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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專案輔導措施

專案4部 陳宗逸

一、前　言

     近年來全球政經動盪、歐債危機惡化、

國際能源價格上漲及全球暖化等議題發酵，

101年8月18日行政院財經議題研商會議再

次提出積極推動能源技術服務業，並納入行

政院101年「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推動產業

多元創新之能源永續優質發展行動計畫。為

此，除持續推動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計

畫，擴大能源技術服務產業市場規模，引導

能源用戶導入能源技術服務業進行節約能源

改善工作，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外，擬於「提

升ESCOs產業技術能量，強化節能工作深度

與廣度使我國成為亞太地區節能標竿國家」

發展願景下，就環境、資金、市場及人才技

術面等研擬推動策略及輔導措施，期達成節

能減碳之目標，並建立政府、產業雙贏以及

節能、經濟與環保共榮之產業發展局面。

二、我國產業發展趨勢

(一)定義

     能源技術服務業係指從事新及淨潔能

源、節約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或抑

制移轉尖峰用電負載之設備、系統及工

程之規劃、可行性研究、設計、安裝、

施工、維護、檢測、代操作、相關軟硬

體構建及其相關技術服務之行業。

(二)發展概況

     我國自87年參考國外經驗引進ESCOs
產業於國內，而為加速落實推動ESCOs
產業發展，於94年發起成立台灣能源技

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提供能源技術服

務業者正確與專業的知識，建構業者與

業者、業者與客戶的溝通平台，以協助

能源用戶提升節能技術，迄今已累計有

88家團體會員與151位個人會員。97年8
月成立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

公會，作為能源技術服務業者與政府之

溝通平台，成立迄今會員廠商合計175
家，企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

     產值調查結果如圖1所示，產業於發

展初期94年之產值為3 .7億元，產業產

值每年均大幅度成長，  100年產業產值

高達66.5億元，顯示ESCOs產業在無大

環境因素衝擊之下，皆穩定成長 2 0～
50％，另101年產值已達約79.2億元。

(三)我國ESCOs廠商組成

     目前我國ESCOs產業結構細分為設

備供應商、工程施工廠商、工程規劃整

圖1 ESCOs產業產值調查結果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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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ESCOs產業結構分佈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合與專案管理機構及金融機構等五大類

(如圖2所示)，其中工程施工廠商與專案

管理等二類主要由傳統之工程公司或工

程顧問公司轉型而成，工程規劃整合廠

商主要營運模式為由該公司提供專案整

體規劃，依專案性質細分後，分包給合

作之協力廠。金融機構投入產業目前分

為二種模式，一是成為專案之出資方，

由金融機構承接專案後，轉由工程施工

廠商或設備供應商執行，另一種為提供

ESCOs廠商專案融資，整體而言，目前

大部份ESCOs公司以中小型設備商或工

程公司為主。

 

(一)優勢
  節能設備、軟硬體系統、量測等產業技術成熟。
  業者多屬中小企業，市場反應能力快速。 
  節能技術服務水準漸提升，人才漸參與投入中。
  已具公部門及服務業成功案例，增加用戶導入信心。

表2 我國ESCOs產業競爭力SWOT分析

(三)機會
  能源管理法規逐年強化對能源用戶有強制改善能源效率壓力。
  政府推動公部門和住商部門示範補助，逐步擴大示範對象。 
  因地緣與文化相近，在東南亞與中國大陸市場較歐美日等國    
  具競爭優勢。  
  能源用戶缺乏專業人力或專業知識執行節能專案，增加ESCOs 
  導入機會。。

(二)劣勢
  國內ESCOs多為中小企業、資金有限，導致成案困難。
  廠商缺乏工業部門各行業專業節能技術。
  市場缺乏第三公正驗證單位組織。
  大型指標性廠商較少，難以承接大型改善案件。 
  部份節能技術缺乏量測驗證文件，導致改善範疇有限。

(四)威脅
  廠商專業參差不齊，能源用戶缺乏信心。
  業者缺乏創新及擴展市場能力，海外發展受到限制。
  ESCOs業者間的低價競標，壓縮案件獲利及產業營運空
  間。

 

 

 

 

 

 

 

 

 

服務業部門各項設備節能投
資(A)

(億元/年)

空調設備

照明設備

冷凍冷藏設備

插座用電(事務設備)

送排風設備

給水污水設備

電梯設備

其它設備

小計

歷年服務業部門大用戶5 年內
可回收投資計畫占各項設備投
資比例(B)

(%)

服務業部門5年內可回收投資計
畫之潛在投資金額(C= A X B)

(億元/年)

表1 潛在ESCOs市場規模推估結果

362.49

230.87

9.38

135.12

3.84

151.90

49.77

1,223.67

2,167.03

66.13%

14.69%

37.73%

5.50%

51.26%

2.36%

12.23%

87.09%

239.71

33.91

3.54

7.43

1.97

3.58

6.09

1,065.69

1,361.93

資料來源:中經院「我國ESCO產業潛在市場產值之初步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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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發展潛力分析

