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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业第 5 周周报（1 月 28 日

-2 月 3 日）   
1 月百强房企销售同比降幅仍超三成，二手
房成交情况仍好于新房 
  
本周新房成交面积较节前一周下降 3%，二手房成交面积较节前一周上涨 42%。土地
市场同比量价齐跌，溢价率同比上升。 

核心观点 

 本周新房成交面积较节前一周下降 3%，二手房成交面积较节前一周上涨 42%。
43 城新房成交面积 239.1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155.5%，较春节前一周（第 3 周）
下降 3%。一、二、三线城市同比增速分别为 40.8%、383.2%、30.3%，较第 3 周
增速分别为-22%，3%、-1%。15 城二手房成交面积 130.2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1091.2%，较春节前一周（第 3 周）增长 42%；一、二、三线城市同比增速分别
为 1448.6%、1130.0%、1177.5%，较第 3 周增速分别为 68%、38%、39%。（由
于 2022 年同期为春节假期，基数相对较低，本周新房与二手房成交同比增速较
高；环比方面，由于基数为 2023 年第 4 周春节周，基数相对较低，因此与春节
前一周，即第 3 周进行比较） 

 新房库存面积与去化周期同比均上升。14 城新房库存面积为 1.03 亿平，同比上
升 0.3%，去化周期为 16.4 个月，同比上升 4.7 个月。一、二、三线城市库存面积
同比增速分别为 12.4%、-9.5%、-14.7%；去化周期分别为 13.1、13.7、16.1 个月，
同比分别变化 4.6、4.1、-0.3 个月。 

 土地市场同比量价齐跌，溢价率同比上升。百城土地成交建面 562 万平，同比下
降 85.7%；成交土地总价为 53 亿元，同比下降 87.2%；楼面均价为 944 元/平，同
比下降 10.3%；百城成交土地溢价率为 5.80%，同比上升 136.7%。 

 本周房企国内债券发行规模同比因春节周无相关数据。房地产行业国内债券总发
行量为 49.0 亿元，由于上周与去年同期均为春节周无相关数据，因此无同比环比
增速数据；净融资额为-61.6 亿元。其中国企国内债券总发行量为 49.0 亿元；净
融资额为-22.9 亿元。其中民企国内债券发行总量 0 亿元；净融资额为-38.7 亿元。 

 板块收益有所下降。房地产行业绝对收益为-0.7%，较上周下跌 1.5 个百分点；相
对沪深 300 收益为 0.3%，较上周上涨 2.1 个百分点。房地产板块 PE 为 13.20X，
较上周下降 0.11X。北上资金对电力设备、汽车和非银金融加仓金额较大，分别
为 107.6、44.72 和 44.24 亿元。对房地产的持股占比下降 0.07%（上周为下降
0.06%），净买入-8.75 亿元（上周净买入-2.23 亿元）。 

投资建议 

 从房企销售来看，2023 年 1 月百强房企全口径销售额 3994 亿元，同比下降 32%，
同比降幅与 2022 年 12 月基本持平。房企表现分化加剧，部分优质房企销售同比
增速回正：越秀（+60%）、建发（+29%）、华发（+19%）、滨江（+17%）、
卓越（+9%）、华润（+7%）、招蛇（+5%）、保利（+4%）、龙湖（1%），美
的、卓越、金隅也是首次进入了 TOP20 房企榜单。虽然春节假期迎来返乡高峰，
到访量呈现增长，但实际成交仍未有明显增加，经济环境以及房价预期仍较弱，
市场修复仍然需要时间，预计短期内整体销售仍难有起色。我们预计全国需求端
最早或在 3、4 月出现明显修复的可能，但销售仍有可能波动，其持续性的回暖
仍要等待整体经济修复后。预计未来两个月政策节奏加快，在观察落地效果的同
时重点关注基本面恢复更快的以及受融资政策边际利好更多的房企。 

 具体标的，我们建议关注两条主线：1）主流的央国企和区域深耕型房企，稳健
经营的同时仍能保持一定拿地强度，行业见底复苏后带来 β行情：招商蛇口、保
利发展、建发国际集团、越秀地产、华发股份、滨江集团；2）边际受益于政策
利好的优质民企、及混合所有制房企：新城控股、美地置业、金地集团、万科 A、
绿地控股、龙湖集团。 

风险提示 

 房地产调控升级；销售超预期下行；融资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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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点城市新房市场、二手房市场及库存跟踪 

本周（第 5 周：2023 年 1 月 28 日-2023 年 2 月 3 日）相比于上周，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均上升，

新房库存量、去化周期同比均有所上升。 

 

1.1 重点城市新房成交情况跟踪 

本周 43 个城市新房成交套数为 2.1 万套，同比上升 150.9%；成交面积为 239.1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155.5%。其中 17 个大中城市新房成交套数为 1.5 万套，同比上升 157.0%；成交面积为 172.3 万平方

米，同比上升 155.2%；一、二、三线城市新房成交套数分别为 0.4、0.9、0.2 万套，同比增速分别为

49.7%、379.3%、55.1%。一、二、三线城市新房成交面积分别为 39.4、111.4、21.4 万平方米，同比

增速分别为 40.8%、383.2%、30.3%。其余 26 个城市本周新房成交套数为 0.6 万套，同比上升 136.0%；

成交面积为 66.8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156.2%。 

 

