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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业绩下滑近4成

1月，房地产市场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降温

的趋势。

克而瑞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1月，百强房企

实现销售操盘金额5256亿元，单月业绩规模同比

降低39.6%，较2021年月均水平降低43%，多数规

模房企销售表现不佳，业绩不及去年同期和去年

月均水平。

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也显示，1月，百强房企销

售额均值为61.8亿元，同比下降23.1%；百强房企销

售门槛值11.7亿元，同比下降45.6%。

从重点城市情况看，克而瑞研究中心监测的

29个重点城市1月商品住宅供应面积同、环比分

别下降43%和 58%，成交面积环比下降37%，同

比跌幅扩至 46%。其中，一线城市成交再陷低

迷，环比下降21%，同比跌幅扩至38%。25个二、

三线城市成交跌至低位，同、环比跌幅都在40%

以上。

对于成交大跌的原因，克而瑞研究中心认

为，一是因为春节假期临近，不少房企放缓供货

节奏，供应低迷一定程度上导致成交大幅下

滑。二是因为市场下行压力加剧，购房者观望

情绪愈加浓重。

拿地总额大降6成

从土地市场来看，房企投资力度大幅下降。

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月，百强房企拿地

总额837亿元，拿地规模同比下降62.6%。其中，

50家代表房企拿地总额同比下降88.8%。

从全国来看，克而瑞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1

月，全国 300 城经营性土地总成交建筑面积仅

5478万平方米，环比降幅近九成，同比降幅也接近

七成。成交总金额降至1133亿元，环比大降90%，

同比也下降了75%。

对于土地市场低迷的原因，中指研究院认

为，一方面，1 月，受春节和集中供地影响，各地

供地节奏放缓；另一方面，受各类金融调控政

策影响，房企资金承压下拿地意愿和拿地能力

降低。

克而瑞研究中心还指出，楼市下行叠加企业

资金压力，并且1月仅有宁波完成2021年第三轮

集中供地，因此销售百强房企拿地几乎“停滞”，

仅有 10 余家房企首月有土地入账。其中销售

TOP50房企单月拿地金额不足200亿元，同环比

均下降90%以上。

收并购事件明显增多

1月，在收并购发债、贷款等政策支持下，房企

收并购事件增多。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1 月收并购事件如华

润万象生活将禹洲物业、中南服务收入囊中，

中海 37 亿元收购雅居乐、世茂所持广州利合

股权，中海宏洋收购雅居乐义务、徐州等项目，

徐州市国企潘胜地产接手恒大南京项目，粤海

置地收购粤海物业等，国企、央企在收并购中

表现较为亮眼。

1月6日，承债式并购贷款政策落地，针对出险

企业项目的承债式收购，相关并购贷款不再计入

“三条红线”相关指标。1月10日，又有消息称央行

要求9家国企通过收并购项目资产的方式为11家

中高风险房企提供流动性支持。

克而瑞研究中心认为，2022年，行业流动性

风险持续，但同时收并购机会也在增加。一方

面，对于偿债压力较大的企业来说，借助项目出

让、资产出售扭转局面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央

企、国企以及一些优质民营企业凭借自身实力以

及政策支持将在收并购市场将掌握更大的主动

权。随着并购融资通道的打通，行业收并购积极

性受到调动。加强项目层面的转让与兼并收购

力度，有望缓解出险房企的资金压力、防范风险

扩大、加快市场压力出清。

2月市场难言乐观

展望2月，克而瑞研究中心认为，房地产市场

仍难言乐观，成交或将持续下行。受春节假期影

响，一、二线城市供应或将明显缩量，成交也将持

续低位运行。三、四线城市返乡置业或将弱于往

年，成交整体回升幅度着实有限，传统返乡置业

型城市更将面临较大的考验。从全年来看，行业

下行并真正迎来负增长时代已成为共识。商品

房销售规模经过5年的高位运行之后，将处在下

调筑底过程中。

从土地市场看，克而瑞研究中心认为，2022年

谨慎的投资预期难以大幅扭转，投资结构性回暖是

大概率事件，但仍需要一定的传导时间，预计投资

力度需要3-6个月的修复期。在楼市、土地市场热

度持续下探的背景下，近期中央部门多次提及要维

护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加强预期引导，支持房地

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更好满足购房人合理住房需

求。可以预见的是，今年一季度房地产行业的资金

环境将有所改善。但考虑到一季度也是各大房企

的偿债高峰，行业整体风险偏好的降低，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企业举新债拿地的积极性，谨慎投资

