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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推動能源效率成果 

─2014年歐盟推動能源效率政府資金人均中位數為 10.1歐元，且

1/3受訪專家認為歐盟每年節能率 1.5%的政策目標可以達成 

蕭國鑫、林華偉、趙家緯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為達到預定的能效目標，歐盟國家藉由能源效率監察，來了解各

國能源效率政策的執行與相關訊息，進而評估各會員國的能效推行成

效。此次的能源效率監察計畫為結合 1,100 位專家，就歐盟 28 個會

員國的能源效率政策推動狀況加以評析。 

統計 2012年-2014年間資助能效改善的政府資金，共有 223項能

源效率計畫，其中 22 個成員國(占歐盟人口 96%、GDP 的 94%，包

含英國)共 163 項計畫提供了量化資訊；合計推動能源效率的政府資

金，從 2012年的 60億歐元成長到 2014年的 71億歐元。依部門別統

計 2014 年的資金用途，以建築部門相關計畫金額最多；政策工具別

則以貸款計畫的金額最大。另有 9個國家政府資金投入能源效率成長

比率超過 50%，3個成員國減少超過 50%。而各國政府資金投入能源

效率的金額，依序為德國、義大利及法國，人均能源效率政府資金的

中位數為 10.1歐元。 

歐盟的能源效率指令將需量反應視為與電力功能相當；所以需要

鼓勵需量反應參與電力市場的誘因；即應確保規範主管機關鼓勵需求

面資源，以及協助提供技術服務等，並訂定出需求面措施參與這些市

場的技術形式，讓需量反應能實際參與電力批發和零售市場。 

超過半數的專家認為歐盟的整體能源效率政策在過去 3 年進展

有限；1/3受訪專家認為歐盟能夠達到每年節能率 1.5%的政策目標。

而針對新興建公共建築與私人建築，超過半數的專家認為要達到近零

耗能建築目標，目前的進度仍落後。政策工具中對於新建物能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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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能效標章、舊建物翻修能效標準等三項的施行狀況得到多數專家

肯定，但能源稅、智慧電錶以及空調定檢三項措施的進度較不理想。 

各部門的能源效率現行政策進度與預期目標中，4成的受訪專家

認為運輸部門的政策落差最高，21%認為住宅部門的落差最大。而在

未來最應推動的歐盟能源政策，75%以上的受訪者認為應優先推動大

規模的歐盟能源效率基金，以及建築物與電器用品的最低能效標準。

而總結政策進度指標衡量歐盟各國的能源效率進度，現行能源效率進

度以丹麥、芬蘭及愛沙尼亞較佳，而西班牙、英國及匈牙利則為進度

相對遲緩的國家。 

關鍵字：能源效率指令(EED)、國家能效行動計畫(NEEAPs)、需量

反應 

一、 前言 

歐盟國家早在 10 年前就已經意識到能源效率的重要性；政策制

定者(policy makers)也體認到能源效率為解決經濟復甦、能源依賴和

減緩氣候變化的合適方法之一。所以在 2010年 3月 3日提出「歐洲

2020策略」，希望藉由智慧成長(Smart growth)、永續(Sustainable)成

長及包容(Inclusive)成長等 3項趨動力，來建立歐洲對 21世紀經濟社

會的願景。其中永續成長的主軸工作，就是打造更具能源效率、更綠

化、更具競爭力的國家；即到 2020年歐盟承諾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1990

年降低 20%、再生能源比例增加 20%、能源效率提升 20%的目標。

2015年歐盟的能源聯盟套案(Energy Union Package)中，也對能源效率

做出明確承諾，即應該將能源效率視為能量來源，同時確定需求端的

能源效率與發電端具有同等效力。而歐盟理事會在 2014年的 2030年

氣候與能源政策綱要中也提出，到 2030年能源效率至少提升 27%的

目標。另外倫敦歐盟監管機構準備提出更嚴苛的減少能源使用新草案

(draft)，即到 2030年歐盟國家的能耗能夠達到降低 30%的新目標。 

為達到預定的能效目標，歐盟設定了能源效率指令 (Energy 

http://km.twenergy.org.tw/


 

3 
 

Efficiency Directive, EED)和能源服務指令(Energy Services Directive, 

ESD)；各成員國分別在 2007年、2011年和 2014年提交國家能效行

動計畫(N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Action Plans, NEEAPs)，內容須包含

