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管理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修法說明 

110.2.5 



修法目的與方向 壹. 

草案修正重點 貳. 

參. 草案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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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修法目的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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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目的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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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緣由與方向 
1.鑑於能源轉型政策的推動，除供給面低碳能源
結構轉型外，透過需求面管理、提升能源效率
亦為重點推動方向，爰推動《能源管理法》修
法工作。 

2.朝向有助強化節約能源相關措施進行修正，另
配合電業法修正後之電業分工修正本法之適用
對象。 

能源管理法之立法目的 
依《能源管理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為加強管理
能源，並促進能源合理及有效使用，特制定本法。 



貳. 草案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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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能源銷
售統計資料 

增納地方政
府管理角色 

加重違反能
管法之處罰 

調整能源先
期管理方式 

1 2 

3 4 

敦促業者/用戶遵守能源
管理法規定 

有助能源使用資料之分
析應用，精進節能措施 

賦予地方政府參與節能
推動法源 

符合未來電力系統型態、
強化能源先期管理效益 

強化節能措施 

修正適用
對象 

配合電業法之
電業分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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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修正重點 



參. 草案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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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能源銷售統計資料 

一、增訂能源供應事業應公開能源銷售統計資料，
並配合增訂罰則(§6-1、§21) 

現行情況 修正方向 

能源供應事業依
法申報經營資料 

增訂「能源供應事業
應配合主管機關公開
能源銷售統計資料」 

• 未包含能源使用
端之資料 

• 賦予公開能源使用端資
料之法源依據 

• 透過統計方式進行去識
別化 

效益 

使大眾瞭解能源使
用端資訊，並可用
以強化能源管理分
析及評估，促進節
能措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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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違反能管法之處罰 

二、依違反情節輕重調整罰緩金額範圍、增訂得公布
廠商名稱、加倍處罰修正為按次處罰 (§20~§25) 

現行情況 修正方向 

罰則最後一次修
正為民國98年 

• 考量時空變遷，
部分違法態樣及
對應之罰鍰金額
已不合現況 

效益 

1.調整罰緩金額 

2.增訂得公布廠商名稱 

3.調整為按次處罰  

• 重新歸整違法態樣，並調高罰鍰金額
上限或範圍及增訂得公布廠商名稱 

1.使罰緩金額符合現況，
同時調高金額上限/範
圍，可增加裁罰彈性
及促使業者/用戶遵守 

2.增訂得公布廠商名稱，
可透過社會責任壓力，
敦促業者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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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違法態樣 原處罰 修正後 

§20 • 能源調節限制與禁止規定 1.5~15
萬 15~75萬 

§21 

• 未申報經營資料 
• 設置或委託能管人員 
• 大用戶未申報或申報不實 
• 未標示設備能效或標示不實 
• 陳列或銷售未依法標示能效之設備 

2~10萬 
 

2~50萬 
+ 

得公布廠
商名稱 

§22 • 未設置儲能設備或安全存量 15~60萬 15~75萬 

§24 

• 大用戶查核制度、節能目標與計畫 
• 未設置汽電共生 
• 進口或販售不符MEPS規定之設備 
• 大型投資/不符核准之能源數量、效率或種類 
• 規避或拒絕檢查 
• 違反委託專業機構或技師管理辦法 

3~15萬 
 

10~50萬 
+ 

得公布廠
商名稱 

§25 • 未經核准新設或擴建 10~50萬 



增納地方政府管理角色 

三、將地方政府納入可執行能管法有關能源用戶查核
作業(§19-1) 

現行情況 修正方向 

本法規定之有關用能設備、器
具、車輛等實施後市場稽查，
現行為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事項 

授權地方政府配合執行本法
有關用能設備、器具、車輛
等之後市場稽查事項 

• 107~109年新節電運動，已培
養地方政府建置能源治理能力 

• 進一步擴大授權地方政府推動
節能權限，中央地方共同努力 效益 

擴大地方政府參與節約
能源措施推動之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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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納地方政府可進行後市場
稽查之能源管理角色 



調整能源先期管理方式 

四、調整能源先期管理方式(§15-1、§16) 

現行情況 修正方向 

大型投資生產計畫應製作能源
使用說明書，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後始得新設或擴建 

• 依原規定，審查項目為能源用戶之使
用數量、種類、效率及區位 

• 能源供應系統已轉為分散式及電業自
由化，電力分區規劃已無必要性，且
區域範疇及供電容量不易界定，難以
作為區位、種類及數量之評估基準 

• 能源使用說明書之審核轉送程序略屬
繁複 

調整能源先期管理方式： 
1.刪除分區管理規定，並調整種類與
數量審查方式 
(1)種類符合能源轉型政策 
(2)數量符合合理使用 

2.刪除「審核轉送程序」 

效益 

1.調整後方式符合能源轉型方向
及未來電力系統型態 

2.落實種類與數量審查，提升能
源使用效率、兼顧經濟發展，
以強化能源先期管理效能 

3.刪除轉送程序可提升行政效能
及簡政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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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電業法修正本法適用對象 

現行情況 修正方向 

本法§5-1(能源基金徵收對象)、
§10(汽電共生餘電收購)、
§18(中央空調系統實施差別費
率)之適用對象為「綜合電業」 

依電業分工後特性，配合修
正本法相關條文之適用對象 

• 原係指同時經營發、輸配、售電
業之台電公司 

• 依106年電業法修正通過，台電
公司將進行專業分工 

五、配合電業法修正後電業分工，修正有關電業適用
對象(§5-1、§10、§18) 

• §10(汽電共生餘電收購)，以及
§18(中央空調系統實施差別費率)
之適用對象，修正為公用售電業 

• §5-1(能源基金徵收對象)之適用
對象，修正為「依電業法規定售
電予用戶之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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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配合修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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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整能源設備/器具效率公告事項 (§14) 

現行情況 

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之種類、容許
耗用能源基準與其檢查方式、能源
耗用量及其效率之標示事項、方法、
檢查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 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截至109年底已訂
定29項產品最低容許耗用能源規定、
17項產品應標示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 

• 因數量龐大，宜因應各種不同能源設
備或器具產品特性，分予訂定合宜之
管理措施 

修正方向 

增修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效益 

增修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
主管機關可依不同能源設
備或器具產品特性，公告
相關提升能效管理規定，
強化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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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配合修正(2/2) 

現行情況 修正方向 

七、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29) 

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 施行細則未涉及跨部會協調
事項，依現行法制作業無須
報行政院核定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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