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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导读 

伴随着地产债到期潮，开发商再融资需求增加，今年三季度房企信用债

发行 2000 亿，且四季度发行速度有增不减。伴随着发行利率下行，龙

头房企保持融资优势，ROE 水平相对于债券融资总量更加敏感，债券融

资成本下行 1%将使行业 ROE 水平提升 0.31 个百分点。 

投资要点 

 房企带息负债增速回落，降杠杆转向稳杠杆 

本轮债务周期从 2015 年开始，自 2017 年带息债务达到高点，同比增速达到

15.5%，至今增速仍旧在持续下滑中。2018 年 3 季度，带息债务增速回落至 5.4%

的较低水平。 

从成本方面来看，银行开发贷的融资成本与公司债融资成本接近，而信托贷款

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地产债发行量上升，占比升高将降低企业长期债

务成本，进而降低房地产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 

 

 地产债发行回暖，龙头房企债票面利率下行显著 

目前地产债仍旧以再融资为主要目的，虽然今年持续三个季度地产债发行量维

持高位，三季度发行总量超过 2000 亿，但扣除掉总偿还量的净融资额并无显

著增长。由于房企信用债到期高峰期来临，再融资需求增加将会持续推升地产

债发行量。 

虽然行业整体票面利率下行不多，AAA 债融资成本下行明显，平均票面利率

由二季度 5.91%下行至 4.91%；AA+其次，平均票面利率由二季度 6.95%下行

至 6.18%；AA 债发行票面利率仍旧上行，龙头企业发行债券融资优势较大。 

 

 利率优于总量，融资成本下行帮助企业 ROE 水平维持高位 

我们通过拆解 ROE 因素衡量加杠杆对 ROE 水平的影响，从结果来看，目前行

业整体 ROE 水平对利率敏感程度相对高于对债券融资总量的敏感程度。具体

来看，如果融资成本下行 1个百分点，由融资成本下降带来的正向作用可以消

除 20%债券总量下行的负面冲击；如果债券总量维持不变，债券融资成本下

行 1%将使 ROE水平提升 0.31个百分点；如果债券融资总量上升 20%，债券

总资成本下行 1%，行业 ROE水平将提升 0.5个百分点。 

推荐关注招商蛇口，招商蛇口是龙头房企中，相对于保利万科融资成本相对较

高，目前存量债当期平均利率水平在 4.71%，在 AAA 国企信用债发行票面利

率下行过程中，改善空间更大。同时建议关注新城控股，其一是新城控股 ROE

水平相较于融资成本下行更加敏感，加上其 AAA 主体评级存量债券融资成本

在 6.18%左右，改善空间及 ROE 弹性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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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企带息负债增速回落，降杠杆转向稳杠杆 

1.1. 典型房企总带息债务增速回落至 5.4%，带息负债率降至 30.3% 

我们首先从上市公司层面来看，从上市开发商带息债务层面分析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债务周期。自 2011 年以来，从

典型房地产 A 股上市公司带息债务增速情况可以看出，开发商经历了两个债务周期。本轮债务周期从 2015 年开始，

自 2017 年带息债务达到高点，同比增速达到 15.5%，至今增速仍旧在持续下滑中。至 2018 年 3 季度，统计范围内的

上市房企带息增速回落至 5.4%的较低水平。典型房企的带息债务总量在 1.41 万亿左右。 

 

图 1：A 股典型房企带息债务总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从带息债务与总资产比例来衡量开发商带息负债率已经从 2017 年 9 月 32.2%的历史高点回落至 30.3%，基本上是

2013 年以来的平均带息负债率的平均水平。 

 

图 2：A 股典型房企带息债务/总资产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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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长期借款融资增速回落，债券融资增长稳定 

债务结构方面，房地产企业带息负债主要以长期负债为主，其长期负债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一为主要为由开发

贷构成的长期借款，另外一部分则是由房企公司债构成的应付债券。目前，在我们统计的典型上市房企中，根据三季

报披露情况，带息债务合计 1.41 万亿左右，其中，长期借款 0.71 万亿，占总带息债务比例 52%；应付债券总量 0.28

万亿，占总带息债务比例 20%左右。 

 

图 3：A 股典型上市公司长期借款总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2015 年及之前的时间里，房地产企业带息债务快速上升主要是由于长期借款的快速增加，这里面一方面包含了由

