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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时间

销量

1.触底

2.修复强弱

3.修复时间

销量下滑、投资下滑

政策放松

交易Beta

销售触底回升

政策前期放松、后期不变（取决于修复时间）

交易公司Alpha

1.1 地产需求修复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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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房到访与销售量：5-6月销售表现释放积极信号，核心城市楼盘到访量提升

百强房企6月销售金额环比显著提升，同比降幅收窄。从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环比增速来看，2022年5月的环比增速达到25.77%，高于2021年同期
13.32pct，且为2016年以来各年5月环比增速的最高值。2022年6月全国百强房企实现操盘金额7329.7亿元，环比增速达61%（较5月环比提升
55pct），同比降幅-50%（较5月同比收窄9pct）。

重点城市平均去化率有转暖趋势。包括上海和杭州在内28个重点城市平均去化率于第27周上升至60%，市场出现修复复苏态势，对于有资金压力的
企业，随着市场逐渐修复复苏，其推盘意愿也会随之上升。

各城楼盘到访量出现分化。广州、杭州、上海、深圳在6月下旬的客户到访量出现较大幅度提升，同期佛山楼市的到访量小幅回落，苏州、青岛楼市
的到访量与6月上旬基本持平。

01

图：TOP100房企单月操盘金额走势

数据来源： CRIC, 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2016-2022年5、6月全国商品房当月销售面积环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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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二手房带看与成交量：5-6月环比持续回升

因城施策放宽“四限”+央行利率下调，助推二手房成交量回升。央行于今年5月份下调了5年期LPR利率以及首套房贷款利率下限，同时各城市因城
施策放宽“四限”（限购、限贷、限价、限售），积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在政策的共同影响下，5、6月50城二手房成交量连续环比增长，环
比增幅分别达到14%、25%。其中核心城市群的二手房市场复苏节奏较快、力度较大，比如长三角城市群本身需求基本面良好。在上海疫情好转和
政策支持下，南通、合肥等城市市场率先复苏。

客户带看量在疫情周期中震荡回升。今年3月，50城的二手房的带看量指数开始触底反弹，4月因为上海等区域的疫情影响出现短暂回落，5、6月开
始继续增长。客户带看量的提升往往是成交量出现提升的前提条件，其次是转化率的提升。二手房交易作为核心城市房产交易重要链条，其修复对
改善性楼盘的成交回暖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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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贝壳研究院, 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5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月度成交量指数及环比（%）
（以2020年1月成交量为基数值100）

图：5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客户带看量指数
（以2020年1月带看量为基数值100）

注：6月成交量及带看量为预估数据，通过6月1日-20日的成交/带看数据估算得到；成交量指成交单数，带看量指带看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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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房企购地与新房开工：流拍率企稳，土地购置与新开工面积环比转正

房企拿地意愿修复，集中供地流拍率企稳。受市场需求下行影响，房企在2021年下半年收紧拿地节奏，2021年第二轮全国集中拍地在地块供给量提
升的情况下，流拍率激增至38.3%；随着地方政府减少土地供给，提高城市核心区供地占比，并通过提高住宅限价等方式向房企让利，2021年第三
轮及今年第一轮拍地房企拿地意愿有所修复，流拍率逐渐企稳。

土地购置与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出现修复信号。2022年1-4月，全国土地购置面积及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单月值均环比负增长，5月起均环比转正，且同
比跌幅收窄。其中，土地购置面积5月环比+45.8%，环比增速较上期-14.8%回升60.6pct；同比-43.1%，降幅较上期收窄14.2pct。商品房新开工面
积5月环比+20.1%，环比增速由负转正，较上期提升53.5pct；同比-41.8%，降幅收窄2.3pct。

图：全国土地购置面积当月同比及环比
（2021M5-2022M5）

图：全国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当月同比及环比
（2021M5-2022M5）

数据来源：Wind,中指院 , 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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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国整体修复力度：新房与二手房市场连续4周边际修复

新房成交量6月中旬起集中发力。6月第二周（2022.6.11-2022.6.17），全国30城商品房周度成交面积迅速上涨，之后增速放缓，但仍维持环同比正
增长；第四周（2022.6.25-2022.7.1）共成交536万平方米，为近4年同期最高值及2022年至今最高值。

