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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部門節能戰略溝通會議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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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戰略計畫起源

節能 - 創新科技、能源有效運用

• 在生產製造、居家生活與商業服務
、運輸、跨部門各面向，盡速擴大
成熟技術應用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並透過經濟誘因、教育輔導、強
制法規等措施，加速高效率設備市
場滲透率。

• 同步發展創新能源效率科技，並逐
步導入前瞻技術，從需求面全面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以協助達成淨零
目標。

國發會公布之「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
「節能」為12項關鍵戰略之一，並由經濟部統籌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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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計畫分工

節能戰略計畫

工業節能

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協辦單位
能源局
中企處
加工出口處
貿易局
台電

住宅節能

主辦單位
內政部

協辦單位
能源局
金管會
台電

運具節能

主辦單位
經濟部(能源局)

協辦單位
標檢局

科技節能

主辦單位
經濟部(能源局)

協辦單位
技術處

商業節能

主辦單位
經濟部(商業司)

協辦單位
內政部
衛福部
交通部
教育部
國防部
通傳會
農委會

金管會
環保署
能源局
中企處
貿易局

*運具電動化、綠運輸，
分別於「7、運具電動
化及無碳化」及「10、
淨零綠生活」關鍵戰
略規劃辦理。

經濟部前於9月21日辦理「節能戰略社會溝通會議」與各界就節能議題進行討論，本次就工業節能部分再次
召開會議進行交流



過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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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投入節能資源呈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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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成長約

130%
能源總消費量成長

11%
能源密集度下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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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秉油當量/GDP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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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費(萬公秉油當量)

工業部門經濟成長與能源消費脫鉤



推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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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節能

2.以大帶小

3.法規強化

1.先大後小

 組成減量體系(產業鏈、供應鏈)

 執行碳盤查發現體系減碳潛力
 大廠節能經驗&技術帶動小廠節能

 國營企業以身作則
 領頭產業帶頭示範

 企業節能目標倍增
 動力設備效率提升

產業節能推動策略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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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大後小 經濟部督促大企業率先減量

石化業
(78家)

鋼鐵業
(38家)

電子業
(半導體業/面版業)

(136家)

造紙業
(20家)

紡織業
(37家)

水泥業
(13家)

產業及能源效率工作圈委員會
(召集人：經濟部次長)

其它業
(38家)

幕僚單位
工業局工作小組成員360家

排碳量占製造業80%

工作小組成員已有25家公司宣示淨零
目標，占製造部門排放量51%以上

行業別 企業名稱
合計排放量
占行業比例

石化業 中油、台塑、長春、 74%

電子業
台積電、友達、聯電、群創、
欣興電子、台達電、日月光

54%

鋼鐵業
中鋼公司、豐興、東和、
華新麗華

53%

水泥業 台泥、亞泥 75%

紡織業
台化、南亞、遠東新世紀、
福懋興業、新光合纖

49%

造紙業 正隆、永豐餘、華紙、榮成 77%

合計 25家 51%

已辦理超過55場次工作小組會議

行業淨零排放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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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1/6)：石化業製程改善及能源轉換

改用高效率熱交換器

改善前 改善後

板式
熱交換器

纏繞管式
熱交換器

效率差、易洩漏
維護保養費用高

效率高、省能源
維護保養容易

蒸汽用量
44.2公噸/小時

蒸汽用量
38.5公噸/小時

轉為低碳能源(天然氣)

• 短期將燃料轉為使用天然氣

• 長期仍需將燃料轉為氫能或生質能源，才可
達零排碳

轉為無碳能源(生質能)

• 為避免汰換鍋爐設備，採用同為固體燃料的
生質能，如椰子殼、木質顆粒、棕櫚殼，以
達零排碳

節能率13%
每年節省蒸汽4.6萬公噸

每日可減少32噸冷卻補水量

改用高效率熱交換器

製程改善 能源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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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2/6)：電子業製程改善

