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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中和的一项重要技术选择，已

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范围内达成共识。梳理和对比分析了主要国家 CCUS 技术研发部署、基

于专利的竞争态势以及 CCUS 全流程商业项目。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英国和日本通过制定多项顶层

战略规划以明确 CCUS 技术发展愿景和目标，而中国在 CCUS 技术领域的顶层统筹规划和系统部

署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全球 CCUS 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在碳中和目标驱动下，预

计未来将会迎来新一轮增长。中国、美国和日本是全球 CCUS 技术专利的主要来源国，CCUS 技术专

利布局以碳捕集和 CO2 转化利用为主。CCUS 全流程商业项目应用行业范围不断扩大，美国、英国等

主要国家在项目数量、捕集能力和应用行业范围等方面领先全球。最后提出中国面向碳中和目标发展

CCUS 技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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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作为实现碳

中和目标技术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化石能

源低碳利用的技术选择，而且是钢铁、水泥等难减

排行业深度脱碳的可行技术方案，同时 CCUS 技术

与新能源耦合的负排放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

要技术保障 [1]。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国际能源署（IEA）、国际可再生能源机

构（IRENA）等国际机构的研究报告均指出 CCUS 技

术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以

及碳中和的重要减排技术 [2-4]。国际能源署在可持续

发展愿景中提出，到 2070 年全球实现净零碳排放，

CCUS 技术将至少贡献全球碳减排量的 15%，达到碳

减排104亿t/a。若将净零时间从2070年提前至2050年

则将需要增加近 50% 的 CCUS 部署 [5]。2020 年以来，

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幅增加在 CCUS 领域

的研发投资，加速推动 CCUS 技术突破和低成本部署。

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全球主要国家 CCUS 研发部署、

竞争态势以及 CCUS 全流程商业化项目，提出中国面

向碳中和目标发展 CCUS 技术的建议。

1　主要国家CCUS技术研发战略比较分析

1.1　美国制订全面的 CCUS 技术研发计划，重视 CCUS  
　　  关键技术的前沿性研究和低成本商业化部署

美国较为重视 CCUS 技术发展，不断提高 C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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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资助并优化研究布局，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

