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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房地产行业 2024 中期策略：破困局，谋变局  
 

策略：困境反转、政策博弈“双线并行” 

2024 年上半年，行业未摆脱周期惯性下行，供需关系重构对居民资产、企业生产、
经济发展等多维度连锁影响持续，政策端采用靠前发力方式，通过限制性政策宽松
激发增量需求，主动式去库存加速供需调节，我们判断目标指向“稳定价格、改善
预期、平滑周期”。伴随二十届三中全会指明下阶段行业发展方向，即“既防风险、
又促发展”，为加速新模式构建留下充足政策优化及改革空间。2024 年下半年，基
本面基数效应渐退，新房、二手房销售降幅有望进一步收窄，市场预期或逐步趋稳，
发生二次下滑概率较低。从交易策略角度看，我们认为“困境反转”和“政策博弈”
逻辑双线并存，有以下几条投资主线值得关注： 

方向一，龙头国央企继续享有集中度优势，于核心城市货源充足、把握机遇能力强，
同时其资金优势有望助力其继续扩储、扩大份额优势；部分区域型企业在基本面健
康度高的城市具备市占率优势。重点推荐：中国海外发展、招商蛇口、保利发展，
建议关注：越秀地产、滨江集团、绿城中国、城建发展等。方向二，供给侧“防风
险”基调下，政策对于未出险优质非国央企或延续“呵护”思路，给予融资支持协
助其跨越周期，部分房企信用修复预期或稳步修复。重点推荐：龙湖集团、万科 A、
新城控股、金地集团等。方向三，母公司交付增量下滑对第三方拓展影响显现，龙
头央企关联物企成长路径明确，规模有望保持良好增速，部分房企发展策略转向提
升存量运营、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长期同样具备赛道突围潜力。重点推荐：保利
物业、招商积余，建议关注：华润万象生活、中海物业、万物云等。 

全国：销售端强现实，价格端弱预期 

2024 上半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9.0%。从单月趋势看，24 年前
两月基本面超跌，3 月小阳春销售面积同比增速改善，二季度同比降幅持续收窄，6
月增速呈现出区别于 2023 年同期的逆势提升走势，主要或得益于“517”新政推
动需求集中释放。我们认为 24 年下半年累计增速或呈继续改善趋势，主要因：1）
基数效应明显，23 年销售前高后低；2）24 年前两月基本面深度调整，短期发生大
幅度二次下滑概率较低；3）“517 新政”后市场信心趋稳、跌价预期有所改善。但
市场对价格整体预期仍然偏弱。我们预计 2024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或为 9.40 亿
平，同比降幅较年中收窄至 15.9%，新开工面积 7.15 亿平，同比下滑 25%，竣工
面积 7.99 亿平，同比下滑 20%；房地产开发投资 9.99 万亿元，同比下滑 9.9%；
新建住宅、二手房合计成交面积 13.4 亿平，同比下降 11.8%。 

城市：系统性价格困局，结构性弹性差异 

2024 上半年，62 城新房累计成交面积同比-33.3%，一线、二线、三线及以下城
市分别同比-28.6%、-34.3%、-36.1%；16 城二手房成交面积同比-6.9%，一
线、二线城分别同比-5.1%、-11.5%，表现优于新房，主要因比价效应下二手房
对新房形成分流。展望下半年，我们预计高能级城市有望延续良好热度，受 23 年
三季度基数较低影响，同比降幅或进一步收窄并可能回正。狭义库存及库销比低，
市场健康度高的城市基本面存在潜在分化可能。短期二手市场“以价换量”、“各地
房贷利率中枢下限”等格局仍将延续，热度有望保持。2024 年 6 月，一线城市平
均租金回报率约 1.66%，较 2023 年有所回升但仍处历史低位，距离 10 年期国债
收益率差值仍有 0.62pct，底线思维下房价下行空间仍存。展望短期价格趋势，下
半年全国二手房价格或仍保持回落趋势，但得益于 5 月政策催化二手成交持续放量、
叠加基数效应渐退或增强市场对于基本面的信心，价格降幅或有望收窄。 

房企：局部竞争激烈，总量缩表加速 

2024 上半年，受益于政策端积极发力刺激需求，房企业绩下滑逐月趋缓，但行业
未改探底走势，多数房企仍面临较大的回款压力。2024 上半年，克而瑞百强房企
累计操盘金额 18518 亿元，同比-40%；百强中央企、地方国企、非国央企销售金
额分别同比-31.9%、-42.2%、-50.1%，企业资产差异仍较显著。展望下半年，
中性假设下至年末百强操盘金额累计同比增速或能收窄至-31%。2024 年上半年，
TOP100 企业新增权益货值 8898 亿元，同比-28%。房企对优势地区优质地块竞
争激烈，性价比不高的地块拿地极为谨慎，城投托底比维持较高比例。主流头部房
企 2024 上半年新增货值同比降幅在 30%-70%区间，短期房企或延续依据市场销
售表现动态调节新增货量，不至于陷入“无货可推”境地，但不排除价格压力下，
投资总量收缩使新房有效供给受到约束，制约需求释放的同时或造成房企规模压力；
若销售量价降幅展现持续收窄趋势，投资端边际上行空间同样良好。 

风险提示：行业信用风险蔓延；行业销售下行超预期；因城施策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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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策略：困境反转、政策博弈“双线并行” 

2024 年上半年，行业未摆脱周期惯性下行，供需关系重构对居民资产、企业生产、经济

发展等多维度连锁影响持续。政策端采用靠前发力方式，通过限制性政策宽松激发增量需

求，主动式去库存加速供需调节，我们判断目标指向“稳定价格、改善预期、平滑周期”。 

伴随二十届三中全会指明下阶段行业发展方向，即“既防风险、又促发展”，为加速新模

式构建留有相对充足政策优化及改革空间。2024年下半年，基本面基数效应渐退，新房、

二手房销售降幅有望进一步收窄，市场预期或逐步趋稳，二次下滑概率较低。交易策略角

度，我们认为“困境反转”和“政策博弈”逻辑双线并存，有以下几条投资主线值得关注： 

方向一，龙头国央企继续享有集中度优势，于核心城市货源充足、把握机遇能力强，同时

其资金优势有望助力其继续扩储、扩大份额优势；部分区域型企业在基本面健康度高的城

市具备市占率优势。重点推荐：中国海外发展、招商蛇口、保利发展，建议关注：越秀地

产、滨江集团、绿城中国、城建发展等。 

方向二，供给侧“防风险”基调下，政策对于未出险优质非国央企或延续“呵护”思路，

给予融资支持协助其跨越周期，部分房企信用修复预期或稳步修复。重点推荐：龙湖集团、

万科 A、新城控股、金地集团等。 

方向三，母公司交付增量下滑对第三方拓展影响显现，龙头央企关联物企成长路径明确，

规模有望保持良好增速，部分房企发展策略转向提升存量运营、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长
期同样具备赛道突围潜力。重点推荐：保利物业、招商积余，建议关注：华润万象生活、

中海物业、万物云等。 

 

表 1：A 股重点标的估值与盈利预测 

 

盈利预测结果为 Wind一致预期，数据统计时间截止 2024 年 8 月 16 日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2：H 股重点标的估值与盈利预测 

 

盈利预测结果为 Wind一致预期，数据统计时间截止 2024 年 8 月 16 日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最新日股价 最新日市值

（元） （亿元） 2021A 2022A 2023A 2024E 2020A 2021A 2022A 2023A 2024E 2021A 2022A 2023A 2024E

A股

000002.SZ 万科A 6.80 811 -1.6% -35.0% 1.9 1.9 1.7 0.5 8.2 6.0 9.2 3.9 12.4 -45.7% 0.4% -9.2% -68.1%

600048.SH 保利发展 8.18 979 -0.4% -13.2% 2.3 1.5 1.7 1.1 6.7 6.4 6.7 4.9 7.7 -5.4% -33.0% 9.4% -36.3%

001979.SZ 招商蛇口 8.85 802 -0.1% -3.8% 1.1 0.5 0.7 0.9 8.0 6.4 14.0 12.3 10.1 -15.3% -58.9% 53.1% 21.4%

601155.SH 新城控股 9.36 211 -3.3% -18.0% 5.6 0.6 1.7 0.5 5.8 4.0 4.6 5.4 19.3 -17.4% -88.9% 181.7% -72.2%

600383.SH 金地集团 3.49 158 -3.9% -19.5% 2.1 1.4 1.1 0.3 6.3 6.7 4.9 3.3 12.2 -9.5% -35.1% -20.9% -73.3%

600325.SH 华发股份 5.87 162 -2.5% -13.9% 1.2 0.9 1.0 0.7 4.7 4.0 5.9 5.8 8.1 10.1% -19.3% 7.5% -27.8%

002244.SZ 滨江集团 8.15 254 0.2% 13.3% 1.0 1.2 1.4 1.0 8.6 5.2 7.3 5.9 8.5 30.1% 23.6% 14.0% -30.1%

001914.SZ 招商积余 8.98 95 -2.1% -24.9% 0.5 0.6 0.7 0.8 48.0 43.8 27.0 12.4 10.8 17.9% 15.7% 29.7% 14.2%

600266.SH 城建发展 4.25 92 -1.8% -9.9% 0.3 -0.4 0.4 0.5 10.1 10.8 -15.0 9.7 9.1 -48.0% -244.4% -201.5% 6.9%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月初至今

涨跌幅

年初至今

涨跌幅
EPS（元） PE（TTM） 业绩增速

最新日股价 最新日市值

（港元） （亿港元） 2021A 2022A 2023A 2024E 2020A 2021A 2022A 2023A 2024E 2021A 2022A 2023A 2024E

港股

0688.HK 中国海外发展 12.66 1,386 -0.2% -5.0% 3.7 2.1 2.3 2.5 4.1 3.8 5.3 5.4 5.1 -8.5% -42.1% 10.1% 5.5%

0960.HK 龙湖集团 9.01 610 -1.2% -26.2% 3.5 3.6 1.9 1.9 13.7 8.8 5.5 4.7 4.7 19.3% 2.1% -47.3% 0.6%

1109.HK 华润置地 22.50 1,604 -0.4% -15.6% 4.5 3.9 4.4 4.5 7.6 6.2 7.3 5.1 5.0 8.7% -13.3% 11.7% 1.4%

0123.HK 越秀地产 4.38 176 1.2% -29.1% 0.9 1.0 0.8 0.9 6.1 3.9 8.4 5.5 5.0 -15.5% 10.2% -19.4% 9.7%

1908.HK 建发国际集团 12.72 257 -1.7% -17.6% 1.7 2.4 2.5 2.5 8.2 7.6 9.2 5.1 5.1 51.5% 40.3% 2.0% -0.6%

3900.HK 绿城中国 5.97 151 0.0% -19.7% 1.8 1.1 1.2 1.4 21.9 9.3 7.8 4.8 4.2 17.7% -38.3% 13.1% 16.1%

9979.HK 绿城管理控股 4.46 90 -0.9% -7.6% 0.3 0.4 0.5 0.6 19.7 15.1 15.7 9.2 7.2 28.7% 31.7% 30.8% 27.1%

6049.HK 保利物业 26.90 149 0.2% -3.4% 1.5 2.0 2.5 2.9 53.6 36.9 22.2 10.8 9.3 25.6% 31.6% 24.0% 15.8%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月初至今

涨跌幅

年初至今

涨跌幅
EPS（港元） PE（TTM） 业绩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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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国：销售端强现实，价格端弱预期 

2.1. 销售：预计 2024 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下滑 16% 

2024 年上半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4791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9.0%。从单月同比增速
趋势看，24 年前 2 月基本面超跌，3 月小阳春销售面积同比增速改善，二季度同比降幅持

续收窄，6 月增速呈现出区别于 2023 年同期的逆势提升走势，主要或得益于“517”新政

推动需求集中释放。 

 

图 1：2024 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值及同比  图 2：2024 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单月值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回顾 2014 年以来全年较年中销售数据变化，2014-2020 年（上行周期）上半年成交面积

占全年比重均在 39%-45%区间，2021-2023 年（下行周期）上半年成交面积占全年比重均

在 49%-53%区间。 

历史经验反映，过去 10 年中有 7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增速于下半年走弱。但我们认为，

