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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研究機構 114年能源科技專案計畫 

新及再生能源領域研究重點說明 

FY114 年度新及再生能源領域計畫徵求範疇，將依照新能源及再生能源類

別區分為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能源、氫能與燃料電池、電網級儲能、地熱

發電、海洋能源及二氧化碳捕獲與封存等八項次領域，各項次領域研究重點分別

說明如後。 

壹、 太陽光電次領域研究重點 

一、背景說明 

 為逐步實現「2050 淨零排放路徑」之永續社會，「太陽光電」已列為

「能源轉型」的關鍵戰略。基於用電大戶設置再生能源法案、國際供

應鏈減碳要求、未來碳費徵收等政策施行因素，促使國內太陽光電之

綠電需求大增。國內業者已專注國內市場，但需協助發展太陽光電產

業鏈中具在地優勢產品，導入量產再升級之技術方案與新市場需求之

複合多樣態應用模組。同時布局自主性新世代前瞻技術，以彌補產業

技術及資源缺口。藉由帶動技術升級及多元產品應用，爭取產業未來

國內外電池及模組商機。 

 目前推動瓶頸：國內 2030 年太陽光電的累積安裝目標為 30GW，但由

於地狹人稠而面臨安裝土地面積不足的問題。技術上需仰賴發展高效

率太陽電池與模組技術，同時要發展多樣態的輕量化模組產品，減少

模組成本與系統設置的材料及施工成本，創造諸如漁電、農電、海上

等需具備高架、大跨距、輕荷重等特性的複合式多樣態新型太陽光電

系統應用模式，拓展安裝設置場域，減少土地需求面積。 

 經考量太陽光電發展趨勢與我國推動現況，並盤點太陽光電推動所需

技術後，研發規劃將以「輕量化太陽光電模組相關技術」、「高效率矽

晶太陽電池相關技術」與「堆疊太陽電池相關技術」等項目進行計畫

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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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有意願投入非以上項目可自行發展，並申請業界能專計畫補助辦

理。 

二、研究重點說明 

 114 年度太陽光電次領域，請針對「輕量化太陽光電模組相關技術」、

「高效率矽晶太陽電池相關技術」與「堆疊太陽電池相關技術」等項

目進行構想書提案。 

 重要技術指標請參考如下表： 

優先

序號 
重點技術項目 2025-2027年所需達成指標 

1 
輕量化太陽光電

模組相關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輕量前

板材料、表面硬化耐 UV 塗層、

材料測試驗證、太陽光電模組

設計與封裝、老化測試與封裝

製程優化、戶外實測驗證等，進

而達成太陽光電模組輕量化並

通過產業化相關之可靠度規範

測試。 

 單位面積重量比商規單玻

模組減輕≧25%。 

 通過 IEC 61215 可靠度規

範測試及實際戶外系統驗

證。 

2 
高效率矽晶太陽

電池相關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指叉式

電極形成、指叉式 TOPCon 鈍

化接觸形成與導電漿料、指叉

式 P/N 設計及圖樣化、多層抗

反射層、元件製程整合優化等，

進而建立高效率矽晶電池結構

與產業化製程及設備技術。 

 高效率矽晶太陽電池效率

≧26%。 

3 
堆疊太陽電池相

關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上電池

表面鈍化與穩定性優化、上電

池電流增益優化、上下界面整

合、上下電池效能匹配優化、堆

疊製程及設備整合優化等，布

局自主性的新世代前瞻技術。 

 鈣鈦礦-矽晶堆疊太陽電

池效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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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風力發電次領域研究重點 

