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研究 | 内地房地产 

累计销售增速回正，单月销售增速提升 
2020 年 7 月房企销售数据点评 

事件描述： 

亿翰智库发布 2020 年 7 月房企销售情况，累计销售额 TOP100 房企 2020 年 7 月
销售增速年内首次回正，前 7 月累计销售金额同比增长 1.1%，7 月单月销售金额
同比上升 28.1%。 

事件评论: 

累计销售增速年内首次回正，单月销售额增速提升。2020 年 1-7 月，TOP100 房
企实现销售额 6.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2020 年前 6 月为下降 3.3%）；实现
销售面积 4.58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1.8%（2020 年前 6 月为下降 2.6%）。7 月，
TOP100 房企累计销售金额同比首次回正，单月销售金额增速继续提升，达
28.1%（2020年 6月为增长 13.9%）。近月，居民购房需求的逐步释放和开发商的
积极推盘共同使商品房销售持续回暖，有望支撑全年行业销售实现平稳发展。 

大中型房企累计销售额同比有增、单月销售增速较快。2020年 1-7月，累计销售
额排名 1-10 的房企累计销售增速回正，同比增长 1.2%（2020 年前 6 月为下降
3.4%）；排名 11-50 的房企累计销售金额增速继续提升，同比增长 4.4%（2020 年
前 6 月为增长 0.03%）。7 月单月销售额表现方面，累计销售额排名 1-10 及 11-50
的房企同比增长较快，分别达 31.5%及 31.2%（累计销售额排名前 51-100 的房企
为增长 16.0%）。累计销售额排名前 50 的房企中，2020 年 1-7 月销售额增速最快
的为建发房产（+62.2%）、禹洲集团（+56.0%）、新希望地产（+39.5%）、中国金
茂（+34.0%）和中国恒大（+29.4%）。 

房住不炒基调维稳，地方调控及人才政策共同推进。在部分地区市场热度快速
回升的环境下，2020 年 7 月末，长沙、深圳、南京等 10 城市参与的房地产工作
会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均再次重申房住不炒定位，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地方层面，多个热门城市出台调控政策：杭州高层次人才家庭优先购
房方式所购商品房 5 年内不得上市交易，深圳、宁波、南京、东莞等强化限购政
策；同时，杭州、宁波、南京在政策中对无房家庭有所倾斜，保障居民住房需
求。在市场调控的同时，多城市亦推进人才政策，南京、东莞发布人才安居细
则，珠海拟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毕业 5 年内先落户后就业等。当前中央及地方政策
均继续贯彻房住不炒定位，整体政策环境仍保持稳定。 

投资建议： 

2020 年 7 月，TOP100 房企累计销售额增速首次回正，行业基本面表现良好。政
策方面，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行业的定调未见明显放松或收紧，地方层面多个热
点城市针对投机性需求出台了调控政策，同时也针对无房家庭和人才等刚需群
体提供了一定支持，或有望引导行业在更为理性的购房情绪下健康发展。维持
行业“强于大市”评级。 

风险提示：行业调控及融资政策或存一定不确定性，影响上市公司销售业绩；
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对行业内企业经营造成一定影响；疫情控制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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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翰智库发布 2020 年 7 月房企销售情况，累计销售额 TOP100房企 2020年 7月
销售增速年内首次回正，前 7 月累计销售金额同比增长 1.1%，7 月单月销售金

额同比上升 28.1%。 

累计销售增速年内首次回正，单月销售额增速提升。2020年 1-7月，TOP100房
企实现销售额 6.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2020 年前 6 月为下降 3.3%）；实

现销售面积 4.58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1.8%（2020 年前 6 月为下降 2.6%）。7
月，TOP100房企累计销售金额同比首次回正，单月销售金额增速继续提升，达

28.1%（2020 年 6 月为增长 13.9%）。近月，居民购房需求的逐步释放和开发商

的积极推盘共同使商品房销售持续回暖，有望支撑全年行业销售实现平稳发展。 

图 1：2020 年 1-7 月 TOP100 房企累计销售额同比增
长约 1.1% 

 图 2：2020 年 7 月 TOP100 房企单月销售额同比上升
约 28.1% 

 

