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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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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违约刚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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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我们考察了2015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境外债券市场的所有违约案例（100宗，涉美元债券400笔），以及在境内债券市场的所有违约

案例（261宗，涉人民币债券697笔）。

• 第一波：2015年至2019年，工业和大宗商品板块从2018年起引领违约，违约案例数量达到第二高板块的4倍。

• 第二波：2020年至2024年，房地产板块从2021年起引领违约，违约案例数量达到第二高板块的2.4倍。

• 事件：恒大集团引发2021年年中之后的一系列信用事件，两年之后碧桂园的违约表明危机并未结束。

• 境外：2023年违约率从2022年6.7%的高峰下降至1.3%，2024年一季度违约率进一步下降至0.3%的底谷。

• 境内：非房企业违约率在2019年见顶于1.2%，房企违约率2022年见顶于9.9%。2024年一季度两类企业违约率均下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

• 违约影响减弱，违约主体平均债券存量从2022年的93亿元人民币下降至2023年的68亿元和2024年一季度的23亿元。



   

经济增速、政策和融资环境因素或引致第三波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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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2023年多数行业违约率均有下降，但科技服务、消费品、零售行业违约率上升，反映这些行业易受经济放缓影响。

• 境外：今年到期规模（920亿美元）少于2023年（1,110亿美元）和2025年（1,040亿美元）。城投和消费业到期金额大，再融资需求高。

• 境内：今年到期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人民币的高峰，高于2023年（5.1万亿元）和2025年（6.2万亿元），主要来自城投（3.5万亿元）、资

本品（0.75万亿元）和电力（0.74万亿元）。

• 融资：2023年企业对银行的依赖进一步增强，债券发行量仍然较低，特别是低评级企业。

• 融资难易：民营企业从2021年以来、弱资质城投从2022年年中以来，净发行量大多为负数。

• 政策：目前为止的两波违约或已由政策引发（2018年治理产能过剩和资管行业，2021年房地产“三道红线”）。

• 下一波：政策旨在控制过高杠杆。更多目的、规模和效果相似的政策，或引发下一波违约。

• 趋势：违约率原本是在趋向于正常化，向国际水平靠拢。但由于决策者担心引发系统风险，政策不希望债券违约，这种趋势正在反转，弱

化了市场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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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400 100 167 37 21 363 79 697 261 1163 296 153 401 108

房地产 324 61 140 5 2 319 59 212 58 470 18 9 194 49

非房地产 76 39 27 32 19 44 20 485 203 693 278 144 207 59

综合性集团 3 1 1 1 1 2 0 31 11 96 19 9 12 2

基础设施、电力、公用事业 21 13 7 13 8 8 6 56 23 90 20 12 36 11

大宗商品、工业 25 11 9 14 6 11 5 242 94 322 159 74 83 20

TMT、消费品 27 14 10 4 4 23 9 156 75 185 80 49 76 36

民营企业 359 89 150 31 20 328 70 583 218 914 246 125 337 93

国有企业 41 11 16 6 1 35 9 114 43 249 50 28 64 15

央企 15 3 6 0 0 15 2 41 15 115 23 10 18 5

地方国企 26 8 10 6 1 20 7 73 28 134 27 18 4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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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样本：第一波以工业为主，第二波以房地产为主

数据覆盖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20日，包括所有大中华区非金融企业在境外美元债券市场和中国境内债券市场的违约案例。违约是指未能按时足额偿付本息，包括展期和其他形式的折价重组。境外金额为违约债券的发行金额，境内金额为违约主体首次违约之日
的债券存续金额。TMT：科技、传媒和电信。YTD：同年累计。资料来源：Wind，彭博，企业和法院公告，媒体报道，标普全球评级。

