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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相關數據為團隊研究成果，不代表經濟部能源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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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用電消費習慣調查簡介

*本研究相關數據為團隊研究成果，不代表經濟部能源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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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用電消費習慣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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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性：全國唯一逐年進行入戶用電調查研究，持續建置節能行為資料庫

⚫ 時間：自101年開始執行，至113年已超過12年

⚫ 調查樣本：完成1,800樣本，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不超過±2.31%

⚫ 調查目的：瞭解家庭電力消費與用電設備使用情形及家庭節電政策推廣成效

⚫ 調查途徑及對象：派員實地入戶面對面訪問，以家中20歲以上並了解用電情況者為主

⚫ 母體範圍：向內政部戶政司申請「戶籍資料檔」(發文至戶政司取得樣本地址)

⚫ 抽樣設計：分層多階段系統比例抽樣

⚫ 調查資源：總調查人力約60人，提供超商禮券作為激勵誘因

1-5月(調查準備) 6-8月(調查執行) 9-12月(資料彙整分析)

目標確認

經驗借鏡

抽樣設計

問卷設計

參考國際組織(如IEA)及美國、日
本、英國、新加坡、澳洲等
國家之能源消費調查經驗

⚫ 製作訪員訓練手冊指引
⚫ 辦理北、中、南3場訪員訓練

⚫ 問卷調查資料鍵入
⚫ 台電電費單申請資料鍵入
⚫ 匯入節能行為資料庫

問卷試訪

訪員訓練

正式調查

狀況排除

資料鍵入

統計分析

資料檢誤

報告撰寫

抄寫11碼電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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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關鍵資訊

*本研究相關數據為團隊研究成果，不代表經濟部能源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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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戶家庭電器總台數

資料來源：工研院(2023)【112年家庭能源消費習慣調查】

⚫ 根據工研院2023年「家庭用電消費習慣調查」

，以面對面調查方式進行，調查區域範圍為全國

22縣市，總計完成1,800份成功樣本，在95%的

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不超過±2.31%。

⚫ 調查資料顯示，在家庭電器持有情形方面，

2023年平均每戶家庭電器總台數為31台，相較

2015年26台，平均每戶成長5台；平均每戶家

庭電器種類為21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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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用電消費流向

資料來源：工研院(2023)【112年家庭能源消費習慣調查】

⚫ 找出家庭吃電怪獸

⚫ 作為節能補助政策推動依據

2023年
全年

2023年
夏月

*電器耗電量推估=電器普及率(Popularity rate)*平均擁有台數(Mean)*耗電功率(Watt)*日使用時數(Hour)*年使用天數(Day)*效率(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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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家電排行榜

資料來源：工研院(2023)【112年家庭能源消費習慣調查】

⚫ 冰箱、電熱水器、冷氣為家庭最老電器之一

35.97% 35.15% 34.42%
32.50%

25.54%

21.50% 20.72%
18.92%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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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設備排行榜(超過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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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電器分析

資料來源：工研院(2023)【112年家庭能源消費習慣調查】

⚫ 找出年份超過10年的老舊電器

⚫ 推估家電存量及汰舊換新政策推動效益

43.75% 42.64%

36.10% 35.06% 34.42%

0%

10%

20%

30%

40%

50%

2018年 2019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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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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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與租賃住宅之電器能效級數分布

資料來源：工研院(2023)【112年家庭能源消費習慣調查】

70.77%

45.45%
69.54%

50.00%

22.27%

45.00%

21.18%

36.73%

6.96% 9.55% 9.28% 13.27%

0%

20%

40%

60%

80%

100%

自有 非自有 自有 非自有

冷氣 電冰箱

自有與租屋住宅購買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產品級數分布

1級能效 2級能效 3-5級能效

租賃住宅節能潛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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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收入冰箱機齡比較

資料來源：工研院(2023)【112年家庭能源消費習慣調查】

33.13%

29.17%

22.54%

10.03%

5.12%

26.59%

23.37%

20.56%

15.60%
13.88%

0%

5%

10%

15%

20%

25%

30%

35%

5年以內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年以上

高所得與低所得戶購買冰箱年份比較

最高所得組比例 最低所得組比例

註:將調查資料中家庭薪資所得計算五等分位數，並依據五等分位數作為分組依據

◼ 「最高所得組」為前20%薪資所得之家庭，每戶家庭平均薪資所得在175.04萬

◼ 「最低所得組」為後20%薪資所得之家庭，每戶家庭平均薪資所得在26.01萬

低所得用電設備老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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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調節產品(1/2)