 

 
数据来源：亿翰智库, 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亿翰智库, 中达证券研究 

 

图 3：2020 年 1-7 月 TOP100 房企累计销售面积同比
增长约 1.8% 

 图 4：2020 年 7 月 TOP100 房企单月销售面积同比上
升约 28.8% 

 

 

 
数据来源：亿翰智库, 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亿翰智库, 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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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房企累计销售额同比有增、单月销售增速较快。2020 年 1-7 月，累计销

售额排名 1-10的房企累计销售增速回正，同比增长 1.2%（2020年前 6月为下降

3.4%）；排名 11-50 的房企累计销售金额增速继续提升，同比增长 4.4%（2020
年前 6 月为增长 0.03%）。7 月单月销售额表现方面，累计销售额排名 1-10 及

11-50 的房企同比增长较快，分别达 31.5%及 31.2%（累计销售额排名前 51-100
的房企为增长 16.0%）。累计销售额排名前 50 的房企中，2020 年 1-7 月销售额

增速最快的为建发房产（+62.2%）、禹洲集团（+56.0%）、新希望地产

（+39.5%）、中国金茂（+34.0%）和中国恒大（+29.4%）。 

图 5：大中型房企累计销售额同比有增、单月销售增速较快 

 
数据来源：亿翰智库, 中达证券研究 

 

房住不炒基调维稳，地方调控及人才政策共同推进。在部分地区市场热度快速

回升的环境下，2020年 7月末，长沙、深圳、南京等 10城市参与的房地产工作

会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均再次重申房住不炒定位，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地方层面，多个热门城市出台调控政策：杭州高层次人才家庭优先购

房方式所购商品房 5 年内不得上市交易，深圳、宁波、南京、东莞等强化限购

政策；同时，杭州、宁波、南京在政策中对无房家庭有所倾斜，保障居民住房

需求。在市场调控的同时，多城市亦推进人才政策，南京、东莞发布人才安居

细则，珠海拟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毕业 5 年内先落户后就业等。当前中央及地方

政策均继续贯彻房住不炒定位，整体政策环境仍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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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月房住不炒基调维稳，调控及人才政策共同推进 

时间 城市/部门 政策概述 

2020-07-02 杭州 

明确在本市以高层次人才家庭优先购房方式购买的新建商品住房，自房屋网签
之日起 5 年内不得上市交易；明确均价 35000 元/平方米以下新建商品住房项目
对无房家庭的房源保障比例一般不低于 50%，其中无房家庭除需符合原有要求
外，还需满足自购房之日前一年起已在本市限购范围内连续缴纳城镇社会保险
或个人所得税满 12 个月的要求。 

2020-07-03 东莞 加快在建商品住房入市销售、加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指导、加强商品住房项目
销售监管等。 

2020-07-06 珠海 拟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毕业 5 年内先落户后就业；满足条件的非全日制大专以上
学历可落户；珠海企业新招用毕业两年内的技工（职业）院校学生可落户等。 

2020-07-15 深圳 
调整商品住房限购年限、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措施、细化普通住房标准、发挥
税收调控作用、加强热点楼盘销售管理、推行房屋抵押合同网签管理、加大二
手住房交易信息公开力度等。 

2020-07-22 长春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新增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贷款利率
执行同期首套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 1.1 倍。 

2020-07-22 宁波 符合条件的“无房家庭”可在市六区优先认购 1 套商品住房，该套住房要求在
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满 5 年后方可转让。 

2020-07-23 南京 

优先保障本市户籍无房家庭的刚性购房需求，商品住宅项目向本市户籍无房家
庭提供每批次不低于 30%比例的房源。夫妻离异的，任何一方自离异之日起 2
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严格执行
“限房价、竞地价”出让模式，提高土地市场准入条件，建立热点区域住宅用
地报名单位资格筛查机制。 

