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图谱】2024年昆明重点产业规划布局全景图谱（附产业

现状、产业布局、产业发展规划等）

随着东西部产业转移有序推进、磨憨国际口岸城市加快建设，昆

明的区位优势、开放优势更加凸显，对此，昆明积极抢抓承接产业转

移新机遇，持续做活做优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坚持大抓

产业、主攻工业，围绕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8+N”重

点产业链，持续夯实产业基础、鲜明产业特色。

一、产业体系

昆明以工业为主导，通过工业强市、贸易富市、旅游兴市、金融

活市“四轮驱动”，统筹推进工业、贸易、旅游和金融的发展，积极构

建以大健康旗帜产业为引领、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为主导、特色优势

产业为基础的“1+8+N”现代化产业体系。



资料来源：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二、产业发展现状

（一）农业产业现状

近年来，昆明持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和

现代都市农业，高原特色农业量增质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断提

高。2023年全年昆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85.39亿元，按可比价计算，

比上年增长 4.3％。其中，农业产值 408.01亿元，增长 4.5%；林业产

值 27.57亿元，增长 10.5%；牧业产值 122.96亿元，增长 2.0%；渔业

产值 7.66亿元，增长 10.9%；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19.19

亿元，增长 6.7%。

数据来源：昆明市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2023年全年昆明粮食播种面积 357.74万亩，产量 108.97万吨；

蔬菜及食用菌种植面积 195.05万亩，产量 381.60万吨；花卉种植面



积 21.29万亩，鲜切花产量 70.56亿枝。全年猪牛羊禽肉类产量 36.38

万吨，增长 2.8%。

数据来源：昆明市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二）工业产业现状

1.工业经济规模持续扩大

昆明基本形成了以烟草、石油、化工、冶金、装备、电力、医药

等行业为支柱、行业门类较为健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经济规模持

续扩大，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不断推进，新型工业化稳步发展。2023

年，全市工业企业数量达到 23604户，占全省 27.7%，较 2022年净

增 3641户；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量达到 1128户，占全省 22.2%，较

2022年净增 52户，工业企业及规上工业企业户数均排名全省第一。

2023年昆明全部工业增加值 1704.05亿元，比上年增长 6.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6%，实现了自 2018年以来首次连续 12

个月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2023年昆明工业新兴产业发展迅速，

增加值同比增长 18.4%，高于传统产业 13.8个百分点，对全市工业的



贡献率达到 55%，占规上工业比重从 2021年的 18.6%提高到 20.6%，

成为拉动昆明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增

加值下降 2.7%，生物医药增加值增长 7.0%，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

39.7%，新材料制造业增长 15.4%。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6302.09亿元，比上年增长 2.3%。

数据来源：昆明市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2.昆明重点产业现状

昆明重点打造 8条产业链，分别是绿色食品产业链、生物医药产

业链、花卉产业链、高端装备及汽车制造产业链、电子信息制造与数

字经济产业链、绿色能源产业链、新材料产业链、现代物流产业链，

并对其重点领域、链长、副链长、责任单位、重点区域等进行明确。

据初步统计，8条产业链共有 81771家企业，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或工业产值）5716.26亿元。其中，6条产业链有“四上”企业 1027

家，2024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或工业产值）1680.22亿元。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三、产业总体空间布局

（一）产业空间布局

北部加强生态协同与环保要求，以农特食品与消费品制造为主。

中部与东南部加强各县市区园区及周边城市产业协同发展，重点发展

精细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业等。打造 13个以工

业和信息化为主导的园区·其中国家级开发区 3个，省级产业园区 10

个。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提升工业用地效率·推动传统的开发区、



产业园区和产业集中发展区转型为职住平衡、产城融合的新型城市空

间，合理布局商务休闲、文体娱乐等生活配套设施发展适应不同层次

需求的生活性服务业。

资料来源：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商产业研究整理



（二）区县产业布局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三）重点园区布局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四）农业产业布局

昆明构建“一园引领、三区多基地”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格局。

“一园引领”：依托都市农业生产生态资源和城郊区位优势，重点建设

农业博览园，发展田园观光、农耕体验、文化休闲、科普教育等农业

业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

“三区多基地”：结合山地特征及农业类型，划分“都市农业核心

区”“东部丘陵特色农业区”“北部山地垂直农业区”。重点打造 14个美

丽田园体验区、田园综合体试验区、绿色生态农业区现代农业集中区，

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昆明农业空间格局



资料来源：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五）重点产业布局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四、重点产业规划