導入新世代節能機台

應用AI、ML技術

採用先進處理器分析巨量運轉資料，獲得冰
水系統最佳運轉點

極紫外光(EUV)設備透過大數據分析及機台
改善，可提升5%能源使用效率

設備耗電量前六大的供應商攜手建立半導
體新世代製造機台節能專案

 2021年159項節能方案驗證應用於73種先進
製程機型，節電4億度，預計2030年節能效
益達20%

導入智慧不斷電系統

採用智慧節能不斷電系統(UPS)，導入
節能模式，在緊急情況時可快速切換至
UPS，可達節電6%效果

帶動供應鏈減碳

分享節能技術、溫室氣體盤查輔導，推
動能源管理系統，建立雲端教育平台

公用設備導入節能技術

採用變頻控制(空壓機、冰水主機)、導入智能
控制系統、設備汰舊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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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3/6)：鋼鐵業製程改善

加熱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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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4/6)：水泥業能源轉換及循環經濟

以生質燃料、具熱值之廢棄物等替代煤炭

傳統燃煤

煤炭

廢石化燃料 生質燃料

SRF 廢木屑

 2021年再利用5.9萬噸替代燃料

未來透過修改CNS 61水泥標準卜
特蘭水泥中的氯離子含量，可促使
替代燃料使用量提高

使用非碳酸鈣形式存在之替代原料取代石灰石原料，減少製程排放。

替代原料：成份為CaO，以非碳酸鹽形式存在

CaO(s) +   CO2(g) 

石灰石
CaCO3(s)

1400oC
高溫鍛燒

轉爐石 燃煤底灰消石灰還原碴礦物細料

與鋼鐵廠、電廠
等業者形成循環
經濟圈，協助處
理產業廢棄物

 2021 年 再 利 用
213萬噸替代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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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5/6)：紡織業循環經濟

2016年，愛迪達和Parley及我國企業合作，推出

由海洋塑膠垃圾和廢棄漁網製成的慢跑鞋，2020

年全年出貨已超越前三年總和。

2018年，瑜伽服品牌 Lululemon 和美國生物新

創公司 LanzaTech 及我國企業合作開發廢氣回

收聚酯纖維，運用碳捕捉技術，將工廠排放的廢

氣，變身為全球首件廢氣回收衣。

陸

海

空

自2012年開始逐步取得可口可樂、百事可樂、雀

巢等國際品牌認證，賦予廢棄寶特瓶新生命，每

年減廢貢獻200億支寶特瓶，可繞地球115圈。

• 海洋回收紗產品獲 adidas
採製販售

• 國內大廠的海廢紡品也拿
到奢侈品牌廠訂單

• 收集金屬工業廢氣
• 轉換聚酯原料
• 製成廢氣回收紗

廢氣回收較傳統聚酯

減少24% 溫室氣體排放量

國內紡織業者回收寶特瓶、海洋塑膠垃圾、廢棄漁網等，以生產再生聚酯

以回收寶特瓶為原料製成的聚
酯粒，較傳統從石油而來的聚

酯粒可減少 63% 溫室氣

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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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6/6)：造紙業循環經濟

•造紙業因製程高溫需求，同時擔負國家循環經濟之重責，故以SRF
替代燃煤為減碳主要推動方向。

正隆生質汽電鍋爐

預計2022完工利用富含紙纖維的製程排渣，於廠內重新擠壓造粒
為SRF燃料棒，替代煤炭作為燃料，轉廢為能。

紙纖維可視為生質物，透過業
者量測申報生物質含量約

43.85%

永豐餘SRF專用汽電

鍋爐(2019完工)

榮成
規劃2025年完成設置SRF汽電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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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大帶小 大廠引領供應鏈廠商提升減碳能量

系統化管理

輔導改善

學研專家

減碳技術

智慧化管理

節能診斷1

2

3

4

中心廠 供應商

• 現有技術解決
• A+科專 (技術處)
• 產創平台(工業局)