2020-07-24 国务院 

韩正：要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
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一城一策，
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防止资金
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要做好住房保障工作，因地制宜推进城镇老旧小区和棚
户区改造等。 

2020-07-27 东莞 加大住宅用地和住房供应力度、调整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调整商品住房限转让
年限等。 

2020-07-28 央行 要求各银行统计消费类联合贷款业务的相关信息，摸底线上消费贷款流入楼市
情况。 

2020-07-28 南京 针对人才优先选房、支持刚需优先购房等事宜，发布摇号、选房的具体细则。 

2020-07-30 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 

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
制创新；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2020-07-30 东莞 暂停各单位和个人在滨海湾新区范围内新建、改建和扩建任何建（构）筑物行
为，包括已在虎门镇、长安镇取得相关批准文书及报备的项目。 

2020-07-30 东莞 
重点明确七类人才安居措施，在现有特色人才、新就业人才安居政策的基础
上，增加顶尖人才、创新人才、高技能人才、研发人才和新入户人才的安居措
施，覆盖高层次、基础型等各层次人才。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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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0 年 7 月房企销售情况，禹洲集团、新希望地产等累计销售金额增速居前 

序号 公司 
销售额（亿元） 销售面积（万平） 

1-7 月 
累计 

1-7 月 
累计同比 

7 月 
单月 

7 月 
单月同比 

1-7 月 
累计 

1-7 月 
累计同比 

7 月 
单月 

7 月 
单月同比 

1 碧桂园 4483  -1% 760  29% 5332  7% 911  41% 
2 中国恒大 4168  29% 680  68% 4616  54% 753  96% 
3 万科地产 3775  -1% 570  18% 2447  -1% 370  18% 
4 保利发展 2730  -2% 485  79% 1814  -1% 322  72% 
5 融创中国 2473  -3% 520  26% 1777  2% 374  35% 
6 中海地产 1975  -1% 255  -12% 1096  3% 141  -3% 
7 绿地集团 1492  -23% 162  -38% 1181  -31% 150  -35% 
8 世茂集团 1395  16% 291  45% 793  19% 164  45% 
9 华润置地 1348  3% 240  90% 775  11% 143  98% 

10 招商蛇口 1336  11% 229  18% 614  -4% 117  -4% 
11 龙湖集团 1321  5% 210  5% 778  2% 124  7% 
12 中国金茂 1243  34% 214  50% 668  60% 120  102% 
13 金地集团 1225  22% 209  41% 584  17% 100  43% 
14 新城控股 1196  -19% 220  -10% 1083  -15% 205  -7% 
15 绿城中国 1101  27% 189  49% 528  10% 97  29% 
16 阳光城 1080  2% 180  13% 872  4% 145  6% 
17 金科集团 1028  11% 198  72% 1039  3% 215  29% 
18 旭辉集团 1027  0% 220  51% 647  9% 157  84% 
19 中南置地 1000  4% 186  26% 738  -2% 129  16% 
20 中梁控股 796  6% 119  6% 687  -4% 146  251% 
21 正荣集团 748  9% 188  86% 512  16% 146  137% 
22 融信集团 725  4% 121  -6% 318  -5% 61  18% 
23 龙光集团 704  29% 133  42% 479  19% 108  66% 
24 滨江集团 685  12% 134  40% 205  -1% 40  22% 
25 富力地产 666  -12% 117  6% 553  -19% 98  32% 
26 雅居乐 657  0% 106  45% 473  3% 68  26% 
27 佳兆业 642  16% 131  55% 535  27% 119  51% 
28 奥园集团 604  0% 96  44% 603  1% 92  38% 
29 祥生集团 602  -7% 93  -3% 496  -17% 84  -9% 
30 美的置业 587  9% 105  54% 530  3% 92  44% 
31 荣盛发展 562  5% 80  18% 506  4% 72  10% 
32 新力地产 557  -6% 122  62% 348  -13% 50  65% 
33 首开股份 543  6% 100  -6% 187  4% 34  0% 
34 禹洲集团 539  56% 110  82% 329  44% 68  58% 
35 华发股份 524  8% 83  64% 216  7% 39  80% 
36 华夏幸福 520  -29% 104  9% 302  -52% 87  16% 
37 新希望地产 510  40% 110  71% 273  51% 91  242% 
38 远洋地产 509  -25% 90  15% 254  -22% 36  -13% 
39 卓越集团 507  -9% 71  -12% 257  -20% 23  -48% 
40 蓝光发展 506  -13% 125  8% 548  -13% 130  10% 