24年下半年累计增速或呈继续改善趋势，主要因：1）基数效应明显，23年销售前高后低；

2）24年前 2月基本面深度调整，短期发生大幅度二次下滑概率较低；3）“517新政”后

市场信心趋稳、跌价预期有所改善。 

考虑目前行业尚未走出下行周期且 24上半年具备较强政策推动，我们认为 24上半年仍将

延续成交占比过半趋势，基于在此假设，我们预计全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或达 9.40 亿

平，全年同比降幅收窄至 15.9%（见图 4）。 

 

图 3：过去 10 年中有 7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增速于下半年走弱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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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4-2024 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占全年比重 

年份 

上半年 全年 
上半年销

售面积占

全年比例 

年末较年

中累计同

比变化

（pct） 

累计销售面积

（万方） 

累计同比 

（%） 

累计销售面积

（万方） 

累计同比

（%） 

2014 48365  -6.0  120649  -7.6  40% -1.6  

2015 50264  3.9  128495  6.5  39% 2.6  

2016 64302  27.9  157349  22.5  41% -5.4  

2017 74662  16.1  169408  7.7  44% -8.4  

2018 77143  3.3  171654  1.3  45% -2.0  

2019 75786  -1.8  171558  -0.1  44% 1.7  

2020 69404  -8.4  176086  2.6  39% 11.0  

2021 88635  27.7  179433  1.9  49% -25.8  

2022 68923  -22.2  135837  -24.3  51% -2.1  

2023 59515  -5.3  111735  -8.5  53% -3.2  

2024(E) 47916 -19.0 93953(E) -15.9(E) 51%(E) 3.1 (E)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投资&开竣工：预计 2024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 9.9% 

1）开发投资：2024 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52529 亿元，同比下降 10.1%；从单
月同比看，未显现出类似新房销售的明显修复，反映房企对后市需求或仍存担忧，我们预

计投资端下半年仍具下行风险。 

2）新开工：2024 年上半年，房屋新开工面积 3802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3.7%；从单月

同比看，开工增速逐月小幅修复，我们预计下半年开工端或维持低位平稳趋势，同时发生

二次下滑概率较低。 

3）竣工：2024 年上半年，房屋竣工面积 26519 万平方米，下降 21.8%；从单月同比看，

竣工同比较 23 年下滑较大，主要因 21-22 年开工规模缩减影响，我们预计下半年竣工端

或随销售表现有所波动，但累计降幅或具收窄可能。 

 

图 5：2024 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单月值及同比  图 6：2024 年上半年新开工面积单月值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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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24 年上半年竣工面积单月值及同比  图 8：2024 年上半年施工面积累计值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基于 2024 上半年统计局销售面积、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19%、-24%、

-22%。我们预测 2024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下滑 16%（上文已有测算），新开工面积下

滑 25%，保交楼、白名单等政策推动使竣工端具备相对韧性，但竣工 21 年以来受新开工减
少影响预计下滑 20%。通过在建面积=上年施工面积-竣工面积+新开工面积，和历史施工

强度数据推算 24 年的施工投资金额，结合土地购置费预测：中性假设情形下，我们预计

24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预测值将为 9.99万亿元，同比增速为-9.9%。 

 
图 9：2024 年房地产行业主要指标预测 

指标 2021A 2022A 2023A 2024E-乐观 2024E-中性 2024E-悲观 

销售面积（万方） 179433  135837  111735  100562  93969  87153  

YOY 2% -24% -9% -10% -16% -22% 

新开工面积（万方） 198895  120587  95376  76300  71532  66763  

YOY -11% -39% -20% -20% -25% -30% 

土地购置费（亿元） 43505  41030  38617  36686  35914  35141  

YOY -2% -6% -6% -5.0% -7.0% -9.0% 

竣工面积（万方） 101412  86222  99831  84856  79865  74873  

YOY 11% -15% 17% -15% -20% -25% 

施工面积（万方） 975387  904999  838364  829808  830031  830254  

YOY 5.2% -7.2% -7.2% -8.3% -8.3% -8.3% 

施工强度（万元/方） 0.098  0.094  0.079  0.074  0.071  0.068  

建筑工程投资（亿元） 88910  79311  61621  - - - 

YOY 9% -11% -22% - - - 

安装工程投资（亿元） 5336  4610  3865  - - - 

YOY -9% -14% -16% - - - 

设备工程器具购置（亿元） 1331  1182  987  - - - 

YOY -8% -11% -17% - - - 

其他费用（亿元） 52025  47792  44440  - - - 

YOY 0% -8% -7% - - - 

施工投资(亿元) 95577  85103  66473  61406  58932  56457  

YOY 7.2% -11.0% -21.9% -27.8% -30.8% -33.7% 

房地产开发投资主要项（亿元） 139082  126133  105090  98092  94846  91599  

YOY 4.1% -9.3% -16.7% -6.7% -9.7% -12.8% 

房地产开发投资主要项占比 94% 95% 95% 95% 95% 95%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147602  132895  110913  103527  99931  96509  

YOY 4.4% -10.0% -9.6% -6.7% -9.9% -13.0% 

房地产业开发投资金额变动（亿元） 6159  -14707  -21983  -7386  -10982  -14403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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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销售中枢：预计 2024 全年新房&二手合计销售面积同比下滑 11.8% 

2023 年中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 9.5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8.2%；全国二手房市场成交

面积约 5.7 亿平方米，同比上升 44%，新房、二手房合计销售面积 15.2 亿平，合计同比下
降 1.5%，二手房成交占比升至 38%。按照前文预测，假设 2024 年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8.0 亿平方米，同比-16%；假设二手房成交面积 5.4 亿平，同比-5%，则新房、二手房合计

销售面积 13.4 亿平，则两者合计同比下降 11.8%。 

展望 2025 年，我们认为不排除新房销售中枢或进一步下移，主要因：1）二手房跌价影响
或持续，短期新房价格难以快速匹配，分流新房需求；2）2024 年土地投资迅速减少，各

地优先核心区供应，减少外围供应，整体性土地供给缩量影响新房销售。 

 

图 10：全国新房和二手房销售面积合计值及同比  图 11：全国二手房销售面积成交占新房二手房合计值比重 

 

 

 
资料来源：Wind，贝壳研究院，21 世纪经济报道公众号等，天风证券研究

所 

 资料来源：Wind，贝壳研究院，21 世纪经济报道公众号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3. 城市：系统性价格困局，结构性弹性差异 

3.1. 新房：上半年“前低后高”，下半年或是“前高后低” 

2024 上半年，62 城新房累计成交面积 7417 万平，同比-33.27%。其中，一线、二线、三
线及以下城市分别同比-28.62%、-34.34%、-36.14%。高能级城市韧性更好，但能级间增速

差距不大，延续整体性下滑特征。 

从滚动 12周同比增速看，62 城新房成交面积同比自 24 年第 17 周（4 月 20 日-26 日）触

底，后呈现持续修复趋势。从修复程度看，三线城市同比修复最多、一二线相仿、四线及

以下城市最少。 

分城市看，年初至今（截至 24 年 7 月 12 日）成交面积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成都、上

海、武汉、青岛、佛山、北京、济南、广州、温州、杭州，以核心一二线省会及东南沿海

城市为主。分能级看，重点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杭州、佛山等上半年新房成交面积
累计同比增速处-20%至-30%区间，深圳、苏州、成都、武汉、福州等累计同比增速处-30%

至-40%区间，青岛、宁波、无锡、南宁、南京等累计同比增速低于-40%。 

展望下半年，我们预计高能级城市有望延续良好热度，受 23 年三季度基数较低影响，同

比降幅或进一步收窄并可能回正，狭义库存及库销比低，市场健康度高的城市基本面存在

潜在分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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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24 上半年 62 城新房周度成交面积  图 13：2024 年上半年 62 城新房周度成交面积-分能级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4：2024 年上半年 62 城新房周度成交面积同比-分能级  图 15：2024 年初至今成交面积 TOP10 城市（截至 24.7.12）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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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新房成交同比热力图（单位：%）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3.2. 二手房：“以价换量”分流或持续 

2024 上半年，16 城二手房成交面积 4449 万方，同比-6.9%，其中一线 2 城、二线 13 城分

别同比-5.1%、-11.5%，表现显著优于新房市场，我们认为主要原因仍是价格未走出下行周

期，比价效应下二手房对新房形成分流。从单月同比增速看，增速于 2 月触底，至 6 月已
实现回正，收窄幅度高于新房，季节性放量及政策刺激下，二手房反映出更为真实的需求

弹性。 

分城市来看，2024 上半年，二手房成交热度较高（累计同比正增长）的城市包括深圳、杭

州、青岛、南宁等，热度良好（累计同比降幅低于 2 成）的城市包括北京、苏州、成都、

厦门、佛山等。 

展望下半年，我们认为二手房市场热度有望延续。较低基数下三季度单月同比增速有望继

续改善，四季度同比或存在调整压力（23年 831刺激后基数回升），但同时年内降息预期

仍存，若极端情形下，基本面发生二次下滑，需求端政策或维持较强力度。故我们判断，

短期“以价换量”、“各地房贷利率中枢下限”等格局仍将延续，二手房热度有望保持。 

 

 

 

24/06 24/05 24/04 24/03 24/02 24/01 23/12 23/11 23/10 23/09 23/08 23/07 23/06 23/05 23/04 23/03 23/02 23/01 22/12 22/11 22/10 22/09 22/08

全部城市 -22 -31 -35 -43 -59 3 -10 -11 -9 -25 -24 -28 -30 11 19 36 26 -39 -32 -31 -23 -12 -19

一线城市 -17 -28 -29 -40 -60 6 6 6 -8 -29 -30 -9 -11 69 108 72 11 -31 -29 -30 -12 13 -12

二线城市 -22 -32 -37 -44 -59 2 -13 -14 -4 -19 -16 -27 -33 11 10 41 43 -38 -29 -26 -21 -15 -18

三线及以下 -29 -23 -40 -46 -60 0 -21 -31 -46 -56 -58 -59 -39 -39 -18 -21 -18 -60 -55 -51 -45 -33 -37

 

北京 -20 -32 -41 -41 -55 88 36 0 -25 -22 -24 22 -8 34 21 40 68 -29 -27 -35 11 5 -14

上海 -19 -26 -23 -28 -69 -27 9 -30 4 -32 -32 -18 -1 361 1231 104 -2 -23 -20 8 -28 30 0

广州 -3 -26 -27 -46 -49 10 -1 211 4 -16 -32 -16 -34 4 124 80 4 -45 -50 -74 -15 -12 -11

深圳 -34 -28 -21 -59 -60 -8 -40 0 -15 -54 -30 -12 19 28 -19 62 -6 -46 -2 -35 6 31 -43

                       

杭州 15 -34 -47 -23 -69 -19 31 3 5 -1 21 -11 -11 17 34 48 45 -48 -42 -40 -11 -19 -16

南京 -78 -50 -42 -72 -76 -50 3 -23 17 -28 -33 -34 -31 -5 6 47 -28 -59 -44 -13 -33 -16 36

青岛 -58 -42 -22 -46 -60 56 -4 -23 -11 -22 -5 -30 -56 1 6 64 87 -42 -1 -9 -11 41 -9

苏州 -23 -35 -49 -32 -60 -12 -38 -18 -34 -68 -26 -38 -70 4 25 2 0 -49 0 -26 5 41 -13

福州 -24 -83 118 206 -85 -32 29 -11 36 -25 -63 -82 -32 110 -89 -79 -56 -59 -76 -69 -82 -77 -81

无锡 44 -43 -59 -47 -68 -24 -10 -54 -18 -2 -31 8 -51 -56 79 41 35 -39 -26 -3 -37 -40 -57

济南 -16 7 -21 -7 -67 31 -21 -27 -30 32 -30 -36 -29 -10 -4 38 82 -21 -36 -25 10 -25 -30

温州 -3 22 -21 -32 9 -48 -12 16 -8 -69 28 -43 -30 9 51 117 75 116 -8 -70 -51 88 -36

宁波 -13 -13 -54 -58 -75 39 -13 -32 -56 -57 -60 -57 -23 35 31 31 20 -33 22 -25 -38 -20 -29

扬州 -9 -12 -3 -51 -56 33 -48 -55 -41 -39 -38 -50 27 42 23 47 52 -34 12 31 -5 13 47969

