年將可削減一.五九億噸
的碳排放量，相當於減少逾四千五百萬輛汽車的廢氣排放。  

 澳洲八○％的電力來源仰賴燃煤，帄均每人碳排放量居全球之冠。
姬拉德希望到二○二○年，澳洲的碳排放水準能夠比二○○○年起
碼減少五％。  

•中國時報 2011-07-11  



法國宣佈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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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總統Nicolas Sarkozy已宣佈，他將實施碳稅以
協助由全球暖化“解救人類”。每噸碳17歐元(25美
元)將針對化石能源徵收，但不包括電力；法國
80%的電力來自核能。但這項提議不僅在野黨反對，
三分之二的法國人也表示反對。 

 

 歐洲課碳稅最高的是瑞典，每噸耗用量徵收100歐
元(145美元)，將近法國Sarkozy提議的6倍。 

 
              (France announces carbon tax － Mongabay September 10, 2009) 



UK-CRC-碳減量承諾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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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定下了企業溫室氣體排放的上限，並且制定溫室氣體交易計
劃。然而，這項法案卻逼得許多當地企業苦不堪言，據稱將有
上千家英國大小公司會因此瀕臨倒閉。 
 

 這項法案就是特冸針對超過 5000 家未能達到《歐盟溫室氣體
排放交易計畫》(Emission Trading System) 的企業所制定的，
其中，甚至還包括醫院、零售商、大學等。 
 

 法案將在 2010 年 4 月開始實施第一階段，但是在 4 月以前，
企業就必須開始作自我檢測了。收集準確的能源消耗數據，對
許多組織而言是極為困難的一件事，一些評論人警告說，不履
行規定的成本預料會非常昂貴。預計這事件也將對許多大型企
業的下游供應商產生衝擊，因為相關廠商也會被要求遵守新的
碳減量規定。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climat/emission/index_en.htm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climat/emission/index_en.htm


能源局支持ISO50001於產業界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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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擘劃我國整體能源策略及中長期政策藍圖，行政院核定永續能源政策
綱領、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並以十大標竿方
案與35項標竿型計畫，落實政策導向及執行主軸；藉由跨部會分工合作，
貫徹我國淨源節流政策方向，除致力提高能源效率、二氧化減量、確保
能源供應穩定，且鼓勵產業界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提高能源使
用效率並降低能源成本。 

 

 能源局歐嘉瑞局長表示，永續能源政策行動方案共分為淨源、節流與建
構完整法規基礎與相關配套機制等3個方向，政府除緻力整合資源，規劃
能源科技發展策略，與節能減碳技術，未來重點工作包括：全球首創─
全民節電競賽、開發、低碳社會全民減碳、綠色運輸網絡、營建綠色新
景觀、深化節能減碳教育，且鼓勵產業界導入並通過ISO 50001驗證。 

 

 為加速能源用戶推動自主能源管理制度，以達成落實節能改善之永續目
標，我國宜儘早輔導相關行業建立能源管理系統，以強化能源查核管理
制度，提升整體能源使用效率。有鑑於此，能源局已經成立專案計畫今
年輔導五家企業導入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 

 工商時報【周韶華】2011/07/14 



未節能將開罰 首波鎖定水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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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暖化現象日益惡化，國際間要求工業部門節能減碳的聲浪隨之增
高。我國雖尚未實施碳交易與碳稅制度，但經濟部能源局規劃對高
耗能產業制定第一階段能源使用標準，首波鎖定水泥、造
紙、鋼鐵及石化業，其中水泥業最快於年底前推動。違者
將依「能源管理法」最高處以十萬元罰鍰，並可連續罰，
初估約卅％的相關業者會受到影響。 

 
 超標罰10萬 並可連續罰 

 

 能源局目前初步規劃，將由產業耗能設備的能源使用效率與單位產品
的耗能程度兩方面著手測量，盼降低高耗能產業的能源使用量；未來
將訂定主要耗能設備如鍋爐、加熱爐、馬達等的能源使用
規定，以及產品單位耗能標準。耗能設備包括水泥業的旋
窯、生熟料及水泥磨；造紙業的備漿、抄紙等系統；石化
業的加熱爐、馬達、鍋爐及空壓機；鋼鐵業的高爐、電弧
爐及加熱爐等設備。 
 自由時報2011/08/15 



陳揆:宣示推動「溫室氣體減量法」及「能源稅法」 

 陳揆於2月24日率內閣閣員赴立法院進行口頭施政報告
並備詢。陳冲將宣示推動「溫室氣體減量法」及「能
源稅法」完成立法，以促進國內溫室氣體減量，提高
能源使用效率，落實節能減碳。 

