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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最后10天！哪家房企业绩悬了

北京商报2020.12.23

27亿卖掉健身器材品牌 安踏瘦身回血

受疫情影响，今年房地产市场普遍采取“后发制

人”，尤其是在“金九银十”期间，各种促销手段更是

层出不穷，但缺失将近一半的销售时间，众房企依然

面临巨大的业绩压力。

年关将至，众房企前11个月的销售业绩陆续出

炉，距离全年业绩目标还有多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房企年底是否能够“出线”。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

在50家典型房企中，有41家公布了2020年业绩销售

目标， 其中有7家已经提前完成了业绩销售目标。按

照前11个月的销售数据测算， 目前目标完成率在

86%-100%的企业有28家，这些房企仍具备“出线”

机会。但部分目标完成率不足八成的房企，大概率将

“失约”全年业绩销售目标。

7家房企提前完成业绩目标

从前11个月的销售情况来看，各大房企目

标完成率已出现分化。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

现，50家典型房企中，有41家公布了2020年业

绩销售目标，其中已公布业绩目标的房企中，

超八成房企的目标完成率在86%以上，恒大、

金茂、时代中国、滨江集团、大发地产、越秀地

产6家房企在11月提前完成了全年业绩目标。

截至2020年11月，恒大、金茂、时代中国、

滨江集团、大发地产、越秀地产的销售额分别

为6786.6亿元、2003亿元、835.91亿元、1183.8

亿元、263.03亿元、844.16亿元，目标完成率分

别为104.41%、100.15%、101.57%、118.38%、

108.69%、105.26%。

除此之外，目标完成率在86%-100%的

企业有28家，分别是弘阳地产、龙光集团、禹

洲集团、招商蛇口、中骏集团、雅居乐、宝龙地

产、花样年、阳光城、华润置地、龙湖集团、中

海地产、绿城中国、碧桂园、佳兆业、新力控

股、正荣地产、金科股份、中梁控股、当代置

业、新城控股、合景泰富、世茂集团、旭辉集

团、融创中国、首开股份、中国奥园、融信中

国。这些房企仍具备“出线”的机会，尤其是业

绩目标完成率超过90%的房企。

其中，12月20日，中骏集团公开宣布，“截

至12月20日，中骏集团销售额首次突破千亿

元，已超额完成年度目标”。由此，公开宣布完

成业绩销售目标的房企增至7家。但中骏此前

曾下调过一次目标。

除中骏集团外，弘阳地产、龙光集团、禹

洲集团、招商蛇口、雅居乐、宝龙地产、花样年

等房企业绩完成率都在95%以上，也可以说

已经锁定了“出线”机会。

房企业绩表现，有人得意也有人失意。富

力地产、佳源国际、首创置业以及建业地产等

目标完成率甚至不足78%，按照目前的市场

状况，这些房企大概率将无法完成全年业绩

销售目标。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受疫情因素影响，

首创置业于年初曾下调业绩销售目标至800

亿元，但截至今年11月，首创置业仅完成

601.1亿元销售额，年度目标完成率为

75.14%。继2019年未完成全年业绩目标后，

首创置业在今年或将继续“失约”。

调低业绩目标增幅

房地产市场在今年上半年“遇阻”，有将

近一半的销售时间无法正常运行，各大房企

面临巨大的业绩压力。下半年房地产销售加

速修复，今年的“金九银十”更是给众房企创

造了业绩冲刺的机会，11月这一强劲势头继

续保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1月商品房销

售面积为15.08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3%，增