金华 67 -54 58 -12 2 106 61 135 69 -41 0 -14 -57 83 -18 28 13 15 -61

泉州 19 -51 364 -41 1459 -64 32 96 386 3059 8562 -37 -21 -93 58 -93 910 148 -22 -48 -96

绍兴 -91 -69 -40 -83 -87 32 -47 -15 -45 -91 -69 23 -11 -76 -79 -64 -71 -91 -84 -88 -82 -10 0

南宁 -4 -56 -64 -48 -67 -49 59 10 -4 -63 -23 0 -37 3 -33 53 51 -3 17 -55 -30 12 -38

东莞 0 -56 -44 -53 -60 17 -16 -39 -19 -11 -55 416 139 -35 46 23

惠州 -17 5 21 -45 -82 -6 -19 -22 -23 -63 -24 -24 -16 -3 63 178 239 -17 -15 74 20 22 52

佛山 5 -3 -24 -53 -65 36 -34 -31 -23 -7 -10 -25 -35 -22 10 16 79 -65 -24 -20 -23 -14 -3

武汉 22 -51 -38 -57 -69 15 -17 -6 55 -18 -25 -45 -48 29 -15 41 95 -41 -29 -57 -36 -39 -9

成都 -30 -25 -41 -39 -52 11 -22 -7 17 66 -12 -14 14 23 26 9 12 -45 -53 -8 -19 -68 -28

莆田 0 -30 -37 -71 -54 -12 -53 -61 -61 -56 -24 -23 -55 -44 4 2 -31 -51 -14 -47 -25 3 -65

泰安 -66 -51 -87 -24 -56 38 -49 -15 -44 -60 -67 -60 -10 -22 253 111 36 -36 40 -13 -9 -40 -26

芜湖 -21 -20 1 -54 -42 -22 59 21 14 -12 -45 -44 -33 -26 -10 -48 -25 -52 -45 -49 -58 -58 -56

舟山 26 -35 -44 -57 -60 117 -59 -47 -64 -55 -71 -65 -25 -40 -35 9 61 -76 -36 15 42 41 7

柳州 41 -26 -23 -55 -51 5 -47 -51 -61 -70 -71 -79 -71 -31 -21 4 -5 -66 -16 -48 -44 -29 -31

江门 -16 -32 -35 -44 -66 47 -38 27 -18 54 10 -28 -35 16 2 45 110 -28 49 24 102 53 35

江阴 -30 -39 -64 -56 -69 -30 -55 -51 -42 -40 -31 -60 -28 98 61 98 54 -23 14 180 -9

池州 -31 -29 -79 -46 -57 -17 40 127 -34 -38 -7 -7 -22 10 231 49 71 -53 -73 3 12 10 -39

海门 -3 -75 -87 -70 -61 -30 -43 25 4 -24 -55 -65 -21 187 347 242 75 23 35 -27 -79 -36 236

宿州 24 -81 -88 9 -50 -55 -39 133 -15 -40 18 34 -42 30 10 -20 -4 -40 33 -91 -69 -72 -60

吉安 0 -53 -48 -87 -84 -65 -84 -18 -77 39 46 -78 -1 -20 -18 36 -5 -12 550 -41 4 -83 -29

韶关 -59 -8 -40 -31 -58 -54 -53 -24 -34 -58 -38 -2 42 -38 -57 -29 24 -17 181 -37 -43 -28 -10

云浮 -76 66 80 -90 -48 6 -92 -79 -80 239 12 -61 609 60 -37 14 -2 466 -83 12

荆门 140 -43 -13 -27 -58 106 40 -62 -69 -6 -8 106 -94 62 113 -34 430 -87 -25 -25 74 42 1260

宝鸡 -17 -2 1 3 -44 21 4880 485 -4 -16 -40 -36 -48 -24 -14 52 -24 -58 -99 -87 -42 -4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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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24 上半年 16 城二手房周度成交面积  图 18：2024 上半年 16 城二手房周度成交面积同比-分能级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9：二手房成交同比热力图（单位：%）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3.3. 库存：库销比差异下的前景分化 

从可售库存看，截至2024年5月，克而瑞80城商品住宅可售库存达4.84亿平，同比-0.56%，

库存规模维持较高水平。分能级来看，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平均库存同比+16.41%、-1.25%、

-2.86%，一线城市库存累积速度较快。 

从去化周期看，截至 2024 年 5 月，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平均去化周期分别为 23.13、25.04、

34.86 个月，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 10.51、9.96、14.44 个月，一、二线去化速度下滑程度
好于三线城市。2024 年 5 月，中央住房信贷新政后，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平均去化周期

分别环比下降 3.00、-5.89、-5.31 个月。  

我们认为，除市场未摆脱下行预期影响外，二手房分流新房造成的需求内循环是去化周期

显著提升的原因。去化速度同样大幅放缓背景下，一线城市平均库存显著提升，主要或因：
与二、三线城市相比，一线城市供给侧未及时进行主动缩量，故在市场遇冷时无法及时匹

配需求端降幅造成“累库存”。展望下半年，我们预计“517收储新政”叠加 24年土地市

场供给缩量，或驱动去化周期稳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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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6 24/05 24/04 24/03 24/02 24/01 23/12 23/11 23/10 23/09 23/08 23/07 23/06 23/05 23/04 23/03 23/02 23/01

全部城市 6 -2 -5 -29 -46 75 39 27 30 10 -1 -10 6 51 49 79 113 -20

一线城市 18 9 2 -29 -52 60 39 25 5 3 -13 -12 19 44 8 42 91 -29

二线城市 -1 -9 -11 -32 -47 72 34 27 38 13 4 -7 4 55 65 95 123 -18

0

北京 16 0 -7 -35 -57 48 42 16 -5 -2 -20 -14 12 48 0 28 81 -29

深圳 25 44 39 5 -24 118 30 64 64 46 25 -6 47 28 61 237 166 -24

 

杭州 118 11 -1 -19 -69 241 33 95 138 50 34 -34 -45 61 101 97 215 -66

南京 -70 -20 -14 -35 -40 14 39 21 29 -2 -13 -15 7 57 89 122 89 14

青岛 29 11 16 -25 -54 109 38 36 32 14 -5 -15 -21 38 51 159 127 -23

苏州 -2 1 -11 -35 -30 61 45 -5 10 -40 -22 -26 -10 82 133 46 164 -28

厦门 17 -16 -24 -41 -48 78 -1 -5 -22 -6 -18 -43 -18 -22 -47 14 25 -43

扬州 15 -43 -9 -11 -54 51 -39 -15 77 44 57 -25 14 164 132 307 320 35

金华 -27 -60 -13 -79 -73 167 0 -29 30 45 21 -29 -7 24 15 102 41 -84

南宁 42 -3 15 -14 -32 52 29 16 41 14 48 75 3 72 79 135 185 3

东莞 -18 -39 -39 -47 -58 57 19 15 -9 -21 4 195 1349 59 56 295 266 31

佛山 -12 -10 -21 -29 -40 83 52 30 51 -19 21 6 17 48 60 78 73 -14

成都 3 -9 -11 -30 -49 80 36 43 54 111 12 -2 10 72 98 99 146 -2

 

江门 -11 -4 -6 -41 -45 44 70 50 22 43 2 12 19 38 18 61 1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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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平均库存  图 21：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平均去化周期 

 

 

 
资料来源：克而瑞，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克而瑞，天风证券研究所 

 

从库销比看，截至 2024 年 5 月，重点一二线城市中，库销比较低、城市基本面健康程度

较高（库销比低于 15 个月）的城市分别有：上海、杭州、南昌、贵阳、西安、合肥，我

们认为上述城市短期有望维持良好成交热度，同时价格韧性更强。从库销比变化看，截至
2024 年 5 月，55 个重点一二线城市中仅青岛、兰州、大连、沈阳、济南库销比较 2023 年

末下降，上述城市多为非热点城市，或主要受供给减少影响。而基本面健康度较高城市的

平均库销比提升幅度则明显低于其他城市，23年末至 24年 5月提升约在 1-4个月左右。 

 

图 22：重点城市库销比热力图（单位：%） 

 

注：此处库销比=可售库存/过去三个月新房平均成交面积 

资料来源：克而瑞，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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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级 城市 2023-09 2023-10 2023-11 2023-12 2024-01 2024-02 2024-03 2024-04 2024-05 较2023年末

上海 9.3 9.6 10.4 11.2 12.1 15.7 16.5 15.7 13.2 2.0

北京 23.9 23.5 23.7 23.7 20.7 23.9 29.6 41.6 34.4 10.8

广州 24.0 20.6 19.8 19.2 21.8 26.5 29.0 27.2 27.2 8.0

深圳 20.2 21.5 20.7 19.1 20.0 25.5 27.6 25.7 20.9 1.8

杭州 8.7 8.3 8.3 6.7 7.4 9.7 13.0 12.6 9.9 3.2

重庆 21.7 16.5 17.0 16.8 21.2 21.6 20.6 21.9 18.9 2.2

天津 21.3 17.2 16.3 16.9 21.1 24.8 22.7 21.4 17.7 0.8

武汉 31.0 21.0 21.8 17.2 24.4 28.1 42.5 39.9 29.8 12.7

成都 19.8 18.6 15.7 15.0 16.1 21.0 23.4 23.5 19.5 4.5

南宁 30.5 24.0 20.9 17.7 21.4 28.4 41.0 42.2 33.3 15.7

南京 29.2 28.2 25.2 22.0 26.1 36.4 52.8 43.1 32.9 10.9

青岛 17.9 19.2 20.5 23.2 23.8 27.5 31.1 29.8 23.0 -0.2 

长沙 25.4 22.1 21.7 19.8 26.6 35.1 45.3 43.7 30.5 10.7

兰州 24.2 24.7 28.9 34.1 35.5 45.4 32.1 31.1 27.0 -7.1 

呼和浩特 41.9 44.3 52.6 50.8 55.2 72.2 77.3 72.6 51.3 0.5

宁波 24.2 24.7 17.4 14.7 14.7 21.6 22.6 23.0 17.9 3.2

大连 74.0 73.2 58.6 48.6 45.0 68.6 81.9 45.0 42.0 -6.5 

郑州 28.9 27.5 25.3 21.4 22.3 28.0 37.6 41.8 31.9 10.5

沈阳 40.4 38.1 40.7 44.8 44.9 53.7 39.6 44.2 39.7 -5.1 

厦门 34.6 33.1 26.0 18.9 21.6 30.9 46.9 44.1 34.4 15.5

济南 15.3 14.8 16.9 16.2 17.4 19.7 18.1 18.4 12.5 -3.7 

昆明 26.5 25.5 26.2 24.7 25.8 30.7 34.2 35.1 27.0 2.4

南昌 11.8 12.1 10.2 7.4 8.9 12.1 15.0 13.3 11.4 4.0

贵阳 7.2 6.4 5.9 5.5 5.8 7.2 7.3 7.3 6.6 1.1

太原 133.6 129.0 129.8 124.2 135.4 164.9 188.4 201.7 176.9 52.7

西安 12.8 9.8 11.0 9.4 15.4 18.8 17.7 16.8 14.6 5.2

哈尔滨 69.0 66.8 75.2 71.8 106.0 117.2 129.3 103.0 78.8 7.0

合肥 10.3 9.7 10.5 9.9 11.8 14.3 17.3 15.2 12.0 2.1

福州 36.9 33.0 30.0 27.7 31.5 39.4 47.2 41.5 34.8 7.2

长春 26.9 24.9 24.6 23.4 28.4 46.4 39.8 30.6 25.4 2.0

石家庄 25.7 25.4 26.7 26.8 30.0 36.8 42.8 46.7 41.4 14.6

一线

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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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房价：短期下行趋势或仍难结束 

2024 上半年，新房、二手房价格持续阴跌成为基本面企稳复苏的主要拖累原因。区别于

2023 年上半年小阳春的量价齐升，2024 上半年 70 城房价仅于 3 月、6 月出现环比降幅
收窄迹象，较弱市场信心下二手市场“以价换量”趋势加速，各地高频次的限制性政策宽

