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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茂公司簡介

廠商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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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額：97億元

員工數：5,570人(3,494)

主要產品：IC封裝與測試

內銷：70.94%，外銷：29.06%

在半導體製造產業中，包含DRAM製造、整合元件廠
(IDM)、晶圓代工或是封裝廠，均是屬於高技術與高資本
密集的產業。

半導體產業具高波動性與高風險，由於電子產品價格變動
激烈，因此廠商生產成本若無法快速降低，將造成營收獲
利的高波動性。

產業特性

南
茂
科
技

管
理
系
統
推
動
歷
程



二、能源管理系統推動成果(1/2)

南茂科技(股)公司接受工業局協助，依據ISO 50001國際標準通過驗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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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施節能技術診斷

8. 種子人員教育訓練6.建立能源目標、
標的及行動計畫

1.成立能源管理團隊 5.建立能源基線與
績效指標

7.建立程序文件及
設備操作規範

2.召開啟始會議

9.辦理內部稽核 10.通過ISO 50001
國際驗證

3.能源審查

台南廠-台南市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南科七路五號

台南二廠-台南市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南科七路三號



二、能源管理系統推動成果(2/2)

 103-105年迄今節能成果(已完成22項改善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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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量：2,328.1 kLOE/年

節省經費：3,009.2 萬元/年

總投資金額：3,550.4 萬元

平均回收年限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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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那些年我們一起推動的ISO 50001(1/6)

高層大力支持，能源管理組織團隊各司其職，發揮最大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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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統總召集人

能源管理系統專案負責人

能源管理系統執行小組

環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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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統建置人力表

類別 工作內容

總召集 橫向協調各執行部門

能管小組
成立能管小組

主要負責系統建置

設備部門
製造部門
製程部門
品管部門
倉儲部門
採購部門
總務部門
實驗室

ITM

確認公司內各系統資訊

提供公司內相關設備資訊

環安部門 程序文件提供及彙整



三、那些年我們一起推動的ISO 50001(2/6)

整合公司各管理系統，加速系統推動，表單不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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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公司各管理系統之程序文件，規劃合併項目
條文 條文摘要 ISO 50001 ISO 14001 ISO 9001

4.1 能源管理系統要求

能源管理手冊4.2.1 管理責任 - 概述

4.2.2 角色,責任及權責

4.3 能源政策

4.4 能源規劃
能資源及溫室
氣體管理程序
書

4.4.2 法規及其他要求
法規與其他要求
鑑定管理程序書
法規一覽表(附錄)

4.4.3 能源審查
能源鑑別審查
作業指導書

4.4.4 能源基線

4.4.5 能源績效指標

4.4.6
目標、標的及行動
計劃

目標標的及方案
管理程序書

4.5.1 實施與運作 - 概述能源管理手冊

4.5.2 能力、訓練與認知
環安衛教育訓練
作業指導書

4.5.3 溝通 溝通管理程序書

4.5.4 文件化
能源管理手冊

4.5.4.1 文件化要求

4.5.4.2 文件管制

技術資料管
理程序書
外部文件管
理程序書

條文 條文摘要 ISO 50001 ISO 14001 ISO 9001

4.5.5 作業管制

廠務作業管理程序書

能資源及溫室氣體管
理程序書
台南廠冰水系統設備
操作保養作業指導書
台南廠空調系統設備
操作保養作業指導書

4.5.6 設計
能源設計、採購與變
更作業指導書

4.5.7
能源服務、產品、
設備與能源之採購

能源設計、採購與變
更作業指導書

採購管理程
序書

4.6 檢查

4.6.1 監督、量測與分析 廠務作業管理程序書
環安衛監督量測績效
管理程序書

4.6.2
法規/其他要求事項
之守規性評估

法規與其他要求鑑定
管理程序書

法規一覽表(附錄)

