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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業調查範疇 

  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之行業標準分類代碼為 7112 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

問業。定義為從事新淨潔能源、節約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或抑制移轉

尖峰用電負載之設備、系統及工程之規劃、可行性研究、設計、製造、安

裝、施工、維護、檢測、代操作、相關軟硬體構建及其相關技術服務之行

業。 

  業務範圍含括能源的買賣、供應及管理、節能改善工程

(RetrofitEngineering) 的工程施作、節能效益保證工程統包合約

(PerformanceContract)的統包承攬、公用設施的設備運轉維護與管理、

節約能源診斷與顧問諮詢等各業者。 

(二) 產業發展趨勢 

1. 產業成長動能佳：雖受到能源價格持續下降，降低 ESCO 市場需求，但隨

節能減碳政策引導，產業產值由 103 年新臺幣 110 億元微幅成長至 104

年新臺幣 117億元，未來於「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

「節能績效保證示範推廣補助計畫」及「耗能產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

率規定」等政策引導下，預估產業動能將持續成長。 

2. 產業體質逐步強化：ESCO 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節能減碳已為普世價值，

國內知名企業逐步投入(如中華電信、大同公司等)，資本額超過新臺幣 1

億元之企業占比由 102年 30%提升至 104 年 38%。 

3. 能源監控技術為未來發展核心技術：隨雲端技術成熟及台灣電力公司先進

讀表基礎建設(AdvancedMeteringInfrastructure；AMI)逐漸普及，能源

用戶對於後端能源管理需求量提升，約半數 ESCO 業者擁有能源監控管理

系統技術。 

4. 金融機構逐漸熟悉產業：台新銀行、台北富邦銀行等逐漸願意以專案概念

融資予業者。另中租迪和及華開租賃公司均與 ESCO 合作直接承攬 ESCO

專案，解決產業自有資金不足問題。 

(三) 人才量化供需推估 

  以下為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人才供需推估結果，惟供給面推估受到統計

資料的侷限，僅提供未來該產業相關科系畢業生「潛在」可供給人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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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個人能力狀況、產業環境等影響人才投入因素一併納入計算，爰於進

行供需比較分析時，應審慎解讀。詳細的推估假設與方法，請參閱報告書。 

單位：人 

景氣 
情勢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樂觀 380 

408 

440 

400 

500 

391 持平 360 415 475 

保守 345 400 455 

註：持平=依據人均產值計算；樂觀=持平推估人數*1.05；保守=持平推估人數*0.95。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5)，「104 年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人才供需研究」。 

(四) 人才質性需求調查 

  以下摘述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結果，詳細之各職類人

才需求條件彙總如下表： 

1. 能源技術服務產業所需之人才類型包括：能源診斷工程師、節能績效量測

與驗證工程師。 

2. 在基本學歷要求方面，以大專學歷為主；科系背景要求方面，則以機械工

程、冷凍空調、電資工程、環境工程、營建工程、化學工程、工業工程及

工程管理等工程學門為主要需求。 

3. 根據調查結果，有 46.7%之業者表示因應後續市場擴張，出現人才招募需

求，其中高達 58%之業者表示，因專業技能符合之人選過少，導致人才招

募困難。 

4. 依據量化推估結果顯示，未來 105-107 年人才供需趨於均衡，惟業者亦反

應存在人才能力無法滿足產業需求的問題，其主要原因分述如下: 

(1) 人才能力不足:產業業務執行中「績效量測與驗證」非學校一般性課程，

應屆畢業生無法滿足產業需求，僅能透過在職教育或相關專案承攬中

提升相關本質學能。 

(2) 人才辨識困難:產業缺乏人才認證機制，致使業者無法辨識相關人才，

導致人才聘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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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 

人才職類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能 源 診 斷

工程師 

 

對既有或新設建物之能

源系統，進行提升能源

效率之改善規劃評估，

進而提出可行改善方案

及專案管理之工作 

大專/ 

機械工程學類(5202) 

冷凍空調工程學類(5299) 

電資工程學類(5201) 

環境工程學類(5209) 

營建工程學類(5203) 

化學工程學類(5204) 

工業工程學類(5206) 

工程管理學類(5213) 

1. 節能診斷技術 

2. 能源系統規劃 

3. 專案管理能力 

4. 節能效益驗證 

5. 工程評估能力 

2-5 年 易 無 -- 

節 能 績 效

量 測 與 驗

證工程師 

於節能改善專案執行過

程中，具備改善前後基

準線建立及節能績效驗

證專業能力之人員 

大專/ 

機械工程學類(5202) 

冷凍空調工程學類(5299) 

電資工程學類(5201) 

環境工程學類(5209) 

營建工程學類(5203) 

化學工程學類(5204) 

工業工程學類(5206) 

工程管理學類(5213) 

1. 節能診斷技術 

2. 量測驗證技術 

3. 專案管理能力 

4. 儀器裝置運用 

5. 數據收集分析 

2 年 

以下 
易 無 -- 

註：(1)上表代碼分別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職業標準分類」及教育部「學科標準分類」填列。 

  (2)本表基本學歷分為高中以下、大專、碩士以上；工作年資分為無經驗、2 年以下、2-5 年、5 年以上。 

  (3)職能基準級別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iCAP平台，填寫已完成職能基準訂定之職類基準級別，俾了解人才能力需求

層級。「--」表示其職類尚未訂定職能基準或已訂定職能基準但尚未研析其級別。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5)，「104 年能源技術服務產業人才供需研究」。 

(五) 調查結果政策意涵 

  以下為各業管機關就其調查推估結果，所綜整出的人才問題及其相關

因應對策。 

人才議題 因應對策 

人才能力不足  在職人才培訓：結合公協會或專業訓練團體，依產業需求(如量測與驗證、先期診

斷等專長)，以在職教育模式辦理教育訓練。 

 在校人才培訓：結合大專院校(如龍華科技大學)以選修課程模式，納入學校正式課

程，辦理在校人才培訓，以彌補學用之落差。 

人才辨識困難  研擬能源技術服務業相關職能基準：運用職能基準可對於專業職業所需技能作明

規範，降低人才能力辨識困難度。 

 推動能源技術服務業產業人才認證：運用專業人才認證，提供業界人才選、任、

育、用、留之參考方向。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