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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7 月社零同比+9%，家居、文具及竣工端表现良好  
[Table_Title2] 社零数据点评 

 

[Table_Summary] 事件概述: 

统计局发布 1-7 月社零、地产数据：1）社零方面，1-7 月社零、

家具、文化办公用品、化妆品、线上社零增速分别同比+20.7%、

+26.7%、+21.7%、+23.4%、+21.9%；其中，7 月社零、家具、文

化办公用品、化妆品、线上社零增速分别同比+8.5%、+11.0%、

+14.8%、+2.8%、+7.4%。2）地产方面，1-7 月全国住宅新开工面

积、竣工面积、销售面积、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分别同比

+0.4%、+27.2%、+22.7%、+14.9%；其中，7 月全国住宅新开工面

积、竣工面积、销售面积、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分别同比-

21.5%、+28.8%、-9.5%、+4.3%。 

  

分析与判断: 

家居：竣工数据显著改善，家居行业延续旺季行情。 

 零售端：1-7 月住宅竣工、销售面积以及房地产开发投资

完成额同比延续高增长态势，1-7 月全国住宅新开工面

积、竣工面积、销售面积、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分别同

比+0.4%、+27.2%、+22.7%、+14.9%；其中单 7 月住宅新开

工、竣工、销售面积以及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分别同比-

21.5%、+28.8%、-9.5%、+4.3%。竣工数据表现靓丽，竣工

面积创数年新高。主要为：1)临近中报叠加“三条红线”

降负债的要求，房企加速竣工以降低负债水平 2）房企从

新开工到竣工一般周期为 3 年，本轮竣工对应的是 2018-

2019 年新开工的持续向好，随着项目的陆续结转，维持竣

工不断回暖判断，且预计此轮竣工改善有望持续至明年，

从而带来家居行业景气度向上。销售增速下滑，主要受地

产政策调控，部分头部房企单月销售面积下滑明显，购买

力或逐渐进入积累期。从家具零售方面来看，1-7 月限额

以上家具零售额同比+26.7%，其中，单 7 月家具零售额同

比+11.0%，家居零售同比增速放缓，主要为传统家具淡

季，且受如广东、安徽等地疫情影响。 

 工程端：据奥维云网，2021 年 1-6 月，住宅精装新开盘项

目累计数量 1490个，同比-8.9%；开盘房间累计数量 123.7

万套，同比-12.0%。单6月住宅精装新开盘项目数428个，

同比+19.6%；开盘房间数 35.1 万套，同比+18.6%。单 6 月

精装商品住宅开盘项目从房间套数规模结构分析，主要分

布在华东、二线城市，占比 43.7%、67.3%。杭州、南京、

无锡成为 6 月份全国开盘规模前三甲城市。中长期看，受

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推动，国内精装房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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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将持续提升，精装房市场有望保持高增长，据奥维云网

预测，房地产精装修市场预计未来两年将继续保持 25%的

增速，2021 年预计超 400 万套，2022 年预计超 500 万套精

装。精装房市场的持续发展，也将带来家居企业 B 端业务

发展机会。 

化妆品：线上渠道升温，增长持续恢复。1-7 月化妆品零售额

同比+23.4%；其中，单7月化妆品零售额同比+2.8%。线上电商

渠道升温，7 月化妆品零售额受 6 月高基数影响增速放缓。目

前来看，我国化妆品行业仍处于景气向上发展周期，中长期受

益于消费人口和客单价的双重释放，线上线下渠道的打造，化

妆品消费将持续增长。  

文化办公用品：学校上课&企业采购需求市场，文化办公用品

零售额稳步增长。1-7 月文化办公用品零售额同比+21.7%；其

中，单 7 月文化办公用品零售额同比+14.8%，文化办公用品零

售额保持稳步增长。  

线上零售：线上零售持续高增长，对整体社零拉动明显。1-7

月线上零售额同比+21.9%；其中，单 7 月线上零售额同比

+7.4%。1-7 月线上零售占社零整体比例为 28.8%，较 1-6 月占

比下降 0.1pct，基本持平。疫情反复，消费行为线上逐渐迁

移，线上渠道对整体社零拉动较为明显。 

 

投资建议： 

家居方面，在商品房交付压力下，竣工数据持续向好，预计

2021 年将迎来竣工大年，家具行业景气持续向上，中长期精装

房渗透率的逐渐提升，推动家居工程业务高增长，推荐欧派家

居、顾家家居、敏华控股、曲美家居、志邦家居、金牌厨柜、

皮阿诺；文娱用品方面，阳光采购政策驱动办公文具集采行业

快速发展，推荐零售端具备渠道护城河、文创产品提升盈利能

力以及新业务科力普、生活馆快速发展的晨光文具；化妆品方

面，受益“颜值经济”，国内化妆品行业保持高景气度，国货

龙头大有可为，有望通过多产品、多品类、多品牌战略持续提

升份额，推荐贝泰妮、珀莱雅、丸美股份、上海家化。 

 

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需求增长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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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7 月全国社零同比增长 20.7% 
 

图 2 7 月全国社零同比增长 8.5%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3 1-7 月限额以上家具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26.7% 
 

图 4 7 月限额以上家具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1.0%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5 1-7 月限额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21.7% 
 

图 6 7 月限额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4.8%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3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3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点评报告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4 

19626187/21/20190228 16:59 

图 7 1-7 月限额以上化妆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23.4% 
 

图 8 7 月限额以上化妆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2.8%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9 1-7 月线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1.9% 
 

图 10 7 月线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7.4%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11 1-7 月全国住宅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增长 0.4% 
 

图 12 7 月全国住宅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21.5%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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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1-7 月全国住宅竣工面积累计同比增长 27.2% 
 

图 14 7 月全国住宅竣工面积同比增长 28.8%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15 1-7 月全国住宅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长 22.7% 
 

图 16 7 月全国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9.5%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17 1-7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14.9% 
  

图 18 7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4.3%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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