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研究 | 内地房地产 

年初楼市热度持续，单月销售增逾七成 
2021 年 1 月房企销售数据点评 

事件描述： 

克而瑞发布 2021 年 1 月房企销售情况， TOP100 房企 2021 年 1 月销售金额同比
大幅增长 70.9%。 

事件评论: 

基数较低叠加部分城市楼市热度持续，单月销售金额同比大增 70.9%。2021年 1
月，TOP100 房企实现销售额 0.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0.9%（2020 年全年为增长
12.4%）；实现销售面积 0.68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59.2%（2020 年全年为增长
9.6%）。在疫情和春节假期的共同作用下，2020 年 1 月销售金额基数较低；同
时，2021 年初部分热点城市的楼市持续火热，带动 2021 年 1 月销售金额同比大
幅增长。 

中小型房企 1月销售表现亮眼。2020年 1月较小的基数和当前持续火热的商品房
市场使得各型房企的销售额增速均波动较大，截至 2021 年 1 月末，销售额排名
51-100 的房企销售额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463%（排名前 10 及 11-50 的房企分别
为同比增长 55%和 108%）。2021 年 1 月销售额增速较快的房企为建发房产
（+244%）、弘阳地产（+215%）、龙光集团（+198%）、绿城中国（+192%）、美
的置业（+136%）。 

行业资金面有所收紧，热点城市调控频出。2020 年 12 月末，央行和银保监会出
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使银行业机构对按揭贷款
的投放做出了限制，1 月初央行工作会议亦提出了“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
制度”、央行上海总部召开的上海货币信贷工作会议亦强调了“稳妥实施好房地
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合理控制房地产贷款规模”；相应地，月内部分热点城
市出现了按揭贷款发放暂缓、按揭利率上升的现象，行业资金面有所收紧。地
方层面，1 月多个热点城市通过限购等方式加码调控：上海法拍房将纳入限购范
围、南京收紧人才购房政策等；另一方面，部分城市则针对当前供需情况出台
了相对温和的地方政策，如长沙放开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湖南省内异地贷款、武
汉将逐年减少新增建设用地等。整体而言，按揭贷款利率的提升和地方调控政
策的加码在短期或将使部分热点城市的商品房销售受到一定影响，但上述城市
中长期的购房需求仍具备充足的支撑。 

投资建议： 

2021年 1月，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楼市延续了上年末的热度，行业销售持续向好。
当前行业整体政策基调保持稳定，部分热点城市按揭贷款的短缺情况将对短期
销售带来一定影响，中长期而言对行业销售影响较为有限；同时，上述城市楼
市的降温将对刚需群体构成一定扶持，有利于行业整体的平稳健康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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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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而瑞发布 2021 年 1月房企销售情况， TOP100 房企 2021 年 1月销售金额同比

大幅增长 70.9%。 

基数较低叠加部分城市楼市热度持续，单月销售金额同比大增 70.9%。2021 年

1 月，TOP100 房企实现销售额 0.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0.9%（2020 年全年为增

长 12.4%）；实现销售面积 0.68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59.2%（2020 年全年为增

长 9.6%）。在疫情和春节假期的共同作用下，2020 年 1 月销售金额基数较低；

同时，2021年初部分热点城市的楼市持续火热，带动 2021年 1月销售金额同比

大幅增长。 

图 1：2021 年 1 月 TOP100 房企实现销售额 0.99 万亿
元 

 图 2：2021 年 1 月 TOP100 房企销售额同比上升约
70.9%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图 3：2021 年 1 月 TOP100 房企实现销售面积 0.68 亿
平方米 

 图 4：2021 年 1 月 TOP100 房企销售面积同比上升约
59.2%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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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房企 1 月销售表现亮眼。2020 年 1 月较小的基数和当前持续火热的商品

房市场使得各型房企的销售额增速均波动较大，截至 2021 年 1 月末，销售额排

名 51-100 的房企销售额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463%（排名前 10 及 11-50 的房企