能源消費推估、推展節能措施計畫與改進方案等；此外，各會員國也

要在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s)中，說明國家節能目標的進度。 

2006年開始，能源效率監察(Energy Efficiency Watch, EEW)項目

伴隨著這個過程產出。此 EEW有利於歐盟國家對於能效政策的蒐集

與了解，並藉由利益相關者，包括歐盟、各國家、區域或地方政策制

定者和專家的實施計畫等，以提供能源效率政策的執行情況與相關訊

息。而此次的能源效率監察計畫是繼 2012 年後，再度邀請 1,100 位

的專家，就歐盟 28個會員國的能源效率政策推動狀況加以評析[1]。

其中半數以上的受訪專家認為整體歐盟的能源效率政策在過去 3 年

中的進展有限；而 2020 年起新建築物要達到近於零耗能建築的目標

中，亦將近有 5成的專家表示目前的進度落後。另外多數專家認為在

政策工具中，對於能源稅、智慧電錶及空調定檢等三項措施的進展較

不理想。 

 

二、 歐盟能源效率指令與推動能源效率資金 

2012 年歐盟實施 EED，促使各成員國在 2020 年協力達成節能

20%的能源效率目標，而各國政府資助能源效率的金額是追蹤 EED進

展的重要指標之一。能源和氣候政策顧問公司 Ecofys依據其中的 22

個成員國所提交的資料，統計 2012年-2014年間資助能效改善的政府

資金，有 14 個國家上升，8 個國家減少[2]。其中的政府資金係由政

府提供誘因，促使受益對象採取能源效率改善措施；包含歐盟層級、

但透過成員國政府管理之基金 (例如歐盟結構和凝聚基金 (EU 

Structural and Cohesion Fund))；其誘因措施為藉由補貼、補助、貸款

和財務協助等方式來完成。 

歐盟成員國提交給歐盟執委會的國家能源效率行動計畫和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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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並非都是最新資訊，部分國家的計畫中沒有涵蓋所有的相關政

府資金與工作項目，甚至沒有清楚說明計畫的施行期間、政策工具類

型、對象部門或資金數量等。因此，Ecofys公司請各國專家協助補齊

和修正文獻資料。而在歐盟 28 個成員國中(尚包含英國)，最後有 22

個成員國(占歐盟人口 96%、GDP 的 94%)在專家協助下，確認 2012

年-2014年共有 223項能源效率政府資金計畫[1]，其中的 163項計畫

有量化資訊。而統計此 22 個成員國中的量化資料，合計推動能源效

率的政府資金從 2012年的 60億歐元，成長到 2014年的 71億歐元，

三年內成長 18%。而依部門別分析，此三年內以建築部門相關計畫的

投資金額最多，例如 2014年建築部門能效相關計畫金額就達 54億歐

元，其次是跨部門能效改善 6.24 億歐元；而運輸部門和工業部門的

資金分別是 5.35億歐元和 4.56億歐元，如圖 1[2]。另以政策工具別

統計後，2014年以貸款計畫的金額最大(27億歐元)，其次是補貼和補

助的 22億歐元，財務措施為 16億歐元。 

2012年-2014年期間，歐盟提交能效相關計畫的 22個成員國中，

有 9個成員國的能源效率政府資金成長比率超過 50%、5個成員國成

長幅度介於 15%-50%之間；另有 3個成員國減少幅度超過 50%、5個

成員國減少 15%-50%(表 1)。其中在 2014 年各國能源效率政府資金

投入的金額，依序為德國的 19.8億歐元、義大利 11.6億歐元及法國

8.5 億歐元(圖 2)；若以中位數統計 22 個國家人均能源效率政府投入

資金為 10.1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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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12年-2014年歐盟資助能效改善的政府資金-部門別和政策工具

別[2] 

 

圖 2、2014年 22個成員國推動能效之政府資金-依金額排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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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2和 2014年歐盟 22個成員國推動能效之政府資金[2] 

 

三、 歐盟成員國推動需量反應現況 

歐盟執委會聯合研究中心(Joint Research Centre, JRC)檢討 2016

年成員國推動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市場的進展，藉以評估歐盟

能源效率指令 (2012/27/EU)需量反應的條文國內法化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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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sition and implementation)情形[3]。 