二手房交易量稳步提升。全国18城二手房6月的周度成交面积在初期上升后便趋于稳定，同比在第二周为12%，后两周稳定在-5%上下，可见二手房
交易市场修复力度后劲稍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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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线城市修复力度：一线加速复苏，二线环比趋于稳定，三线市场依然偏冷

6月分线城市均有不同程度回暖。二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出现同环比成交面积为正，修复表现最好，其次是一线城市新房表现。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
面积也呈现了环比修复的现象但是同比仍然是20%以上负增长。三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修复更加缓慢。可以看出本轮需求修复分化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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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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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2年一线城市商品房周度成交面积和同比

101 
74 

111 126 135 139 
102 

207 

313 321 

11%

-100%

-50%

0%

50%

100%

 -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30大中城市:二线城市(万平方米，左轴) 同比(%,右轴）

图：2022年二线城市商品房周度成交面积和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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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化修复：一线城市及强二线核心区率先回暖

重点统计的大中城市6月成交量环比大涨50%，主要是由
于：（1）疫情逐渐得到控制；（2）政策持续释放利好；
（3）房企为冲刺年中业绩加大促销力度。

然而从分线城市看，不同能级城市的修复效果存在差异，即
一线城市及强二线核心区率先实现修复，大部分弱二线及三
四线城市则转入需求慢修复阶段。以具体城市为例：

1）一线城市：上海在疫情管控结束后迎来需求集中释放，
尤其是内环的高端盘一房难求；深圳由于房企年中冲刺业
绩，以及政府加快预售证审批节奏，供应稳步放量，带动成
交量攀升。

2）强二线城市：杭州、宁波购房市场热度较高，主要原因
在于主城区优质楼盘加推放量，如杭州在6月第四周放量明
显的萧山、西湖、滨江等区域，周环比成交涨幅均在100%
以上。

3）弱二线及三四线城市：以济南为例，本地客群购买力相
对薄弱，疫情及经济下行期间外来投资渐显疲软，导致6月
中下旬市场热度有所转退。

02
表：6月第四周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成交情况

城市
本周成交面积
（万平）

上周成交面积
（万平）

周环比 周同比
22年累计成交面积

（万平）
累计同比

一线城市

北京 21.5 19.2 12% -29% 366.0 -27%

上海 51.4 36.8 40% 29% 530.5 -36%

广州 34.2 35.3 -3% -17% 399.0 -41%

深圳 12.4 6.0 107% 85% 177.8 -28%

二线城市

杭州 51.5 19.2 169% 150% 412.7 -37%

南京 26.7 17.7 51% -26% 488.2 -39%

苏州 55.3 85.7 -35% 34% 514.1 -17%

宁波 18.8 13.3 41% 54% 204.8 -53%

无锡 8.7 9.0 -4% - 163.2 -48%

惠州 6.9 5.1 34% -38% 84.5 -56%

佛山 27.8 21.4 30% -17% 383.2 -41%

珠海 6.9 7.4 -7% -37% 133.1 -61%

福州 5.3 4.4 20% -53% 120.6 -55%

武汉 47.6 27.6 73% -51% 650.0 -49%

成都 51.6 34.0 52% 11% 970.4 -17%

青岛 110.8 114.7 -3% 148% 751.1 -7%

大连 4.9 4.0 22% - 51.1 -

济南 16.7 29.0 -43% -66% 427.7 -32%

三四线城市

扬州 2.8 3.5 -20% -45% 70.2 -64%

嘉兴 7.2 9.0 -20% 179% 62.6 -31%

温州 95.1 10.7 790% 246% 291.6 -44%

金华 4.8 5.9 -20% 68% 101.9 -31%

常州 1.9 3.9 -51% -76% 71.1 -61%

江阴 2.6 2.7 -3% -66% 49.5 -73%

连云港 25.1 22.5 12% 102% 236.4 -50%

泉州 0.5 0.0 1173% 160% 26.1 -59%

数据来源：CRIC, 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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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国商品房当月销售面积（万平）