4.6.3
能源管理系統內部
稽核

能資源及溫室氣體管
理程序書

4.6.4
不符合、矯正、矯
正與預防措施

不符合事項措施管理
程序書

4.6.5 紀錄管制
紀錄管理程
序書

4.7 管理階層審查
能源管理手冊4.7.1 管理審查之投入

4.7.2 管理審查產出



三、那些年我們一起推動的ISO 50001(3/6)

程序文件管理電子化，有效利用人力與強化文件管理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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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電子系統管理複雜之文件，有效利用人力

<文件系統管制畫面>法規守規性評估畫面



三、那些年我們一起推動的ISO 50001(4/6)

全廠分工能源審查、提升數據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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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能源使用設備管制方法

能耗 級距 時間 級距 變數 級距
使用

年限
級距

製程 TA/1F 空調機房 2 空壓機 213507158.5 10 730 9 2 5 3.3 2 86 高 1 3 3 1 1 5 3 3 3 5 28 N

製程 TA/1F 空調機房 3 空壓機 189784140.9 10 730 9 2 5 12.8 5 89 高 1 3 3 1 1 5 3 3 3 3 26 N

製程 TA/1F 空調機房 4 空壓機 189784140.9 10 730 9 2 5 11.3 4 88 高 3 3 3 1 3 5 3 3 5 3 32 Y

製程 TA/1F 空調機房 5 空壓機 213507158.5 10 730 9 2 5 7.8 3 87 高 3 3 3 1 3 5 3 3 5 3 32 Y

製程 TA/1F 空調機房 6 空壓機 213507158.5 10 730 9 2 5 7.8 3 87 高 3 3 3 1 3 5 3 3 5 3 32 Y

空調 TA1F 空調機房 CH-1 冰水主機(1250RT) 246719383.1 10 730 9 2.7 6 18.6 7 96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空調 TA1F 空調機房 CH-2 冰水主機(1250RT) 246719383.1 10 730 9 2.7 6 18.6 7 96 高 3 3 3 1 3 3 3 3 3 5 30 N

空調 TA1F 空調機房 CH-3 冰水主機(1250RT) 238495403.7 10 730 9 2.7 6 12.6 5 94 高 3 3 3 1 3 5 3 3 3 3 30 N

空調 TA1F 空調機房 CH-4 冰水主機(1250RT) 238495403.7 10 730 9 2.7 6 9.6 4 93 高 5 3 3 1 3 1 3 3 3 3 28 N

空調 TA棟2F 2F 1K C/R AHU 2-01-1 空調箱 17713186.5 5 730 9 2.6 6 18.6 7 71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空調 TA棟2F 2F 1K C/R AHU 2-01-2 空調箱 17713186.5 5 730 9 2.6 6 18.6 7 71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空調 TA棟2F 2F 1K C/R AHU 2-01-3 空調箱 17713186.5 5 730 9 2.6 6 18.6 7 71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製程 TB/1F 空調機房 1 空壓機 181598367.9 10 730 9 1.9 4 7.9 3 82.0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製程 TB/1F 空調機房 2 空壓機 181598367.9 10 730 9 1.9 4 7.8 3 82.0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製程 TB/1F 空調機房 3 空壓機 181598367.9 10 730 9 1.9 4 7.0 3 82.0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製程 TB/1F 空調機房 4 空壓機 181598367.9 10 730 9 1.9 4 3.8 2 81.0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空調 TB1F 空調機房 CH-1 冰水主機(1250RT) 219801283.8 10 730 9 2.2 5 8.6 3 87.0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空調 TB1F 空調機房 CH-2 冰水主機(1250RT) 219801283.8 10 730 9 2.2 5 8.6 3 87.0 高 3 3 3 1 3 5 3 3 5 3 32 Y