• 業界專家
• 法人單位
• 管顧單位

• 研發技術
• 法人科專
• 綠色產品

普及化

領導廠商
號召成立聯盟

政府資源+中心廠實務經驗
帶動供應鏈減量

擴散減碳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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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部長參與工總產業碳中和聯盟成立大會

引領各公會邁向2050年淨零碳排放目標，建立「以大帶小」新的減碳模式之共識目的

聯合30家公協會攜手成立｢產業碳中和聯盟｣

強化產業碳管理能力
• 增加碳管理知識
• 交流碳管理推動作法

建立產業減碳服務平台
• 媒合政府相關資源
• 反應產業減碳需求

推動多元化以大帶小作法
• 促進產業創新提案
• 精進成員碳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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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推動節能與減碳架構與作法(以自行車產業為例)

經濟部

自行車產業

淨零碳排推動平台

(自行車研發中心)

研究法人

學界與顧問公司

整
車
廠

零
件
廠

A-Team
零件廠

迪卡儂
供應鏈

巨大
供應鏈

美利達
供應鏈

其他
供應鏈

輪青會
零件廠

迪卡儂
零件廠

公會
零件廠

推動架構 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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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國際供應鏈推動減量

迪卡儂在臺自行車
重要零組件供應商 20+家

2026年產品生態設計 2026年 100%使用綠電

迪卡儂供應鏈溫室氣體盤查工作坊 簽署MOU推動供應鏈減碳 自行車永續聯盟 (BAS)

• 供應商淨零碳排教育訓練
• 供應商淨零碳排輔導
• 降低綠電採購障礙

2022 2023-2026

台法合作方向
(MOU)

車架/制動器/減震器/
置物籃/鍊條/踏板/

剎車/煞車桿/喇叭/腳踏墊/
水壺架/坐墊/握把/條帶

•法商迪卡儂為全球自行車銷量第一的製造商，且多數零組件為台灣設計及製造
•迪卡儂要求其主要供應商必須設定科學減量目標(SBT)，並使用100%綠電生產製造

合作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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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朝效率標準領先國際現況：設備效率與國際同步

3.強化法規 設備效率國際領先

IEA statistics: Glob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馬達為工業主要耗能設備

 我國馬達MEPS已達IE3，與歐美日同步

 設備MEPS提升(如馬達IE4)

 由單體設備管制擴大至系統效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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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2015~2024年能源大用戶節電1%

規定，截至2021年已促使能源大用戶
節電達189億度(平均年節電率1.75%) 。

3.強化法規 企業節能目標倍增

能源查核管理提升為企業別

導引大型企業投入更大之節能責任

規劃2025年起，能源查核制度由場址別改為企業別管理，
促使企業投入更多節能資源。

規劃依企業用電規模，設定不同之節能率目標。

背景 未來做法

廠址別管理 企業別管理

政府

政府 公司



規劃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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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2025

產業製程
改善

石化業製程改善

鋼鐵業製程改善

•推動低碳技術研發平台，輔導業者建立自有技術，每年23家次；補助投入試量產及產品驗證，
每年5家次

•2023-2026年：推動低碳相關解決方案，每年8家次。措施方向有：導入設備能效提升、智慧節能管理，改善製程能
耗，並建立2場低碳示範場域觀摩
•2027-2030年：引用創新低碳製程技術，並擴大應用「能源轉換」、「循環經濟」面向之方案，每年輔導10家高碳
排業者提升減碳能力，建立3場低碳示範觀摩