資料來源：工研院(2023)【112年家庭能源消費習慣調查】

⚫ 變頻冷氣逐年成長取代定頻冷氣。

⚫ 除濕機有逐年增加趨勢。

⚫ 2019年空氣清淨除濕機首次調查普及率有7.6%，複

合式功能除濕機正受到民眾喜愛。

⚫ 2012年電暖器普及率為22.23%，近年冷暖合一空調

增加，民眾購買電暖器需求有逐年降低的趨勢。

家電名稱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2018年 2019年 2021年 2022年

冷氣機 92.59% 92.40% 92.50% 92.10% 93.00% 93.71% 94.52%

除濕機 29.06% 28.40% 32.80% 29.90% 32.01% 33.42% 35.42%

空氣清淨除濕機 - - - - 7.60% 7.93% 9.32%

空氣淨化機 6.99% 9.00% 10.40% 9.86% 10.45% 9.95% 11.28%

電扇通風扇 94.61% 94.80% 95.30% 98.54% 98.18% 97.91% 96.41%

電暖器 22.23% 19.80% 19.40% 14.70% 14.37% 12.88% 14.50%

空氣調節相關產品普及率歷年變化

25.30%
34.10%

41.66%
48.55%

54.31%

64.73% 67.48%
74.11%

0%

20%

40%

60%

80%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2018年 2019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冷氣變頻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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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冷藏產品

⚫ 電冰箱在2012年普及率為98.20%，

2023年普及率為99.87%，為市場中

相當穩定的家庭電器。

⚫ 冷凍櫃在2012年普及率為6.80%，到

了2023年攀升為17.18%，顯示冷凍

櫃成了新的家電產品需求。

⚫ 2012年電冰箱平均每戶台數1.22台，

之後逐年下降為2023年的1.15台，反

映市場需求下降。

⚫ 冰箱台數變動不大、冷凍櫃台數逐年

增加。

家電名稱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2018年 2019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電冰箱 98.20% 98.90% 98.10% 98.84% 98.35% 98.97% 99.23% 99.87%

冷凍櫃 6.80% 6.20% 7.90% 13.12% 12.27% 13.06% 14.39% 17.18%

家電名稱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2018年 2019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電冰箱 1.22 1.18 1.14 1.15 1.13 1.14 1.12 1.15

冷凍櫃 0.08 0.07 0.08 0.14 0.13 0.14 0.17 0.19

冷凍冷藏產品平均每戶台數歷年變化 單位：台

冷凍冷藏產品普及率歷年變化 單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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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設備(1/3)

資料來源：工研院(2023)【112年家庭能源消費習慣調查】

12.16 11.06 7.87 4.95 4.92 4.8 3.12 2.46 2.25 1.85 1.96

3.41 3.37 3.94
3.18 3.64 2.25 2.57 2.26 1.29 1.3 1.44

39.62 42.15

28.85
28.41 23.31 24.52 23.13 23.4 23.1 18.29

13.51

42.01 37.73

46.74
46.37

44.84 41.77
37.58 35.18 32.55

28.01

25.2

2.8 5.7
12.6 17.1

23.3 26.65
33.59 36.71 40.81

50.55
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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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燈具種類數量占比統計

白熾燈 鹵素燈 螢光燈 省電燈泡 LED燈

⚫ 2023年家庭以採用「LED」比例最高(57.89%)，其次為「省電燈泡」(25.2%)、「螢光燈」(13.51%)。

⚫ 家庭採用LED光源比例已由2012年2.8%提升至2022年57.89%，白熾燈、鹵素燈、螢光燈及省電燈泡之採用率有逐年下降趨勢。

15

單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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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設備(2/3)

