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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提要: 

[Table_Summa [Table_Summary] 
 本周专题：地热能是一种存在于地球内部岩土体、流体和岩浆体中，

并且可以被人类开发利用的热能，其根本来源是地球的熔融岩浆和放

射性元素衰变时发出的热量。地热能可以引发火山爆发以及地震，能

量巨大。（1）地热能是一种优异的可再生能源，储量巨大。地热能不

会导致大气污染，具有储量大、分布广、绿色低碳、稳定可靠等特点。

根据美国地热能协会官方数据，地热能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为 6.2%。

每年从地球内部传到地面的热能相当于 100πW（1πW=1000 万亿

W=1015 W），折合 100 万亿度电，是 2010 年全球耗电量 18.466 万

亿度的 5 倍以上。不同温度的地热能具有对应的开发利用方式，地热

直接利用和地热发电是主要形式。200~400℃的地热能可以直接用于

发电，150~200℃的地热能可用于制冷、工业干燥和工业热加工。地

热能直接利用的主要方式包括地源热泵、空间供暖、沐浴和游泳、温

室供暖、养殖塘加热、工业用途、冷却/融雪、农业干燥等。2020 年

地源热泵占比高达 58.8%，是最主要的地热能直接利用方式。目前全

球地热发电模式主要包括适用于高温热田的干蒸汽发电系统、适用于

中高温热田的扩容式蒸汽发电系统和适用于中低温热田的双循环发电

系统，其中扩容式发电系统占地热发电市场的 57%。（2）我国地热能

行业或将迈入快速发展阶段。“十五”期间（2001~2005 年），国家层面

提出地热利用加快地热回灌技术的研究；“十一五”期间，我国提出扩大

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十二五”期间，我国着重推进中低温地热直接利

用和热泵技术应用；“十三五”期间，我国明确了加快地热能开发利用进

度，我国地热能政策在不断推进地热能技术和商业化应用的进程。2021

年 2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因地制宜做好可再生能源供暖工作的

通知》提出积极推广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期间收官时，国内地

热发电新增装机量仅有 18.08兆瓦，占“十三五”规划的 3.6%。全国

地热发电总装机量为 44.56 兆瓦，仅占规划装机量的 8%。制约地热

发展的因素包括资源、技术、资金和政策，政策因素极其重要，“十三

五”期间，地热发电没有享受《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分摊管理办法》

的补贴是重要原因。2020 年 11 约 25 日，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

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也指出，

符合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规划的陆上风电、海上风电、集中式光

伏电站、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发电、光热发电、地热发电、生物质发

电等项目要求的均可分批纳入补贴清单。国家政策持续推出，地热发

电补贴或将实现升级，行业有望迈入快速发展阶段。 

 风险因素：全球疫情加速扩散，海外复工复产之后需求提振低于预期，

国内后续经济增长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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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资源及开发解析 

1、地热能是一种优异的再生能源，储量巨大 

地球内部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由于地球表面持续受到太阳辐射以及地球内部不断进行着放射性元素的衰变，地球

内部在不断产生热能。地球内部温度很高，并且离地心越近，温度越高，平均深度增加 100 米，地层温度升高

2.5℃，地心温度接近 7000℃。地球内部的能量由地球形成之初和放射性元素衰变构成，分别占有 20%和 80%，

热能从温度高的地核传导到地面，因此离地心越近的地方能量密度越大，并且地球内部的热量会将地壳中的地下

水加热，使得热水和蒸汽渗透出地面，从而形成了从美国黄石公园到我国西藏羊八井等地壮观的地热喷涌奇观。

每年从地球内部传到地面的热能相当于 100πW（1πW=1000 万亿 W=1015 W），折合 100 万亿度电，是 2010

年全球耗电量 18.466 万亿度的 5 倍以上。 

图 1：地球内部温度与深度的关系 

 
资料来源：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2：地热能的形成 

 

资料来源：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地热能是一种重要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地热能是一种存在于地球内部岩土体、流体和岩浆体中，并且可以被人类

开发利用的热能，其根本来源是地球的熔融岩浆和放射性元素衰变时发出的热量。地热能可以引发火山爆发以及

地震，能量巨大。地热能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并且不会导致大气污染，具有储量大、分布广、绿色低碳、稳定可