•推動供應商導入 ICT碳管理創新服務，每年12 個；每年輔導2個供應鏈、推動企業碳管理路徑規劃 25家次

電子業製程改善

•推動減碳技術與產業化發展，每年2家次；輔導廠商減碳技術，每年4家次
•組成產業診斷服務團隊，透過訪視產業服務，盤點減碳現況與產業需求，每年30家次。

水泥業製程改善

•組成產業診斷服務團隊，透過訪視產業服務，盤點減碳現況與產業需求，每年40家次。
•推動減碳技術與產業化發展，每年2家次；輔導廠商減碳技術，每年5家次

紡織業製程改善

•輔導業界建立減碳指標，協助廠商原料替代、製程、設備、能源優化，每年35家次；供應鏈揭露生產環境足跡，每年4案
•補助業者6案/2年，建立2場次示範觀摩

造紙業製程改善

高熱值潔淨燃燒技術開發、效熱能應用與固碳材料開發

導入易散漿低耗能製程、降低廢水處理能耗、低溫廢熱轉電

規劃期程-1.產業製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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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期程-2.產業節能輔導

產業節能
輔導

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平均節電率2%)

推廣綠色產品貿易，輔導減碳企業提升出口能量

產業節能輔導

•2025年能源大用戶
能源管理系統覆蓋率達50%

•2030年能源大用戶
能源管理系統覆蓋率達60%

•製造業：2023年至2030年累積輔導1,200家

•2023年至2030年累積560家完成企業國際綠色驗證

•每年提供減碳出口諮詢及輔導25家次 +促成30家廠商採取減碳行動與獲得碳議題國際驗證

20302025

產業園區廠商低碳轉型輔導

•園區業者：2023年至2030年完成節能診斷、需量評估累積700家

•2030年至少完成輔導50家以上園區業者導入智慧化與綠色節能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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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期程-3.強化法規

企業節能
目標倍增

提升能源管理為企業別，並設置高階能源主管

推動企業永續能源認證制度 推動以大帶小企業合作節電機制

•納管3,400家工廠，占工業耗能約75% •依企業規模，設定達成不同節能目標

能源大用戶節電1%規定

20302025

設備效率
國際領先

落實空調與空壓系統監測申報 大用戶空調與空壓系統效率管理

新增通風機與單段
泵MEPS

提升感應馬達 (>100HP 

IE4)、微油空壓MEPS
馬達全面IE4、無油空壓、多
段泵MEPS (依國際趨勢)

•2030年大用戶空調與空壓系統效率分別達1.0 
kW/RT 與 8.0 kW/CMM

•2023年大用戶空調與空壓系統效
率監測

•2025年馬達MEPS提升1%、空壓機提升4~6% •2030年馬達全面IE4(效率較IE3提高1.5%)



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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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效

• 透過先大後小、以大帶小及強化法規措施，公私協力共同推動節能工作，

預計至2030可新增節電172億度、節熱118萬公秉油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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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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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經費

推動面向 措施 規劃經費(萬元) 負責單位

1.產業製程改善

石化業製程改善 213,293 經濟部工業局

電子業製程改善 104,840 經濟部工業局

鋼鐵業製程改善 68,800 經濟部工業局

水泥業製程改善 96,640 經濟部工業局

紡織業製程改善 117,667 經濟部工業局

造紙業製程改善 96,640 經濟部工業局

2.產業節能輔導

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31,600 經濟部工業局

推動產業節能輔導 20,800 經濟部工業局

節能減碳推廣 94,357 經濟部中小企處

協助園區廠商邁入低碳轉型 59,200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處

推廣綠色產品貿易，輔導減碳企業提升出口能量 36,464 經濟部貿易局

工業節電服務措施 自行編列預算 台灣電力公司

3.強化法規
設備與系統效率國際領先 620,500 經濟部能源局

企業節能目標倍增 80,000 經濟部能源局

合計 1,640,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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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製程改善 推動措施及分工