银行层面以开发贷投放的资金，另外一方面也包括了通过信托通道投放的资金。自 2017 年以来，银行层面对于开发贷

投放相对谨慎，大部分银行设立白名单制支持龙头开发商开发贷资金需求，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内银行开

发贷同比增速从 2017 年 6 月 18.6%的高位回落至 2018 年 9 月的-8.1%。 

开发商信托融资 2017 年对于非标融资环境的收紧以及信托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开发商信托融资规模增速今年有

所放缓，房地产信托余额增速由年初 60%左右的增速回落至 40%。根据 Wind 统计的 1 至 2 年的房地产信托的预期收

益率今年一路上升至 8.46%，考虑到房地产信托发行的成本，开发商从信托方获取的平均资金成本超过 10%。 

 

图 4：房地产开发投资国内银行贷款资金来源及增速（亿元）  图 5：房地产信托余额及同比增速（亿元）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信托业协会、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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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2015 年二季度至 2016 年的时间里，房地产企业信用债发行量快速增加，弥补了同时期内开发贷及信托贷款

增速较低的资金空缺。从成本方面来看，一般来说银行开发贷的融资成本与公司债融资成本接近，而信托贷款的融资

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去除掉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之外，房地产企业公司债发行融资量上升同样会导致长期债务成本

的降低，进而降低房地产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 

 

图 6：典型上市房企应付债券存量及增速（亿元）  图 7：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信托业协会、浙商证券研究所 

 

2. 地产债发行回暖，龙头房企债票面利率下行显著 

2.1. 地产债仍旧以再融资为主，偿债高峰期推升地产债发行量 

目前地产债仍旧以再融资为主要目的，虽然今年持续三个季度地产债发行量维持高位，三季度发行总量超过 2000

亿，但扣除掉总偿还量的净融资额并无显著增长。考虑到今年房企信用债发行到期情况，由于房企信用债到期高峰期

来临，再融资需求增加将会持续推升地产债发行量。 

 

图 8：房地产行业信用债发行与到期偿还规模  图 9：房地产行业债券发行总量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受益于低成本债券融资优势，房地产行业 TOP50 房企在 2017 年至 2018 年集中度跳升；而由于目前债券发行以再

融资为主，并且发行成本呈现下行趋势，龙头房企将继续维持这一资金优势，加之目前无论是银行开发贷，或者是信

托贷款，都采取白名单模式，小企业生存空间日益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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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Top50 房企集中度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2.2. 高评级地产债发行利率下行显著 

发行成本方面，全行业发行票面利率 11 月有所下降，但全年下行不多。行业平均发行票面利率在 6%左右，相对

于 2015 到 2016 年债券发行利率稍高。 

虽然行业整体票面利率下行不多，今年平均利率由二季度的 6.1%小幅下行至 5.78%，但不同评级债券票面利率呈

现出结构性差异。AAA 债融资成本下行明显，平均票面利率由二季度 5.91%下行至 4.91%；AA+其次，平均票面利率

由二季度 6.95%下行至 6.18%；AA 债发行票面利率仍旧上行，龙头企业发行债券融资优势较大；发行量上来看，AAA

债同样发行量占比较高，今年 AAA 债券整体发行量占全行业总量的 68%，而在 2015 年三季度至 2016 年三季度的时

间里，AAA 债占比仅 40%，资金资源进一步向更头部的房企集中。 

 

图 11：地产债平均利率  图 12：不同评级地产债平均利率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从企业性质层面，目前国企地产债发行利率下行明显，无论是中央国企或是地方国企，地产债票面利率下行明显；

考虑到目前对于民企债的支持力度逐渐加码，民企债发行利率存在下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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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不同评级地产债发行量  图 14：各属性房企地产债平均发行利率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 利率优于总量，融资成本下行帮助企业 ROE 水平维持高位 

我们通过拆解 ROE 因素衡量加杠杆对 ROE 水平的影响，ROE=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占比*销售净利率*资产