图表 1. 43 个城市新房成交套数为 2.1 万套，同比上升
150.9% 

 图表 2. 43 个城市新房成交面积为 239.1 万平方米，同比上

升 155.5%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3. 17 个大中城市新房成交套数为 1.5 万套，同比上

升 157.0% 

 图表 4. 17 个大中城市新房成交面积为 172.3 万平方米，同

比上升 155.2%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5. 一、二、三线城市新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速分别为

49.7%、379.3%、55.1% 

 图表 6. 一、二、三线城市新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速分别为

40.8%、383.2%、30.3%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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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其余 26 个城市本周新房成交套数为 0.6 万套，同

比上升 136.0% 

 图表 8. 其余 26 个城市成交面积为 66.8 万平方米，同比上

升 156.2%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1.2 重点城市新房库存情况跟踪 

15 个城市新房库存套数为 104.3 万套，同比上升 1.0%，其中 8 个大中城市新房库存套数为 56.6 万套，

同比上升 1.1%。一、二、三线城市新房库存套数分别为 29.6、19.0、8.0 万套，一、二、三线城市同

比增速分别为 12.4%、-7.9%、-11.2%；其余 7 个城市新房库存套数为 47.7 万套，同比上升 0.9%。 

在新房库存套数去化周期方面，15 个城市新房库存套数去化周期为 17.8 个月，同比上升 5.6 个月。

其中 8 个大中城市新房库存套数去化周期为 13.1 个月，同比上升 4.5 个月，一、二、三线城市新房

库存套数去化周期分别为 12.4、15.4、11.2 个月，一、二、三线城市同比提升了 0.3、0.9、-0.2 个月。

四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新房库存套数去化周期分别为 22.6、3.6、26.6、17.8 个月，

同比分别提升了 6.3、0.8、15.8、10.6 个月；其余 7 个城市新房库存套数去化周期为 31.5 个月，同

比上升 5.8 个月。 

 

图表 9. 15 个城市新房库存套数为 104.3 万套，同比上升
1.0% 

 图表 10. 8 个大中城市新房库存套数为 56.6 万套，同比上

升 1.1%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11. 一、二、三线城市新房库存套数同比增速分别为

12.4%、-7.9%、-11.2% 

 图表 12. 其余 7 个城市新房库存套数为 47.7 万套，同比上

升 0.9%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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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15 个城市、8 个大中城市、其余 7 个城市新房库

存套数去化周期为 17.8、13.1、31.5 个月 

 图表 14. 一、二、三线城市新房库存套数去化周期分别为

12.4、15.4、11.2 个月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15.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去化周期分别为 22.6、3.6、26.6、17.8 个月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14 个城市新房库存面积为 10370.7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0.3 %。其中，9 个大中城市新房库存面积为

7223.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1%，一、二、三线城市新房库存面积分别为 2406.7、2974.1、842.9

万平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增速分别为 12.4%、-9.5%、-14.7%。其余 5 个城市新房库存面积为

3147.0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3.9%。 

在新房库存面积去化周期方面，14 个城市新房库存面积去化周期为 16.4 个月，同比上升 4.7 个月。

其中 9 个大中城市新房库存面积去化周期为 13.7 个月，同比上升 4.0 个月，其中一、二、三线城市

新房库存面积去化周期分别为 13.1、13.7、16.1 个月，一、二、三线城市同比上升 4.6、4.1、-0.3 个

月。其他 5 个城市新房库存面积去化周期为 29.9 个月，同比上升 6.5 个月。 

 

图表 16. 14 个城市新房库存面积为 10370.7 万平方米，同

比上升 0.3 % 

 图表 17. 9 个大中城市新房库存面积为 7223.7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1.1%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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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一、二、三线城市新房库存面积同比增速分别为

12.4%、-9.5%、-14.7% 

 图表 19. 其余 5 个城市新房库存面积为 3147.0 万平方米，

同比上升 3.9%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20. 14 个城市、9 个大中城市、其余 5 个城市新房库

存面积去化周期为 16.4、13.7、29.9 个月 

 图表 21. 一、二、三线城市新房库存面积去化周期分别为

13.1、13.7、16.1 个月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1.3 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情况跟踪 

本周 15 个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数为 1.4 万套，同比上升 1240.2%；成交面积为 130.2 万平方米，同比

上升 1091.2%。其中 11 个大中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数为 1.3 万套，同比上升 1342.5%；成交面积为 118.0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1205.6%；一、二、三线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数分别为 0.4、0.8、0.1 万套，同比

增速分别为 1648.3%、1199.7%、1757.8%，一、二、三线城市成交面积分别为 34.0、89.3、13.3 万

平方米，同比增速分别为 1448.6%、1130.0%、1177.5%。其余 4 个城市本周二手房成交套数为 0.1

万套，同比上升 618.5%；成交面积为 12.2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543.5%。 

 

图表 22. 15 个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数为 1.4 万套，同比上升
1240.2% 

