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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推动产

业结构调整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

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产业

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实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迈上新台

阶，形成了规模优势、体系优势和部分领域领先优势，有力支撑了

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我国大国地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格局面临深刻调整，我国产业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

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部署，适应产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根据《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发〔2005〕40 号），国家发展改

革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共同修订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 年本）》（以下简称《目录（2024 年本）》）。

《目录（2024 年本）》由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目录组成。鼓

励类主要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技术、装备及产品；

限制类主要是工艺技术落后，不符合行业准入条件和有关规定，不

利于安全生产，不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督促改造和禁

止新建的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淘汰类主要是不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安全生产隐患严重，

阻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及产

品。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之外的，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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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规定的属于允许类。

《目录（2024 年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

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构建具有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和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政策导向是：

一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持续增强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推动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不断引领产业向中高端跃升。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加快推广应

用智能制造新技术，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转变。鼓励绿色技术创新

和绿色环保产业发展，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坚决遏

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

二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提高先

进产能比例，有效扩大优质供给。依法依规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

后产能。大力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前瞻

布局未来产业，构建产业发展新引擎。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巩固

和提高粮食、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加

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

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三是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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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推进产业基础再造

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加强重点领

域安全能力建设，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确保粮食、能源资源、

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四是构建优势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

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路径。推动生产性

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

法律服务等服务业，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

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

体育、家政等服务业，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推进服务

业标准化、品牌化建设。

请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加快制订和修订财税、信贷、土地、

进出口、市场监管等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

策体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区产业发展实

际，制订具体措施，合理引导投资方向，鼓励和支持发展先进生产

能力，依法依规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

重复建设，切实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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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 鼓励类

鼓励类主要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有利于关键技

术创新，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有利于产业跨区域转移，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有利于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助

力碳达峰碳中和；有利于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服务

业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对改造后能效达到最

新版《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中标杆水平的项目，

参照鼓励类管理。

鼓励类目录聚焦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关键领域，重点鼓励

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需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对行业发展具有

重要指导作用的事项；对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发挥、对国计民生影响

不大、对行业发展作用有限、发展水平不再先进的事项，不再列入

鼓励类。

对鼓励类投资项目，按照国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进行审批、核

准或备案；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提供信贷支持。对鼓励类

投资项目的其他优惠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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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三甲基氯硅烷、三氟甲烷等副产物的综合利用，微通道反应技

