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3 星期三
责编 练维维 ｜ 美编 小凯 ｜ 校对 小缪A10 房产

“千亿元房企”为16家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3
年百强房企 (TOP100) 销售总额
(按照全口径销售额排名，下同)为
62791亿元，同比下降17.3%。其
中，TOP100 房企 12 月份单月销
售额同比下降 35.9%，环比增长
20.8%。

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3年重
点房地产企业销售额整体呈现“前高
后低”走势，预计2024年，在宏观经
济向好及支持政策综合影响下，房企
销售有望筑底企稳，房地产企业风险
出清将提速。

又逢岁末，新春将至。为
适应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的新形势，2024年房地产行
业会如何走？

在笔者看来，2024年，房
地产行业仍需从统筹防范化
解风险、保交楼、稳市场和构
建新发展模式出发，谱好转型
调整期的“四部曲”，加快引导
房地产行业及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经营回归正轨，促进行业
平稳健康发展。

用“一盘棋”思维统筹防
范化解风险，是重要任务。
2023年，房地产市场总体呈
现“前高中低后稳”走势，整体
销售不及预期，叠加2024年
偿债小高峰将再度来临，部分
房企仍有触发债务违约、退
市、破产重整等风险的可能。
如何进一步优化相关金融政
策，稳妥处置房地产风险，是
2024年的重要课题。

得益于 2022 年底以来，
信贷、债券、股权“三箭齐发”，
商业信贷、债券融资等多样化
金融工具支持力度加大，重点
融资渠道堵点得到有效疏
通。2024年，仍需进一步协
调多方市场主体，创新融资工
具，一视同仁满足房企合理融
资需求，持续压降部分房企短
期偿债压力，进一步提升并保
护公司经营盘面的安全度。与
此同时，更要关注房地产行业
上下游产业链风险，遵循“早发
现早防范早处置”原则，防范房
地产行业“三角债”蔓延。

扎实推进保交楼工作是
恢复市场信心的关键钥匙，仍
需持续有力落实。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2023年前11个
月，房屋竣工面积65237万平
方米，增长17.9%。这是好现
象。保交楼稳步推进，是稳民
生和修复市场信心的关键着
力点。2024年，相关部门仍
需进一步协调金融机构、开发
商以及供应链等各方资源，凝
心聚力推动保交楼进程。

就实操层面而言，通过代
建代管、合理化监管增量及预
售资金、引入AMC（资产管理
公司）盘活资产、加大现房销
售试点范围等多种方式，确保
项目按期且有质量地交付，夯

实购房者信心，切实提振行业
信心。

满足住房需求类支持性
政策，仍有发力空间。围绕恢
复购房者预期开展工作，是重
塑房地产行业发展信心的关
键。2023年，多地共计出台
700余次支持性调控政策，持
续提振市场信心。

2024年的楼市调控更需
要差异化的精细政策，比如，
对于置换类的改善需求，可以
从信贷、交易等多方面提供便
利；在存量交易占比较高的城
市，注重激活二手房交易活跃
度，进而带动新房消费需求释
放；在三四线城市，可以通过
发放补贴和税费优惠等措施，
结合春节假期做好返乡置业
的配套服务，承接一二线城市
楼市外溢购买力。整体而言，
未来在降低购房成本、购房门
槛等方面仍有优化空间。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系“治本之策”。自2021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及“探
索新的发展模式”以来，构建
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的进程不
断向前推进，方式也逐步明
确。

从行业层面而言，建立
“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新
机制，完善房屋从开发建设到
维护使用的全生命周期基础性
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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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解决新市民、青年人、
农民工住房问题，下力气建设
好房子，是新模式的发力点。
对房地产企业来说，则意味着
核心之一是低负债、稳杠杆、重
运营，业务重心从前端开发向
后端运营服务转移，完成从开
发商到运营服务商的角色转
变。

当然，新发展模式尚需不
断探索，但可以预见的是，
2024年，“三大工程”将是政
策发力的主要方向，会对稳投
资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会对
销售恢复、稳定预期起到积极
作用。告别粗放式发展，放下
包袱，出清风险后，房地产行
业将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证券日报）

百强房企2023年全年
销售额达6.27万亿元

拿地方面，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
2023年 TOP100企业拿地总额13195
亿元，同比微增1.7%，其中年底推地节
奏有所加快，带动企业拿地总额增速转
正。

具体来看，龙湖集团等大中型、稳健
型民营企业仍保持一定投资规模以匹配
资金周转和销售去化。部分地方性中小
房企亦紧抓拿地窗口期，抢占土地资源
以提升市场份额，其中，保利发展权益拿
地金额位居榜首，达1125亿元。

“当下房企资金压力仍然较大，各方
面投资成本有所压缩。2023年土地成
交整体热度提升有限，溢价率小幅回升
但仍处底部修复阶段。不过，在不少城
市持续推出优质地块的带动下，多个城
市成交楼面价强势上行，创历史同期价
格新高。”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
王小嫱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受融资能力、销售能力和信用资质

等优势支持，大型央企国企抓紧土地市
场底部适度补充资源有助于在市场回暖
后抢占先机。”刘水表示，中建系公司连
续两年保持较高投资规模，多家公司连
续两年进入拿地金额榜单前100。

新增货值方面，2023年中海地产以
累计新增货值2585亿元占据榜单第一;
保利发展、华润置地紧随其后，累计新增
货值规模分别为2336亿元和2206亿
元。其中，TOP10企业2023年新增货
值总额15986亿元，占TOP100企业的
41%。

中指研究院表示，2023年优质地块
成交规模较2022年同期有所增长，预计
这些项目入市将对新房销售形成支撑。
展望2024年，中指研究院方面认为，取
消地价上限的城市，在房企投资聚焦下，
预计部分核心地块将竞拍出高溢价，但
土拍分化仍将延续。

（证券日报）

具体来看，2023年各阵营房企销售
额均有所下降。其中，TOP10房企销售
额均值为2744.0亿元，同比下降11.7%;
TOP11 至 TOP30 房企销售额均值为
851.1亿元，同比下降17.8%;TOP31至
TOP50房企销售额均值为420.6亿元，
同比下降19.0%;TOP51至TOP100房
企销售额均值为198.3亿元，同比下降
28.2%。

此外，全年销售额超千亿元的“千亿
元房企”为16家，较2022年同期减少4
家;销售额超百亿元的“百亿元房企”为
116家，较2022年同期减少14家。其
中，保利发展销售额位居榜首，达4207
亿元。

“近年来，随着行业进入调整期，越

来越多的企业不再增加销售目标，追求
规模化发展，转而通过主动管控销售规
模，追求更加平稳的发展。”刘水表示，从
销售目标完成率来看，2023年9家公布
销售目标的房企，目标完成率均值为
98.5%，其中华润置地、越秀地产、建业
集团、天地源等完成了全年目标。

从城市来看，2023年30家销售额超
过百亿元的代表房企，一线和二线城市
贡献销售额合计占比为85.4%，较2022
年上升了3.4个百分点，其中，一线城市
贡献销售额占比较2022年增加2.46个
百分点至21.6%，连续两年持续上升，市
场需求支撑较强;而三线和四线城市
2023年销售额贡献率为14.6%，较2022
年下降3.3个百分点，市场仍然承压。

2024年房地产行业
需谱好“四部曲”

拿地总额同比微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