速比1-10月提高1.3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

达到14.9万亿元，同比增长7.2%，累计销售均

价同比增长5.8%，全年累计均价涨幅连续4个

月基本保持稳定。而从单月数据来看，11月商

品房销售面积1.75亿平方米，销售额1.73万亿

元，量价数据从7月起连续5个月刷新历史统

计最高值。

“由于受到疫情冲击，今年房地产市场普

遍采取‘后发制人’。”地产分析师严跃进分析

称，从业绩目标完成情况来看，打折促销固然

给房企业绩冲刺创造了机会，但同时也可以

看到，今年各大房企在业绩目标设置时普遍

趋于谨慎。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在所统计的

35家房企中，业绩目标增速在20%以上的

仅有8家，业绩目标增速处于10%-20%的

有12家，而业绩目标增速处于10%以下的

有15家，其中不乏恒大、融创中国、龙湖集

团等头部房企。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房企在今年不但压

缩了业绩目标增速，更有甚者业绩目标增速

为负值。例如，远洋集团2020年业绩销售目标

设定为1300亿元，这与2019年的1400亿元相

比，下调了7%左右；新城控股2020年业绩销

售目标为2500亿元，较2019年2700亿元同样

下调约7%。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表示，虽然

疫情给房地产销售带来重大影响，但从市场

状态来看，房企降速发展是行业总体发展趋

势，逐渐舍弃“唯规模论”的粗放型增长模式

转而注重企业运行质量是龙头房企从去年就

开始规划的发展方向。

业绩目标之外的“重心”

“即使众房企下调了业绩目标，今年前11

个月的业绩完成情况，与去年相比仍有差

距。”在同策研究院资深分析师肖云祥看来，

无法完成业绩目标的房企，未来将面临排名

落后的风险，这对于融资、外拓都是负面影

响；而完成业绩目标的房企也未必是赢家，各

大房企要关注业绩目标之外的“重心”，盈利

指标、回款率，则更能代表企业的“实力”。

肖云祥指出，今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仍保

持高压态势，在如此政策环境下，市场预期不

会发生大的变化。目前多家房企提出要做“有

质量的增长”，其实就是在规模和实际收益之

间寻求平衡，尤其是头部企业在规模上已经

达到了一定的体量，行业格局很难发生大的

变化，此时房企大多着眼于从提升盈利能力

方面考虑。

同策研究院数据显示，在A股93家样本

房企中，2020年三季度的平均销售毛利率为

33.3%，2019年同期则为37.37%。从数量上来

看，2020年三季度，有63家房企出现销售毛利

率下降，而2019年同期仅有36家；H股方面，

79家样本房企中，2020年中期销售毛利率是

32.5%，2019年同期是35.2%。从数量上看，

2020年中期，有53家房企出现销售毛利率下

降，而2019年同期仅有37家。“结合政策、土

地、市场因素，在一段时间内，盈利能力走低

的趋势不会发生变化。”肖云祥称。

潘浩同样表示，在房地产行业以稳为主

的发展趋势之下，黄金时代的高杠杆、高利润

模式正在退出市场。2017年调控以来，行业平

均毛利率的逐年下降就是最好的证明。从发

展趋势上来看，未来包括土地、开发和人工成

本在内的企业运营成本仍在上升通道上，但

销售价格增速将逐渐收窄，行业利润率下降

并逐渐趋于稳定是大势所趋。因此，众房企如

何做到“高利润”，将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除盈利指标外，关注回款率在今年的房

企业绩会上也多有提及，越来越多的房企把

回款率作为展示企业“实力”的指标之一。据

旭辉控股总裁林峰透露，“地产企业的‘造血’

能力比融资能力更重要，为了回款，旭辉专门

成立了回款小组，以回款作为各项考核指

标”。此外，绿城中国、阳光城和华夏幸福等多

家房企也强调销售回款、提高现金回流速度。

“回归到行业层面，随着融资‘三道红线’

