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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宋学敏

近一年来，多地推行空置房物业费下调。近期，江苏省

镇江市多部门发文表示，镇江市区住宅连续空置超过6个月

（含6个月）的，空置期间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按规定标准的

70%交纳。从去年2月起，山东省青岛市就开始实施空置房

物业费“打6折”的政策。2024年6月，甘肃省兰州新区也发

文称，对连续未入住6个月以上的空置住宅，由业主或使用

人书面申请，其物业费按收费标准的50%收取。

空置房通常是指长期（比如连续空置超过6个月）

空置，未装修、未入住、无水电消耗记录。从业主角度

看，房子没有实际居住，没享受到服务，也不需要服务，

不应当交物业费。而从物业的角度，空置房不交纳物

业费，有足够的理由反驳且有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规

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

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

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

付物业费。

法理基于现实。小区入住率对物业管理成本的影

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入住业主减少，会减少些成本。

电梯、共用照明等共用设施设备和场地的运行使用下

降，降低养护频次；空置房不产生污水及垃圾，也会降

低垃圾清运、排水排污等工作强度。另一方面，入住业

主减少也可能增加成本。比如，空置房客观上降低了

社区活力，却需要更高频次的防盗巡查，如重庆某小区

空置房周巡查次数达常住房的3倍。当然，物业费确实

有下调空间。随着智能化管理的普及，物业公司的运

营成本不断降低。例如，通过引入智能化安防系统、自

动化清洁设备等，物业公司能够在减少人力成本的同

时，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多地推行空置房物业费下调，有利于提高房地产

市场活力。降低房产持有成本，有助于提高购房者的

购房意愿，促进住房销售和去库存。南京试点显示，7

折政策实施后，投资性空置房挂牌量激增23%，客观上

促进了存量房流通。现实中，不少物业公司甚至连常

住业主的物业费都收不上来，降低空置房物业费，有利

于提高物业公司的收缴率。收费较为充足，物业管理

水平提升，也有利于房屋资产保值、增值。

那么，空置房物业费下调，要不要全面推广呢？这

事还是因地制宜为好。实践中，未实际入住业主是否

可以减免物业费，可以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因此，

业主跟物业加强沟通协商才有可操作性，实现双赢。

近日，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公示首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
拟批复（培育）名单，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未来产业先导区凭借
“未来智能、生命科学、前沿材料”
三大核心赛道的创新生态体系成
功入选。作为首批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和天津市先进制造研发
基地中心区，天津经开区在核酸
药物、通用人工智能、特种烯烃衍
生物等细分领域持续发力，催生
了一系列新业态和新模式，形成
了“小区域内优势产业集中、各片
区研产互辅、各产业萌芽共生”的
未来产业集聚态势。

人机交互等多项技术领域领先

依托天津（滨海新区）国家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
机遇，经开区培育聚集了以国家
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为代表的20
余家共性技术硬平台和创新服
务软平台，以及井芯微、天河计
算机公司等一批科技型企业。
在超智融合、群体智能操作系
统、人机交互、晶上系统、多模态
图像融合等技术领域均已形成
领先优势，相继获批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
台、天津市智能计算与生成式通
用智能创新联合体。此外，天河
数字产业园凭借其优秀的人工
智能、信息技术产业聚集能力以
及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成功入
选京津冀十大主题园区。

布局新产业和新赛道

经开区作为国家首批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生物医药），持续
布局新产业和新赛道，形成了包
含研发、原材料供给、评价、生产
的核酸全产业链条，并组建近40
家单位参与的核酸产业联盟，会
员单位包括津药联合研究院等创
新平台，以及康希诺、凯莱英、药
明康德、兴博润、全和诚、法尔玛
等龙头企业。同时，经开区联合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天津市首个
核酸药物产业专利导航报告，举
办中国核酸药物大会，并获批生
物医药方向国家级产教联合体。
目前，总面积230万平方米的核酸
医药产业园正在加快建设中。

构建全链条产业体系

经开区聚焦绿色石化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围绕特种烯烃衍生
物、先进化工材料、高端精细及专
用化学品、高端生产性服务业4大
领域，形成10个子链的完整产业
体系。区域集聚了中石化、中石
油、渤化集团等一批烯烃衍生物
领域龙头企业，同时引进全球体
量最大化工新材料中试基地“中石
化北化院天津科学试验基地”，以
及石科院科研交流中心、中化学科
研院、渤化研究总院、桐砚高性能
聚合物等一批高端化工新材料、专
用化学品研发中试项目。下一步，
天津经开区将积极推动未来产业
先导区建设，聚焦“优势产业未来
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两大主
线，围绕“未来智能、生命科学、前
沿材料”等产业方向，实施“布局优
化、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人才汇
聚、企业培育、场景牵引、治理创
新、要素供给”等重点任务，以现有
产业基础为底数，着力催生新产
业、新模式、新动能，力争以“创新
之幂”的乘方理念，做强底数、做大
指数，为推动天津市高质量发展提
供“泰达样板”。

本报记者 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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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谈

“天津一机”创新再升级
成为制造业标杆案例

空置房可以少交物业费？

加强协商才有操作性

天津经开区获批本市首批未来产业先导区

未来智能 生命科学 前沿材料
三大核心赛道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在西青区大寺镇，一座承载着工业记忆的企业
内，正上演着传统制造向智能创造的精彩蝶变。作
为中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之一的通用技术天津一
机，在“古稀之年”以科技创新重焕青春，成为京津冀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标杆案例。

通用技术集团天津第一机床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副主任李晓琳说：“1956年，我们可以达到每年900
台的产量规模，在当时工业基础背景下，发展的速度
和质量已经是非常好了。”始建于1951年的天津一
机，2015年迁址西青，2020年加入通用技术集团的
两次关键抉择，让这家风雨飘摇的老厂重获新生。

如今，天津一机的生产车间，一排排高效运转的数
控化智能机床令人眼前一亮，通过技术改造，天津一机
实现了生产流程的全面升级。其中，新研制的数控高精
度立式磨床打破了国外垄断，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同类型
机床的国产化替代。“我们现在聚焦核心产品，一类是齿
轮加工机床，一类是高精度磨床。同时与天津大学、天
津职业师范大学等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李晓琳说。

为确保数控高精度立式磨床在工作时能发挥出
最佳性能，企业累计投入超亿元打造恒温车间。截
至目前，企业已完成投资近1亿元，购置39台国内外
先进的加工设备和计量仪器设备。“通用技术天津一
机聚焦核心技术产品，正向着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
化发展。”李晓琳说。 本报记者 张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