歐盟能源效率指令第 15.4 條為排除不利於需量反應參與電力市

場的誘因；即要求各成員國務必 (1)電力輸配費用需移除不利於發輸

配售整體效率(含能源效率)的誘因；(2)移除阻礙需量反應參與電力平

衡市場和輔助服務採購。另外，也需讓電網業者具誘因改善基礎設施

之設計和營運的效率，以及在電力指令 (Electricity Directive, 

2009/72/EC)架構下收取費用，讓售電商能夠提高用戶參與需量反應

等系統效率措施。 

歐盟能源效率指令第 15.8 條是建立用戶進入電力市場的法規。

包括成員國應確保規範主管機關鼓勵需求面資源，如需量反應、參與

電力批發和零售市場。而在電網管理技術限制下，也應確保輸、配電

業者(TSOs and DSOs)在滿足平衡和輔助服務需求之外，基於需量反

應的技術能力，以不歧視態度對待需量反應供應者，包含用戶群代表

(aggregators)。同時成員國應促進需量反應進入和參與電力平衡、容量

市場和其他系統服務市場，尤其是要求規範主管機關與需求面措施供

應者彼此相互協力。基於這些市場的技術要求和需量反應能力，訂定

出需求面措施參與這些市場的技術形式(technical modality)，而制訂時

也應納入用戶群代表參與。 

為了推動需量反應，輸電和配電業者要調整電力相關市場的技術

形式，且成員國在 2014年 6月完成國內法化[3]，包括(1)認可需量反

應，允許需求面負載與發電設備在所有市場的競爭；(2)聚集用戶

(aggregation)負載合法化，並且能參與所有市場；(3)調整所有市場的

技術形式，讓用戶能力(capability)與市場要求一致。當 JRC檢視成員

國需量反應規範現況後，將各國進展分為三種情況： 

 情況一：名義上有國內法化，實際尚未進行改革，需量反應供

應者無法參與市場。如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 11個成員國

在第一級。 

 情況二：需量反應只能透過售電業者進行，用戶群代表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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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限制為零售業者服務項目，第三方不能提供用電戶這種服務。

目前有德國、北歐、荷蘭和奧地利共 7個成員國進展到第二級。 

 情況三：允許需量反應和第三方用戶群代表；如英國、愛爾蘭、

法國和比利時 4 個成員國有訂出第三方用戶群代表的角色和責

任。 

JRC檢討成員國的經驗後，提出有效推動需量反應的三大要素，

包括(1)第三方用戶群代表的角色和責任：即負責平衡者(balancing 

responsible party, BRP)/零售業者和用戶群代表之間的標準化程序，此

架構讓用戶群代表參與市場的途徑較為明確。而進入市場的資格預審

應以聚集用戶負載的用戶群來衡量，而非針對個別用戶的資格；且用

戶群代表扮演中介者，可以讓用戶免於複雜的資格預審。(2)應促進需

量反應參與市場設計，例如高頻交易(用戶在交易之間需要時間恢

復)、更短的抑低負載時間(15-30分鐘)、更小的最低競標容量(最好是

3-5 MW 或更低)、接受不對稱競標(很少競標者提供的抑低和增加負

載之容量是相同的)。(3)制定需量反應參與市場的技術形式；例如基

於某些成員國的成功經驗，技術形式已被認知和測試，包含註冊、資

格預審、風險評估要求，這些要符合資源規模的比例、適當測試過的

定基線方法，以及適當的量測和認證要求。 

 

四、 歐盟推動能源效率成果 

目前有半數以上的受訪專家認為整體歐盟的能源效率政策，在過

去 3 年中的進展有限(圖 3)；並僅有 1/3 專家群認為歐盟能夠達到其

所訂定每年節能率 1.5%的政策目標(圖 4)。而從 2018 年開始，針對

新興建的公共建築與 2020 年起興建的私人建築，均需達到近零耗能

建築(Nearly Zero-Energy Buildings, NZEB)的目標；而受訪專家中，超

過半數的專家表示目前進度落後，僅有 35%認為目前有達到預定進度

(圖 5)。政策工具方面，新建物能效規範、產品的能效標章、舊建物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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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能效標準等三項措施的施行狀況獲得多數專家肯定；但能源稅、智

慧電錶及空調定檢等三項措施的施行狀況較不理想(圖 6)。 

 

圖 3、2012年-2014年歐盟國家能效政策的進展情況[1] 

 

圖 4、歐盟國家年度能源銷售給最終消費者中節省 1.5％的實現目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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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歐盟國家推展 2000年近零耗能建築之目前進度[1] 

表 2、歐盟的政策工具推展能源效率成效[1] 

 

隨著能源消費者不斷的變化，未來的個人用戶、區域和地方層級

的參與將變得更加重要。歐盟能效專家們希望能夠看到以歐盟層面為

主的政策措施，包括歐洲大型能源效率基金(提供贈款和貸款)的投

入，以及提供建築與設備更嚴格的能效標準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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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各部門的能源效率現行政策進度與預期目標的政策落差分