松难阻价格下跌趋势。 

从新房价格看，5 月新政后价格环比小幅收窄，但同比降幅仍在扩大。24 年 6 月，全国、

一线、二线、三线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分别环比-0.7%、-0.5%、-0.7%、-0.6%，分别单月
同比-4.9%、-3.7%、-4.5%、-5.4%。分城市看，上海、西安、吉林、三亚实现环比正增长，

上海、西安实现单月同比正增长。 

从二手价格看，5 月新政后，一线价格新修复明显，二、三线城市修复程度弱于新房，或

1）成交量 24 年 6 月，全国、一线、二线、三线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分别环比-0.9%、-0.4%、
-0.9%、-0.9%，分别单月同比-7.9%、-9.0%、-7.9%、-7.7%。分城市看，北京、上海、南京、

杭州实现环比正增长，无城市单月同比正增长。 

观察更接近市场真实价格的二手房价格指数，可以发现，库销比水平较低的城市其价格同

比降幅同样较低，如上海、杭州、贵阳、西安等城市 5 月库销比在 15 个月以内，6 月二

手房价格指数当月同比降幅均在 7%以内，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故我们认为，城市间价
格弹性差异由库销比、即城市基本面健康度决定，下半年可重点关注低库销比、城市价格

端率先企稳的结构性机会。 

 

图 23：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  图 24：70 个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指数环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5：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变化-城市数  图 26：70 个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变化-城市数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1.0

-0.5

0.0

0.5

1.0

20
21
-
01

20
21
-
03

20
21
-
05

20
21
-
07

20
21
-
09

20
21
-
11

20
22
-
01

20
22
-
03

20
22
-
05

20
22
-
07

20
22
-
09

20
22
-
11

20
23
-
01

20
23
-
03

20
23
-
05

20
23
-
07

20
23
-
09

20
23
-
11

20
24
-
01

20
24
-
03

20
24
-
05

（%）

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

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一线城市:环比

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二线城市:环比

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三线城市:环比

-2.0

-1.0

0.0

1.0

2.0

20
21
-
01

20
21
-
03

20
21
-
05

20
21
-
07

20
21
-
09

20
21
-
11

20
22
-
01

20
22
-
03

20
22
-
05

20
22
-
07

20
22
-
09

20
22
-
11

20
23
-
01

20
23
-
03

20
23
-
05

20
23
-
07

20
23
-
09

20
23
-
11

20
24
-
01

20
24
-
03

20
24
-
05

（%）

中国:70个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指数:环比

中国:70个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指数:一线城市:环比

中国:70个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指数:二线城市:环比

中国:70个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指数:三线城市:环比

-10

10

30

50

70

20
22
-
01

20
22
-
03

20
22
-
05

20
22
-
07

20
22
-
09

20
22
-
11

20
23
-
01

20
23
-
03

20
23
-
05

20
23
-
07

20
23
-
09

20
23
-
11

20
24
-
01

20
24
-
03

20
24
-
05

（个）

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持平城市数
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跌城市数
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数

-10

10

30

50

70

20
22
-
01

20
22
-
03

20
22
-
05

20
22
-
07

20
22
-
09

20
22
-
11

20
23
-
01

20
23
-
03

20
23
-
05

20
23
-
07

20
23
-
09

20
23
-
11

20
24
-
01

20
24
-
03

20
24
-
05

（个）

中国: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住宅价格:环比:持平城市数
中国: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住宅价格:环比:下跌城市数
中国: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数



 
 

行业报告 | 行业投资策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14 

 

 

图 27：统计局 70 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2023-10 2023-11 2023-12 2024-1 2024-2 2024-3 2024-4 2024-5 2024-6 2023-10 2023-11 2023-12 2024-1 2024-2 2024-3 2024-4 2024-5 2024-6

北京 1 2.1 1.9 1.7 1.3 1.0 0.8 -0.5 -1.8 -2.4 -0.4 -0.1 0.0 -0.1 -0.1 0.0 -0.7 -1.1 -0.6

天津 2 0.9 2.0 2.3 2.1 1.5 0.5 0.0 -0.7 -1.2 0.0 0.4 -0.4 0.1 0.4 -0.3 0.1 -0.4 -0.3

石家庄 2 0.2 0.0 1.0 0.9 0.8 0.0 -1.2 -2.3 -2.7 0.3 -0.3 0.3 0.1 0.1 -0.1 -0.5 -0.7 -0.5

太原 2 -0.4 0.1 1.2 0.5 -0.1 0.1 0.0 -0.5 -0.6 -0.5 -0.3 0.4 -0.5 -0.1 0.3 0.2 0.1 -0.3

呼和浩特 2 -0.7 -1.1 0.0 -0.4 -1.2 -2.1 -2.8 -3.3 -4.1 -0.2 -0.4 -0.3 -0.7 -0.3 -0.4 -0.5 -0.5 -0.6

沈阳 2 -1.7 -1.7 -1.3 -1.4 -1.9 -2.7 -3.1 -3.8 -4.4 -0.1 -0.8 -0.2 -0.6 -0.7 -0.3 -0.2 -0.4 -1.0

大连 2 -3.5 -3.9 -4.1 -3.9 -4.1 -4.1 -4.3 -4.5 -5.7 -0.3 -0.9 -0.6 0.1 -0.5 -0.4 -0.6 -0.5 -1.1

长春 2 -3.6 -3.4 -2.1 -1.4 -1.6 -2.4 -3.0 -3.0 -4.1 0.2 -0.5 0.1 0.2 -0.5 -0.5 -0.3 -0.2 -0.6

哈尔滨 2 -1.8 -1.3 -1.6 -1.4 -2.1 -2.9 -3.9 -4.8 -5.9 -0.2 -0.4 -0.7 -0.2 -0.6 -0.4 -0.4 -0.6 -0.9

上海 1 4.4 4.7 4.5 4.2 4.2 4.3 4.2 4.5 4.4 0.2 0.6 0.2 0.4 0.2 0.5 0.3 0.6 0.4

南京 2 -0.8 -2.0 -3.1 -3.6 -4.8 -6.5 -7.7 -8.5 -9.4 -0.7 -1.0 -1.2 -0.5 -1.1 -1.2 -0.8 -1.1 -1.2

杭州 2 3.0 2.7 2.2 1.6 1.2 1.0 0.4 -0.4 -1.2 0.3 0.4 -0.2 -0.3 -0.2 0.0 -0.5 -0.6 -0.3

宁波 2 2.1 1.6 1.2 0.2 -1.1 -2.3 -4.2 -5.9 -7.7 -0.9 -0.4 -0.3 -0.4 -0.4 -0.6 -1.8 -1.3 -1.6

合肥 2 1.2 0.8 0.7 -0.6 -1.2 -1.7 -2.5 -3.0 -3.6 0.2 -0.2 -0.2 -0.6 -0.3 -0.2 -0.7 -0.3 -0.7

福州 2 -1.3 -1.4 -1.8 -2.4 -3.5 -4.0 -4.7 -5.6 -6.1 -0.6 -0.4 -0.6 -0.4 -0.7 -0.2 -0.5 -0.8 -0.7

厦门 2 -2.1 -2.4 -3.3 -3.8 -4.6 -5.6 -7.0 -7.9 -9.4 -0.2 -0.5 -1.1 -0.8 -0.7 -0.6 -1.3 -1.1 -1.9

南昌 2 0.1 -0.7 -1.1 -2.4 -3.1 -4.1 -4.9 -5.8 -6.3 -0.4 -0.8 -0.7 -1.0 -0.4 -0.4 -0.3 -0.5 -0.5

济南 2 2.2 2.1 1.8 1.8 0.5 -0.5 -1.2 -2.5 -3.2 -0.1 -0.2 -0.4 -0.2 -0.4 -0.4 -0.2 -0.6 -0.6

青岛 2 1.2 0.9 -0.2 -1.3 -2.1 -2.9 -3.8 -4.7 -5.6 -0.2 -0.5 -0.8 -0.7 -0.3 -0.3 -0.8 -0.7 -0.8

郑州 2 -1.7 -1.7 -1.6 -2.2 -3.3 -4.9 -6.1 -6.5 -6.8 -0.9 -0.4 -0.5 -0.4 -0.5 -0.7 -0.8 -0.5 -0.7

武汉 2 1.6 1.4 0.3 -0.5 -1.6 -3.6 -5.2 -6.8 -7.9 -0.1 -0.5 -1.1 -0.6 -0.5 -0.8 -1.0 -1.5 -1.1

长沙 2 3.7 2.9 2.4 2.0 1.7 0.7 -0.4 -1.7 -2.2 0.4 -0.2 -0.1 -0.1 -0.3 -0.5 -0.6 -1.0 -0.4

广州 1 -2.0 -2.4 -3.0 -3.6 -4.6 -5.5 -6.9 -8.3 -9.3 -0.7 -0.9 -1.0 -0.8 -0.8 -0.7 -1.3 -1.4 -1.2

深圳 1 -2.8 -3.1 -3.6 -4.1 -4.8 -5.5 -6.7 -7.4 -7.7 -0.5 -0.8 -0.9 -0.7 -0.5 -0.4 -1.0 -0.8 -0.7

南宁 2 -1.3 -1.7 -1.3 -1.7 -2.9 -4.6 -5.5 -7.3 -7.5 -0.5 -1.0 0.3 -0.6 -0.7 -0.8 -0.7 -1.5 -0.5

海口 2 2.7 2.6 2.1 1.5 0.7 0.1 -0.8 -1.3 -2.2 0.0 -0.3 -0.6 -0.7 -0.5 -0.1 -0.3 -0.1 -0.4

成都 2 5.6 5.4 4.9 4.4 3.6 2.7 1.4 0.2 -1.0 0.2 0.3 0.1 0.0 -0.1 -0.1 -0.3 -0.7 -1.0

贵阳 2 -1.1 -0.9 -0.8 -0.7 -0.7 -1.7 -1.9 -2.9 -3.0 0.4 -0.6 -0.1 -0.4 -0.3 -0.3 -0.1 -0.6 -0.4

昆明 2 -1.1 -0.8 -0.6 -0.9 -1.6 -3.7 -4.4 -5.4 -5.6 -0.8 0.5 -0.5 0.0 0.2 -0.9 -0.7 -1.5 -0.7

重庆 2 2.2 2.3 2.2 2.0 1.2 0.5 -1.4 -2.7 -3.4 -0.1 -0.2 -0.6 0.1 0.0 0.3 -1.3 -1.4 -0.9

西安 2 3.6 4.1 4.5 4.5 4.8 4.8 4.3 3.8 3.7 0.6 0.2 0.5 0.2 0.3 0.4 0.1 -0.1 0.2

兰州 2 -0.6 -0.6 -0.7 -1.1 -2.2 -2.9 -3.8 -4.8 -6.5 -1.3 0.0 -0.6 -0.5 -0.6 -0.1 -0.6 -0.5 -1.5

西宁 2 -0.9 -1.4 -2.2 -3.8 -4.3 -4.8 -5.5 -6.1 -6.9 -0.4 -0.6 -1.0 -1.1 -0.2 -0.3 -0.4 -0.4 -0.8

银川 2 0.9 1.5 0.5 0.2 -0.9 -1.9 -3.2 -4.2 -5.3 -0.7 -0.1 -0.9 -0.2 -0.6 -0.4 -0.5 -0.8 -0.7

乌鲁木齐 3 0.5 0.4 0.2 -0.5 -0.9 -1.9 -2.6 -3.1 -3.3 -0.4 -0.1 -0.5 -0.4 0.0 -0.3 -0.5 -0.2 -0.7

唐山 3 -1.7 -1.6 -1.7 -2.0 -2.8 -3.5 -4.8 -5.5 -6.1 -0.6 -0.7 -0.7 -0.2 -0.4 -0.4 -0.7 -0.8 -0.6

秦皇岛 3 -2.9 -3.2 -2.9 -3.0 -3.1 -3.8 -4.2 -5.2 -5.9 -0.1 -0.6 -0.2 -0.3 -0.3 -0.5 -0.7 -1.0 -1.1

包头 3 -3.1 -3.0 -2.9 -3.1 -4.1 -4.4 -5.3 -5.5 -6.0 -0.3 -0.2 -0.4 -0.3 -0.6 -0.4 -0.6 -0.5 -0.9

丹东 3 -1.9 -2.1 -2.2 -2.7 -2.7 -2.5 -3.8 -4.2 -4.7 -0.1 -0.3 -0.3 -0.5 -0.3 -0.4 -1.0 -0.8 -0.5

