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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 
從化石或生質燃料發電站、工業設施，
或直接從空氣中捕捉CO2 

再利用 
利用捕獲的CO2作為輸入或原料
來創造產品或服務 

運輸 
經由船舶或管道將壓縮的
CO2從捕獲點移動到再利用
或儲存點 

封存 
將CO2永久儲存在陸上或海上的地
下地質構造中 

圖片取材自國際能源署(IEA)網站：https://www.iea.org/reports/about-ccus 

二氧化碳捕捉、再利用、封存(CCUS) 

 
 
 



分析工具： 

Derwent Innovation專利資料庫 

分析區域：全球專利資料 

分析期間：~2021年12月公開(告) 

分析目標： 

碳捕捉(共7,406專利案) 

碳再利用(共4,399專利案) 

碳封存(共805專利案) 

專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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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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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捉 

•碳再利用 

•碳封存 

專利分析 

TIPO 



二氧化碳捕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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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液 

吸收法 
利用溶液將二氧化碳

吸收並分離 
例如胺等 

吸附劑 

吸附法 
利用多孔體將二氧化碳

吸附並分離 
例如沸石等 

分離膜 

薄膜分離法 
利用分離膜將二氧化碳

穿透並分離 
例如高分子膜等 

圖片取材自：https://www.eng.u-hyogo.ac.jp/msc/msc5/2010v/research_co2.htm 



碳捕捉歷年申請案件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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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專利整體綜合分析(1/6) 

自1997年數量明顯增加，相較1996年成長了287.5% 
全球產業及學研機構逐漸開始重視碳捕捉技術有關 

成長287.5% 



碳捕捉第一申請人國籍/地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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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專利整體綜合分析(2/6) 

碳捕捉歐洲第一申請人國籍比例 

備註：第一專利申請人係指當有二人以上的申請人時，該案以第一專利申請人為準 

            如僅一位申請人，該申請人即為第一專利申請人 



碳捕捉第一專利申請人類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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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專利整體綜合分析(3/6) 

個人申請人少，
與碳捕捉技術成
本及其應用的經
濟效益有關 



碳捕捉整體十大第一申請人國籍/地區，於各年份(優先權年)申請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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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專利整體綜合分析(4/6) 

僅中國大陸籍專
利申請人大幅增
加，其他國籍專
利申請人專利案
數近幾年並無明
顯增加 

1 

2 

3 



碳捕捉前十大第一申請人歷年(優先權年)申請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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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專利整體綜合分析(5/6) 

公司：7家、學術機構：3家 
日商公司位於前2名(東芝、三菱重工) 
中國大陸商：3位(中國石油化工、中國科學院、天津大學) 

1 

2 

3 



碳捕捉三階IPC案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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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專利整體綜合分析(6/6) 

三階IPC 

三階IPC 技術簡要說明 

B01D 分離相關技術 

C01B 
非金屬元素或其化合物，例如二
氧化碳 

B01J 觸媒相關技術 

A01G 
園藝；蔬菜、花卉、稻、果樹、
葡萄、啤酒花或海菜之栽培；林
業；澆水 

F25J 
利用加壓與冷卻處理使氣體或氣
體混合物進行液化、固化或分離 

E21B 
土壤或岩石的鑽探；從井中開採
油，氣，水 

C07C 有機化合物 

A61L 
材料或物體消毒之一般方法或裝
置；空氣之滅菌、消毒或除臭 

C10L 燃料相關技術 

F01K 
工作流體或循環之發動機相關技
術 

三階IPC 

碳捕捉專利技術的國際專利分類號相當集中，
前3大三階IPC所占的比率為9成以上 



碳捕捉專利技術分析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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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技術領域申請案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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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專利分析(1/11) 

三階IPC 

碳捕捉主要技術為吸收技術、吸附技術、薄膜分離技術 

3,758案 

2,563案 

2,089案 

1.196案 



碳捕捉前十大第一申請人國籍/地區在二階技術各自申請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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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專利分析(2/11) 

三階IPC 

各技術中，第一大的申請人國家/地區均為中國大陸，
碳捕捉專利案有將近1/3為中國大陸籍專利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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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前十大第一申請人在二階技術各自申請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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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專利分析(3/11) 

