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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建設規範 住宅層高不低於3米

2025全國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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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民
生主題記者會9日在北京舉行。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倪虹在會
上表示，去年四季度新建商品房
的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實現了正增
長，今年1、2月份，房地產市場
保持止跌回穩的積極勢頭。今
年，住建部將會同有關部門堅持
長短結合，標本兼治，堅決穩
住樓市，具體將重點做好鞏固政
策 「組合拳」 效果，打好 「保交
房」 攻堅戰；加力城中村和危舊
房改造，推進貨幣化安置；推進
收購存量商品房作保障房；推動
建設安全、舒適、綠色、智慧的
「好房子」 等四方面工作。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王珏北京報道

住建部：四路並舉 標本兼治穩樓市
攻堅保交樓 貨幣化安置 收購存量房 建設「好房子」

記者會上，倪虹回顧了去年 「9．
26」 中央政治局會議後，住建部會同有
關部門打出的一套組合拳和攻堅戰，全
力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他指出，
通過人民銀行的降息、金融機構的增
貸、財稅部門的減稅等 「四個取消、四
個降低、兩個增加」 房地產政策的持續
發力，以及各地因城施策、精準施策、
一城一策的大力支持，房地產市場已出
現積極的變化。去年四季度，新建商品
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實現了正增長，今
年1、2月份也保持了止跌回穩的積極勢
頭。

倪虹表示，今年將繼續鞏固政策
「組合拳」 的效果，充分釋放降息、增
貸、減稅等政策效果；繼續打好 「保交
房」 攻堅戰，切實維護購房人的合法權
益；加大 「白名單」 貸款投放力度，按
「應進盡進、應貸盡貸」 要求，將符合
條件的房地產項目全部納入 「白名
單」 ，提供有力的融資支持，充分保障
項目建設交付。加力實施城中村和危舊
房改造，在去年新增100萬套的基礎上，
繼續擴大改造規模；穩妥推進貨幣化安
置，讓城中村居民擁有更多自主選擇
權，實現早入住、早安居。

倪虹指出，將支持地方在收購主
體、價格和用途方面充分行使自主權。
收購的商品房，優先用於保障性住房、
城中村改造安置房、人才房、青年公寓
和職工宿舍等。改革完善商品房開發、
融資、銷售等基礎性制度，加快構建房
地產發展新模式。適應人民群眾高品質
住房需要，建設安全、舒適、綠色、智
慧的 「好房子」 。

倪虹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
出，要完善標準規範，推動建設安全、
舒適、綠色、智慧的好房子。對此，倪

虹表示，將重點從立標準、強科技、抓
項目等三方面抓好落實。據調研，好房
子的標準有幾個 「度」 ，包括高度、溫
度、濕度、亮度、採光度等。近期，住
建部在組織編製好房子的建設指南，修
訂住宅項目規範，其中一項就是要把住
宅的層高提高到不低於3米。

積極推動全屋智能
倪虹指出，好房子和新科技可以相

互成就，將大力推廣惠民實用的新技
術、新材料、新工藝、新產品，着力解
決隔音不好，滲漏、開裂、反味等問
題，積極推動全屋智能，如自動感應燈
光、語音控制窗簾、智能調節溫度濕
度、實時監測人體健康等。

倪虹強調，各地首先要把保障房建
成好房子，政府的民生工程一定要先帶
頭。其次，還要結合城市更新，採取多
種方式把老房子想辦法改造成好房子。
房地產企業和建築企業應當看到，建設
「好房子」 將是產業轉型發展的新賽

道，誰能抓住這次轉型的好機會，誰能
為群眾建設 「好房子」 、提供好服務，
誰就能有市場、有發展、有更好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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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
2025年任務：

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區域協調發展，持續推進
城市更新和城鎮老舊小區改造，統籌城市低效用
地再開發，健全城市防洪排澇體系，加強燃氣、
給排水、熱力、地下管廊等建設和協同管理。

「止跌回穩」
2024年成效：

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下調住房貸款利
率和首付比例，居民存量房貸利息年支出減少約
1500億元人民幣，推進保交房工作。
2025年任務：

持續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因城施策調
減限制性措施，加力實施城中村和危舊房改造，
釋放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潛力，發揮房地產融
資協調機制作用，繼續做好保交房工作，防範房
企債務違約風險，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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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商品住宅售價：
●環比上漲0.1%，連續第二個月正增長
●北京下降0.4%，廣州持平，上海上漲
0.6%，深圳上漲0.2%

二手住宅售價：
●環比上漲0.1%
●北京上漲0.1%，上海上漲
0.4%，深圳上漲0.4%，廣
州下降0.2%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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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房子」
首次提出：

適應高品質居住需要，推動建設安全、舒
適、綠色、智慧的 「好房子」 。

專家
解讀

去年四季度以來，內地樓市
出現積極變化，廣東省住房政策
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李宇嘉對大

公報表示，這主要得益於政策得力，9．26
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 「要促進房地產市
場止跌回穩」 ，釋放了迄今最強維穩信號，
政策目標直指扭轉行業基本面，為市場注入
信心。經過五個月來政策 「組合拳」 的落地
推進和持續發酵，樓市交易活躍、預期改
善，特別是核心城市市場明顯回溫。

釋放市民租賃購房需求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倪虹提出，今年

將協同有關部門長短結合、標本兼治，堅決
穩住樓市。李宇嘉分析稱，預計將從促進需
求、優化供給方面做好四方面重點工作。一
是鞏固政策 「組合拳」 效果，各地繼續優化
樓市政策，核心城市限制性政策有望放鬆，
帶動需求釋放。二是努力實施城中村改造和
危舊房改造，釋放新市民、年輕人、老市民
的租賃需求、購房需求。三是推進收購存量
商品房，讓樓市止跌回穩為 「內需引擎」 創
造穩定的環境。四是推動建設安全、舒適、
綠色、智慧的 「好房子」 ，構建房地產市場
止跌回穩的長效機制。