锦州 3 -0.2 -0.4 -0.9 -0.8 -0.7 -1.0 -2.0 -2.5 -3.3 -0.3 -0.4 -0.8 -0.4 -0.1 -0.1 -0.7 -0.4 -0.6

吉林 3 -1.2 -0.4 -0.6 0.4 -0.2 -0.8 -2.0 -4.0 -4.0 0.2 0.3 -0.7 0.3 -0.4 0.2 -1.2 -1.3 0.2

牡丹江 3 -4.3 -3.7 -3.5 -3.6 -3.5 -3.3 -4.0 -5.2 -6.0 -0.6 -0.4 -0.3 -0.3 -0.1 -0.4 -0.6 -1.1 -0.6

无锡 3 -1.3 -1.6 -2.4 -1.9 -1.8 -2.4 -3.5 -3.9 -3.5 -0.5 -0.7 -0.4 0.3 0.4 -0.3 -0.7 -0.6 0.0

扬州 3 -0.9 -1.6 -2.7 -2.9 -3.4 -4.5 -5.0 -6.4 -6.7 -0.9 -0.9 -0.6 0.2 -0.1 -0.6 -0.4 -1.2 -0.2

徐州 3 -1.2 -1.5 -2.1 -3.5 -4.5 -6.1 -7.0 -7.8 -8.8 -1.6 -0.8 -1.0 -1.2 -0.5 -0.8 -0.3 -0.7 -1.1

温州 3 -2.9 -2.5 -3.0 -2.5 -3.4 -4.2 -5.2 -5.5 -7.0 -0.2 -0.5 -0.7 -0.5 -0.6 -0.8 -0.7 -0.6 -1.4

金华 3 -3.6 -3.7 -4.0 -4.6 -5.9 -7.4 -7.7 -8.3 -8.9 -0.4 -0.6 -0.6 -0.9 -0.8 -1.4 -0.7 -1.0 -0.8

蚌埠 3 -0.4 0.0 -0.4 -1.4 -2.3 -3.0 -4.1 -4.8 -5.2 -0.2 -0.3 -0.5 -0.6 -0.7 -0.4 -0.8 -0.5 -0.7

安庆 3 -0.5 -1.1 -1.6 -2.2 -3.2 -4.4 -5.5 -6.2 -6.3 -1.0 -0.7 -0.8 -0.4 -0.6 -0.6 -1.0 -0.6 -0.3

泉州 3 -0.5 -0.9 -1.8 -1.0 -0.5 -0.1 -0.6 -1.6 -2.8 -0.3 0.0 -0.2 0.3 0.1 -0.2 -0.7 -0.8 -1.6

九江 3 -1.2 -1.2 -1.8 -2.7 -3.6 -4.5 -5.7 -7.4 -8.2 -1.1 -0.4 -0.4 -0.8 -0.7 -0.6 -0.8 -1.7 -1.1

赣州 3 -3.3 -3.4 -3.2 -3.5 -3.6 -3.7 -4.5 -5.0 -5.5 -0.7 -0.5 -0.1 -0.4 -0.2 -0.1 -0.5 -0.8 -0.9

烟台 3 0.4 -0.7 -1.0 -1.2 -2.0 -2.9 -4.0 -4.8 -5.4 -0.4 -0.8 -0.6 -0.3 -0.3 -0.4 -1.2 -0.7 -0.6

济宁 3 -2.3 -1.8 -2.3 -2.7 -3.1 -3.9 -4.4 -4.9 -5.5 -0.8 -0.6 -0.8 -0.6 -0.5 -0.4 -0.3 -1.0 -0.5

洛阳 3 -1.9 -2.0 -1.8 -1.7 -2.6 -3.3 -4.0 -4.4 -5.0 -0.4 -0.5 -0.3 -0.4 -0.5 -0.3 -0.2 -0.3 -0.9

平顶山 3 -1.9 -1.9 -2.4 -2.1 -2.2 -2.5 -2.5 -3.1 -3.3 -0.2 -0.2 -0.4 -0.3 -0.2 0.1 0.1 -0.4 -0.5

宜昌 3 -2.9 -2.6 -2.5 -2.3 -3.3 -4.2 -4.8 -4.7 -4.7 -0.4 0.1 -0.1 -0.2 -0.4 -0.6 -0.8 -0.7 -0.2

襄阳 3 -1.2 -1.0 -1.4 -1.7 -2.7 -3.7 -4.4 -5.3 -6.1 -0.6 -0.3 -0.6 -0.6 -0.9 -0.7 -0.5 -0.8 -0.4

岳阳 3 -2.2 -2.3 -2.2 -2.9 -3.3 -4.1 -4.8 -5.0 -5.5 0.0 -0.5 -0.5 -0.6 -0.4 -0.3 -0.5 -0.5 -0.7

常德 3 -1.5 -2.0 -2.2 -2.7 -3.4 -4.3 -5.2 -6.6 -6.5 -0.2 -0.8 -0.6 -0.9 -0.6 -0.4 -0.8 -1.6 -0.3

惠州 3 -4.5 -5.0 -4.7 -4.7 -5.0 -5.8 -7.3 -7.4 -7.1 -1.5 -0.7 -0.4 -0.4 0.0 -0.6 -0.9 -0.6 -0.8

湛江 3 0.8 0.6 0.2 -1.7 -4.1 -5.5 -7.0 -8.3 -9.1 -1.0 -0.7 -1.0 -1.3 -1.0 -0.6 -1.0 -0.5 -0.7

韶关 3 -2.0 -2.1 -2.1 -2.7 -3.5 -4.4 -5.2 -6.7 -6.4 -1.1 -0.8 -0.6 -0.4 -0.6 -0.3 -0.5 -0.9 0.0

桂林 3 -2.8 -2.3 -2.1 -2.3 -3.5 -3.5 -4.5 -4.6 -4.5 -0.4 -0.2 -0.4 -0.2 -0.5 0.1 -0.6 -0.5 -0.4

北海 3 1.7 1.6 1.4 0.6 0.4 -0.2 -1.1 -2.2 -2.8 -0.8 -0.5 -0.6 -0.4 0.4 0.4 -0.6 -0.5 -0.4

三亚 3 3.5 3.1 3.1 2.8 1.9 1.0 0.4 -0.8 -1.0 0.1 -0.1 -0.3 0.0 -0.3 -0.3 -0.4 -0.7 0.1

泸州 3 -1.2 -2.1 -2.2 -2.4 -3.4 -4.5 -5.5 -6.6 -6.8 -0.3 -0.5 -0.6 -0.8 -0.9 -0.7 -0.6 -0.7 -0.7

南充 3 -0.1 -0.7 -1.0 -1.5 -1.5 -2.0 -2.4 -2.3 -3.0 -0.1 -0.1 -0.2 -0.1 -0.2 0.1 -0.1 -0.4 -0.8

遵义 3 0.6 -0.1 0.0 -0.5 -1.6 -2.3 -2.6 -2.4 -3.1 -0.6 -0.4 -0.4 -0.2 -0.4 0.2 0.2 -0.3 -0.8

大理 3 -2.7 -2.6 -2.4 -1.9 -2.5 -2.8 -2.8 -2.9 -3.1 -0.6 0.1 -0.1 -0.1 -0.3 0.2 -0.5 -0.8 -1.0

一线平均 0.4 0.3 -0.1 -0.6 -1.1 -1.5 -2.5 -3.3 -3.8 -0.4 -0.3 -0.4 -0.3 -0.3 -0.2 -0.7 -0.7 -0.5

二线平均 0.3 0.2 0.1 -0.4 -1.1 -2.0 -2.9 -3.8 -4.5 -0.2 -0.3 -0.4 -0.4 -0.4 -0.3 -0.5 -0.7 -0.8

三线平均 -1.4 -1.5 -1.8 -2.0 -2.7 -3.3 -4.2 -4.9 -5.3 -0.5 -0.4 -0.5 -0.4 -0.4 -0.4 -0.6 -0.7 -0.6

70城平均 -0.6 -0.7 -0.9 -1.2 -1.9 -2.7 -3.5 -4.3 -4.9 -0.4 -0.4 -0.4 -0.4 -0.4 -0.3 -0.6 -0.7 -0.7

同比(%) 环比(%)
城市 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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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统计局 70 城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2023-10 2023-11 2023-12 2024-1 2024-2 2024-3 2024-4 2024-5 2024-6 2023-10 2023-11 2023-12 2024-1 2024-2 2024-3 2024-4 2024-5 2024-6

北京 1 -0.2 -1.4 -2.2 -3.7 -5.3 -6.4 -8.0 -8.6 -7.8 -1.1 -1.4 -1.2 -0.7 -0.9 -0.4 -1.6 -1.2 0.2

天津 2 -2.3 -2.0 -1.9 -2.0 -3.1 -3.9 -5.0 -6.2 -6.4 -0.3 -0.2 -0.5 -0.5 -0.6 -0.7 -1.3 -1.1 -0.4

石家庄 2 -2.0 -1.7 -1.8 -1.8 -2.5 -2.9 -3.3 -4.2 -5.0 -0.2 -0.4 -0.2 -0.5 -0.6 -0.2 -0.6 -1.1 -1.1

太原 2 -2.8 -2.8 -2.9 -2.9 -3.6 -3.9 -3.7 -4.5 -4.5 -0.4 -0.4 -0.8 -0.3 -0.5 -0.1 -0.2 -0.6 -0.5

呼和浩特 2 -4.6 -5.3 -4.8 -4.9 -5.4 -5.7 -6.7 -7.3 -8.3 -0.7 -0.8 -0.6 -0.5 -0.6 -0.5 -1.1 -1.2 -1.3

沈阳 2 -5.6 -5.6 -5.2 -5.3 -5.9 -6.8 -7.4 -7.4 -7.5 -0.3 -0.8 -0.3 -0.7 -1.0 -0.6 -1.1 -0.6 -0.6

大连 2 -4.7 -4.8 -5.0 -5.2 -5.9 -6.9 -7.9 -8.3 -8.5 -0.4 -0.6 -0.5 -0.7 -0.5 -0.8 -1.6 -0.9 -0.9

长春 2 -6.0 -6.2 -5.8 -5.2 -5.6 -6.0 -6.4 -6.4 -6.5 -0.5 -0.7 -0.4 -0.5 -0.9 -0.6 -0.6 -0.5 -0.5

哈尔滨 2 -5.0 -4.7 -4.8 -4.5 -4.6 -6.0 -6.9 -7.2 -8.0 -0.9 -0.5 -0.6 -0.4 -0.4 -0.7 -0.5 -0.7 -1.4

上海 1 -2.3 -3.3 -3.4 -4.5 -6.0 -6.9 -7.5 -7.9 -6.3 -0.8 -1.5 -0.6 -0.8 -0.6 -0.3 -0.8 -1.3 0.5

南京 2 -4.4 -5.4 -6.1 -7.4 -8.7 -9.5 -10.7 -10.7 -9.7 -1.1 -1.4 -1.1 -0.9 -0.8 -0.5 -1.4 -0.6 0.1

杭州 2 -1.3 -1.1 -2.1 -3.1 -4.2 -5.1 -6.5 -6.9 -6.1 0.5 0.0 -1.1 -1.2 -0.7 -0.5 -1.1 -1.0 0.3

宁波 2 -3.8 -3.9 -4.7 -5.5 -6.4 -7.3 -8.4 -9.5 -10.1 -1.2 -0.5 -0.8 -0.6 -0.8 -0.6 -1.0 -1.6 -1.4

合肥 2 -2.8 -3.3 -4.0 -4.9 -5.9 -6.4 -7.4 -7.9 -8.0 -0.5 -0.9 -1.0 -1.1 -0.6 -0.3 -1.2 -0.9 -0.6

福州 2 -3.8 -4.1 -5.1 -5.6 -6.8 -6.9 -7.7 -8.7 -9.3 -0.8 -0.9 -1.3 -0.4 -0.9 0.1 -1.1 -1.4 -1.2

厦门 2 -5.5 -6.5 -7.1 -7.9 -8.8 -9.6 -10.7 -11.9 -12.1 -0.9 -1.3 -1.2 -1.1 -1.1 -0.7 -1.7 -2.0 -1.0