（一）农业重点产业规划

昆明市以“世界一流、中国最优”为目标，着力构建“6+2”重点产

业体系，包括蔬菜、花卉、山地牧业、中药材、林果（含林下经济）、

特色水产 6个产业及茶叶、咖啡 2个精深加工产业。

1.蔬菜

昆明全市蔬菜生产稳定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区域布局逐步

优化，种植、保鲜、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链体系日臻完善。针对花

卉产业，昆明市致力于打造百亿级“昆菜”产业体系，通过优化蔬菜产

业链布局、强化蔬菜种业和生产示范基地建设、提升蔬菜加工能力等

措施，旨在成为全国蔬菜交易中心和蔬菜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2.花卉

昆明市花卉产业规模、效益快速提升，配套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花卉企业、花农合作组织迅速成长壮大，在科技生产、自主产权品种

研发、新品种引试推广、种苗种球繁育、花卉深加工提炼、系列产品

开发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昆明亚洲第一的鲜花交易市场中的主体地

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昆明规划种业端形成以盘龙区、呈贡区、晋宁区、

嵩明县为核心的品种研发及技术创新中心。生产端形成以晋宁区、嵩

明县、宜良县等为核心的高品质花卉生产中心。市场端形成以呈贡斗

南为核心、晋宁为副中心、其他主产区互补（1+N）的花卉交易物流

中心。加工端以嵩明县、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等为重点发展加工

花卉，形成保鲜切花、干花加工业和食用花卉加工业等示范区。三产

融合端形成以斗南花卉小镇为核心，晋宁区、嵩明县、宜良县、富民

县、寻甸县、禄劝县、安宁市等为重点的花旅融合示范区。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3.山地牧业

昆明全市山地牧业产量和产值大幅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畜

产品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加强，畜牧技术支撑体系不断完善，山地牧

业进一步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2023年昆明猪牛羊禽肉类产量

36.38万吨，增长 2.8%。年猪出栏 229.32万头，增长 2.1%；牛出栏

23.97万头，增长 2.1%；羊出栏 98.47万只，下降 5.9%。针对山地牧

业产业发展，昆明提出加快建设优质生产基地、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

建立现代畜牧业生产经营体系。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4.中药材

昆明种植基地大幅增加，种植水平显著提升，生产经营模式多样，

企业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产业集群优势不断凸显，市场体系逐渐完备，

品牌优势逐步确立。昆明市现有从事中药材省级以上龙头企业 7家，

企业销售收入 300亿元以上的 1户，100亿元以上的 1户，50亿元以

上的企业 2户，1-10亿元以上的企业 6户，有云南白药、昆药集团、

鸿翔药业等一批具有生产、流通、种植、加工能力的龙头企业。针对

中医药产业发展，昆明提出加强中药材资源保护，向品种化方向发展；



加强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向标准化方向发展；加强原料种植基地

建设，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加强产地初加工，向优质化方向发展。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5.林果（含林下经济）

昆明全市林果产业区域特色不断形成，种植水平持续提高，水果

品牌影响力逐步增大，推动了一二三产业的快速融合，形成了良好的

产业发展态势。针对林果（含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昆明提出进一步

强化林果产业的优势区域布局和果树品种结构调整，围绕提质增效和

转型升级，不断改善果园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提高林果产业的科技应

用水平，全面提高林果产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6.特色水产

昆明市特色水产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水产产值和产量不断

提高，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区域化格局进一步形成，已发展成为全

省渔业生产资料交易中心和全省最大的水产品消费集散地。针对特色

水产发展，昆明提出把昆明打造成为云南水产业发展的科技先行区。

到 2025年，全市水产养殖面积稳定在 9万亩左右（滇池、阳宗海除

外），水产养殖产量稳定在 3万吨左右，渔业总产值实现 30亿元（行

业数）。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7.茶叶加工

目前，昆明的茶叶种植主要分布在宜良、安宁、石林等地，其中

宜良茶叶种植面积最大；品种主要是昆明十里香茶、宜良宝洪茶、苔

茶、紫娟等；品牌主要有十里香、宝洪茶、石林春、拥翠、禄雨春等。

近年来，昆明市茶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茶叶种植面积由 2019年的 4800

多亩发展至 2022年的 2.32万亩，产量 0.06万吨，农业产值 0.61亿

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10.83亿元，批发零售销售额 72.29亿元，综

合产值 83.73亿元。加工方面，初步形成了安宁海湾茶叶有限责任公

司、云南逸神生态茶业有限公司、云南六大茶山茶叶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七彩云南庆丰祥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等一大批省市级龙头企业为