仍是主旋律。2022年，集中供地的22个核心城市

仍应是房企关注的重点。 据《证券时报》

1月份百强房企销售业绩下滑近4成
拿地总额大降6成 2月市场成交或将持续下行

北京冬奥会激发冰雪旅游热情，“3亿人上冰

雪”正成为现实。

今年1月，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

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22）》显示，全国冰雪休闲

旅游人数从2016-2017冰雪季的1.7亿人次，增加至

2020-2021冰雪季的2.54亿人次，预计2021-2022

这一数字将达3.05亿人次。

多项冰雪行业利好政策随之出台。2016年6

月发布的《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推

动冰雪体育行业加快发展，助力提高中国冰雪体育

的质量和竞争力。

同年11月，为促进冰雪运动繁荣健康发展，国

家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冰雪

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到2025年，国

内冰雪产业总规模将达到万亿元，要求全国中小学

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在2025年达到5000所。

2021年7月落地的“双减”政策也在一定程度

上催热冰雪运动。据报道，“双减”政策实施后，北

京市多所学校陆续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系列活

动。滑冰协会与中国舞蹈家协会共同编发《全国第

一套花样滑冰广播操》，全国有近5万名学生学习

这套广播操，900多名冰场教练员参与示范带教。

旺盛需求叠加政策驱动，越来越多的玩家和资

本涌入冰雪赛道。

天眼查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

会，冰雪运动相关企业从当年起开始快速增长，约

55%的相关企业成立于近5年。2021年国内新增

超1400家冰雪运动相关企业，同比增长24%。

据Mob研究院《2020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

2014年到2019年，中国滑雪培训市场规模从42亿

元增长至69.1亿元，年均增长 10.47%。国际数据

（亚洲）集团联合华腾冰雪产业机构推出的《中国冰

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冰雪产

业总规模达600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2015-2021年间，提供冰雪培训

业务的公司共发生27笔融资，其中，两笔过亿元融

资分别来自SNOW51和雪乐山。

2021年6月，冰上运动培训和美育教育机构万

域芳菲宣布完成千万级A轮融资，新东方领投。据

了解，在线教育机构火花思维也开始提供青少儿冰

雪运动通识课程。

但资本能否持续保持对冰雪运动的热情仍是

一个问号。

从各年度融资数量看，2016年、2021年的冰雪

产业融资与冰雪培训融资数量都显著高于其他年

份，分别为17起、11起。而其它年份相应的融资数

量最多只有7起，2019、2020年热度骤降，分别只有

4起、2起。融资轮次多集中在天使轮、A轮，能获

得资本持续加码看好的企业数量寥寥无几。

冰雪培训本身也面临多方面挑战。

据《2020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国内滑雪行

业渗透率不足 1%，而美国和日本这一数据接近

10%；瑞士、奥地利则超过30%，滑雪在国内仍属于

小众运动，发展空间大。

此外，冰雪产业逐步发展的同时，场地设施并

未同步跟上。

含滑雪在内的体育项目，均出现场地设施建设

与日益增多的参与人数不匹配的情况。据国家体

育总局统计，截至2019年底，全国体育场地面积为

29.17亿平方米，其中冰雪运动场地仅为0.61亿平方

米，占全部体育占地约2%；其中，滑雪场地占冰雪

运动场地的42%，滑冰场地占58%。

因气候原因，冰雪运动仍存在一定的区域性。

《2020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显示，2020年共有715

家正常营业的滑雪场。按照省份分布，黑龙江仍以

94家排在全国首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省以