的出台，回款率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在潘

浩看来，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将更加注重安全，

从长期来讲也属于行业健康发展的特征。在

杠杆率下降的趋势下，回款率上升的情况只

会越来越多。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王寅浩

一直以“买买买”寻求扩张的安踏，开始出

售资产缓解资金压力。12月22日，安踏体育发布

公告称，安踏集团旗下亚玛芬体育已同意向

PelotonInteractive，Inc.出售Precor资产，总现

金代价为4.2亿美元（约为人民币27.5亿元）。

尽管安踏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出售Precor品牌的决定符合亚玛

芬体育董事会制定的加速发展战略，但在海外

业务进一步恶化背景下，亚玛芬体育并未摆脱

亏损的困境。自去年“天价”收购亚玛芬体育之

后，安踏体育的资金压力仍未缓解。这一次，安

踏通过出售Precor快速“回血”，剥离非核心业

务，聚焦鞋服类产品，拖累安踏业绩的亚玛芬体

育能否迎来转机？

出售非核心资产

根据协议，交易完成后，Precor资产将由买

方PelotonInteractive，Inc.拥有100%权益，而

Precor将不再为于上市规则项下安踏集团的附

属公司，且将不再为亚玛芬体育的附属公司。

资料显示，Precor主要从事制造、及销售心

血管及力量锻练运动机器、健身器材等。2019年，

Precor税后净利润为630万美元，而其2018年度

税后净利润为1050万美元。

对于为何出售一家盈利的子公司问题，安

踏体育相关负责人在回复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出售Precor品牌的决定符合亚玛芬体育

董事会制定的加速发展战略，即聚焦运动鞋服；

加快批发模式向直营零售的转型。

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是安踏第一次出售相

关资产。2019年，安踏体育联合腾讯等组成投资

者财团，以46亿欧元的价格并购了亚玛芬体育，

成为中国服装行业及体育用品产业历史上最大

的一笔收购，当时安踏持有亚玛芬体育57.95%的

股份。不过，在2019年底，安踏体育以折价的方式

出售了亚玛芬体育5.25%的股票权益。此次交易

后，安踏体育持有亚玛芬体育52.7%的股票权益。

在体育产业观察人士吴迪看来，出售

Precor意味着安踏已经开始整合品牌资产和通

盘规划业务。尽管安踏热衷于建立和扩展从亚

玛芬收购的大多数品牌，但健身器材并不是其

增长战略的核心资产，出售Precor后也会转型

聚焦鞋服品类，改善优化财务报表。

资金压力

业界普遍认为，安踏此次同意出售与其收

购亚玛芬体育后的资金压力不无关系。安踏财

报显示，亚玛芬体育在2020年上半年亏损总额

14.2亿元，负债总额390.98亿元。而在上一年度

的3月26日-12月31日，亚玛芬体育收益为

174.99亿元，持续经营业务亏损为10.03亿元。

虽然安踏在财务报表中并未合并亚玛芬体

育的财务数据，但资金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安踏

体育中期报告显示，截至6月30日前的6个月，安

踏经营利润为36.04亿元，同比下滑15.3%。

今年8月7日，安踏体育宣布在境内发行120

亿元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获得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主要用于偿

还贷款及一般运营资金。消息一出引发了市场

关注，业内普遍认为，此举或加剧安踏体育现金

流压力及财务风险。

安踏方面在公告中也坦诚表示，此次安踏

的合营公司出售Precor资产所得款项净额将用

于一般企业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营运资金及/或

根据现有融资安排的债务偿还）。

安踏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疫

情期间，以较好的价格出售非核心资产，安踏获

得3.6亿美元净现金，进一步改善现金流。根据公

告，安踏出售Precor资产将取得约2000万美元

的利润，该利润也将反映在亚玛芬体育的财务

报表中，同时安踏体育也会享有分占合营公司

相关财务比例的损益。

对此，纺织服装品牌管理专家、上海良栖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伟雄认为，自去年收购