大规模低成本商业部署。2020 年 12 月，美国发布

《2020 年能源法案》，提出大幅提高 CCUS 技术的

研发投入，将在 2021—2025 年授权美国能源部和环

保署 60 多亿美元用于 CCUS 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

范 [6]。2021 年，美国能源部更新多年期 CCUS 技术

研发计划，将碳捕集计划修改为点源碳捕集（PSC），

加强对天然气和工业设施等点源碳捕集技术的研

发。增加碳去除（CDR）计划并正式部署“负碳攻

关计划”[7]，目标是从大气中去除数十亿 t CO2，并

将碳捕集和封存的成本降至 100 美元 /t 以下。2022 年

9 月，美国能源部发布《工业脱碳路线图》，其中

将 CCUS 技术作为美国实现工业脱碳的 4 个关键路

径之一，提出 CCUS 技术研发的重点包括：①燃烧

后碳的化学吸收；②开发先进碳捕集材料以提高效

率并降低碳捕集成本；③开发利用捕集的 CO2 制造

新材料的工艺 [8]。

2020 年以来，美国能源部在 CCUS 技术研发

与示范方面的投资已超过 67 亿美元 [9]，从目前公

布的资助项目来看，资助方向主要包括：①天然气

发电和工业部门变革性点源碳捕集技术研发，例

如，低温碳捕集等实验室和工业规模测试，碳捕

集率和 CO2 纯度均需超过 95%；②直接空气捕集

（DAC）技术等碳去除技术、碳转化利用方法以及

先进的捕集 - 利用一体化系统研究；③藻类生物质

CO2 利用技术研发；④碳捕集基础科学前沿研究等。

1.2　英国政府加强CCUS技术研究和部署顶层设计，

　　 通过产学研深度合作推动以碳运输和存储基础

　　 设施共享为特色的 CCUS 产业集群建设

2020 年，英国在《绿色工业革命 10 点计划》

中将先进的 CCUS 技术、直接空气捕集技术和温室

气体去除（GGR）技术列为实现绿色工业的革命性

技术，提出到 2030 年投资 10 亿英镑与工业界合作

建设 4 个 CCUS 产业集群 [10]。2021 年，英国在《净

零研究与创新框架》中确定了 CCUS 技术和 GGR

技术在未来 5 ～ 10 年的关键优先领域，①碳捕集

领域：推进高效低成本的点源碳捕集技术研发，如

新型溶剂和吸附工艺、低成本的空气分离新技术、

钙循环等；开展燃气发电厂生物质能耦合碳捕集和

封存（BECCS）项目示范；②碳运输和封存领域：

研发高效低成本的碳运输和封存的共享基础设施和

海上碳封存技术；③直接空气捕集技术和封存技术

以及其他低能耗 GGR 技术的研发与示范 [11]。

2020 年 以 来， 英 国 陆 续 投 资 约 3 亿 英 镑 用

于 CCUS 技术和 GGR 技术研发 [12-14]。重点资助方

向包括：① 1 亿英镑用于 GGR 技术的创新研究；

② 1.7 亿英镑支持天然气发电厂、工业 CCUS 技术研

发部署和绿氢燃料转换；③ 2 000 万英镑支持下一代

CCUS 技术研发。主要资助机构为英国研究与创新署

（UKRI）以及国家净零创新组合基金。为推动产学

研深度合作，英国能源部组织政府、工业界和学术

界专家成立 CCUS 委员会、CCUS 咨询小组，向政府

提供 CCUS 商业模式发展建议并监督项目进展。

1.3　日本积极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碳循环产业

日本致力于发展碳循环利用技术，并于 2019 年

发布了《碳循环利用技术路线图》，设定了碳循环

利用技术的发展路径，以加快 CCUS 技术战略部署，

2021 年，日本对该路线图进行了修订以促进其进

一步发展 [15]。2020 年，日本发布《2050 年实现碳

中和的绿色增长战略》，将 CCUS 技术与氢能、可

再生能源、储能、核能等并列为日本实现碳中和目

标的关键技术，同时提出研发 CO2 转化利用以及高

效低成本分离和捕集技术，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碳循

环产业，并明确了未来 10 年、30 年 CO2 转化利用

制造燃料、化学品、混凝土以及碳捕集技术的成本

目标 [16]。2022 年 10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制订利用

生物制造技术促进 CO2 为原料的碳循环利用计划，

以推动日本碳循环产业发展。

自 2020 年以来，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

机构（NEDO）陆续提供超 3 129 亿日元支持 CCUS

技术研发与示范 [17-30]。研究重点是低能耗碳捕集创

新性材料（胺吸收剂、物理吸附剂和分离膜等）、

费托合成（FT 合成）法制备燃料、高转化效率的光

催化剂、CO2 生物转化利用和 CO2 船舶运输技术等。

1.4　中国正积极有序推进 CCUS 技术研发、示范

　　 和产业化应用

中国已在多项政策文件中提出要有序推进

CCUS 技术研发、示范和产业化应用。2021 年以来，

中国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 年前碳达峰

行动方案》《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科技支

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 年）》等

·碳达峰、碳中和相关问题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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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均明确提出要开展低成本 CCUS 技术创新以

及推进规模化示范和产业化应用 [31-34]。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均对 CCUS 技术进

行了相关项目资助。2020 年以来，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已在“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高端功能