析結果，38%以上的受訪專家們認為運輸部門的政策落差最大，21%

認為住宅部門的落差最高。而未來最應推動的歐盟能源政策，75%以

上的受訪專家認為應優先推動大規模的歐盟能源效率基金，以及建築

物與電器用品的最低能效標準。另以「政策進度指標」（progress 

indicator）衡量各國的能源效率進度，顯示歐盟現行能源效率進度最

佳的會員國依序為丹麥、芬蘭及愛沙尼亞(圖 6)，而西班牙、英國及

匈牙利則為進度相對遲滯的國家[1]。 

 

圖 6、2012年與 2015年歐盟國家能源效率進度排序[1] 

JRC 於 2016 年提出說明[7]，2014 年歐盟最終能源消費 1,061 

Mtoe，已經低於歐盟設定之 2020 年能源效率目標(1,086 Mtoe)，即

2014 年能源消費較 BAU 減少 20%；所以歐盟已經提早 6 年達標(圖

7)。其中的工業部門能源消費減少 17.62%，住宅部門則減少 9.52%；

而服務業和運輸部門能源消費成長，分別是 16.48%和 2.21% [8]，如

圖 8。依據 JRC資訊，歐盟經濟發展重心會朝向服務業，所以服務部

門未來的耗能將再增加；而道路運輸占歐盟運輸部門耗能 82%，2000- 

2013年的汽車、卡車、兩輪機動車之每輛車耗能均減少，但巴士的每

輛車耗能是增加的；這可能是都市內巴士利用增加，而路上汽車數量

減少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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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000-2014年歐盟最終能源消費[8] 

 

圖 8、2000-2014年歐盟各部門別最終能源消費[8] 

 

如圖 9所示[8]，歐盟工業部門能源消費長期趨勢雖然逐漸減少，

但 EurActiv資料說明，過去 15年歐盟工業部門的能源效率沒有太大

進展[9]。未來歐盟工業部門的能源效率是否有大幅改善，端視高耗能

行業能源效率是否有實質改善；但由資料顯示，近年來歐盟的粗鋼和

水泥單耗仍沒有大幅改善的情況，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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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000年和 2014年歐盟的工業部門行業別能源消費比較[8] 

 

表 3、2000年和 2014年歐盟工業部門各行業別能源消費與占比[8]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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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國可借鏡處 

我國推動中的能源效率政策中，能源查核方面，歐盟之芬蘭、德

國及波蘭等三國，均有 75%以上的受訪者認為此制度有發揮效益；為

了精進我國的查核措施，後續可就上述三個國家的查核制度深入研

析。另在 2015 年度全國能源會議的共同意見中，指出推動「節能義

務」，而歐盟中則以奧地利、法國跟丹麥的推動效益較佳；雖然過去

國內曾引介丹麥的節能義務推動成果，但奧地利跟法國的實際推展，

國內仍欠缺相關的研析資訊，所以可就此深入討論。 

歐盟的受訪專家認為未來的歐盟能源效率基金應優先推動大規

模能源效率政策；而歐盟亦於 2013 年成立了能源效率財務工具專家

小組，並於 2015 年發表專題報告，以分析如何藉由財務工具來提升

建築物與產業能效相關投資；同時亦提出以歐洲結構與投資基金資助

建物翻修的建議。目前歐盟雖設有歐洲能源效率基金，但基金總規模

僅達 2.6億歐元，推估歐盟未來會就能效財務工具持續研擬相應政策。

而財務投資瓶頸亦為我國之前能源效率政策推動上的挑戰，因此，可

參考歐盟在財務工具上的相關措施，以突破我國現有推動能源效率之

財務投資瓶頸。 

歐盟推動能源效率中，若比照歐盟人均投入的中位數 10.1 歐元

推估，換算為我國能源效率政府資金規模約為 84億台幣(歐元兌台幣

匯率 1:36)。但是我國目前可用於能效獎勵的能源基金和石油基金之

潛在規模不如歐盟餘裕(2015 年兩項基金用途決算金額 78 億台幣

[4,5])。且此兩項基金主要用途為在儲油、石油開發及技術研究、能源

技術研發和能源計畫，實際能用於能源效率獎勵的預算將有所限制，

因此更需要有另外固定財源。 

我國能源轉型方向之一是極大化的節約能源，除了電費要反映再

生能源發展成本，同時也應納入獎勵節約能源的成本，讓能源市場的

價格機制支援能源效率之發展。另外，政府可以充分揭露電力附加費

用使用於推動再生能源和節約能源之成本的發電量和節電量，使得大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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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與團體能夠檢視與比較其成本效益，並協助政府監督和追蹤能源轉

