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 www.spgchinaratings.cn 2023 年 1 月 4 日 
 

 

全年商品房销售额或将下滑 5%，信用修复仍需时日 

2023 年 1 月 4 日  

要点 

― 伴随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逐渐消退和政策的不断支持，我们预计 2023 年房地产市场将呈边

际回暖态势。但经济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恢复需要时间，受此影响我们预计 2023 年全年商品

房销售额或将下滑 5%左右。 

― 得益于“保交付”的各项政策深入落实，我们预计 2023 年房地产建安投资支出降幅将较

2022 年有所收窄，土地投资将保持 2022 年的水平，不会有明显改善。 

― 房地产企业的信用特征面临结构性转变，未来行业将由国有企业主导。受到销售下行压力，

房企杆杆率和财务风险或将呈小幅上升趋势。 

长期：“房住不炒”仍是调控总基调，新建商品房销售

规模将呈现“L”型 

我们认为，房地产行业是我国经济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22 年第四季度出台的“房地产三支

箭”、“金融 16 条”等调控政策体现了中央政府推动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维护市场稳定的决心和

态度，但“房住不炒”、“三稳”的宏观调控总基调没有改变。我们认为这些政策并非意图大规模刺

激房地产行业，而是聚焦于“保交付、保项目”以及帮助优质房企实现“以时间换空间”。 

我们认为政策依然鼓励“自住+改善”的刚性需求，而投资性需求并不被支持。在此基调下，商品房

的长期需求将取决于地区人口增长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我们认为，在当前人口增长

速度下滑和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长期而言，新建商品房销售规模将在当前水平下维持

“L”形态，难以恢复至此前 17-18 万亿元的高点。 

2023 年：房地产需求修复仍需时日 

我们认为，2022 年行业在深度探底的过程中已经挤出了相当规模的投资性需求，当年的销售额较为

充分地体现了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的规模，因此我们相信 2023 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额继续大幅下跌

的可能性较低。我们预计，在防疫政策不断优化和政策对优质企业的扶持下，行业预期在 2023 年将

呈不断改善趋势，但“后疫情”时期居民收入水平的恢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业需求实质性的回暖

仍需要时间。2023 年地产行业很可能呈现弱势复苏的态势，商品房销售额仍较为疲软。 

由此我们认为，2023 年房地产行业仍将面临小幅下行压力，全国商品房销售额或将小幅下降 5%左

右。我们预计，随着疫情逐渐平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序恢复，需求端的复苏将拉动商品房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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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暖，但复苏的时点可能会因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恢复程度和居民对未来预期的变化情况而形成

差异。我们预计，市场需求修复前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将延续 2022 年四季度的低迷状态，在基准假设

下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在 2023 年 4 月份逐渐消退，需求在 7 月份起将逐步小幅回暖，最终 2023 年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将与 2022 年基本持平；若市场的修复时点延后至 11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则出

现 5%的下滑。 

表1  

不同情景的基本假设 

情景 市场恢复的时点 恢复的程度 2023 年商品房销售额累计同比 

基准假设 7 月 按照 2022 年销售情况恢复 0% 

悲观假设 11 月 按照 2022 年销售情况恢复 下滑 5% 

图1  

 

我们预计，2023 年建安投资支出的降幅将较 2022 年收窄。虽然低迷的新开工面积将令建安投资支

出延续下滑态势，但“保交付”力度上升能够对施工面积构成一定支撑。过去 12-18 个月新开工面

积和销售面积均呈现大幅下滑将对 2023 年的施工面积增速形成显著压制，行业低迷期的施工强度也

将维持疲软，进一步拖累建安投资增速。然而，我们认为近期频繁出台的融资端政策将加速存量问题

的化解，六大行与多家房企达成了约 2 万亿元的授信额度，这将有利于“保交付”工作的深入推进，

推动停工面积“堰塞湖”的释放。通过数据估算，2022 年由于房企资金紧张，全国商品房停工面积

已经处于高位，停工面积“堰塞湖”的化解能够对建安投资形成一定的支撑，最终使得 2023 年建安

投资支出降幅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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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计2023年商品房销售额仍将面临一定的压力

悲观假设 基准假设

注：A为实际值，E为估计值，F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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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表2  

近日六家国有大行与房地产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概况 

银行

名称 
合作房企 合作内容 

涉及金额

（亿元） 

工商

银行 

碧桂园集团 

工商银行将充分发挥资金、渠道、服务等方面优势，围绕房地产开

发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房地产项目并购融资、租赁住房融

资、保函置换预售监管资金、债券承销与投资等业务领域，与相关

房企集团开展全方位合作，满足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工商银行以总

对总方式与房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提供意向性融资总额 6,550 亿

元。 

6,550 

金地集团 

金辉集团 

绿城中国 

龙湖集团 

美的置业 

万科集团 

等 12 家 

建设

银行 

中交建 

建设银行与 8 家房企签订了合作协议，就房地产金融、住房租赁业

务、综合金融服务、共同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未披露 

北京首开 

广州越秀 

大华集团 

合生创展 

龙湖集团 

美的置业 

万科集团 

农业

银行 

华润置地 
农业银行及企业各方将利用各自行业优势，整合资源，深化全面合

作，按照自愿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围绕商品房、保障房、城市
未披露 

金地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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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停工面积“堰塞湖”2022年大幅增长