空調 TB1F 空調機房 CH-3 冰水主機(1250RT) 219801283.8 10 730 9 2.2 5 8.6 3 87.0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空調 TB1F 空調機房 CH-4 冰水主機(1250RT) 216034799.1 10 730 9 2.2 5 4.6 2 86.0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空調 TC B1F 空調機房 CH-1 冰水主機 20040349.2 6 730.0 9 2.5 6 12.3 5 74.0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空調 TC B1F 空調機房 CH-2 冰水主機 35404616.9 9 730.0 9 2.5 6 12.3 5 89.0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空調 TC B1F 空調機房 CH-3 冰水主機 42530074.4 10 730.0 9 2.5 6 12.3 5 94.0 高 3 3 3 1 3 3 3 3 3 3 28 N

區域/作業名稱 區域/設備名稱 重大能源顯著性判別

重大能

源顯著

性得分

重大能

源顯著

性評等

相關變數(C) 使用年限(D)能耗(A) 使用時間(B)

類別
位置(棟別/

樓層)
站別 設備編號 動力(設備)名稱

列入

能源

改善

標的

需要

原廠

技術

支援

需要

專家

評估

改善

影響

日常

進度

管控

法規

客戶

要求

資格

訓練

要求

可行性因素評估

列入

專案

改善

中

自有

技術

能力

主導

性

節能

操作

規範

財務

面負

擔層

面評

估

可行

性因

素評

估總

和

需要

專用

儀表

監控

彙
整
工
廠
能
源
使
用
設
備

鑑
別
重
大
能
源
使
用

重大能源使用設備

 冰水系統

 空壓系統

依各產線別、各單位別分開鑑別出所屬

之重大能源使用設備，並各別提出改善

行動計畫，擴大改善效益。

1) 提出改善行動計畫

2) 強化操作指導書(SOP)

3) 強化操作人員教育訓練

4) 建立能源績效指標

對
策



三、那些年我們一起推動的ISO 50001(5/6)

逐步強化能源績效指標監測範團，有效掌握重大能源使用設備能耗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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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目標 瓶頸 突破作法 目前狀態

•能源普查方案
•基線設定(全廠單一基

線)

•耗電量量測值或銘
牌值
•電表設施完整度不

足

•採銘牌值進行分配，先找
出重大能源分佈
•既有設施及方便取得為主，

建立基本資料

•完成能源管理系
統架構建置

•重大能耗設備採實測
值
•基線設定(重大能源設

備分離基線)

•電表設施完整度不
足
•資料搜集花費太多

時間

•將重大能耗設備進行獨立
電表建置
•結合值班電子抄表系統，

匯出用電資料

•空壓機、冰水主
機已獨立建立基
線

•推動各產線能源基線，
由少數部門推廣至每
個能源使用部門

•各產線無獨立電表
•生產資料及用電量

取得方式花費太多
時間

•依產線類別設置獨立電表
•生產資料及電表資料均採

用自動化匯出，降低人力
消耗

•今年推動方向：
•完成產線電表清

查，分階段設置
•未來將建立電表

監控系統，自動
統計能耗

依台電
電表

依重大
設備

依產線
需求

推動階段

利用能源績效指標與能源基線進行能源管理，有效評估能源使用量與能源績效



三、那些年我們一起推動的ISO 50001(6/6)

改善行動計畫提案必確認績效，增加投資改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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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表名稱 量測項目

風速計 風量量測

電力品質分析儀 電量量測

超音波流量計 液體流量量測

溫濕度計 溫濕度量測

廠內監督量測儀器，掌握實際數據

就算是要用抄錶~也是要有高效率



四、製程改善怎麼作(1/7)

製程改善更是工廠能否持續節能的關鍵，更是產業升級的入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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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改善執行步驟

