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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住宅空间实现“立体生长”，居住品质将迎
来怎样的变化？

“更大的窗户”“更高的天花板”“更开阔的空
间”……层高的增加，对于住宅舒适性的提升有着
重要意义。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
住需要，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
色、智慧的“好房子”。

提高住宅层高，正是通过“立标准”推进“好房
子”建设的重要体现。随着《好房子建设指南》的
编制推进和《住宅项目规范》的修订升级，我国住
宅建设标准正经历重大变革。其中，将住宅层高
标准提升至不低于 3 米，为提升住宅品质按下了

“空间革命”的启动键。
2011 年版《住宅设计规范》明确“住宅层高宜

为2.80米”“卧室、起居室(厅)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40 米”。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两项标准
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新期
待。

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和营养状况的提升，中
国人平均身高增长，对层高的要求相应提高；另一

方面，采光、通风等住宅性能指标的改善在很大程
度上也有赖于层高的增加。

层高的增加，看似简单的数字变化，实则关乎
人民群众的居住获得感、幸福感。

层高的增加，不仅为扩大窗户面积，改善室内
通风和采光、降低潮湿和霉变风险提供了可能，还
为增加楼板构件厚度、加装隔声板提供空间，可以
有效解决长期困扰居民的隔音问题。

层高的增加，可以支持多种装修风格和空间
布局，如设计夹层、阁楼或开放式空间等，满足不
同家庭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为中央空调、管道式新
风、地暖等建筑设备的安装提供了更大空间，破解
了传统住宅设备安装的“空间焦虑”。

此外，层高的增加，为全屋智能设备预留了安
装空间，为装配式装修、光伏屋顶、模块化家居等
新技术集成开辟了应用场景，为未来便捷、舒适的
生活体验创造了条件。

面对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的命题，新的层
高标准同样提供了参考。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可
以通过空间改造和其他设计布局方法，增加房屋
的采光量和空气流通性，努力使房屋达到和“层高

3米”相近的居住体验。
标准水平决定房屋品质。随着我国住房需求

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人们期待住上安全、舒
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标准的迭代升级，正
是对人民群众改善居住条件新期待的积极回应。

住宅层高标准的调整只是推动“好房子”建设
的一部分。当前，中央和地方正在加紧构建支持
住房品质提升的制度和标准体系。《好房子建设指
南》《住宅项目规范》等全国性标准规范修订出台
后，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引导地方进行相关标
准修订，全面提高房屋设计、材料、建造、设备以及
无障碍、适老化、智能化等标准。

“好房子”建设是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方向。对房地产行业来说，“好房子”建设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好房子”对功能、质量、体验等方面
的更高标准，要求房企尽快把新标准融入产品设
计，打造不同价位的优质住宅产品。谁抓住了人
民群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新期待，谁就能在品质
竞争时代把握先机、赢得市场。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记者王优玲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李乐成在23日开幕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5 年年会上表示，工业和信息
化部将牢牢把握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扎
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让创新链和
产业链无缝对接，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创
新成为此次年会上备受海内外嘉宾关注的关键词。

李乐成说，中国具有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
用场景、超大规模的市场、数量庞大的人才队伍，为
国际产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同时，
中国为国内外消费者提供了高端智能、绿色低碳的
优质产品，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走出国
门，为世界经济繁荣注入了新动能。

数据显示，超过 2400 家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
60%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外资企业委员。外
资企业成为我国产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为
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下一步，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李乐成提出四方面举措。

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
近年来，我国在制造、信息、材料等领域加大创

新力度，打造 178家国家级高新区，持续强化产业科
技源头供给。

李乐成表示，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行动，布局一批新的国家科技重大项目，优
化创新平台网络，推进国家高新区提质增效，支持外

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与国内企业联合开展技
术研发，为全球提供创新的原动力。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中国已有

570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显著增强。

“我们将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促进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发展壮大，推动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发展，
支持外资企业在华创新创业，让更多企业在新领域
新赛道跑出加速度。”李乐成说。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科技创新中蕴含巨大价值，只有落到产业上才

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科技
服务业，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

李乐成表示，将出台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建设国家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和国家

制造业中试平台，催生一批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支
持外资企业参与成果转化对接和创新创业平台，加
快先进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在中国转化落地。

打造协同创新生态——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离不开创新资

源要素的高效流通。李乐成表示，将稳步扩大规则、
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创新要素资源
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通，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
构建若干开放多元的创新“小生态”，共同繁荣全球
融合发展的“大生态”。

“我们将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同各国朋友一道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
面释放发展动能，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增进人类
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李乐成说。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晓洁、张辛欣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四方面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增加住宅层高将带来哪些变化？

无人巡检机器人在农芯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智慧农业园区智能温室内巡控（3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孙凡越 摄

在农芯科技在农芯科技（（天津天津））有限责任公司智慧农业园有限责任公司智慧农业园
区区，，科研人员通过搭载多光谱相机的无人机开展建科研人员通过搭载多光谱相机的无人机开展建
图作业图作业（（33月月2020日摄日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孙凡越孙凡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