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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2023年楼市持续回落
• 2023年，房地产经历需求转弱与供给冲击的背景下，行业景气度持续探底。2023年11月，年化销售和开工面积回落至2014

年和2007年水平，竣工面积保持高位，开工弱同时竣工强的背景下，施工面积下行明显；施工面积的下行，叠加房企拿地
规模下降，双方面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建安投资及土地购置费形成拖累，地产投资增速大幅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拖累
经济增长。

➢ 市场供需下行的特点
• 本轮地产周期下行与过去三轮不同，开工面积先于销售面积下行，供给收缩幅度大于需求，住宅库存自2020年至今呈现持

续收缩的状态。部分区域出现结构性需求复苏，但受限于收入预期、房价预期、人口结构等长期因素下行，以及民企房企
出险对交付预期的影响，在当前政策环境下，整体需求复苏并不显著。

➢ 房企经营行为的转变
• 在当前房地产行业整体利润率下行持续拖累ROA的背景下，房企采取高周转策略，通过提升无息负债占比摊薄融资成本，

对冲带息债务下降带来的土储规模下行压力。同时，房企保持聚焦核心城市策略，降低弱线城市土储，提升现金流安全。
在现金流优先于盈利的经营思路下，企业保持聚焦核心城市，收缩管理半径。

➢ 政策发力，复苏可期
• 在当前政策发力下，我们认为，商品房回归商品属性，商品房价格回归市场化定价在本轮市场复苏过程中，将起锦上添花

的作用。市场定价将彻底改变当前环境下房企聚焦城市，降低非核心，调整土储的行为。当前房地产市场中，核心城市供
给过剩、非核心城市价格下行，市场持续缩量的负反馈过程将得到彻底扭转。

➢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三条主线：1）保持拿地强度的龙头房企：保利发展、招商蛇口、滨江集团、越秀地产；2）低估值龙
头混合所有制及民营房企：万科A、金地集团、龙湖地产；3）持续加杠杆扩表的地方国企：浦东金桥。

➢ 风险提示：融资环境收紧超预期、房地产销售政策变化、地产调控政策变化、引用数据滞后或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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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3年市场供需下行到什么阶段？

➢ 销售：年化销售水平回落至2014年水平
• 2023年前11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10.1亿㎡，近12个月的年化销售面积11.5亿㎡；商品住宅方面，2023年前11月累计销售面积8.6

亿㎡，近12个月年化销售面积9.8亿㎡。从销售规模的角度而言，商品房销售面积回落至2014年左右水平。
➢ 开工：年化开工水平回落至2007年水平
• 2023年前11月，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8.7亿㎡，近12个月年化开工面积9.6亿㎡；住宅新开工面积累计6.4亿㎡，近12个月年化新开工面积

累计7亿㎡。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商品房整体开工情况回落至2006-2007年水平。

图表：商品房及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TTM，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商品房及商品住宅销售面积（TTM，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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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3年市场供需下行到什么阶段？

➢ 竣工：从开工到交付，竣工规模维持高位
• 2023年前11月，全国房屋竣工面积累计6.5亿㎡，近12个月的年化竣工面积9.6亿㎡；商品住宅方面，2023年前11月累计竣工面积4.8亿㎡，近

12个月年化竣工面积7.0亿㎡。相较于商品房开工及销售面积的周期波动，竣工面积在2011年至今的十来年里，保持相对稳定的绝对值水平。
➢ 施工：开工弱、竣工强下，施工下行明显
• 2023年11月末，全国房屋施工面积83.1亿㎡；商品住宅方面，2023年11月末，住宅施工面积58.5亿㎡。开工规模持续下行，竣工规模维持在

相对较高水平下，施工下行压力明显。施工面积规模回到2018左右水平。

图表：商品房及商品住宅施工面积（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商品房及商品住宅竣工面积（TTM，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商品房施工面积 住宅施工面积

 -

 2.0

 4.0

 6.0

 8.0

 10.0

 12.0

房屋竣工面积 住宅竣工面积



6

1. 2023年市场供需下行到什么阶段？

➢ 房地产开发投资：施工面积下行，叠加拿地不足导致土地购置费失去支撑，双方面导致地产投资压力增大
• 2023年前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10.4万亿，近12个月年化11.3万亿。其中住宅前11月投资完成额7.9万亿，近12个月年化8.5万亿。施工面