三階IPC 

公司企業的專利布局以相對成熟的碳捕捉技術為主，即吸收與吸附技術 

日商對於吸收分離技術之布局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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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技術」之專利較多(占76.1%)，自1997年至2019年均有申請，申請量最高峰為2009年的19件 

碳捕捉第一大申請人於二階技術申請案件數—

(日商)東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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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專利分析(4/11) 

三階IPC 
26案 

12案 

13案 

162案 



碳捕捉第一大申請人國籍於二階技術申請案件數-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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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專利分析(5/11) 

三階IPC 

「吸收技術」較多，自2007年開始專利案量有顯著增加，最高峰為2018年的125案 

595案 

350案 

870案 

1307案 



碳捕捉二階技術中第一申請人類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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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專利分析(6/11) 

三階IPC 

各種技術中仍以公司類型占比最多，其次才為學術機構與個人 



二階技術各類型歷年(優先權年)申請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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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專利分析(7/11) 

三階IPC 

 「吸收技術」雖然專利案量較多，但近幾年吸附、薄膜分
離與其他技術的專利量增長幅度較大 

2059案 

1190案 

2532案 

3684案 



二階技術各自前十大第一申請人在申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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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專利分析(8/11) 

三階IPC 

吸收 吸附 薄膜 其他技術

(日商)東芝 (美商)艾克森美孚 天津大學 (法國商)液化空氣集團

162 58 38 57

(日商)三菱重工 中國科學院 (法國商)液化空氣集團 (美商)奇異公司

128 50 30 29

(中國大陸商)中國石油化工 (法國商)液化空氣集團 中國科學院 韓國能源研究中心

90 50 23 27

韓國能源研究中心 (美商)空氣產品公司 韓國能源研究中心 (中國大陸)東南大學

80 40 22 26

(韓商)韓國電力公社 (日商)日立製作所
(日商)富士軟片股份有限公

司
(日商)東芝

62 29 20 26

(德商)西門子股份公司 韓國能源研究中心 (中國大陸商)中國石油化工 (中國大陸商)中國石油化工

53 27 19 24

(日商)三菱日立電力系統有

限公司
(中國大陸商)中國石油化工 (美商)奇異公司 (美商)空氣產品公司

53 24 19 23

(中國大陸商)西安热工研究

院有限公司
(日商)豐田汽車 太原理工大學 中國科學院

47 23 18 20

(美商)奇異公司
(日商)日立化成工業株式會

社
(美商)膜技術與研究公司 (日商)中國電力公司

45 22 17 20

(法國商)阿爾斯通公司 華中科技大學 (日商)三菱重工 (德商)林德集團

41 21 17 19

美國能源部

21

(美商)奇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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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技術各自十大申請國籍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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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專利分析(9/11) 

三階IPC 

台灣專利申請人的二階技術排名分別為：吸收(6)、吸附(6)、薄膜技術(7)與其他技術(8) 

各領域 
第1均為
中國大陸 



碳捕捉二階技術及三階技術申請比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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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專利分析(10/11) 

三階IPC 

利用化學方法
進行碳捕捉的
技術最多，例
如化學吸收、
化學吸附 



二氧化碳之固定源(工業與發電廠)專利案量多於移動碳源(交通運輸)用途，其原因
可歸納為工業製程中的二氧化碳分離、純化技術研究發展，不僅為綠能環保之效
益，其更能增加工業產品之價值與經濟化 

碳捕捉技術用途 

24 

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專利分析(11/11) 

三階IPC 



碳捕捉專利公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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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全球申請流向及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1/3) 

三階C 

3670件 

2740件 

2063件 



 

申
請
人
國
籍 

碳捕捉主要申請人國籍與公開專利局矩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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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全球申請流向及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2/3) 

1.各國申請人主要還是在其本身國家/地區的專利局申請居多 
2.除了在其本身的國家以外，其專利布局國家/區域主要以美國專利局、歐洲專利局為主 



碳捕捉(全球)申請流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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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全球申請流向及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3/3) 

三階IPC 

中國大陸籍申請人所布局的國家高達97.7%為中國大陸(CNIPA)，僅2.3%至IP5的其他專利局 



碳捕捉(吸收) 申請案公開國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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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全球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1/4) 