与智能材料”“绿色生物制造”“催化科学”“绿

色生物制造”等重点专项中布局了 CCUS 技术项

目，研究重点是 CO2 转化利用、碳捕集和地质封

存。2022 年科技部发布《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 2 个重点专项

2022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

针对 CCUS 技术拟支持多个项目，包括点源高效捕

集、高值化利用、地质封存风险监测、评价与控制

和光 / 电催化前沿新材料与新技术等。并提出了技

术考核指标，如碳捕集率大于 90%、CO2 利用率大

于 90% 和捕集 - 转化示范装置研发等。

2　主要国家CCUS技术专利产出对比分析

本文以 IncoPat 专利数据库作为检索来源数据

库为数据来源，利用关键词和专利分类号进行组合

检索①，并选用发明专利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

简单同族合并、数据清洗，得出 1950—2020 年全

球 CCUS 技术专利的申请数量为 30 729 项（检索

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2.1　CCUS 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全球 CCUS 技术专利申请整体呈现增长趋势，

特别是 2005 年以后 CCUS 技术专利申请数量迅速

增长。2003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大会上，碳捕集与封存在气候变化减缓

中的重要性受到一致肯定，并于 2005 年发布《碳

捕集与封存》特别报告 [35]，有力推动了该领域技

术研发和专利产出，全球专利申请数量从 2005 年

484 项 增 加 到 2018 年 1 755 项。2013—2015 年，

专利申请数量的趋势出现短暂下降。2015 年《巴

黎协定》签署后，CCUS 专利申请数量再次增长。

由于专利授权公开需要一定的审查周期，因此 2020 

年及之后的专利数量不能完全反映实际专利申请情

况，仅供参考（见图 1）。

2.2　CCUS 技术专利申请国家分布

中国、美国和日本是全球 CCUS 技术专利主要

来源国（见表 1），CCUS 技术的产业链主要包括

碳捕集、碳运输、碳地质利用与封存，以及碳转化

利用。中国在碳捕集、碳地质利用与封存、碳转化

利用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均领先于全球其他主要国

家，但从高价值专利（合享价值度≥ 9 ②）申请数

量上看，美国在上述 3 个领域均居全球首位，其中

碳捕集领域的高价值专利申请数量约为中国的两

倍。在碳运输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三位的国

①　碳捕集技术检索式：TIAB= ((carbon-dioxide OR “carbon dioxide” OR CO2 OR 二氧化碳 OR “carbon* gas dioxide*” ) AND (capture* 

OR separat* OR absorb* OR seiz* OR extract* OR 捕获 OR 捕集 OR 捕捉 )) ，并将结果限定在 B01D11、B01D19、B01D47、B01D53、 

B01D61、 B01D63 等 IPC 分类号中。碳运输技术：TIAB=( (carbon-dioxide OR “carbon dioxide” OR CO2 OR 二氧化碳 OR “carbon* 

gas dioxide*” ) AND ( Deliver* OR Transport* OR 运输 OR 运送 OR 输运 OR pipe OR 输送 )) AND IPC=(B63B35 OR B65G OR B67D 

OR F17)； 碳 地 质 利 用 与 封 存：TIAB= ((carbondioxide OR “carbon dioxide” OR CO2 OR 二 氧 化 碳 OR “carbon* gas dioxide*”) 

AND ( stor* OR sequester* OR inject* OR 封存 OR 固定 or 储存 “enhanced oil” OR “ enhanced coal-bed methane” OR “ enhanced 

geothermal “ OR “ enhanced natural gas “ OR “ enhanced shale gas “ OR “ enhanced saline “ OR (uranium AND leach*) OR 驱油 

OR 石油 OR 煤层气 OR 天然气 or 页岩气 or 咸水 ) ) AND IPC= (E21)；碳转化利用：TIAB= ((carbon-dioxide OR “carbon dioxide” 

OR CO2 OR 二氧化碳 ) (1N) (convert* OR transform* OR 转化 OR 转换 ) (1N)(into OR to)) OR TIAB=(((utilize* OR use OR used OR using 

OR usage OR 利用 )(1W)(carbon-dioxide OR “carbon dioxide” OR CO2 OR 二氧化碳 )) AND (synthes* OR produc* OR prepar* OR 合成 