积下行与土地购置意愿降低，双方面拖累整体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整体而言，房地产开发投资水平回归至2018年左右。
➢ 地产行业拖累经济显著：地产投资增速持续探底，增速持续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形成实质拖累
• 2023年前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下滑9.4%，相较于固定资产投资整体2.9%的正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固定资产增速差达到12.3个百

分点。地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拖累边际优于2022年，但仍旧大幅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图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房地产开发投资及住宅开发投资（TTM，万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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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3年市场供需下行到什么阶段？

➢ 土地出让：投资意愿不足，供需双弱格局下，土地出让规模保持底部徘徊
• 2023年前11月，供给层面，百城宅地供应建筑面积合计5.5亿㎡，近12个月年化供给宅地建筑面积5.9亿㎡；成交层面，前11月百城宅地成交

建筑面积合计2.9亿㎡，近12个月年化成交宅地建筑面积4.3亿㎡。土地市场市供需同步回落至2009年左右水平。
➢ 房地价差：拿地意愿不足并未传递至土地市场价格，地价占房价比例仍高
• 2023年前11月，全国商品住宅平均成交均价10851.8元/㎡，宅地出让平均楼面价5677.9元/㎡。受限于整体土地市场相对刚性的土地起拍价，

需求不足带来的拿地收缩并未传导至价格，供需双弱下，房地价差隐含的土地盈利水平保持平稳。

图表：宅地平均出让均价、商品房销售均价及占比（%）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百城住宅类用地供给及成交建筑面积（TTM，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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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轮地产困境有何不同？

➢ 供给收缩前置于需求前：开工面积下行早于销售面积下行
• 相较于2008-2009、2011-2012、2014-2015三轮房地产市场周期调整，本轮地产周期下行过程中，新开工面积前置于销售面积先回落，市场

并未出现典型周期性行业下行前，市场过度投资导致的阶段性供给过剩。
➢ 供给收缩幅度大于需求：新开工面积降幅持续超出销售面积降幅
• 从调增的幅度来看，过去三轮地产市场下行过程中，新开工面积增速并未长期低于销售面积增速，体现周期自我调节的机制下，供给收缩带

来的市场企稳复苏。本轮地产周期下行中，新开工面积长期低于销售面积，供给收缩并未带来地产周期的企稳复苏。

图表：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及销售面积同比增速（TTM，%）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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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轮地产困境有何不同？

➢ 住宅库存并未过剩：绝对库存规模自2020年后连续三年下降，相对库存水平有所回升
• 截至2023年11月末，全国商品住宅累计库存合计21亿㎡，自2020年后连续三年下降。从库存的绝对规模而言，2023年11月末的住宅绝对库存

规模接近2011年19.9亿㎡；另外一方面，由于销售规模的下行，去化周期2.2年，相较于2022年末小幅提升。
➢ 过去三年深度去库：总量库存结构类似2016-2018年的地产上行周期
• 以三年的常见住宅项目的开发周期视角下，2023年11月的近三年滚动开工规模与销售规模差为6.3亿㎡，三年库存变化连续两年保持下降，整

体房地产市场实现深度去库存的特点。

图表：近三年住宅新开工面积与销售面积之差（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新建商品住宅库存规模及去化周期（亿㎡、年）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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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华东 华中 华南 华北 东北 西北 西南

