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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能源效率管理政策除大幅降低整體能源消費量，亦為消費者

與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能源效率管理可謂支撐美國能源政策的

重要砥柱之一。本文涵蓋美國能源效率發展現況與其 2013 年能源效

率政策的重點措施，探討其運作成效與節能潛力，作為我國能源效率

政策之決策借鏡，以有效提高我國未來能源效率。 

一、美國能源效率發展現況 

美國自 1987 年起根據國家器具能源節約法案(National Appliance 

Energy Conservation Act, NAECA)對市售器具實施能源效率管理，並逐

年擴增產品管理範圍，除大幅降低整體能源消費量，亦為消費者與企

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能源效率管理已成為支撐美國能源政策的重

要基底。美國能源效率經濟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for an Energy 

Efficient Economy, ACEEE)與家電器具能效標準意識計畫(Appliance 

Standard Awareness Project, ASAP)於 2012年公布美國器具標準節約效

益報告，分析過去(1987-2011)設備既有標準(約 55 類產品)與未來 

(2012-2015)新標準或更新標準(約 34 類產品)累計至 2035 年可發揮之

節能潛力，估算兩者之節能減碳成效，如表 1 所示[2]。 

表 1 美國能源效率標準估算之節能減碳成效(至 2035 年) 
節能減碳成效 既有標準 新標準及更新標準 

節省能源(quads) 200 41.9 
可降低尖峰電力需求(GW) 240 67 

碳排放減量(百萬公噸) 
470 

(相當 118 座燃煤

電廠排放量) 

200 
(相當 49 座燃煤電

廠排放量) 
註：1quad =1015 Btu=1.055*1018Joul 
資料來源：ACEEE, The Efficiency Boom: Cashing In on the Savings from Applianc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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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世紀初期，因燃料與電廠建設成本大幅上漲，更加顯現出

能源效率管理推動的重要性與緊急性，而能源效率計畫相關經費預算

亦迅速地增加，圖 1 所示為 1993 年至 2009 年間能源效率計畫支出預

算[11]。藉由定期、公正地評量計畫成效，可得知能源效率計畫具有

符合成本效益、創造投資、增加就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多項優點，

而美國亦持續推動能源效率政策措施，包括提升建築、器具、汽車等

效率標準、實施電廠新排放標準，討論能源效率稅賦改革等政策。 

 
資料來源：ACEEE, The 2012 State Energy Efficiency Scorecard, 2012. 

圖 1 美國 1993-2011 年能源效率計畫支出預算 

歐巴馬政府於 2012 年初公布 2013 財政年度之預算提案，在預算

緊縮情形下加倍提高能源效率計畫經費額度，如附表 1 所示[5]，預算

草案中提及能源效率帶來的經濟效益，可創造就業機會並增強國內能

源安全。其中能源效率及再生能源計畫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EERE)內以先進製造計畫辦公室獲得最大幅度預算

調整(相較 2012 年調升 150%)，而其他 EERE 方案亦得到美國政府持續

支持，例如建築(相較 2012 年調升 41%)、車輛(相較 2012 年調升 27%)

等技術相關計畫、美國能源部高級研究計劃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Energy, ARPA-E)(相較 2012 年調升 27%)、美國能源資

料協會(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之能源耗用調查(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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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調升 52%)與美國環保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推行之能源之星計畫(相較 2012 年調升 8%)。 

美國各州、市和聯邦政府在 2012 年亦透過 2009 年美國復甦暨再

投資法案(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ARRA)

之資金投入能源效率計畫，重要項目包括協助 100 萬戶以上低收入家

庭和公寓進行能源效率改善 (耐候化補助計畫 , Weatherization 

Assistance Program)以及在 30 多個州建立能源效率貸款計畫。根據 IEA

資料庫統計其美國能源效率計畫經費歷年來占美國 GDP 比例如下表

所示， 2009 年因美國復甦暨再投資法案而美國能源效率及其技術開

發計畫預算比例激增。美國政府及 ACEEE 非營利組織相繼指出能源效

率不僅可創造就業也提升經濟競爭力，政府單位新的年度開始將持續

支持能源效率計畫，提供能源效率技術研發資金及全面落實能源效率

改善計畫。 

表 2 美國近年能源效率計畫預算經費占比 
時間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美國能源效率

及開發計畫預

算占比 
(整體能效計畫預算/名
目國民生產總值) 

0.228 0.274 0.268 0.247 0.244 0.262 0.235 0.288 0.307 0.704 0.328 0.422 

資料來源：IEA RD&D Statistics, Energy Technology RD&D 2012 edition, 2012. 
 