資料來源：工研院(2023)【112年家庭能源消費習慣調查】

⚫ 北、中、南氣侯區於LED燈的採用率相似皆達五成七。

⚫ 北部氣侯區省電燈泡採用率高於中部與南部氣候區。

⚫ 螢光燈採用率集中在中部氣候區與南部氣候區。

1.75% 1.59%

29.61%

8.67%

58.38%

1.53%

1.26%
21.33%

18.21%

57.68%

2.70% 1.12%

20.69% 18.18%

57.32%

白熾燈 鹵素燈 省電燈泡 螢光燈 LED燈

不同氣候區光源採用率

北部氣候區 中部氣候區 南部氣候區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建築技術規範建設設計施工篇第十七章第四節第308條」之氣候分區定義，區分為「北部氣候區」、「中部氣候區」、「南部氣候區」三類：
⚫ 「北部氣候區」：臺北市、新北市、宜蘭縣、基隆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連江縣、金門縣。
⚫ 「中部氣候區」：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澎湖縣、花蓮縣。
⚫ 「南部氣候區」：嘉義市、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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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設備(3/3)

資料來源：工研院(2023)【112年家庭能源消費習慣調查】

2.07% 1.48%

24.92%
12.79%

58.73%

0.85% 1.00%

27.95%
20.57%

49.63%

白熾燈 鹵素燈 省電燈泡 螢光燈 LED燈

住宅所屬照明光源採用率

自有 租賃

⚫ 租賃住宅LED燈的採用率未達五成，螢光燈的採用率高於自有住宅。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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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弱勢經濟戶能源使用現況
-以某縣市為例

*本研究相關數據為團隊研究成果，不代表經濟部能源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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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經濟戶能源使用現況(1/3)

⚫ 對象：以某縣市獨居老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脆弱家庭為對象。

⚫ 規則：年齡限制為65歲以上。

⚫ 家數：共計完成41戶能源健檢服務及量化問卷調查。

縣市 戶數 百分比(%)

低收入戶 3,052 49.28

中低收入戶 1,326 21.41

獨居老人 1,199 19.36

脆弱家庭 616 9.95

總計 6,193 100.00

該縣市各身分別資料分析表

身份別 次數 百分比(%)

低收及中低收入 24 58.54

獨居老人 11 26.83

脆弱家庭 3 7.32

獨居老人+脆弱家庭 3 7.32

總計 41 100.00

實際入戶調查各身分別資料分析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處統計處(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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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經濟戶能源使用現況(2/3)

⚫ 六成八屋齡「超過40年以上」 ⚫ 住宅類型以「透天厝」為主 ⚫ 有三成二為租屋

資料來源:彙整縣市第一手觀察資料(113年)

19.21% 17.08%

2.30%

30.87%

5.91% 7.72%
1.97%

14.78%

0.16%

LED燈管 LED燈泡 LED平板燈 傳統T8燈管 螢光燈管T5 神明燈(白熾燈) 鎢絲燈 省電燈泡 鹵素燈

照明設備(共609管/盞/組)
⚫ 四成七照明光源為「傳統燈具」

12.20%
24.39%

60.98%

2.44%

公寓 平房 透天厝 鐵皮屋

住宅類型

68.29%

24.39%

7.32%

住宅屋齡

超過40年

未滿40年

不清楚

LED燈具36.78% 傳統燈具46.47%

68.30%

31.70%

自有 租賃

住宅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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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7%

13.95% 16.28%

10年以上 10年以下 不清楚

冰箱機齡(39台)

21

弱勢經濟戶能源使用現況(3/3)

⚫ 七成以上為老舊冰箱 ⚫ 七成五以上為老舊冷氣⚫ 二成七家中沒有冷氣

資料來源:彙整縣市第一手觀察資料(113年)

⚫ 六成一住戶不清楚冰箱能效，僅一

成四住戶使用能效一級冰箱

⚫ 高達七成八住戶不清楚冷氣能效，

僅一成六住戶使用能效一級冷氣

74.51%

11.76% 13.73%

10年以上 10年以下 不清楚

冷氣機齡(51台)

73.17%

26.83%

冷氣持有情況(41戶)

有冷氣 沒有冷氣

13.95%
2.33% 4.65% 4.65%

13.95%

60.47%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五級 節能標章 不清楚

冰箱能效分級分析

15.70%
2.00% 3.90%

78.40%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不清楚

冷氣能效分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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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電健檢暨個案分享
-以某縣市為例