注：净停工面积为当年停工面积与复工面积的净额。按照在施工面积、竣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等公开数据

估算。E代表估计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标普信评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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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集团 更新等重点领域，在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并购贷

款、债券承销与投资等业务方面进一步加深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 万科集团 

中海发展 

中国

银行 

碧桂园集团 

中国银行与 10 家房企签署了合作协议，提供意向性授信金额合计

超 6,000 亿元，在房地产开发贷款、并购贷款、债券承销与投资、

个人住房贷款、保函等重点业务领域深化全方位合作。 
6,000 

滨江集团 

金地集团 

绿城中国 

华润置地 

龙湖集团 

美的置业 

万科集团 

中海发展 

招商蛇口 

邮储

银行 

碧桂园集团 

邮储银行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资源，为五家房地产企业提供

多元化的综合金融服务，深化在房地产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并购贷款、债券承销与投资、保函、供应链融资及结算服务等业务

领域的合作，提供意向性融资总额 2,800 亿元。 

2,800 

龙湖集团 

绿城中国 

美的置业 

万科集团 

交通

银行 

美的置业 
交通银行将为美的置业提供不超过 200 亿元人民币意向性授信额

度，额度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房地产开发贷款、债券投资、并购

贷款、保函、供应链融资等。 
200 

万科集团 
交通银行将为万科集团提供 1,000 亿元人民币意向性综合授信额

度，并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

住房按揭贷款、并购贷款、保函、供应链融资、债券投资等。 
1,000 

资料来源：《金融 16 条后银行业信用质量保持稳定，中长期坚持房地产集中度管理仍非常必要》，标普信评，2022 年 11 月 25 日。 

版权©2023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我们预计，2023 年土地购置规模将与 2022 年基本持平，主要由于行业销售延续低迷的态势，开发

商投资意愿不强。我们认为，需求的逐步恢复有望逐渐拉动土地市场回暖，但是土地市场景气度反映

行业资金的充裕程度以及开发商对未来的投资信心，当下的房地产融资政策旨在化解存量问题，未来

行业资金面会有所好转但不会出现“大水漫灌”，2023 年上半年房企的销售造血能力在我们的基准

假设下仍然疲软，在内外部资金来源均不宽裕的情形之下土地投资将持续承压。我们以房地产开发资

金来源与开发投资完成额之差来衡量市场的资金状况，该指标通常领先于土地购置费用的变化，而该

指标在 2022 年前 10 个月的大幅下滑预示 2023 年土地购置增速很可能维持低迷。另一方面，前期行

业内信用风险事件不断暴露也导致未出险房企“求稳”的避险情绪上升，特别是在行业发展格局发生

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存量房企大举逆势投资扩张的意愿和空间均不大。我们也观察到，主流房企的

土地储备普遍仍相对充足，这也导致其在行业低谷期购地动力不足。 

http://www.spgchinarating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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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房地产开发行业的信用特征面临结构性转变 

我们预计，2023 年房企的杠杆率和财务风险或将呈现小幅上升趋势，一方面是由于 2023 年行业整

体销售依然面临一定的压力，经营性现金流仍然承压，经营性现金流下滑比债务削减更加明显所致，

尤其是重点布局非核心城市的房企，其销售下行的幅度可能显著超过行业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是因为

行业前期积累了高额债务，在现金流承压的情况下，行业需要更长的时间消化前期积累的高杠杆率。 

我们认为，房地产开发行业在“L”型磨底过程中，将面临根本性转变，行业将从原有的追求增长速

度，变得更加追求质量。在这个过程中，行业信用特征将面临结构性转变。 

转变一：国有房企将成为行业主导者 

我们认为，国有房企将成为行业主导者。一方面，再融资优势使国有房企在周期下行中更具韧性。尽

管国有房企也无法抵御周期下行带来的收入下滑和杠杆率提升，但得益于融资优势和外部支持，国有

企业的信用质量总体维持稳定。另一方面，凭借较为稳定的再融资能力，国有企业成为 2022 年收购

土地的主力军，这将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的项目储备和发展潜力。同时，大量民营房企违约后退出市

场，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下降，国有企业未来可以填补部分违约房企退出市场后留下的市场空间。

2021 年至 2022 年末，已经违约的民营房企的年度合约销售额合计约 5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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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与使用之差下行趋势未见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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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标普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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