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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能源基線、績效指標制訂

 目標/標的/方案/作業管制文件制修訂

 問題與討論



能源基線、績效指標制訂

甚麼是能源基線、績效指標?

誰須制訂?

如何制訂



3.6 能源基線（energy baseline）

提供作為能源績效比較的基準之量化參考。

註1:能源基線可反映特定的期間。

註2:能源基線可使用影響能源使用及/或消耗的變

數予以標準化，例如生產水準、日度數(degree 

days) (室外溫度)等。

註3:能源基線也可用於能源節省的計算，作為能

源績效改善行動實施前後的參考。

能源基線制訂說明



能源
績效

能源
使用

能源
消耗

其他

能源
效率

能源
強度

附錄Ａ-圖A.1提供代
表能源績效概念展示

能源強度：單位產值的
能耗
能源消耗：用電量、耗
油量、減少峰值的要求
、、
能源效率：單位產能用
電量、每噸純水用電量
、、
能源使用：通風、照明
、加熱、冷卻、運輸
其他：改善系統、過程
或設備之作業

能源基線制訂說明



利用基線繪出的
預估曲線

能源基線制訂說明



4.4.4 能源基線

組織應使用先期能源審查之資訊建立能源基線，該資

訊考量的數據期間應適合組織的能源使用與消耗。能

源績效的變化應以能源基線為準進行量測。

當以下一個或多個狀況發生時，基線應做調整：

－當能源績效指標(EnPIs)不再能反映組織之能源使

用與消耗時；或

－對過程、作業模式或能源系統已有重大變化時；或

－依據預定的方法。

能源基線應予以維持並紀錄之。

能源基線制訂說明





顯著能源使用項目耗能相關變數改善/管制規劃表

行103-1-1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12,628  1    12,628 空調
箱型冷氣

機
溫度設定

行103-1-2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12,628  1    12,628 空調
箱型冷氣

機
濾網清潔

行103-1-3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12,628  1    12,628 空調
箱型冷氣

機

空間密閉

性

樓館/

區域別

樓

層

別

用途說明

空間描述

空間編號

該空間

總耗能

(kWh/Y)

影響能源使用與消耗的變數

能源消耗

系統類別

能源消耗

設備名稱

登錄編號：

空間編號-

設備序號-

相關變數序號

部門別

部門

同型

空間

數量

部門同型

空間

總耗能

(kWh/Y)

能源消耗說明

相關變數

說明



行103-1-1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12,628  1    12,628 空調
箱型冷氣

機
溫度設定 X

行103-1-2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12,628  1    12,628 空調
箱型冷氣

機
濾網清潔 X

行103-1-3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12,628  1    12,628 空調
箱型冷氣

機

空間密閉

性
X

樓館/

區域別

樓

層

別

用途說明

空間描述

空間編號

該空間

總耗能

(kWh/Y)

影響能源使用與消耗的變數

能源消耗

系統類別

能源消耗

設備名稱

登錄編號：

空間編號-

設備序號-

相關變數序號

部門別

目前節

能改善

中或已

有明確

計劃即

將展開

部門

同型

空間

數量

部門同型

空間

總耗能

(kWh/Y)

能源消耗說明

相關變數

說明



➢ 各類型基線分類：
項目 絕對值 比值 線性迴歸 非線性迴歸 工程模擬
X軸 時間 時間 監測的相關變數 監測的相關變數 監測的相關變數

Y軸
監測數值

的參數

監測參數的數值

計算後的比值
耗能量 耗能量 耗能量

散布點繪
製的可能

線條型式

水平折線 水平折線
截距在+Y軸的斜

線
截距在+Y軸斜線

以外的曲線
截距在+Y軸斜線

以外的曲線

監測的
相關變數

無
一個或多個參數
彙整為一個比值

一個或多個 一個或多個 通常幾十個

基本負載 無 無或少量可忽略 有，量大不可忽略 有，量大不可忽略 有，量大不可忽略

案例

Ｄ機台節

能量、A產
線照明用
電量

B機台單位產量
的純水用量

(kWh/m3)、D機

房的PUE、A棟
建築物的EUI

C製程單位產量的
耗能量(kWh/件)、

C公司單位產品耗

能量(kWh/m2)

排出每單位風量的

耗能量(kWh/m3)、
冰水系統每冷凍噸

的耗能量(kWh/m3)

無塵室改造的節能
量

能源基線制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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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改善前 17625 15316 17283 17166 17070 16927 16828 16523 17210 17428 17832 17523 

改善後 6345 5514 6222 6180 6145 6094 6058 5948 6196 6274 6420 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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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能源基線  元

