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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说明

一、修订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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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是引导社会投资方向、政府

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实施财税、信贷、土地、进出口等政策的重

要依据。现行版本是 2019 年本。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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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相关

部门组成的修订工作组，在广泛征求各地方、有关部门、行业协

会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3 年本，

征求意见稿）》。

二、修订导向

《目录（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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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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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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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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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我们修订形成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3

年本，征求意见稿）》，共有条目 1002 条，其中鼓励类 348 条、

限制类 231 条、淘汰类 423 条。与上一版相比，总条目减少 476

条，鼓励类减少 473 条、限制类增加 16 条、淘汰类减少 19 条。

其中，鼓励类条目数量减少，主要是对同一类型的条目进行了归

类整合，以更好突出《目录》体系化特点和实用性，合并后的《目

录》鼓励类条目数量虽然减少，但鼓励方向更加聚焦、鼓励事项

总体保持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