型的進度與成效。 

對於電力系統需求端效率的改善，通常為慣於傳統發電體系運作

者，對需量反應和能源效率資源的投資較不積極；所以未來在我國用

電恐吃緊的同時，如何衡量需求面的抑低負載容量和節電量，將是重

要的努力方向。例如我國的通訊業、零售實體通路和電商、金融業、

加油站，均可能跨入需求面管理；其中的法規和市場交易制度，均與

需量反應供應特性有密切關係。而依據歐盟經驗，活絡需求面管理不

光是開放施行，法規和市場制度的實質改革才是重點。這有賴政府更

高層級的監督改革，且法規上可以明定需求面資源在電力供給的比例

和指定權責機關，以將主管機關推到實質改革的路上。 

 

六、 結語 

歐盟國家為達到預定的能效目標，設定了能源效率指令和能源服

務指令；各成員國亦提交包含能源消費推估、推展節能措施與改進方

案的國家能效行動計畫；同時各會員國也需要在年度報告中，說明國

家節能目標進展情形，並藉由能源效率監察，來了解各國能源效率政

策的執行與相關訊息，進而評估各會員國的能效推展成效。此次的能

源效率監察計畫為藉由 1,100 位專家，就歐盟 28 個會員國的能源效

率政策推動狀況加以評析。 

歐盟能源效率指令為促使各成員國在 2020年協力達成節能 20%

的能效目標。而各國政府資助能源效率的金額是追蹤能源效率指令進

展的指標之一；在歐盟 28 個成員國中有 22 個成員國(占歐盟人口

96%、GDP的 94%，包含英國)提供量化資訊。統計 2012年-2014年

間資助能效改善的政府資金，共有 223項能源效率計畫(163項有量化

資訊)；合計推動能源效率的政府資金，從 2012 年的 60 億歐元成長

到 2014年的 71億歐元。另依部門別統計三年中的資金用途，以建築

部門相關計畫金額最多。例如 2014年建築部門資金就達 54億歐元；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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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政策工具別統計結果，2014年貸款計畫的金額 27億歐元最多，

其次為補貼和補助的 22億歐元。而在歐盟提交能效相關計畫的 22個

成員國中，有 9個國家政府資金投入能源效率成長比率超過 50%，亦

有 3 個成員國減少超過 50%，同年各國政府資金投入能源效率的金

額，依序為德國、義大利及法國；以中位數統計 22 個國家人均能源

效率政府資金為 10.1歐元。 

歐盟的能源效率指令將需量反應視為與電力功能相當；因此，需

要排除不利於需量反應參與電力市場的誘因。即應確保規範主管機關

鼓勵需求面資源，以及協助提供技術服務等，並訂定出需求面措施參

與這些市場的技術形式，讓需量反應能實際參與電力批發和零售市

場。 

超過半數的受訪專家認為歐盟整體的能源效率政策，在過去 3年

的進展有限；另僅有 1/3 受訪者認為歐盟能夠達到每年節能率 1.5%

的政策目標。而針對 2018年起新興建的公共建築與 2020年起新建的

私人建築，超過半數的受訪專家認為要達到近零耗能建築目標，目前

的推展進度是落後的，但有 35%專家認為目前有達到預定進度。政策

工具中，對於新建物能效規範、產品的能效標章、舊建物翻修能效標

準等三項施行狀況獲得多數專家肯定，但能源稅、智慧電錶以及空調

定檢三項措施的進度較不理想。 

歐盟各部門的能源效率現行政策進度與預期目標的政策落差分

析結果，顯示近 4成的受訪專家認為運輸部門的政策落差最大，21%

認為住宅部門的落差最高。未來應推動的歐盟能源政策中，75%以上

的受訪專家認為應優先投入大規模的歐盟能源效率基金，並推動建築

物與電器用品的最低能效標準。 

隨著能源消費者不斷的變化，未來的個人、區域和地方層級的參

與將顯得更為重要；歐盟能效專家希望能效措施提高到以歐盟層面為

主，例如歐洲大型能源效率基金的投入，及提供建築與設備更嚴格的

能效標準規範。另外藉由政策進度指標衡量歐盟各國的能源效率進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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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顯示現行能源效率進度以丹麥、芬蘭及愛沙尼亞較佳，而西班牙、

英國及匈牙利則為進度相對遲緩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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