2012年

➢ 絕對值型：



13

➢ 比值型：

摘自：
http://www.ithome.co
m.tw/node/5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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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值型：建築物的耗能水準一般以用電強度（Energy Usage 
Intensity）來表示，簡稱EUI，它是由建築物總用
電量除以建築樓地板面積的用電數據。

台灣的辦公建築用電強度EUI由高層的241kwh/(m².yr)到低層
的169 kwh/(m².yr)，甚至克勤克儉的小企業低層無電梯辦公
室也達97 kwh/(m².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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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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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分類之單位面積耗電需量密度（W/m2）即為DUI

（Demand Use Intensity），是以建築物之用電量最高需量除
以總樓地板面積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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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性迴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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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線性迴歸型：



19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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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選擇影響變因，若
為多變數，請直接
一次全部框選，注
意框選時不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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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平方值>0.5

代表具有正
相關性

得到回歸方程式
Y=14979.45+0.005438X變數1+277.6298X變數
2

Y=用電量
X變數1= Move out

X變數2= 平均溫度(℃)

P-值<0.05呈顯著性相關，
當自變數P-值未達0.05時
，代表無顯著相關

T統計>2代表有效

結論：由P-值及t統計得知變數1

無顯著相關，建議可刪除後，重
新做應變數與變數2之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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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模擬型：

摘自：「空調系統節能與實務案例分享」，柯明村博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能源基線制定三個步驟：

1.列出「顯著耗能主體」目前具有可靠數值的能源

消耗項目及相關變數．

可靠數值：量測值或以建立可接受推估的方法學

2.收集數據

3.評估能源消耗項目與相關變數之關係，建立具有

預測結果可接受的基線

絕對值、比值、線性迴歸、非線性迴歸、工程模擬

能源基線制訂說明



1.如何鑑別影響能源使用的相關變數？

2.能源審查如何幫忙找到「內隱」「創新

」的節能機會？

3.多少基線才夠？

4.沒有儀表可以製作基線？

問題與討論



3.13 能源績效指標（energy performance 

lndicator EnPI）

由組織所定義能源績效的量化值或量測值。

註：EnPIs能以簡單量度、比值或更複雜的模式予

以表示。

全校/各棟─單位面積的用電量、人均用電量

設備/機台─單位潔淨室面積FFU的用電量

(kw/m2)、單位潔淨室面積Lighting的用電量

(kw/m2)、IT機房電力使用效率（PUE）

公用設施─單位冰水產量的用電量(kw/RT)

能源績效指標制訂



4.4.5 能源績效指標（EnPIs）

組織應鑑別適合監測與量測其能源績效之能源績

效指標，決定與更新能源績效指標之方法應予以

記錄，並定期審查。

能源績效指標應被審查及適當地與能源基線相比

較。

能源績效指標制訂



四個觀念

1.能源績效指標＝能源管理KPI

2.層次：企業整體能效、主要製程/設備能效、

設備關鍵性參數的能效

3.應用：「目標管理」與「日常管理」（作業管

制）

4.類型：絕對值、效率比值、迴歸分析、工程模

擬

能源績效指標制訂



目標/標的/方案/作業管制文件制修訂



能源基線
能源績效指標

29

是

否

規劃能源目標標的

依現況運作

規劃能源行動計畫

能源政策制修訂

法規要求 技術面

財務分析 作業面

業務市場 利害者

能源
管理審查

內部
稽核作業日常作業規定

文件管理
教育訓練
紀錄管理

監測量測與
合法性評估

矯正及
預防措施

諮詢溝通、
實施運作、
設計與採購

法令及能源審查顯著能
源使用

➢ 顯著能源使用分級與管理



3.27 顯著能源使用（significant energy use）
耗用量大的能源使用及/或提供能源績效改善相
當潛力的能源使用。
註：顯著性準則由組織自行決定。

目標/標的/方案管理



4.4.6 能源目標、能源標的和能源管理行動計畫

在組織內部相關部門、階層、過程或設施中，組織應建

立、實施及維持其文件化之能源目標與標的。期程

（time frame）應予以建立，以達成能源目標與標的。

目標與標的應與能源政策一致性。標的應與目標一致性。

當建立與審查目標及標的時，組織應考量法規要求事項

及其他要求事項、顯著能源使用及在能源審查中鑑別改

善能源績效的機會。亦應考慮其財務、營運和業務的條

件、技術選擇及利害相關者之意見。

目標/標的/方案管理



（一）二個觀念
1.能源目標＝公司目標；

較高層級、大方向、長期性
2.能源標的＝部門目標；

較低層級、SMART、短期性
Specific 明確
Measurable 可量測
Achievable 可達成
Reasonable 具合理性
Time-scaled 有時程規劃

