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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所帶來的最大
效益，是連鎖的節能反
應，為廠商帶來極為可
觀的稅後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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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源管理系統效益

1. 最高管理階層的支持
2. 成立能源改善團隊
3. 訂定明確的節能目標
4. 精確掌握工廠能源使用狀況
5. 清查能源設備運作狀況
6. 完善的設備操作管理
7. 完整的節能改善方案提案及查核制度
8. 監督重大設備運作狀況，即時矯正異常
9. 量測驗證改善措施之能源績效

能源管理系統的本質
能源管理系統可謂是別人節能管理經驗全攻略
且更加強化配合政府政策及法令!!

加強化配合政府政策及法令

產業參與全民節電
104~108年能源大用戶年
節電率應達1%以上

持續改善關鍵要點

發掘節能改善方案不外乎兩點，利用儀器收集設備操作數據，利用人員分析所得數據，
提供最佳操作方案。而能源管理系統則是更全面的思考推動企業持續改善能源績效並
落實節能提案，可謂是別人節能管理經驗全攻略。

作好持續改善其實需要的是
更全面且更細緻的管理策略

1.1 何謂能源管理系統??



ISO50001管理系統之條文要項

 1. 適用範圍
 2. 引用標準
 3. 用語及定義
 4. 能源管理系統要求事項

4.1 一般要求事項
4.2 管理階層責任
4.4 能源規劃
4.5 實施與運作
4.6 檢查
4.7 管理階層審查



ISO50001管理系統基礎架構

 P 計畫：依據組織能源政策，實行能源審查並建立
基線、能源績效指標(EnPIs)、目標、標的及所需之
行動計畫， 以產生改善能源績效之結果；

 D 執行： 實施能源管理行動計畫；

 C 檢查： 針對組織能源政策及目標， 監測及量測
作業過程及關鍵特性， 以決定能源績效， 並報告
其結果；

 A 行動：採取措施以持續改善能源績效及能源管理
系統(EnMS)。



能源管理系統模式

能源政策

能源規劃

實施與運作

不符合、矯正、
矯正與預防措施

監測、量測
及分析

能源管理系統
內部稽核

檢 查

管理階層檢查

持續改善



能源績效概念展示

能源績效

能源使用

其他

能源消耗

能源密度

能源效率



能源規劃過程之基本概念

規劃輸入 能源審查 規劃輸出

過去與目前之
能源使用

影響重大能源使用之
相關變數
績效

能源基線
能源績效指標
目標
標的
行動計畫

C.鑑別改善能源績效
之機會

A.分析能源使用
與消耗

B.鑑別重大能源
使用與消耗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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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能源管理系統之特殊性