 

 提出行政院施政重點報告指出，落實節能減碳，政府
將持續推動「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逐步減低我國
能源密集度及二氧化碳排放量，營造低碳樂活家園。 

 

 
 【經濟日報╱記者蘇秀慧／台北報導】201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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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與能源查核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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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與能源查核意涵(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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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查核方法與歩驟 



31 

能源管理與能源查核之比較 



32 

簡報大綱 

• ISO50001發展趨勢及現況 

• 能源管理系統與能源查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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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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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能源管理系統效益 

執行計畫 

跨部門團隊 

處理程序 

持續改善專案 

能源使用手冊 關鍵績效指標 

定期報告 
ISO-

50001 

構成要件 

 協助能源局加強 

    節能績效之管理 

 落實節能減碳 

    之執行成效 

 加強「能源查核 

    制度」查證機制 

提昇 

節能效益 

整合 

內部能源 

降低 

企業成本 

降低 

企業成本 

ISO-

50001 

強化 

企業體質 降低溫氣 

氣體排放 

提高 

能源效率 

實施能源管理系統 

之實績(美國) 

◎道氏化學公司 

 --獲得22%改善
收益 

◎北美豐田汽車 

 --減低23%能源
使用  

ISO-

50001 

執行效益 

From: I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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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mpion of U.S. industry in 

implementing and achieving 

n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policy 

goals.  

 Seeks to improve the energy 

intensity of U.S. manufacturing 

through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Guides development of the 

Superior Energy Performance 

美國- 製造業能源效率會議 



35 Energy Performance Over Tim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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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Advanced 
Technology 

(Future) 

Average 
plants 

Worst 
plants 

Practical 
minimum 

Best  

plants 

衝擊所有製造工廠之能源績效 



加州能源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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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能源效率來降低能源需求 
和高峰時間電力系統負荷 
 
從1975年以來，加州的建築 
物與電器標準使加州居民和企 
業的能源費用減少了560億美 
元。到2013年，將再節省230億
美元 
 
由於加州能源效率的標準和 
計劃投資，加州居民每人的用 
電量在過去的30年中保持相對 
穩定→在此期間全國的用 
電量增加了幾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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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和電器標準 
 
幫助企業和消費者使用更
有效率的電器、建築設計、
設備和建築材料來節省能
源。在 2003 年，這些標
準和加州的其他能源效率
計劃在該年度為加州節省
電量達15%。 
 
加州標準已經成為其他州
的電器和建築的參照標準。 

加州能源管理 2 



UK能源管理 1            
EEAS demonstrates commitment and achieves the management of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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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能源管理 2 - 超過200家組織取得  EEAS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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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單節省3% , 節省費用超過20億美金  



日本能源危機- 提高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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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of En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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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Management Results  

 Companies who have used energy management to achieve major 
energy intensity improvements1 include: 

 Dow Chemical achieved 22% improvement ($4B savings) 
between 1994 and 2005, and is now seeking another 25% from 
2005 to 2015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 reduced global GHG emissions by 
46% per dollar of revenue from 2001 to 2006, and is now seeking 
an additional 12% reduction from 2006 to 2010 

 Toyota’s North American (NA) Energ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has reduced energy use per unit by 23% since 2002; 
company-wide energy-saving efforts have saved $9.2 million in 
NA since 1999. 

42 

1 Btu/lb of product Source: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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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can an EnMS achieve? 

 Most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hat have implemented EnMS achieved 

average annual energy intensity reductions of 2.0-3.0% against 

the 1.0% reduction of business as usual (Ireland, Netherlands, 

Denmark, USA) 

 However, for companies new to energy management, savings during 

the first 2 years are 10-20% 

 EnMS accelerate adoption of energy efficient best-practices and 

technology upgrades, enhancing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ness 

 

An EnMS improves a company’s bottom line 

Source: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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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hoc approach to energy management… 

Source: UNID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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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d Approach 

Senior management 
commit to program 

0 3 Years 

-20% 
 

-25% 
 

-15% 

-10% 

-5% 

0 

+5% 
Costs 

Investment 
 

Initial savings  
sustained 

Housekeeping first – then 
investment 

Becomes company 
culture   

Source: UNID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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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 ISO50001發展趨勢及現況 

