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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陳輝俊理事長

一、前言

由於政府的大力推廣與支持下，我國

ESCO 產業的產值逐年遞增，並於 2013 年

已達到 105 億元，如圖 1。然而，目前執行

ESCO 模式時，還是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例

如 ESCO 廠商的收費模式，主要以節能績效

量測與驗證的成效做為收款的依據，當執行

年限及承案量增加時，也使 ESCO 廠商資金

缺口擴大，進而成為 ESCO 業者的壓力所在；

另一方面，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改善前的基

準線，因改善後實際的設備已不存在，若無

法有效的建立出完整的基準線，將造成節能

績效量測與驗證專案執行的困難；第三則是

因為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結束後，能源用戶對

於耗能設備的維護保養並不重視，使得節能

績效無法維持，進而減少節能的效益；第四

是當 ESCO 業者提出改善建議時，往往需要

大筆的資金，雖可採用 ESCO 模式逐年攤還，

然而對於能源用戶來說，亦無法立即決定是

否投入節能專案，常有延誤執行的困難，其

主要原因是能源用戶及 ESCO 業者彼此間的

信任度還不足夠，且無法得知較有節能潛力

的設備或系統。

ESCO 雲端能源技術服務
創新商業模式及案例分析

由於科技技術的進步，已有許多採用資通

訊技術來進行能源管理的案例，涉及層面包含

一般住家、商家、工業，為現今能源管理的重

要的課題。目前能源資通訊技術大致分為「智

慧化耗能感測」與「智慧化耗能控制」兩方面

技術，前者為系統做即時耗能監測，從一般的

電錶到智慧型電錶、智慧感測器 ( 溼度計、光

感測計等 ) 等裝置，而這些測量裝置量測到數

據資料後，將資料傳送到中央系統來進行分

圖1　ESCO產業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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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判讀及繪圖等作業，以利使用者得知整體

設備 (或系統 )的耗能，並依據各種耗能數據，

進而提出正確或較佳的策略來進行能源管理。

後者則為進階的控制系統，將感測裝置量測

到的數據，傳至中央監控系統進行判讀，再

由系統發送出控制命令，傳達至各控制點執

行控制命令。然而，上述的智慧型能源管理

系統，除各種感測的 Sensor 外，必須建置中

央監控主機及相關的通訊介面，進而增加了

初始建置成本，且能源用戶只能透過中央監

控主機了解能源消耗狀況。

目前已成熟的能源資通訊技術，主要是

利用雲端能源管理技術，以系統化、智慧化

的方式收集耗能數據，將各項耗能設備以及

環境的量測數據，透過網路傳輸至雲端網站，

而能源用戶可透過 Web 化的方式，輕鬆得知

現場實際用電情況及即時的環境條件，進而調

整節能的策略與措施。本文結合雲端智慧能

源管理技術以及 ESCO 的模式，發展出創新

的 ESCO 三階段商業服務模式，進而解決台

灣 ESCO 產業發展之困境，並透過實際示範

案例的分析，進而擴大推廣創新的商業模式，

使 ESCO 產業可永續發展。

二、ESCO雲端能源技術服務創新商業模

式

為解決上述 ESCO 產業面臨的困難，本

文發展 ESCO 雲端能源技術服務創新三階段

商業模式 ( 如圖 2)，分別為先節費、再節能、

後保全等三階段。

第一階段 ( 先節費 ) 主要是協助能源用戶

建置導入雲端能源管理服務，並在相同的用電

度數下，經過使用行為的調整，進而降低電費

單價，使能源用戶在第一階段感受到有感的

服務。另一方面，利用第一階段的雲端能源

管理服務，進行改善前耗能設備基準線的數

據收集與訂定。雲端能源管理服務，架構如

圖 3 所示，即時收集能源用戶現場的用電資訊

圖2　ESCO雲端能源技術服務創新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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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境因子，基本上用電資訊涵蓋製程用電、

空調用電、空壓用電、照明用電等主要電力

流向，並透過雲端技術，將收集的用電資訊

傳輸至網路。接著再以 Web 化方式，提供能

源用戶可隨時查閱並下載各項即時與歷史用

電資訊，包含電流、電壓、頻率、功率因素、

實功功率、視在功率及累積電量等，前述所

有的功能，在目前的雲端能源資通訊技術上，

都已是成熟的技術。然而，本文所謂的雲端

能源管理服務，主要是透過雲端能源看管中

心提供能源用戶用電分析看管的服務，並於

設備，此時再進入第二階段將可有效且精準

的進行節能改善。

第二階段 ( 再節能 ) 主要是利用第一階段

的用電節費成效，進一步的擴大投資較有效

益的節能改善，例如經由雲端能源管理系統

的監測與分析，得知空調系統、空壓系統或

熱水系統等為較大的耗能處且效率偏低，此

時則可依照實際的分析結果，按照優先順序

逐步汰換較耗能的設備，對於能源用戶來說，

可執行精準且有效的投資以及獲得實質的節

能效益。

智慧電表

看管服務中心

Internet

電盤

空調、熱泵、
照明…

智慧閘道器
(Gateway)

雲端中心

運算儲存

即時資訊

異
常
通
知

用戶端

CO2、溫度、
壓力、PMV…

環
境
因
子

 