(一)產業潛力分析

     彙整我國服務業部門能源大用戶歷年

各項設備節能投資及節電量(含ESCOs補

助案)，推估我國服務業部門回收年限小

於5年之潛在ESCOs市場規模約為1,361

億元(如表1所示)。

(二)產業競爭力分析

     綜觀我國 E S C O s 產業競爭潛力

( S W O T 分析如表 2 所示 ) ，目前我國

E S C O s產業具有節能技術成熟，系統

整合能力強等優勢，且我國廠商多屬中

小企業，因此具有市場反應能力快速之

優點，並可透過異業結盟之方式統合專

案，創造更大產業競爭能力，目前雖已

透過示範專案建置推動環境，惟此部份

發展之規模有限。經與相關業者討論，

咸認為目前產業仍具專案合約年限過

長、用戶對ESCOs專案量測驗證機制不

熟悉、資金融通困難、節能技術缺乏量

測驗證標準等障礙。

四、推動策略與具體輔導措施

策略一： 結合設備商與金融業，打造全方位

ESCOs服務公司

(一) 建立能源技術服務業登錄平台，盤查業

界服務能量，提供策略聯盟說帖

1.建置能源技術服務業資訊網。

2. 鼓勵能源技術服務業者進行服務能量

登錄。

(二) 發展推廣多元化ESCOs商業模式，建立

成功商業模式案例，製作ESCOs商業模

式應用與案例推廣手冊

1.彙編「行業別成功案例推廣手冊」。

2.編撰商業模式推廣手冊。

3. 辦理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成功案例示範

觀摩會。

(三) 促成設備商、工程公司及金融或租賃業

策略聯盟

1. 導入集團式能源技術服務專案 (Super 
ESCOs)，創造策略盟誘因。

2. 專案拜訪具潛力廠商，促成全方位

ESCOs服務公司。

(四) 促成大型能源設備商或工程公司投入能

源技術服務業

策略二： 推動節能計畫作為融資擔保模式，

完善專案融資環境

(一)提供中小企業優惠貸款及利息補貼

(二) 推動推薦信保機制，協助業者取得中小

企業信保基金之信用保證

(三)促成銀行業提供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融資

(四) 導入金融或租賃業參與，建立第三方融

資模式，增加產業融資管道

(五)協助申辦促進服務業發展優惠貸款

策略三： 訂定產業節能目標，創造ESCOs利
基市場

(一) 研訂能源密集產業(水泥、造紙、鋼鐵及

石化業)「主要耗能設備」能源使用效率

標準與節約能源規定

(二) 能源用戶能源查核與節能技術輔導，促

成使用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模式進行節能

改善

圖3 大專院校節能評估先期診斷補助計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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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促成集團或企業自願簽署及成立內部節

能服務團，輔導住商及工業部門導入節

能績效保證模式

(四) 訂定公部門節能目標並推動示範補助專

案，進行中長期節能改善投資

1. 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

訂定公部門節能目標。

2. 推動「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

助要點」。

3. 辦理公部門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訓練班

暨座談會。

(五) 補助大專院校節能評估先期診斷費用，

輔導了解節能潛力並導入節能績效保證

模式(如圖3所示)
(六) 推動LED產業導入ESCOs模式，補助示

範城市LED道路照明燈具以ESPC模式換

裝

(七) 「陽光屋頂」及「陽光社區」計畫導入

PV-ESCOs
策略四： 導入第三驗證機構及國際技術，健

全量測驗證體系

(一) 引進國外技術，發展各項節能技術量測

驗證文件，建立本土化量測驗證之規範

文件，強化產業量測驗證能力

(二) 推動能源技術服務人才認證模式，提升

人才辨識度

1.建立職能基準及人才能力鑑定機制。

2. 組成產業人才考選小組，建立專業教

材及試卷，並委託專責機構辦理鑑定

考試。

(三) 建置第三公正單位機制，健全國內量測

驗證體系

(四)辦理 IPMVP量測驗證專業人員訓練。

1. 辦理國際量測驗證技術種子師資培訓

班。

2. 辦理「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人員訓練

班」。

 (五)促成大專院校辦理能源技術服務課程

五、結  語

     近年來我國能源技術服務業在政府長期

積極推動下，產業產值、就業人口及廠商均

有大幅度成長，產業已由萌牙期逐漸進入成

熟期，相較其他亞洲國家，我國能源技術服

務業已具備「成熟之節能技術及量測驗證能

力」及「市場反應能力快速」等優勢。隨著

產業國際化的潮流趨勢，期望透過建置與落

實產業發展策略與輔導措施，加速推動我國

能源技術服務業的發展，提升我國產業競爭

力並達成下列目標：

(一) 持續引進國際量測驗證技術與經驗，培

育我國國際化產業人才，透過策略聯盟

之方式強化業者競爭力，提升我國能源

技術服務業國際競爭力，促成產業進軍

海外。

(二) 透過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計畫、

LED路燈示範計畫導入及大專院校節能

評估先期診斷補助計畫等計畫，經由政

府政策的帶動，預計3年內(102~105)年
將帶動民間投資金額投資39億元汰換節

能設備；整體產值由目前66.5億元，倍

增至120億元。

(三) 建置民眾及產業媒合平台，提供產業發

展所需之資訊、諮詢與輔導，並透過持

續建置產業發展量測驗證技術文件及培

育具量節能績效與量測驗證能力之專業

人才，並促成銀行專案融資予產業，建

構優質產業環境。

(四) 對能源密集產業實施效率管理及推動指

定能源用戶特定使用能源設備使用能源

管理規範，擴大能源技術服務業市場。

     展望未來在政府與各界的共同推動下，

使我國能源技術服務業具有極佳的機會和發

展條件，強化節能工作深度與廣度使我國成

為亞太地區節能標竿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