靠等特点。根据美国地热能协会官方数据，地热能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为 6.2%，是一种重要的新能源。地热能

主要存在形式为蒸汽、热水、地压、干热岩和熔岩，目前最主要的利用形式包括蒸汽和热水。 

图 3：可再生能源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我国地热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研究》，美国地热能学

会，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4：地热能的优势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信达证券研发中心整理 

地热能在学术界和工业界有着不同的分类方式。根据地热能性质和存在状态的不同，可以分为热水型地热能、蒸

汽型地热能、干热岩型地热能、地压型地热能、岩浆型地热能、沉积盆地型地热能等；根据储存位置的不同，可

以分为浅层地热能（温度低于 25℃、深度小于 200 米）、中深层地热能（温度高于 25℃、深度在 3000 米以内）

和超深层地热能（温度高于 150℃、深度大于 3000 米）等；根据热储温度的不同，可以分为高温地热能

太阳能 风能 生物能/f废物转化能

水电 生物燃料 地热能

潮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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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00℃）、中温地热能（90~150℃）和低温地热能（25~90℃），其中低温地热还可分为温水（25~40℃）、

温热水（40~60℃）和热水（60~90℃）。 

表 1：地热能根据存在状态的分类 

地热能类别 介绍 

热水型地热能 储存在地下 100 ~ 4500 m，也就是地球浅处的，可以肉眼直接看见的 热水或者水蒸气 

地压型地热能 
储存在地下 3 ~6 km，也就是处在某些大型沉积盆地深处的高温、高压流体，这一类称之为地压地

热能，这类地热能源通常会含有大量的甲烷气体  

干热岩地热能 
干热岩体形式存在的能源，称之为干热岩地热能，这类地热能源是由于特殊地质构造条件造成

的，虽然温度很高，但是水分很少，甚至无水 

岩浆热能 储存在在高温熔融岩浆体中的大量热能，被称之为岩浆热能  

资料来源：《地热能的研究综述》，信达证券研究中心 

图 6：地热能根据储存位置的分类 

 

 
 

资料来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7：地热能根据温度分类 

 

资料来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不同温度的地热能具有对应的开发利用方式，地热直接利用和地热发电是主要形式。地热能量巨大，地核温度

可达到 7000℃，但是难以直接被人类应用。根据地热能源流体的温度不同，利用的方式也不同。200~400℃的

地热能可以直接用于发电，150~200℃的地热能可用于制冷、工业干燥和工业热加工，100~150℃的地热能可以

用于供暖、脱水加工、回收盐类、罐头食品等，0~50℃的地热能可以用于沐浴、水产养殖、饲养牲畜、土壤加

温等。我国主要用于地热发电、地热采暖、地热水疗、构筑地热房以及种植和养殖业等。目前，根据地热温度梯

级开发和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国外地热领域研究探索的热点方向。 

表 2：不同温度地热能的应用 

温度范围 典型应用 

200 ~ 400 °C  地热能发电 

150 ~ 200 °C  制冷、工业干燥、工业热加工  

100 ~ 150 °C  供暖、脱水加工、回收盐类、罐头食品  

50 ~ 100 °C  用在温室、家庭用热水  

2 0 ~ 5 0 °C  用在沐浴、水产养殖、饲养牲畜、土壤加温  

资料来源：《地热能的研究综述》，信达证券研究中心 

地源热泵是地热直接利用的最主要形式。地热能直接利用的主要方式包括地源热泵、空间供暖、沐浴和游泳、温

室供暖、养殖塘加热、工业用途、冷却/融雪、农业干燥等。2020 年全球地源热泵、空间供暖、沐浴和游泳用途

的地热装机容量分别为 77547MW、12768MW 和 12252MW，地源热泵占比高达 58.8%，是最主要的地热能直

接利用方式。地源热泵是一种在陆地浅层能源通过输入少量的高品位能源（如电能等）实现由低品位热能向高品

位热能转移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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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20年全球地热直接利用各类用途装机量与使用量 