商品房销售面积5月当月环比增速 商品房销售面积6月当月环比增速

2016 1.95% 36.90%

2017 4.32% 50.71%

2018 17.46% 45.84%

2019 9.6% 50.88%

2020 22.81% 40.53%

2021 12.45% 38.40%

2022 25.77% ——

2.4 需求修复斜率决定供给侧优化程度

1）年内有销售强弱之分：

年内6、9、12月是销售高峰期。

2）强弱月环比增速达成情况决定修复斜率：

 弱月不弱、强月能冲刺  良好的需求修
复，需求修复面较广  行业修复的企业
多，困境翻转企业弹性更大。

 弱月一般、强月不强  需求修复偏弱，
需求修复点状为主  行业淘汰赛没有结
束，利好头部房企和地区小霸王企业。

3）销售修复带动新开工，销售回款修复带动
土拍市场修复。

数据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地产修复中

领跑的企业
03
Partone

13



地产修复中领跑的企业

14

3.1 新房开工预测：土地成交奠定新开工总量，新房销售表现影响开工决策

房企拿地是影响房地产项目新开工的前置指标。我们假设房地产项目的开工时间滞后于拿地时间2个月，于是对土地购置面积数据进行滞后2个月处
理；同时，由于部分大中城市出现疫情反复影响正常的开工节奏，为剔除疫情因素的影响，我们对土地购置面积及房屋新开工面积数据均进行移动
平均12个月处理。左下方图表所示，处理后的土地购置面积及房屋新开工面积单月同比增速总体上保持相同的趋势，意味着房企拿地规模的增减会
影响后续2-3个月的房地产项目开工情况。

楼市销售表现对房企当期开工决策起指示作用。在未做数据滞后处理的情况下，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与房屋新开工的当月同比增幅表现出同步升降的
趋势。我们认为，楼盘销售表现会影响房企对当期的市场需求判断，并同步对已储备项目的开工与否做出决策。

03

数据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全国购置土地面积（滞后2个月处理）及房屋新开工面积的当月同比增速对比
（%）

（两组数据均向前移动平均12个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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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销售额:当月同比（%） 房屋新开工面积:当月同比（%）

图：全国购置土地面积及房屋新开工面积的当月同比增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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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房供货减少对市场的影响：土储充足的房企有望占据更多市场份额

2022年新开工预计同比下降30%。我们根据土地购置面积数据，对2022年后三季度及全年的新开工面积进行预测。2022年以来土地购置面积始终
保持4成以上降幅，虽然2022H2销售边际回暖会带动开工意愿修复，但受制于在手土地资源的限制，我们预计2022H2新开工面积仍然会维持一定的
同比降幅。考虑到低基数效应，2022Q4降幅有望收窄，全年预计新开工面积约14亿平，同比下降约30%。

新开工减少或影响2023H1新房市场供货，在手货值充裕的房企有望借机提升市场份额。考虑到不少房企有一定的土地库存，按照新开工到预售入市
约6个月的进度估算，2022年新开工面积大幅下降对新房供应的负面效应或在2023H2有所体现。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拿地强度较高或保持较高土
储覆盖倍数的房企，届时将迎来扩大销售体量、领先行业发展的机遇。

03

数据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时间 土地购置面积（万平） 同比（%） 新开工面积（万平） 同比（%）

2021Q1 2301 16.9% 36163 28.2%
2021Q2 4720 -21.3% 65126 -6.1%
2021Q3 6709 -4.8% 51655 -17.4%
2021Q4 7860 -25.3% 45951 -28.6%
2022Q1 1339 -41.8% 29838 -17.5%

2022M4-5 1050 -49.9% 21790 -42.9%
预测

2022Q2 E -40.0%

2022Q3 E -35.0%

2022Q4 E -20.0%

2019 22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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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土地购置面积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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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中指院，浙商证券研究所

表：重点房企拿地强度与土储覆盖倍数统计3.3 关注仍保持较高拿地强度或具有充足土储的房企

1）保持较高拿地强度的房企：

央国企中建发房产、绿城中国、华润置地、越秀地产、招商蛇
口、大悦城、中国海外发展，以及民企滨江集团、龙湖集团，
2022M1-5的拿地强度（拿地金额/销售金额）依旧维持在30%

以上。

2）具有充足土储的房企：

金融街、越秀地产、保利发展、新城控股、华侨城的2021年土
地覆盖倍数均超过5.0，处于行业较高水平，意味着上述企业即
使在今年短期内减少拿地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自身的正常推
货。

