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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百强房企销售同比降幅小幅收窄，区域龙头销售表现优于大市 

——房地产行业百强销售月报（2022年 7月） 

     
   

 

 

 

 

 

 

 

 

 

 

 

 

 

 

 

 

 

 

 

 

 

 

 

 

 

 

 

 

 

 

 

 

 

 

 

 

 

 

 

 

 

 

 

 

 

 

 

 

 

房地产（地产开发） 

 

 

 

 

 

 

 

 

 

 

 

 

 

 

 

 

 

 

 

 

 

 

 

 

 

 

 

 

 

 

 

 

 

 

 

 

 

 

 

 

 

 

 

 

 

 

 

 

 

 

 

7月单月百强房企全口径销售金额环比-27.0%，同比-35.3%；作为传统淡季的 7

月未能延续 6月环比上涨势头，但累计同比降幅迎来进一步收窄 

2022年 1-6月，TOP10/20/50/100房企权益销售额（累计）占全国商品房销售

额（累计）比重分别为 15.0%、21.2%、30.5%、36.8%，同比-5.5pct、-8.2pct、

-13.4pct、-16.4pct；环比-0.4pct、-0.4pct、-1.1pct、-1.4pct。 

2022年 7月，TOP10房企的全口径销售金额、权益销售金额、全口径销售面积

分别为 2,483亿元、1,667亿元、1,477万平，同比-34.9%、-47.3%、-49.6%，

环比-29.7%、-32.7%、-22.4%；TOP20房企的上述三项指标分别为 3,473亿元、

2,365亿元、2,158万平，同比-36.8%、-44.7%、-45.8%，环比-30.9%、-33.1%、

-23.8%；TOP50房企的上述三项指标分别为 4,972亿元、3,371亿元、2,994万

平，同比-34.2%、-45.8%、-46.1%，环比-28.9%、-30.7%、-25.9%；TOP100

房企上述三项指标分别为 6,065亿元、4,197亿元、3,562万平，同比-35.3%、

-42.8%、-45.5%，环比-27.0%、-28.5%、-25.2%。 

2022年 1-7月，TOP10/20/50/100房企的全口径销售金额、全口径销售面积分

别为 16,767亿元、23,578亿元、33,758亿元、40,772亿元；11,637万平、15,940

万平、22,122万平、26,000万平；累计同比分别为-44.1%、-46.3%、-48.3%、

-48.8%；-50.8%、-50.7%、-51.4%、-52.0%。 

7月，20家主流房企单月实现全口径销售额 3445亿元，同比-30.8%；1-7月，

累计实现全口径销售额 23550亿元，累计同比-40.7% 

2022年 7月，20家主流重点房企中有 6家企业销售额同比为正，其中表现较好

的为越秀地产（全口径销售金额单月同比+88.5%，权益口径销售金额单月同比

+104.0%）、华润置地（全口径销售金额单月同比+21.7%，权益口径销售金额单

月同比+79.0%）、绿城中国（全口径销售金额单月同比+33.7%，权益口径销售

金额单月同比+23.0%）、华发股份（全口径销售金额单月同比+27.5%，权益口

径销售金额单月同比+18.9%）。 

投资建议：1）2022开年以来，多方释放资金面积极信号，5年期 LPR下调 20bp，

保障房贷款不纳入集中度管理，预售监管资金新办法结构性纠偏，各大行提供并

购融资支持，“α风险”修复进入执行阶段。2）与此同时，金融审慎管理和“去

杠杆”趋势仍将持续深化，部分前期过度激进房企“α风险”仍有暴露可能，但

房地产市场“β系数”健康稳定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3）2月 24日住建部提出

“满足合理的改善型购房需求”，3月 5日全国两会报告“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

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4月 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层定调“支持各地从