三階IPC 

1904件 

1300件 

1112件 



碳捕捉(吸附) 申請案公開國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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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全球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2/4) 

三階IPC 

1303件 

1027件 

667件 



碳捕捉(薄膜分離)申請案公開國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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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全球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3/4) 

三階IPC 

573件 

539件 

349件 



碳捕捉(其他技術) 申請案公開國家分布 

31 

專利分析-碳捕捉技術全球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4/4) 

三階IPC 

1002件 

974件 

52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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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獲的 
二氧化碳 • 水泥和混凝土 

• 瀝青 
• 粒料(骨材) 
• 木材/超硬木 

• 激勵採油 
• 提高煤層氣採收率 
• 提高深層水開採 
• 半導體製造 
• 動力循環 

• 合成的(甲醇、丁醇、
天然氣、合成氣等) 

• 小型藻類生質燃料 
• 大型藻類生質燃料 

• 聚氨酯泡沫 
• 聚碳酸酯(玻璃替代品) 
•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 其他 

• 防腐劑(甲酸) 
• 藥用 
• 防凍液(乙二醇) 
• 碳黑 
• 其他 

• 碳纖維 
• 奈米碳管及富勒烯 
• 石墨烯 

 

燃
料 

• 藻類食品或動物飼料 
• 微生物肥料 
• 生物碳，生物農藥，

生物化妝品 

二氧化碳再利用的用途 



碳再利用專利技術分析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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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利用是指直
接使用CO2做成
產品 

間接轉化是指使用
CO2與其他原料反
應後產生的產品 



碳再利用歷年申請案件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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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再利用整體綜合分析(1/6) 

與全球相關協議及現階段法規制度執行層面有關 

1997年京都議定書通過，
請案件數慢慢升溫 

相關條約於2005年強制生效，使
得申請案件數成長幅度變大 

2015年巴黎協定通過，規範所有國家每5年提
出國家自定貢獻，又開啟一波熱潮 



碳再利用第一申請人國籍/地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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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再利用整體綜合分析(2/6) 

碳再利用歐洲第一申請人國籍比例 



碳再利用第一專利申請人類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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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再利用整體綜合分析(3/6) 

公司申請人占了過半的比例，個人申請人比例最低 



碳再利用整體十大第一申請人國籍/地區，於各
年份(優先權年)申請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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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再利用整體綜合分析(4/6) 

1997年前僅有日
本達到兩位數 

1997年至2005年
間，除了美、日
以外，其他國家
各年的變化較大 

2005年以後相關
案件申請量明顯
成長，但除中國
大陸持續增加以
外，大多在增加
至特定數量後隨
即在該數量上下
震動 

2011至2015年間
都有稍微減少之
情況 

1 

2 

3 



碳再利用整體前十大第一申請人歷年(優先權年)

申請案件數 

39 

專利分析-碳再利用整體綜合分析(5/6) 

1. 多 為 與 能
源、化工材
料相關 

2.最多為中國
大陸 4家、
歐洲 3家、
美、日、沙
各1家 

3.大多數申請
人多在2006
年之後，才
有申請案出
現 

1 

2 

3 



 二氧化碳再利用技術係捕捉及分離之後的技術手段，涉及氣體分離或純化技術相關
案件較多 

 透過生物轉化再利用二氧化碳由於效率高，因而相關植物處理技術案件也多 

 化學品、建材、聚合物或是新穎碳材，皆難避免涉及化學反應，是以相關催化製程
亦占有一定的比例 

碳再利用三階IPC案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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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再利用整體綜合分析(6/6) 

三階
IPC 

技術簡要說明 

B01D 分離相關技術 
A01G 園藝、農業、林業相關技術 
B01J 觸媒相關技術 

C01B 
非金屬元素或其化合物，例
如二氧化碳 

E21B 
土壤或岩石的鑽探；從井中
開採油、氣、水相關技術 

C07C 無環或碳環化合物 

C09K 
應用的材料，例如用於鑽井
的組合物 

C08G 
聚合物之製造，例如聚碳酸
酯 

A01C 
製造肥料之原料，進行施肥
之方法 

C05D 產生二氧化碳之肥料 



碳再利用二階技術申請案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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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再利用二階/三階技術領域分析(1/10) 

