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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业务下滑不断 运营商新增长点何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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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业务下滑

根据财报，2020年，三大运营商业绩均同

比增长。其中，中国移动营运收入为7681亿

元，同比增长3%，股东应占利润为1078亿元，

同比增长1.1%；中国电信经营收入为3936亿

元，同比增长4.7%，股东应占利润为209亿元，

同比增长1.6%；中国联通收入为3038亿元，同

比增长4.57%，公司权益持有者应占利润为

124.93亿元，同比增长10.3%。

分业务类型看，三大运营商的传统通信

业务继续呈下滑态势。其中，2020年中国移动

语音业务收入为787.82亿元，同比下降

11.1%；中国电信语音业务收入为408.66亿

元，同比下降9.5%；中国联通语音业务收入为

354.9亿元，同比下降10.1%。

与此相对的是，宽带业务正成为三大运

营商重要的收入增长点。其中，中国移动宽

带接入收入达808亿元，同比增长17.4%；中

国电信宽带接入收入达719亿元，同比增长

5.1%；中国联通宽带接入收入达426亿元，同

比增长2.4%。

除此之外，为控制成本，三大运营商均明

显压减少了营销费用。2020年，中国移动销售

费用为499.43亿元，同比下降5.4%；中国电信

销售、一般及管理费用为550.5亿元，同比下

降4%；中国联通销售费用为304.6亿元，同比

下降9.2%。

近日，中国电信正式宣布启动回归A股进

程后，有传闻称，中国移动也将采取类似措

施。在此次2020年度电话会议上，中国移动董

事长杨杰对此传闻进行了正面回应。

“回A有利于公司发展，也将使客户有更

多机会分享公司成长发展的收益。”杨杰表

示，中国移动注意到内地资本市场近年来出

台了一系列新政策，为红筹企业回A提供了有

利环境，正在积极地跟踪、及时地研究沟通相

关政策，下一步如果有确定消息，会按照监管

要求及时披露。

只有电信用户增长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尽管营收与净利

均同比增长，但三大运营商2020年在用户

发展方面的表现却相差巨大，其中中国电信

是三大运营商中唯一移动用户数实现正增

长的。

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电信全年

移动用户净增加1545万户，用户市场份额提

升至22%；中国移动全年移动用户净减少

835.9万户，中国联通全年移动用户净减少

1266.4万户。

“中国电信移动用户的净增长，主要得益

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电信拥有良好的宽

带用户基础，二是中国电信中低端套餐远比

对手丰富。但中国电信的2G、3G用户已经很

少，下一步要想继续保持净增势头，难度也将

不断加大。”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表示。

在用户整体规模上，截至2020年底，中国

移动移动用户数达9.42亿户，5G套餐用户为

1.65亿户；中国电信移动用户数达3.51亿户，

5G套餐用户为8650万户；中国联通移动用户

数达3.06亿户，5G套餐用户为7083万户。

虽然中国移动的移动用户数和5G用户数

两项指标均为第一，但5G用户渗透率明显落后

于另外两家。截至2020年底，中国移动5G用户

渗透率为17.6%，中国电信5G用户渗透率为

24.6%，中国联通5G用户渗透率为23.2%。

付亮表示，5G用户渗透率低一方面说明，

在中国移动的移动用户中，使用2G、3G和低

价位套餐的用户比例仍然较高；另一方面也

说明，中国移动的5G资费对用户吸引力不强，

再加上用户4G网络的体验较好，用户转投5G

套餐的动力较弱。

针对中国移动接下来是否会考虑推出新

措施来提高5G用户渗透率，北京商报记者致

函采访中国移动相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尚

未获得回复。

引入“外援”谋求转型

“随着中国电信官宣A股，以及中国移动

积极回应回A传闻，三大运营商的竞争有望进

入全新阶段。”资深电信分析师马继华表示，

运营商现在回归A股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从大

环境看，虽然经历了一轮下跌，但A股总体仍

是上升势头。不过，要想获得A股投资者认可，

运营商必须讲好转型发展的“新故事”。

从财报来看，中国电信正将布局重点放

在云网融合的数字化转型上。3月9日，中国电

信在公告中表示，本次A股发行有助于公司把

握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机遇，推动“云改数

转”战略落地，回归A股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

云网融合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等项目上。

2020年，中国电信ICT业务收入为134亿

元，同比增长33.4%；IDC及云计算业务收入

达到234亿元，同比增长26.1%；物联网业务及

大数据业务收入分别达到42亿元和17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39%和39.8%。