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政策路径更加清晰明确；5月 15日央行银保监

会调整差别化住房按揭政策，省级市场自主确定按揭加点下限，独立自主性提升，

购房促需求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后续随着疫情好转，房地产行业供需恢复可期。

4）近期市场对房地产板块关注度提升明显，优质龙头房企表现出色，建议关注万

科 A/万科企业，中国金茂、新城控股、保利发展、金地集团、招商蛇口、中国海

外发展、中国海外宏洋集团、华润置地、龙湖集团、越秀地产。 

风险分析：房地产行业宽松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风险，房地产市场需求不及预期风

险，房地产企业项目竣工不及预期风险，房地产企业多元化业务经营不佳风险，

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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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淡季下 7 月边际回暖趋势走弱，市

场筑底完成仍需时间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均较强：5月 25日全国稳经济会议

再次释放利好信号，包括加大对民营企业支持力度，因城施策支持合理住房需求

等，宽松政策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进一步提振居民与企业信心；同时，各地纾

困政策不断，多城通过放松四限、提高购房补贴、放宽人才落户条件等刺激楼市

需求。7月，针对个别房企楼盘出现延期交付情况，银保监会及多地地方政府均

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居民权益、加强预售资金监管、防范开发烂尾风险。当前，在

多部门和房地产企业等的共同努力下，前期业主公开停贷的多个风险楼盘已迎来

逐步复工。我们相信，在党委政府指导下，在各级政府的精准施策下，在社会各

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将合理解决当前停贷问题，更好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

促进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有序。 

 

政策宽松加码叠加年中房企推盘积极性较高，部分因疫情推迟的购房需求迎来释

放，6月单月百强房企全口径销售迎来较大幅度量价环比双增。但受高温天气、

部分区域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作为传统淡季的 7月未能延续 6月环比上涨势

头，但累计同比降幅迎来进一步收窄。短期来看，高能级核心城市房地产销售复

苏迹象较为明显，三四线城市因需求相对疲软仍需一定筑底过程，但考虑到房企

推盘节奏、疫情反复及市场信心尚未完全扭转，Q3整体销售行情企稳尚待进一

步观察，Q4在年末加速推盘叠加行业顺利渡过偿债高峰后或有望迎来单月销售

同比转正。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部分前期过度激进房企的“α风险”仍有暴露

可能进而影响销售表现，但我国房地产市场“β系数”健康稳定的总体趋势不会

改变，坚持“杠杆适度、稳健经营、品质立身、有序发展”的优质房企将迎来“有

序竞争”发展机遇。预期在疫情影响逐渐淡化下，房地产市场交易或逐步回归正

常化，进而推动中长周期行业整体景气度复苏与估值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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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房地产行业销售集中度情况 

根据克而瑞中心发布数据统计： 

2022年 1-6月，TOP10/20/50/100房企的销售金额（权益销售金额口径）集中

度分别为 15.0%、21.2%、30.5%、36.8%；较 2021年 1-6月同比下降 5.5pct、

8.2pct、13.4pct、16.4pct，较 2022年 1-5月环比下降 0.4pct、0.4pct、1.1pct、

1.4pct。 

注：房企集中度计算公式为“累计各梯队房企权益口径销售额/累计全国商品房

销售额”。 

 

图 1：TOP10/20/50/100房企累计销售金额集中度（%）  图 2：TOP10/20/50/100房企累计销售金额集中度同比、环比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注：数据截止 22M6 

 

 

1.2、 TOP10/20/50/100房企的整体销售情况 

根据克而瑞中心发布数据统计： 

2022年 7月，TOP10房企的全口径销售金额、权益销售金额、全口径销售面积

分别为 2,483亿元、1,667亿元、1,477万平，较 2021年 7月单月同比下降了

34.9%、47.3%、49.6%； 

2022年 1-7月，TOP10房企的全口径销售金额、权益销售金额、全口径销售面

积分别为 16,767亿元、11,577亿元、11,637万平，较 2021年 1-7月累计同比

下降了 44.1%、47.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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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TOP10房企当月全口径销售情况  图 4：TOP10房企累计全口径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2022年 7月，TOP20房企的全口径销售金额、权益销售金额、全口径销售面积