 化學品有1,660案，生物轉化1,484案，兩者總和超過6成 

第三為建材1,172案，三者皆為超過一千案 



整體前十大第一申請人國籍/地區在二階技術各
自申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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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再利用二階/三階技術領域分析(2/10) 

1 

2 

3 

1 2 3 



整體前十大第一申請人在二階技術各自申請件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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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再利用二階/三階技術領域分析(3/10) 

整體前十大申請人，未布局於「新穎碳材」，對「聚合物」的布局亦不多 

1 

2 

3 

1 2 3 



殼牌石油(碳再利用整體第一大申請人)於二階
技術中歷年(優先權年)申請案件數 

44 

專利分析-再利用二階/三階技術領域分析(4/10) 

2000年以類似專利
案 (DWPI定義的同
族專利，優先權必
須完全相同)同時申
請75案，導致該年
度暴增 

0案 

0案 

9案 

102案 

38案 

2案 



大致上可以2005年
及2017年為分界， 
2005年之後每年皆
有申請，以前則很少 
2017年以後每年的
申請案件數明顯增加 

中國大陸(碳再利用整體第一大申請國籍)於二
階技術中歷年(優先權年)申請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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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再利用二階/三階技術領域分析(5/10) 

6案 

240案 

283案 

497案 

14案 

469案 



碳再利用二階技術中第一申請人類型案件數 

46 

專利分析-再利用二階/三階技術領域分析(6/10) 

 第一申請人類
型同樣依序皆
為公司、學術
機構及個人 

 

 公司申請人大
多占了過半的
比 例 ， 除 了
「新穎碳材」
公司所占比例
為四成以外，
其餘公司皆超
過六成 



二階技術各類型歷年(優先權年)申請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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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再利用二階/三階技術領域分析(7/10) 

與二氧化碳再利用整體趨勢相同，皆於近幾年有顯著增加之趨勢 

34案 

657案 

1122案 

1348案 

93案 

1551案 



二階技術各類型十大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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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再利用二階/三階技術領域分析(8/10) 

 「化學品」
及「建材」
前兩大申請
人，申請案
件數明顯多
於其他申請
人 

 其他類別各
申請人申請
量無明顯大
幅度變化 



二階技術各類型十大申請人國籍/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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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再利用二階/三階技術領域分析(9/10) 

 二階技術各類型
各自十大申請人
國籍仍以五大局
為主，其他還有
加拿大、澳洲、
俄羅斯、沙烏地
阿拉伯(多為石
油或天然氣生產
國家)及台灣 

 台灣在化學品、
生物轉化、建材
及直接利用進入
前十 



碳再利用二階技術及三階技術申請比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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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再利用二階/三階技術領域分析(10/10) 

 「化學品」
為二氧化碳
再利用之最
大宗應用，
其中又以應
用於甲醇、
甲烷最為優
勢 



碳再利用主要申請人國籍與公開專利局矩陣分析 

51 

專利分析-碳再利用整體全球申請流向及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1/3) 

 各國申請人主要還是在該國專利局申請居多，中國大陸最明顯 
 中國大陸雖然申請量最多，但集中在國內，於海外除了在美國28件，在其餘各國皆未滿10件 



再利用申請流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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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再利用整體全球申請流向及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2/3) 

台灣申請人首選為 

中國大陸知識產權局
(CNIPA) 

中國大陸、歐洲及南韓
申請人首選為美國專利
商標局(USPTO) 

美國及日本申請人首選為歐洲專利局(EPO) 



碳再利用申請案公開國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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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再利用整體全球申請流向及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3/3) 

2114件 

1880件 

1116件 



間接轉化-化學品申請案公開國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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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再利用二階技術全球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1/6) 

784件 

832件 

459件 



生物轉化申請案公開國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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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再利用二階技術全球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2/6) 

690件 

505件 

410件 



間接轉化-建材申請案公開國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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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再利用二階技術全球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3/6) 

498件 

579件 

290件 



直接利用申請案公開國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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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再利用二階技術全球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4/6) 

392件 

330件 

166件 



間接轉化-聚合物申請案公開國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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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再利用二階技術全球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5/6) 