 图表 23. 15 个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为 130.2 万平方米，同

比上升 1091.2%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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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 11 个大中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数为 1.3 万套，同比

上升 1342.5% 

 图表 25. 11 个大中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为 118.0 万平方米，

同比上升 1205.6%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26. 一、二、三线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速分别

为 1648.3%、1199.7%、1757.8% 

 图表 27. 一、二、三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速分别

为 1448.6%、1130.0%、1177.5%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28. 其余 4 个城市本周二手房成交套数为 0.1 万套，

同比上升 618.5% 

 图表 29. 其余 4 个城市成交面积为 12.2 万平方米，同比上

升 543.5%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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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城土地市场跟踪 

土地市场方面，我们选取 2023 年第 4 周（1 月 23 日-1 月 29 日）的数据。整体土地市场同比量价齐

跌，土地溢价率上升。从城市能级来看，一、二线城市同比量价齐跌，三线城市同比量跌价升。 

 

2.1 百城成交土地（全类型）市场情况跟踪 

百城成交全类型土地数量为 62 宗，同比下降 90.0%；成交土地规划建筑面积为 562 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 85.7%；成交土地总价为 53 亿元，同比下降 87.2%；成交土地楼面均价为 944 元/平方米，同比

下降 10.3%；百城成交土地溢价率为 5.80%，同比上升 136.7%。 

 

图表 30. 百城成交全类型土地数量为 62 宗，同比下降
90.0% 

 图表 31. 百城成交土地规划建筑面积为 562 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 85.7%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32. 百城成交土地总价为 53 亿元，同比下降 

87.2% 

 图表 33. 百城成交土地楼面均价为 944 元/平方米，同比下

降 10.3%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34. 百城成交土地溢价率为 5.80%，同比上升 136.7%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2023 年 2 月 7 日 房地产行业第 5 周周报（1 月 28 日-2 月 3 日） 12 

 

 

 

从城市能级来看，一、二、三线城市成交土地数量分别为 4、10、48 宗，同比增速分别为-60.0%、

-93.7%、-89.4%；一、二、三线城市成交土地规划建筑面积分别 21.8、230.2、310.1 万平方米，同比

增速分别为-32.0%、-80.8%、-88.5%；一、二、三线城市成交土地总价分别为 1.7、7.1、44.3 亿元，

同比增速分别为-56.4%、-90.1%、-86.9%；一、二、三线城市平均楼面价分别为 760、309、1428 元

/平方米，同比增速分别为-35.9%、-48.6%、14.1%；一、二、三线城市平均土地溢价率分别为 0.00%、

1.73%、2.95%，二、三线城市同比增速分别为-100.0%、227.0%。 

 

图表 35. 一、二、三线城市成交土地数量同比增速分别为

-60.0%、-93.7%、-89.4% 

 图表 36. 一、二、三线城市成交土地规划建筑面积同比增

速分别为-32.0%、-80.8%、-88.5%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37. 一、二、三线城市成交土地总价同比增速分别为

-56.4%、-90.1%、-86.9% 

 图表 38. 一、二、三线城市成交土地楼面均价同比增速分

别为-35.9%、-48.6%、14.1%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39. 一、二、三线城市平均土地溢价率分别为 0.00%、3.10%、5.00%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2.2 百城成交土地（住宅类）市场情况跟踪 

百城成交住宅类土地数量为 6 宗，同比下降 94.5%；成交住宅土地规划建筑面积为 50 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 94.2%；成交住宅土地总价为 24 亿元，同比下降 90.5%；成交住宅土地楼面均价为 4873 元/

平方米，同比上升 63.4%；百城成交土住宅类地溢价率为 13.17%，同比上升 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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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0. 百城成交住宅类土地数量为 6 宗，同比下降
94.5% 

 图表 41. 百城成交住宅土地规划建筑面积为 50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94.2%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42. 百城成交住宅土地总价为 24 亿元，同比下降
90.5% 

 图表 43. 百城成交住宅土地楼面均价为 4873 元/平方米，

同比上升 63.4%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44. 百城成交土住宅类地溢价率为 13.17%，同比上升 322.1%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从不同城市能级的住宅类土地市场情况来看，本周一、二、三线城市住宅类成交土地数量分别为 0、

3、3 宗，二、三线城市同比增速分别为 80.0%、-96.8%；一、二、三线城市住宅类成交土地规划建

筑面积分别为 0.0、16.8、33.5 万平方米，二、三线城市同比增速分别为-88.3%、-95.4%；一、二、

三线城市住宅类成交土地总价分别为 0.0、4.6、19.9 亿元，二、三线城市同比增速分别为-80.0%、-91.5%；

一、二、三线城市住宅类平均楼面价为 0、2724、5948 元/平方米，二、三线城市同比增速分别为 71.2%、

82.5%；一、二、三线城市平均住宅类成交土地溢价率分别为 0.00%、0.00%、16.69%，二、三线城

市同比增速分别为-100.0%、6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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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5.二、三线城市住宅成交土地数量同比增速分别为

80.0%、-96.8% 

 图表 46. 二、三线城市住宅成交土地规划建筑面积同比增

速分别为-88.3%、-95.4%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47.二、三线城市成交土地总价同比增速分别为