与中国电信类似，中国移动也一直在布

局云网等业务。不过，中国移动还希望讲好内

容业务的“故事”。在2020年财报中，中国移动

明确将“数字内容”描述为其在新兴市场正在

深耕的重要领域之一。

在内容业务上，中国移动除依靠自身外，

也在积极引入“外援”。去年，中国移动与中

国广电签署合作协议，两家计划共同打造

“网络+内容”生态，开展内容、平台、渠道、客

户服务的合作。

马继华认为，中国移动和中国广电之间

在内容业务上具备很强的互补性，中国移动

有咪咕品牌，而中国广电有大量的卫视资

源，不排除两家未来会合作推出大量“语音+

流量+宽带+电视”的融合套餐。

作为已经在A股上市的一家运营商，中国

联通计划通过与混改股东加强合作来提高竞

争力。“公司将积极布局新赛道，与百度、阿里、

京东成立数个战略合作中心及联合实验室，探

索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5G业务应用场景，借

力混改股东资源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中国

联通财报称。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濮振宇

3月25日，随着中国移动发布财报，三大运营商2020年业绩均已出炉。
2020年，三大运营商营收、利润均实现同比增长。不过，从财报信息看，三

大运营商的传统通信业务仍呈下滑态势， 业绩增长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宽
带业务和成本控制。业内人士认为，宽带业务潜力有限，而成本控制也只

是治标之策。未来，运营商要想维持业绩增势，还需在5G、云网、内容等新
赛道上打造更多新增长点。

三大运营商2020年业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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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售未结转收入保障未来盈利

对房地产行业来说，2020年是不平凡的

一年。房地产市场在疫情的影响下，经历了从

停摆到重启再到复苏的过程。凭借前瞻性的

发展战略、多元精准的布局、良好的经营定力

和强大的组织执行力，碧桂园交出了一份堪

称稳健的成绩单。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碧桂园实现权益

合同销售金额约5706.6亿元，同比增长

3.3%；权益合同销售面积约6733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8%，销售业绩再创新高。统计显示，

2016-2020年期间，碧桂园权益合同销售金

额复合增长率达到25%。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环境下，碧桂园销售体现出很强的韧性，连续

多年位居行业龙头地位。

尽管受年初疫情影响部分项目进度有所

放缓，2020年碧桂园仍实现总收入4629亿元，毛

利约1009亿元，净利润约541亿元，表现不俗。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碧桂园录得不含