一、背景說明 

 目標說明：為達成 2025 年綠能目標，我國積極推動風力發電設置。

2022 年國發會發布 2050 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政府將透過三階

段（示範獎勵、潛力場址、區塊開發）政策，逐步穩健推動離岸風力

發展，達成 2025 年 5.6 GW，2035 年 20.6 GW 的政策目標。 

 國內技術能量與可能研發方向： 

 在浮動式風場關鍵技術，已具備大部分海上調查及環境評估能力、

風場開發及電網規劃能力、施工及維運碼頭設計規畫和維運策略擬

定能力，但在浮動式離岸風電系統研究與關鍵技術、浮動式海事工

程技術尚有缺口。 

 在離岸風場運轉與維護相關技術，隨著離岸風場逐年完成進入商轉

運維，相關運維策略及技術將越顯重要，無人化、即時化、數位化

之相關運維相關技術應加速發展。 

 在離岸風場資訊監測、整合及策略分析相關技術，鑒於將逐步擴大

至大水深區域發展，應即時掌握及整合臺灣離岸風場相關資訊，並

分析離岸風場設置之策略，以有效利用臺灣海域土地資源。 

 次領域發展重點技術項目：經考量風力發電發展趨勢與我國推動現況，

並盤點風力發電所需技術後，研發規劃將以「浮動式風場關鍵技術」、

「離岸風場運轉與維護相關技術」及「離岸風場資訊監測、整合及策

略分析相關技術」等項目進行計畫徵求。 

 業界有意願投入非以上項目可自行發展，並申請業界能專計畫補助辦

理。 

二、研究重點說明 

 114 年度風力發電次領域，請針對「浮動式風場關鍵技術」、「離岸風

場運轉與維護相關技術」及「離岸風場資訊監測、整合及策略分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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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技術」等項目進行構想書提案。 

 重要技術指標請參考下表： 

優先

序號 
重點技術項目 2025-2027年所需達成指標 

1 
浮動式風場

關鍵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浮

動式離岸風電系統研究

與關鍵技術開發(如：浮

台、動態海纜、錨定與繫

泊系統)、浮動式海事工程

技術(如：浮台、動態海纜、

錨定與繫泊安裝)。 

 完成浮動式風機動態海纜之設計及數

位化運維技術。 

 完成浮動式風機浮台之效能設計及分

析技術。 

 完成浮動式風機錨定與繫泊系統之設

計及運動分析技術。 

 完成浮動式風機海事工程評估技術。 

 2 

離岸風場運

轉與維護相

關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無

人化、即時化、數位化運

維相關技術。 

 完成離岸風電水下即時監測運維技術

開發。 

 完成離岸風電無人載具運維技術平台

開發。 

3 

離岸風場資

訊監測、整

合及策略分

析相關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風

場資訊監測及數位化整

合管理技術、離岸風場策

略分析相關技術等。 

 完成離岸風場即時監測技術、發電量

效能評估與預測系統。 

 完成風場數位化資訊整合及管理平

台。 

 完成大水深離岸風場設置之推動策略

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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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生質能次領域研究重點 

一、背景說明 

(一) 目標說明：2022 年國發會發布我國 2050 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

生質能為前瞻能源其中之一，目標為 2025 年達到 778MW、2030 年達

到 805~1,329MW 裝置容量。生質能發電具低投資成本、低減碳成本

潛力，且可提供穩定再生能源電力（基載），有助於能源轉型目標之達

成。 

(二) 國內技術能量與缺口：國內受限生質資源較為不足、料源供應穩定性

與燃料成本等因素，致使生質電力成長受限，透過廢棄物能源化技術

研發與應用，形成生質廢棄物料源利基為導向，短期內務實推動 SRF

電廠、農業廢棄物及沼氣發電設置，輔以高效率轉換技術，引導產業

發展綠能與減碳。 

(三) 次領域發展重點技術項目：經考量國際生質能發展趨勢與我國推動現

況，並盤點生質能源推動所需之技術後，研發規劃將以「多元燃料轉

換技術」、「生質廢棄物燃料化技術」等項目進行計畫徵求，以達到再

生能源電力供應及減碳等目的。 

(四) 業界有意願投入非以上項目可自行發展，並申請業界能專計畫補助辦

理。 

二、研究重點說明 

(一) 114 年度生質能次領域，請針對多元燃料熱化學轉換技術(如氣化、裂

解等)、生質廢棄物燃料化技術(如固態厭氧醱酵酵技術、分散式沼氣

發電、生物產油等)等項目之相關技術進行構想書提案。 

(二) 重要技術指標請參考下表： 

優先

序號 
重點技術項目 2025-2027年所需達成指標 

1 

多元燃料熱

化學轉換技

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氣化

發電技術、有機廢棄物燃料

等熱化學技術。 

 合成氣熱值≧10 MJ/Nm3。 

 發電效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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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號 
重點技術項目 2025-2027年所需達成指標 