現況分析 改善機會 風險評估 測試驗證

以製程CDA需求改善案為例

• 掌握設備使用
狀況

• 實際量測數據
• 確認製程需求

• 發掘改善機會
• 評估改善績效
• 擴大調查項目

• 分階段改善規
劃項目與目標

• 評估各階段改
善風險與機會

• 測試改善方案
可行性

• 驗證改善績效
與風險

Step 1.現況分析

廠內CDA系統供應現況說明：

規格項目 CDA 供應規格 末端管線供應壓力 需求規格
壓力 7 bar ±0.5 bar 6.8~7.0 bar ≦6 bar
露點 <-40℃ -60~-50℃ <-40℃

*需求規格參照 CDA普查統計表
掌握資訊是基本功
知敵知彼百戰百勝



四、製程改善怎麼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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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改善機會

至現場管線壓力為 6.8 -7.0 bar，與目前產線大多數設備規格需求CDA壓力約

0.4~0.6 mPa(4.0~6.0 bar)，在不調整生產機台運作條件下有 0.5~0.8 bar 的

調降空間。

測試統計CDA壓力調降1.0 bar，可以節省6%-10%用電量，以 8%估算每年

約可節約 6,301,776元/年。

Step 3.風險評估

調整方案 階段執行說明 風險
供應壓力

(bar)

調降壓力

(bar)

節省能耗

(%)

節電

(度/年)

節省電費

(元/年)

第一階段

1、以不調整機台運作條件下進行調整。

2、中央供應系統製程變異下限(6bar)可滿足設備

最低需求。

低 6~6.5 0.5 4% 1,198,056 3,150,888 

第二階段

1、中央供應系統下限(5.8bar)略低於生產機台規格

值邊緣，需進行驗證測試。

2、執行前需確認用氣用途，及評估是否可調降。

中 5.8~6.2 0.8 6% 1,916,890 5,041,420 

第三階段

1、部分機台需調整運作參數至 5.5bar，需進行驗

證測試。

2、執行前需確認用氣用途，及評估是否可調降。

高 5.5~6.0 1 8% 2,396,112 6,301,776 

第一階段因無涉及生產

機台之操作參數，建議

可立即執行。



四、製程改善怎麼作(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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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供應壓力由 7bar ±0.5bar 6.2 bar ±0.5bar(調降0.8bar)。

 本階段執行前需確認供應壓力低降至5.7bar 時是否會影響機台運作。

 經設備、PE、產線、Q同意後執行。

 執行時每次調整 0.1bar，並經設備、PE、產線、Q 確認產品無異常時

再逐次調降至 6.2bar

第三階段，供應壓力由 7bar ±0.5bar 6.0 bar ±0.5bar(調降1.0bar) 。

 本階段執行前需確認供應壓力低降至5.5bar 時是否會影響機台運作。

 經設備、PE、產線、Q同意後執行。

 執行時每次調整 0.1bar，並經設備、PE、產線、Q 確認產品無異常時

再逐次調降至 6.0bar

調整方案
103年度耗量

(度電/年)

103年度費用

(元/年)

供應壓力

(bar)

調降壓力

(bar)

節省能耗

(%)

節電

(度/年)

節省電費

(元/年)
說明

第一階段 29,951,405 4,726,331 6~6.5 0.5 4% 1,198,056 3,150,888 以不調整機台運作條件下進行調整

第二階段 29,951,405 4,726,331 5.8~6.2 0.8 6% 1,916,890 5,041,420 於規格值邊緣，需進行測試

第三階段 29,951,405 4,726,331 5.5~6.0 1 8% 2,396,112 6,301,776 部分機台需調整運作參數，需進行測試



四、製程改善怎麼作(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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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測試驗證

1. TA 棟完成第一階段調降，花費 0元，節電費 1,474,483元/年。

2. TB 棟預計8/22進行第一階段調降，花費34.8 萬元，預估節電 1,344,738元/年

 TB 棟驗證中設備如下：

 電鍍區調整驗證中(降0.3 bar)，預計8/22進行TB棟第一階段調整。

 P/S 機台雖於規格要求內，但EE評估較有風險，故進行單機調降驗證，配合產線停

機測試，預計 8/19前完成驗證。



四、製程改善怎麼作(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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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A 棟第二、三階段協調及驗證：