76件 

98件 

68件 



間接轉化-新穎碳材申請案公開國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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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再利用二階技術全球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6/6) 

11件 

22件 

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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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捉 

•碳再利用 

•碳封存 

專利分析 

T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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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地質封存的選擇 

1枯竭油氣田 
2利用二氧化碳激勵採集石油 
3飽和深度鹽水層 
4深度無法採集的煤田 
5利用二氧化碳激勵採集煤層氣 
6其他建議的選擇如玄武岩、油頁岩、空腔 

油氣產物 
注入的二氧化碳 
儲存的二氧化碳 

圖片取材自：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Special Report on 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Storage, 2005 

二氧化碳封存技術 



碳封存專利技術分析樹狀圖 

 
 
 

62 
二階 三階 

封
存 

封存技術 

運輸儲存 

監測安全性 

激勵採集 

地下鹽水層 

地質封存 

礦化封存 

生物封存 

管線儲槽 

運輸技術 

其他 

監測技術 

二階：處理碳封存相關的技術 
三階：二階技術的細部技術 



碳封存歷年申請案件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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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封存專利整體綜合分析(1/7) 

碳封存技術內容大致上以激勵採集及地質封存
為主，此係石油、天然氣開採相關之技術，故
與石油價格或需求具有很明顯的連動性，以優
先權年觀察，兩次申請量上升段 (2000年至
2009年)、(2015至2016年)分別有油價逐年上
漲及頁岩油開採技術的背景因素 



碳封存第一申請人國籍/地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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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封存專利整體綜合分析(2/7) 

 美國及中國大陸，
兩者已超過五成 

 碳封存專利的第一
申請人國籍 /地區
係以具有石油天然
氣資源的國家或開
採公司為主 



碳封存第一專利申請人類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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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封存專利整體綜合分析(3/7) 

 公司申請人占了絕大多
部分的比例 

 而個人申請人的比例鮮
少 

 此趨勢與碳封存主要以
具有封存場域及產碳大
戶(即相關能源公司)的需
求，及其應用的經濟效
益有所關係 



碳封存整體前八大第一申請人國籍/地區於各優
先權年申請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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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封存專利整體綜合分析(4/7) 

2012 年起，
僅中國大陸籍
專利申請人以
明顯的趨勢增
加申請案，其
他國籍專利申
請人的專利案
數近幾年並無
明顯增加 



碳封存整體前八大第一申請人國籍/地區於各優
先權年申請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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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封存專利整體綜合分析(5/7) 

碳封存技術的申請趨勢為四個區間： 
2000年至2009年、2015至2016年急速上升趨勢 
2010至2015年及2017至2020年的申請案量緩減 



碳封存前十大第一申請人歷年(優先權年)申請
案件數 

68 

專利分析-碳封存專利整體綜合分析(6/7) 

 前十大第一申請人以能源及礦業領域為主 
 中國大陸籍4個最多、美國及歐洲(荷蘭、德國)2間次之，其餘為韓國及沙烏地阿拉伯 
 早期的石油開發公司(殼牌石油、艾克森美孚及康菲)之申請案主要集中於2011年之前，且2000

年前最多 
 石油領域的中國大陸商主要於2012年後申請量增加 



碳封存三階IPC案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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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封存專利整體綜合分析(7/7) 

三階IPC 技術簡要說明 

E21B 
利用二氧化碳作為驅
油劑，於井中開採油 

B01D 
於原料氣、廢氣中分
離/回收二氧化碳 

C09K 用於鑽井之組合物 

C01B 
從混合氣中分離氫、
二氧化碳 

B65G 
輸送、搬運二氧化碳
氣體 

B01J 
將二氧化碳氣體礦化
之反應 

 E21B(35%)及B01D(31%)占據了大半部
分的案件數 



碳封存處理技術申請案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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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封存技術領域相關專利分析(1/7) 

監測安全 

6.7% 

封存技術 

80.2% 

運輸儲存 

13.2% 

封存技術的專利案量最多(675案，80.2%) 
其次運輸儲存(111案，13.2%) 
最少的是監測安全(56案6.7%) 



碳封存技術申請案量分布 

專利分析-碳封存技術領域相關專利分析(2/7) 