2 

生質廢棄物

燃料化相關

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固態

厭氧發酵技術、生物技術等

廢棄物衍生燃料加值化技術

和處理方法。 

 固態厭氧發酵產氣量≧90 m3/t-生

質物(註：進料濃度≧20%)。 

 濕式厭氧發酵產氣量 450 L/kg-TS

（有機負荷率 1.5 kg-VS/m3/d) 

 生物產油技術產率≧9 g/L/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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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氫能與燃料電池次領域研究重點 

一、背景說明 

(一) 目標說明：2022 年國發會發布我國 2050 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

氫能為重要去碳能源之一，目標為 2025 年達到 91MW、2030 年達到

891MW 裝置容量。我國氫能發展將從過去以分散式發電應用，逐步

擴大到整體國家及產業減碳發展面向。未來，氫能多元應用及穩定氫

氣料源供給，將有助於淨零排放目標之達成。 

 國內技術能量與可能研發方向：目前我國氫能推動設置最大瓶頸仍為

發電設備與基礎設施設置成本，中長期的發展關鍵因素則以料源（潔

淨氫）成本為影響裝置容量之主要議題。未來將進入技術驗證與擴大

推廣階段，需發展多元應用及穩定氫氣料源供給，以中大型發電應用

市場、穩定且高效率的氫供應技術，以及低成本氫或載體運儲體系為

發展主軸，以有效降低氫能發電成本為目標，並進行區域性系統驗證

分析，降低我國碳排，同時支援長期再生能源儲能需求為主要推廣運

用，打造完整氫供應鏈技術。 

 次領域要發展重點技術項目：經考量氫能發展趨勢與我國推動現況，

並盤點氫發電推動所需技術後，研發規劃將以「氫氣料源穩定供應技

術」、「高密度氫氣輸、儲基礎設施技術」與「建立氫發電技術」等項

目進行計畫徵求。 

 業界有意願投入非以上項目可自行發展，並申請業界能專計畫補助辦

理。 

二、研究重點說明 

(一) 114 年度氫能與燃料電池次領域，請針對「氫氣料源穩定供應技術」、

「高密度氫氣輸、儲基礎設施技術」與「建立氫發電技術」相關技術

進行構想書提案。 

(二) 重要技術指標請參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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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號 
重點技術項目 2025-2027年所需達成指標 

1 

氫氣料源

穩定供應

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 AEM、

SOEC 等先進電解製氫技術、流

道觸媒與耐高溫熱傳導材料技

術、氫氣純化技術等提升氫氣製

造效率與品質管控的相關技術

項目。 

 先進產氫系統功率達 100 kW。  

 製氫效率達 65%以上，且氫氣純

度達 99.99%以上。 

2 

高密度氫

氣輸、儲

基礎設施

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液氫運儲

技術、大型液氫/氨儲槽技術、運

氫管路材料開發技術、管線運送

相關配套技術與液態氨裂解技

術等採引進或研發儲槽基礎工

程、液化及氫載體轉化氫技術研

發或示範場域。 

 液氫每天蒸發率達 1%以下。 

 高壓氫氣儲存壓力達 250bar 以上 

 氨裂解速率達 75%以上。 

 建立氫輸儲暨氫應用驗證場址，

氫氣供應量達 1 Nm3/hr 以上。 

3 
建立氫發

電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中高溫電

池組技術(包含低成本電極開發

技術)、高溫系統模組化技術、複

循環發電技術、氫/氨燃燒發電技

術，以及零件熱衰退影響分析技

術等提升氫發電裝置量相關技

術項。 

 燃料電池技術達年平均發電效率

大於 50%以上，且年運轉率 65%

以上。 

 燃氫發電技術達混燒 5%以上，且

NOx<40 ppm (符合現有法規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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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電網級儲能次領域研究重點 

一、背景說明 

(一) 目標說明：2022 年，國發會發布我國 20502050 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