1. 能源管理系統效益

組織推動一次性的節能改善活動後，可能因為缺乏適當的管理機制，無法造成有效的節能效果；

但是，當組織建立能源管理系統後，可以透過PDCA的管理循環，引導組織持續改善節能績效，

降低能源使用成本。

一次性的節能改善活動 持續改善的能源管理系統

全面性檢視能源使用，具策略之節能規劃、持續提升能源
績效，增加企業競爭力。



P.10

1.3能源管理系統策略性節能方法

1. 能源管理系統效益

高層
支持

能源
審查

行動
計畫

設計

能源
採購

能力
訓練

重大
設備

EnPI

法規
鑑別

監督
量測

目標
設定

管理
審查

從法規鑑別找到改
善機會，改善績效
350萬元/年

完善的提案制度與
績效驗證規劃，提
案執行率 100 %

利用EnPI與EnB，簡
化管理，減少1人/日
之人力成本

從生命週期考量能源
成本，避免額外能源
成本71 萬元/年

103年節能目標31萬
度/年，實際規劃改
善績效338.6萬度/年、
節能率32.5 %。

從製程設計思考節
能空間，改善績效
980萬度/年

作業
管制

管制重大能源設備
及早預防異常發生，
避免能源浪費30萬
元/年

EnB
高層主管直接參與，
節能目標達成率
100 %

例

培訓專業能源管理
人員，提升人能訓
練密集度2次/每季

昶昕實業

例

例

例

例例
例

例

例

昱成光能

銀泰科技

昶昕實業

銀泰科技

銀泰科技

銀泰科技

昶昕實業昶昕實業

能源管理系統全面性節能
改善策略，並協助組織持
續性的改善能源績效。



P.11

1.5啟動智慧化管理，邁向工業4.0的第一步

1. 能源管理系統效益

選派適當能管人員

明訂分析監控系統收集之數據報表時間

各項相關變因及報表數據指標化

能源績效指標(EnPI)差異分析標準化

作為能源績效驗證佐證

能源監控系統平台建置後，最
怕的就是沒「人力」或沒「能
力」進行分析，能管系統可確
保平台穩定發揮效益。

利用ISO 50001加速廠商邁向工廠智慧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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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有效融入工廠既有制度與管理系統

1. 能源管理系統效益

二階文件

三階規範

四階表單

一階手冊

ISO 14001ISO 9001

角色、責任和職權
文件化
文件管制
作業管制
紀錄管制

監督與量測
內部稽核
管理審查

環境政策

法規與
其他要
求事項

品質政策

能源政策

能源審查
目標、標的與行動計畫

採購
設計

ISO 50001

訓練
溝通

環境考量面

目標、標的
與方案

與產品相關要求
事項之決定

產品實現
規劃

可完整與公司即有系統、
制度及文件進行整合，有
效降低運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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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政策法規要求

2.1 全民節電行動：規範產業能源大用戶節電目標

規定契約用電容量超過800瓩之法人與自然人每年「年度節電率」及
104~108年期間之「平均年節電率」皆應達1%以上。

 能源用戶依能源管理法第九條訂定之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以下簡稱執行計畫），其年度
節電率應達百分之一以上，未達百分之一且無正當理由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就該能源用戶所報
執行計畫，不予核定。

 能源用戶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至一百零八年之執行計畫，其平均年節電率應達百分之一以上。

 能源用戶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前一年度節電措施執行情形、年度節
電量、年度節電率及平均年節電率。能源用戶當年度平均年節電率未達百分之一者，應於次年
一月三十一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說明及改善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執行之；違反者，
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能源用戶依前點申報之資料，應併同能源用戶應申報使用能源之種類、數量、項目、效率、申
報期間及方式規定之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申報。

經濟部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日
發文字號：經能字第10304603580號
公告事項：訂定「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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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政策法規要求

2.2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溫管法）於今(104)年7月1日總統令公布施行，自此臺

灣正式邁入減碳新時代。本法是我國第一部明確授權政府因應氣候變遷的法律，明定我國西元
2050年長期減量目標及以五年為一期的階段管制目標，並搭配具經濟誘因的管理措施，逐步建立
從免費核配到有價配售的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未來將以減緩、調適及綠色成長3大主軸，推動臺
灣因應氣候變遷的具體作為。

超額排放之
罰鍰規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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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始作業

能源規劃/審查

Step 1

Step 2

管理系統文件建置

Step 3

稽核/審查

運作管理與紀錄

Step 5

Step 4

啟始會議
•高層承諾/籌組推動團隊

能源審查
能源基線
建置

設定目標/標的
與行動方案

溝通

訂定
能源政策

法規鑑別

監督、量測
與分析

建立管理
系統文件

能源績效
指標建置

前置作業

管理階層
審查

外部稽核
與矯正

內部稽核

P

D

C

A
邁向永續

3. ISO 50001輔導流程



前置作業
 確定能源管理系統輔導方式與注意事項

 討論輔導期程與能源管理團隊成員名單

啟始會議
 邀請廠內高階主管公開承諾支持能源管理系
統之運作，凝聚廠內共識

 協助廠商成立能源管理團隊

管理代表/廠長

執行秘書/廠務主管 內稽小組(跨部門)

廠
務
單
位

生
產
部
門

設
計
部
門

採
購
部
門

總
務
部
門

最高管理階層/總經理

文
管
中
心

輔助部門重點部門

訂定能源政策
 可能是一個簡短的聲明，使組織的
成員容易理解並適用於其工作活動

 能源政策可與環境、職安衛政策結
合，但應包含標準要求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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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始作業