TOP1-10 合计 25176  1% 4312  31% 20446  5% 3467  34% 
TOP1-50 合计 52584  3% 9148  31% 39138  5% 6980  41% 

TOP1-100 合计 62754  1% 11278  28% 45768  2% 8184  29% 
数据来源：亿翰智库, 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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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2020年 7月，TOP100房企累计销售额增速首次回正，行业基本面表现良好。政

策方面，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行业的定调未见明显放松或收紧，地方层面多个热

点城市针对投机性需求出台了调控政策，同时也针对无房家庭和人才等刚需群

体提供了一定支持，或有望引导行业在更为理性的购房情绪下健康发展。维持

行业“强于大市”评级。 

 

风险提示： 

1.行业调控及融资政策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影响上市公司销售业绩； 

2.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对行业内企业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3.疫情控制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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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申思聪，主要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分析师，在此声明： 
（1）本研究报告所表述的任何观点均精准地反映了该分析师个人对标的公司及其股票的看法； 
（2）该分析师所得报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研究报告所表述的具

体建议或观点或我司投资银行部相联系； 
（3）该分析师未直接或间接地受我司投资银行部授意或向我司投资银行部报告； 
（4）标的公司不处于证监会操守准则16.5(g)定义的安静期内； 
（5）该分析师未于本研究报告涉及的上市公司任高级职员； 
（6）该分析师及/或其助理与本研究报告涉及的上市公司无利益关系。 
 
评级说明 
报告中涉及的评级以报告发布后12个月内市场表现为比较标准，A股市场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港股市场以

恒生指数为基准。 
1）股票评级： 
买入——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20%以上； 
增持——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5%～20%之间； 
持有——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5%之间； 
卖出——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10%以上。 
2）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10%以上。 
 

免责声明 

中达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与本报告所涵盖的公司或有业务往来。因此，投资者应该意识到公司可能存在利益冲

突，这可能会影响报告的客观性。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应仅将本报告视为参考因素之一。 

本研究报告所提供的任何资料仅供参考，并不考虑任何特定接受者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风险承受能力，

也不构成任何招标或买卖任何证券或任何其他金融工具的要约。本报告并未经香港证监会审核。投资有风险，

在签订任何投资合同之前，个人应在必要时做出判断或寻求专业意见。 

本报告所载资料来自中达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认为可靠的来源，但在本报告所载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

性方面，中达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表述或保证。所有与价格相关的信息均为指导性信

息，本报告中提到的投资价值和来自这些信息的收入可能会波动。本报告所载资料随时可能有所改变，中达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不承诺就该等更改发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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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业绩不能代表未来表现，未来回报不可保证，并可能发生本金的损失。中达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高级职员、董事和雇员可能不时买卖本报告中提到的证券、认股权证、期货、期权、衍生产品或其他

金融工具。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中达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或中达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的任何其他成员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对依赖本报告内容发生的任何第三方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任

何直接、间接、后果或附带损失承担责任。 

本报告不会发送或打算发送给任何处于此种发送、公布、提供或使用将违反任何法律、条例、规则或其他登

记或执照要求的任何地方、国家或其他管辖范围内的个人或实体使用。 

本报告在香港只向专业投资者（定义见《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律第 571 章）及在香港颁布的任何法规）

以及不违反香港证券法的情况下分发。 

未经中达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为任何目的复制、发送或出版本报告。中达证券保留

所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