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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智慧財產局減碳技術發展之專利地圖簡介（第 284 期 2021/11/18） 
王紹仁 * 

 
  根據科學家的研究，現今氣候危機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工業革命後大量產生的溫室氣

體，導致全球暖化。因此，近年來諸多的大型企業都在通過各種方式減少碳排放，致力於

實現碳中和，並將「2050 年淨零轉型」設定為其重要目標。而減碳技術的研發不僅可促進

「淨零碳排」，更是創新科技很好的商機。為此，我國智慧財產局於 2021 年 10 月 13 日公

告「減碳技術發展之專利地圖」，內容探討 2011 年至 2021 年 6 月間，在我國專利申請案

件中的相關產業專利申請趨勢分析，以及各技術主題之主要專利申請人與其主要技術詞

彙，更有各主要專利權人的案例分享，以下針對該專利地圖報告的內容加以簡介。 
 

報告內容簡要說明 
  該專利地圖報告介紹世界智慧財產組織 (WIPO) 於 2010 年建立的綠色技術相關國際

分類目錄 (WIPO IPC GREEN Inventory)，當中分為七大類別：1.替代能源、2.運輸、3.
節能、4.廢棄物管理、5 農業/林業、6.行政、監管及設計方面、7.核能發電。 

以下針對各類別分別介紹 
(一)替代能源： 
第一大申請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主要技術詞彙：芳香基（有機材料）、透明導電膜、有機載體、封裝、坩堝、矽棒、

電池殼、電池電極、薄片層結構、葉片、廢氣、沸石、油催化劑及影像感測器。 
申請趨勢：專利公開件數由 2011 年至 2014 年逐年增加，但 2014 年至今已有減少的

趨勢，可見再生能源的整體技術已趨成熟。 
進一步歸納技術範疇，太陽能、燃料電池、利用人造廢棄物產生的能源、風能及生物

燃料等相關技術詞彙已出現在較多專利內容，可見相關的減碳技術已趨成熟，但地熱能、

海洋能則較少，應為尚未成熟的減碳技術。 
(二)運輸： 
第一大申請人：（日商）島野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技術詞彙：電子控制器、操作裝置、輪、前框架、轉向頭、齒輪、磁極、電動機、

電力傳輸設備、電能儲存設備、電池加熱電路、電池充電、充電儲存元件、電晶體及輸出

電壓。 
申請趨勢：專利公開量由 2011 年至 2013 年逐年增加，但 2013 年至今未有明顯增長

的趨勢。 
進一步歸納技術範疇，一般車輛（包含混合動力汽車 (HEV)）的齒輪、無刷電機、電

動車充電站、軌道車輛以外的車輛（包含電動機車及電動自行車）及軌道車輛等相關技術

詞彙已出現在較多專利內容，但船舶推進及使用太陽能的宇宙飛船則較少。此外，近年關

於「交換站」的相關技術有明顯增加。 
(三)節能： 
第一大申請人：鴻海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技術詞彙：烷基、像素電極、蒸鍍遮罩、半導體薄膜、半導體層、白光、測試板、

探針設備、運算放大器、時脈信號、無線電源及電池電壓。 
進一步歸納技術範疇，低能耗照明、電力消耗的測量、電源電路及電能儲存等相關技

術詞彙已出現在較多專利內容。 
(四)廢棄物管理： 
第一大申請人：（日商）栗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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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術詞彙：：重金屬離子、生物處理、煙道氣、工業廢氣、混泥土、膜元件、電

極、燃燒室、熱交換、紫外光、消毒器。 
進一步歸納技術範疇，控制水污染（廢水處理）、空氣品質管理（廢棄處理）、廢棄物

處理方法、廢料的回收或加工（廢棄物再利用）、碳捕獲和儲存等相關技術詞彙已出現在

較多專利內容中，而污染土染再生公開案件本就不多，且近年更是明顯減少。 
(五)農業／林業： 
第一大申請人：（美商）陶氏農業科學公司。 
主要技術詞彙：核苷酸、二甲基環丙烷羧酸鹽、殺蟲劑、除草劑、枯萎病、癌症、皮

膚彈性、鹵代官能基、植物生長劑、突變、土壤、經濟作物、烷基醚、水膜、液態材料、

氯化銨、界面活性劑、加工液、肥料。 
進一步歸納技術範疇，較近期的相關專利出現了二氧化碳氣體的相關詞彙。 
(六)行政、監管及設計： 
第一大申請人：（香港商）阿里巴巴集團服務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由於在行政、監管及設計方面，涉及的應用相當廣泛，因此技術詞彙相當分散，且較

集中在「管理」、「處理模組」、「伺服器」等通用詞彙，故進一步依時間分析出的主要技術

詞彙為：廣告、管理、支付、電子標籤、區塊鏈、行動裝置、雲端應用。 
因此類別係以電子化、無紙化作業為主要目的，故進一步尋找以節能減碳目的之技術

手段，當中以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針對電網的控制，包含電表判讀、電費診斷、用電監

控、節能分析等應用環境較多。 
(七)核能發電： 
第一大申請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主要技術詞彙：輻射探測、放射性廢料、燃料池、燃油模組、注入、中子束、光束寫

法、電子束、閃爍體探測、輻射系統、小波束、液化溶液。 
由於核能發電爭議較大，本國申請人的申請量並不多，雖我國核研所有相關專利申

請，但其主要以替代能源技術專利布局為主，而非核能發電相關技術。 
 

小結 
  專利地圖報告的用意在於提供研發人員了解目前產業申請專利的佈局規畫，以及目前

大略的發展趨勢，進而避免研發資源的浪費。而減碳為目前最重要的環保議題，需仰賴全

球各國的支持，除企業本身的自我要求外，大企業更會針對其供應鏈上的各廠商一併要

求，因此減碳技術勢必成為各產業重要的技術研發項目之一。 
  而在「減碳技術發展之專利地圖」已可知目前各種減碳技術的主要技術詞彙與發展趨

勢，當中針對已經發展成熟的項目，在使用前需考慮是否會產生專利侵權疑慮，針對尚在

發展的項目則可考慮是否需進行研發，並盡早進行專利佈局，搶得先機。 
  此外，本次公布的「減碳技術發展之專利地圖」，當中所分析出的「主要技術詞彙」

係由專利檢索資料庫本身的功能，針對專利內文的字詞進行統計分類而產出的，然而在撰

寫專利的過程中，內文中字詞大多會經過撰稿者的修飾，經過修飾的字詞通常會較大量的

在說明書內容中被使用，但原發明人常用的技術用字因為經過撰稿者的修飾，導致在內文

中出現的次數有可能會相對較少。也就是說，經撰稿者修飾後的字詞在利用專利檢索資料

庫本身功能進行統計時，有可能會被專利檢索資料庫分析為「主要技術詞彙」，導致「主

要技術詞彙」未必是原發明人常用的技術用字，因而有可能會導致分析結果不夠精準。 
  因此筆者認為若能更進一步的與業界的發明人／研發工程師多討論，在分析時應可進

一步使用發明人／研發工程師所確認的技術用字來進行分析，如此一來，將有機會能更貼

近業界的實際現況，並能更容易地作為業界研發方向的參考依據。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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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智慧財產局網站公布之節能減碳技術發展之專利地圖，2021/10/01。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750-897738-d3b70-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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