戰略。電力系統與儲能關鍵戰略行動計畫中，儲能目標在 2025 年達

到 1,500MW， 2030 年達到 5,500MW 裝置容量。為達成 2030 年綠能

目標，我國積極推動各類新及再生能源發電設置。由於再生能源的大

量導入，其不穩定性可能使電力系統受到衝擊，因此儲能議題受到高

度期待與重視。 

(二) 國內技術能量與可能研發方向：儲能技術類別多，不同儲能技術有其

較適合應用場域，但隨技術演進與產品價格調降，其應用領域將隨之

調整。 

 抽蓄水力電廠、空氣壓縮儲電廠等非化學式儲能，受限於地理條件

及對水文、地質環境的衝擊，容易引起民眾抗爭，較不易達成，不

列入提案構想範圍。 

 技術成熟之鋰電池應用廣泛，但鋰電池供應鏈受俄烏戰爭及美中國

際情勢緊張影響，國際上逐漸重視鋰電池對國外關鍵礦物資源的依

賴性並致力提高國內回收能力，同時也積極尋求新的電池技術。 

(三) 次領域要發展的重點技術項目：經考量儲能發展趨勢與我國再生能源

推動現況，並盤點因應未來再生能源目標所需儲能技術後，研發規劃

將以「鋰電池回收技術」、「液流電池技術」與「儲能系統安全性強化

技術」等項目進行計畫徵求。 

(四) 業界有意願投入非以上項目可自行發展，並申請業界能專計畫補助辦

理。 

二、研究重點說明 

(一) 114 年度電網級儲能次領域，請針對「鋰電池回收技術」、「液流電池

技術」與「儲能系統安全性強化技術」相關技術進行構想書提案。 

(二) 重要技術指標請參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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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號 
重點技術項目 2025-2027年所需達成指標 

1 

鋰電池回

收技術群

組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鋰

電池拆解、重組技術或其

他鋰電池回收相關之技

術項目。 

 開發鋰電池拆解、重組技術並應用於電

網級儲能。 

 開發適用於電網級儲能電池系統之二次

電池重組技術。 

2 
液流電池

技術群組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低

成本隔離膜開發與量產

技術、水系電解質開發技

術、低成本離子液體開發

與量產技術或其他液流

電池相關之技術項目。 

 液流電池能量密度高於 25Wh/L。 

 隔離膜成本低於 NT$2 萬/m2。 

 開發電網級儲能液流電池之水系電解質

成本每度電 NT$4,000 。 

3 

儲能系統

安全性強

化技術群

組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

智慧化異常偵測警示技

術、低成本離子液體開發

與量產技術或其他儲能

系統安全性強化相關之

技術項目。 

 智慧化異常偵測警示技術整合微形變力

(0~5KN)、氣體感測(H2：1 ppm、CO：1  

ppm)、電解液洩漏感測(DMC：1 ppm) ，

反應時間 10~15 秒。 

 開發電網級儲能之離子液體電解質成本

佔電池總成本低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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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地熱發電次領域研究重點 

一、 背景說明 

(一) 達成目標說明：2022 年國發會發布我國 2050 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

略，地熱能具備基載電力之特性，為具潛力的穩定電力來源，目標在

2025 年達到 20MW，2030 年達到 56~192MW 裝置容量。根據中央地

質調查所公布之最新資料，台灣地熱蘊藏潛能達 40GW，其中約有

1GW 潛能位於淺部地層，剩餘的部分屬於蘊藏深度大於三公里之深

層地熱。目前已掌握開發、籌設或完工中之地熱案場共計 8 處 20 案，

均屬於淺層地熱的開發案。 

(二) 國內技術能量與可能研發方向： 

 我國目前主要地熱區相關調查未臻完善，且台灣地熱環境相對複雜，

建立精確且可靠之地熱地質概念模式上仍有待技術精進。另外在地

熱電廠開發與運維上亦須面對酸性液體的腐蝕，與地熱流體因解壓

結垢導致地熱電廠產能下降的問題，需發展耐酸蝕及結垢抑制技術，

提升地熱電廠產能與營運壽命。 

 目前國內廠商主要投入傳統型淺層地熱的開發案，缺乏深層地熱開

發技術量能與經驗。然而，考量到國內大部分的地熱潛能屬於深層

地熱，為了達成我國 2050 淨零排放目標，必須導入開發深層地熱

所需的先進地熱技術，如增強型地熱取熱技術、封閉式迴路取熱技

術，或超臨界地熱取熱技術等，也必須制定適用先進地熱開發技術

的相關規範，以利後續推動深層地熱開發，達成地熱發展目標。 

 國內已修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增訂地熱專章，明定地熱探勘許可

與開發許可，以及發電尾水回注比例須達 90%等規範，然而地熱案

場開發仍須依據相關部會的規範進行用地許可或水權等申請，對於

地熱開發進度造成一定程度的延遲，因此必須持續精進地熱案場申

設程序，以利地熱裝置容量提升；隨著地熱開場案場增加，對於特

定儲集層的取用水量也上升，為了地熱案場永續經營，必須建構儲

集層管理所需技術。 

(三) 次領域要發展重點技術項目：考量地熱發展趨勢與我國推動現況，並

盤點地熱發電推動所需技術後，研發規劃將以「精進耐酸蝕及結垢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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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技術」、「布局先進地熱取熱技術」、「地熱發電推動與永續管理」 等

