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政策

关注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关于促进地
热能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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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与太阳能、 风能同属可再生能源，
但与这两种能源近几年的火热发展态势
相比，地热能似乎稍显“冷清”，受到的关
注度并不高。此次国家能源局再次发文促
进地热能开发利用，能否让地热真正“热”
起来？

实现碳中和不可或缺的能源

地热能是一种储量丰富、分布较广、稳
定可靠的可再生能源， 可分为浅层地热资
源、水热型地热资源和干热岩地热资源，利
用形式包括以取暖、制冷、工业干燥为主的
热能直接利用和地热发电。

中国地质调查局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
336 个地级以上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浅层地
热能年可采资源量折合 7 亿吨标准煤，水
热型地热能年可采资源量折合 18.65 亿吨
标准煤； 干热岩型地热能基础资源量折合
856 万亿吨标准煤。

2017 年初，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等多个部委共同发布《地热能开发利用“十
三五”规划》，此后各地方也相继发布地热
能利用的相关支持政策， 使我国地热产业
得到快速发展。

来自国家地热能中心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底，我国约实现地热能供暖面积
14 亿平方米， 相较于 2015 年底的 5 亿平
方米，增长了 9 亿平方米。但地热能发电发
展较滞后，截至目前仅有约 45MW 装机容
量，远低于风电、光伏装机。

在中国科学院地热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庞忠和看来， 目前我国地热能潜力远远没
有发挥出来。 “一谈到可再生能源，大家都
是说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一直

是‘后卫’，经常看不见。地热作为一种非碳
基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功能非常强大，并
且资源有保障、稳定连续、清洁低碳，在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理应发挥更大的
作用。 ”

“我们提出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后，未
来常规化石能源要逐渐减少。 大部分可再
生能源都是间歇性、波动性的，而地热能可
以连续不间断工作，一年工作 8000 多个小
时，效率达 90%以上，这是其他所有可再生
能源没法比的。 要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
标，只靠太阳能、风能无法支撑，不把地热
扶起来，很难完成这个目标。 ”中国能源研
究会地热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郑克
棪对记者表示。

“九龙治水”管理机制待理顺

尽管潜力巨大，但在多位受访者看来，
当前制约我国地热能发展的因素众多。

“地热资源分布广泛，总体储量大，
但多数为 150℃以下的中低温资源 ，少
数可高效发电的高温地热资源则主要
分布在西南边远地区。 这就造成重要的
地热发电利用因投资大 、 效率低等原
因，发展较为缓慢。 许多建成的地热电
站，因经济性问题，也都先后关停。 ”庞
忠和表示。

而另一方面， 我国关于地热能的相关
政策并不完善。

“我国 2006 年起实施了可再生能源

法 ，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能 、地热能 、
海洋能等都包括在内。后来又出台了实
施细则，都提到了可享受国家上网电价
的补贴。 目前其它几种都落实了，只有
地热能没有。 最大的难题就在这，地热
能发电没有上网电价补贴，企业在亏本
经营，肯定不会有后来者跟上。 ”郑克棪
指出。

至于地热供暖， 虽然在近几年取得了
较快发展， 但管理体制等问题阻碍了地热
能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的开发利用。

据了解，地热取水需要回灌。 一方面
是为了保证资源开采的可持续性，另一方
面是由于地热水具有高矿化度， 盐分很
高，随意排放会污染环境，一般需要再回
灌进地热水层。 但由于监管不到位，许多
不合规的开发商直接排放地热水，极大污
染环境。

“依照矿产资源法，地热能属于矿产
资源， 由自然资源部主管， 但因涉及采
水，水利部实施采水许可证。 另外，地热
水由于矿物质含量高， 生态环境部实施
环境评价。 多个部门交叉管理、 权责不
清，每个部门都要管，但谁都没管好。”郑
克棪坦言。

多措并举破解行业发展难题

国家能源局此次在征求意见稿中对地
热供暖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 并具体提
出了五大重点发展任务。

在庞忠和看来， 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
目标是符合我国地热能产业发展现实的。
“‘十三五’ 规划使得地热有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 ‘十四五’期间，在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背景下，政策拉动的影响力会非常大。加
上我们的技术、资源都是现成的，因此新的
发展目标是可行的。 ”

不过要想实现目标， 现有的障碍必须
克服。

庞忠和建议， 首先要营造良好的政策
氛围。“应由政府主导，充分给予优惠政策，
能减的就减，能避免的繁琐手续就免掉。过
去那种层层审核，手续一等就是两年，把什
么事都耽误了。 ”

“另外需要尽量让利， 因为这既是民
生工程，又是博弈的行业，让社会资金进
来， 行业才能充满活力。 应尽量减费减
税、给予补贴，用太阳能、风能发展的经
验，对地热能进行扶持。 ”庞忠和表示，
“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也都是
必不可少的， 好的技术能够产生更高效
益，让产业高质量发展。 ”

可喜的是， 国家能源局在征求意见稿
中提出了多项保障措施， 表示鼓励各级政
府和发改、财政、自然资源、水利等多部门
出台有利于地热能开发利用的价格、财政、
金融政策等， 对地热能供暖项目给予财政
支持。

在郑克棪看来， 所有政策均需要落到
实处，“此外， 对于管理部门权责不清的根
本问题，需要进一步理顺。 ”

地地热热这这次次能能““热热””起起来来吗吗？？
■本报记者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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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锂电池
产业大规模扩产

本报讯 实习记者姚 美 娇
报道 ： 据高工锂电不完全统
计，2021 年第一季度， 国内锂
电池产业链投扩产项目达 67
个，涉及 44 家企业，总投资超
过 3190 亿元 。 其中西南地区
大规模扩产趋势明显：先前主
要在江苏、福建一带布局的锂
电池产业链，开始逐渐向西南
地区转移，产业集群效应在四
川较为突出。

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部总
经理吴辉认为， 锂电池产业链
向西南转移的主因是为了降低
生产成本。“四川的水电、天然气
资源丰富、成本较低，在电池生
产方面比较有优势。 这也是集
群效应在四川较为突出的原因
之一。 ”

“企业在投资锂电池产业
链上的某个环节时， 主要考虑
的因素是锂电池产业链上下游
配套环境及其发展趋势。 由于
产能过剩， 前不久江苏省政府
呼吁新能源汽车降速发展，这
实际上等于是给电池企业降
速。而福建省在电池环节，已有
宁德时代这个头部企业， 市场
竞争激烈。 因此，江苏、福建今
年不再是电池产业投资的热
土。 ”新能源汽车行业独立研究
者曹广平表示。

另据了解 ， 相关数据显
示， 川渝两地现有汽车整车企
业 45 家，汽车零部件企业 1600
家， 年产值超过 6000 亿元，汽
车年产量近 300 万辆 ，全国占
比近 12%，是国内六大汽车产
业基地之一。 “因此，川渝地区
更易形成整车厂与零部件车
企的联动 ，实现规模效应 。 ”
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任万付
指出。

另外， 有业内人士建议，面
对国内锂电池产业链向西南转
移的大趋势，行业企业和政府主
管部门应该及早提高锂电池技
术水平和产品质量，防止低端产
能过剩。

核心阅读

目前我国地热利用技术和资源完全能够支撑起宏大的发

展目标 。 但多个部门交叉管理、权责不清的管理体制制约了产

业发展。 同时，作为可再生能源，产业也缺少像风电、光伏发电

一样的补贴政策的支持。 破解这些难题，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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