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研究 | 内地房地产 

单月销售金额年内新高，基数提升带动增
速下滑 
2021 年 6 月房企销售数据点评 

事件描述： 

克而瑞发布 2021 年 6 月房企销售情况，累计销售额 TOP100 房企 2021 年 6 月销
售增速有所下滑，前 6 月累计销售金额同比增长 37.5%，6 月单月销售金额同比
上升 0.4%。 

事件评论: 

基数快速提升，累计及单月销售同比增速有所下降。2021 年 1-6 月，TOP100 房
企实现销售额 7.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5%（2021 年前 5 月为增长 52.2%）；实
现销售面积 4.77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27.2%（2021年前 5月为增长 39.8%）。6月
仍为上半年内单月销售金额最高的月份，TOP100房企单月销售额约1.5万亿元，
环比提升 12.7%；2020年二季度销售的快速增长带动当前累计及单月销售同比增
速均有所下滑。 

中小型房企累计及单月销售增速领先。截至 2021年 6月末，累计销售额排名 51-
100 的房企累计销售额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48.8%（排名前 10 及 11-50 的房企分
别为同比增长 25.4%和 44.8%）。单月销售额方面，累计销售额排名 51-100 的房
企增速最快，达 3.5%（累计销售额排名前 10 和 11-50 的房企为增长 2.7%和下降
2.8%）。2021年 1-6 月累计销售额增速较快的房企为建发房产（+146%）、绿城中
国（+107%）、美的置业（+71%）、旭辉集团（+69%）、宝龙地产（+68%）。 

一体化发展政策频出，部分城市细化调控范围。6 月，多地发布一体化发展政
策：长三角区域内，上海、南京、合肥等 8 个城市稳步推进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
服务试点，浙江省计划启动沪杭甬湾区经济创新区建设，中央发布支持浙江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杭州、嘉兴印发一体化合作先行区建设
方案等；其他区域方面，发改委通过《福州都市圈发展规划》、河南省发改委发
布《2021 年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工作要点和重大项目》。都市圈化的发展路径
继续推进，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也将对区域内核心城市和重要节点城市的经济增
长、购房需求带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近期部分城市进一步细化调控范围，
如绍兴提出对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 3 个市辖区的商品住房价格实行网格化管
控，无锡提出江阴、宜兴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等。更趋细化的调控或有望
进一步打击投机性购房行为，引导住房消费平稳健康发展。 

投资建议： 

2021 年上半年，行业销售保持稳健，TOP100 房企同比增速因基数的提升而有所
下滑。当前部分热点城市房贷额度偏紧、房贷利率有所提升；同时，在“房住
不炒”的基调下，部分城市的管控细化至区级、县级。投机性购房行为或将在
资金成本和精准调控的共同作用下进一步受到抑制，住房消费亦有望更趋平稳
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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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房企销售情况，累计销售额 TOP100 房企 2021年 6 月销

售增速有所下滑，前 6 月累计销售金额同比增长 37.5%，6 月单月销售金额同比

上升 0.4%。 

基数快速提升，累计及单月销售同比增速有所下降。2021年 1-6月，TOP100房
企实现销售额 7.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5%（2021 年前 5 月为增长 52.2%）；

实现销售面积 4.77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27.2%（2021年前5月为增长39.8%）。

6 月仍为上半年内单月销售金额最高的月份，TOP100 房企单月销售额约 1.5 万

亿元，环比提升 12.7%；2020 年二季度销售的快速增长带动当前累计及单月销

售同比增速均有所下滑。 

图 1：2021 年 1-6 月 TOP100 房企累计销售额同比增
长约 37.5% 

 图 2：2021 年 6 月 TOP100 房企单月销售额同比上升
约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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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 TOP100 房企累计销售面积同比
增长约 27.2% 

 图 4：2021 年 6 月 TOP100 房企单月销售面积同比下
降约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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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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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房企累计销售及单月销售增速领先。截至 2021 年 6 月末，累计销售额排

名 51-100 的房企累计销售额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48.8%（排名前 10 及 11-50 的

房企分别为同比增长 25.4%和 44.8%）。单月销售额方面，累计销售额排名 51-
100的房企增速最快，达 3.5%（累计销售额排名前 10和 11-50的房企为增长 2.7%
和下降 2.8%）。2021 年 1-6 月累计销售额增速较快的房企为建发房产

（+146%）、绿城中国（+107%）、美的置业（+71%）、旭辉集团（+69%）、

宝龙地产（+68%）。 

图 5：中小型房企累计销售及单月销售增速领先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一体化发展政策频出，部分城市细化调控范围。6 月，多地发布一体化发展政

策：长三角区域内，上海、南京、合肥等 8 个城市稳步推进异地购房提取公积

金服务试点，浙江省计划启动沪杭甬湾区经济创新区建设，中央发布支持浙江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杭州、嘉兴印发一体化合作先行区建

设方案等；其他区域方面，发改委通过《福州都市圈发展规划》、河南省发改

委发布《2021 年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工作要点和重大项目》。都市圈化的发

展路径继续推进，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也将对区域内核心城市和重要节点城市的

经济增长、购房需求带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近期部分城市进一步细化调控

范围，如绍兴提出对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 3 个市辖区的商品住房价格实行

网格化管控，无锡提出江阴、宜兴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等。更趋细化的调

控或有望进一步打击投机性购房行为，引导住房消费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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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月一体化发展政策频出，部分城市细化调控范围  

时间 城市/部门 政策概述 
2021-06-02 上海 成立 800 亿元城市更新基金，为目前全国落地规模最大的城市更新基金。 

2021-06-03 绍兴 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的商品住房价格实行网格化管控；完善房价地价联动
机制；实行区域限购；在原有市区限售 2 年的基础上提高至 3 年。 