南昌 2 -3.8 -4.0 -4.9 -4.9 -5.4 -5.4 -6.3 -7.9 -9.2 -0.4 -0.7 -1.3 -0.5 -0.6 -0.1 -1.3 -1.9 -1.6

济南 2 -2.7 -2.8 -2.9 -2.8 -3.7 -4.9 -5.6 -7.0 -7.9 -0.3 -0.6 -0.4 -0.2 -0.7 -0.8 -0.6 -1.6 -1.2

青岛 2 -4.2 -4.8 -4.8 -5.4 -6.2 -6.9 -7.7 -8.6 -8.8 -0.5 -1.3 -0.5 -0.8 -0.6 -0.5 -1.2 -1.2 -0.6

郑州 2 -5.5 -5.5 -6.1 -6.3 -7.3 -8.2 -8.5 -8.9 -8.6 -0.8 -0.9 -1.2 -0.7 -0.7 -0.5 -0.6 -0.9 -0.5

武汉 2 -3.7 -4.3 -5.4 -6.1 -7.6 -8.9 -10.6 -11.3 -12.5 -0.3 -1.3 -1.6 -1.0 -1.5 -0.9 -1.5 -1.3 -1.9

长沙 2 0.1 -0.6 -1.3 -2.2 -2.7 -4.2 -5.4 -6.7 -8.2 -0.3 -0.6 -0.6 -0.7 -0.5 -1.1 -1.0 -1.2 -1.6

广州 1 -3.9 -4.3 -5.2 -6.1 -7.5 -8.6 -10.2 -11.4 -12.4 -0.8 -1.0 -1.5 -1.2 -1.0 -1.0 -1.4 -1.6 -1.5

深圳 1 -1.3 -2.5 -3.1 -5.2 -6.1 -7.4 -8.5 -9.2 -9.5 -0.5 -1.5 -1.1 -1.6 -0.5 -1.0 -0.7 -1.0 -1.0

南宁 2 -5.3 -6.0 -5.7 -5.7 -6.0 -6.8 -8.4 -8.9 -8.8 -1.3 -1.2 -0.4 -0.6 -0.8 -0.5 -1.5 -0.8 -0.6

海口 2 -3.8 -4.4 -5.1 -5.8 -6.4 -7.4 -7.6 -8.2 -8.7 -0.7 -0.9 -1.2 -1.1 -0.6 -0.7 -0.7 -0.8 -0.9

成都 2 3.1 2.2 0.5 -1.0 -2.8 -4.3 -5.7 -7.0 -8.2 -0.1 -0.5 -1.5 -0.9 -0.9 -0.7 -0.8 -1.1 -1.1

贵阳 2 -2.4 -2.7 -3.9 -3.9 -4.9 -5.7 -6.5 -6.7 -6.9 -0.5 -0.7 -1.0 -0.5 -0.6 -0.4 -0.5 -0.6 -0.6

昆明 2 -1.4 -2.9 -4.0 -3.0 -2.1 -3.3 -3.5 -5.1 -5.3 -1.3 -1.0 -0.8 0.3 0.4 -0.5 0.2 -1.2 -0.9

重庆 2 -4.5 -4.6 -5.5 -5.9 -6.4 -7.0 -8.3 -8.5 -8.7 -0.7 -0.7 -1.3 -1.0 -0.3 -0.3 -0.9 -0.7 -0.8

西安 2 -0.8 -0.7 -0.9 -2.0 -3.1 -4.2 -5.1 -5.6 -5.9 0.0 -0.6 -0.5 -0.5 -0.4 -0.3 -0.6 -1.0 -0.8

兰州 2 -4.3 -5.1 -5.2 -5.4 -5.5 -6.6 -7.4 -7.5 -8.8 -0.7 -0.9 -0.6 -0.7 -0.5 -0.8 -1.0 -0.7 -1.3

西宁 2 -0.9 -1.3 -2.0 -2.9 -3.4 -4.0 -4.7 -5.5 -6.2 -0.3 -0.8 -0.8 -0.7 -0.5 -0.3 -0.6 -0.7 -0.6

银川 2 -2.5 -2.5 -2.6 -2.3 -3.4 -4.5 -5.4 -6.0 -6.6 -0.6 -0.5 -0.2 -0.2 -0.8 -0.6 -0.8 -0.9 -0.9

乌鲁木齐 3 -3.7 -3.9 -3.6 -3.5 -3.9 -4.3 -4.6 -5.0 -5.4 -0.1 -0.2 -0.2 -0.3 -0.4 -0.6 -0.5 -0.6 -1.0

唐山 3 -5.2 -5.4 -5.9 -5.8 -6.1 -6.4 -7.7 -8.8 -8.9 -0.6 -0.7 -1.1 -0.5 -0.7 -0.6 -0.9 -1.6 -1.2

秦皇岛 3 -3.1 -3.4 -3.9 -4.4 -5.5 -6.2 -7.0 -7.7 -8.8 -0.2 -0.8 -0.8 -1.0 -1.1 -0.6 -1.0 -0.9 -1.7

包头 3 -4.0 -4.1 -4.1 -4.5 -5.1 -5.7 -6.7 -7.5 -8.5 -0.6 -0.5 -0.6 -0.6 -0.8 -0.7 -0.9 -1.0 -1.3

丹东 3 -5.8 -6.2 -5.5 -5.8 -5.7 -6.0 -7.3 -8.4 -8.4 -0.7 -0.9 -0.4 -0.6 -0.3 -0.9 -1.2 -1.3 -0.6

锦州 3 -4.5 -5.0 -5.1 -4.7 -5.0 -5.3 -6.4 -6.6 -6.7 -0.6 -1.0 -0.5 -0.2 -0.6 -0.5 -1.1 -0.5 -0.7

吉林 3 -6.9 -6.7 -6.6 -6.6 -6.5 -6.8 -7.4 -7.9 -7.5 -0.7 -0.6 -0.6 -0.7 -0.3 -0.6 -0.9 -1.0 -0.3

牡丹江 3 -6.3 -6.2 -6.0 -5.8 -6.0 -6.4 -6.9 -7.4 -7.5 -1.0 -1.1 -0.8 -0.4 -0.6 -0.6 -0.4 -0.9 -0.7

无锡 3 -2.8 -3.5 -4.0 -4.4 -5.1 -6.5 -7.7 -8.0 -8.2 -0.1 -1.0 -1.1 -0.8 0.2 -0.8 -1.6 -0.7 -0.9

扬州 3 -4.1 -4.9 -5.9 -6.3 -6.6 -7.4 -8.1 -8.1 -8.2 -1.1 -1.2 -1.3 -0.6 -0.5 -0.3 -0.9 -0.3 -0.5

徐州 3 -4.2 -6.0 -7.6 -9.0 -10.3 -11.3 -11.9 -12.4 -12.2 -1.2 -1.8 -1.5 -1.5 -0.6 -0.8 -1.0 -1.2 -0.7

温州 3 -4.0 -4.7 -5.6 -6.2 -7.7 -8.6 -9.7 -10.0 -10.6 -0.4 -1.4 -1.1 -0.9 -1.0 -0.5 -1.7 -0.9 -0.8

金华 3 -4.3 -4.6 -4.8 -5.4 -6.2 -7.4 -8.1 -9.2 -10.1 -0.5 -0.9 -0.5 -1.0 -1.0 -0.9 -0.9 -1.5 -1.4

蚌埠 3 -1.7 -2.6 -3.1 -3.6 -4.7 -5.5 -6.3 -6.9 -7.4 -0.6 -0.5 -0.7 -0.8 -0.9 -0.7 -1.0 -0.8 -0.9

安庆 3 -3.8 -3.5 -4.0 -4.5 -5.3 -6.1 -6.9 -7.5 -8.1 -0.7 -0.6 -0.9 -0.9 -0.8 -0.6 -0.9 -1.3 -1.1

泉州 3 -5.9 -6.0 -6.1 -6.2 -6.2 -6.7 -6.6 -7.3 -8.6 -0.9 -0.8 -0.5 -0.7 -0.4 -0.7 -0.4 -0.9 -2.0

九江 3 -3.0 -3.8 -4.4 -5.3 -5.6 -6.1 -7.8 -8.7 -9.0 -0.7 -1.2 -0.9 -1.1 -0.5 -0.3 -1.5 -1.2 -0.6

赣州 3 -0.2 -0.5 -0.7 -1.1 -1.3 -2.2 -3.6 -4.8 -6.1 -0.2 -0.5 -0.2 -0.7 -0.5 -0.5 -1.2 -1.1 -1.0

烟台 3 -3.8 -4.7 -5.1 -5.8 -6.4 -7.0 -8.2 -8.7 -10.1 -1.2 -1.3 -0.5 -0.6 -0.3 -0.4 -1.8 -0.9 -1.8

济宁 3 -4.4 -4.5 -4.5 -5.2 -5.4 -6.1 -7.4 -7.9 -8.1 -0.9 -1.1 -0.7 -1.0 -0.4 -0.3 -1.1 -1.2 -0.5

洛阳 3 -4.0 -4.1 -4.5 -5.1 -5.9 -6.4 -6.8 -7.3 -7.4 -0.2 -0.7 -1.1 -1.1 -1.0 -0.4 -0.5 -1.0 -0.5

平顶山 3 -3.2 -3.0 -3.4 -4.0 -4.9 -5.7 -6.0 -6.5 -6.6 -0.6 -0.3 -0.7 -1.0 -1.1 -0.7 -0.3 -0.6 -0.6

宜昌 3 -5.4 -5.4 -5.2 -5.3 -5.5 -5.9 -6.1 -6.8 -6.8 -0.5 -0.2 -0.4 -0.6 -0.5 -0.5 -0.6 -1.3 -0.9

襄阳 3 -4.2 -4.9 -6.0 -6.1 -6.6 -7.5 -8.8 -9.6 -10.1 -1.0 -1.1 -1.4 -0.7 -0.6 -0.8 -1.2 -1.2 -0.8

岳阳 3 -3.5 -3.4 -3.2 -3.2 -4.2 -3.8 -5.0 -5.0 -5.4 -0.7 -0.3 -0.3 -0.5 -0.3 -0.2 -0.7 -0.6 -0.6

常德 3 -1.7 -2.2 -2.8 -2.9 -4.1 -5.1 -6.5 -7.7 -8.1 -0.1 -1.1 -1.4 -0.4 -0.9 -1.0 -1.2 -1.2 -0.9

惠州 3 -3.0 -2.9 -3.3 -4.0 -4.6 -5.0 -6.5 -7.1 -7.6 -0.8 -0.2 -0.6 -1.0 -0.8 -0.3 -1.2 -1.1 -1.4

湛江 3 -2.6 -2.5 -2.9 -3.6 -4.7 -5.3 -6.7 -7.6 -7.8 -0.5 -0.8 -0.8 -1.0 -0.7 -0.4 -1.1 -0.8 -0.5

韶关 3 -3.4 -3.6 -3.9 -3.6 -3.8 -4.4 -5.3 -6.5 -6.8 -0.6 -0.7 -0.7 -0.3 -0.8 -0.1 -0.3 -0.8 -0.8

桂林 3 -3.8 -3.5 -4.1 -4.0 -4.8 -5.6 -6.8 -7.5 -7.3 -0.7 -0.4 -1.1 -0.4 -0.4 -0.5 -1.6 -0.4 -0.5

北海 3 -3.6 -3.6 -3.4 -3.3 -3.7 -4.2 -4.8 -5.6 -5.2 -0.8 -0.6 -1.0 -0.3 -0.5 -0.2 -0.4 -0.6 -0.2

三亚 3 0.5 0.2 -0.5 -0.7 -1.2 -2.1 -2.6 -3.6 -4.3 0.1 -0.6 -0.9 0.2 -0.4 -0.3 -0.5 -0.7 -0.5

泸州 3 -2.6 -2.0 -2.5 -2.3 -2.7 -3.2 -4.3 -5.5 -6.3 -0.3 -0.3 -0.4 -0.2 -0.2 -0.4 -1.0 -1.1 -1.1

南充 3 -1.2 -1.2 -1.3 -2.0 -2.8 -3.4 -3.9 -5.3 -6.8 -0.6 -0.6 -0.5 -0.7 -0.4 -0.2 -0.3 -1.1 -1.4