分别为 3,473亿元、2,365亿元、2,158万平，较 2021年 7月单月同比下降了

36.8%、44.7%、45.8%； 

2022年 1-7月，TOP20房企的全口径销售金额、权益销售金额、全口径销售面

积分别为 23,578亿元、16,349亿元、15,940万平，较 2021年 1-7月累计同比

下降了 46.3%、48.2%、50.7%。 

 

图 5：TOP20房企当月全口径销售情况  图 6：TOP20房企累计全口径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2022年 7月，TOP50房企的全口径销售金额、权益销售金额、全口径销售面积

分别为 4,972亿元、3,371亿元、2,994万平，较 2021年 7月单月同比下降了

34.2%、45.8%、46.1%；  

2022年 1-7月，TOP50房企的全口径销售金额、权益销售金额、全口径销售面

积分别为 33,758亿元、23,491亿元、22,122万平，较 2021年 1-7月累计同比

下降了 48.3%、5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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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TOP50房企当月全口径销售情况  图 8：TOP50房企累计全口径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2022年 7月，TOP100房企的全口径销售金额、权益销售金额、全口径销售面

积分别为 6,065亿元、4,197亿元、3,562万平，较 2021年 7月单月同比下降

了 35.3%、42.8%、45.5%； 

2022年 1-7月，TOP100房企的全口径销售金额、权益销售金额、全口径销售

面积分别为 40,772亿元、28,533亿元、26,000万平，较 2021年 1-7月累计同

比下降了 48.8%、49.8%、52.0%。 

 

图 9：TOP100房企当月全口径销售情况  图 10：TOP100房企累计全口径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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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百强房企销售数据 

 权益销售金额 同比 全口径销售金额 同比 全口径销售面积 同比 全口径销售均价 同比 

 亿元 
 

亿元 
 

万平 
 

元/平 
 

2021年 2月 13,283 96.7% 18,533 105.3% 12,438 78.7% 14900.66 14.9% 

2021年 3月 22,012 76.8% 30,759 84.1% 20,927 64.0% 14698.4 12.3% 

2021年 4月 30,468 60.0% 42,825 66.6% 29,033 50.1% 14750.44 10.9% 

2021年 5月 39,453 46.8% 55,758 52.2% 37,893 39.8% 14714.8 8.9% 

2021年 6月 49,455 33.1% 70,335 37.5% 47,653 27.2% 14759.64 8.1% 

2021年 7月 56,792 25.9% 79,705 28.5% 54,190 19.7% 14708.58 7.4% 

2021年 8月 63,060 18.8% 89,357 22.1% 60,090 12.8% 14870.61 8.2% 

2021年 9月 69,094 10.5% 97,882 13.1% 65,808 4.0% 14873.81 8.8% 

2021年 10月 75,327 4.6% 106,860 7.5% 72,133 -0.5% 14814.34 8.0% 

2021年 11月 81,038 -1.1% 115,312 1.8% 77,479 -6.1% 14882.96 8.5% 

2021年 12月 88,716 -6.1% 126,318 -3.2% 84,611 -9.0% 14929.4 6.3% 

2022年 2月 7,330 -44.8% 10,484 -43.4% 7,017 -43.6% 14941.43 0.3% 

2022年 3月 11,310 -48.6% 16,279 -47.1% 10,654 -49.1% 15280.66 4.0% 

2022年 4月 14,789 -51.5% 21,203 -50.5% 13,841 -52.3% 15319.38 3.9% 

2022年 5月 18,467 -53.2% 26,396 -52.7% 17,240 -54.5% 15310.48 4.0% 

2022年 6月 24,336 -50.8% 34,706 -50.7% 22,438 -52.9% 15467.78 4.8% 

2022年 7月 28,533 -49.8% 40,772 -48.8% 26,000 -52.0% 15681.29 6.6%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2022年 7月，TOP10/20/100房企销售额口径权益比例分别为 69.0%、69.3%、

70.0%；较 2021年 7月单月同比下降 5.1pct、2.5pct、1.3pct；较 2022年 6

月环比下降 0.4pct、0.3pct、0.1pct。 

 