*本研究相關數據為團隊研究成果，不代表經濟部能源署立場*

設備能源
效率改善

節能評估 用電安全

電器設備
健檢診斷

降低能源
支出費用

減輕負擔 健康舒適

提升住戶健康
及環境舒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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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於112年起推動「家庭節能健檢師培訓課程」

節電基礎知識

家庭用電計算

基礎培訓

節能增能

檢測工具操作

用電健檢演練

進階培訓

用電診斷

家中吃電怪獸

電器效益分析

家庭用電健檢需具備哪些知識與能力?

23

課程可依授課對象選擇章節!

推廣給節能夥伴

發展在地特色

用電健檢增能

地方
政府

公民
團體

基金會 公協會

…

節能診斷及用電安全

落實至社區及家庭

用電健檢培訓機制
指導單位: 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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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健檢機制落地

24

-配電盤、線路檢查

-電器漏電及插座檢查

-紅外線熱像儀檢查

-照度檢查

簡易修繕

診斷報告用電診斷

-插座板、斷路器

-老舊電線、延長線

-燈具、水龍頭

健檢團隊製作診斷報告，由地

方政府發文給家戶

-申請家電汰換補助

-尋找水電師傅修繕

在地大學

里長/里幹事

水電師傅

培訓機制

地方政府

協調者

汰換補助

-設置補助金額上限

-家戶墊支汰換後申請補助

稽查訪視質化訪談

-掌握弱勢家戶能源負

擔程度

對象：
✓ 獨居老人
✓ 65歲以上低收/中

低收、脆弱家庭

整合機制 入戶診斷

贈送關懷箱

提供服務

-核實補助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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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健檢診斷結果(1/3)

25

⚫ 檢查配電盤，超過五成無中蓋板及鏽蝕

配電盤無中蓋板 配電盤鏽蝕

⚫ 二成四家戶插座火線與中性線配置錯誤

火線與中性線錯置

資料來源:彙整縣市第一手觀察資料(113年)

大
小

33.33%
37.50%

14.58%
8.33%

2.08% 2.08% 2.08%

完整 無中蓋板 鏽蝕 髒污 無法緊閉 缺漏 無外蓋板

配電盤現況

68.29%

24.39%

火線與中性線錯置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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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健檢診斷結果(2/3)

26資料來源:彙整縣市第一手觀察資料(113年)

⚫ 照度不足以「廚房」、「客廳」為主 ⚫ 有三成九冰箱保溫膠條失效

廚房(5 Lux) 客廳(52Lux) 房間(51 Lux) 冰箱保溫膠條失效，溫度外洩

最大值:32.7
最小值:23.0

29.29%
22.22% 20.20%

12.12%
8.08% 7.07%

1.01%

廚房 客廳 房間 浴室 走道 樓梯 晒衣場

場域照度不足

60.98%
39.02%

冰箱膠條失效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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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健檢診斷結果(3/3)

27資料來源:彙整縣市第一手觀察資料(113年)

老舊家電汰換，減輕用電
支出負擔

簡易修繕，提升住戶用電安全

插座蓋板重新裝置 老舊神明燈更換新花線

老舊電線重新纏線

提供用電診斷報告，
區分改善優先順序

照明

冰箱

冷氣

未裝置定時器冷氣保溫材破損

客廳照度不足 冰箱膠條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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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別：中低收

◼ 住宅類別：平房

◼ 房屋所有權：租客

◼ 常住人口：4人

家戶特徵 能源負擔程度：高

◼ 租金：4,000元

◼ 電費帳單：3,500元/期(夏季)、872元/期(非夏季)

◼ 瓦斯桶費：1,000元/1.5個月

◼ 固定收入：11,200元(補助+國民年金)

◼ 冰箱/電鍋均有漏電狀況

◼ 廚房及房間照度不足

◼ 老舊窗型冷氣、濾網髒汙

◼ 冰箱保溫膠條失效

用電健檢結果

▲二手冷氣20年以上。

符合補助資格

資料來源:彙整縣市第一手觀察資料(113年)