2010/12 9,262                   4,698                   2,697                   8,218                   6,343                   2,224                   2,654                   
2011/12 17,452                 4,422                   3,355                   10,620                 7,717                   2,828                   3,139                   
2012/12 9,346                   4,389                   1,550                   5,205                   5,072                   4,192                   2,473                   
2013/12 8,149                   6,421                   1,737                   3,432                   2,975                   2,876                   4,532                   
2014/12 6,072                   2,769                   1,357                   3,457                   2,297                   1,501                   2,235                   
2015/12 -3,608                 -722                   -1,907                 1,593                   46                       708                     -1,865                 
2016/12 -10,027               -2,944                 -3,178                 372                     -975                   193                     -5,071                 
2017/12 -4,760                 -3,948                 -3,376                 2,195                   -1,235                 -136                   -5,431                 
2018/12 2,927                   -2,032                 822                     4,352                   -306                   749                     -1,089                 
2019/12 5,272                   -512                   1,596                   6,023                   389                     2,786                   1,766                   
2020/12 2,979                   -1,106                 -401                   6,273                   526                     2,903                   -1,725                 
2021/12 -7,128                 -2,502                 -1,559                 2,411                   1,201                   2,202                   -4,779                 
2022/12 -10,825               -7,024                 -3,648                 255                     -428                   989                     -5,815                 
2023/11 -8,527                 -4,755                 -3,619                 -605                   -858                   443                     -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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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轮地产困境有何不同？

➢ 上一轮去库存周期：2015-2017年，政策宽松叠加需求上行，市场库存快速消耗
• 去库存的情况与上一轮2015-2017年接近，相较于2015-2017年的市场上行周期中的量价齐升，本轮地产周期中，去库存更多伴随的是销量的

快速下行。
➢ 本轮去库区域分布：沿海及中部区域持续三年住宅去库存
• 从区域结构分布而言，华东、华中、华南及西南区域去库存明显。

图表：不同区域商品住宅库存（万㎡、年）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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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轮地产困境有何不同？

➢ 2008年与2014年：市场下行伴随库存累积
• 在2008年及2014年的市场下行过程中，各个省份的行业表现呈现累库区域销售下行显著，供给相对过剩区域的区域地产下行压力更大。

图表：2014年各省份住宅销售增速及库存变化销售比（%）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2008年各省份住宅销售增速及库存变化销售比（%）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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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轮地产困境有何不同？

➢ 2022年与2023年：市场下行伴随库存去化
• 本轮市场下行过程中，各个省市房地产市场呈现去库存区域市场下行更为明显。

图表：2023年10月各省份住宅销售增速及库存变化销售比（%）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2年各省份住宅销售增速及库存变化销售比（%）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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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轮地产困境有何不同？

➢ 长期趋势：预期的拐点与长周期的人口结构恶化
• 收入预期与房价预期自2017年持续回落，叠加出生率的持续降低，以及老龄化占比提升，中长期地产需求增长存在压力。

图表：老龄人口占比及人口出生率（%、‰）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收入及房价预期（%）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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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轮地产困境有何不同？

➢ 去除供给结构影响，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复苏
• 去除掉部分房企违约带来期房交付预期影响，2023年整体市场成交结构中，现房销售规模显著好于期房，二手房成交显著强于一手房。在居

民购房更加倾向于所见即所得的环境下，需求或已出现结构性的迹象。

图表：一手和二手房的销售分化（%）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现房和期房的销售分化（%）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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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四线城市是否真的那么差？

➢ 三四线城市人口虽整体流出，但分化明显
• 从人口分布来看，三四线城市2022年人口相较于2019年，增速中位数虽小于0，但增速分布范围分化巨大，部分三四线小城市甚至保持人口

正增长。从增速的边际变化来看，2015年至今，三四线城市人口增速的回落幅度相对较低。

图表：不同城市等级2015年至2022年常住人口平均年增速（%）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不同城市2022年常住人口相比2019年增速分布（%）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1.0%

-0.5%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一线 强二线 弱二线 三四线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2022



18

3. 三四线城市是否真的那么差？

➢ 一二线强而三四线弱的土地市场开始出现扭转
• 2020-2022年，在企业保持聚焦核心城市，保持高周转与规模增长的策略下，一线城市土地出让规模大幅增长。2023年，伴随弱二线及三四

线小城市的供给出清，以及一线及强二线城市出现销售放缓的迹象，2023年前11月，三四线及弱二线住宅类用地出让降幅显著好于一线及强
二线城市。

图表：2022及2023前11月宅地成交面积及增速（万㎡、%）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2017-2019、2020-2022宅地成交面积及增速（万㎡、%）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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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四线城市是否真的那么差？

➢ 部分区域三四线城市土地市场降幅领先同区域一二线城市，布局三四线典型房企中海外宏洋销售显著领先于行业
• 从区域结构而言，中部、华南及华东重点区域三四线城市宅地成交建筑面积显著优于同区域一二线城市，华南及华东区域土地成交建筑面积