Step 1



法規總類 能源管理 登錄日期

EN001 能源管理法 980708 ●

EN002 能源管理法施行細則 910828 ●

EN003

修正「能源供應事業及能源用戶達應辦理能源管理法規

定事項之能源供應數量、使用數量基準及應儲存之安全

存量」

951005 ● ●

EN004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產業辦理溫室氣體確證及查證補助作

業要點
990326 ● ●

EN005
訂定「能源用戶應申報使用能源之種類、數量、項目、

效率、申報期間及方式」
990108 ●

EN006 電業法 960321 ● ●

EN007 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規則 980106 ● ●

EN008 電源不足時期限制用電辦法 951229 ● ●

EN009 電業供電電壓週率標準 721110 ● ●

EN010 變電所裝置規則 930728 ● ●

能源管理法規及其他要求事項登錄鑑別表

年    月    日

法規編號 法規名稱 最新公告日期 登錄
不登錄

(參考)
不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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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鑑別輔導流程與應用工具

建立法規蒐集來源
(國際/國家法規、協議)
定期搜尋法規

建立能源法規清單
鑑別適用性法規

評估法規之符合性
符合性評估紀錄

能源管理不單追求
節能省錢，更是要
合理化的使用

法規編號： EN001 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說明 符合性評估 現況說明 負責單位 備 註

1

為加強管理能源，促進能源合理及有效使用，特制定本法。

中央主管機關為確保全國能源供應穩定及安全，考量環境衝擊及兼顧經濟發展，應擬訂能源發展綱領，

報行政院核定施行。

定義

2

本法所稱能源如左：

一、石油及其產品。

二、煤炭及其產品。

三、天然氣。

四、核子燃料。

五、電能。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能源者。

定義

3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定義

4 本法所稱能源供應事業，係指經營能源輸入、輸出、生產、運送、儲存、銷售等業務之事業。 定義

5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預算法之規定，設置能源研究發展特種基金，訂定計畫，加強能源之研究發展工作。

前項基金之用途範圍如左：

一、能源開發技術之研究發展及替代能源之研究。

二、能源合理有效使用及節約技術、方法之研究發展。

三、能源經濟分析及其情報資料之蒐集。

四、能源規劃及技術等專業人員之培訓。

五、其他經核定之支出。

法人或個人為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研究，具有實用價值者，得予獎勵或補助。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將能源研究發展計畫及基金運用成效，專案報告立法院。

定義

能源管理法

能源管理法規及其他要求事項登錄鑑別表

由綠基會彙整60項
能源相關法規提供
廠商鑑別應用

Step1.
鑑別登入

Step2.
符合性評估

能源規劃/審查

St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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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審查區域

審查人員分工

能源使用鑑別

能源耗用評估

重大性因子選擇

重大能源使用評估

提出改善方案

管理階層審核

確認範圍

先期準備

分析能耗

鑑別重大
能源使用

鑑別改善
績效機會

 能源審查輔導流程與應用工具

盤查區域、設備名稱、數量、使用時數與年度電力耗用量
回首頁

表單編號:

系統建置範圍

系統邊界描述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能源類別使用量 單位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燃料油 公秉

92/95無鉛汽油 公秉

柴油 公秉

液化石油氣(LPG) 公噸

天然氣 千立方公尺

電力 千度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DIV/0!

○○○產品產量(公噸/年)

○○○○股份有限公司○○廠---工廠基本資料表

單位名稱：                      填表人：                 單位主管審核：　

產品類別

用電量(kWh)/○○產品(公噸/年)

○○○產品產量(公噸/年)

備註：產品類別之產值及產量數字來源可參考生產年報或相關經查證數字(如盤查、碳足跡或CSR)

備註：能源使用類別可參考生產年報或相關能源查核或溫室氣體查證資料

EPI指標

總熱值(Mkcal)/○○產品(公噸/年)

天然氣(立方公尺)/○○產品(公噸/年)

回首頁 自動計算 自動計算 自動計算 自動計算

消耗功率 設備數量 負載率 設備耗電 運轉時數 設備年份 使用年數 設備耗電量 耗能佔比
提升能源

效率

改善執行

難易度

(kW/台) (台) (%) (kW) (hr/年) (年) (年) (kWh/年) (%) (%) (分)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0 2014 -                      #DIV/0!

