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图谱】2024年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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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不仅有着广阔的地域优势，还拥有丰富的

资源条件。通过充分利用自然和人文资源，云南省正在崛起为中国乃

至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经济引擎。目前，瞄准“3815”战略发展目标，

以“三大经济”推动工业结构转型，构建云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是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着力点、先手棋和窗口期。

一、 云南省产业产业体系及各市重点产业

云南省聚焦重点产业招大引强，着力做深做精做特做优。闯出新

型工业化的新路径，加快改造提升烟草、有色、钢铁、化工等传统产

业，巩固提升绿色硅、绿色铝、新能源电池等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数

字经济、生物医药、新材料、稀贵金属、光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快研究布局未来产业。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云南省要以“三线一单”为约束，围绕“滇中崛起、沿边开放、

滇东北开发、滇西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以资源、交通等要素

布局为基础，以产业、城镇、人口协调发展为导向，构建与全省区域

经济相协调的“一核、一带、多点”园区发展空间布局：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二、 云南省重点产业布局

1. 重点产业规划

（1） 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以绿

色生态为引领，以农民增收为目标，聚焦“1＋10＋3”（“1”：粮

食；“10”：茶叶、花卉、蔬菜（含食用菌）、水果、坚果（核桃、

澳洲坚果）、咖啡、中药材、牛羊（含奶业）、生猪、乡村旅游；“3”：

烟草、甘蔗和天然橡胶）重点领域，加快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标准

化、品牌化建设，推进云南向现代农业强省迈进。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2） 绿色铝谷

以轻量化、智能化、高端化为发展方向，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以

延链补链强链为路径，打造绿色低碳、集聚集约、链条高端、创新引

领、竞争力强的绿色铝产业集群，推动形成价值链趋向高端、产品链

趋向终端、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一流高端铝产业体系。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3） 光伏产业



以高端化、集聚化、绿色化、国际化为发展方向，巩固提升主导

环节优势，着力推动延链补链强链，打造形成绿色低碳、集聚集约、

链条完备、创新引领、竞争力强的国内一流、世界领先光伏产业集群。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4） 先进制造业

以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集群化为发展方向，聚焦重点行业

调结构、补短板、增动能，强化新技术、新业态融合创新，培育形成

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5） 绿色能源产业

以能源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电源布局，提升绿色能源安全

可持续保障能力，推动绿色能源与绿色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6） 烟草产业

全产业链重塑云南烟草产业新优势，建好烟草原料“第一车间”，

提升优质烟叶和云产卷烟地位，推动云产卷烟结构调整和品牌升级，



提高产业综合效益。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7） 新材料产业

以高端化、集聚化、国际化发展为主攻方向，重点实施产业锻长

板、关键技术攻关、优势企业引育、特色园区打造、服务平台建设、

锂资源绿色开发利用六大行动，做精贵金属新材料，做大新能源电池

材料，做实化工等新材料。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8） 生物医药产业

以夯实基础、创新机制、建设生态为重点，支持资源挖掘、关键

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打造基地、提升园区、培育产品、做优本土企

业、招引领军企业、培养团队及打造平台，积极培育面向未来的支柱

产业。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9） 数字经济

以数字赋能为导向，以场景应用为抓手，聚焦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培育重点数字经济园区，大幅提高数字经济占比，把数字经

济打造成为引领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10） 文旅康养产业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的需求为目标，提升发展以“文、游、医、养、体、学、智”

为主要内容的全产业链，在大抓增量中调存量，加快推进文旅康养产

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世界级精品文旅康养产品，建设世人向往的健

康生活目的地。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11） 现代物流业

聚焦物流枢纽经济培育、高效配送体系建设、跨境物流发展、物

流骨干企业培育，加快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现代物流运行体系，

努力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的国际物流枢纽，有效降低

全社会物流成本。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12） 出口导向型产业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坚持用好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扩大出口规模，不

断提升出口导向型产业对全省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加快形成对外开放

新优势。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2. 云南省产业园区



2023 年以来，云南省大力发展壮大园区经济，持续优化园区管

理体制机制，制定赋权指导目录和主导产业指引，推动重点产业向园

区集聚发展，园区产业加快延链补链强链。云南省产业园区具体如图

所示：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三、 云南省重点产业发展规划

1. 全力做强实体经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卷烟结构优化、形象升级和价值提升。

推动绿色铝产业向精深加工和终端制造领域拓展，绿色硅产业向电池

片、组件等下游环节和逆变器等配套产业延伸，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向

下游电芯、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等延伸。加快发展新材料产业，大力

发展特色装备制造业，巩固提升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质量，前瞻布局未

来产业。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人才支撑，深入推进“兴滇英才支持计

划”。深入实施旅游高质量发展“六项行动”，培育扶持一批优质文

旅经营主体。积极创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一体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发展。

加快国家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建设，力争国家 A 级物流企业达到

150户以上，现代物流业总收入增长 8%。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深入实

施“上云用数赋智”，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增长 15%以上。

持续提升开发区发展动能，明晰各开发区主导产业，推动园区管理体

制改革，力争全省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左右。

2. 着力扩大有效需求，促进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

大力提升产业投资，完善产业链图谱，全力招引一批头部企业和

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省外产业招商到位资金增长 20%以上。产业投资

占比保持在 50%以上，工业投资占投资比重保持行业领先。支持民间

资本参与交通、市政、环保、水利、能源、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



建设，产业民间投资增长 15%以上，民间投资占投资比重 46%左右。

编制 2024 年度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及“重中之重”项目清单。精准有

序推动一批补短板、增动能的传统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和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实施人均旅游消费倍增计划，力争旅游

总收入突破 1.5万亿元。培育壮大新零售、“互联网+医疗健康”、

在线教育等消费新业态，挖掘智能家居、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

消费增长点。加快推进步行街改造提升，发展智慧商圈，加快推进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健全农村商业设施和

物流配送体系。久久为功整治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提升公

共信用信息数据归集共享和应用水平，全面推行信用承诺制。高水平

建设有色金属、花卉、咖啡、茶叶等专业化市场。实施营商环境争创

一流年行动。迭代完善融信服平台，力争新增解决企业融资需求 1000

亿元。“一盘棋”统筹全省招商引资，引导各地结合资源禀赋、产业

基础、特色优势错位发展。一体推进产业发展、营商环境、经营主体

倍增，力争全年净增企业 20万户、“四上”企业 3000户。深入推进

国企改革八项行动。稳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强化预算约束和

绩效管理。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不断健全“源网荷储”电价体

系。实施民营企业培优扶强专项行动和“梧桐树”工程，力争民营经

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 52%以上，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

20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80家以上。



更多资料请参考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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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