大公報記者王珏、江鑫嫻

國家衞健委：中國人均預期壽命達79歲

國家喊我們減重了！

一線城市商品住宅銷售情況
（2025年1月）

「綜合整
治 『內卷式』
競爭」 ，今年

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成為兩會最受
關注的熱詞之一。在人工智能大模型、
人形機器人不斷 「破圈」 的同時， 「破
卷」 列上了經濟科技全局工作的重要任
務台賬。一方面對創新抱持不息的熱情
和勇氣，一方面對內卷保持足夠的清醒
警惕，是護航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
體兩面。

過去多年，特色小鎮、光伏產業
園、風電設備基地、芯片企業，都曾陷
入內卷漩渦。當風口降臨時，地方政府
難抑政績驅動和GDP亢奮，在土地、財
稅、信貸等方面，無節制地開小灶、濫
發 「地方糧票」 ，招商引資，跑馬圈
地；而資本則燒錢砸錢，套取補貼，跟
風進場，開足馬力。產業趨同的低水平
重複擴張，最終淪為一地雞毛。

如今，面對產業革命的醉人前景，
眼見杭州 「六小龍」 的破圈騰飛，各種
打着AI、元宇宙、區塊鏈、大數據、低
空經濟等名號的項目、園區，又漸呈蜂
擁之勢。但他們只看到了梁文鋒、王興

興的一鳴驚人，卻忽視了背後的工匠精
神與厚積薄發。內卷的根子就在於只有
流量廝殺和規模血拚，而沒有硬核創新
的支撐。缺乏價值賦能，就只能打價格
戰，造成競爭失序，產業空轉。

「破圈」 實際上是一種供給側改
革，通過技術或業態創新，創造新需
求，開闢新賽道，拓展新市場。譬如大
疆 、 華 為 、 比 亞 迪 、 寧 德 時 代 、
DeepSeek、宇樹科技，不斷劈開技術壁
壘，深度重構全球產業鏈和行業生態，
提供了一個個破圈範本。反觀傳統製
造、平台經濟等領域，卻深陷泥漿肉
搏，產量流量節節攀升，價格利潤則
「跌跌不休」 。

唯有站在 「創新高地」 ，才能真正
破圈，御風而行；只靠挖掘 「政策窪
地」 進行逐底式競爭，就難以避免 「擁
擠紅海」 的倒灌。

破除內卷，需遵循法治化、市場化
原則綜合施策。糾正地方政府設置壁
壘、破壞公平競爭的政策偏差，規範招
商引資行為；並通過出台產業引導清
單，加強行業自律，幫助企業克服戰略
短視。

▼
住
房
和
城
鄉
建
設
部
部
長
倪
虹
在
回
答

記
者
提
問
。

大
公
報
記
者
江
鑫
嫻
攝

▲今年1、2月份，新建商品房銷售額保持止跌回穩
的積極勢頭。圖為山西太原一售樓部內，市民正在
諮詢買房。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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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王珏
北京報道：在9日舉行的十四屆全國人
大三次會議民生主題記者會上，國家
衞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雷海潮介紹，
2024年中國居民預期壽命已達79歲，
比2023年提高了0.4歲，提前實現了
「十四五」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的目標要求。79歲這一人均預期壽命

水平在53個中高收入國家中排名第四
位，在G20國家中位列第十。

雷海潮指出，當前危害中國老百
姓健康的首要疾病是慢性非傳染性疾
病，致病因素與生活方式、飲食和鍛
煉都密切相關，如體重異常易導致高
血壓、糖尿病、心腦血管、脂肪肝
等。

「我們引導醫療衞生機構設立體
重門診，為受體重問題困擾的居民提
供良好的專業諮詢平台。」

雷海潮還強調，要健全兒科和精
神衞生的服務體系；在精神衞生服務
方面，到今年年底，每個地市都能設
置一個心理門診或睡眠門診，向公眾
提供更加便利的精神衞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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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 ，
在十四屆全
國人大三次

會議民生主題記者會上，國家衞健委
主任雷海潮花了7分鐘談體重管理，
「體重異常，容易導致高血壓、糖尿
病、心腦血管疾病、脂肪肝，甚至一
部分的癌症也和體重異常有一定的關
聯。」

他懇切地提醒大家， 「加強生活
方式的干預，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責
任人非常關鍵。」 有網友笑稱，這是

國家喊我們減重了。
衞健委為什麼要喊大家減肥？
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國民期望

壽命已達79歲，位居中高收入國家前
列，然而長壽不一定代表健康。衞健
委發布的《成人肥胖食養指南（2024
年版）》指出，中國18歲及以上居民
超重率、肥胖率分別達到34.3%和
16.4%，居民肥胖率呈上升趨勢，肥
胖、超重的低齡化、終身化呈現出越
來越多令人擔憂的跡象。

不僅要讓國民長壽，更要幫助國

民活得健康，這是國家對民生福祉保
障的更高追求。此前推出的 「體重管
理年」 3年行動，既是一種 「風險警
示」 ，更提供了一攬子 「排除風險」
的解決方案。

與此同時，網友們在9日民生主題
記者會直播間裏的眾多留言，也反映
了民眾的熱情， 「一起組團鍛煉」
「普及體重門診」 「在線等一個官方
教程」 等建議，都頗具啟發性。體重
管理並非個人小事，更是國家關心的
民生大事。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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