項目進行計畫徵求。 

(四) 業界有意願投入非以上項目可自行發展，並申請業界能專計畫補助辦

理。 

二、 研究重點說明 

(一) 114年度地熱發電次領域，請針對「精進耐酸蝕及結垢抑制相關技術」、

「布局先進地熱取熱技術」、「地熱發電推動與永續管理」相關技術進

行構想書提案。 

(二) 重要技術指標請參考下表： 

優先

序號 
重點技術項目 2025-2027年所需達成指標 

1 

精進耐酸

蝕及結垢

抑制相關

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耐酸蝕、

結垢抑制技術(材料或工法)、產

能人工激勵技術。 

 完成抗酸蝕管材/工法實地驗證，

使酸性流體區域內之管材與設備

壽命達地熱電廠營運壽命要求 ；

開發先進地熱系統之高效率抗抗

酸蝕管材/工法。 

 環境友善結垢抑制技術應完成實

地驗證，抑制效果達 70%以上。 

 產能人工激勵技術應完成實地驗

證，提升單口井產能達下降量之

30%，或達原規劃產量之 70%。 

2 

布局先進

地熱取熱

相關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 增強型

地熱取熱技術、封閉式迴路取熱

技術，或超臨界流體取熱技術。 

 完成一項增強型地熱裂隙即時監

測技術。 

 完成一項封閉式迴路取熱技術導

入與驗證。完成一項先進型地熱

系統產能測試技術導入與驗證。 

 完成一處超臨界地熱開發場域評

估。 

3 

地熱發電

推動與永

續管理 

內容包含(但不限於)推動地熱電

廠開發與永續管理所需關鍵技

術與議題研析。 

 建構地熱儲集層永續管理技術。 

 持續精進地熱案場申設程序。 

 關鍵議題包含但不限於地熱發電

永續管理規範或先進地熱開發與

申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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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海洋能源次領域研究重點說明 

一、 背景說明 

(一) 目標說明：我國四面環海，具海洋能開發潛力，可開發類型包括波浪

發電、海洋溫差發電與洋流發電等。國發會發布 2050 淨零轉型十二

項關鍵戰略中，海洋能目標為 2025 年累積裝置容量達 0~0.1MW、2030

年達 0.1~1 MW。為達成政策目標，推動措施將以「完善政策配套」

及「技術發展」為兩大主軸。 

(二) 國內技術能量與可能研發方向： 

 我國波浪發電潛力場址包含東北角海域、臺灣最北端富貴角、澎湖

群島、雲彰隆起等。波浪發電開發成本及風險較低，惟須透過實際

海域測試驗證極端氣候下之機組運轉可靠度與發電效率。 

 我國海洋溫差發電優良場址主要分布於東部海域，可作為基載電力

24 小時穩定供電，但技術開發瓶頸在於大管徑冷水管之製造與布放

技術，且實務上裝置容量須達 10MW 規模始具經濟效益，宜朝大型

化電廠發展。此外，東部地區深層海水與溫泉水整合溫差發電可拉

大溫差，被認為具發電可行性，然需解決隔熱材料等問題。 

 我國洋流發電最佳海域為富貴角、澎湖群島、東部海域等，其中以

黑潮發電可開發量最大，需持續研發/導入相關技術，驗證技術可行

性後，邁入示範電廠。 

 我國已訂定合理躉購費率，未來除了滾動修正年度海洋能躉購費率

外，尚可朝完備海洋能申請設置流程等政策配套努力，以加速海洋

能發電之建設與開發。 

(三) 次領域要發展重點技術項目：經考量海洋能發展趨勢與我國發展潛能

與技術發展現況，研發規劃將朝向「波浪發電相關技術」、「溫差發電

系統研究與關鍵技術」、「洋流發電相關技術」與「海洋能推動」等項

目進行計畫徵求。 

(四) 業界有意願投入非以上項目可自行發展，並申請業界能專計畫補助辦

理。 

二、 研究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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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4 年度海洋能源次領域，請針對應用於「波浪發電系統研究與關鍵