二、美國 2013 能源效率推動計畫 

美國於 1970 年開始頒布管制空氣污染物質排放的清潔空氣法，

該法案賦予美國環境保護署設定大氣環境標準和規範空氣污染物的

權利。因頁岩氣開發成功與大量增產使用，火力發電燃料始從煤炭轉

至天然氣，而歐巴馬政府推動綠色能源政策中，美國環保署於 2012

年 3 月公布新建發電廠碳排放新標準草案，以削減發電廠排放之溫室

氣體，規範使用煤炭及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新發電廠(2.5 萬瓩以上)，

每 1000 度發電量全年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應控制在 1000 磅以內(約

0.454 公斤/度電)。在未採用二氧化碳捕獲與封存技術下，新建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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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發電廠將難於達到此標準草案[3]。美國環境保護署除進行現有發

電廠之排放標準調整外，亦將加強公用事業協助現有發電廠提升能源

效率。環境保護署並於 2012 年 12 月公布調整鍋爐最大可達成控制技

術(Maximum Achievable Control Technology, MACT)標準，要求工業、

商業及公共機關之大型和老舊鍋爐升級或換新，以保護民眾免暴露於

有毒空氣汙染，並且有益於高效率鍋爐和熱電共生系統之推廣[6]。 

美國多數州政府亦積極制定 2013 年新能源效率政策，包括康乃

迪克州和麻州的高節約目標、賓州更新目標、密蘇里州通過效率計畫、

路易斯安那州的快速啟動計畫，以及奧克拉荷馬州的各種倡議。除此

之外，有 13 州之州建築法規提高建物能效要求。 

推動強制性器具及設備能源效率管理標準制度，可提高整體能源

效率。美國歐巴馬政府團隊過去兩年來錯失八項器具之既有或新增能

源效率標準的審查截止期限，例如微波爐、商業冰箱及工業用馬達等，

導致重大經濟損失。此八項器具能效標準之延誤成本(目前累計至

2013 年 2 月)已使民眾與企業損失節能效益 37 億美元及增加約 3900

萬噸之二氧化碳排放，如附表 2 所示，因能源效率標準審查逾期而造

成之額外成本仍持續累計中。 

ACEEE 與 ASAP 分析能效標準每逾期一個月，將導致消費者和企

業損失節能效益 3 億美元並額外產生 440 萬噸二氧化碳排放。而根據

既有及新增之能效標準，若一典型家庭從 1995 至 2040 年間，每 15

年更新淘汰家庭主要能耗器具，僅購置符合最低能源耗用基準規範之

產品，總計可省下超過 18 萬度電與 20 萬加侖水。 

美國能源效率標準制定為依據能源政策管理法(The Energy Policy 

and Conservation Act, EPCA)之規定，授權美國能源部(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負責研擬制定設備產品之能源效率標準，並提出能源

效率標準制定通知(Notice of proposed rule , NOPR)，再經美國行政管

理和預算局(White Hous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核

准，新能效標準始可實施。但過去兩年內 OMB 核准能效標準提案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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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漸於緩慢，其中 OMB 擱置之提案中最長延誤達 16 個月之久，如附