設備

部門
設備名稱 設備編號 型式

使用能

源種類

鑑別因子 佔比

設備耗電量 30%

提升能源效率 20%

設備老舊度 10%

改善執行難易度 10%

設備運轉度 30%

總計 100%

評估是否屬
重大能源使用

能源規劃/審查

St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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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基線建置輔導流程與應用工具

找出對應之能源使用
與其關鍵因子

蒐集相關數據

建立能源基線

分析相關性

決定各層級績效指標

評估能源績效指標
相對基線之變化

設計重點

年度 月份
溫度

(℃)

產量

(ton)

實際用油量

(kL)

能源基線

(比較基準)
差異分析

EnPI

(實際)

EnPI(修正後)

(比較基準)

2012 1 16.6       196,991 42.8             40.97               4.3% 0.217 0.208

2012 2 16.7       324,115 38.8             40.79               -5.1% 0.120 0.126

2012 3 19.7       493,311 36.8             38.00               -3.3% 0.075 0.077

2012 4 24.6       253,677 33.6             33.83               -0.7% 0.132 0.133

2012 5 26.9       230,392 34.1             31.81               6.7% 0.148 0.138

2012 6 27.8       320,900 29.1             30.94               -6.3% 0.091 0.096

2012 7 29.1       501,098 29.2             29.65               -1.6% 0.058 0.059

2012 8 28.0       629,117 29.6             30.54               -3.2% 0.047 0.049

2012 9 27.6       501,559 30.5             30.98               -1.6% 0.061 0.062

2012 10 24.9       694,172 35.4             33.24               6.1% 0.051 0.048

2012 11 22.3       708,404 36.8             35.54               3.4% 0.052 0.050

2012 12 18.4       817,736 38.5             38.92               -1.1% 0.047 0.048

2013 1 16.9       744,223              43.9 40.30               8.2% 0.059 0.054

2013 2 19.4       634,265              39.2 38.16               2.6% 0.062 0.060

2013 3 21.0       797,696              40.7 36.62               10.0% 0.051 0.046

2013 4 22.2       707,911              37.3 35.62               4.5% 0.053 0.050

2013 5 26.4       802,706              34.6 31.83               8.0% 0.043 0.040

2013 6 28.8       888,753              30.7 29.63               3.5% 0.035 0.033

2013 7 28.1       789,134              30.8 30.33               1.5% 0.039 0.038

2013 8 28.2       805,525              34.4 30.23               12.1% 0.043 0.038

2013 9 27.8       764,096              33.8 30.61               9.4% 0.044 0.040

2013 10

2013 11

2013 12

EnPI = L / ton

實際之EnPI比預測之EnPI高，
調查後發現，廠內之鍋爐之
設備故障，故雖然有執行節
能改善，但EnPI仍然較預測
值高!!!

能源規劃/審查

St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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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績效建置輔導與應用工具(參考例)

1.彙整企業可應用之能源績效指標，並可視廠商現況調整
2.將結合工廠現有且適用之生產管理指標，以利管理與現場應用
3.採分階設計，包括整體性、區域性與管理性，並標示其計算方式、監測參數與頻率
4.分為資料填寫區與績效指標分析區，績效指標分析區可自動計算與彙整，易於管理