技術」、「溫差發電系統研究與關鍵技術」、「洋流發電相關技術」與

「海洋能推動」進行構想書提案。 

(二) 重要技術指標請參考下表： 

優先

序號 
重點技術項目 2025-2027年所需達成指標 

1 

波浪發電系

統研究與關

鍵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 離岸

式波浪發電技術、波浪發電系

統整合及管理與維運技術等。 

 研發或引進適用台灣之技術解決

方案，例如抗颱/避颱設計、陣列

技術、耐衝擊傳動機構、智慧化維

運技術等，目標為建立可克服惡

劣海象的波浪示範機組，並進行

穩定性、可靠度與發電效率驗證。 

2 

溫差發電系

統研究與關

鍵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 溫差

發電設計與製造技術、溫差發

電系統整合及管理與維運技

術，目標為提升系統效能。 

 研發或引進適用台灣之技術解決

方案，例如大管徑(4 米以上)取水

管技術、鎧裝技術等，進行溫差發

電機組設計開發與系統整合，提

高循環系統效率，並導入示範電

廠進行驗證。 

3 
洋流發電相

關技術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洋流發

電設計與製造技術、洋流發電

系統整合及管理與維運技術。 

 研發或引進適用台灣之技術解決

方案，例如深海繫纜、錨碇、陣列

技術、動態海纜、抗颱/避颱技術

等，目標為提升機組抗颱能力，並

可導入示範場域驗證穩定性、可

靠度與發電效率。 

4 海洋能推動 

海洋能開發推動，如案場追蹤

與關鍵議題研析、釐清海洋能

發電機組申請設置程序。 

 建立及完備海洋能申請設置流

程。 

 推動海洋能示範電廠申請與建置

之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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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二氧化碳捕獲與封存次領域研究重點說明 

一、背景說明 

(一) 目標說明：根據國發會所發布的 2050 淨零轉型關鍵戰略，2030 年目

標採推動示範計畫，估計 CCUS 減碳效益為 174-179 萬噸，若 2025 年

相關規範及配套落實，估計可能達成積極目標 CCUS 減碳效益為 460

萬噸，至 2050 年透過完善法規、社會溝通，推動產業應用，並持續開

發海洋碳匯、土壤碳匯及各項前瞻技術，達成 40.2百萬公噸減碳目標。 

(二) 國內技術能量與可能研發方向：我國電廠與工業界為二氧化碳主要排

放源，故相關二氧化碳捕獲技術之大型化及示範技術發展極為重要。

封存技術首要需推動先導試驗取得科學數據，並利用監測與風險評估

機制，以取得民眾信任最為重要。未來，二氧化碳利用與儲能蔚為趨

勢，但目前仍需尋求以最低能耗的技術進行，並導入碳經濟循環概念，

儘早實現商業化。 

(三) 次領域要發展重點技術項目：經考量二氧化碳捕獲與封存發展趨勢與

我國發展潛能與技術發展現況，研發規劃將朝向「碳捕捉」、「碳封存

」等項目進行計畫徵求。 

(四) 業界有意願投入非以上項目可自行發展，並申請業界能專計畫補助辦

理。 

二、研究重點說明 

(一) 114 年度二氧化碳捕獲與封存次領域，請針對應用於「碳捕捉」、「碳

封存」相關技術進行構想書提案。 

(二) 重要技術指標請參考下表： 

優先

序號 
重點技術項目 2025-2027年所需達成指標 

1 碳捕捉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搭配氫、

生質能等多元捕捉管道之二氧

化碳捕捉技術。 

 捕捉成本低於 50 美元/噸。 

 年捕集量達千噸等級之示範廠完工運

轉。 

2 碳封存 

技術可包含(但不限於)場址特

性與風險評估技術、二氧化碳

封存安全與風險評估技術、地

 萬噸等級示範場域啟動注儲與運轉監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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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序號 
重點技術項目 2025-2027年所需達成指標 

震與環境監測技術、二氧化碳

封存監控機制、二氧化碳移棲

模型、地質地層探勘與調查資

料庫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