分别为同比增长 55%和 108%）。2021 年 1 月销售额增速较快的房企为建发房

产（+244%）、弘阳地产（+215%）、龙光集团（+198%）、绿城中国

（+192%）、美的置业（+136%）。 

图 5：中小型房企 1 月销售表现亮眼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行业资金面有所收紧，热点城市调控频出。2020年 12月末，央行和银保监会出

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使银行业机构对按揭贷款

的投放做出了限制，1 月初央行工作会议亦提出了“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

理制度”、央行上海总部召开的上海货币信贷工作会议亦强调了“稳妥实施好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合理控制房地产贷款规模”；相应地，月内部分

热点城市出现了按揭贷款发放暂缓、按揭利率上升的现象，行业资金面有所收

紧。地方层面，1 月多个热点城市通过限购等方式加码调控：上海法拍房将纳

入限购范围、南京收紧人才购房政策等；另一方面，部分城市则针对当前供需

情况出台了相对温和的地方政策，如长沙放开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湖南省内异地

贷款、武汉将逐年减少新增建设用地等。整体而言，按揭贷款利率的提升和地

方调控政策的加码在短期或将使部分热点城市的商品房销售受到一定影响，但

上述城市中长期的购房需求仍具备充足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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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月涉房贷款资金收紧，热点城市调控频出 

时间 城市/部门 政策概述 

2020-12-31 央行 银行业将分档设置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个上限，对
超过上限的机构设置过渡期，并建立区域差别化调节机制。 

2021-01-06 住建部 住建部部长王蒙徽表示要完善政策协同机制，建立住房与土地、金融联动机
制，加强住宅用地管理，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等。 

2021-01-06 南平 房价上涨过快地区，要采取限涨幅、控房价的调控措施，坚决遏制房价上涨态
势。 

2021-01-07 央行 召开工作会议，部署今年十大重点工作，其中提出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
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完善金融支持住房租赁政策体系。 

2021-01-12 央行 央行上海总部召开 2021 年上海货币信贷工作会议，强调稳妥实施好房地产贷款
集中度管理要求，合理控制房地产贷款规模。 

2021-01-12 上海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针对新房认筹率居高不下、摇号火热现象表示，正在积极研
究进一步完善认筹规则等相关政策规定，并表示要严格落实购房实名制。 

2021-01-13 佛山 
要完善湾区人才科创要素流动机制。对企业引进海内外“双一流”高校毕业生，
分别给予博士 9 万元、硕士 6 万元、学士 3 万元的引进扶持。并对创办企业的
青年人才给予最高 300 平方米、最长 3 年的场地租金补贴。 

2021-01-13 浙江 2021 年，浙江将出台公租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加强公租房精准保障，全
年力争公租房受益家庭达到 25 万户。 

2021-01-18 长沙 
放开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湖南省内异地贷款，并规定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签订合作
公约的城市，其缴存职工可至长沙中心申请公积金异地贷款，而省内其他城市
缴存职工申请异地贷款由省直分中心统一受理。 

2021-01-18 南京 收紧人才购房的政策，在经认定企业及机构工作，取得硕士学位、本科学历，
分别需 1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缴纳 6 个月、12 个月及以上社保或个人所得税。 

2021-01-21 深圳 家庭购买商品房只能登记在具备购房资格成员名下，并暂停夫妻婚内更名，避
免通过假结婚获取深圳购房资格的现象。 

2021-01-22 上海 

夫妻离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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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个人对外销售住房增值税征免年限从 2 年提高至 5 年；完善新建商品住房公
证摇号选房制度，优先满足无房家庭自住购房需求；增加商品住房用地供应，
特别是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五大新城供应力度等。 

2021-01-25 深圳 购房人采取弄虚作假等方式申购商品住房，深圳住建部门将停止相关人员使用
“购房意向登记系统”以及合同网签系统三年，包括新房及所有二手房交易。 