同比降幅接近回正。布局三四线城市典型房企中海外宏洋集团，前11月销售规模显著领先于百强房企平均水平。

图表：百强房企、中海宏洋、中海（不含宏洋）销售面积同比（%）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3年1-11月区域土地成交面积同比（%）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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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场触底复苏需要哪些变化？

➢ 房价和库存变化关系已出现见底迹象
• 2022年，省市库存变化及房价变化呈现出降价去库存的特点，2023年前11月，大量省市在库存下降的同时，出现房价企稳的迹象。从降价去

库存到房价企稳，市场周期复苏可期。

图表：2023年前10月各省市库存变化销售比及住宅销售均价增速（%）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2年各省市库存变化销售比及住宅销售均价增速（%）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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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场触底复苏需要哪些变化？

➢ 负债端融资环境改善持续支撑行业复苏
• 在过去三年市场下行过程中，行业在库存持续下降的过程中，房价仍旧下行的本质原因在于企业负债压力下，开发商被迫采取降价抛售在手

项目，通过牺牲利润的方式保持企业现金流的平衡。在当前行业融资端政策持续优化的背景下，企业主动降价抛售库存的经营决策有望得到
持续改善。

图表：非国央企信用债发行、到期及净融资（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国央企信用债发行、到期及净融资（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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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场触底复苏需要哪些变化？

➢ 净负债规模的企稳回升将助力房企存货规模企稳
• 2018年至今，AH上市房企净负债规模持续下降，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净负债规模对应的则是资产中存货规模，在外部融资环境不稳定的背景

下，行业整体存货规模下行压力增加，对应到企业的经营行为则是降价销售，快速回收现金流。在融资环境改善对应净负债规模企稳回升的
过程中，房企主动抛售土储的经营选择将持续改善。

图表：H股上市房企存货及净负债规模增速（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A股上市房企存货及净负债规模增速（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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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房企经营行为转变的背后原因？

➢ 高周转的本质是提升房企无息债务占比。
• 融资成本无法改善下，房企通过高周转方式，通过提升无息负债规模占比提升，摊薄整体负债端融资成本，改善加杠杆对ROE的驱动效果。

图表：H股上市房企有息、无息负债规模及无息负债占比（万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A股上市房企有息、无息负债规模及无息负债占比（万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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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房企经营行为转变的背后原因？

➢ 改善企业的投资意愿仍旧需要等待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企稳回升
•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而言，受限于持续下降的ROA水平，在融资成本高于ROA的环境下，加杠杆行为并不能带来ROE的改善，从内外部的环境

，企业再投资的意愿较弱。

图表：H股上市内地房地产企业ROE及ROA（整体法、%）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A股上市房企ROE及ROA（整体法、%）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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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周转的策略是否有天花板？

➢ 周转速度再提速难度较大
• 提升现金使用效率，扩大存货规模的策略，导致了较高的存货现金比，母公司在项目公司之间的资金调拨规模在2021年后持续回落，行业整

体高周转策略已经将开发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到了较高水平，再进一步提升的难度较大。

图表：A股上市房企母公司其他应收、应付及净拆出资金（万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A股上市存货规模、货币资金及存货现金比（万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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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周转的策略是否有天花板？

➢ 周转无法再提速之下，只能通过结构性调整进一步保证整体土储流速
• 市场下行的压力下，典型房企保持了聚焦核心的土储策略，持续聚焦销售去化较好的核心华东城市，不断降低弱线城市土储，保持整体现金

流安全。
• 典型房企1在调整土储区域结构的同时，保持拿地强度，销售规模保持在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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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典型房企1销售规模、土储规模及在建规模（万㎡）

气泡大小表示区域在建项目建筑面积，2023销售规模为2023年上半年销售规模的两倍，保持横向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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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周转的策略是否有天花板？

• 典型房企2在2018-2020年大幅提升了华东区域土储规模，但2022年后，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竞争加剧，华东区域土储出现下降，保持销售规模
的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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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典型房企2销售规模、土储规模及在建规模（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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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周转的策略是否有天花板？