策略
節能戰
略措施

2023-2030預定工作內容
負責
單位

1.產業

製程
改善

石化業
1 以「建構低碳產業鏈」、「加速投入低碳(零碳)技術量產」及「開拓低碳新應用通路」等推動策略，加速落實石化業減碳。

2 協助廠商透過製程設備效能提升等低碳轉型措施，降低製程排碳量，減少石化產品碳足跡。

經濟部
工業局

電子業

1 建立ICT供應鏈碳管理平台，導入數位創新碳管理技術

2 建立碳排資料庫、能源智慧監控可視化、低碳選料系統、供應商減碳評鑑

3 導入製程節電、低碳用料或逸散削減處理技術、無塵室節電、半導體及面板蝕刻含氟氣體替代、AI精準預測廠務能耗設備運轉最佳化

經濟部
工業局

鋼鐵業

1 透過生產參數最適化調控，減少製程能耗

2 推動低碳技術導入，提升設備能效，減少設備能源消耗

3 透過工廠端導入低碳節能數位管理機制，推動智慧監診系統

經濟部
工業局

水泥業

1 推動水泥業推動我國水泥與建材產業朝向低碳水泥/材料開發、製程優化及能效提升。導入降低碳排與製程優化轉型技術，降低製程排碳
量。

2 協助廠商製程設備的升級與低碳轉型

經濟部
工業局

紡織業

1 推動以製程優化為主，原料替代循環利用、設備優化、及能源優化為輔等4項策略

2 透過製程低碳輔導、示範與推廣，協助廠商自主投入技術研發與驗證

3 補助廠商低碳製程技術導入，採以大帶小，建立紡織產業低碳聯盟，逐步建置綠色供應體系

經濟部
工業局

造紙業

1 以推動發展減碳技術、輔導減碳技術產業化及促進產業轉型等推動措施及策略，建立造紙原料與紙製品相關產業投入節能減碳。

2. 推動造紙減碳技術產業化，協助產業投入節能減碳項目降低能耗與化石產品使用率。

3.輔導廠商建置低碳製程優化技術、造紙原物料循環再利用等，以推動產業低碳轉型發展。

經濟部
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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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節能輔導 推動措施及分工

策略
節能戰略
措施

2023-2030預定工作內容 負責單位

2.產業
節能輔導

導入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1 結合ESCO，推動製造業依ISO 50001國際標準，建立能源管理制度

2 辦理能源管理系統及設備/製程節能技術講習會議與編撰教材
經濟部工業局

工業部門用戶節

能輔導

1 製造業輔導，並運作交流平台引導廠商導入系統高效率節能技術與設備 經濟部工業局

2 協助中小企業提升節能減碳意識、規劃減碳效益分析與推動碳盤查作業
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

3輔導產業園區廠商低碳轉型，導入智慧化與綠色節能科技應用，達到製程節能與
減碳

經濟部
加工出口處

4藉智慧電表用電分析最適化契約容量，協助企業盤點用戶耗能設備節電潛力，並
適時運用專業儀器檢測使用效率，提供節能改善建議

台灣電力公司

5推廣綠色產品貿易，輔導減碳企業提升出口能量
經濟部貿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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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法規 推動措施及分工

策略 節能戰略措施 2023-2030預定工作內容
負責單
位

3.強化
法規

設備與系統效率

國際領先

1.推動動力設備補助先行，以提升馬達與空壓機能效成為全球領先指標

2. 視國際趨勢與產業特性，規劃感應馬達、變頻馬達導入IE4，並將泵浦等高用電占比設備納入管制

3. 推動能源大用戶空調系統及空壓系統之能源效率管理

經濟部
能源局

企業節能目標倍

增

1. 能源查核制度變更為以「企業」為單位進行規範

2. 推動能源大用戶節能目標倍增，依企業契約容量規模設定階梯式節電率目標

3. 能源大用戶設置高階能源管理主管，推動企業集團落實節能之社會責任

4. 能源大用戶透過結合中小用戶之合作模式（如：供應鏈內）共同實施節電

5. 推動「企業永續能源認證」，協助引導企業節能

6. 進行能源大用戶實地稽查、用戶技術輔導、節能診斷

經濟部

能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