65家并列第二。2020-21雪季财年，滑雪人次按省

份排名，河北、吉林、北京继续排名前三。

“尽管冰雪运动发展较快，但不会像足球、篮

球、自行车等项目那么普及。”据蓝鲸教育援引业内

人士观点，目前大众对滑雪运动的认知仍较少、安

全意识不足，部分青少年家长缺乏对这项运动的正

确认识，认为其过于危险，或是很简单，不需要专业

的教练培训。

此外，课程标准和等级认证体系亟待建立，上

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普遍使用的国际青少年冰雪

培训体系和等级认证体系虽然完整权威，但缺乏因

地制宜的适应性。

冰雪运动教练员匮乏也是目前的现状之一。

头豹研究院《2019·中国冰雪体育行业概览》显示，

冰雪运动教练员缺口约2万人，教练员供需矛盾是

制约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综合

1月，百强房企单月业绩同比
下降近 4 成，拿地总额下降超 6
成，多数规模房企销售表现不佳。
与此同时，在收并购发债、贷款等
政策支持下，1月房企收并购事件
明显增多。

展望2月，业内人士认为，房地
产市场仍难言乐观，成交或将持续
下行。全年来看，预期行业将迎来
负增长时代，谨慎的投资预期难以
大幅扭转。

中国冰雪产业总规模达6000亿元

资本能否持续滴灌冰雪赛道？

观察

2021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品牌销量榜单火热

出炉。据CleanTechnica网站公布的2021年全

球新能源品牌销量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新能

源车型累计销量近650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

108%，其中TOP20品牌销量476.34万辆，占全球

销量的73.3%。

具体来看，2021年全球新能源品牌销量榜

单TOP20中，中国品牌8家，德系品牌4家，欧系

品牌3家，美系品牌2家，韩系品牌2家，日系品

牌1家。与上一年相比，2021年新能源乘用车的

销量增长108%，这一数据也是自2012年以来最

高年增长率的一年，2021年新能源乘用车市场

规模接近650万辆，市场份额达9%，其中纯电动

汽车的增长速度与插电混合动力车形成了明显

的差异，其中纯电动车销量320810辆，DM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272935辆，纯电动汽车与

插电混合动力车销量分别同比增长69%和31%，

此外，混合动力车同比增幅为9%。

其中，中国品牌8家分别为比亚迪、上汽集团、

上汽乘用车、长城欧拉、广汽埃安、奇瑞集团、小鹏

汽车以及长安汽车。比亚迪以59.39万辆的销量

排名第2，实现了超过220%的同比增长，全球市场

份额达9.1%。上汽集团以45.61万辆的销量排名第

3名。上汽乘用车以22.70万辆的销量排名第7

名。长城欧拉以13.74万辆的销量排名第12名。

广汽埃安以12.54万辆的销量排名第14名。奇瑞

集团以9.91万辆的销量排名第18名。小鹏汽车以

9.86万辆的销量排名第19名，小鹏P7车型销量创

下历史新高，也是其首次进入年度前20名。长安

汽车以9.79万辆的销量排名第20名。

相关数据显示，这8大品牌占2021年全球

新能源总销量的28.23%，可以说中国撑起了全

球新能源汽车的半边天。

在车型销量表现上，特斯拉Model 3全年

销量超过50万辆，排名第一，也是其连续四年成

为最畅销的纯电车型；而五菱新能源销售

452238辆，同比增长160%，其中宏光MINI EV

全年销量426452辆，排名第二；特斯拉Model Y

全年销量超过41万辆，排名第三；排名第四至第

十的分别为大众ID.4、比亚迪秦PLUS DM-i、理

想ONE、比亚迪汉EV、比亚迪宋Pro/PLUS DM-i、

长安奔奔E-star、大众ID.3，其中比亚迪汉全年销

量117665辆；比亚迪唐家族，54204辆；比亚迪宋

家族，200870辆；比亚迪秦家族，194220辆；比亚

迪元家族，41402辆；比亚迪e系列38360辆；比

亚迪海豚29598辆。

另外，中国 2021 年以销售新能源乘用车

293.98万辆排名第一，占据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市

场份额达45%，总的来说，中国市场的新能源汽

车销量表现较为亮眼。 综合

去年8家中国品牌进入
新能源汽车销量TOP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