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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虽然中国的地热资源储量丰富、潜力极大，但一直以来缺少政策导向。近期，相关政策、

规划陆续出台，鼓励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地热产业有望进入爆发期。1月3日，住建部建设

环境工程技术中心在石家庄举办2017中国地热产业交流大会，河北中地地热开发集团宣布成

立并计划投资10亿元在10个市县进行地热开发工作。1月5日，国家能源局同时发布《能

源&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和《可再生能源&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前者提出地热

能利用规模于2020年达到7000万吨标煤以上的目标；后者提出地热能供热能力于2020年达到16

亿平方米。2月6日，发改委发布地热能首个五年规划《地热能开发利用&ldquo;十三五&rdquo;

规划》，地热能开发利用获得明确的政策支持，正式提上日程。规划提出，&ldquo;十三

五&rdquo;期间，中国将新增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11亿平方米，新增地热发电装机容

量500MW；到2020年，地热能相应减排二氧化碳1.7亿吨。2月9日，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bull;

白克力调研雄县的地热开发情况，提出要尽快制定出台冬季清洁取暖支持政策，大力推

广&ldquo;雄县模式&rdquo;。2月17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17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

积极开发地热能供暖、制冷。  

 2017年地热产业重要事件     时间   事件   要点       1月3日   2017中国地热产业交流大会召开   河

北中地地热开发集团宣布成立       1月5日   《能源发展&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发布   地热

能利用规模于2020年达到   7000 万吨标煤以上。       1月5日   《可再生能源发展&ldquo;十三

五&rdquo;规划》发布   首次编制地热能发展规划。       2月6日   《地热能开发利用&ldquo;十三

五&rdquo;规划》发布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中国将新增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11 

亿平方米，新增地热发电装机容量   500MW。       2月9日   能源局局长调研雄县地热项目   大力

推广&ldquo;雄县模式&rdquo;。       2月17日   《2017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发布   积极开发地热

能供暖、制冷。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地热能行业全景调研及投资战略咨询报告》共

十章。首先介绍了地热能产业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地热能行业规模及消费

需求，然后对中国地热能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地热能行业面

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地热能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

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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