值得注意的是，越秀地产的2021年土地储备以及2022年前5个
月的增储强度均位于行业前列，在当前行业处于慢修复周期的
背景下，具备较强的规模扩张动力，有望在下一阶段抢占更高
市场份额，并提升行业排名。

注：“——”表示公司尚未披露相关数据；标红处引用中指院权益口径/全口径的拿地和销售数据；龙湖集团引用公司月报权益口径的拿地和销售数据；建发房产的2021年总土储和销售面
积引用其子公司建发国际集团数据。

股票代码 企业简称
拿地强度

（%）

2021年末全

口径土储总

建面

（万平）

土储覆盖倍数

（2021年末全口径土储总建面

/2021年全口径销售面积）

2022M1-5

拿地金额

（全口径，

亿元）

2022M1-5

销售金额

（全口径，

亿元）

2021销售面

积

（全口径，

万平）

1908.HK 建发房产

绿城中国

华润置地

越秀地产

滨江集团

招商蛇口

大悦城

中国海外发展

龙湖集团

保利发展

万科A

旭辉控股集团

金地集团

碧桂园

金融街 —— ——

华发股份 ——

美的置业 ——

中南建设 ——

296.0 334.0 

283.0 320.0 

358.0 518.1 

176.0 292.0 355.2 

64.0 145.0 343.9 

50.0 1501.0 

236.0 

213.0 

165.0 

88.62% 1944.4 871.0 2.23 

3900.HK 88.44% 5881.0 1557.0 3.78 

1109.HK 69.10% 6873.0 1755.0 3.92 

0123.HK 211.0 346.0 60.99% 2711.0 417.7 6.49 

002244.SZ 60.27% 1500.5 4.22 

001979.SZ 512.8 870.2 58.93% 4400.0 1464.0 3.01 

000031.SZ 44.14% —— ——

0688.HK 327.0 950.3 34.41% 5100.0 1890.0 2.70 

0960.HK 130.0 404.9 32.11% 7354.0 1708.9 4.30 

600048.SH 439.2 1592.2 27.59% 19775.0 3333.0 5.93 

000002.SZ 289.4 1681.0 17.22% 14888.7 3807.8 3.91 

0884.HK 60.1 496.0 12.12% 5250.0 1448.7 3.62 

600383.SH 33.9 722.0 4.70% 6398.0 1377.0 4.65 

2007.HK 3.33% 25313.0 6641.0 3.81 

000069.SZ 华侨城A 4.4 148.0 2.99% 2251.0 398.8 5.64 

601155.SH 新城控股 0.3 519.0 0.05% 13800.0 2354.7 5.86 

000402.SZ —— 1651.0 174.5 9.46 

600325.SH —— 2086.0 468.8 4.45 

3990.HK —— 4952.0 1176.4 4.21 

000961.SZ —— 4134.9 1468.7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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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聚焦深耕于率先修复城市的房企

区域修复水平分化明显，聚焦高能级城市的房企有望率先占据修复红利。以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和佛山、苏州、杭州等强二线城市为主的高能级城市
率先出现修复迹象，而深耕于高能级城市的房企将有机会率先从区域修复中获益，从而有望实现业绩改善、逆势增长。例如：

天健集团深耕深圳，2021年末位于深圳区域在建未售项目累计投资额为983141万元，占比62.4%；滨江集团关注杭州，2021年末位于杭州区域的土
储建面达到825.38万平方米，占比55.0%；越秀地产聚焦广州，2021年末位于广州区域的土储建面达到1286.48万平方米，占比47.5%。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2021年末天健集团在建未售项目的累计投资额分布

55.0%37.1%

7.9%

杭州 浙江省内（除杭州） 浙江省外

图：滨江集团2021年末总土储建面分布 图：越秀地产2021年末总土储建面分布

总土储
1500万平

总土储
2711万平

累计投资
总金额

157.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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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2年1-5月重点房企拿地强度与PE（TTM）散点图

注：标红处引用中指院权益口径拿地/销售数据；龙湖集团引用公司月报权益口径拿地/销售数据；建发房产的PE(TTM)值引用其子公司建发国际集团数据；PE(TTM)取值至2022年7月6日。

数据来源：各公司公告，中指院, 浙商证券研究所

表：2022年1-5月重点房企拿地与销售金额

3.5 重点房企拿地强度与PE(TTM)