與目前商轉的碳封存技術之關聯性極高 

以發展時間最長且技術最成熟之「激勵採集」的案量最多，其次為用以製作碳酸鈣之技
術應用於二氧化碳碳酸化固定的「礦化封存」，生成之碳酸鹽類除了僅用於固體存放，
亦有作為建材、化學原料之用途 71 



碳封存整體前八大第一申請人國籍/地區在細分
技術各自申請案數 

72 

專利分析-碳封存技術領域相關專利分析(3/7) 



碳封存整體前八大第一申請人國籍/地區在細分
技術各自申請案數 

73 

專利分析-碳封存技術領域相關專利分析(4/7) 

 韓國係以「礦化封
存」技術為主要申
請方向 

 日 本以「運輸 儲
存 」及「礦化 封
存」為主 

 具有石油及天然氣
田的國家 /地區 (美
國、中國大陸、歐
洲、加拿大及沙烏
地阿拉伯) 以「激勵
採集」為主要申請
方向，其應用也主
要為注入二氧化碳
以增高產量為主、
達成封存目的為輔 



碳封存整體前十大第一申請人在二階技術各自
申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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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封存技術領域相關專利分析(5/7) 

大多以「激勵採集」最多，除韓國地質研究院及(中國大陸商)延長石油集團 



碳封存處理技術中第一申請人類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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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碳封存技術領域相關專利分析(6/7) 

 各種技術中仍以公司類型占比最多，其次才為學術機構與個人 

 公司占比皆為約6成 



各封存(處理)技術歷年(優先權年)申請案件數 

專利分析-碳封存技術領域相關專利分析(7/7) 

相關技術的研發仍是以石油、天然氣及煤田的開採技術應用為主，而非針對氣候變遷或減碳政策
的趨勢而增加研發的技術能量 76 



碳封存專利公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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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全球申請流向及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1/3) 

365件 

463件 

187件 



碳封存主要申請人國籍與公開專利局矩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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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全球申請流向及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2/3) 

申
請
人
國
籍 

申請人主要還是在其本身的國家申請居多 

除了該國以外的專利申請國，外國籍申請人主要係以美國為主 



碳封存全球申請流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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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全球申請流向及主要公開專利局分析(3/3) 

在台灣的申請案，件數僅有7件(中國大陸3件、美
國3件及歐洲1件)，且未有我國國籍的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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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專利申請人分析 
碳捕捉：79案 

碳再利用：32案 

碳封存：無 

 

 

專利分析 

TIPO 



碳捕捉我國籍第一專利申請人類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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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我國專利申請人(1/8) 

我國籍的第一專
利申請人類型中，
學術機構所占比
例大於5成 

我國專利申請人排名： 
第1名：核能研究所          (學術機構) 
第2名：工研院                  (學術機構) 
第2名：傑智環境科技      (公司) 
第3名：國立清華大學      (學術機構) 
第4名：中國鋼鐵              (公司) 
第4名：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機構) 



碳捕捉我國籍的二階技術申請案比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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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我國專利申請人(2/8) 

我國籍的二階技術
以「吸收」、「吸
附」為多數 



碳捕捉我國籍二階技術中第一申請人類型案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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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我國專利申請人(3/8) 

各種二階技術的申
請人類型均以學術
機構為多數 

吸附技術中，公司明顯多於個人 



碳捕捉我國籍二階技術各類型歷年(優先權年)申請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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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我國專利申請人(4/8) 

吸收、吸附技術幾乎每年都有專利申請，而薄膜技術於2008年為最高峰 



碳再利用我國籍第一專利申請人類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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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我國專利申請人(5/8) 

個人申請人比例最高，公司申請人最低，皆未過半 



碳再利用我國籍的二階技術申請案比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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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我國專利申請人(6/8) 

我國籍申請人以生物轉化及建材為主，兩者總和超過7成 



碳再利用我國籍二階技術中第一申請人類型案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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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我國專利申請人(7/8) 

 生物轉化及建
材中第一申請
人類型相同，
依 序 皆 為 個
人、學術機構
及公司 



碳再利用我國籍二階技術各類型歷年(優先權年)申請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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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我國專利申請人(8/8) 

申請案件多出現在2004年以後，且未有聚合物及新穎碳材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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