术和装备的开发与应用

十二、建材

1．建筑材料等矿产资源的共伴生矿产综合开发利用、水泥原

燃材料替代及协同处置技术；绿色氢能煅烧水泥熟料关键技术的研

发与应用；利用清洁能源煅烧水泥熟料技术应用和生产线改造；新

型固碳胶凝材料及制品制备技术；窑炉烟气二氧化碳捕集、纯化、

利用及贮存技术；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技术；水泥生产制备全氧燃烧、

富氧燃烧；新型干法水泥窑生产特种水泥工艺技术及产品的研发与

应用；悬浮沸腾煅烧熟料工艺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新型低碳凝胶材

料研发与应用示范；低钙胶凝材料的开发与应用；粉磨系统节能改

造（水泥立磨、生料辊压机终粉磨等）；建材各行业企业生产过程

零外购电力、零化石能源消耗、零一次资源消耗、零碳排放、零废

弃物排放的工艺技术装备的开发与应用；建材各行业（数字矿山、

智能工厂、智慧物流）生产全流程智能化建设及升级改造；用于工

程或装备的建材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开发与应用

2．规模不超过 150 吨/日（含）的电子信息产业用超薄基板玻

璃、触控玻璃、高铝盖板玻璃、载板玻璃、导光板玻璃生产线、技

术装备和产品；航天航空等领域所需的特种玻璃制造技术开发与生

产、玻璃成型和表面功能化技术与装备开发；高硼硅玻璃，微晶玻

璃；交通工具和太阳能装备用铝硅酸盐玻璃；光电探测技术用紫外

玻璃、红外玻璃和特殊色散玻璃；大尺寸（1 平方米及以上）钙钛



27

矿、铜铟镓硒和碲化镉等薄膜光伏电池玻璃，TCO 镀膜玻璃；节能、

安全、显示、智能调控等功能玻璃产品及技术装备；超薄柔性玻璃

一次成型技术及装备；智能化连续真空玻璃生产线；大型玻璃熔窑

大功率玻璃-电复合熔化技术，玻璃熔窑用全氧/富氧燃烧技术；玻

璃熔窑利用绿色氢能成套技术及装备；一窑多线平板玻璃生产技术

与装备；玻璃熔窑用低导热熔铸锆刚玉、长寿命（12 年及以上）无

铬碱性高档耐火材料；核动力堆高放射性废液固化玻璃开发及应

用，大尺寸、多规格锂铝硅玻璃开发及生产

3．适用于装配式建筑、折叠式建筑、海绵城市、地下管廊、

生态修复的部品化建材产品及生产设备；低成本相变储能墙体材料

及墙体部件；光伏建筑一体化部品部件；全电熔法制备岩（矿）棉；

B1 级柔性泡沫橡塑绝热制品；气凝胶材料；A 级阻燃保温材料制品，

复合真空绝热保温材料，聚酯纤维类吸音板材，保温、装饰等功能

一体化复合板材；长寿命防水防腐阻燃复合材料；高性能、高耐久、

高可靠性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高分子防水卷材、水性或高固含量防

水涂料等新型建筑防水材料；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秸秆生物质墙板

（砖）、生物质建材；功能型、集成化装饰装修材料及制品，超薄

陶瓷板、绿色无醛人造板，路面砖（板）、透水砖（板）、装饰砖

（砌块）、仿古砖瓦、水工及护坡生态砖（砌块）等产品及绿色低

碳建材产品技术开发与生产应用

4．陶瓷集中制粉、陶瓷园区清洁煤制气生产技术开发与集中

应用；建筑陶瓷干法制粉技术与装备应用；电烧辊道窑技术与装备



28

开发及应用；单块面积大于 1.62 平方米（含）的陶瓷板生产线和工

艺装备技术开发与应用；利用尾矿、废弃物等生产的轻质发泡陶瓷

隔墙板及保温板材生产线和工艺装备技术开发与应用；基于氢能利

用的节能陶瓷干燥窑及烧成窑炉装备；一次冲洗用水量 6升及以下

的坐便器、蹲便器，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及节水控制设备，智能坐

便器、卫浴集成系统，满足装配式要求的整体卫浴部品开发与生产

5．8 万吨/年及以上无碱玻璃纤维粗纱（单丝直径＞9微米）池

窑拉丝技术，5 万吨/年及以上无碱玻璃纤维细纱（单丝直径≤9 微

米）池窑拉丝技术，超细（单丝直径≤5 微米）、高强、高模、耐

碱、低介电、低膨胀、高硅氧、可降解、异形截面、本体彩色、有

机纤维复合等高性能及特种玻璃纤维开发与生产，玻璃纤维毡、布

等制品生产；玄武岩纤维池窑拉丝技术；碳化硅纤维；航空航天、

环保、海工、电工电子、交通、能源、建筑、物联网、农业等领域

用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产品及其高效成型制备工艺和装备；连续缠绕

成型复合材料管道；生物降解复合材料制造技术及装备；树脂基复

合材料废弃物回收利用技术与装备；大型客机高性能次承力复合材

料结构件关键技术、深海复合材料耐压舱段开发及应用、航空发动

机叶片用大尺寸复杂结构三维机织复合材料预制体的制备与应用

6．碳陶复合摩擦材料及自动变速箱用湿式摩擦材料等新产品

的开发与生产，以合成矿物纤维、芳纶纤维、非金属矿物粉体等作

为增强材料的环保型密封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开发与生产，高性能

石墨密封材料的开发与生产；高能宇宙辐射探测（HERD）用高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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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率低串扰光纤传像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

7．重点非金属矿山高效开采及选矿工艺技术；石墨烯材料、

氢燃料电池石墨双极板、高性能天然石墨负极材料、核级石墨生产

及应用开发；非金属矿聚合物可陶瓷化阻燃材料；超细重质碳酸钙

（粒径≤5μm）；环境治理、节能储能、国防军工、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保温隔热、阻燃防火、农业农村等领域用矿物功能材料生

产及其技术装备开发应用；矿物超细材料加工在线检测与控制智能

化生产线；新型靶向药物载体矿物功能材料的制备技术开发与示

范、非金属矿物凹凸棒替代抗生素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应用

8．无机人造石产品及技术装备的研发生产；机械化石材矿山

开采及自动化石材加工技术；矿石碎料和板材边角料、石粉综合利

用生产及工艺装备开发；石材开采、加工装备的永磁电机驱动控制

技术

9．不低于 20 万块/日（含）新型烧结砖瓦生产线协同处置大宗

废弃物工艺技术及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工业副产磷石膏高效净化提

质及高值化综合利用技术；利用矿山尾矿、建筑废弃物、工业废弃

物、城市污泥、江河湖（渠）海淤泥等大宗废弃物无害化生产制备

砂石骨料、结构混凝土用高强陶粒、功能陶粒、墙体材料等建材及

其工艺技术装备开发

10．高品质人工晶体材料、多功能透明件、特种光学玻璃材料、

制品和器件，功能性人造金刚石材料生产装备技术开发；高纯石英

原料（纯度大于等于 99.999%）、半导体用高端石英坩埚、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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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石英陶瓷器件（纯度大于等于 99.9%）、化学气相合成石英玻璃