表 2：TOP10/20/100房企权益比例 

 
累计权益销售金额（亿元） 累计全口径销售金额（亿元） 权益比 

 
TOP10 TOP20 TOP100 TOP10 TOP20 TOP100 TOP10 TOP20 TOP100 

2021年 2月 5,108 7,403 13,283 6,871 10,218 18,533 74.3% 72.5% 71.7% 

2021年 3月 8,495 12,191 22,012 11,304 16,736 30,759 75.1% 72.8% 71.6% 

2021年 4月 11,808 16,912 30,468 15,886 23,431 42,825 74.3% 72.2% 71.1% 

2021年 5月 15,268 21,850 39,453 20,693 30,433 55,758 73.8% 71.8% 70.8% 

2021年 6月 19,050 27,258 49,455 26,169 38,421 70,335 72.8% 70.9% 70.3% 

2021年 7月 22,215 31,532 56,792 29,984 43,918 79,705 74.1% 71.8% 71.3% 

2021年 8月 24,656 35,143 63,060 33,302 48,996 89,357 74.0% 71.7% 70.6% 

2021年 9月 26,804 38,515 69,094 36,201 53,684 97,882 74.0% 71.7% 70.6% 

2021年 10月 28,991 41,923 75,327 39,167 58,458 106,860 74.0% 71.7% 70.5% 

2021年 11月 30,941 44,937 81,038 42,057 62,967 115,312 73.6% 71.4% 70.3% 

2021年 12月 33,441 48,750 88,716 45,493 68,285 126,318 73.5% 71.4% 70.2% 

2022年 2月 2,782 3,927 7,330 3,991 5,687 10,484 69.7% 69.1% 69.9% 

2022年 3月 4,541 6,334 11,310 6,614 9,273 16,279 68.7% 68.3% 69.5% 

2022年 4月 5,900 8,265 14,789 8,576 12,007 21,203 68.8% 68.8% 69.7% 

2022年 5月 7,432 10,448 18,467 10,752 15,081 26,396 69.1% 69.3% 70.0% 

2022年 6月 9,910 13,984 24,336 14,283 20,105 34,706 69.4% 69.6% 70.1% 

2022年 7月  11,577   16,349   28,533   16,767   23,578   40,772  69.0% 69.3% 70.0%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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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家主流重点房企的销售变化情况 

根据克而瑞中心发布数据统计： 

2022年 7月，20家主流重点房企中有 6家企业销售同比为正。具体来看，表现

较好的为越秀地产（全口径销售金额单月同比+88.5%，权益口径销售金额单月

同比+104.0%）、绿城中国（全口径销售金额单月同比+33.7%，权益口径销售

金额单月同比+23.0%）、华发股份（全口径销售金额单月同比+27.5%，权益口

径销售金额单月同比+18.9%）；华润置地（全口径销售金额单月同比+21.7%，

权益口径销售金额单月同比+79.0%）。 

 