 
资料来源：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智研咨询，信达证券研发
中心 

 
图 9：地源热泵原理 

 

资料来源：祝融舒适环境，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10：地源热泵应用 

 
资料来源：祝融舒适环境，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11：地热能直接应用方式的占比 

 

资料来源：World Geothermal Congress 2020，能源研究俱乐部，

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地热发电可分为蒸汽型地热发电和热水型地热发电。蒸汽型地热发电是把蒸汽田中的干蒸汽直接引入汽轮发电

机组发电，也称为干蒸汽地热发电，主要有背压式和凝汽式两种发电系统。干蒸汽发电是将 150℃以上的地热蒸

汽用于直接推动涡轮发电机发电的一种发电方式，使用后的蒸汽再排放到冷凝器中，冷凝成液体后通过管道送回

深井，实现回收利用。干蒸汽发电的发电效率最高，但是因为地壳中可以直接利用的干蒸汽地点比较少，所以这

种发电方式应用比较少。 

图 12：干蒸汽发电原理 

 
资料来源：wikiwa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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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型地热电站有闪发蒸汽系统和双循环系统两种循环系统。闪发蒸汽电站相对干蒸汽发电会增加一个分离器

设备，180℃以上的地层流体在自身压力下流经分离器时，会被分离成蒸汽和液体，蒸汽用于涡轮发电机发电。

闪发蒸汽式地热发电适用于地层中流体为水汽混合物的情况，也叫做扩容式蒸汽发电。双循环地热发电并非直接

使用地层中的流体来推动发电机，而是利用低沸点的工质来推动涡轮机发电，这种发电方式有增长的趋势。双循

环地热发电过程中，地层的高温流体在经过热交换器时将低沸点液态工质加热并蒸发成高压气体，高压气体再推

动涡轮发电机发电。 

图 13：闪发蒸汽发电原理 

 
资料来源：wikiwa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14：双循环发电系统原理 

 

资料来源：wikiwa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扩容式蒸汽发电系统是主要的地热发电模式。目前全球地热发电模式主要包括适用于高温热田的干蒸汽发电系统、

适用于中高温热田的扩容式蒸汽发电系统和适用于中低温热田的双循环发电系统，其中扩容式发电系统占地热发

电市场的 57%。根据 ReportLinker 预计数据，2020~2027 年，干蒸汽发电系统、扩容式蒸汽发电系统和双循环

发电系统的复合增速为 8.4%、10.6%和 8.8%，扩容式蒸汽发电系统仍然将占据主要市场份额。 

图 15：扩容式蒸汽发电系统占地热发电比例 

 
资料来源：能源研究俱乐部，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16：主要地热发电技术复合增速（2020~2027） 

 

资料来源：ReportLinker，能源研究俱乐部，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拥有活火山资源的国家具有一定发展优势。一般来讲，地热领域投资支出中，有 35%~40%来自于项目成本，

60~65%来自于地表基础建设开支，其中钻井成本与钻井深度以及技术水平有较大的关系。目前全球地热项目多

数在拥有丰富活火山资源的国家，火山系统热区可以降低基础建设开支成本，为产生地热能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具

备活火山资源的国家，钻井深度达到一定程度后也能实现地热发电或者发热，不过相应成本有所增长，因此冰岛、

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地热能开发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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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地热系统成本构成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参考，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地热能相对于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来讲，成熟度相对更低，技术方案也还在不断研发探索，目前全球地热

能开发利用具有以下四大趋势： 

（1）地热供暖：集中供暖+冷热站 

目前地热供暖主要是小规模的地热井温泉小区供暖以及一些零散的地热热泵系统供暖。地热集中供暖可以提升能

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小片区应用造成的能源损耗。冷热站可以将深层的地热井供暖与浅层地源热泵制冷结合起来，

不仅可以集中供暖，也可以集中制冷，不仅提高了生活的舒适度，也极大地提高能效。 

（2）地热发电技术：向深层地热发展 

目前地热发电主要在浅层区域，对地热资源要求比较比较高，十分受限于资源条件。实际上更多的地热能蕴藏在

几千米深处的干热岩中，深层的干热岩储量很大，但开采成本相对较高。 

干热岩是未来地热能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向之一。干热岩可以理解为大于 200 摄氏度、深埋数千米、内部不存在