等制造技术开发与生产；低温共烧陶瓷（LTCC）、高温共烧陶瓷

（HTCC）及配套浆料和相关材料；紫外级氟化钙晶体材料；高纯

纳米级球形硅微粉、中空球形硅微粉的生产、应用及其技术装备开

发与应用；精细陶瓷粉体、适用于增材制造的陶瓷前驱体及陶瓷短

切纤维、碳化硅纤维、陶瓷晶须；陶瓷球、陶瓷阀门、陶瓷螺杆等

精密成型的陶瓷部件；陶瓷膜、蜂窝陶瓷、泡沫陶瓷；陶瓷基板、

陶瓷绝缘部件、电子陶瓷材料及部件；连续陶瓷纤维及纤维增强陶

瓷基复合材料；医用精细陶瓷材料及部件；陶瓷墨水材料；高导热

纳米及大单晶陶瓷材料；锂电池隔膜用纳米陶瓷粉体材料；精密研

磨及抛光用陶瓷材料等工业陶瓷技术开发与生产应用；信息、新能

源、国防、航空航天等领域用高性能陶瓷的制造技术开发与生产；

连续氮化物纤维工程化制备技术开发与示范、面向新一代光刻机用

碳化硅陶瓷水冷真空吸盘（浸没式）制备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高

强韧高导热氮化硅陶瓷弹簧的制备及性能研究、高清超声医疗用高

居里温度弛豫铁电单晶材料（PIMNT）研制及产业化

11．具备消纳工业和城市固废能力的绿色智能化预拌混凝土生

产线；年产 1000 万吨及以上的超大型高品质机制砂石骨料生产技

术装备，短流程低能耗软岩加工、高效硬岩加工、制砂楼站等无污

水、淤泥排放、粉尘近零排放的高品质机制砂石骨料生产技术装备，

砂石生产用长寿命耐磨材料；海洋工程用混凝土、轻质高强混凝土、

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混凝土自修复材料的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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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 限制类

限制类主要是工艺技术落后，不符合行业准入条件和有关规

定，不利于安全生产，不利于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不利于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督促改造和禁止新建的生产能力、工艺技

术、装备及产品。对能效未达到最新版《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

平和基准水平》中标杆水平的新建项目，参照限制类管理。

限制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主要从安全、环保、能耗、

水耗、质量等方面设置限制条件，对已经不再产能过剩、市场能够

有效调节、放开限制后没有安全环保等隐患、已有明确监管措施的

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和产品，不再列入限制类。

对属于限制类的新建项目，禁止投资。投资管理部门不予审批、

核准，各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自然资源、建设、生态环境、水

利、市场监管、消防、海关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凡违反规定

进行投融资建设的，要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属于限制类

的现有生产能力，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采取措施改造升级，金融

机构按信贷原则继续给予支持。国家有关部门要根据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要求，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实行分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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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不含）以下的地下采选项目

6．年处理砂金矿砂 30 万（不含）立方米以下的砂金开采项目

7．在林区、基本农田、河道中开采砂金项目

九、建材

1．2000 吨/日（不含）以下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特种水

泥生产线除外），60 万吨/年（不含）以下水泥粉磨站

2．150 万平方米/年及以下的建筑陶瓷（不包括建筑琉璃制品）

生产线，60 万件/年（不含）以下的隧道窑卫生陶瓷生产线

3．3000 万平方米/年（不含）以下的纸面石膏板生产线（西藏

除外）

4．中碱玻璃纤维池窑法拉丝生产线，单窑规模小于 8 万吨/年

（不含）的无碱玻璃纤维粗纱池窑拉丝生产线，中碱、无碱、耐碱

玻璃球窑生产线，中碱、无碱玻璃纤维代铂坩埚拉丝生产线

5．黏土空心砖生产线（陕西、青海、甘肃、新疆、西藏、宁

夏除外）

6．15 万平方米/年（不含）以下的石膏（空心）砌块生产线、

单班 5 万立方米/年（不含）以下的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以及单班

15 万平方米/年（不含）以下的混凝土路面砖（含透水砖）固定式

生产线、5 万立方米/年（不含）以下的人造轻集料（陶粒）生产线

7．15 万立方米/年（不含）以下的加气混凝土生产线

8．6000 万标砖/年（不含）以下的烧结砖及烧结空心砌块生产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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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万吨/年以下岩（矿）棉制品生产线和 8000 吨/年以下保温