表 3：20家主流重点房企当月销售金额 

 
全口径销售金额（亿元） 权益销售金额（亿元） 

企业简称 2022年 7月 2021年 7月 单月同比 2022年 7月 2021年 7月 单月同比 

碧桂园  385.0   744.0  -48.3%  303.8   564.7  -46.2% 

万科地产  376.8   516.2  -27.0%  244.9   335.5  -27.0% 

保利发展  330.2   422.1  -21.8%  221.2   304.0  -27.2% 

融创中国  109.0   491.1  -77.8%  61.1   288.0  -78.8% 

中海地产  194.9   276.3  -29.5%  182.1   258.2  -29.5% 

华润置地  280.0   230.1  21.7%  208.0   116.2  79.0% 

招商蛇口  240.1   203.6  17.9%  142.0   137.0  3.6% 

金地集团  185.0   259.5  -28.7%  114.6   160.8  -28.7% 

龙湖集团  182.3   190.2  -4.2%  118.5   133.1  -11.0% 

绿城中国  200.1   149.7  33.7%  93.5   76.0  23.0% 

新城控股  112.0   155.3  -27.9%  79.6   115.6  -31.1% 

中国金茂  104.9   175.0  -40.1%  72.4   120.8  -40.1% 

绿地控股  79.0   230.2  -65.7%  71.1   207.2  -65.7% 

旭辉集团  161.0   208.8  -22.9%  95.0   123.2  -22.9% 

建发房产  111.6   105.6  5.7%  83.3   76.8  8.5% 

滨江集团  112.8   127.1  -11.3%  58.2   41.9  38.9% 

金科集团  52.0   168.0  -69.0%  37.5   119.3  -68.6% 

华发股份  87.6   68.7  27.5%  52.2   43.9  18.9% 

越秀地产  72.0   38.2  88.5%  70.8   34.7  104.0% 

世茂集团  68.3   220.9  -69.1%  47.8   154.7  -69.1%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2022年 1-7月，20家主流重点房企中仅有越秀地产全口径销售金额同比为正，

部分区域龙头房企销售额同比降幅收窄至 20%左右。具体来看，其中表现较好

的为越秀地产（全口径销售金额累计同比+5.5%，权益口径销售金额累计同比

+8.4%）、华发股份（全口径销售金额累计同比-18.1%，权益口径销售金额累计

同比-16.5%）、滨江集团（全口径销售金额累计同比-20.8%，权益口径销售金

额累计同比+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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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家主流重点房企累计销售金额 

 
全口径销售金额（亿元） 权益销售金额（亿元） 

企业简称 2022.1-7月 2021.1-7月 累计同比 2022.1-7月 2021.1-7月 累计同比 

碧桂园 2854.9  5008.2  -43.0% 2151.3  3555.5  -39.5% 

万科地产 2472.9  4064.3  -39.2% 1607.4  2641.8  -39.2% 

保利发展 2432.2  3272.1  -25.7% 1629.2  2356.0  -30.8% 

融创中国 1236.0  3699.1  -66.6% 726.1  2294.0  -68.3% 

中海地产 1570.0  2330.3  -32.6% 1467.0  2177.5  -32.6% 

华润置地 1490.0  1878.1  -20.7% 1038.5  1232.2  -15.7% 

招商蛇口 1428.4  1973.3  -27.6% 857.0  1243.0  -31.1% 

金地集团 1191.0  1884.5  -36.8% 737.9  1167.6  -36.8% 

龙湖集团 1040.8  1616.5  -35.6% 676.3  1130.9  -40.2% 

绿城中国 1050.5  1516.5  -30.7% 565.3  788.2  -28.3% 

新城控股 761.8  1345.7  -43.4% 522.5  983.0  -46.8% 

中国金茂 803.9  1476.5  -45.6% 554.7  1018.8  -45.6% 

绿地控股 763.0  1871.0  -59.2% 686.7  1683.9  -59.2% 

旭辉集团 792.4  1570.3  -49.5% 467.5  926.5  -49.5% 

建发房产 731.8  1039.3  -29.6% 535.5  821.3  -34.8% 

滨江集团 796.7  1006.3  -20.8% 484.0  476.2  1.6% 

金科集团 492.0  1188.0  -58.6% 354.0  843.5  -58.0% 

华发股份 581.5  710.3  -18.1% 379.7  454.6  -16.5% 

越秀地产 554.0  525.2  5.5% 547.1  504.9  8.4% 

世茂集团 505.9  1748.8  -71.1% 354.1  1224.2  -71.1% 

资料来源：克而瑞数据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2、 投资建议 

1）2022开年以来，多方释放资金面积极信号，5年期 LPR下调 20bp，保障房

贷款不纳入集中度管理，预售监管资金新办法结构性纠偏，各大行提供并购融资

支持，“α风险”修复进入执行阶段。 

2）与此同时，金融审慎管理和“去杠杆”趋势仍将持续深化，部分前期过度激

进房企“α风险”仍有暴露可能，但房地产市场“β系数”健康稳定的总体趋势

不会改变。 

3）2月 24日住建部提出“满足合理的改善型购房需求”，3月 5日全国两会报

告“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4月 29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高层定调“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政策路径更加清晰