流体或存在少量地下流体的高温岩体，利用干热岩发电的系统叫做增强型地热系统（EGS）。在利用干热岩发电

时，通常需要先向干热岩层中钻井，封闭进口后再向井中注入高压的低温水，高压水会在岩层中产生大致呈面状

的人工干热岩热储构造，低温水会沿着干热岩中的裂隙运动，不断与岩石发生热交换，最终成为温度高达200~300℃

的高温高压水或者水气混合物，然后在合理位置再钻一个井来获取高温水或者水蒸汽用于发电。干热岩具有环保

无污染、不受季节和气候约束等优势，不过目前技术成熟度比较低，前期投入资本较大，成本测算比较复杂。 

图 18：增强型地热系统（EGS）原理 

 
资料来源：中科院物理所，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我国干热岩储能量巨大。根据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我国地壳 3-10 千米深处陆域干热岩资源量为

856 万亿吨标准煤，“根据国际标准”，以其 2%作为可采资源，全国陆域干热岩可采资源量达 17 万亿吨标准煤，

与美国的资源量约在同一数量级。以我国 2016 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大约 43.6 亿吨标准煤作为基数来计算，干

热岩的可采资源量可供我国使用 3900 年左右，这比可燃冰的可使用年限要多几百倍。 

项目成本 地表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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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热温泉：扩展功能 

目前地热温泉主要是单一的温泉洗浴功能，未来地热温泉将作为一种高级资源，进行地产式休闲开发，提高地热

温泉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其休闲、养生、娱乐价值，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的顺应市场需求的综合体，增殖地热温泉

资源的同时，保护温泉资源。 

（4）梯级利用，综合规划 

地热能不同温度可以用于不同的领域，因此可以将高温领域应用后的地热能再次用于低温领域，比如高温地热发

电后，中温余水进行地热供暖，供暖后的余水经过处理并输入其他管道进行下一梯级利用，从而实现充分而高效

地利用地热资源。同时地热能还可以与其他能源系统耦合使用，地热能可以与多种清洁能源互相补充的多热源供

热系统，比如太阳能－地热能耦合地热发电系统，可有效提高中低温地热发电系统能效。 

图 19：地热能研究方向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地热能开发利用仍有大量技术问题尚未解决。地热能开发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多

行业，包括资源勘查与评价、钻完井、储层压裂改造、尾水回灌、梯级利用、换热和保温、防腐防垢、热泵和发

电、地面工程、运行管理等技术。近年来地热能开发利用技术得到明显进步，但是干热岩资源开发、增强型地热

系统应用、如何从天然裂缝缺失、孔隙度和渗透率均很低的深部岩石中获取地热能等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国内外

地热能技术均有较大进步空间。 

冰岛在非常规地热能开采领域领先全球。根据欧盟地平线 2020 计划资助的增强型地热系统（EGS）业务部署，

将非常规地热资源定义为超热、最高温度为 550 摄氏度、深度超过 3 千米的超深地热资源。2017 年早些时候，

位于冰岛的雷克雅内斯半岛项目在 4.66 千米的深度完成钻探，记录的温度为 427 摄氏度。该项目创造了有史以

来最深的火山钻孔，地质学家和工程师的目标是探寻“超临界流体”（一种位于地下深层的、既非液体也非气体

的物质），以探寻该物质是否可以用于高效的能源生产。目前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已经钻入冰岛一座火山的中心，

地层深处的流体能量比传统地热蒸汽高很多，同时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比如在 3 千米深度以下会失去循环，并且

无法用水泥去密封失去循环的区域。超临界地热钻井不仅可以开辟新的地热能利用区，提高生产性能，而且可以

降低钻井数量，并显著改善经济效益。 

地热能为油气公司提供转型契机。高昂的钻井成本是制约地热能发展的重要原因，而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具有丰富

的钻井技术，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目前业内比较重视的地热水库温度时 160~300℃，这些区域的高温环境和

高度断裂的岩石让钻井工作变得非常困难，特别是在选择管状工具、井下工具和胶结工具方面。部分油气公司依



  