OR 生产 OR 制备 OR 制造 ))) OR TIAB =(CO2 OR “carbon dioxide” OR 二氧化碳 ) AND (“mineral carbonation” OR “liquid fuel” 

OR microalgae OR biofuel OR methanol OR “formic acid*” OR “acetic acid” OR methane OR hydrocarbon OR carbonate OR polyol OR 

polyurethane OR isocyanate OR formate OR formaldehyde OR ethanol OR biodiesel OR “malic acid” OR starch OR fertilizer OR “feedstuff” 

OR 液体燃料 OR 甲醇 OR 烯烃 OR 有机碳酸酯 OR 聚氨酯 OR 异氰酸酯 OR 钢渣矿化 OR 磷石膏矿化 OR 混凝土养护 OR 苹果酸 OR 

微藻 ) AND (electrochemical OR thermo-chemical OR thermochem* OR hydrogenation OR conver* OR conver* OR transform* OR synthe* OR 

chemoenzymatic OR “photocatalytic conversion” OR biocatalytic)，并将其限定在 B01J、C01B、C04B、C05C9、C07 等 IPC 分类号中。

CPC 检索：CPC=(Y02C10/00 OR Y02C10/02 OR Y02C10/04 OR Y02C10/06 OR Y02C10/08 OR Y02C10/10 OR Y02C10/12 OR Y02C10/14 

OR Y02C20/40)．

②　合享价值度是 IncoPat 专利数据库依赖合享智慧公司自主研发的专利价值度评估模型来对专利评分的。该模型选取了业内常用的专

利价值评估指标，从技术稳定性、技术先进性和保护范围 3 个维度综合衡量专利的价值，最高分为 10 分。

 ◇秦阿宁，孙玉玲：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国际研发态势及应用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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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0—2020 年 CCUS技术专利年度申请趋势

表 1　1950—2020 年 CCUS技术 4个子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 10位的国家

碳捕集 碳运输 碳地质利用与封存 碳转化利用

申请人
国别

专利数量
（项）

专利价值度
≥ 9

专利数量
（项）

申请人
国别

专利数量
（项）

专利价值度
≥ 9

专利数量
（项）

申请人
国别

专利数量
（项）

专利价值度
≥ 9

专利数量
（项）

申请人
国别

专利数量
（项）

专利价值度
≥ 9

专利数量
（项）

中国 5 245 1 236 美国 145 72 中国 956 282 中国 2 913 754

美国 4 611 2 540 日本 102 16 美国 810 444 美国 1 599 811

日本 4 083 1 038 中国 86 16 加拿大 115 55 日本 1 187 262

韩国 1 469 593 韩国 57 17 俄罗斯 90 9 德国 636 157

德国 1 368 367 德国 52 6 法国 57 22 韩国 425 150

法国 784 349 英国 39 2 德国 42 10 英国 417 85

英国 590 120 法国 35 5 日本 37 14 荷兰 188 57

荷兰 338 111 瑞典 8 0 荷兰 31 15 法国 179 71

加拿大 316 157 加拿大 7 4 挪威 30 15 俄罗斯 131 10

瑞士 299 122 挪威 7 2 英国 26 5 丹麦 118 57

家依次为美国、日本和中国，美国在该领域的专利

申请总数和高价值专利数量方面均居全球首位。

2.3　CCUS 技术专利申请构成

CCUS 技术专利申请主要以碳捕集为主，其次

是碳转化利用和碳地质利用与封存，碳运输领域专

利申请数量较少（见图 2）。碳捕集专利申请数量

占 CCUS 技术专利申请总数的 66%，技术方向主要

集中在吸收法、吸附法、膜分离法和捕集系统与设

备等，2018 年以来 DAC 技术受到较多关注；碳运

输领域专利申请数量较少，仅占 CCUS 技术专利申

·碳达峰、碳中和相关问题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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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50—2020 年 CCUS技术专利的主要技术构成申请比例