 LCDD 瓶頸設備驗證確結果 Pass ，壓力設定可降至第三階段目標。

 TA APG 瓶頸設備 L/P，無法調整，將由TB棟轉供，TA棟將可調整至第三階段

目標(降 1.0 bar,年省 2,295K元，工程費用 900K，ROI 4.7 個月) 。

TA 第二、三階段調降改善工程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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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能源形式使用合理化檢討

 生產設備設真空需求常用的有兩種形式CDA透過機台內附的真空產生器轉換成真空(

第一型) ，或是直接由廠務系統直接接取真空系統(第二型)。

 依普查表進行會議討論改機驗證方案。

 LCDD 先採 COG 進行測試。 7/15已完成1台改管，驗證中。

 APG 決定測試機型 WPP K8。7/29 開始進行實際投產驗證，Pass。

 WPP K8 實測 CDA 用量為 300 LPM/顆，每年節電61,495元/顆(該機型有7台，

全數變更後可節省430,465元/年，改管費用預估為100,000元，ROI 2.78 個月)

從測試驗證中再發掘製程改善機會 連鎖的節能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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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修 農曆

新年

TA CDA 1/20調降 0.5 bar 完成

第二、第三階同時評估驗證

TB CDA 預計 8/22調降 0.3 bar

製程改善從不是簡單的路，但卻是產業升級必經之旅



五、節能除了是科學更是藝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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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氣空調箱增設熱回收系統(既有設施整合)

外氣空調箱增設熱回收系統，導入冷卻水廢熱及冷凝熱回收控制。

將現有的設備進行整合(你丟我撿)，創造新的用途。

 節電量：448,080 kWh/年
 節省經費：136.1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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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A Dryer CDA冷卻式變更無耗氣冷卻(舊機新效能)

Dryer 再生後由乾燥的 CDA進行冷卻
，冷卻過程為 5.5 hr對於 CDA 耗損極
大，約佔供氣量的 1.8%

舊機改管方式增設強制循環冷卻盤管後
，已不需浪費 CDA去冷卻，直接節省
1.8%的 CDA 能耗。

改機花費僅新機的 33 %，ROI為2.58

年，但能夠變成更節能的設備。

增加循環

冷卻盤管



六、結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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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統建構了南茂公司持續改善之能源管理制度，亦逐步讓節
能減碳及提升能源效率從公用系統發展到製程系統，更是擴大節能減
碳之效益。

高層的支持絕對是推動管理系統的關鍵，而量測設備及廠內人才的培
養更是持續發掘節能方案之要素。

ISO 50001 綠建築 綠色工廠 亦取得溫室氣體盤查、碳水足跡等9張證書

http://solar.cwei.com.tw/login.php
http://solar.cwei.com.tw/login.php
http://solar.cwei.com.tw/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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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2/2)

中期
(2018~2019)

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管制
(減量、抵換)

短期
(2016~2017)

組織本身
供應鍊夥伴

長期
(2020~2025)

因應氣候變遷控制

透過持續盤查及製程規劃,降低
環境衝擊(盤碳、系統節能)

1. GHG 、碳水盤查

2.ISO 50001 能源管理(1% ↓)

3.ISO 14051 物質流成本會計

4.教育訓練

5.”生命週期”盤查

達到全員環保,成為環
保友善之企業(降碳)

1.GHG 、碳水降碳

2.ISO 50001 能源管理(1% ↓)

3.ISO 14051 物質流成本會計

4.教育訓練

5.“生命週期”

減量 抵換揭露盤查

透過製程改善,降低環境衝
擊(減碳、製程節能)

1.GHG 、碳水減量

2.ISO 50001 能源管理(1% ↓)

3.ISO 14051 物質流成本會計

4.教育訓練

5.“生命週期”減量

未來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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