關鍵應用

指標類型 指標項目 計算方式 監測參數 監測頻率

整體性指標
單位產品
耗能指標

以公司整體為標的，計算方
法為公司耗能量/產品產量，
單位為kLOE/產品單位

每月耗電量
每月天然氣消耗量
每月產品總產量

每月

區域性指標
製程區域
消耗指標

透過製程電力耗用量與關鍵
參數之蒐集，以回歸分析方
式建立能源基線，作為後續
年度比較之參考值

每月之製程區用電
(產品)產量

每月

管理性指標
年度全員
節能教育
訓練時數

為落實全員教育，達到全員
節能之目標，每年將安排__
小時之節能教育訓練

全員年度教育訓練
時數

每年

能源規劃/審查

St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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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目標/標的與行動方案
 建立目標、標的、行動計畫一覽表，並予以妥善紀錄與監控

能源政策

績效追蹤

目標 標的 行動計畫

管理系統文件建置

Step 3



二階文件

三階規範

四階表單

一階手冊

ISO 14001ISO 9001

角色、責任和職權
文件化
文件管制
作業管制
紀錄管制

監督與量測
內部稽核
管理審查

環境政策

法規與
其他要
求事項

品質政策

能源政策

能源審查
目標、標的與行動計畫

採購
設計

ISO 50001

訓練
溝通

環境考量面

目標、標的
與方案

與產品相關要求
事項之決定

產品實現
規劃

P.22

協助釐清彙整公司即
有系統文件

管理系統文件建置

Step 3



ISO50001條文要項 OO股份有限公司程序書(範例)

條文 要項名稱
ISO-50001

新建程序
沿用ISO-9001/ISO-

14001程序

4.1 一般要求

－
CWP-GM-100 環境

管理手冊

4.2 管理責任

4.2.1 最高管理階層

4.2.2 管理代表

4.3 能源政策

4.4.2
法規要求與其
它要求事項

－
CWP-GMD-102 法
規與要求鑑定管理
程序

4.4.3 能源審查
能源審查作業管理
程序

－

4.4.4 能源基線 能源基線及績效指
標管理作業管理程
序

－

4.4.5 能源績效指標 －

4.4.6
能源目標、標
的與行動計畫

－

CWP-GMD-103 環
境目標與標的管制
程序

CWP-GMD-104  

環境方案管理程序

4.5.2
能力、訓練與
認知

－
CWP-PER-101 教
育訓練程序

4.5.3 溝通 －
CWP-PER-102 溝
通管理程序

4.5.4 文件化
－ 併入環境管理手冊

4.5.4.1 文件化要求

ISO50001條文要項 OO股份有限公司程序書(範例)

條文 要項名稱
ISO-50001

新建程序
沿用ISO-9001/ISO-

14001程序

4.5.4.2文件管制 －
CWP-DCC-104 文
件及資料管理程序

4.5.5 作業管制
重大能源使用設
備作業管制程序

－

4.5.6 設計

－
CWP-PUR-102 採
購管理程序4.5.7

能源服務、產
品、設備及能
源的採購

4.6.1
監督、量測與
分析

能源管理監督、
量測及分析作業
程序

－

4.6.2
法規/其它要求
之守規性評估

－
併入CWP-GMD-

102 法規與要求鑑
定管理程序

4.6.3
能源管理系統
內部稽核

－
CWP-QSE-103 內
部稽核程序

4.6.4

不符合、矯正、
矯正與預防措
施

－
CWP-GMD-106 環
境矯正與預防措施
程序

4.6.5 紀錄管制 －
CWP-DCC-102 記
錄管制程序

4.7.2
管理階層審查
輸入

－
CWP-QSE-102 管
理審查程序

4.7.3
管理階層審查
輸出

建構能源管理系統程序文件

-系統整合 新建4份、整併1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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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
協助廠商建立溝通程序，包括：

 監督、量測與分析
 協助廠商建立監督、量測與分析程序

內
外
部
溝
通

能
源
考
量

全體人員了解公司能源政策
相關權責人員理解自己於系
統中扮演之角色

現場人員理解相關作業標準
，並加以執行及記錄

定期檢討能源法規符合性
定期推動能源審查
定期檢討改善方案進度
於產品設計、設備採購端考量
能源績效

•定義及實施適
合組織規模及
複雜程度的量
測計畫

•定義並週期性地
審查量測需求

•確保量測設備具
準確性與再現性

•調查及反應能
源績效的重大
偏差狀況

量測計畫 量測需求 調查及反應績效偏差

協助建置重大能源使用
設備監督與量測計畫

運作管理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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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外部稽核
 協助組織培育內部稽核員，並完成內部稽核