带动的发展格局。针对茶加工产业发展，昆明提出发展茶叶深加工及

茶饮料、茶保健品、茶日化品等茶衍生产品，推进茶叶精制企业生产

技术和设备升级换代；扶持产业龙头企业、骨干企业、专业合作社进

行茶叶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茶产业与大健康产业的深度

融合，推动茶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8.咖啡加工

全市拥有云南咖啡厂、云南中合咖啡有限公司、云南融创实业有

限公司 3家市级咖啡龙头企业。针对咖啡加工产业发展，昆明提出发

挥昆明要素聚集优势，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中国昆明国际咖啡

产业园区；引导咖啡制造企业开发符合市场定位的咖啡产品，催生咖

啡产品消费新业态。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二）制造业重点产业规划

1.电子信息

2023年昆明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 522亿元，同比增长 17.2%，占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9.5%，占新兴产业比重超过 30%。目前许

多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的企业都有布局南亚东南亚市场的需求，昆明

可为更多国内优质智能终端配套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并在此基础上

加深合作、互惠互利。随着中老铁路开通，昆明与电子信息产业企业

迎来发展的新机遇。目前，昆明市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偏小、层次不高、

产业链短、聚集度低、创新能力不足，对此，昆明出台政策，谋划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2.数字经济

昆明市通过积极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已

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2023年昆明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 2022年营业收入 948.14亿元，2023年突破千亿。为提升昆明数



字经济发展竞争力，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打造数字经济产业

集群，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昆明模式”，助力昆明建设面向南亚东南

亚辐射中心数字枢纽，昆明对数字经济产业进行了规划。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3.生物医药

生物医药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产业

重点布局领域。昆明坚持生物医药制造和大健康产业发展双轮驱动、

内培外引并举、补短板锻长板相结合，在生物技术药、天然健康产品、

中药民族药等领域重点发力。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4.新材料

新材料产业是昆明主导产业之一，为了进一步推动新材料产业的

发展，昆明市制定了《昆明市新材料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为昆

明新材料产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5.新能源电池产业

昆明新能源电池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并迅速成长为全市工业新

增长引擎的过程。云南裕能、天安化工、云南杉杉等 6个重点项目建

成投产，友天新能源、裕能二期等 9个项目加快建设，建成投产后将

逐渐形成“资源—材料—电芯—电池—应用—梯次综合利用”全产业

链发展态势，2023年新增产值超过 130亿元。

为推动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昆明提出围绕新能源电池产业补链、

延链和强链，聚焦重点企业培育和重大项目建设，发挥资源禀赋比较

优势，加快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打造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新

能源电池产业集群，推动新能源电池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6.先进装备制造

昆明高端装备及汽车产业链围绕新能源汽车、数控机床、新能源

电池等重点行业，多措并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7.化工

2023年昆明化工（含石化）行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1377亿元，

占全市全部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25.2%。2023年中石油云南石化原油加

工量达 1155万吨，创历史新高，石化产业链总产值达 921亿元。2023

年，全市磷化工产业完成工业产值约 370亿元，累计生产黄磷 11.8

万吨，磷酸 463万吨，磷酸一铵 164万吨、磷酸二铵 438万吨。当前，

化工产业发展面临的结构优化调整、生态环境治理、安全生产整治等



压力较大，对此，昆明提出重点打造石油化工、磷化工、钛化工为主

体的化工产业集群，依托龙头企业加快化工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淘

汰落后产能，提升高端化工产品规模和水平。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8.冶金

昆明市的冶金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钢铁、铜、铝

冶炼为主的全面发展格局。昆明市拥有昆钢、云铜、云铝等国内外知

名企业，这些企业在昆明市的冶金产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更多资料请参考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昆明产业现状及投资机

会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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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