遵义 3 -3.8 -3.9 -3.1 -2.7 -3.5 -4.6 -4.7 -4.5 -4.7 -0.6 -0.3 -0.2 -0.5 -0.3 -0.2 -0.5 -0.2 -0.7

大理 3 -3.0 -3.2 -3.2 -3.1 -3.6 -4.3 -4.8 -6.1 -6.0 -0.2 -1.0 -0.5 -0.5 -0.7 -0.4 -1.0 -1.5 -0.5

一线平均 -1.9 -2.9 -3.5 -4.9 -6.2 -7.3 -8.6 -9.3 -9.0 -0.8 -1.4 -1.1 -1.1 -0.8 -0.7 -1.1 -1.3 -0.5

二线平均 -3.2 -3.6 -4.0 -4.4 -5.1 -6.0 -6.8 -7.6 -8.0 -0.6 -0.8 -0.8 -0.6 -0.7 -0.5 -0.9 -1.0 -0.9

三线平均 -3.6 -3.9 -4.2 -4.4 -5.0 -5.7 -6.6 -7.3 -7.7 -0.6 -0.8 -0.7 -0.7 -0.6 -0.5 -0.9 -0.9 -0.9

70城平均 -3.4 -3.7 -4.1 -4.4 -5.1 -5.9 -6.8 -7.5 -7.9 -0.6 -0.8 -0.8 -0.7 -0.6 -0.5 -0.9 -1.0 -0.9

城市 能级
同比(%) 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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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短期价格趋势，我们预计二手房“以价换量”仍将持续，根据我们重点监测的 18 个

城市成交表现，2024 年 6 月，一线 4 城、二线 10 城、三线 4 城的二手房成交占新房、二

手房合计成交比重分别为55.67%、47.35%、43.15%，较2022 年8月分别提升11.84pct、6.42pct、
0.88pct，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热度提升最快，主要或与其需求本身更为旺盛、新房二手房

间存在价差等因素有关。而二手房较大抛压下同样对新房价格形成冲击。 

以租售比作为房价衡量标准，2024 年 6 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二手住宅租金回报率

分别为 1.55%、1.77%、1.68%、1.65%，一线城市平均租金回报率约 1.66%，较 2023 年有所
回升但仍处历史低位，距离 10 年起国债收益率差值仍有 0.62 个 pct。故我们认为，下半

年全国二手房价格或仍保持回落趋势，但得益于 5月政策催化二手成交持续放量、叠加基

数效应渐退或增强市场对于基本面的信心，价格降幅或有望收窄。  

 

图 29：18 城二手房成交占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比重  图 30：一线城市二手住宅租金回报率&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注：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二线城市包括重庆、杭州、南

京、武汉、苏州、大连、西安、青岛、合肥、郑州；三线城市包括东莞、南

通、镇江、佛山。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展望中长期未来价格趋势，我们在 2024 年 7 月 5 日《政策复盘及展望：周期的重演，渐

进的底线》报告中提出：人口负增长、城镇化率增长边际放缓并逐步接近空间上限，造成
需求侧增长预期转弱，是引起房屋资产价格重估的内因；居民作为债务链条的终端，其债

务空间的周期性见顶，是引起资产价格重估的外因。不走“涨价去库存”老路，采取市场

化方式寻找新平衡，使价格重估难以避免，此过程中房产金融属性的减弱和本身较高的资
产价格均导致了部分需求延迟释放，同时更为接近真实市场价格的二手房对新房形成分流，

自然影响了新建商品房销售中枢，故整体销售中枢的筑底同样倚赖于二手房价格的稳定。

而杠杆率是否下降将是长周期触底的重要参考，截至目前居民端杠杆率仍未见下行迹象。 

 

图 31：居民预期未来房价上涨、下降比例  图 32：截至 2024 年一季度末居民部门杠杆率仍维持高位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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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房企：局部竞争激烈，总量缩表加速 

4.1. 销售：预计 2024 全年百强房企操盘金额下滑 31% 

2024 上半年，受益于政策端积极发力刺激需求，房企业绩下滑逐月趋缓，但行业未改探
底走势，多数房企仍面临较大的回款压力。2024 上半年，克而瑞百强房企累计操盘金额

18518 亿元，同比-40%；累计操盘面积 10348 万平，同比-42%。从单月同比增速看，上半

年操盘金额同比于 2 月触底达-60%，后逐月修复，至 6 月已回升至-17%，百强我们监测的

62 城新房高频成交同比增速基本吻合。 

2024 年上半年，百强房企累计全口径销售金额 20116 亿元，同比-43%；累计权益销售金

额 14700 亿元，同比-40%；权益比例 73.1%，较去年同期提升 2.6pct，房企独立开发倾向

性提升；累计全口径销售面积 11053 万方，同比-43%，累计全口径销售单 18199 元/平，

较去年同期提升 309 元/平，新房销售均价继续走高，主要或与推盘能级进一步提升有关。 

 

图 33：2024 年上半年克而瑞百强房企单月操盘金额及同比-   图 34：2024 年上半年克而瑞百强房企单月操盘面积及同比 

 

 

 
资料来源：克而瑞，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克而瑞，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35：2024 年上半年克而瑞百强房企全口径销售均价  图 36：2024 年上半年克而瑞百强房企销售金额权益比例 

 

 

 
资料来源：克而瑞，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克而瑞，天风证券研究所 

 

展望下半年，我们基于 6 月百强房企操盘金额的规模基数，参考往年季节性规律分别给予

分月度环比增速的乐观及中性假设： 

1）乐观假设下，“517 新政”效果显著且持续性强，基本面环比提升幅度高于过往均值，

至年末百强房企操盘金额累计同比增速收窄至约-25%；2）中性假设下，新政效果有限，

需求脉冲释放，基本面环比提升幅度约等于过往均值，至年末百强房企操盘金额累计同比

增速收窄至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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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24年下半年百强房企操盘金额预测假设说明 

测算逻辑 基于 6-7 月百强销售基数，参考往年季节性因素给予月度环比增速假设，计算 8-12月销售金额及同比   

假设依据 

情形 1：乐观假设下，2024年 5 月中央首付比例、房贷利率调整对基本面改善较显著，6-8 月观望需求集中释放，政策宽松周期

下 9-12月基本面环比提升幅度高于过往均值  

情形 2：中性假设下，2024年 5月中央首付比例、房贷利率调整对基本面影响一般，仅于 6-8月观望需求小幅释放，基本面环

比提升幅度约等于过往均值 

 

 

指标说明 

百强房企销售金额采用为不同公司口径合计值       

2017 年 1月-2024年 7月均为实际值，2024年 8-12月为预测值，预测值已标红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37：2024 年下半年百强房企操盘金额及环比变动预测 

环比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17-202

3 平均 

2024E 

(中性) 

2024E 

（乐观） 

5月 18% 10% 3% 8% 6% -14% 5% 2% 2% 

6月 36% 23% -2% 15% 61% 9% 23% 37% 37% 

7月 -31% -29% 37% -32% -29% -34% -22% -36% -36% 

8月 1% 0% -24% -11% -1% -1% -7% -1% 5% 

9月 13% 24% 22% -1% 10% 18% 16% 16% 22% 

10 月 -6% -1% -4% 2% -2% 1% -3% -3% 2% 

11 月 9% 8% 5% -3% -1% -4% 5% -2% 5% 

12 月 43% 29% 28% 30% 24% 16% 32% 20% 32% 
          

单月操盘金

额（亿元）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E 

（中性） 

2024E 

（乐观） 

5月 5399  8232  8558  9499  11193  4546  4853  3206  3206  

6月 7567  11164  10557  9350  12849  7330  5267  4389  4389  

7月 4846  7661  7466  12842  8679  5234  3474  2791  2791  

8月 5097  7758  7469  9762  7732  5190  3431  2763  2930  

9月 6539  8767  9232  11905  7656  5709  4043  3204  3575  

10 月 6224  8213  9135  11430  7772  5607  4068  3120  3647  

11 月 7192  8956  9906  12033  7507  5542  3901  3058  3829  

12 月 10578  12819  12731  15350  9790  6898  4513  3669  5054  
 

资料来源：克而瑞，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38：2024 年下半年百强房企累计同比变动预测 

累计同比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E 

(中性) 

2024E 

（乐观） 

5月 34% 0% -8% 51% -52% 9% -44% -44% 

6月 37% -1% -9% 48% -50% 0% -40% -40% 

7月 39% -1% 3% 29% -49% -5% -37% -37% 

8月 41% -2% 6% 22% -47% -8% -36% -35% 

9月 40% -1% 9% 13% -45% -11% -34% -33% 

10月 39% 1% 11% 7% -44% -13% -33% -31% 

11月 37% 2% 12% 1% -43% -14% -32% -29% 

12月 35% 1% 13% -4% -41% -17% -31% -25% 
 

资料来源：克而瑞，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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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2024 年上半年百强房企销售一览  

 
资料来源：克而瑞，天风证券研究所 

 

分性质看，2024 上半年，百强房企中（同公司口径）央企、地方国企、非国央企三类企业

累计全口径销售金额分别同比-31.9%、-42.2%、-50.1%，企业资产差异仍较显著。2024 上

半年，违约、未违约房企全口径销售金额分别同比-61.3%、-37.8%，两者增速差较去年同

期缩窄 28.9 个百分点，信用资质差异影响减弱或得益于“保交付”等工作的持续推进。 

具体来看，2024 上半年销售金额同比增速表现明显好于同业（累计同比降幅＜30%）的房
企包括：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华润置地、绿城中国、中国铁建、保利置业、大悦城控股、

香港置地、星河地产、深铁置业等，以国央企为主。 

展望下半年，我们认为行业“马太效应”仍将持续，龙头企业继续享有业务集中优势，在

当前基本面健康度高城市货源更为充足，把握机遇能力更强，同时其资金端优势有望助力
继续扩储、扩大市场份额。同时，我们看好部分在健康度较高城市市占率高的地方国企及

非国央企的发展前景。 

 

图 40：2024 年上半年百强房企操盘金额及同比  图 41：2024 年上半年百强房企操盘面积及同比 

当月值 当月同比 环比上月 年初至今 累计同比 当月值 当月同比 环比上月 年初至今 累计同比 当月值 当月同比 环比上月 年初至今 累计同比

保利发展 420 2.5% 19.0% 1733 -26.7% 230 -14.7% 16.2% 987 -28.7% 18273 20.2% 2.4% 17561 2.7%

中海地产 466 44.8% 136.5% 1483 -16.9% 93 -24.4% 41.8% 549 -32.1% 50108 91.5% 66.9% 27008 22.3%

万科地产 254 -29.4% 8.4% 1267 -37.2% 207 -11.5% 10.1% 921 -26.8% 12258 -20.3% -1.6% 13765 -14.3%

华润置地 320 19.9% 54.6% 1247 -26.7% 116 14.7% 26.6% 518 -26.6% 27562 4.5% 22.1% 24097 -0.1%

招商蛇口 231 -21.4% 21.4% 1010 -39.3% 98 -19.7% 7.7% 440 -35.5% 23582 -2.1% 12.7% 22943 -5.9%

绿城中国 174 12.3% 12.3% 855 -13.0% 67 17.9% 30.4% 279 -17.6% 26211 -4.8% -13.9% 30649 5.5%

建发房产 114 -35.6% -16.2% 661 -30.7% 48 -28.0% -23.9% 300 -29.5% 23750 -10.6% 10.2% 21991 -1.7%

滨江集团 149 20.2% 93.3% 582 -37.1% 19 -10.2% -5.9% 125 -34.6% 77306 33.9% 105.3% 46621 -3.8%

越秀地产 155 19.1% 54.5% 555 -32.7% 57 34.8% 44.9% 193 -21.2% 27398 -11.7% 6.6% 28771 -14.6%

龙湖集团 101 -37.7% 18.5% 511 -48.1% 81 -13.3% 44.0% 364 -36.5% 12534 -28.2% -17.7% 14062 -18.3%

华发股份 93 -22.0% -21.6% 452 -41.2% 40 32.9% -10.8% 167 -32.7% 23119 -41.3% -12.1% 27098 -12.7%

中国金茂 133 1.2% 84.2% 446 -48.1% 81 26.2% 125.0% 245 -48.6% 16420 -19.8% -18.1% 18183 1.0%