• 能源管理系統與能源查核制

度之差異 

• 能源管理系統效益 

•案例分享 



中鋼公司ISO50001能源管理分享 

1. 成立於民國60年12月，目前粗鋼年產能超過1,000萬公噸，主要
產品為熱軋、冷軋、鍍面、鋼板、線材及條鋼等鋼品，產品約
3/4內銷、1/4外銷，國內市占率逾50%，目前是台灣規模最大的
一貫煉鋼廠。 

2. 中鋼勇於創新、並具執行力，積極落實「團隊/企業/踏實/求新」
四大精神，以新技術、新管理思維、深耕鋼鐵本業，推動「研發
聯盟」籌設，致力協助下游相關產業升級，以帶動國內鋼鐵業的
蓬勃發展。 

3. 中鋼也邁向多角化經營，發展成以鋼鐵事業為核心，兼具工業 

材料、貿易、運輸、工程、金融、服務、土地開發及新興科技等
國際化工業集團。 

4. 自成立以來，已投資環保節能設備447億元，每噸粗鋼能耗、 

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分冸由建廠初期6,410百萬卡、2.6噸，降至
2010年5,672百萬卡、2.322噸，2011年5,537百萬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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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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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P)： 

 願景：「追求成長，持續節能環保及價值創新，成
為值得信賴的全球卓越鋼鐵企業」。 

 組織：於2011年4月中鋼集團成立由鄒若齊董事長
主掌之「能源環境促進委員會」，致力強化集團公
司在綠色材料、低碳能源、節能減排、風險管理、
能源環境新事業的策略規劃。 

 政策目標：致力達成低碳、低污染、高價值產品之
兩低一高願景，預估2020年生產每噸鋼材CO2排
放量將較2007~9年帄均降低10%以上。 

 環安衛管理政策：持續改善  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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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立能源管理組織(P)： 

 1978年（民國67年） 5月成立「能源節省委員會」。 

 統籌全公司能源管理、協調與政府機關能源相關事務、訂定中
長程能源方針與目標、統計分析能源使用情形，定期檢討改善、
協調各部門節能計畫、能源節約宣導與教育。 

 每月收集、彙整相關能耗資訊。每季召開會議檢討追蹤。 

 進行能源審查，能源績效指標設定。 

3. 設定目標(P) ： 

 2010節能目標：2005年~2010年節能 23萬公秉油當量， 

實績：23.7萬公秉油當量(約59.3萬噸CO2)，達成目標 

 2015節能目標：2011年~2015年節能 24萬公秉油當量  

 101年單位能耗目標：5,800百萬卡/公噸鋼胚 

 考慮影響因素建立基線及計算方法學，並下放至各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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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源管理作法(D)： 
 每月收集、彙整、分析相關能耗資訊 

 每季於「能源節省委員會」檢討目標執行狀況與節能績效 

 每年出版「能源節約年報」(自民國70年起) 

 95年建立「能源管理資訊帄台」(能源節約工作計劃管理系統：
登錄、進度提報、追蹤、效益提報、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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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資訊帄台--  能源節約工作計劃管理系統 

能源資料建立 節能專案提報 節能專案進度追蹤 節能專案效益提報 
能源節約工作計劃完工後效益提報表  

能源節約主題 #1BF爐頂料倉充洩壓BFG回收  
主題編號：099ECW202 

工場冸：  W231 

改  

善  

措  

施  

（簡述本項能源節約主題採取之具體措施，及投入金額） 

高爐生產作業時所產出的高爐氣(BFG)，經淨氣系統除塵、淨化處理後之半淨爐氣

除了提供自身熱風爐燃燒外，另外則是作為高爐加料前料倉的充壓氣體。加完料後

料倉內殘存的高壓高爐氣，過去之製程是由洩壓閥經消音器排放到大氣中。第三爐

代大修則增設了一套可節能又兼顧環保(回收BFG及粉料)的高爐氣回收系統，投入

金額約6000萬元。  

 

改  

 

 

善  

 

 

前  

 

（簡述改善前狀況，以圖表或流程圖輔以簡單文字說明） 

 

高爐氣(BFG) 是作為高爐加料前料倉 

的充壓氣體。加完料後料倉內殘存的 

高壓高爐氣，由洩壓閥經消音器排放 

到大氣中。 

 

改  

 

 

善  

 

 

後  

 

（簡述改善後狀況，以圖表或流程圖輔以簡單文字說明） 

 

第三爐代大修增設了高爐氣回收系 

統，料倉洩壓閥排放的高爐氣經 

噴出器（ejector）將其高爐氣回收 

至#29 G/V前端的BFG管線。  

 

節  

 

能  

 

成  

 