-80.0%、-91.5% 

 图表 48. 二、三线城市成交土地楼面均价同比增速分别为

71.2%、82.5%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49. 一、二、三线城市平均住宅类成交土地溢价率分别为 0.00%、0.00%、16.69%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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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周行业政策梳理 

中央层面，财政部：2022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6854 亿元，比上年下降 23.3%，契税、土地

增值税分别比上年下降 22%、7.9%，房产税 359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5%。证监会：大力推进公募

REITs 常态化发行。在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领域推出更多务实举措。央行： 2022 年末，房地产

开发贷款余额 12.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增速比三季度末高 1.5 个百分点，比 2021 年末高 2.8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增速比 2021 年末低 10 个百分点。 

地方层面， 湖南长沙：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明确 2023 年个贷倍数的通知》，

长沙市缴存职工可贷额度按照借款人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之和的 16 倍计算。《通知》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四川资阳：四川省资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8 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其中提到，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采用团购模式销售商品住房，积

极开展针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社区居民团购商品房的营销活动。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在

新市民、在资阳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二孩三孩家庭、引进人才及特殊人群购买新建商品住房

时，在备案价格基础上给予特别优惠。优惠价格不计入商品房备案价格跌幅比例范围。湖北宜昌：

宜昌户籍按政策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购买住房的，可按现有最高额度（60 万元）的 1.4 倍申请公积

金贷款即 84 万元。浙江温州：继续实行个人首次购买市区（含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洞头区、

海经区、经开区）新建普通商品住房、存量住房（以网上签订浙江省商品房、存量房买卖合同时间

为准），在取得房屋不动产证后，给予购房款 0.6%的消费补助，实施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湖南省：全省 13 个非限购市州的首付比下限均降至首套 20%、二套 30%；一个限购

市（长沙市）的首付比政策下限，首套 30%，二套降至 40%。江苏苏州：支持房地产业合理融资需

求，加大建筑业金融支持力度，重点推进支持开发贷款、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合理展期政策落地见

效。山东：2023 年山东将出台高品质住宅建设指导性意见，制定《住宅设计标准》，加强对相关工

作的规范和指导。逐步提高预售门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开展现房销售试点。天津：不

断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坚持因城施策，支持各区精准实施差别化房地产调控政策。实施好阶段性

土地出让支持政策。通过优化二套房认定标准、房屋交易等措施，支持居民“以小换大”“卖旧买新”，

以更大力度精准支持合理住房需求。用足用好国家专项借款支持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加大新增配套

贷款力度，全力推动“保交楼”项目加快建设。辽宁沈阳：职工购房时限由原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延

长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扩大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提取人范围。云南德宏：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给予

所缴纳契税额 50%的一次性购房补贴，单套住宅补贴限额不超过 2 万元。江苏盐城：在城区购建自

住住房的，贷款最高限额由 60 万元调整至 100 万元；其余各地购建自住住房的，贷款最高限额由

60 万元调整至 80 万元。河南洛阳：1）在落实金融支持政策上，鼓励银行为房地产企业、建筑类企

业存量贷款办理无还本续贷。对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信托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等存量融资，

在保证债权安全的前提下，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存量贷款展期、调整还款安排等方式予以支持。积极

推行存量房“带押过户”，确保交易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不结清房产抵押贷款，实现已抵押房屋的“带

押过户”，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2）青年人才购房补贴按照博士、硕士、本科、专科分为 10 万、5

万、3 万、2 万元购房补贴分 3 年核发，每年发放 40%、30%、30%。广东佛山：佛山住建局通知，

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停止个人住房查询的对外查询业务。停止查册后，购房按揭贷款则以个人征

信上的贷款记录来评判，即“认贷不认房”。也就是说，假设购房者个人征信上没有房贷记录，再买

一套即可按首套房来准备首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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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0. 2023 年第 5 周大事件 

类型 时间 内容 

中央 

2023/1/30 
财政部：2022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6854 亿元，比上年下降 23.3%，契税、土地增值税分别比上年下降 22%、7.9%，

房产税 359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5%。 

2023/2/2 证监会：大力推进公募 REITs 常态化发行。在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领域推出更多务实举措。 

2023/2/3 
央行： 2022 年末，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 12.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增速比三季度末高 1.5 个百分点，比 2021 年末

高 2.8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增速比 2021 年末低 10 个百分点。 

地方 

2023/1/30 
湖南长沙：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明确 2023 年个贷倍数的通知》，长沙市缴存职工可贷额度按照借款

人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之和的 16 倍计算。《通知》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2023/1/30 

四川资阳：四川省资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8 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其中提到，鼓

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采用团购模式销售商品住房，积极开展针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社区居民团购商品房的营销活

动。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新市民、在资阳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二孩三孩家庭、引进人才及特殊人群购买新建商品

住房时，在备案价格基础上给予特别优惠。优惠价格不计入商品房备案价格跌幅比例范围。 

2023/1/30 
湖北宜昌：宜昌户籍按政策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购买住房的，可按现有最高额度（60 万元）的 1.4 倍申请公积金贷款即 84