请总数的 2%，主要涉及 CO2 压缩、增压与储存设备、

管道运输和船舶运输等；碳地质利用与封存专利数

量占 CCUS 技术专利申请总数的 7%，专利布局重

点涉及强化石油开采、强化气体开采、增强地热利

用以及封存技术等；碳转化利用是 CO2 循环利用

的重要环节，专利申请数量占 CCUS 技术专利申请

总数的 25%。专利布局重点方向涉及 CO2 的化工

利用、生物利用和矿化利用，即 CO2 转化制化学品、

燃料和矿物等，如碳酸酯、合成气、甲醇、微藻生

物质燃料和碳酸盐等。

3　主要国家CCUS全流程商业项目对比分析

根据《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现状 2022》报告，

截至 2022 年 9 月，全球 CCUS 全流程商业项目共

有 196 个（包括运行中、建设中、开发后期、开发

早期和暂停运行）。其中 83 个位于美国，数量遥

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英国有 27 个，中国有 7 个，

日本暂无 CCUS 全流程商业项目 [36]。从美国、英

国和中国 CCUS 全流程商业项目应用行业分布来看

（见图 3），随着时间的推移，应用行业从最初的

天然气、化肥和乙醇生产行业逐渐扩展到 CO2 排

放量较高的发电、水泥和制氢等多个行业。

从图 3 可以看出，美国和英国的 CCUS 商业化

项目具有领先优势，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税收、补

贴等政策，如美国《国内税收法》第 45Q 条款的

CCUS 税收抵免政策、英国的差价合约（CfD）机制

等 [36]。美国于 2022 年 8 月发布《通货膨胀削减法

案》，进一步提高第 45Q 条款的税收抵免金额，对

于从点源捕集 CO2 并封存在咸水层的项目，将税收

抵免从 50 美元 /t 提高到 85 美元 /t，用于提高石油

采收率（EOR）或碳利用项目的税收抵免从 35 美元

/t 提高到 60 美元 /t，直接空气捕集 CO2 并封存在咸

水层项目的税收抵免从 50 美元 /t 提高到 180 美元 /

t，直接空气捕集 CO2 并用于 EOR 和 CO2 利用的税

收抵免从 35 美元 /t 提高到 130 美元 /t [37]。另一方面

得益于 CCUS 网络枢纽和集群建设，CCUS 早期开发

项目采用点对点模式，这种模式适合大型封存点与

单个大型排放源（如天然气处理厂）之间距离合理

的情况。和大多数行业一样，CCUS 也会受益于规

模经济，如提高碳捕集、运输和封存规模可以大幅

降低 CCUS 项目成本。CCUS 网络枢纽和集群通过规

模经济效应大大降低了 CO2 封存的单位成本。同时

这种拥有多家 CCUS 服务客户和供应商的工业系统

也有助于降低项目风险。截至 2021 年 9 月，美国和

英国分别建有 9 个和 6 个 CCUS 网络枢纽与集群，

而日本和中国则暂无 CCUS 网络枢纽和集群 [38]。美

国的 CO2 运输管道已超过 8 000 km，占全球 CO2 运

输管道的 85%[39]。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2022 年 10 月美国发布“CO2 运输基础设

施融资和创新计划”（CIFIA）[40]，提出将在 2022—

2026 年投入 21 亿美元资金支持 CO2 运输共享基础

设施建设，旨在推动 CCUS 技术的大规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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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72—2022 年美国、英国和中国全流程CCUS商业项目应用行业分布 [36]

注： 美国    英国      中国  100 万 t/a  500 万 t/a  ? 评估中（圆圈面积表示与碳捕集能力成正比， ×2 表示 2 个，
以此类推）。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主要国家 CCUS 技术发展战略和研发布