中国铁建 118 59.5% 49.6% 396 -24.3% 51 48.8% -1.5% 265 -16.4% 23047 7.1% 51.9% 14941 -9.4%

金地集团 66 -50.7% 1.8% 361 -57.9% 52 -36.0% -0.4% 240 -49.2% 12701 -22.9% 2.2% 15065 -17.1%

绿地控股 96 -33.2% 85.0% 336 -45.9% 65 -50.5% 39.8% 290 -44.2% 14800 34.9% 32.3% 11561 -3.0%

碧桂园 55 -73.9% 5.4% 333 -79.3% 68 -73.9% 5.4% 412 -79.3% 8074 0.0% 0.0% 8075 0.0%

保利置业 73 87.2% 65.9% 282 -24.0% 28 74.3% 26.7% 103 -29.9% 26174 7.4% 30.9% 27379 8.5%

融创中国 15 -79.3% -31.6% 261 -49.8% 12 -77.1% 139 -64.4% 12783 -9.6% 18859 40.9%

新城控股 38 -43.0% -8.5% 235 -44.5% 51 -42.2% -9.3% 317 -36.3% 7426 -1.5% 0.9% 7428 -12.8%

美的置业 33 -34.4% -0.3% 202 -50.0% 29 -24.8% -18.6% 179 -42.9% 11293 -12.7% 22.4% 11320 -12.5%

旭辉集团 28 -49.0% -18.0% 202 -51.8% 15 -60.8% -64.9% 163 -43.0% 18658 30.1% 133.9% 12391 -15.4%

中交房地产 39 -50.0% -1.3% 189 -51.3% 21 -29.6% 6.5% 99 -40.2% 18443 -29.0% -7.3% 19034 -18.6%

电建地产 72 -3.9% 264.6% 187 -44.0% 36 -4.5% 247.7% 95 -43.0% 20162 0.7% 4.9% 19661 -1.7%

大悦城控股 36 -10.2% 13.9% 185 -25.2% 16 -9.9% -11.9% 71 -28.9% 23226 -0.4% 29.4% 26241 5.2%

世茂集团 33 -21.6% 13.4% 171 -39.1% 26 -11.1% 11.4% 131 -29.7% 12980 -11.7% 1.8% 13016 -13.4%

中国恒大 31 -28.2% -26.2% 167 -56.3% 21 -36.9% -38.4% 155 -48.6% 14387 13.7% 19.8% 10767 -14.9%

首开股份 40 -20.0% 60.0% 159 -54.2% 17 -23.9% 38.5% 69 -46.0% 23669 5.1% 15.5% 22991 -15.1%

城建集团 39 -14.4% 130.5% 154 -41.2% 9 -29.2% 114.0% 45 -27.8% 41848 20.9% 7.8% 33929 -18.6%

联发集团 36 -41.5% 142.2% 149 -58.5% 18 -5.4% 54.9% 75 -41.4% 20343 -38.2% 56.4% 19708 -29.3%

卓越集团 21 -62.9% 7.1% 147 -63.8% 7 -14.5% 3.2% 49 -66.6% 32462 -56.6% 3.8% 30020 8.3%

国贸地产 32 -35.8% 60.1% 139 -55.8% 12 -9.1% 64.4% 55 -49.6% 26417 -29.4% -2.6% 25246 -12.3%

伟星房产 30 -7.9% 1.0% 137 -31.8% 16 35.9% 16.9% 69 -21.8% 18994 -32.2% -13.6% 20000 -12.8%

雅居乐 52 67.2% 145.2% 126 -46.7% 36 45.0% 59.0% 104 -36.7% 14266 15.3% 54.2% 12071 -15.8%

路劲集团 39 -22.2% 124.9% 120 -60.0% 22 -22.1% 126.3% 66 -60.0% 18093 -0.1% -0.6% 18102 0.0%

大华集团 29 -54.8% -8.1% 119 -42.5% 17 -9.3% 9.9% 65 -29.8% 17169 -50.1% -16.4% 18393 -18.2%

武汉城建 35 0.9% 71.8% 118 -41.9% 18 -22.7% 61.4% 68 -37.8% 18859 30.5% 6.4% 17419 -6.5%

远洋集团 21 -70.5% -12.6% 115 -67.7% 22 -49.5% -14.0% 121 -43.9% 9674 -41.5% 1.6% 9489 -42.5%

仁恒置地 19 -18.2% -37.2% 112 -46.2% 11 172.5% -11.4% 52 -33.4% 17339 -70.0% -29.1% 21783 -19.1%

香港置地 11 -37.2% -78.4% 106 29.8% 6 -28.2% -10.3% 26 -26.9% 18525 -12.5% -75.9% 41240 77.5%

大家房产 21 -63.8% -37.7% 101 -51.9% 7 -61.2% -42.1% 41 -50.1% 28082 -6.9% 7.5% 25037 -3.6%

星河地产 22 39.5% 11.2% 101 -22.5% 11 66.7% -0.9% 55 -26.1% 19909 -16.3% 12.2% 18532 4.7%

中建东孚 29 -57.2% 177.7% 101 -53.3% 11 -54.4% 150.0% 50 -37.4% 26000 -6.2% 11.1% 20282 -25.4%

华侨城 22 -53.6% 14.4% 101 -57.5% 27 1.2% 112.1% 79 -36.9% 8110 -54.1% -46.1% 12688 -32.6%

中南置地 16 -67.1% 3.2% 96 -61.2% 13 -66.5% 9.0% 79 -61.6% 12030 -1.7% -5.3% 12071 1.2%

金融街 20 84.0% -2.5% 95 -41.5% 19 234.5% 74.8% 59 -20.8% 10052 -45.0% -44.2% 16091 -26.2%

金辉集团 25 -6.4% 87.1% 87 -38.6% 18 6.3% 150.2% 60 -40.3% 13505 -12.0% -25.2% 14523 2.9%

新希望地产 14 -51.2% 0.7% 87 -48.7% 8 -50.0% -2.6% 48 -46.5% 18421 -2.4% 3.4% 18134 -4.0%

阳光城 15 -29.7% -31.0% 85 -53.6% 9 -29.5% -31.1% 53 -53.6% 16022 -0.2% 0.1% 16008 0.0%

深铁置业 15 -81.4% -19.9% 84 7.8% 11 6.9% 11 6.9% 13303 -82.6% 77064 0.9%

上海城投 7 -28.2% 83 9 -28.1% 9 -28.1% 8506 95517

TOP3 1140 4.4% 45.4% 4483 -27.3% 530 -15.4% 17.4% 2457 -28.8% 21514 23.5% 23.8% 18250 2.0%

TOP10 2384 -0.7% 37.4% 9904 -30.3% 1015 -10.1% 17.5% 4675 -29.3% 23492 10.5% 16.9% 21185 -1.4%

TOP11-30 1094 -31.0% 28.6% 5014 -51.7% 661 -36.5% 11.7% 3309 -53.0% 16545 8.6% 15.2% 15151 2.8%

TOP31-50 470 -39.0% 6.9% 2113 -45.6% 302 -16.9% 39.8% 1168 -42.3% 15547 -26.6% -23.5% 18092 -5.7%

TOP51-100 858 -37.6% 71.9% 2578 -42.5% 503 -27.1% 108.1% 1576 -40.5% 17044 -14.3% -17.4% 16359 -3.4%

百强合计 4806 -21.6% 36.4% 19608 -40.5% 2482 -23.0% 29.7% 10728 -41.5% 19366 1.8% 5.2% 18278 1.6%

公司名称
销售金额（单位：亿元） 销售面积（单位：万平） 销售均价（单位：元/平）



 
 

行业报告 | 行业投资策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20 

 

 

 

 
资料来源：克而瑞，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克而瑞，天风证券研究所 

 

4.2. 拿地：动态调节或导致总量供给约束 

2024 年上半年，TOP100 企业拿地总额 3801 亿元，同比下降 36%，新增权益货值 8898 亿

元，同比下降 28%。对于优势地区的优质地块，房企投资积极性较高，竞争也更加激烈，

对于性价比不高的地块，房企拿地极为谨慎。 

2024 上半年，300 城土地供应规划建面累计 1.13 亿方，同比-44.3%。成交端，2024 上半
年，300 城土地成交规划建面累计 0.87 亿方，同比-37.3%；土地出让金累计达 0.54 万亿元，

同比-43.9%。2024 上半年，300 城土地出让金成交绝对值处历史低位，平均溢价率下滑，

整体热度仍偏冷淡。 

 

图 42：2024 年上半年百强房企权益口径拿地金额及同比   图 43：2024 年上半年百强房企权益口径新增货值及同比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44：2024 年上半年 300 城土地出让金单月值及单月同比   图 45：2024 年上半年 300 城土地出让平均溢价率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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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拍视角来看，22 城中央国企仍是拿地主力，部分城市地方国资占比较高，民企占比约

两成。2024 年上半年，22 城累计拿地金额中，央企、地方国企占比合计达 75%，央国企

占比较 2023 年全年提升 4 个百分点。北京、深圳、广州、上海、厦门等地央国企拿地金
额占比均在八成左右，合肥、天津央国企占比也过半，均较 2023 年全年有所提升。从房

企视角看，2024 年上半年，新增货值排名前 30 的房企中地方城投占比过半，城投托底比

维持较高比例；主流头部房企 24 上半年新增货值同比降幅在 30%-70%区间，投资大幅下滑

使得房企潜在推货规模同步降低。 

我们认为，短期房企或延续根据市场销售表现动态调节新增货量，不至于陷入“无货可推”

境地，但不排除价格压力下，投资总量收缩使新房有效供给受到约束，制约需求释放的同

时或造成房企规模压力；若销售量价降幅展现持续收窄趋势，投资端边际上行空间同样良

好。 

 
图 46：2024 年上半年房企新增货值、拿地情况 TOP30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1) 行业信用风险蔓延，影响整个地产行业的再融资、销售和竣工预期； 

2) 行业销售下行超预期，带动行业开发投资、新开工、拿地、施工等指标快速下行； 

3) 因城施策力度不及预期。 

   

排名 企业

1-6月全口

径新增货值

（亿元）

同比

1-6月权益

新增货值

（亿元）

同比

1-6月权益

拿地金额

（亿元）

同比

1-6月权益

拿地面积

（万m2）

同比

1 建发房产 608 -9% 513 -7% 279 1% 141 -43%

2 华润置地 481 -48% 374 -43% 283 -36% 98 -57%

3 中建壹品 470 - 410 - 280 - 69 -

4 绿城中国 393 -32% 345 -24% 281 11% 96 -36%

5 滨江集团 379 -4% 262 -27% 282 55% 58 -47%

6 海开控股 309 - 309 - 284 - 47 -

7 中国铁建 295 -21% 255 -6% 288 160% 159 41%

8 中海地产 291 -54% 283 -55% 285 -23% 78 -35%

9 中建智地 263 113% 255 106% 287 387% 27 -

10 保利发展 254 -69% 223 -70% 286 -28% 103 -57%

11 招商蛇口 242 -61% 176 -62% 291 21% 46 -61%

12 石家庄城发投集团 215 - 215 - 289 - 199 -

13 广东南海控股 177 - 175 - 305 - 77 -

14 龙湖集团 170 -57% 119 -67% 293 134% 35 -77%

15 陕建地产集团 168 - 167 - 320 - 116 -

16 国贸地产 166 1% 115 -30% 290 212% - -

17 湖北文旅建发集团 156 - 55 - 336 - - -

18 深圳市大沙河建设投资 154 - 77 - 367 - - -

19 深圳地铁集团 154 - 77 - 368 - - -

20 中国中铁 149 -8% 92 16% 296 640% 43 -

21 钱江新城 145 - 119 - 300 - 27 -

22 中粮大悦城 143 - 60 - 314 1645% - -

23 泉州城建集团 142 - 142 - 297 - 80 -

24 邦泰集团 129 1% 125 3% 308 585% 83 -13%

25 北京住总集团 128 - 128 - 294 - 25 -

26 济南高新 124 - 124 - 304 - 72 -

27 越秀地产 118 -66% 77 -75% 299 58% - -

28 高速地产集团 111 - 66 - 302 - - -

29 西安城投置业 106 - 106 - 309 - 47 -

30 福州城投集团 102 - 102 - 310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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