万元。 

2023/1/30 

浙江温州：继续实行个人首次购买市区（含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洞头区、海经区、经开区）新建普通商品住房、存

量住房（以网上签订浙江省商品房、存量房买卖合同时间为准），在取得房屋不动产证后，给予购房款 0.6%的消费补助，

实施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3/1/31 
湖南省：全省 13 个非限购市州的首付比下限均降至首套 20%、二套 30%；一个限购市（长沙市）的首付比政策下限，首

套 30%，二套降至 40%。 

2023/1/31 
江苏苏州：支持房地产业合理融资需求，加大建筑业金融支持力度，重点推进支持开发贷款、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合理展

期政策落地见效。 

2023/2/1 
山东：2023 年山东将出台高品质住宅建设指导性意见，制定《住宅设计标准》，加强对相关工作的规范和指导。逐步提高

预售门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开展现房销售试点。 

2023/2/1 

河北天津：不断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坚持因城施策，支持各区精准实施差别化房地产调控政策。实施好阶段性土地出让

支持政策。通过优化二套房认定标准、房屋交易等措施，支持居民“以小换大”“卖旧买新”，以更大力度精准支持合理住房

需求。用足用好国家专项借款支持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加大新增配套贷款力度，全力推动“保交楼”项目加快建设。 

2023/2/1 辽宁沈阳：职工购房时限由原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延长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扩大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提取人范围。 

2023/2/1 云南德宏：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给予所缴纳契税额 50%的一次性购房补贴，单套住宅补贴限额不超过 2 万元。 

2023/2/1 
江苏盐城：在城区购建自住住房的，贷款最高限额由 60 万元调整至 100 万元；其余各地购建自住住房的，贷款最高限额

由 60 万元调整至 80 万元。 

2023/2/2 

河南洛阳：1）在落实金融支持政策上，鼓励银行为房地产企业、建筑类企业存量贷款办理无还本续贷。对房地产企业开

发贷款、信托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等存量融资，在保证债权安全的前提下，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存量贷款展期、调整还

款安排等方式予以支持。积极推行存量房“带押过户”，确保交易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不结清房产抵押贷款，实现已抵押房

屋的“带押过户”，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2）青年人才购房补贴按照博士、硕士、本科、专科分为 10 万、5 万、3 万、2

万元购房补贴分 3 年核发，每年发放 40%、30%、30%。 

2023/2/2 

广东佛山：佛山住建局通知，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停止个人住房查询的对外查询业务。停止查册后，购房按揭贷款则

以个人征信上的贷款记录来评判，即“认贷不认房”。也就是说，假设购房者个人征信上没有房贷记录，再买一套即可按首

套房来准备首付。 

资料来源：财政部、证监会、央行、观点地产网、各地政府官网，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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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周板块表现回顾 

本周（1 月 30 日-2 月 5 日），在大盘表现方面，上证指数收于 3263.41 点，较上周下跌 1.40 点，跌

幅 0.0%；创业板指收于 2580.11 点，较上周下跌 5.85 点，跌幅 0.2%；沪深 300 指数收于 4141.63 点，

较上周下跌 39.90 点，跌幅 1.0%。 

在行业板块表现方面，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前三的行业依次为汽车、计算机、国防军工，综合涨跌

幅分别为 5.7%、4.8%、3.9%；涨跌幅靠后的行业依次为银行、非银金融、家用电器，涨跌幅分别为

-2.7%、-2.3%、-1.8%。 

板块收益有所下降。房地产行业绝对收益为-0.7%，较上周下跌 1.5 个百分点；相对沪深 300 收益为

0.3%，较上周上涨 2.1 个百分点。房地产板块 PE 为 13.20X，较上周下降 0.11X。 

本周（1.30-2.5），北上资金对电力设备、汽车和非银金融加仓金额较大，分别为 107.6、44.72 和 44.24

亿元。对房地产的持股占比下降 0.07%（上周为下降 0.06%），净买入-8.75 亿元（上周净买入-2.23

亿元）。 

 

图表 51. 房地产行业绝对收益为-0.7%，较上周下跌 1.5 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52. 房地产行业相对收益为 0.3%，较上周上涨 2.1 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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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3. 房地产板块 PE 为 13.20X，较上周下降 0.11X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图表 54. 北上资金对电力设备、汽车和非银金融加仓金额较大，分别为 107.6、44.72 和 44.24 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在我们重点跟踪房地产行业股票中，本周 A 股涨跌幅靠前的五家公司依次为阳光城、中南建设、金

科股份、绿地控股、滨江集团，涨跌幅分别为 1.6%、1.3%、1.0%、0.0%、-3.0%，涨跌幅靠后的三

家公司依次为新城控股、金地集团、华侨城 A，涨跌幅分别为-6.7%、-4.5%、-4.2%。港股涨跌幅靠

前的五家公司依次为融创中国、越秀地产、华润置地、中国海外发展、龙湖集团，涨跌幅分别为 0.0%、

-6.9%、-7.4%、-11.2%、-11.9%，涨跌幅靠后的三家公司依次为美的置业、碧桂园、旭辉控股集团，

涨跌幅分别为-21.2%、-13.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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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5. A 股涨跌幅靠前的三家公司依次为阳光城、中南

