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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鼓励、限制和淘汰目录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2005年，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
订发布《目录（2005 年本）》，2011 年、
2013 年和 2019 年分别进行了修订或
修 正 ，最 新 发 布 的 版 本 是《目 录

（2024 年本）》，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

“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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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负责人介
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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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发改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共同修订
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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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属于允
许类，不列入《目录》。

宜粗则粗，宜细则细

具体来看，《目录（2024年本）》与
上一版相比有以下特点：

行业设置上，鼓励类新增了“智能
制造”“农业机械装备”“数控机床”“网
络安全”等行业大类及相关领域有利
于产业优化升级的条目，限制类、淘汰
类中新增了“消防”“建筑”行业大类及
相关领域不符合绿色发展和安全生产
要求的条目。

条目设置上，坚持市场化、法治

化原则，强化安全、环保、能耗、质
量等领域标准作用，落实工业重点领
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等要求，
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避免简单以
生产能力、装置规模等作为新增限
制、淘汰依据。

表述规范上，鼓励类主要发挥引
导作用，在条目表述上主要根据不同
行业发展阶段和特征，定量和定性相
结合，宜粗则粗，宜细则细，对发展
方向比较明确的领域，尽可能明确指
标参数；对发展方向不明确的新产业
新业态，则宜粗不宜细，仅作方向性
描述。限制类、淘汰类目录涉及禁止
新增、淘汰产能，为突出可操作性，
避免因内涵不清出现的“一刀切”，条
目表述要求能细则细，尽可能聚焦重
点品种，明确指标和参数。

“根据有关规定，总的要求是对
鼓励类项目，按照有关规定审批、核
准或备案；对限制类项目，禁止新
建，现有生产能力允许在一定期限内
改造升级；对淘汰类项目，禁止投资
并按规定期限淘汰。”前述负责人表

示，在贯彻实施《目录》时，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区产
业发展实际，采取具体措施，合理引
导投资方向，切实推进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

着力发展实体经济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录（2024 年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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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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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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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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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
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24年本）》，在
行业类目、条目设置和表
述规范等方面作出新规
定。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在加强和改善
宏观调控、引导社会资源
流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和优化升级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本报北京1月1日电（记者郁静
娴）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发
力、落实落细措施，不断提升政务服
务水平，为各类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振
兴和农业强国建设营造良好投资创业

环境。
纵深推进审批制度改革。持续精

简行政许可事项，部级实施事项累计
压减近50%，指定地方实施事项取消
调整 30%，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现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清单管理，97
项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深入开
展“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优化审批
服务”活动，建立农药登记信息员、兽
药行政许可联络员制度，切实为企业
降成本、增便利。目前，许可事项全部

“网上可办”，50%的事项实现全程电
子化。

不断畅通资本投资渠道。编制年
度《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并
指导地方贯彻落实，明确社会资本
投资重点领域，激发社会资本投资
活力，规范社会资本投资行为。持
续完善“经营主体直报需求、农担
公司提供担保、银行信贷支持”的信

贷直通车模式，已有超过256万个农
业经营主体提出信贷申请和信息核验
服务，金融机构授信超过135万笔、授
信金额3136.61亿元。创新开展融资项
目库建设，累计储备现代设施农业等
各 类 农 业 农 村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25113个、投资总额 2.03万亿元，其中
已获得贷款授信 18331 个、授信规模
3997.93亿元。

大力支持企业减负纾困。严格落
实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做好拖
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清理工
作，严防新增拖欠账款。强化乡村
建设领域招标投标管理，明确除依
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外，允许企业运用
询比采购、谈判采购、竞价采购、直
接采购等方式进行采购，支持村庄建
设、以工代赈等项目采用灵活方式
进行发包。

积极深化农业对外开放。贯彻落
实《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管理办
法（试行）》，支持试验区改革创新、先
行先试，通过借鉴国际经验，促进地
区农业投资贸易及优势产业集群发
展。配合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持续扩大农业领域对外开放范
围。建立涉农外资沟通机制，及时解
答回应企业关切。

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郭店镇何集
村大力发展木材加工业，全村现有板
材加工企业 28 家，年产值超过 2 亿
元。板材加工成为本村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图为何集村
村民在晾晒板皮。

苗育才摄 （人民视觉）

1 月 1 日，满载
汽车配件、家用电器、
机 械设备等货物的
X9014 次 连 云 港 中
欧班列从中哈（连云
港）物流合作基地出
发，将由霍尔果斯出
境驶往中亚。这是新
亚欧大陆桥东端起
点连云港 2024 年开
行的第一趟中欧班
列。2023年连云港中
欧班列累计完成班
列到发 806 列，同比
增长10.7%。

王健民摄
（新华社发）

1月 1日，全国早茶大会暨 2024年“贵州绿茶”第一采活动在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举行。普安县核心产茶区是全国绿茶开
采最早的茶区之一。图为茶农在普安县江西坡镇高潮村罗家地采茶。