表 3 所示。 

能源效率管理基準需考量技術進步空間、設備市場佔有率與廠商

成本負擔等因素而適時進行更新擴增，以淘汰市場上低能效產品，提

高消費者的總體經濟利益。能效管理基準若逾期更新，在產品壽命年

限期間，將導致民眾與企業單位未得到基準更新後可有的節能效益，

亦增加許多溫室氣體排放負擔。定期調整能源效率標準與適時擴增能

效產品管理範圍，可有效並合理地逐步減少家庭與企業的能源消費支

出。2013 年美國能源部在國會監督下，預定公布 11 項新產品及新建

住宅之能效標準；在運輸方面亦規劃逐年提高汽車和輕型卡車燃油效

率標準，到 2025 年達每公升 21.3 公里以上。 

能源效率為目前多數專家學者認可最具成本效益之節能策略，且

對於電力業者而言亦為最低成本電力資源。ACEEE 於 2009 年曾分析

能源效率成本與提升能源效率目標之間的變化關係，並預計於近日更

新能源效率成本分析，其中發現過去四年來節能目標不斷提升，但能

源成本並無太大的改變[8]。而今年初 ACEEE 未來能源效率計畫發展

潛力報告[9]中指出美國透過新技術和創新方案的結合，預計 2030 年

可節省 27%用電量和 19%天然氣使用量。此報告檢視 22 種不同類型

的能源效率計畫，範圍包括住宅照明、商業建築、工業製程等，並廣

泛探討節能技術，其中包括 LED 照明、供暖通風空調(HVAC)設備和熱

電共生系統(CHP)等技術發展前景，希冀透過建築整修和改造、照明

更新及節能家電產品汰換等方案，提升能源效率以實現能源節約目

標。 

ACEEE 報告中亦指出美國至 2030 年各部門之能源效率計畫節能

潛力，如表 3 所示，其中住宅和商業部門最具節能潛力。美國能源效

率計畫在達成國家節能減碳目標歷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而日益嚴

格的設備能效標準及建築規範，將藉由計畫進行完善的數據分析、建

構有效獎勵機制以增加市場滲透率，並剖析用戶行為和動機，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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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化節能方案，提供社會與消費者更多的選擇並減少對廠商的衝

擊。 

表 3 美國能源效率計畫累計至 2030 年之節能潛力 

 
資料來源： ACEEE, Frontiers of Energy Efficiency: Next Generation Programs Reach 
for High Energy Savings, 2013. 

ACEEE 報告中較多描述住宅與服務業部門之能源效率計畫，雖美

國工業部門節能潛力較住商部門低，但對工業部門為主要能源消耗的

我國而言，可作為我國政策研擬之參考依據。報告中指出美國工業部

門未來節能潛力將從設備能源效率(單一概念)轉向製造過程(系統概

念)，力求最佳化規劃提升製程能源效率。新世代工業能源效率計畫

將依客戶(製造廠商)不同的製程需求設計其最適節能改善措施為主要

訴求；工業能源效率計畫大致可分為三類：(1)客製化改善程序，透過

財務誘因激勵廠商及提供工程專家鑑定工業製程節能改善空間；(2)

策略性能源管理計畫，整合公司文化、作業程序及其盈利能力以整體

系統概念推動能源管理措施；(3)結合垂直產業鏈，大型企業可藉與中

小企業合作，以區域經貿整合而強化供應商網絡及開拓市場銷售管

道。藉由政府「再工業化」政策趨勢，強化國家本土製造能力、研發

智慧電表及能源資通訊能力與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ISO50001 標準驗證

(引入持續改進觀念)等關鍵因素，驅動工業能源效率計畫，除復甦製

造業等實體經濟，更創造就業機會與能源永續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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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能源效率管理 

我國提高能源效率策略目標為：每年提高能源效率 2％以上，使

能源密集度於 2015 年較 2005 年下降 20％以上，並藉由技術突破及

配套措施，2025 年下降 50％以上。國內積極推動提昇能源使用效率

與節約能源政策以達成目標，國內能源效率管理策略分別從制度面與

推廣面進行耗能設備效率管理與基準提升研究，其中制度面包括最低

能源效率標準(MEPS)、節能標章及能源效率分級標示，針對耗能產品、

車輛、指定能源大用戶等項目規定其能耗標準；而推廣面則進行購置

節能產品補助作業，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節能減碳措施與節能教育宣

導，以引導社會大眾落實節能減碳行動。 

(一) 國內器具能源效率管理現況 

1. 器具容許耗能基準 

推動容許耗用能源基準制度主要目的為淘汰市場上低效率、高耗

能產品，器具須符合規定最低能源效率標準才可販售，以提高消費者

的總體經濟利益，並促進廠商研發高能源效率產品。目前國內已公告

15 項器具、車輛容許耗用能源基準，且正進行電熱水瓶、電熱水器、

開飲機、飲水機、電視顯示器與洗衣機等產品之 MEPS 草案研擬。 

2. 節能標章 

為提供消費者更完整產品能源訊息，我國自 2001 年啟動節能標

章認證機制，目前累計已通過認證的產品共計 39 種，產品項目則由

家電，逐步延展至燃氣器具、汽機車及辦公設備。而國內節能標章產

品選擇依據主要以日常生活普及率高且總能源耗量大者、國際能源標

章積極推動項目、目前已存在能源效率提升技術卻尚未廣泛應用的市

售產品，或是產品能源效率差異性較大者等為推動選定原則。 

3. 分級標示 

繼節能標章後，我國能源效率管理於 2009 年翻開新的一頁，修

正能源管理法以推動使用能源設備器具及汽(機)車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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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措施，期藉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制度，提升高能效產品之市場滲