根据重点房企拿地强度与PE(TTM)的散点图，建发国际集团、华润置地、越秀地产在2022年前五个月保持较高的拿地强度，且市场给予的PE估值处
于相对低位。

股票代码 企业简称
PE

（倍；TTM）

2022M1-5
拿地金额

（全口径，亿元）

2022M1-5
销售金额

（全口径，亿元）

2022M1-5
拿地强度
（%）

1908.HK 建发国际集团 7.65 296 334 88.6%

3900.HK 绿城中国 10.75 283 320 88.4%

1109.HK 华润置地 6.48 358 518 69.1%

0123.HK 越秀地产 6.84 211 346 61.0%

002244.SZ 滨江集团 9.45 176 292 60.3%

001979.SZ 招商蛇口 9.76 513 870 58.9%

000031.SZ 大悦城 -61.05 64 145 44.1%

0688.HK 中国海外发展 5.46 327 950 34.4%

0960.HK 龙湖集团 7.52 130 405 32.1%

600048.SH 保利发展 7.07 439 1,592 27.6%

000002.SZ 万科A 9.99 289 1,681 17.2%

0884.HK 旭辉控股集团 3.55 60 496 12.1%

600383.SH 金地集团 5.98 34 722 4.7%

2007.HK 碧桂园 3.26 50 1,501 3.3%

000069.SZ 华侨城A 15.53 4 148 3.0%

601155.SH 新城控股 4.21 0 519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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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统计样本为2020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AH股物管企业，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7月7日

3.6 重点物业公司的平均PE和PB估值走势

我们统计2020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29家AH股物管企业：从2021年初起至2022年7月初，29家物企的PE与PB均值总体上均处于下降趋势，目前已
降至历史的最低区间。2022年7月7日，29家物企的PE均值为14.46，处于历史水平的1%分位，PB均值为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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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家AH股物管企业PE(TTM)均值走势

图： 29家AH股物管企业PB(MRQ)均值走势



代码 公司简称
营业总收入(亿元) 归母净利润(亿元)

合约面积/在管面积
2018 2019 2020 2021 2018 2019 2020 2021

2156.HK 建发物业 6.09 8.01 10.29 15.57 0.48 0.68 1.06 1.59 2.24
6668.HK 星盛商业 3.29 3.92 4.43 5.72 0.67 0.85 1.27 1.85 2.15
6098.HK 碧桂园服务 46.77 96.52 156.10 288.43 9.23 16.70 26.86 40.33 1.88
1755.HK 新城悦服务 11.50 20.26 28.73 43.58 1.50 2.82 4.52 5.25 1.82
1516.HK 融创服务 18.42 28.29 46.24 79.04 0.98 2.69 6.01 12.76 1.67
3316.HK 滨江服务 5.09 7.02 9.60 13.99 0.70 1.15 2.20 3.22 1.66
9909.HK 宝龙商业 12.02 16.23 19.23 24.68 1.33 1.78 3.05 4.38 1.59
1995.HK 旭辉永升服务 10.77 18.79 31.23 47.06 1.01 2.24 3.90 6.17 1.58
0816.HK 金茂服务 5.75 7.89 9.45 15.16 0.17 0.22 0.77 1.78 1.58
9666.HK 金科服务 15.24 23.28 33.61 59.68 1.61 3.67 6.18 10.58 1.51
6677.HK 远洋服务 16.11 18.30 21.97 29.66 1.37 2.07 2.58 4.39 1.44
6049.HK 保利物业 42.30 59.67 80.38 107.84 3.36 4.91 6.74 8.46 1.41
6989.HK 卓越商企服务 12.24 18.37 25.25 34.68 1.25 1.78 3.25 5.10 1.38
3319.HK 雅生活服务 33.77 51.27 100.26 140.80 8.01 12.31 17.54 23.08 1.36
3913.HK 合景悠活 6.60 11.25 15.18 32.60 0.80 1.85 3.24 6.75 1.35
0873.HK 世茂服务 13.31 24.96 50.37 84.85 1.47 3.85 6.93 11.30 1.28
1209.HK 华润万象生活 44.40 58.76 67.84 88.88 4.23 3.65 8.17 17.25 1.27
2869.HK 绿城服务 67.15 85.87 101.14 125.75 4.83 4.77 7.10 8.46 1.14
1502.HK 金融街物业 8.75 9.97 11.31 13.21 0.87 1.06 1.05 1.38 1.08
2669.HK 中海物业 36.40 48.97 55.14 77.20 3.53 4.82 5.90 8.04 -