建设、金科股份 

 图表 56. 港股涨跌幅靠前的三家公司依次为融创中国、越

秀地产、华润置地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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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周重点公司公告 

经营数据公告方面，中南建设：2023 年 1 月公司合同销售金额 32.4 亿元，同比减少 29.8%；合同销

售面积 28.5 万平，同比减少 24.8%。 

高管变动公告方面，新城控股：公司董事兼总裁梁志诚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总裁

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王晓松先生任公司总裁。 

股权变动公告方面，新城控股：公司控股股东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质押 2,450 万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1.09%，质押后，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常州德润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累计

质押股份 3.5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44%。中南建设：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质押 654.4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质押后，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份

6,965.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蓝光发展：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2 年度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9.4 亿元左右。预计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12.2 亿元左右。2021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 69.7 亿元，本期预计亏

损金额超上年末净资产 10%。2）公司控股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减持公司 4,516.8 万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减持完成后，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持有股份 3.8 亿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2.4%。 

其他重大交易公告方面，金科股份：金科 2020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应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分期兑付

本金 0.5 亿元及该部分本金自 2022 年 7 月 30 日(含)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不含)期间对应利息。受宏

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及融资环境叠加影响，公司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未能按期足额兑付本期

中期票据应付本息。荣盛地产：20 荣盛地产 MTN001”（代码：102001416），应于 2023 年 1 月 23

日兑付自 2022 年 7 月 22 日变更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后的第二期本金及相应利息。截至兑付日，

发行人未能按期足额兑付上述本息。阳光城：因受宏观环境、行业环境、投融资环境叠加影响，公

司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偿付“21 阳城 01”的回售本金以及 2021 年 1 月 22 日至

2023 年 1 月 21 日期间的利息。“21阳城 01”将在 2023 年 1 月 30 日开市起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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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7. 2023 年第 5 周（1 月 30 日-2 月 5 日）重点公司公告汇总 

 公司名称 公告内容 

经营数据公告 中南建设 2023 年 1 月公司合同销售金额 32.4 亿元，同比减少 29.8%；合同销售面积 28.5 万平，同比减少 24.8% 

高管变动公告 
新城控股 公司董事兼总裁梁志诚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总裁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

董事会同意聘王晓松先生任公司总裁。 

经营数据公告 

新城控股 公司控股股东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质押 2,45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9%，质押后，富域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常州德润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份 3.5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44%。 

中南建设 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质押 654.4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质押后，中南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份 6,965.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 

蓝光发展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9.4 亿元左右。预计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12.2 亿元左右。2021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为 69.7 亿元，本期预计亏损金额超上年末净资产 10%。2）公司控股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减持公司

4,516.8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减持完成后，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持有股份 3.8 亿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2.4%。 

其他重大交易公

告 

金科股份 金科 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应于 2023年 1月 30日分期兑付本金 0.5亿元及该部分本金自 2022年 7月30日(含)

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不含)期间对应利息。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及融资环境叠加影响，公司流动性出现阶

段性紧张，未能按期足额兑付本期中期票据应付本息。 

荣盛地产 20 荣盛地产 MTN001”（代码：102001416），应于 2023 年 1 月 23 日兑付自 2022 年 7 月 22 日变更本期债券本

息兑付安排后的第二期本金及相应利息。截至兑付日，发行人未能按期足额兑付上述本息。 

阳光城 因受宏观环境、行业环境、投融资环境叠加影响，公司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偿付“21阳城

01”的回售本金以及 2021 年 1 月 22 日至 2023 年 1 月 21 日期间的利息。“21阳城 01”将在 2023 年 1 月 30 日开市

起停牌。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2023 年 2 月 7 日 房地产行业第 5 周周报（1 月 28 日-2 月 3 日） 22 

 

 

 

6 本周房企债券发行情况 

本周房企国内债券发行规模无同环比比较。2023 年第 5 周（2023 年 1 月 30 日-2023 年 2 月 05 日）

房地产行业国内债券总发行量为 49.0 亿元，由于上周与去年同期均为春节周无相关数据，因此无同

比增速数据；总偿还量为 110.6 亿元，同比上升 1457.7%（前值：-84.6%）；净融资额为-61.6 亿元。

其中国企国内债券总发行量为 49.0 亿元；总偿还量为 71.9 亿元；净融资额为-22.9 亿元。民企国内

债券发行总量 0 亿元；总偿还量为 37.8 亿元，同比上升 444.5%（前值：-99.3%）；净融资额为-38.7

亿元。 

累计来看，今年 1-5 周房企国内债券发行总规模为 410.2 亿元，同比上升 24.1%；总偿还量 468.3 亿

元，同比下降 6.6%；净融资额为-58.1 亿元。其中央国企发行规模 366.2 亿元（占比 89.27%），同

比上升 57.3 个百分点；总偿还量 283.3 亿元（占比 60.48%），同比下降 9.6%；净融资额 82.9 亿元。

民营房企发债规模 44.0 亿元（占比 10.73%），同比下降 55.0%；总偿还量 184.3 亿元（占比 39.52%），

同比下降 1.9%；净融资额-141.1 亿元。 

具体来看，本周债券偿还量最大的房企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联发集

团有限公司，偿还量分别为 19.00、17.20、10.30 亿元。发行类型方面，本周债券发行量最大的房企

为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量分

别为 21.00、15.00、10.00 亿元；本周共有 1 家公司发行公司债，为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发