能源弱勢關懷實務經驗分享：個案一

夏月能源支出占比達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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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弱勢關懷實務經驗分享：個案二

29

◼ 身分別：脆弱家庭

◼ 住宅類別：透天厝

◼ 房屋所有權：租客

◼ 常住人口：2人

家戶特徵 能源負擔程度：高

◼ 租金：6,000元

◼ 電費帳單：1,625元/期(非夏季)

◼ 固定收入：7,500元(NGO補助)

◼ 線路老舊且配電盤有燒毀痕跡

◼ 神明燈使用白熾燈泡

◼ 廚房照度高度不足

◼ 多為二手、老舊家電設備

用電健檢結果

因無力繳納電費，被斷電數次

▲ 廚房在白天且已開燈的

狀態下，照度仍明顯不足。

資料來源:彙整縣市第一手觀察資料(113年)

符合補助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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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弱勢關懷實務經驗分享

30

誰被遺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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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弱勢關懷實務經驗分享：個案三

31

◼ 身分別：中低收

◼ 住宅類別：透天厝

◼ 房屋所有權：自有

◼ 常住人口：3人

家戶特徵
能源負擔程度：非常高

◼ 電費帳單：4,480元(非夏季)

◼ 固定收入：12,000元(推估)

◼ 家電設備單純(無冷氣)但電費偏高

◼ 廚房照度不足

◼ 熱水器安裝在室內，需增加空氣流通

◼ 配電盤無中蓋板

用電健檢結果

➢ 冰箱為二手購入(2台)，使用後

電費帳單過高

➢ 每月電費支出占比約37.3%

無中蓋板

年齡(47歲)不符合補助資格

▲ 因產業轉型失業，父親失智、

胞弟因病截肢，無法從事固定工時

工作。

資料來源:彙整縣市第一手觀察資料(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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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別：低收

◼ 住宅類別：透天厝

◼ 房屋所有權：自有

◼ 常住人口：3人

家戶特徵
能源負擔程度：非常高

◼ 電費帳單： 2,000(非夏季)

◼ 固定收入：約6,500元(推估)

◼ 家電設備單純(無冷氣)但電費偏高

◼ 房間、廚房、走道照度不足

◼ 冰箱保溫膠條失效

◼ 家電設備老舊

用電健檢結果

➢ 二手冰箱為慈善團體贈送

➢ 每月電費支出占比約30.8%

年齡(35歲)不符合補助資格

▲因照顧智能障礙的家人，

無法從事固定工時工作，以

撿拾資源回收維生。

資料來源:彙整縣市第一手觀察資料(113年)

能源弱勢關懷實務經驗分享：個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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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弱勢關懷實務經驗分享：挑戰與因應做法

訪視對象選擇 挑戰 因應做法

◼ 名單落差：地方政府造冊

名單與實際現況存在落差

◼ 質疑身份：訪視對象對執

行團隊身份不信任

◼ 事先訪問村里長/幹事

◼ 邀請村里長/幹事陪同前往或

行前通知，提升信任度

家戶補助申請 挑戰 因應做法

◼ 知識門檻：無法自行填寫

或完成補助所需資料

◼ 經濟門檻：無法負擔超額

或其他衍生費用

◼ 協請村里長/執行團隊準備補

助申請文件

◼ 尋求委辦廠商代為墊支或協助

申請其他補助

能源弱勢關懷應「以人文本」，為弱勢家戶提供安全舒適而節能的生活空間!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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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電家計簿分享

*本研究相關數據為團隊研究成果，不代表經濟部能源署立場*

網站連結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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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家中的吃電怪獸(1/4)

35

簡單操作易上手，自己就能動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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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家中的吃電怪獸(2/4)

36

1) 基本資料填寫：使用者住家類型資料，如居住城市、家中成員數、坪數及

住宅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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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家中的吃電怪獸(3/4)

37

2) 電器品項：依照家中場域，填入各個電器使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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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家中的吃電怪獸(4/4)

38

3) 節能處方箋：藉由結合外部資料庫與彙整使用者填入資訊，提供個人化分析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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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資訊 看得見 媒體引用科普資訊 擴大行動影響力

更多節能資訊
請掃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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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