001914.SZ 招商积余 66.56 60.78 86.35 105.91 8.57 2.86 4.35 5.13 -
002968.SZ 新大正 8.86 10.55 13.18 20.88 0.88 1.04 1.31 1.66 -
603506.SH 南都物业 10.56 12.30 14.09 15.87 0.92 1.14 1.38 1.63 -

平均值 21.82 30.49 43.10 63.96 2.51 3.43 5.45 8.28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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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各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3.7 重点物业企业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及合管面积比

合管面积比代表未来增长潜力。物企过去4年经历了高速发展，重点物业企业营业总收入均值从2018年的21.8亿元提升至2021年的64.0亿元，复合
增长率为43.1%，归母净利润均值从2018年的2.5亿元提升至2021年的8.3亿元，复合增长率为48.9%。当前重点物业企业合管比均值达1.55倍，为
规模增长保持较高增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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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收盘价数据截至2022年7月7日

3.8 重点物业公司PE估值及PEG

根据Wind一致预测，23家重点物业企业的2022年PE估值平均在11.98倍，2022年PEG平均为0.32。

代码 公司简称
市值

（亿港元）
年初收盘价
（港元/元）

最新收盘价
（港元/元）

年内累计涨幅
（%）

每股收益（港股/元每股） PE（倍） PEG
20222021A 2022E 2023E 2024E 2021A 2022E 2023E 2024E

6098.HK 碧桂园服务 1,078 46.70 32.00 -31% 1.28 1.75 2.44 3.34 20.18 14.83 10.61 7.77 0.28

1516.HK 融创服务 123 7.95 4.03 -49% 0.41 0.57 0.74 0.91 7.96 5.72 4.39 3.59 0.13

6049.HK 保利物业 290 61.30 52.45 -14% 1.53 1.96 2.51 3.18 27.77 21.69 16.93 13.36 0.60

0873.HK 世茂服务 77 5.42 3.13 -42% 0.46 0.53 0.64 0.72 5.51 4.75 3.96 3.50 0.22

2869.HK 绿城服务 289 7.20 8.90 24% 0.26 0.33 0.42 0.53 27.73 21.72 17.00 13.48 0.61

1995.HK 旭辉永升服务 147 12.08 8.38 -31% 0.37 0.50 0.69 0.91 18.53 13.56 9.89 7.48 0.27

2669.HK 中海物业 289 8.27 8.80 6% 0.30 0.40 0.52 0.69 23.82 18.03 13.63 10.39 0.42

1755.HK 新城悦服务 72 11.18 8.29 -26% 0.62 0.93 1.28 1.62 10.83 7.19 5.25 4.14 0.12

9666.HK 金科服务 122 33.95 18.62 -45% 1.62 2.29 3.14 4.28 9.31 6.57 4.80 3.52 0.12

6677.HK 远洋服务 36 4.81 3.04 -37% 0.37 0.52 0.73 1.03 6.66 4.78 3.38 2.39 0.08

0816.HK 金茂服务 42 5.80 4.62 -20% 0.22 0.48 0.72 0.91 17.01 7.73 5.21 4.10 0.06

2156.HK 建发物业 54 4.45 4.02 -10% 0.13 0.00 0.00 0.00 25.05 —— —— —— ——

3316.HK 滨江服务 72 21.90 26.20 20% 1.16 1.62 2.25 3.06 18.29 13.06 9.45 6.93 0.24

3319.HK 雅生活服务 156 13.30 11.00 -17% 1.67 1.94 2.27 2.60 5.34 4.60 3.92 3.42 0.24

1209.HK 华润万象生活 878 36.35 38.45 6% 0.76 1.00 1.32 1.68 41.20 31.08 23.67 18.59 0.74