行了 15.00 亿元；共有 1 家公司发行中期票据，为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量为 21.00 亿元。 

 

图表 58. 2023 年第 5 周房地产行业国内债券总发行量为 49.0 亿元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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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9. 2023 年第 5 周房地产行业国内债券总偿还量为 110.6 亿元，同比上升 1457.7%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60. 2023 年第 2 周房地产行业国内债券净融资额为-61.6 亿元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61. 本周债券发行量最大的房企为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发行量分别为 21.00、15.00、10.00 亿元 

发行起始日 证券简称 发行人 发行人企业性质 发行额(亿) 期限(年) 到期日 
发行利率

(%) 
债券类型 

2023-01-30 23 首开 MTN00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21.00 3.0000 2026-01-31 5.40 中期票据 

2023-02-01 23 陆集 01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15.00 3.0000 2026-02-03 3.50 公司债 

2023-01-30 23 粤珠江 SCP001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10.00 0.4932 2023-07-30 3.99 短期融资券 

2023-01-30 23 兴泰金融 SCP001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3.00 0.4932 2023-07-30 2.40 短期融资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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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2. 本周债券偿还量最大的房企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司，偿还量

分别为 19.00、17.20、10.30 亿元 

偿还日 证券简称 发行人 发行人企业性质 偿还量(亿元) 偿还类型 
发行利率

(%) 
债券类型 

2023-01-30 21 万科 01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众企业 19.00 赎回 3.38 公司债 

2023-01-30 21 信地 01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国有企业 17.20 回售 4.40 公司债 

2023-02-01 联发优 A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10.30 到期 4.33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2-02 21 美置 01 美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8.20 回售 4.40 公司债 

2023-01-31 东华 021A 宁波轨道交通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中央国有企业 7.31 本金提前兑付 2.78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2-03 21 兆泰 01 北京兆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6.10 到期 7.47 公司债 

2023-01-30 21 南国债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国有企业 5.95 回售 5.18 公司债 

2023-01-30 东华 012A 宁波轨道交通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中央国有企业 5.05 到期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21 大悦优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国有企业 4.38 到期 4.13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川投 2A3 成都市金堂县航信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3.99 回售 4.3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2-01 联发优 B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3.00 到期 4.9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20 开投 1A 广州穗开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2.84 回售 3.2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保利物 07 上海保利物业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中央国有企业 2.70 到期 5.0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PR 北优 上海保利物业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中央国有企业 2.02 本金提前兑付 2.95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21 花山 01 马鞍山市花山区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2.00 本金提前兑付 6.80 公司债 

2023-01-30 18 龙控 02 深圳市龙光控股有限公司 外商独资企业 1.64 本金提前兑付 7.20 公司债 

2023-01-30 20 禹洲 01 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企业 1.50 本金提前兑付 6.50 公司债 

2023-01-30 21 大悦次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国有企业 1.00 到期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2-01 16 万宝开投债 01 娄底市万宝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1.00 到期 5.13 企业债 

2023-01-30 20 开投 1B 广州穗开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0.90 回售 3.7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18 华联 01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0.80 到期 7.00 公司债 

2023-02-01 联发次级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0.70 到期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20 金科地产
MTN001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0.50 本金提前兑付 5.58 中期票据 

2023-01-30 PR 保二 4 上海保利物业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中央国有企业 0.48 到期 4.6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PR 宝龙 B 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外商独资企业 0.39 本金提前兑付 6.5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东华 012C 宁波轨道交通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中央国有企业 0.38 到期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PR01A 上海泛逸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0.18 本金提前兑付 5.0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20 印力 A 印力商用置业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0.17 本金提前兑付 3.8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1 PR 优 A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0.15 本金提前兑付 4.15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22 首创优 北京首置房地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0.15 本金提前兑付 4.1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PR 沪优 上海保利物业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中央国有企业 0.14 本金提前兑付 3.98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PR 产 2A 上海地产住房保障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0.09 本金提前兑付 3.56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PR 旭辉 1A 上海旭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0.09 本金提前兑付 4.75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九江 2 优 A 九江市天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0.06 本金提前兑付 3.75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22 保置优 上海保利物业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中央国有企业 0.05 本金提前兑付 3.58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九江 2 优 B 九江市天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0.05 本金提前兑付 3.75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1 PR 心 A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0.02 本金提前兑付 3.73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2-03 PR 华宇 A 重庆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0.02 本金提前兑付 5.5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PR 绿景 1A 深圳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0.02 本金提前兑付 5.3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PR1 优 A 九江市天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0.01 本金提前兑付 4.8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22 印力 A 印力商用置业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0.01 本金提前兑付 4.5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PR1 优 B 九江市天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地方国有企业 0.01 本金提前兑付 5.1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PR 新广 A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0.01 本金提前兑付 6.5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PR 优 A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外资企业 0.01 本金提前兑付 5.90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1 粤海 GDL1 广东粤海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外资企业 0.01 本金提前兑付 3.35 资产支持证券 