刘朝富摄 （人民视觉）

本报乌鲁木齐1月1日电（记
者李亚楠） 2023年，中国石油塔里
木 油 田 生 产 油 气 产 量 当 量 达 到
3353 万吨，同比增长 43 万吨，创历
史新高。其中石油液体755万吨、天
然气 326 亿立方米。这已是塔里木
油田连续4年油气产量超过3000万
吨，并保持稳定增长。

2023 年，塔里木油田先后在博
孜 — 大 北 万 亿 立 方 米 超 深 大 气
区、富满 10 亿吨级超深油区建成
投产油气处理核心工程，实现超
深复杂油气田规模上产、效益开
发，建成中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
基地。

塔里木油田垂直钻井、高密度
钻井液等一批新技术、新装备突破

“深地极限”，解放了一批超深油气
藏。2023 年，塔里木油田累计钻成
70口8000米级超深井，相当于历年
钻探8000米级超深井井数的总和。
目前，塔里木油田钻探的超深井数
量占全国 80%以上，找到的超深层
油气储量占全国3/4。

2023 年，塔里木油田分别向西
气东输供气超241亿立方米，向南
疆五地州供气首次突破 60 亿立方
米，惠及西气东输下游15个省份4
亿多沿线居民，覆盖南疆 42 个县
市800多万各族群众。

本报上海1月1日电（记者黄
晓慧） 1 日，新版上海国际服务门
户上线试运行。该门户是“中国·上
海”政府门户网站的外文版，致力于
为来沪经商、工作、旅游、留学、购物
等外籍人士提供权威的政策服务、精
准的资讯服务和贴心的生活服务。

据悉，本次上线的是门户网站
英文版，门户的三个海内外社交媒
体平台（脸谱、X平台、微信英文版）
同时对外启用。

该门户是上海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的重要举措，采用“1+3+N”总体
架构，即一个门户网站，突出“一门
式、场景化、友好型”的特点，通过5
个分众场景、3个阶段场景，实现对
用户的精准导航和场景服务；3 个
海内外社交平台，聚焦发布和互动
功能，为受众提供新鲜及时的资讯
分享和亲切友好的互动体验；“N”
代表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将通过
举办各类政策宣介、业务咨询、主题
沙龙、文化体验、学习培训等活动，
提高用户满意度。

据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柯高
阳、沈汝发）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南
京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上获悉，会议二审通过新修订的《南
京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明确提出
支持民营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鼓励民营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积极承担重大科技项目。

修订后的《南京市科学技术进
步条例》共10章、76条，从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产业科技创
新、科技人才、科技创新平台、区
域科技创新与开放创新合作、科技
金融、科技创新环境以及法律责任

等八个方面对科技创新工作进行了
规定。条例将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批准后实施。

条例还提出，确保财政用于科
学技术经费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
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确保财政对
科技投入的力度只增不减，加大财
政科技资金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
度。同时优化科学技术计划项目
经费拨付机制，扩大项目经费管
理负责人自主权。项目承担单位
可以将间接费用全部纳入绩效考
核安排，强化对创新人才、创新
团队的激励。

南京支持民企承担重大科技项目

新版上海国际服务门户上线试运行新版上海国际服务门户上线试运行

塔里木油田去年油气产量达3353万吨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依托港口优势，积极引进重型装备、金属制品、新
能源重型汽车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打造临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助推经济
高质量发展。目前，该区规模以上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达54家。图为工人在唐山
市曹妃甸区一家装备制造企业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安徽省淮北市节日饰品市场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各类传统挂饰琳
琅满目，人们忙着选购商品，迎新年、庆元旦。图为市民在淮北市久
兴市场选购新年饰品。 李 鑫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记
者徐壮） 文化和旅游部 1 日发布
2024年元旦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
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
算，元旦假期 3天，全国国内旅游出
游1.35亿人次，同比增长155.3%，按
可比口径较2019 年同期增长 9.4%；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797.3亿元，同比
增长 200.7%，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5.6%。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
稳有序。

假日期间，城乡居民出游意愿
强烈，文化参与氛围浓厚，音乐节、

演唱会，家人和亲友集体出游趋于
增加。旅游市场呈现“冰雪休闲、文
化参与，本地出游、个性消费，人间
烟火、欢乐祥和”的总体特征。

冰雪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哈尔
滨、长春、乌鲁木齐、张家口等是
冰雪游热门目的地。广东、浙江、
上海是冰雪游主要客源地。

旅游休闲从传统景区转向城市
公园和主题乐园。在亲子娱乐、文化
体验、户外运动等需求牵引下，城市
公园、主题乐园、商业街区成为元旦
假期文化和旅游休闲主要场景。

元旦假期全国 1.35亿人次出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