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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地热能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首先介

绍了地热能的定义、分类、资源分布、利用形式等，接着分析了国际地热能开发利用情况，

并对我 国地热能发展环境进行分析。报告详析了我国地热能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并对华北

地区、华东地区、西部地区地热能行业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然后，报告具 体介绍了地

热发电、地热供暖及地热温泉旅游等地热能开发相关行业的发展，最后分析了中国地热能行

业的投资机遇、投资风险、投资收益与未来前景。 

    地热能是贮存于地球内部的一种巨大的能源。地球内部热源来自重力分异、潮汐摩擦、化

学反应和放射性元素衰变释放的能量等。地热发电是地热利用的主要方式，地热能在采暖、

供热、农业、医学等领域应用广泛。随着传统化石能源的日益紧缺，人们对能源安全、气候

变化的担忧与日俱增，地热能源也越来越得到关注，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新一轮地热能开采

热，欧、美、日等国纷纷加速地热能开发。 

    我国拥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全国地热可采储量是已探明煤炭可采储量的2.5倍，其中距地

表2000米内储藏的地热能为2500亿吨标准煤。全国地热可开采资源量为每年68亿立方米，所含

地热量为973万亿千焦耳。在地热利用规模上，我国近些年来一直位居世界首位，并以每年

近10%的速度稳步增长。 

    在我国的地热资源开发中，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地热发电效益显著提升。除地热发电外

，直接利用地热水进行建筑供暖、发展温室农业和温泉旅游等利用途径也得到较快发展。全

国已经基本形成以西藏羊八井为代表的地热发电、以天津和西安为代表的地热供暖、以东南

沿海为代表的疗养与旅游和以华北平原为代表的种植和养殖的开发利用格局。 

    2013年初，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给地热

能的开发利用打开政策空间。根据《意见》，地热能利用的主要目标为：到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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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地热能开发利用量

达到5000万吨标准煤，将形成完善的地热能开发利用技术和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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