 

  

 

请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及信息披露 http://www.cindasc.com  10 

托丰富的钻井技术进入地热产业，比如意大利埃尼公司运营的干蒸汽发电厂始建于 1904 年，现在成为欧洲大陆

深层、超临界环境的地热项目的试点。挪威的公司 Sintef 正在开发用于恶劣环境的测井工具，凭借着丰富的油气

工业仪表经验，该公司希望可以开发出用于 300 摄氏度井下温度的测井工具。油气公司的钻探深度甚至会超过

10 千米，在地热能钻井领域具有先发的技术优势。 

2、我国地热能行业或将迈入快速发展阶段 

我国地热能开发利用政策不断深化。“十五”期间（2001~2005 年），国家层面提出地热利用加快地热回灌技术

的研究；“十一五”期间，我国提出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十二五”期间，我国着重推进中低温地热直接利

用和热泵技术应用；“十三五”期间，我国明确了加快地热能开发利用进度，我国地热能政策在不断推进地热能

技术和商业化应用的进程。2021 年 2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因地制宜做好可再生能源供暖工作的通知》提

出积极推广地热能开发利用。 

图 20：我国地热能行业政策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兴正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地热发电补贴政策缺失，“十三五”规划落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国土资源部在 2017 年发

布《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指出“十三五”期间新增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 11 亿平方米，新增地热发

电装机容量 500 兆瓦。到 2020 年，地热供暖（制冷）面积累计达到 16 亿平方米，地热发电装机容量约 530 兆

瓦。但是“十三五”期间收官时，国内地热发电新增装机量仅有 18.08 兆瓦，占“十三五”规划的 3.6%。全国

地热发电总装机量为 44.56 兆瓦，仅占规划装机量的 8%。制约地热发展的因素包括资源、技术、资金和政策，

政策因素极其重要，“十三五”期间，地热发电没有享受《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分摊管理办法》的补贴是重要原

因。我国西藏地热发电上网电价仅 0.25 元/千瓦时，没有享受到风电和光伏等新能源的补贴。同时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更对地热要求“按原矿 1~20%或每立方米 1~30 元”的税率标准征税，

价格政策的缺失，使得供应商和投资方不愿意进入地热发电领域，地热发电产业发展受到阻碍。 

国家政策升级，地热发电或将迎来高速发展。2021 年 4 约 14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促进地热能开

发利用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25 年，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比 2020 年增加 50%，在资源条

件好的地区建设一批地热能发电示范项目；到 2035 年，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比 2025 年翻一番。征求意见

稿还提到，将稳妥推进地热能发电示范项目建设。适时出台电价或相关支持政策，在西藏、川西、滇西等高温地

热资源丰富地区组织建设中高温地热能发电工程。早在 2020 年 11 约 25 日，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

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也指出，符合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规划的陆上风电、海

上风电、集中式光伏电站、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发电、光热发电、地热发电、生物质发电等项目要求的均可分

批纳入补贴清单。国家政策持续推出，地热发电补贴或将实现升级，行业有望迈入快速发展阶段。 

表 3：我国地热能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21.04.14 
《关于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的

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 

到 2025 年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比 2020 年增加 50%。初步估算，未来五年浅层地热能供

暖(制冷)可拉动投资约 1400 亿元，水热型地热能供暖可拉动投资约 800 亿元，地热发电可拉

动投资约 400 亿元。 

2021.02.08 
《国家能源局关于因地制宜做

好可再生能源供暖工作的通知》 

积极推广地热能开发利用。重点推进中深层地热能供暖，按照“以灌定采、采灌均衡、水热

均衡”的原则，根据地热形成机理、地热资源品位和资源量、地下水生态环境条件，实施总

量控制，分区分类管理，以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中深层地热能供暖。 

2020.01.22 
《对检查可再生能源法实施情

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提到要加强深海、远海风电和深层地热能的研发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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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1 
《关于征集 2019 年度能源领域

行业标准计划的通知》 

重点围绕煤电油气等常规能源、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及可再生

能源、页岩气、煤层气(煤矿瓦斯)等非常规油气及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煤炭深加工及梯级利