1502.HK 金融街物业 11 3.58 2.89 -19% 0.37 0.44 0.52 0.61 6.34 5.27 4.48 3.85 0.24

9909.HK 宝龙商业 31 14.50 4.82 -67% 0.69 0.82 1.00 0.00 5.64 4.76 3.91 —— 0.19

3913.HK 合景悠活 45 3.20 2.21 -31% 0.33 0.46 0.60 0.88 5.42 3.93 2.96 2.03 0.08

6989.HK 卓越商企服务 46 4.62 3.75 -19% 0.42 0.57 0.71 0.86 7.28 5.30 4.29 3.53 0.14

6668.HK 星盛商业 20 3.75 1.99 -47% 0.18 0.24 0.33 0.43 8.72 6.61 4.91 3.79 0.15

001914.SZ 招商积余 184 20.26 17.34 -14% 0.48 0.65 0.82 1.00 35.85 26.72 21.07 17.30 0.69 

002968.SZ 新大正 55 35.43 24.02 -32% 1.03 1.05 1.45 1.93 23.32 22.83 16.55 12.43 0.88 

603506.SH 南都物业 25 16.84 13.46 -20% 0.87 1.04 1.24 1.47 15.47 12.91 10.81 9.17 0.55 

均值 16.23 11.98 9.14 7.37 0.32 



3.9 投资建议：

投资方面，我们认为可以关注以下三条主线：

1. 开发类 - 选“两头”：

1）综合能力最强的优质龙头，短期销售具备弹性+中长期集中
度提升、盈利能力改善，重点推荐：A - 保利发展；H –中国海
外发展；

2）2022年不同能级城市间的需求修复进度有分化，深耕优质区
域的小而美公司短期销售弹性较强， 6月30日克而瑞百强房企销
售数据验证了此观点。我们建议关注区域修复带来的个股Alpha
机会，重点推荐：A –天健集团（深耕深圳）、滨江集团（深耕
杭州）、华发股份（深耕珠海）；H –越秀地产（深耕广州）。

2. 物管类 - 选龙头：

需求回暖有利于提物管公司的客户粘性，其中龙头公司的在管规
模与市占率有望进一步拉开与行业平均水平的差距，重点推荐：
碧桂园服务、旭辉永升服务。

3. 中介类 - 选龙头：

市场复苏率先利好中介，其中龙头公司具备较强业绩弹性，重点
推荐：贝壳-W。

地产修复中领跑的企业

22

03
子行业 公司类型股票类型 交易代码 代表公司简称 投资逻辑总结

地产开发

龙头

A股

000002.SZ 万科A

优质龙头在行业调整周期中的存
活确定性高，当前龙头ROIC较高
和受益于行业供给优化的Alpha
属性未在估值中明显体现，因此
投资龙头具有较高性价比。

600048.SH 保利发展

000024.SZ 招商蛇口

600383.SH 金地集团

H股

0960.HK 龙湖集团

0688.HK 中国海外发展

1109.HK 华润置地

黑马

A股

600325.SH 华发股份

部分核心城市基本面尚可，聚焦
基本面扎实的小而美企业稳定性
更强。

000090.SZ 天健集团

002244.SZ 滨江集团

H股

3900.HK 绿城中国
0123.HK 越秀地产

1908.HK 建发国际集团

物业服务

央企背景
A股 001914.SZ 招商积余 头部央国企物管公司，发展稳健，

关联方为高信用房企，估值溢价
明显。

H股

6049.HK 保利物业
2669.HK 中海物业

优质民企
背景

6098.HK 碧桂园服务
关联公司为安全边际较高、具备
困境反转逻辑的优质民企，物管
业务独立性不断加强，为当前估
值极具性价比的弹性标的。

1995.HK 旭辉永升服务

商管头部 1209.HK 华润万象生活
疫情有效控制以及各地稳增长、
促消费政策效果显现，消费有望
回暖带动商管公司经营修复。

房产中介 龙头 H股 2423.HK 贝壳-W
市场复苏率先利好中介，公司凸
显龙头韧性，业绩弹性可期。



风险提示

1）政策放松力度和速度弱于预期，导致行业修复时间较长；

2）局部城市疫情反复拖累行业修复进度；

3）个别房企信用事件干扰板块整体估值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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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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与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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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制作。本
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公司”）对这些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司没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
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
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
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自营部
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未经授权或未按要
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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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研究所

上海总部地址：杨高南路729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1号楼25层

北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E座4层

深圳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广电金融中心33层

邮政编码：200127 

电话：(8621)80108518 

传真：(8621)80106010 

浙商证券研究所：http://research.stock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