效  

（簡述節約油、電、煤、氣之數量，並換算成金額） 

1日=2 倉×135 charge；年操作 359日;爐頂料倉體積 50m
3
 

頂溫：180℃；大氣溫度 30℃;頂壓：2.2㎏/㎝
2
； BFG 回收中止：0.4㎏/㎝

2 
： 

BFG回公共管線：0.1㎏/㎝
2 
；BFG 單價：0.525 元/Nm

3
 

回收體積： 

 

V2＝83.62 Nm
3   
V＝83.62×2×135＝22577 Nm

3
/日  

年效益：22577×359×0.525＝4,255,20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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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2.2－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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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措施 

改善前 

改善後 

節能成效計算 

節能專案彙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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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節能的思考方向(D)： 
•  思考如何用得少： 

 杜絕不必要的浪費(用量合理化)：檢視製程的實際需求
/用量：變速、待機時減量、Standby過多？ … 

 使用高效率設備：變壓器、馬達、泵浦… 

 降低不必要的能源損耗：確保「三點不漏」- 不漏油、
不漏氣(汽)、不漏水… 

 適當的能源品質要求：一定要最好? OR 剛剛好就好? 

•  思考如何用的好： 

 減少假性需求：勿over design或over dimension、  

「節能始於規劃設計」…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製程能耗、製程控制調整… 

 管理性措施：製程與製程的協調整合、跨部門/跨公司
的協調整合、選擇適當的用電契約… 

 制度的建立：計畫、宣導、執行、考核、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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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節能的思考方向(D)： 

節能計畫的層次 

處處都有節能的潛力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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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源管理目標追蹤(C)：能源節省委員會每季檢討追蹤 

 

當未達目標時，須提出
差異原因分析及對策研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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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審查及未來目標設定(A)： 

 能源節省委員會年終會議檢討實績 

 回饋至明年目標設定 

(依明年生產計畫、增減產線及節能實績修正) 

 環安衛管理審查會議提報 

未來能源政策與環安衛政策檢討 

 節能減排分委會報告 

(「能源環境促進委員會」下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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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節能規範指引 & 最佳可行技術(BAT) -持續改善 

 訂定「節能規範指引」-- 節能始於規劃設計： 

泵浦、照明、空壓、空調、冷卻水、廢熱回收… 

 建立節能減碳「最佳可行技術」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資料庫： 
-- 原料與汙染防治、煉鐵製程、煉鋼製程、 

   軋鋼製程、公用設施 

-- 蒐集鋼鐵業標竿 

-- 因應內、外在環境變動定期檢討 

 納入中鋼設計標準(CSC Design Standard) 

 依「能源使用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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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審查及未來目標設定(A)： 

 能源節省委員會年終會議檢討實績 

 回饋至明年目標設定 

(依明年生產計畫、增減產線及節能實績修正) 

 環安衛管理審查會議提報 

未來能源政策與環安衛政策檢討 

 節能減排分委會報告 

(「能源環境促進委員會」下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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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節能規範指引 & 最佳可行技術(BAT) -持續改善 

 訂定「節能規範指引」-- 節能始於規劃設計： 

泵浦、照明、空壓、空調、冷卻水、廢熱回收… 

 建立節能減碳「最佳可行技術」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資料庫： 
-- 原料與汙染防治、煉鐵製程、煉鋼製程、 

   軋鋼製程、公用設施 

-- 蒐集鋼鐵業標竿 

-- 因應內、外在環境變動定期檢討 

 納入中鋼設計標準(CSC Design Standard) 

 依「能源使用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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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鋼建置ISO 50001的實際流程 

(S) 先期規劃 

 總經理核可執行 

 能源節省委員會 

 既有能源/環保政策 

(P) 能源鑑冸與規劃 

 能源審查 

 重大能源使用製程 

 能效改善機會鑑冸 

 節能改善行動計畫 

(D) 實施與系統建置 

 各製程作業管制 

 節能設計規範 

 推展最佳可行技術 

 綠色採購推廣 

 文件化-與既有環安衛管理
系統結合 

(C) 績效查核 

 各製程作業管制 

 節能設計規範 

 推展最佳可行技術 

 綠色採購推廣 

 文件化-與既有環安衛管理
系統結合 

(A) 管理審查 

 既有環安衛管理系統每半年
一次 

 管理審查會議之權責修正 

 與既有之環安衛管理審查會
議結合 

外部稽核(驗證) 

 第一階段 

管理代表接談 

系統面/文件化 

 第二階段 

現場訪查 

系統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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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鋼成功建置ISO 50001的關鍵 

(1). ISO 50001標準的高度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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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章節內容 中鋼對應作法的文件 