目標/標的/方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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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個來源

1.目前正實施中

2.上級主管已交辦，正準備開始做

3.利害相關者期望做

4.能源員建議

目標/標的/方案管理

/Users/ANDYCHENG/Documents/AUO_EnMS/AUO_EnMS_2011/AUO_EnMS_2011_EDU/EX_è��è��è�½-HR-æ°¸.xls


4.4.6 能源目標、能源標的和能源管理行動計畫

為達成其目標與標的，組織應建立、實施及維持

行動計畫。

行動計畫應包括：

－責任之指定

－各個標的達成之方法與期限

－陳述改善能源績效之方法應予以查證

－陳述查證結果的方法

行動計畫應文件化並在界定的間隔時間更新。

目標/標的/方案管理





顯著能源使用項目耗能相關變數改善/管制規劃表

行103-1-1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12,628  1    12,628 空調
箱型冷氣

機
溫度設定

行103-1-2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12,628  1    12,628 空調
箱型冷氣

機
濾網清潔

行103-1-3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12,628  1    12,628 空調
箱型冷氣

機

空間密閉

性

樓館/

區域別

樓

層

別

用途說明

空間描述

空間編號

該空間

總耗能

(kWh/Y)

影響能源使用與消耗的變數

能源消耗

系統類別

能源消耗

設備名稱

登錄編號：

空間編號-

設備序號-

相關變數序號

部門別

部門

同型

空間

數量

部門同型

空間

總耗能

(kWh/Y)

能源消耗說明

相關變數

說明



行103-1-1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12,628  1    12,628 空調
箱型冷氣

機
溫度設定 X

行103-1-2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12,628  1    12,628 空調
箱型冷氣

機
濾網清潔 X

行103-1-3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12,628  1    12,628 空調
箱型冷氣

機

空間密閉

性
X

樓館/

區域別

樓

層

別

用途說明

空間描述

空間編號

該空間

總耗能

(kWh/Y)

影響能源使用與消耗的變數

能源消耗

系統類別

能源消耗

設備名稱

登錄編號：

空間編號-

設備序號-

相關變數序號

部門別

目前節

能改善

中或已

有明確

計劃即

將展開

部門

同型

空間

數量

部門同型

空間

總耗能

(kWh/Y)

能源消耗說明

相關變數

說明



顯著能源使用項目耗能相關變數改善/管制規劃表

主

管

要

求

改

善

法

規

要

求

改

善

主

管

機

關

期

望

正

在

改

善

中

教

職

員

期

望

學

生

期

望

供

應

商

期

望

訪

客

期

望

能

管

人

員

建

議

操

作

落

實

控

制

調

整

設

備

更

新

工

程

改

善

系

統

整

合

再

生

能

源

替

代

能

源

專

家

評

估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無 X O X X X X
箱型冷氣

機SOP
X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無 X O X X X X
箱型冷氣

機SOP
X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X X X X X O X X X X X X X O X X X X O O O
事務組-

