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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地热能产业是指参与地热资源的勘探、开发、应用等一系列过程活动的企事业单位集合体。

地热能是贮存于地球内部的一种巨大且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无论从环保角度来讲还是从经济

性来说，地热能都是最可利用和最具开采价值的新能源，而且地热能开采还具备成本低、应

用范围广的特点。相较于水电、风电以及太阳能发电所面临的&ldquo;不稳定性&rdquo;难题，

同为清洁能源的地热因其稳定性受到青睐，并逐渐走上&ldquo;前台&rdquo;。 

地热能的利用分为地热发电和直接利用两种形式。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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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地热能供暖规模持续上升，截

至2020年底，我国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累计达到13.9亿平方米，位居世界第一。每年可替代标

煤41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08亿吨。其中，浅层地热源热泵供暖制冷面积已达到约8.58亿平

方米，也是位居世界第一；北方地区中深层地热供暖面积累计约1.52亿平方米。 

同时，中国多地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来推动产业发展。2022年2月25日，河北省发展改革委、

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全省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规范

和简化管理流程，深入开展地热资源勘查，因地制宜选择地热能开发利用模式，建立完善资

源勘查与评价、环境监测与管理体系，严格地下水资源监管，有效保障地热能的清洁开发和

永续利用。2022年8月5日，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动地热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旨在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大力开发利用地热能，促进山西由传

统能源大省向新型综合能源大省转型。2022年8月，河南省有关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地

热能清洁供暖规模化利用试点工作的通知》，今冬供暖季前，河南省将优先选择在地热资源

较为富集的地区，启动&ldquo;取热不取水&rdquo;的地热能清洁供暖规模化利用试点工作，确

保群众采暖需求的同时实现治污减霾。2022年10月26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热开采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和《关于加强地热计量监测设施维

护和监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天津市地热开采管理，强化地热计量监测设

施维护和监管工作。 

在国家和地方政策引导下，地热能开发利用将快速发展，前景持续向好。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地热能行业研究与行业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三章。

首先介绍了地热能的定义、分类、利用形式及和产业链等，接着详细分析了中国地热能的发

展环境、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发展模式。然后，报告对地热发电、地热直接利用、地源热泵等

地热能细分行业一一做出了细致分析，随后，报告分析了地热能产业重点区域发展状况及重

点企业运营现状。最后，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地热能产业的投融资情况，并对地热能产业未

来前景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能源局、产业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

查中心、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

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地热能

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地热能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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