透率。目前國內已完成冷氣機、電冰箱、除濕機、汽機車、安定器內

藏式螢光燈泡、燃氣熱水器及燃氣台爐等 8 項產品。 

節能標章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最大的不同在於標章制度係由產

品供應端切入，引導廠商生產高效能產品並自願性申請認證，屬於鼓

勵性質。最低能源效率標準及能源效率分級標示是由法規面強制規

範，前者目的是淘汰低能效產品，而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可清楚區隔

產品耗能等級。因 MEPS 為最低容許能耗基準，故市場上能效管理商

品皆符合 MEPS 規範始能販售，但高能效產品(標章或能效前二級產

品)對民眾仍屬自願選購的商品，希冀揭示能源效率資訊可促使社會

大眾強化對產品能源效率的重視，帶起一股綠色消費風潮，為我國能

源效率管理建立另一個新里程碑。 

(二) 先進國家能源效率規範基準比較(Benchmark) 

上述曾提及美國因能源效率逾期更新，其延誤成本高達 37 億美

元，可知實施能源效率管理制度後相關單位定期提升能效基準之重要

性，除定期檢核外，仍應關注先進國家能源效率管理公告的最新基

準，衡量國內產品能源效率提升空間，亦可藉此評估國內製造商技術

研發水準，開拓產業未來發展契機以帶動國內經濟發展。表 4 則以家

庭耗能量較大之六項用電器具及照明產品之最低容許能源效率基

準，與美日先進國家能源效率基準進行比較。 

藉由檢視美日兩國能源效率管理基準，可評估國內能源效率管理

規範是否與國際水平並駕齊驅，並判斷國內產品研發技術成熟度與進

步空間，作為我國未來容許耗用能源基準修訂之參考。由表 4 分析比

較，發現我國多項產品 MEPS 已與美日兩國訂定基準相當，未來除持

續檢視國內產品能效趨勢、定期修訂規範基準外，應積極擴大規範項

目及加強高效能產品推廣策略之落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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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國與美、日國家能源效率基準比較 
項目 台灣現行標準 與日本現行標準比較 與美國現行標準比較 

冷氣機 

2011 年無風管冷氣機

MEPS 
 單體式：較日本高約

10%~20% 
 分離式：4kW 以下較

日本低約 5%，4kW 以

上較日本高 10~12% 

 單體式：較美國高約

18%~25% 
 分離式：4kW 以下較

美國高約 20%，4kW 以

上較美國高 12~27% 

電冰箱 

2011 年電冰箱 MPES-以
容量 400 公升以下(小容

量)及 400 公升以上(大容

量)分析 

 小容量：二國相當 
 大容量：較日本高約

20% 

 小容量：較美國低約

8%~10% 
 大容量：較美國高約

3%~5% 

螢光燈管 

2001 年螢光燈管 MEPS-
以瞬時起動 20 型及 40
型三波長燈管分析 

 20 型：較日本低約

4%~19% 
 40 型：較日本高約

6%~18% 

 20 型：較美國低約

1.3%~17% 
 40 型：較美國高約

0%~12% 

緊密型 
螢光燈管 

2010 年緊密型螢光燈

MEPS-以 23W 細管型分

析 

 與日本 2005 年 MEPS
相當 

 與美國 2006 年 MEPS
相當 

安定器內

藏式螢光

燈泡 

2010 年安定器內藏式螢

光燈泡 MEPS-以 23W 無

罩式分析 

 較日本 2008 年 MEPS
低約 8% 

 較美國能源之星 4.2版
低約 8%  

除濕機 
2011 年除濕機 MEPS-以
額定除濕能力 6~12 公升

/日分析 

 無相關標準  與美國相當 

資料來源： 經濟部能源局。 

(三) 輔佐能效管理制度之政策措施 

能源效率提升是各國面對經濟發展、能源安全與氣候變遷挑戰的

關鍵策略。為推動能源效率管理措施，執行上需搭配不同的政策工具

組合方式，將國家能源效率目標有效轉化為具體政策行動的機制，而

合適的政策工具將可直接提高政策執行之成效。 

我國近年來積極推動能源效率相關政策，希冀透過產業、生活、

環境與法制等四面向共同提升能源效率。產業方面針對生產性質與非

生產性質行業執行能源大用戶能源查核，輔導各大用戶建立能源查核

制度，訂定節約能源目標與執行計畫，依據能源大用戶 2011 年申報

統計，能源大用戶每年節能約為 68.83 萬公秉油當量，政府亦於 2005

年成立工商業及政府機關節能技術服務團，協助能源用戶進行耗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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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之耗能診斷，並提供改善提案與工程規劃設計。針對重點服務業(如