明确；5月 15日央行银保监会调整差别化住房按揭政策，省级市场自主确定按

揭加点下限，独立自主性提升，购房促需求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后续随着疫情

好转，房地产行业供需恢复可期。 

4）近期市场对房地产板块关注度提升明显，优质龙头房企表现出色，建议关注

万科 A/万科企业，中国金茂、新城控股、保利发展、金地集团、招商蛇口、中

国海外发展、中国海外宏洋集团、华润置地、龙湖集团、越秀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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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分析 

房地产行业宽松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风险：后续房地产宽松政策推行速度及落地效

果或不及预期，或导致居民及企业信心修复缓慢、房地产销售市场回暖滞缓，进

而影响企业销售回款，拉长房地产开发运营周期，加大企业资金压力。 

房地产市场需求不及预期风险：一旦就业情况恶化或导致部分居民薪资缩水及家

庭可支配收入下降，或影响居民购房需求及居民部门结构性信用扩张以及按揭贷

款偿还。  

房地产企业项目竣工不及预期风险：当前新冠疫情反复，不排除未来疫情拖缓公

司施工进度，从而影响竣工规模并导致企业业绩兑现不及预期的风险。  

房地产企业多元化业务经营不佳风险：当前新冠疫情反复，叠加房企多元业态可

能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或行业竞争环境恶化等因素影响，出现多元业务经营效果

不及预期、投资回报收益率表现不佳等风险。  

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近期房企迎来债务到期高峰，叠加“三道红线”降杠杆要

求，部分房企信用风险暴露有所抬升，现金流管理能力较弱及负债结构较差的房

企债务违约风险增加。 

 

附录：重点上市公司列表 

表 5：行业重点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估值与评级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收盘价 

（元/港元) 

EPS（元） 2021-2024 

三年 CAGR 

PE 投资评级 

2021 2022E 2023E 2024E 2021 2022E 2023E 2024E 本次 变动 

000002.SZ 万科 A 16.87 1.94  2.35  2.86  3.40  20.6% 8.7 7.2 5.9 5.0 买入 维持 

600048.SH 保利发展 16.25 2.29  2.41  2.55  2.74  6.2% 7.1 6.7 6.4 5.9 买入 维持 

600383.SH 金地集团 11.38 2.10  2.29  2.51  2.60  7.4% 5.4 5.0 4.5 4.4 买入 维持 

001979.SZ 招商蛇口 13.26 1.16  1.34  1.42  1.53  9.7% 11.4 9.9 9.4 8.7 买入 维持 

601155.SH 新城控股 20.47 5.57  6.14  6.67  7.23  9.1% 3.7 3.3 3.1 2.8 买入 维持 

000656.SZ 金科股份 2.56 0.61 0.69 0.76 0.83 10.8% 4.2 3.7 3.4 3.1 增持 维持 

2202.HK 万科企业 14.78 1.94 2.35 2.86 3.40  20.6% 6.6 5.4 4.4 3.7 买入 维持 

0688.HK 中国海外发展* 21.25 3.32 3.65 4.01 4.36 9.5% 5.5 5.0 4.6 4.2 买入 维持 

1109.HK 华润置地* 32.35 3.73 4.10 4.49 4.86 9.2% 7.5 6.8 6.2 5.7 买入 维持 

0960.HK 龙湖集团* 26.65 3.69 4.11 4.66 5.24 12.4% 6.2 5.6 4.9 4.4 买入 维持 

0817.HK 中国金茂* 1.80 0.45 0.54 0.62 0.70 15.6% 3.4 2.9 2.5 2.2 买入 维持 

0123.HK 越秀地产* 9.94 1.34 1.32 1.41 1.50 3.8% 6.4 6.5 6.1 5.7 买入 维持 

0081.HK 中国海外宏洋集团* 3.75 1.48 1.64 1.85 2.13 13.0% 2.2 2.0 1.7 1.5 买入 维持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预测，股价时间为 2022-08-01；汇率按 1HKD=0.8595CNY换算； 

注：A股地产上市公司的股价和 EPS均以人民币计价；H股地产上市公司的股价以港币计价，*为 EPS（核心）并以人民币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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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级 

买入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 
A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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