增值税的已售未结收入7851亿元，预计未来

结算收入稳中有升。由于房地产行业预售制

的特殊性，尽管物业在出售时已经产生销售

额，但必须要等到完成竣工验收、向购房者交

付物业之后，已售未结转收入才能在财务报

表中成为确认收入，较大规模的已售未结收

入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碧桂园今年乃至未来

两三年内的业绩提升空间。

从最新的销售表现来看，2021年开年以

来，随着疫情负面影响逐渐退去，此前积累的

购房需求逐步释放，房地产市场表现优异。今

年1-2月，碧桂园累计实现权益合同销售金额

868.6亿元，同比增长61.33%。2月单月，碧桂

园实现权益合同销售金额约465.5亿元，同比

增长122.52%；实现权益合同销售建筑面积约

52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8.42%。十强房企

中，碧桂园是唯一实现2月环比增长的企业，

增幅为15.45%。

连续五年权益回款率超过90%

在业绩规模增长的同时，碧桂园的现金

流持续改善。

2020年，碧桂园权益物业销售现金回笼

约5193亿元，权益回款率达到91%，已连续五

年高于90%，在行业继续保持领先。

“今年碧桂园持续对回款目标强考核，强

化标准化、精细化的管理机制。”莫斌称，销售

回款率是衡量企业经营能力的重要指标，对

处于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行业更是如此。销

售回款率越高，代表资金周转速度越快，反映

企业财务资金管控能力越强，而快速销售回

款才能保障充足的现金流，进而大大提高公

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除自身“造血”能力，碧桂园在融资过程

中，也严控融资成本。据统计，2020年碧桂园

共发行了7笔共计35.44亿美元海外债券，票

面利率位于3.125%-5.625%区间。今年1月5

日，碧桂园成功定价发行双年期共计12亿美

元债券，其中5.5年期票据票面利率仅2.7%，

再创公司债券融资成本的新低。Wind数据显

示，2020年房地产行业海外债融资成本为

8.32%，碧桂园的发债利率远低于行业水平。

近年来，碧桂园财务愈发稳健。截至2020

年12月31日，该公司有息负债总额从3696亿

元下降至3265亿元，同比下降11.7%；期末平

均融资成本仅5.56%，同比下降78个基点，融

资成本进一步降低。

报告期内，碧桂园净负债率仅为55.6%。

目前，碧桂园已连续多年保持净负债率低于

70%，这在国内地产企业中并不多见。据中指

研究院统计，2020年这一指标的百强房企均

值为94.6%，碧桂园远低于行业均值。高质量

的财务风险管控能力，始终让公司杠杆保持

行业低位。

截至2020年底，碧桂园可动用现金余额

达1836亿元，资金保障能力良好，有助于公司

更从容地应对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

多元化布局进入“收获期”

进入“十四五”新征程，我国发展仍然处

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

发展变化。“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以创新驱

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促进国内

国际双循环。

紧跟国家政策方向，碧桂园重点布局高

科技地产生态链，在地产开发方面，通过博智

林机器人进行智慧施工，打造智能建造体系，

借助筑智卫浴和现代家居做装修及室内家居

布置，形成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在餐饮零售

方面，依托地产主业巨大的业主资源，现代农

业生产的农产品，通过碧优选销售，同时为中

央厨房提供原材料，由机器人餐厅将成品食物

传递给消费者，实现从源头到终端全覆盖。未

来，多元化业务将与主业形成更有效的联动。

碧桂园垂直整合从规划设计、材料供应、

建造，到园林、装修、营销、物业、酒店、学校、商

业、医疗等各个环节，其中设计、教育、物业等

不少业务板块在行业均处于领先地位。例如，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拥有约4000名设计师，

具备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博实乐教育集

团，即原碧桂园教育集团，是全球领先的K12教

育集团，已于2017年5月在美国纽交所主板上市；

碧桂园服务已于2018年6月登陆港交所，是目前

市值最高、盈利能力最强的物业管理企业。

如今，碧桂园又围绕地产主业先后布局

机器人建筑、机器人餐饮、现代农业、新零售

等新业态，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强化，成为企

业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莫斌也在业绩会上表示，通过这两年半的

努力，46款建筑机器人已经有18款进入了商业

化的运用，运用效果良好，预计这18款建筑机器

人的应用还会不断地迭代，28款建筑机器人还

会陆陆续续进入现场。“今年下半年，我们的建

筑机器人会逐步地进入批量生产，有信心建筑

机器人在明年可以盈利。而机器人餐厅也开了

80间，也有信心在明年全面实现盈利。”

财务稳健性进一步加强 碧桂园自信未来三年权益金额年增10%
3月25日，碧桂园发布最新年报，尽管受到新冠疫情、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各类成本居高不下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业绩仍持续

稳步增长，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其负债总额和融资成本持续下降，财务稳健性进一步增强，再次展现出龙头房企的实力
与韧性。

财报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碧桂园集团连同其联营合营公司共同实现归属于集团股东权益的合同销售额约5706.6亿元，同比增长
3.3%；权益销售面积673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8%，销售业绩再创新高。

年报发布会上，碧桂园集团总裁莫斌表示，公司有信心未来三年每年录得10%以上的权益销售额增长，并保持各项经营指标同步增
长。此次碧桂园公开“三年增长”计划，向市场明确传递了龙头房企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底气。而公司强劲的经营状态、持续稳健的财务水
平、充足且优质的土地储备以及强大高效的组织队伍，为碧桂园实现“未来三年年增10%”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财报发布会现场

一批地面抹平机器人即将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