飯店、百貨、醫院等)輔導簽署自願性節能協議，訂定 3 年節能 5%以

上之節能目標，以提高能源效率，實際節能成效如附表 4 所示。 

為加速產業結構轉型及強化能源有效運用，我國針對中小企業實

施購置節能設備優惠貸款，貸款總額度為 200 億元，提供前三年 1%

之利息差額補貼，包括空調系統、電力系統、鍋爐燃燒系統、空氣壓

縮系統與照明系統，鼓勵中小企業汰換老舊、低能源效率設備。為鼓

勵國內公民營企業及法人機關團體採用節約能源設備，推動購置節能

能源設備優惠貸款第二期方案，其總額度為新台幣 100 億元，提供郵

政儲金二年期機動利率加年息 2.45%之優惠利率。此外由石油基金支

應之工業局補助製程熱能再利用設備計畫，總計畫金額達 2 億元，補

助項目需為全新之製程熱能再利用設備，且熱能回收率應達百分之十

以上始可補助，其中單一公司補助以 100 萬元為上限。 

公家機關常作為政府推動普及高效率產品或提升能源效率之領

頭羊，我國亦積極透過政府共同供應契約、優先採購綠色產品、補助

節能改善項目與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等節能減碳措施，強化

公部門節約能源成效，以示範引導民眾採行節能措施。為落實國內全

面節能減碳行動，針對民眾部分則倡導節能減碳新生活、進行節能教

育與宣導日常生活習慣改變之重要性，希冀民眾可實踐室內空調溫度

不低於 26℃、日光節約與汰換住宅老舊耗能設備等作法。我國於 2012

年積極推動兩波民眾購置節能家電補助活動，補助能源效率分級前二

級之冷氣機、電冰箱或節能標章洗衣機、電視機與 30 吋以上顯示器

等家電產品，每台補助 2000 元，鼓勵民眾選購高能效產品，建立全

民參與節能減碳之認同感。 

我國能源效率政策分別從能源效率管理制度(MEPS、節能標章及

能效分級標示)、產業節能減碳技術輔導及能源大用戶查核、政府機

關節能專案、培植節能產業及其科技研發，實施獎勵補貼措施與教育

民眾節能減碳等面向，全方位實踐國內能源效率目標。我國近五年



11 
 

(2007-2012 年)之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為-0.13%，而同期 GDP 年均

成長率為 2.89%，則能源密集度(即單位 GDP 之能源消費)年平均下降

2.92%，顯見我國節能政策之落實成效。 

四、結論 

美國實施器具與設備的能源效率管理行之有年，除大幅降低整體

能源消費量，亦為消費者與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能源效率管理

成為支撐美國能源政策的重要砥柱。歐巴馬政府之 2013 財政年度預

算提案，在預算緊縮情形下仍加倍提高能源效率計畫經費額度，強調

能源效率帶來的經濟效益、可創造就業機會並增強國內能源安全。而

過去兩年美國政府因延誤能效標準審查期限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而

2013 年美國除公布新產品能效標準、提高車輛燃油效率標準外，各

州州政府亦積極設立新能源效率政策。在 ACEEE 分析報告中指出，高

能效產品於產品壽命期間累計之節能效益，將可減少民眾與企業能源

支出，減輕美國興建電廠之供應壓力。 

為達成節能減碳目標，能源效率管理一直是各國主要採行之節能

重點。而我國政府從最低能源效率標準管理、節能標章推行進展至能

源效率分級標示，並陸續擴增能效產品管理範圍，迄今節能效益相當

顯著。因能源效率管理為台灣節能重要的一環，可藉探討美國能源效

率計畫機制與推動概況，作為我國推動趨勢與策略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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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表 1 美國 2013 年能源效率計畫資助規劃預算 

 
資料來源：The Alliance to Save Energy, FY 2013 Federal Energy Efficiency Programs 
Funding-President’s Reques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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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美國能源效率管理之延誤成本(截至 2013 年 2 月) 

 
資料來源： ACEEE and ASAP, The Cost of Overdue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2013. 

 

附表 3 美國逾期產品及新產品之能源效率標準訂定現況 

 

資料來源： ACEEE and ASAP, The Cost of Overdue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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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我國非生產性質行業簽署自願性節能協議之成效統計 

 
資料來源： 綠基會專題報導，我國推動集團式企業自願性節能之成效，2012。 
 

附表 5 美國能源效率計畫工業部門節能潛力 

 
資料來源： ACEEE, Frontiers of Energy Efficiency: Next Generation Programs Reach 
for High Energy Savings,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