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图谱】2024年山西省重点产业规划布局全景图谱（附各

地区重点产业、产业体系布局、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等）

中商情报网讯：山西是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为了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形

成产业多元支撑的结构格局，山西省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 山西省产业产业体系及各市重点产业

山西省围绕推动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布局发展未来产业、推动数字经济做大做强等方面积极贡献智慧和力

量，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展现更大作为。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山西中部城市群地处山西腹地，东北临京津冀城市群，南望中原

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西北与呼包鄂榆城市群毗邻，是国家推动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战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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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西省重点产业布局

1.加速传统优势产业焕新蝶变

山西省以能源产业焕新蝶变为代表，全省坚持加大技术改造提升

力度，加快推动钢铁、焦化、有色、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拓展精深加工，丰富品种品类，增强基础产业对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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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山西省聚焦“六新”率先突破，以抢滩占先、换道领跑的竞争姿

态，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完善供应链，配置要素链，健全制度

链，着力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向目标、路径要求和战略举措，

率先在 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形成全国领先方队，打造一批全国重

要的新兴产业研发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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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局发展未来产业

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航空航天等未来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和

产业革命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未来产业已成为引领科技进步、带动

产业升级、开辟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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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动数字经济做大做强

在山西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已初见成效，数字产

业化规模和产业数字化规模都在增长。数实融合已成为山西省数字经

济发展的突破口，也成为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

山西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壮大，把数字经济作为重组要素资

源、重塑经济结构、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快转型发展的关键

力量，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5.省级重点产业链



山西省首批 10条省级重点产业链，包括特钢材料、新能源汽车、

高端装备制造、风电装备、氢能、铝镁精深加工、光伏、现代医药、

第三代半导体、合成生物产业链。2023年新增 6条省级重点产业链，

包括新型储能、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碳基新材料、信息技术融合应用、

铜基新材料、装配式建筑产业链。截至目前，山西共有 16 条省级重

点产业链和 37家“链主”企业。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三、 山西省重点产业发展规划

1. 着力巩固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围绕产业转型、能源革命、科技创新、基础



设施、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全生命周期抓好重点工程项

目建设。激发有潜能的消费，落实国家和我省恢复扩大消费系列政策，

提振新能源汽车、家电、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加大甲醇汽车推广应

用力度，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培育有特色的外贸，深入开展“千企百展”行动，稳定美

日欧传统市场，拓展“一带一路”和 RCEP 市场。提升有质量的供给，

加强标准引领、质量支撑、品牌塑造，培育更多“山西精品”，促进

三次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做好能源保供。加快推动传统

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坚持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推

动电解铝产能整合，钢铁先进工艺装备占比、焦炉煤气化产加工利用

率均达到 60%以上。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布

局发展，发挥串珠成链、集链成群、聚群成势规模效应，推进上下游

企业高效配合、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打造协同创新更加紧密、配套

体系更加完备、要素支撑更加有效的产业生态。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做

大做强，完善数据资源管理服务体系。加快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

加快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

资源高效配置，推进矿产资源市场化配置。充分激发经营主体内生动

力和创新活力，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加快发



展。切实提升财政金融改革质效，深入推进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严格预算绩效全过程管理，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强化重大战略、

重点任务、重要民生资金保障。持续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持续推进

“三化三制”改革，加快开发区管运分离。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持续

扩大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打造内陆地区对

外开放新高地。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聚焦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目

标，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全面推进“综合窗口”改革，推动自助

政务服务超市覆盖所有街道和 70%的乡镇。

更多资料请参考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山西省产业链招商及投资研

究报告》，同时中商产业研究院还提供产业大数据、产业情报、行业

研究报告、行业白皮书、行业地位证明、可行性研究报告、产业规划、

产业链招商图谱、产业招商指引、产业链招商考察&推介会、“十五

五”规划等咨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