局、全球技术专利申请发展态势以及 CCUS 全流程

商业项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美

国、英国和日本十分重视 CCUS 技术领域研发顶层

设计，制定多项战略规划以明确技术发展愿景和目

标，并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关键技术突破和商业

化进程。而中国目前主要在节能减排、清洁能源

等相关领域发展 CCUS 技术，顶层统筹规划和系统

部署有待进一步加强。（2）美国、英国和日本的

CCUS 技术研发布局已由传统 CCUS 技术向更多样

化的 CDR 技术、GGR 技术扩展，例如，DAC 技术、

BECCS 技术等，并较为重视产学研深度融合模式。

而中国在一些前瞻性技术，例如，DAC - 转化一

体化研发以及 BECCS 等方向的研发仍有待加强。

（3）全球 CCUS 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呈现不断增长

的趋势，中国、美国和日本是全球 CCUS 技术专利

申请的主要来源国。CCUS 技术专利技术布局以碳

捕集为主，其次是碳转化利用和碳地质利用与封存；

碳输送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较少。（4）CCUS 全

流程商业项目应用行业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天然

气、化肥、乙醇生产行业逐渐增加到 CO2 排放量

较高的发电、水泥和制氢等多个行业。

目前，中国 CCUS 技术整体处于工业示范阶段，

且现有示范项目规模较小，存在能耗高、成本高的

技术瓶颈，以及相关管理制度和激励政策不完善的

问题。需要统筹科技和产业研发资源，加大研发投

资力度，攻克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难点，降低 CCUS

产业链关键技术成本，为 CCUS 技术的大规模部署

奠定基础。基于上述分析，为中国面向碳中和目标

·碳达峰、碳中和相关问题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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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CCUS 技术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制定面向碳中和目标的

CCUS 技术发展战略和路线图。

全面系统评估中国 2030 年碳达峰以及 2060 年

碳中和 CCUS 技术的减排需求，结合生命周期评价等

手段，评估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CCUS 技术发展的

经济适用性和碳减排潜力，研究 CCUS 技术大规模产

业化部署的市场、财税等政策保障机制，制定适合

中国国情的 CCUS 技术发展总体战略和路线图。

（2）加大 CCUS 技术研发资金投入，构建高

水平、多元化的 CCUS 技术体系。

一方面，中国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积极开

展 CCUS 关键技术攻关，重点发展颠覆性技术。针

对前沿热点方向，例如，新型高效碳捕集系统、新

型膜分离、下一代捕集溶剂、高吸附容量与高选择

性的吸附材料、大型反应器设计和大规模 CO2 管

道输送技术等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持续开展

CO2 制多碳（C2+）化学品、混凝土、可持续燃料等

高价值转化利用研发，并积极布局负排放技术——

DAC 技术和 BECCS 技术的研发。另一方面，构建

政产学研合作研究模式，深化政府、企业、高校和

研究机构的合作，实现地区、机构和行业之间的联

合与协作，推动 CCUS 关键技术突破与示范。

（3）加快 CCUS 产业集群基础设施建设，推

进全链条集成示范及商业化。

结合中国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和产业结构，加

快碳运输、封存等 CCUS 产业链相关基础设施的建

设，优化设施管理模式，建立基础设施合作共享机

制以及碳捕集、运输、利用和封存共享网络，形成

新的 CCUS 产业集群，提高 CCUS 技术规模效应。可

优先选择资源条件良好、源汇匹配的地区，积极有

序开展 CCUS 全链条工程示范项目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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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D Trend and 
Application of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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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 as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option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and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has reached a global consensus among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R&D deployment, patent-based competition trend, 
commercial full-chain CCUS projects in major countr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Japan have formulated multiple top-level strategic plans to clarify the vision and objectives of 
CCU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hile the top-level overall planning and system deployment in the field of CCUS 
technology need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in China. (b) The number of global CCUS technology patent applications 
shows a growing trend, and is expected to usher in a new round of growth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 (c)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re the main source countries of global CCUS technology 
patents. CO2 capture and CO2 utilization technologies are the main patent application. (d) The range of application 
industries for commercial full-chain CCUS projects is expand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lead 
the world in the number of projects, capture capacity and application industrie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CUS technology at the backgroud of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 in China.

Keywords: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R&D trend; bibliometric; commercial full-chain CCU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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