2021-06-03 文旅部 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文化和旅游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文化和旅
游基础设施纳入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范围。 

2021-06-05 长三角 

上海市、南京市、合肥市、苏州市、无锡市、嘉兴市、衢州市、芜湖市 8 个试
点城市的职工在上述试点城市缴存住房公积金，在上述试点城市购房的，且符
合公积金缴存地提取条件的，不论购房地与缴存地是否为同一城市，均可通过
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在线零材料、零等候申请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2021-06-07 成都 “红档”、严重失信房企将被限制土地竞买资格。 

2021-06-08 深圳 发布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目标经济总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
2020 年基础上翻一番。 

2021-06-09 南昌 将严格限制关联公司参加同一宗住宅用地竞买。 
2021-06-10 浙江 中央发布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2021-06-15 杭州、嘉兴 《杭嘉一体化合作先行区建设方案》经杭州、嘉兴两市协商一致后正式印发，
方案将实施至 2025 年。 

2016-06-15 长三角 浙江省将继续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计划启动沪杭甬湾区经济创新区
建设。 

2021-06-15 无锡 江阴、宜兴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牢牢把握“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开
展工作。 

2021-06-17 上海 
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 REITs 20 条”，包括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上
交所开展业务、支持公募基金管理人开展业务、扩大产品投资者、发展专业服
务、加强配套政策支持等政策措施。 

2021-06-21 青岛 放宽放开城镇落户限制，建立健全多主体供给住房制度。 

2021-06-22 上海 将打造文旅融合样本城市，至 2025 年上海将力争实现旅游年总收入由 2020 年
的 3139.78 亿元增加到 7000 亿元。 

2021-06-23 福州 发改委通过《福州都市圈发展规划》。 
2021-06-29 郑州 河南省发改委发布《2021 年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工作要点和重大项目》。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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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1 年 6 月房企销售情况，建发房产、绿城中国等累计销售金额增速居前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1-6月
累计

1-6月
累计同比

6月
单月

6月
单月同比

1-6月
累计

1-6月
累计同比

6月
单月

6月
单月同比

碧桂园 4264 15% 723 -11% 4901 15% 831 -11%
中国恒大 3562 2% 694 -9% 4226 9% 854 0%
万科地产 3548 11% 676 -8% 2221 7% 451 -10%
融创中国 3208 64% 793 45% 2208 57% 581 52%
保利发展 2850 27% 515 -25% 1745 17% 349 -21%
中海地产 2054 19% 484 -16% 1014 6% 248 -24%
招商蛇口 1770 60% 442 36% 790 59% 202 25%
华润置地 1648 49% 387 22% 904 43% 225 26%
绿地控股 1641 22% 503 22% 1347 19% 381 11%
金地集团 1625 60% 340 1% 725 49% 155 -11%
世茂集团 1528 38% 310 3% 860 37% 173 1%
龙湖集团 1426 28% 308 7% 834 27% 183 8%
绿城中国 1367 107% 334 40% 485 83% 112 21%
旭辉集团 1362 69% 261 4% 815 67% 176 13%
中国金茂 1302 27% 200 -47% 752 37% 91 -46%
新城控股 1190 22% 245 -6% 1137 30% 223 0%
中南置地 1088 34% 203 -21% 748 23% 137 -28%
金科集团 1020 23% 172 -26% 1024 24% 167 -19%
阳光城 1013 13% 200 -26% 639 -12% 127 -27%

中梁控股 956 41% 198 -20% 784 45% 179 17%
建发房产 934 146% 195 47% 468 111% 107 41%
龙光集团 882 54% 125 -20% 483 27% 100 -4%
滨江集团 879 61% 182 26% 198 22% 45 9%
融信集团 830 37% 149 -24% 404 57% 72 11%
美的置业 825 71% 135 15% 695 59% 111 14%
佳兆业 800 57% 100 -35% 562 45% 60 -49%
雅居乐 753 37% 144 -3% 485 20% 93 -28%

奥园集团 676 33% 150 -15% 596 17% 137 -26%
富力地产 647 18% 123 -22% 482 6% 87 -27%
荣盛发展 593 23% 126 -17% 513 18% 123 -10%
中骏集团 591 47% 124 4% 344 26% 78 -5%
新力地产 588 35% 120 11% 384 37% 72 4%
合景泰富 562 53% 103 28% 287 30% 49 0%
金辉集团 558 49% 110 0% 322 15% 64 -37%
宝龙地产 530 68% 105 2% 339 65% 67 0%
禹洲集团 527 23% 110 -9% 289 11% 54 -24%
远洋集团 520 24% 115 14% 286 31% 64 22%
弘阳地产 492 56% 95 -13% 291 35% 55 -21%
蓝光发展 477 18% 30 -72% 502 29% 29 -72%
时代中国 454 39% 81 2% 235 0% 42 -26%

TOP1-10合计 26169 25.4% 5476 2.7% 20728 18.0% 4300 -3.3%
TOP1-50合计 57781 35.3% 11736 -0.3% 39944 25.0% 8124 -6.8%
TOP1-100合计 70335 37.5% 14577 0.4% 47653 27.2% 9761 -5.9%

公司
销售额（亿元） 销售面积（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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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2021 年上半年，行业销售保持稳健，TOP100 房企同比增速因基数的提升而有

所下滑。当前部分热点城市房贷额度偏紧、房贷利率有所提升；同时，在“房

住不炒”的基调下，部分城市的管控细化至区级、县级。投机性购房行为或将

在资金成本和精准调控的共同作用下进一步受到抑制，住房消费亦有望更趋平

稳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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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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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