• 典型房企3持续缩减拿地强度，整体土储结构持续恶化，导致不同区域项目销售规模持续缩减，流动性压力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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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典型房企3销售规模、土储规模及在建规模（万㎡）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气泡大小表示区域在建项目建筑面积，2023销售规模为2023年上半年销售规模的两倍，保持横向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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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4年展望

➢ 困境的本质
• 施工高峰与销售低谷的错配本轮房地产流动性压力的本质在于房企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后，过高的施工规模带来的存货现金比，与持续恶化的

土储结构带来的销售下行的错配，母公司净拆出资金（其他应收-其他应付）缺口扩大的同时，集团信用债面临无法借新还旧的市场压力下，
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加剧。伴随施工规模下降以及政策宽松下，需求的持续复苏，本轮房地产市场流动性压力有望迎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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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房地产投资中建安相关投资规模及商品房销售额（万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商品房施工面积及销售面积（亿㎡）

资料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时间 来源 详细

2023/2/15 求是杂志 一是防范房地产业引发系统性风险。房地产对经济增长、就业、财税收入、居民财富、金融稳定都具有重大影响。要正确处理防范系统性风险
和道德风险的关系，做好风险应对各项工作，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扛起责任。要因城施策，着力改善预期，扩大有
效需求，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支持落实生育政策和人才政策，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鼓励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加大保障
性租赁住房供给，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深入研判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和城镇化格局等重大趋势
性、结构性变化，抓紧研究中长期治本之策，消除多年来“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发展模式弊端，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2023/3/15 政府工作报告 出台金融支持措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扎实推进保交楼稳民生工作。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推进长租房市场建设，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2023/4/28 政治局会议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推动建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

2023/7/24 政治局会议 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
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

2023/10/31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
合理融资需求，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2023/12/1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
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7. 2024年展望

➢ 政策的发力
• 在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改善的背景下，融资端支持扭转企业聚焦核心降低土储的主动缩表行为；部分城市陆续放松房地价限制改善企业

拿地投资进行地产开发的经营回报，叠加需求端政策不断出台扭转企业及居民预期。2024年房地产市场有望出现企稳回升。
• 在商品房回归商品属性，商品房价格回归市场化定价的过程中，房企将持续调整土储的行为，通过平衡土地盈利与销售速度，重新调整市场

供需，促进行业景气复苏。

图表：2023年重点会议对地产政策表态

资料来源：求是网、人民网、中国政府网、新华网、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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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 核心观点：
• 我们认为，2023年市场下行压力下，房地产调控政策将持续在供给及需求两端发力。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房地产调控政策同步在供需

双端发力，需求侧重点支持合理购房需求释放，供给端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持续宽松的政策环境将改善居民预期的同时
，扭转市场供需双弱的负反馈局面，驱动房地产市场企稳复苏。

➢ 投资建议：
• 当前政策对供需两端频繁释放积极信号，有助于改善行业融资环境。叠加“三大工程”建设发力，相关项目稳步落地后有望拉动楼市筑底企稳

。建议关注三条主线：

• 1）保持拿地强度的龙头房企：保利发展、招商蛇口、滨江集团、越秀地产；

• 2）低估值龙头混合所有制及民营房企：万科A、金地集团、龙湖地产；

• 3）持续加杠杆扩表的地方国企：浦东金桥。



风险提示

➢ 融资环境收紧超预期
• 房地产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融资环境超预期收紧将对房地产的增速及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冲击。融资总量的下降将导致开发商放慢拿地

、推盘、销售、施工及竣工的经营速度，导致总体的增速下行。

➢ 房地产销售政策变化
• 房地产销售政策中，包括预售资金监管、预售要求等，对于开发商现金流周转效率影响显著。

➢ 地产调控政策变化
• 报告主要假设建立在调控政策稳定的前提下，由于需求端变动受到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显著，政策变化将影响去化率假设，导致企业规模增

长的确定性下降。

➢ 引用数据滞后或不及时
• 报告引用的公开数据可能存在信息滞后或更新不及时，存在引用数据滞后导致对预测结果及分析结论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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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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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评级

买入 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20%以上

持有 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10%与20%之间

中性 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10%与10%之间

回避 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20%与-10%之间

卖出 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2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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