用、储能技术、能源互联网、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船舶岸电、分布式能源、高效节能、新型

装备、军民融合、农村能源等标准项目进行申报。 

2018.01.10 

《关于加快浅层地热能开发利

用促进北方采暖地区燃煤减量

替代的通知》 

要求对地热资源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对现有非清洁燃煤供暖适宜用浅层地热能替代的，应尽

快完成替代;对集中供暖无法覆盖的城乡结合部等区域，在适宜发展浅层地热能供暖的情况

下，积极发展浅层地热能供暖。 

2017.11.13 
《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

划（2017-2020 年）》 

明确在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天津滨海新区、冬奥会赛区、北京新机场等新增用能区

域，支持以地热能、风能、太阳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开发举措。 

2017.1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

法（修正本）》 
修订本强调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鼓励个人安装太阳能利用系统。 

2017.08.09 
《能源技术创新“十三五”规

划》 
加快地热能利用关键技术及装置研发和示范工程建设。 

2017.07.19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 

提出积极推广地热能热利用:有序推进地热发电;加大地热资源潜力勘察和评价。到 2020 年，

地热供暖（制冷）面积累计达到 16 亿平方米，地热能供暖年利用量 4000 万吨标准煤。 

2017.02.06 
《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

规划》 

“十三五”时期，新增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 11 亿平方米，其中:新增浅层地热能供暖(制冷)

面积 7 亿平方米；新增水热型地热供暖面积 4 亿平方米。新增地热发电装机容量 500MW.到

2020 年，地热供暖(制冷)面积累计达到 16 亿平方米，地热发电装机容量约 530MW。2020 年

地热能年利用量7000万吨标准煤，地热能供暖年利用量4000万吨标准煤。京津冀地区地热能

年利用量达到约 2000 万吨标准煤。 

2014.12.03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 

积极推动地热能、生物质和海洋能清洁高效利用，推广生物质能和地热供热，开展地热发电

和海洋能发电示范工程.到 2020 年，地热能利用规模达到 5000 万吨标准煤。 

2013.02.07 
《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的指导

意见》 

到 2015 年，基本查清全国地热能资源情况和分布特点，建立国家地热能资源数据和信息服务

体系.全国地热供暖面积达到 5 亿平方米，地热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0 万千瓦，地热能年利用量

达到 2000 万吨标准煤，形成地热能资源评价，开发利用技术，关键设备制造、产业服务等比

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到2020年，地热能开发利用量达到5000万吨标准煤，形成完善的地热能

开发利用技术和产业体系。 

2007.06.03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

通知》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抓紧制订出台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推进风能、太阳能、地热能、

水电、沼气，生物质能利用以及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的科研、开发和建设，加强资源调

查评价。 

2006.04.27 
《国土资源“十一五“规划纲

要》 

提出“十一五”期间要加大能源矿产勘查力度，开展地热、干热岩资源潜力评价，圈定远景

开发区。 

2005.02.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

法》 
地热能的开发与利用被明确列入新能源所鼓励发展范围。 

2002.12.09 
《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热矿泉水

资源管理的通知》 

（1）地热资源是宝贵的矿产资源，是重要的清洁能源之一；（2）要加大地热资源的勘查评价

力 度，加强地热资源开发和保护；（3）开展地热开发示范项目和地热水回灌等新技术的研究

推广工作，实现地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信达证券研究中心 

2030年我国地热发电装机量将高达 111MWe。为了加强我国能源体系建设，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地热能作为清

洁可再生能源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根据中科院 2012 年发布的《中国地热资源中长期战略规划》显示，在地

热能直接利用方面，我国 2030 年浅层地热能利用将达 10000MWh，地热(温泉)直接利用 6500MWh。2050 年我

国浅层地热能利用将达 25000MWh，地热(温泉)直接利用 10000MWh。从地热发电角度来看，我国 2030 年干

热层地热发电、高温层地热发电和中低温层地热发电的装机量分别为 100MWe、100MWe、10MWe，2050 年

分别为 300MWe、200MWe、150MWe。 

图 21：2030和 2050年地热直接利用中长期战略目标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22：2030和 2050年地热发电中长期战略目标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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