4 能源管理系統要求事項 

4.1 一般要求事項 環安衛管理手冊 

4.2 管理階層職責 環安衛管理權責及審查規定 

4.3 能源政策 環安衛政策制訂管理規定 

4.4 能源規劃 

4.4.1 一般要求事項 能源使用管理規定 

4.4.2 法規與其他要求事項 環安衛法規鑑及符合性查核管理規定 

4.4.3 能源審查 能源審查管理規定 

4.4.4 能源基線 能源使用管理規定 

4.4.5 能源績效指標 能源使用管理規定 

4.4.6 能源目標、標的和行動計畫 
環安衛目標、標的制訂管理規定 

環安衛管理方案制訂管理規定 

5. ISO 50001文件建置對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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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章節內容 中鋼對應作法的文件 

4.5 實施與作業 

4.5.1 一般事項 能源使用管理規定 

4.5.2 能力、訓練及認知 環安衛教育訓練管理規定 

4.5.3 溝通 環安衛溝通、參與及諮詢管理規定 

4.5.4 文件化 
鋼品品質手冊 

品質紀錄管理規定 

4.5.5 作業管制 能源使用管理規定 

4.5.6 設計 能源使用管理規定 

4.5.7 
能源服務、商品、設備及能
源之採購 

採購與發包作業安全衛生及污染預防
管理規定 

5. ISO 50001文件建置對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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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章節內容 中鋼對應作法的文件 

4.6 績效之檢查 

4.6.1 監督、測量和分析 環安衛監督與量測管理規定 

4.6.2 
法規與其他要求事項守規性
之評估 

環安衛法規鑑冸及符合性查核管理規定 

4.6.3 
能源管理系統(EnMS)之內
部稽核 

環安衛管理內部稽核管理規定 

4.6.4 
不符合、改正、矯正與預防
措施 

環安衛事件調查、不符合事項及矯正預
防管理規定 

4.6.5 紀錄管制 品質紀錄管理規定 

4.7 管理階層審查 環安衛管理權責及審查規定 

5. ISO 50001文件建置對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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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鋼公司已將節能環保理念融入企業決策思維中，將持續
努力、積極作為，以克盡企業社會責任。 

未來工作重點包括： 

 落實能源管理、推展最佳可行技術，提升節能減碳績效 

 開發應用新能源及再生能源 

 擴大區域能資源整合 

 開發節能減碳新材料 

 碳權經營及參與綠色新事業 

2. 為致力達成低碳、低污染、高價值產品之兩低一高願景，
預估2020年生產每一噸鋼材，二氧化碳排放量較
2007~2009年帄均降低10%以上，與世界標竿鋼廠一致，
展現中鋼集團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承諾與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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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 碳管理 環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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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 potential impact 

The future ISO 50001 will: 

 Establish a framework for 
industrial plants, commercial 
facilities or entire 
organizations to manage 
energy 

 

 Have broad applicability 
across national economic 
sectors, potentially influence 
up to 60 % of the world’s 
energy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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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 Health & Safety OHSAS 18001 

• Information Security            

ISO/IEC 27001 

• IT Service Management       

ISO/IEC 20000 

• Food Safety 

- ISO 22000 

- BRC Global Food 

- BRC Global Packaging 

- IFS 

- Codex HACCP 

• Consumer Products 

- BRC Consumer Products 

• 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BS 25999 

• Medical Devices ISO 13485 

Performance 

• Quality ISO 9001 

• Automotive ISO/TS 16949 

• Aerospace AS9100, AS9110, 

AS9120 

• Telecoms TL 9000 

• Customer Satisfaction ISO 10002 

• Oil & Gas ISO 29001 

• Integrated Management PAS 99 

• BSI BenchMark 

Sustainability 

• Environmental ISO 14001 

•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Verification 

• Carbon Footprint Verification 

• Carbon Offset Validation & 

Verification 

• Social Responsibility 

• SA 8000 

• 2nd party Ethical 

• Sustainability Report Assurance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ISO 14001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Verification 

•Carbon Footprint Verification 

•Carbon Offset Validation & 

Verific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SA 8000 

•2nd party Ethical 

•Sustainability Report 

Assurance-CSR 

•PAS2050/PAS2060 

•Energy Management 

ISO50001&EN16001 

 

 

ISO永續發展相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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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commitment. . . . . . . . . . . we do care 

BEFORE   IT’S   TOO   LATE. . . . . . . .  

ISO50001-沒有什麼訣竅，就是系統化務實地執行……Kevin 

ISO 50001- 引領企業邁向低碳經濟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