2023-01-30 PR 优 B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外资企业 0.01 本金提前兑付 6.70 资产支持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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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资建议 

从房企销售来看，2023 年 1 月百强房企全口径销售额 3994 亿元，同比下降 32%，同比降幅与 2022

年 12月基本持平。房企表现分化加剧，部分优质房企销售同比增速回正：越秀（+60%）、建发（+29%）、

华发（+19%）、滨江（+17%）、卓越（+9%）、华润（+7%）、招蛇（+5%）、保利（+4%）、龙

湖（1%），美的、卓越、金隅也是首次进入了 TOP20 房企榜单。虽然春节假期迎来返乡高峰，到

访量呈现增长，但实际成交仍未有明显增加，经济环境以及房价预期仍较弱，市场修复仍然需要时

间，预计短期内整体销售仍难有起色。我们预计全国需求端最早或在 3、4 月出现明显修复的可能，

但销售仍有可能波动，其持续性的回暖仍要等待整体经济修复后。预计未来两个月政策节奏加快，

在观察落地效果的同时重点关注基本面恢复更快的以及受融资政策边际利好更多的房企。 

具体标的，我们建议关注两条主线：1）主流的央国企和区域深耕型房企，稳健经营的同时仍能保持

一定拿地强度，行业见底复苏后带来 β 行情：招商蛇口、保利发展、建发国际集团、越秀地产、华

发股份、滨江集团；2）边际受益于政策利好的优质民企、及混合所有制房企：新城控股、美地置业、

金地集团、万科 A、绿地控股、龙湖集团。 

 

图表 63. 报告中提及上市公司估值表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评级 股价 市值 每股收益(元/股) 市盈率(x) 最新每股净资产 

   (元) (亿元) 2021A 2022E 2021A 2022E (元/股) 

001979.SZ 招商蛇口 未有评级 13.95 1,079.60 1.16 1.06 12.03 13.19 10.67 

600048.SH 保利发展 买入 15.33 1,835.07 2.29 0.00 6.69 #DIV/0! 14.78 

1908.HK 建发国际集团 买入 22.16 385.16 2.54 2.62 8.72 8.47 8.79 

0123.HK 越秀地产 买入 9.65 298.73 1.16 1.29 8.32 7.46 14.93 

600325.SH 华发股份 未有评级 9.36 198.17 1.34 0.00 6.99 #DIV/0! 8.00 

002244.SZ 滨江集团 买入 10.15 315.81 0.97 1.21 10.46 8.40 6.61 

601155.SH 新城控股 未有评级 20.18 455.18 5.59 3.63 3.61 5.57 26.24 

3990.HK 美的置业 未有评级 9.72 131.73 3.04 2.19 3.20 4.43 19.05 

600383.SH 金地集团 买入 9.50 428.89 2.08 2.12 4.57 4.49 13.94 

000002.SZ 万科 A 未有评级 17.97 2,090.04 1.94 2.09 9.26 8.61 20.30 

600606.SH 绿地控股 未有评级 3.08 432.87 0.48 0.52 6.42 5.88 7.04 

0960.HK 龙湖集团 未有评级 22.12 1,402.56 4.05 4.12 5.46 5.36 20.57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注：股价截止日 2 月 3 日，未有评级公司盈利预测来自万得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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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风险提示 

房地产调控升级；销售超预期下行；融资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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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 

图表 64. 城市数据选取清单 

新房成交情况选取城市 

共选取 43 个城市，其中 

17 个大中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青岛、苏州、福州、厦门、无锡、惠州、扬州、韶关、南宁；                                                                                                                                                                                                  

其余 26 个城市：济南、佛山、嘉兴、温州、金华、泉州、赣州、珠海、常州、淮安、连云港、柳州、绍兴、镇江、宁波、江门、莆田、泰安、

芜湖、盐城、宝鸡、舟山、池州、抚州、海门、清远； 

二手房成交情况选取城市 

共选取 15 个城市，其中 

11 个大中城市：北京、深圳、杭州、南京、成都、青岛、苏州、厦门、东莞、扬州、南宁；                                                                                                       

其余 4 个城市：佛山、金华、江门、清远； 

新房库存及成交情况选取城市 

共选取 15 个城市，其中 

8 个大中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福州、南宁；                                                                                              

其余 7 个城市：济南、温州、泉州、宁波、莆田、宝鸡、舟山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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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该证券分析师声明，本人未在公司内、外部机构兼任有损本人独立性与客

观性的其他职务，没有担任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公司有关的任何

财务权益；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没有承诺向本人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声明，将通过公司网站披露本公司授权公众媒体及其他机构刊载或者转发证券研究报

告有关情况。如有投资者于未经授权的公众媒体看到或从其他机构获得本研究报告的，请慎重使用所获得的研究报告，

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对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公司股价/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市场指数的涨跌幅的表现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    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    性：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减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表现强于基准指数； 

中    性：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表现基本与基准指数持平； 

弱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表现弱于基准指数；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新三板市场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或三板做市指数；香港市场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美股市场基准指数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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