周转率*权益乘数，其中，销售净利率可拆解为(净利润／利润总额)*(利润总额／息税前利润)*(息税前利润／营业总收

入)，通过(利润总额／息税前利润)衡量利息支出对于 ROE 水平的影响。 

这里我们通过年化的季度财务数据衡量房地产企业的 ROE 水平，从行业整体 ROE 水平上来看，行业从 2014 年

ROE 水平 17.9%左右下滑至 2016 年三季度的低点 14.5%左右，这一段 ROE 水平下滑主要由于房企权益乘数及利息负

水平维持稳定的情况下，非杠杆因素，即房企的经营质量不断下滑导致。具体情况上来看，在这段时期内，典型上市

房企权益乘数从 6.29 小幅下滑至 6.07，利息负担指数维持在 0.91 左右，ROE 水平与杠杆率相关性较低。 

而这段时间内，从 ROE 影响因素拆解中，非杠杆因素，即开发商经营质量持续下滑，导致行业整体 ROE 水平向

下。但从 2017 年以来，行业经营水平整体进入稳定状态，龙头企业集中度持续提升，行业整体 ROE 水平与开发商经

营能力脱钩，更多表现为与开发商债务周期的相关性。 

 

图 15：典型上市房企整体 ROE 水平  图 16：典型上市房企权益乘数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具体来看，在 2017 年至今 ROE 水平上升的过程中，典型企业整体权益乘数从 6 上升至 8.26，一方面主要由于经

营性因素导致，近两年行业整体销售增速较快，预收账款的快速上升导致的经营负债增加，加之合作项目增加，少数

股东权益占比提升导致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降低，推升权益乘数；另外一方面，虽然企业整体带息债务增速有

所放缓，但整体保持正增长。双方面原因导致行业权益乘数快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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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由于开发商带息债务总量的持续上升，利息负担持续增加，以行业整体利润总额／息税前利润来衡

量的利息负担指数，从 2017 年接近 0.95 的高位回落至 0.91。但整体上，权益乘数对 ROE 带来的正向作用高于利息负

担带来的负向作用，行业 ROE 水平呈现持续回暖的状态。 

 

图 17：典型上市房企利润总额／息税前利润  图 18：典型上市房企 ROE 非杠杆因素拆解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我们按照 2018 年 3 季度行业的财务状况，对行业 ROE 水平相对于权益乘数及利息负担水平做敏感性分析。分别

衡量应付债券上升及融资成本下降对于行业 ROE 水平的影响。由于长期借款主要由银行及信托公司提供的开发贷组

成为主，利息支出以资本化形式体现，而房地产企业短期债务占带息债务比例较低，这里我们假设目前费用化利息全

部由应付债券产生，进而衡量债券发行量与发行利率对 ROE 水平的边际影响。 

从结果来看，目前行业整体 ROE 水平对利率敏感程度相对高于对债券融资总量的敏感程度。具体来看，如果融资

成本下行 1个百分点，由融资成本下降带来的正向作用可以抵御 20%债券总量下行的负面冲击；如果债券总量维持不

变，债券融资成本下行 1%将使 ROE水平提升 0.31个百分点；如果债券融资总量上升 20%，债券总资成本下行 1%，

行业 ROE水平将提升 0.5个百分点。 

 

表 1：典型房企 ROE 水平对债券融资总量及融资成本敏感性分析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因此，即使目前按照信用债存量发行的原则，即使杠杆率不进一步上升，由于信用债发行利率下行将有利率龙头

房企维持现有 ROE 水平。推荐关注招商蛇口，招商蛇口是龙头房企中，相对于保利万科融资成本相对较高，目前存量

债当期平均利率水平在 4.71%，在 AAA 国企信用债发行票面利率下行过程中，改善空间更大。同时建议关注新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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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其一是新城控股 ROE 水平相较于融资成本下行更加敏感，加上其 AAA 主体评级存量债券融资成本在 6.18%左右，

改善空间及 ROE 弹性皆备。 

 

附件：部分开发商 ROE 敏感性分析 

表 2：招商蛇口 ROE 水平对债券融资总量及融资成本敏感性分析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表 3：新城控股 ROE 水平对债券融资总量及融资成本敏感性分析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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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4.41% 24.37% 24.34% 24.30% 24.26% 24.22% 24.19% 24.15% 24.11% 24.08% 24.04%

0.8% 24.43% 24.40% 24.36% 24.32% 24.29% 24.25% 24.21% 24.17% 24.14% 24.10% 24.06%

0.6% 24.46% 24.42% 24.38% 24.35% 24.31% 24.27% 24.24% 24.20% 24.16% 24.12% 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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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20％以上；   

2、增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10％～＋20％；   

3、中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

比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

者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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