圖3　雲端能源管理服務架構

看管完成後提出一份完整的看管服務

報告，報告內容包含月最大需量值、

月最大需量發生的時間、月最大需量

發生時各分盤的分布狀況、各電力分

盤月總、尖、離峰用電度數、用電行

為改善建議等，協助能源用戶藉由雲

端能源管理服務的導入，進而達到用

電節費目的，對於一般企業來說，可

減少人力、物力資源的浪費，由專人

來負責看管，減少風險以及不專業的

分析結果，導致更高的損失。此外，

第一階段的全盤性的能源流向分析，

可得知較高耗能或立即需汰換的用能

圖4　能源保全概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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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 後保全 ) 則可分為二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針對用電安全，過去有許多的

案例顯示，電線的過熱造成火災的發生，這是

因為能源用戶不重視維護保養，且無法得知

電盤的溫度等，如圖 4。第二部分則是較高層

次的能源安全預測，主要是根據能源用戶設

備使用狀況以及生產線上所收集到的每日產

量數據資料，透過統計方法學加以分析出耗

能設備重要零組件的損壞率及製程的可靠度，

在可能發生的時間點前，進行維護保養及例

行性的更換，以減少因為重要零組件的損壞，

而造成更大的損失。因此透過第三階段的服

務，可減少用能危害的發生，並使能源用戶

在高節能效益的環境下安全用能。

 三、案例分析

本文利用二個案例分析說明 ESCO 雲端

能源技術服務的第一及第二階段商業模式及

其節能效益。案例 1 主要針對某工廠的空壓

設備運轉情形進行初步的分析，進而提出開

機策略；案例 2 則是針對某社區的停車廠照

明系統 LED 汰換工程，利用雲端能源資通訊

技術，建立改善前後基準線，進而獲得實際

的節能效益。

案例 1：某工廠共有 3 台空壓機設備，其

規格分別為 100HP( 一號空壓機 )、50HP( 二

號空壓機 ) 及 100HP( 三號空壓機 )，在尚未

導入雲端管理服務前，並沒有任何的開機措

施，僅依照製程需求開關機，能源用戶不了

解實際的耗能狀況。導入雲端能源管理服務

後，分析三台空壓機的逐時運轉情況後，發

現一號空壓機從開機後，即有啟停頻繁 ( 空重

車 ) 的問題，另一方面，三號空壓機則呈現開

機後就空車運轉，二號空壓機則是一直都是

重車運轉。經分析比較後並與能源用戶了解

實際的使用情況，建議將三號空壓機關機，

減少耗能的情況發生，如圖 5 所示。經評估

診斷後，三號空壓機變更為備機及改善管路

送氣不平衡等問題，平均減少 73.2kW 的用電

率，因該工廠為 24 小時製程，根據能源用戶

提供實際運轉時數為 6750 小時 / 年，且能源

單價 ( 依約定值為 3.7 元 / 度 ) 的情況下，節

能效益為 1,828,170 元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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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某工廠空壓機逐時運轉情形

案例 2：某社區 B1 及 B2 停車場照明系

統改善前採用 T8 燈 (B1 停車場平均耗電率為

2600W；B2 停車場平均耗電率為 2100W)，

經評估後，將 B1 及 B2 樓層的照明系統改採



14 綠 基 會 通 訊 中華民國103年5月

LED 燈 (B1 停車場平均耗電率為 1700W；B2

停車場平均耗電率為 1300W)，此案例在改善

前已裝置雲端能源管理系統，因此可利用雲

端能源管理系統進行改善前基準線及改善後

節能效益的計算，如圖 6 所示。由圖 6 可知，

分別於 9/8 日及 9/9 日進行 B1 及 B2 停車場照

明系統汰換工程。本案例與能源用戶約定改

善前量測 2 天，改善後 2 天，並以改善前、

後平均耗電率乘以年運轉時數 ( 即 8760 小時 )

及能源單價 ( 約定以改善前平均單價為 3.36

元 / 度 )，則節能效益為 50,037 元 / 年。

 

四、結論

本文提出 ESCO 雲端能源管理創新三階

段服務商業模式，先節費、再節能、後保全

的服務模式，因能源是看不到摸不到的東西，

所以需藉由可視化的工具來協助能源用戶了

解能源的流向，進而提出因應的改善策略。

以往能源用戶大多採用中央監控系統來控管

能源的使用情形，不但建置費用高且人力資

源較為浪費，本文以 ESCO 結合雲端能源資

通訊技術，透過雲端能源管理服務，初期藉

圖6　某社區地下停車場改善前、後照明系統逐時耗電圖

由調整能源用戶的用電行為，降低其用電費

用 ( 或單價 )，提供能源用戶有感服務。接著，

再以雲端能源管理系統的數據收集方式，協

助能源用戶進行改善前、後的連續數據收集，

並依照國際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方法建立基

準線及計算實際節能量，使能源用戶及 ESCO

業者間可減少認定上的爭議，亦可採用每季收

款的方式降低 ESCO 業者的資金壓力，對於

ESCO 產業及節能減碳的角度上都是非常成功

的商業模式。對於節能減碳的議題，是全球

必須面對的課題，也是所有企業的社會責任，

透過雲端能源管理服務，落實能源管理制度，

並協助能源用戶在耗能浪費的診斷，進而提

升國際競爭力及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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