 協助修正內部／外部稽核過程之相關缺失

 管理階層審查
 協助召開能源管理審查會議，檢討系統運作情形與績效，並

評估系統運作是否有需要改善之狀況

管理階層審查會議

輸入 輸出

• 審查能源政策
• 審查能源績效與指標
• 能源目標與標的的達成
• 預計下一期的能源績效
• …

• 變更組織能源績效
• 變更能源政策
• 變更能源績效指標
• 變更資源分配
• …

稽核/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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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受輔導工廠具備永續推動能源管理系統之內化能力

能源管理法規簡介

節約能源技術與案例能源管理系統實務 能源管理系統運作

能源審查執行方法、能
源基線與績效指標概念

能源管理系統實施與運
作實務

節能技術簡介與案例分享

節能專案量測與驗證

能源績效指標簡介

能源管理系統標準導讀

能源管理規劃實務

能源管理內部稽核實務

種子人員訓練課程規劃

依ISO 50001國際標準，規劃並提供節能技術訓練課程至少3場次。

 能源管理系統種子教育訓練

P.26



1.能源管理組織架構(範例)

P.27

最高管理階層
廠長

管理代表
協理

能管執行秘書
廠務部經理

稽核部

文
管
中
心

委
員

能
管
專
員

採
購
部

委
員

能
管
專
員

生
產
技
術
部

委
員

能
管
專
員

管
理
部

委
員

能
管
專
員

品
保
部

委
員

能
管
專
員

廠
務
部

委
員

能
管
專
員

4. 能源管理團隊組織架構



2.能源管理組織分工－最高管理階層

 工作任務

提供能源管理系統所需之人力、物力、財力、技術等必要配合。

指派及授權能源管理代表。

審查能源管理目標、標的及行動計畫之推進狀況及達成情形。

主持能源管理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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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源管理組織分工－管理代表

 工作任務

確認能源管理系統各項要求係根據ISO 50001標準建立、實施及

維持。

研擬及宣達能源政策。

訂定重大能源使用設備評估基準。

核定重大能源使用設備，並決定改善能源績效之優先順序。

核准能源管理目標、標的及行動計畫。

協調部門間分工合作。

定期召開能源管理會議，檢討能源管理系統運作情形。

定期向主任委員報告能源管理績效，做為改進能源管理系統之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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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源管理組織分工－執行秘書

 工作任務

協助能源管理代表推動能源管理相關事務。

辨識、登錄及管理全公司應遵守的能源管理法規。

審查重大能源使用設備之評估結果。

登錄重大能源使用設備項目及改善能源績效之優先順序。

彙整及管理全公司能源管理目標、標的及行動計畫。

管理及維護能源管理作業管制文件及相關記錄。

巡查各部門實施能源管理作業管制情形，並對不符合事項提出

矯正與預防措施要求改善。

追蹤及審查各部門實施能源管理矯正與預防措施之改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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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源管理組織分工－委員

 工作任務

協助審議及宣達能源政策。

決議重大能源使用設備評估基準，並決定改善能源績效之優先

順序。

審核該部門之能源管理目標、標的及行動計畫。

處理及管理該部門之能源管理溝通事宜。

出席能源管理審查會議。

報告該部門落實能源目標及標的之達成績效。

依管理審查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指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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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能源管理組織分工

 負責能源相關法規鑑別登錄部門：

 負責組織規劃訓練部門：

 負責組織設備採購與設計部門：

 負責組織設備管理與保養部門：

 負責組織文件發行與管理部門：

 負責組織內外部溝通之部門：

 負責組織能源使用管理與規劃之部門：

 負責組織內部稽核之部門：

 提供資源(人力與經費)與決策之高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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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站

 http://proj.tgpf.org.tw/ghg/page9-10-13.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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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討論與聯絡方式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陳榮樂

(02)29110688-732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