2021-01-25 上海 法拍房将纳入住房限购范围。 

2021-01-27 武汉 要求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逐年减少新增建设用地，大力促进存量建设用地
盘活利用，并要求到 2025 年全市新增加建设用地量与“十三五”相比下降 20%。 

2021-01-27 杭州 
进一步加强住房限购，规定落户本市未满 5 年的，在本市限购范围内限购 1 套
住房；并规定将本市限购范围内住房赠与他人的，赠与人须满 3 年方可购买限
购范围内住房，除遗赠外受赠人家庭均须符合本市住房限购政策。 

2021-01-27 成都 将严厉打击哄抬房价等违规行为。 

2021-01-28 宁波 
明确通过五大大举措增加房源供给，包括提供租赁住房用地，允许闲置商业、
办公、工业用房改建为租赁住房，集中配建租赁住房，盘活存量闲置房源，配
建高端租赁住房。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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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1 年 1 月房企销售情况，建发房产、弘阳地产等销售金额增速居前 

公司 
销售额（亿元） 销售面积（万平） 

1 月 1 月同比 2020 年全年累
计同比 1 月 1 月同比 2020 年全年累

计同比 
万科地产 702  28% 12% 465  40% 14% 
中国恒大 603  49% 20% 674  50% 38% 
碧桂园 556  20% 2% 639  22% 6% 
保利发展 420  78% 9% 285  81% 9% 
融创中国 350  88% 3% 250  84% 7% 
中海地产 285  41% 13% 152  37% 7% 
招商蛇口 246  107% 26% 91  106% 6% 
华润置地 242  119% 18% 126  152% 7% 
金地集团 239  95% 15% 118  92% 11% 
中国金茂 201  91% 44% 141  145% 51% 
世茂集团 200  96% 15% 113  94% 17% 
龙光集团 194  198% 51% 122  154% 28% 
新城控股 166  48% -7% 181  71% -3% 
旭辉集团 162  66% 15% 100  60% 28% 
绿地控股 161  89% -8% 146  104% -18% 
龙湖集团 151  49% 12% 90  48% 14% 
绿城中国 146  192% 59% 52  134% 58% 
阳光城 139  37% 3% 98  12% -11% 
中梁控股 138  87% 11% 114  57% -9% 
金科集团 136  57% 20% 126  30% 18% 
中南置地 135  127% 14% 98  115% 9% 
融信集团 123  67% 10% 64  86% 11% 
美的置业 123  136% 25% 99  101% 11% 
建发房产 113  244% 76% 60  197% 73% 
佳兆业 112  103% 25% 88  121% 40% 
富力地产 111  71% 0% 82  38% -13% 
雅居乐 110  120% 17% 72  141% 15% 
奥园集团 101  100% 13% 88  103% 10% 
滨江集团 97  57% 22% 27  42% 12% 
时代中国 83  24% 28% 42  -5% 26% 
蓝光发展 82  50% 2% 96  70% 10% 
新力地产 81  60% 24% 53  59% 26% 
中骏集团 81  61% 26% 49  48% 16% 
金辉集团 78  92% 9% 49  68% 13% 
禹洲集团 78  126% 40% 46  117% 26% 
合景泰富 68  31% 20% 30  9% 24% 
宝龙地产 68  92% 35% 44  98% 41% 
弘阳地产 63  215% 33% 41  174% 21% 
荣盛发展 60  19% 10% 47  -7% 7% 
远洋集团 55  56% 1% 29  74% 11% 

TOP1-10 合计 3844  55% 7% 3059  52% 10% 
TOP1-50 合计 8167  67% 12% 5793  59% 10% 

TOP1-100 合计 9863  71% 12% 6789  59% 10%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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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2021 年 1 月，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楼市延续了上年末的热度，行业销售持续向好。

当前行业整体政策基调保持稳定，部分热点城市按揭贷款的短缺情况将对短期

销售带来一定影响，中长期而言对行业销售影响较为有限；同时，上述城市楼

市的降温将对刚需群体构成一定扶持，有利于行业整体的平稳健康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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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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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