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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医疗机构经营

24.森林康养基地建设与服务

25.轧钢氧化皮生产磁性材料

26.高原湖泊水污染治理技术开发及应用

27.工业节能降耗技术开发及应用（余热、余

压、余气等利用）

28.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畜禽粪

便处理及厕所革命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技术开发

及应用

29.水污染防治装备制造

30.绿色铝产业（生产、精深加工及其应用）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项目

除外）

31.绿色硅产业（生产、精深加工及其应用）

32.铁皮石斛、油桐培育、种植、加工等，绿色

有机茶、蔬菜、特色水果、优质中药材、咖啡等高原

特色农业，竹产品的生产及深加工

33.优质酿酒葡萄种植与酿造，青稞种植与食品

深加工

34.猪、牛、羊及小家禽畜（含高原畜产品）饲

养和深加工；云南高原特色水产养殖和加工

35.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服务，工业控制计算机

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36.在边境县市进行边境贸易进出口产品加工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项目

除外）

37.有机垃圾生物式处理设备和移动式破碎筛分

系统

38.生产天然橡胶深加工产品如浅色标准胶、子

午线轮胎专用胶、恒粘胶、高等级轮胎专用胶、脱蛋

白橡胶系列产品，大型子午线轮胎生产线，特种专用

天然橡胶或胶乳产品的研制与开发

39.联合疫苗产业

40.民族地区院内制剂产业

41.藏医药、傣医药、彝医药研发、生产、销售

42.种桑养蚕，各类丝胶蛋白产品、蚕蛹深加工

产品等综合利用产品的生产；茧丝绸深加工

43.滇中锂资源开发利用及产业链发展

44.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中心和大宗商品进出口分

拨物流中心建设

45.核桃生产和初加工一体化成套机械设备及标

准化技术研发和推广

46.超高清视频产业制造：4K/8K超高清电视

机、4K摄像头、监视器等制造

47.风力、太阳能发电场建设及运营

涉及云南鼓励类产业的变化特点

一是更加突出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新增有色

金属产业开发及精深加工、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及装备

制造、滇中锂资源开发利用及产业链发展，继续保留

石油精细化工产品开发及生产等。

二是更加突出云南省绿色资源优势。针对云南

新增了中西部地区唯一以“绿色铝产业”“绿色硅产

业”生产、精深加工及其应用的全产业链提法，充分

体现了国家对云南绿色发展的重视，也为我省依托绿

色能源优势打造绿色制造强省提供了政策机遇。

三是更加突出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针对云南

属于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基本省情，增加了民族工艺品

加工生产、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和食品深加工、民族药

研发生产以及边境贸易、跨境电商等，更加有利于我

省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有序转移，将资源和区位优势

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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