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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供暖模式获有力扶持 134.9万千瓦示范项目探路太阳能热发电发展

 在刚刚过去的5年间，我国可再生能源表现极为亮眼。风电提前10个月完成“十二五”发展目标，水电技术能力不
断实现新跨越，光伏装机规模领跑全球行业发展⋯⋯值得欣喜的是，在这些耀眼的“明星”身旁，越来越多的可再生
能源类型崭露头角，为我国能源结构优化、产业发展升级作出更多贡献。地热能与太阳能热行业，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

 直接利用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地热能供暖模式走向全国

 “很长一段时间，一提起地热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温泉洗浴。近几年，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地热能已经成为能源
型、技术型资源。雄县‘无烟城’、世博会‘水空调’等产业探索模式为地热能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多样化、可复制、
可模仿的发展样本，有望助推地热能产业发展提速。”谈到地热能产业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地热能中心指导
委员会主任曹耀峰深感欣慰。

 从默守一角的“小透明”，到能源直接利用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国地热能产业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目
前，我国地热能供暖、制冷及发电行业都已迈开步伐，正不断书写行业发展新篇章。

 作为地热能利用的先行者，地热发电的历史相对悠久。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就已在广东丰顺、河北怀来等地建
设了7个中低温地热能电站。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江西省宜春县温汤镇的100千瓦发电机组，其所利用的地热温度仅67
摄氏度，至今仍是世界地热发电的最低温。

 细观地热能发电行业的发展，近年来，高温蒸汽发电行业因成本较低，技术发展已相对成熟。尤其是高温干蒸汽发
电，已在多地区得到普及。中低温地热发电的发展则相对迟缓，技术成熟度和经济性都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其长期
发展值得期待。

 “在对环境要求比较高、当前污染比较严重的京津冀、长江中下游地区，地热能供热模式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在
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业内专家都对地热能供热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

 伴随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环境保护投入了空前关注，“要温暖也要蓝天”日渐成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使命
必达”。今年4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可再生能源供热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地热能供暖位列重点推
广的供热类型之一，引发社会关注。

 目前，我国地热能供暖行业已有一定发展，北京、天津、河北、陕西等地的地热直接集中供热利用已形成一定规模
。尤其是河北省雄县，地热供暖已覆盖其县城范围的95%、供暖总面积超过450万平方米，成为业内研究地热供暖模
式的标杆样本。

 据国土资源部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浅层地热能年可开采资源量折合7亿吨标准煤
；水热型地热资源量折合1.25万亿吨标准煤，年可开采资源量折合19亿吨标准煤；埋深在3000~10000米的干热岩资源
量折合856万亿吨标准煤。面对“十三五”16亿平方米的地热能供暖目标，丰富的资源储备将为地热能产业的发展提
供充沛动力支撑，助力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商业市场大门开启 太阳能热发电扬帆起航

 对于我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来说，2016年，注定是值得铭记的一年。伴随上网电价和示范项目的接连公布，沉寂多
年的太阳能热发电行业终于正式坐在了能源市场的交易台前。

 2016年8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太阳能热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电价政策》）明
确，于2018年12月31日以前全部投运的太阳能热发电（含4小时以上储热功能）项目，标杆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1.15元
———业界期待已久的太阳能热电价终于揭开面纱。

 仅仅2周之后，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的通知》对总计装机容量134.9万千瓦的第一批太阳能
热发电示范项目名单予以公布，20个项目分别分布在青海省、甘肃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此，我国太阳能热发电行业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拉动下，正式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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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热发电的原理是先把太阳光转换成热能后通过换热装置加热水产生蒸汽，再借助发电机组实现电力输出，
完成‘光—热—电’的转换。”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工业大学传热强化与过程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马重芳告诉本报记者，通过系统内自带的储能系统，太阳能热发电能够有效平抑太阳光波动性对电网可能造成的
影响，完成基本的电力输出任务。同时，通过热存储系统，太阳能热发电机组得以在用电高峰时段承担调峰任务，有
效提升电网供电功能，使大电网更加“坚强”“灵活”。

 为加强行业技术优势，《电价政策》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的技术水平做出了明确规定———只有具备最低4小
时储热功能的太阳能热发电项目，才可以享受每千瓦时1.15元的电价标准。这一限定条件的明确提出，不仅为太阳能
热发电行业发展划定界线，更可显著提升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在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的竞争力，为行业的规模化发展奠
定重要基础。

 作为可再生能源大家庭中的一员，在众多能源类型中能够得到国家政策的青睐，对于太阳能热发电行业来说并非偶
然。利用太阳能热发电，不仅生产过程几乎零排放，其系统中搭载的储能介质还能够有效实现发电过程的持续、稳定
、可调控。可以预见，太阳能热发电行业的大规模发展将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进一步加速提供更多理想方案。

 行业发展迎来有力拉手热能利用期待发展跨越

 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2016年，各行业“十三五”规划接连印发，既为下一阶段行业发展指明方向，也向“
静默角落”送来发展的春风。

 2017年初，第一部国家层面编制的地热能发展规划《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地热能规划》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土资源部联合印发。其中明确提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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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兆瓦。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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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0兆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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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关注的是，京津冀地区将成为“十三五”时期地热能发展的主战场。据《地热能规划》，到2020年，京津冀地
区地热能年利用量应达到2000万吨标准煤，占全国总量的28.6%。同时，三地区将累计新增浅层地热能供暖、制冷面
积15000万平方米、全国占比20.6%，累计新增水热型热能供暖面积16000万平方米、全国占比40%。

 在“首都圈”发展路线的带动下，地热能也成为了各地区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黑龙
江、山西、贵州等省都将“积极开发利用地热能”明确写入其“十三五”规划之中，身处高温地热区的四川省明确将
“加强甘孜等高原地区地热能勘探利用”，上海、浙江、广东等地也表态将加大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扩大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与此同时，由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太阳能规划》）也对太阳能热发电行
业的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据《太阳能规划》，到2020年，我国太阳能热发电装机将达到500万千瓦，太阳能热利用
集热面积达到8亿平方米。在技术发展方面，太阳能热发电效率实现较大提高，形成全产业链集成能力，发电成本低
于0.8元/千瓦时，太阳能供暖、工业供热具有市场竞争力。

 不仅如此，太阳能热利用的应用领域也将进一步扩大，应用方式更加多元。《太阳能规划》指出，以市场需求为动
力，加大太阳能热发电的推广力度，因地制宜推广太阳能供暖制冷技术，推进工农业领域太阳能供热。到2020年，我
国将在适宜区域建设200座以上大型区域供热站，集热面积总量达到400万平方米以上，在全国推广农村建筑太阳能采
暖示范项目300万户以上，并建设一批总集热面积2000万平方米的服务工农业生产的太阳能供热项目。

 截至2016年底，我国太阳能热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为28.3兆瓦，距离“十三五”500兆瓦的装机目标还有一段不小的距
离。前路虽然崎岖，我国光热行业对前景普遍看好。多位专家及企业负责人明确表示，20个光热示范项目的推出，其
最重要意义在于真正迈出了光热发电产业化的脚步。通过项目的实际建设，我国光热发电行业将总结积累建设运行经
验，完善管理办法和政策环境，培育和增强系统集成能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形成设备制造产业链，促进产业规模
化发展和产品质量提高，带动生产成本降低，为太阳能热发电行业的发展飞跃铺平道路。

 从黑龙江到广东，从青海到浙江，随着地方能源规划、政策不断出台，热利用的身影已遍布我国的每一个角落。我
们有理由相信，热能产业，已迎来行业发展的春天。(记者伍梦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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