104-01
X O X X X X

箱型冷氣

機SOP
O

來源(全X時,右11欄均X) 改善技術可行
現

場

作

業

可

行

財

務

資

源

可

行

決

議

設

定

目

標

能源管理

行動計畫

編號

人

員

訓

練

要

求

作

業

規

範

節

能

硬

體

運

作

節

能

程

式

運

作

專

用

能

耗

量

測

定

期

監

督

檢

討

管制文件

編號或

名稱

樓館/

區域別

樓

層

別

用途說明

空間描述

空間編號

目標設定評估 預計節能改善/管制措施（含現

部門別

目前節

能改善

中或已

有明確

計劃即

將展開

新增改

善/管

制措施

符合

「變更

管理範

圍」



顯著能源使用項目耗能相關變數改善/管制規劃表

主

管

要

求

改

善

法

規

要

求

改

善

主

管

機

關

期

望

正

在

改

善

中

教

職

員

期

望

學

生

期

望

供

應

商

期

望

訪

客

期

望

能

管

人

員

建

議

操

作

落

實

控

制

調

整

設

備

更

新

工

程

改

善

系

統

整

合

再

生

能

源

替

代

能

源

專

家

評

估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無 X O X X X X
箱型冷氣

機SOP
X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無 X O X X X X
箱型冷氣

機SOP
X

事務組 行政大樓 1F 辦公室 行103 X X X X X O X X X X X X X O X X X X O O O
事務組-

104-01
X O X X X X

箱型冷氣

機SOP
O

來源(全X時,右11欄均X) 改善技術可行
現

場

作

業

可

行

財

務

資

源

可

行

決

議

設

定

目

標

能源管理

行動計畫

編號

人

員

訓

練

要

求

作

業

規

範

節

能

硬

體

運

作

節

能

程

式

運

作

專

用

能

耗

量

測

定

期

監

督

檢

討

管制文件

編號或

名稱

樓館/

區域別

樓

層

別

用途說明

空間描述

空間編號

目標設定評估 預計節能改善/管制措施（含現

部門別

目前節

能改善

中或已

有明確

計劃即

將展開

新增改

善/管

制措施

符合

「變更

管理範

圍」



優先管理耗能相關變數改善/管制規劃表

1.考量法規及其他要求事項、顯著能源使用、改善

能源績效的機會、財務、營運和業務的條件、技術

選擇及利害相關者之意見，進行「目標設定評估」

作業，填寫能源管理行動計畫編號

2.「每項」相關變數都需選填「節能管制」措施及

管制文件編號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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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總量型



一、 總量型



二、強度型

(1)目標計算公式：P=[（Uf-Ut）/ Uf ] × 100% , 

   P：A 機台單位產量用電量降低率（%） 

   Uf：以2012 年A 機台單位產量用電量數值繪製基線預測的用電量 

   Ut：統計時，A 機台實際的單位產量用電量 

(2)測量儀器（最近一次校正日期）：電表（2012/05/23 出廠校正） 

(3)測量參數：累計用電量、單位時間的產量 

(4)測量位置：A 機台整機用電迴路 

(5)測量方式：連續式。 

(6)每次測量時間：連續式。 

(7)本案測量次數：連續式。 

(8)測量參數與用電量之關係：每週統計電表紀錄的用電數值，配合統計時

間內的產量數值，進行基線的「迴歸分析」繪製。 

 

 

 

 

 

 

 

 

 

 

 
 

（以累計型固定式電量儀表進行測量，再配合用電量與相關變數制訂的「基線」結
果進行計算）：
（一）目標：2013 年底達成A 機台單位產量用電量比2012 年改善前降低10%



三、管理型
（如機台溫度控制、作業耗能規範落實度、儀表安裝數、、。） 

（一）目標：2012 年底達成A 機台的CDA 供應壓力100%維持70±5psi 

（二）改善內容： 

1.步驟： 

(1)評估CDA 供氣壓力可調降幅度及影響 

(2)CDA 供氣壓力調降相關人員操作訓練 

(3)CDA 供氣壓力調降及產品驗證 

(4)機台操作SOP 修改 

(5)機台CDA 供應壓力定期檢查 

2.目標驗證方式： 

(1)目標計算公式：H=（Cg / Ct）× 100%，Cg 為每月CDA 供應壓力檢查合

格數(點)，Ct 為每月CDA 供應壓力檢查總數(點)。 

(2)測量儀器（最近一次校正日期）：無。 

(3)測量參數：無 

(4)測量位置：無 

(5)測量方式：無。 

(6)每次測量時間：無。 

(7)本案測量次數：無。 

(8)測量參數與用電量之關係：無。 

(9)節能量計算：無 



制訂過程常見問題

1.改善成果未結合其他持續改善活動

2.目標績效與能源管理無關

3.目標績效未量化或不易量測

4.工作項目明顯無法有效達成目標

5.預期成效與目標內容不對應

6.預期成效數據來源不明確或未列出計算公式

7.驗證方式或計算公式結果無法說明目標設定之績效

目標/標的/方案管理



(一)文件內容須有效管理「能源使用影響相關變數」

(二)新制定文件可包含下列資訊：
1.作業人員資格要求
2.作業前檢查項目、標準與方法，含節能裝置
3.作業步驟說明，含節能作業標準及節能注意事項
4.作業中檢查項目、頻率、標準與方法，含節能裝置
5.停止步驟，含暫停方式之節能裝置使用
6.故障排除或異常處理方式，含節能裝置使用步驟
7.保養檢查人員、頻率、項目、標準與方法
8.能源消耗量測儀器校正頻率、項目、標準與方法
9.緊急狀況類型、個別處理或應變步驟、器材與注意
事項

10.相關參考資料、文件、原廠技術資料或手冊

(三)引用通用性文件時，應先查閱內容之適用性。



1.能源管理目標是否一定要有節能績效？

2.目標是否一定要有節能量的數字？

3.能源管理行動計畫之節能績效驗證如何展現？

4.管理能源行動計畫結案後是否一定要標準化？

5.目標及能源管理行動計畫如何修正？

問題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