玻璃棉制品生产线

10．100 万米/年及以下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离心桩生产线；预应

力钢筒混凝土管（简称 PCCP 管）生产线（PCCP-L 型：年设计生

产能力≤50 千米；PCCP-E 型：年设计生产能力≤30 千米）

十、医药

1．新建、扩建古龙酸和维生素 C 原粉（包括药用、食品用、

饲料用、化妆品用）生产装置，新建药品、食品、饲料、化妆品等

用途的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12、维生素 E 原料生产装

置

2．青霉素工业盐、6-氨基青霉烷酸（6-APA）、7-氨基头孢烷

酸（7-ACA）、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7-ADCA）、青霉

素 V、氨苄青霉素、羟氨苄青霉素、头孢菌素 C、土霉素、四环素、

氯霉素、安乃近、扑热息痛、林可霉素、庆大霉素、双氢链霉素、

丁胺卡那霉素、麦迪霉素、柱晶白霉素、环丙氟哌酸、氟哌酸、氟

嗪酸、利福平、咖啡因、柯柯豆碱生产装置

3．紫杉醇（配套红豆杉种植除外）、植物提取法黄连素（配

套黄连种植除外）生产装置

4．新建、改扩建药用丁基橡胶塞、二步法生产输液用塑料瓶

生产装置

5．新建、改扩建原料含有尚未规模化种植或养殖的濒危动植

物药材的产品生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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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 淘汰类

淘汰类主要是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

安全生产隐患严重，阻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淘汰的落后

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对市场能够有效调节、在实际生产生活中

已经淘汰的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产品，在没有安全环保等

隐患和“死灰复燃”风险、已经有明确监管措施的前提下，不再列

入淘汰类。对能效未达到最新版《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

准水平》中基准水平、且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改造的项目，以及对

所生产产品设备能效未达到最新版《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

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中准入水平或未达到强制性能效标准最

低要求的项目，参照淘汰类管理。

淘汰类条目后括号内年份为淘汰期限，如淘汰期限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是指应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淘汰，其余类推；有淘汰

计划的条目，根据计划进行淘汰；未标淘汰期限或淘汰计划的条目

为国家产业政策已明令淘汰或立即淘汰。

对淘汰类项目，禁止投资。各金融机构应停止各种形式的授信

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各地区、各部门和有关企业

要采取有力措施，按规定限期淘汰。在淘汰期限内国家价格主管部

门可提高供电价格。对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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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不得进口、转移、生产、销售、使用和采用。对不按期淘汰生

产工艺技术、装备和产品的企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责令其停产或予以关闭，并采取妥善措施安

置企业人员、保全金融机构信贷资产安全等；其产品属实行生产许

可证管理的，有关部门要依法吊销生产许可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

要吊销其排污许可证；电力供应企业要依法停止供电。对违反规定

者，要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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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工频或中频感应炉熔化废钢生产的钢坯（锭），及以

其为原料生产的钢材产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取缔“地条钢”

有关要求淘汰）

5．土烧结矿，热烧结矿

（四）有色金属

1．铜线杆（黑杆）

（五）建材

1．使用非耐碱玻纤或非低碱水泥生产的玻纤增强水泥（GRC）

空心条板

2．陶土坩埚、陶瓷坩埚及其它非铂金材质坩埚拉丝玻璃纤维

和制品及其增强塑料（玻璃钢）制品

3．25A 空腹钢窗

4．S-2 型混凝土轨枕

5．一次冲洗最大用水量 8 升以上的坐便器

6．角闪石石棉（即蓝石棉）

7．非机械生产的中空玻璃、双层双框各类门窗及单腔结构型

的塑料门窗

8．采用二次加热复合成型工艺生产的聚乙烯丙纶类复合防水

卷材、聚乙烯丙纶复合防水卷材（聚乙烯芯材厚度在 0.5mm 以下），

棉涤玻纤（高碱）网格复合胎基材料、聚氯乙烯防水卷材（S 型）

9．含石棉的摩擦材料

（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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