亚玛芬体育之后，安踏体育始终曾背负着较大的

资金压力。尽管安踏体育为亚玛芬体育制定了五

年规划，但在海外业务进一步恶化背景下，亚玛

芬体育并未扭转亏损，显然出售Precor是安踏快

速“回血”的务实选择。

扩张存隐忧

事实上，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安踏振

兴亚玛芬体育的规划也受到了冲击。按照安踏

体育对亚玛芬体育制订的计划，中国市场和直

营模式计划实现收益10亿欧元。

安踏体育方面在今年初曾透露，亚玛芬体

育今年仍会按照计划推进。不过，从目前来看，

受到疫情影响，安踏在海外市场经营亚玛芬体

育仍难以恢复，国内直营店的经营也受到冲击。

虽然亚玛芬体育主力产品是秋冬季产品，占比

超过65%，但在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

背景下，亚玛芬体育在2020年四季度仍难以触

底反弹，走出亏损的阴影。

程伟雄认为，想要实现亚玛芬体育的快速

发展并非易事。除疫情影响外，安踏对于亚玛芬

体育在国内市场的布局缓慢，也是阻碍其运营

发展的软肋。

程伟雄表示，安踏战略调整，关键看亚玛芬

体育的潜能能发挥到几成。在海外市场尚未打

开局面的背景下，安踏或许将亚玛芬体育的市

场重点重新聚焦到国内市场。“安踏收购FILA积

累了不少经验，但FILA的成功运作，安踏花费了

近十年的时间，如今大手笔收购的资金压力下，

海外市场不畅，安踏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孵化

亚玛芬体育。” 北京商报记者 蓝朝晖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华为
正在不断加码汽车业务。12月22日，

北京商报记者获悉，华为首次发布了

车规级高性能激光雷达产品和解决

方案。

华为融合感知产品部总经理段

忠毅表示，目前华为已经建立了第一

条车规级激光雷达的Pilot产线，按照

年产10万套/线在推进，以适应未来

大规模量产需求。此外，基于场景分

析，华为设计、开发了96线中长距激

光雷达产品，可以实现城区行人车辆

检测覆盖，并兼具高速车辆检测能

力，更符合中国复杂路况下的场景。

据了解，华为激光雷达产品的

研发始于2016年，经过半年的调研

明确了方向，要做一款高性能、车规

级、能够大规模量产的激光雷达，基

于此定位，激光雷达团队启动“爬北

坡战略”。

当日，北汽高端新能源品牌

ARCFOX极狐HBT谍照曝光，据

ARCFOX极狐官方信息显示，华为此

次官宣的激光雷达，正是极狐HBT所

量产搭载的96线中长距激光雷达产

品，伴随华为车规级激光雷达的亮

相，搭载华为3颗激光雷达的极狐

HBT成为量产第一车。

由于美国的打压，今年下半年华

为手机业务因为芯片短缺受到很大

影响，不得不出售荣耀品牌。作为业

务填补，华为加快了在汽车领域的研

发。今年7月，华为HiCar正式上线，

HiCar是华为提供的人-车-家全场

景智慧互联解决方案。据日前华为消

费者业务手机产品线总裁何刚公布

的数据，华为HiCar已经与超过20家

车厂、150多款车进行了合作，2021年

计划预装超过500万台车。

8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新增多

项专利信息，包括“一种机动车辆自

动驾驶方法及终端设备”“控制智能

汽车行驶方向的方法和装置”以及

“交通信号灯的识别方法、系统、计算

设备和智能车”。其中，“一种机动车

辆自动驾驶方法及终端设备”与“控

制智能汽车行驶方向的方法和装置”

的申请日期分别在2017年6月和2017

年4月，公开日期均为2020年8月。

10月底，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新品牌“HI”亮相。“HI”品牌以全栈的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与汽车制造商们

开展深度合作，包含一个全新的计算

与通信架构以及智能驾驶、智能座

舱、智能电动、智能网联、智能车云等

五大系统，此外，“HI”还拥有AOS、

HOS、VOS三大计算平台。

11月，华为内部网站心声社区刊

出一份名为《关于智能汽车部件业务

管理的决议》的内部决议文件，签发

人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这项决议主

要内容有两点：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合并至消费者业务BG，统一由华

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挂帅；重申

华为不造车，聚焦ICT技术，做智能网

联汽车的增量部件提供商，帮助车企

“造好”车、造“好车”。

在产经观察家丁少将看来，对于

因手机业务受冲击而面临下滑的消

费者业务来说，华为汽车相关的软硬

件技术方案以及周边产品的加入，是

强有力的补充，但短期来看，华为还

是不太可能自己做汽车，仍是以方案

商的身份与车企合作为主。

接连涉足汽车“周边”华为真要造车？

10家典型房企
2020年业绩目标完成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