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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型向综合型产业转变。

到2025年，全省绿色能源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到5200亿元。

到2030年，达到6500亿元。

到2035年，成为跨区域能源互联互通枢纽、能

源交易中心。

2.数字经济产业
全面建成数字化绿色智能电网。打造工业互联

网，加快先进装备制造和数字化生产线建设。推动

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数据驱动、

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

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值达到2000亿元。

到2030年，达到4000亿元。

到2035年，“数字云南”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的重要支撑。

3.生物医药产业
以增加优质品种、做强龙头企业、提升制造

能力、补齐平台短板、优化产业布局、形成产业集

聚、提升“云药”品牌影响力为抓手，聚焦重点品

种推进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中药配方颗粒。

到2025年，全省生物医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到4000亿元。

到2030年，达到8000亿元。

到2035年，成为辐射南亚东南亚特色鲜明的生

物医药产品研发和商贸基地。

4.新材料产业
推动新材料产业向高端迈进，培育壮大高端钛

合金、铝合金、稀贵金属、稀土催化功能材料、关

键电子材料等一批关键战略材料，重点培育液态金

属、新型显示材料、3D打印等前沿新材料。打造关

键电子材料产业基地、钛产业集群、铜精深加工产

业集群等特色鲜明的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到2025年，全省新材料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200亿元。

到2030年，达到2400亿元。

到2035年，成为国内重要、国际知名的关键基

础材料和新材料产业基地。

5.环保产业
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快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

技术创新体系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

发展高效节能产业。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条，

发展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加快实施一批环保技术创

新和产业化示范工程。

到2025年，全省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到1000

亿元。

到2030年，达到2200亿元。

到2035年，成为我国循环经济示范基地、节能

环保装备产业基地、节能环保技术服务基地。

6.金融服务业
大力推进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改

革创新。大力推进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货币交易

中心建设。积极培育创投产业，发展跨境金融和地

方新金融等特色金融。强化金融服务功能，加强金

融服务和产品创新。

到2025年，全省金融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000亿

元以上。

到2030年，达到3000亿元。

到2035年，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重要的区域性

国际金融服务中心。

7.房地产业
把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缓解供

需矛盾结构性失衡作为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和

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突破口，科学制定住

房发展规划，完善住房供给体系。发展旅游、养老、文

化、健康生活等地产项目，大力发展租赁住房。

到2025年，全省房地产业增加值达到2350亿元。

到2030年，达到3300亿元。

8.烟草产业
坚定实施“大品牌、大市场、大企业”发展战

略，建设有机统一、无缝连接的烟草全产业链一体

化组织运行体系。

到2025年，全省烟草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600亿元。

到2030年，达到1800亿元。保持云南卷烟品牌

占国内市场20%的比重。

培育壮大一批市场主体和产业园区

● 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推进实施100个单个项目投资在100亿元以上的

重大产业项目，培育引进100家营业收入在100亿元

以上的独立法人企业。

● 优化布局促进产业集聚
加快形成一批布局合理、重点突出、各具特色

的全链产业、核心优势产业、产业集群和产业

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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