• 我们考察了2015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境内外债券市场的所有违约案例。

• 2015-2019年：工业/大宗商品板块从2018年起，以境外6宗、境内74宗案例的数量引领第一波违约（为第二高板块的4倍）。

• 2020-2024年：房地产板块从2021年起，以境外59宗、境内49宗案例的数量引领第二波违约（为第二高板块的2.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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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波违约是恒大集团2021年年中信用事件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大型信用事件引发的。两年多之后碧桂园违约，表明危机仍未完全
结束。

重大信用事件：先是恒大，两年后是碧桂园

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首次发生信用事件日期：发行人境外或境内债务首次被报道进行重组或直接发生到期未付事件的日期。境外/境内债券金额：首次发生信用事件之日境外/境内债券存续金额。*发行人全称参见“公司简称全称对照表”。资料来源：Wind，
彭博，标普全球评级。

发行人*
首次信用事件
发生日期 国企/民企 行业

境外/境内债券金额
（十亿美元/人民币）

河南能源 2021年1月5日 国企 化工 0.0 / 25
华夏幸福 2021年1月13日 民企 房地产 4.6 / 56.1
协鑫新能源 2021年1月30日 民企 电力 0.5 / 0.0
重庆能源集团 2021年3月1日 国企 电力 0.5 / 0.5
蓝光发展 2021年5月24日 民企 房地产 1.1 / 12
恒大集团 2021年6月7日 民企 房地产 20.7 / 55.9
苏宁电器 2021年6月16日 民企 消费品 0.6 / 28.4
启迪控股 2021年6月24日 国企 房地产 1.0 / 0.0
新力控股 2021年9月18日 民企 房地产 0.7 / 1.8
钜盛华 2021年9月23日 民企 综合性集团 0.0 / 11.7
花样年 2021年10月4日 民企 房地产 4.0 / 6.4
鑫苑置业 2021年10月8日 民企 房地产 0.8 / 3.0
当代置业 2021年10月25日 民企 房地产 1.3 / 1.0
佳兆业集团 2021年11月4日 民企 房地产 12.2 / 1.5
奥园 2021年11月12日 民企 房地产 3.2 / 8.6
阳光城 2021年11月17日 民企 房地产 3.6 / 22.0
世茂集团 2022年1月6日 民企 房地产 5.7 / 27.6
富力地产 2022年1月11日 民企 房地产 4.9 / 14.7
祥生控股 2022年1月18日 民企 房地产 0.7 / 0.5
大发地产 2022年1月18日 民企 房地产 0.6 / 0.0
禹洲集团 2022年1月23日 民企 房地产 5.7 / 6.9
华南城 2022年2月11日 民企 房地产 1.6 / 2.0
景瑞控股 2022年3月4日 民企 房地产 1.4 / 1.9

发行人*
首次信用事件
发生日期 国企/民企 行业

境外/境内债券金额
（十亿美元/人民币）

正荣地产 2022年3月11日 民企 房地产 3.6 / 5.8
龙光集团 2022年3月19日 民企 房地产 3.9 / 20.6
兰州城投 2022年3月21日 国企 工程建设/基础设施 0.3 / 12.9
力高地产 2022年3月22日 民企 房地产 1.0 / 0.0
融创中国 2022年4月1日 民企 房地产 7.7 / 16.7
当代集团 2022年4月3日 民企 消费品 0.7 / 11.2
易居企业集团 2022年4月18日 民企 房地产 0.6 / 0.0
佳源国际 2022年4月30日 民企 房地产 1.4 / 4.3
中梁 2022年5月16日 民企 房地产 1.1 / 0.3
金科股份 2022年5月30日 民企 房地产 0.3 / 15.4
中南建设 2022年6月2日 民企 房地产 0.5 / 6.5
绿地集团 2022年6月16日 国企 房地产 3.9 / 3.9
融信中国 2022年7月4日 民企 房地产 2.3 / 10.8
宝龙地产 2022年7月13日 民企 房地产 2.2 / 8.3
弘阳地产 2022年8月12日 民企 房地产 1.5 / 0.0
时代中国 2022年9月8日 民企 房地产 2.7 / 12.0
合景泰富集团 2022年9月9日 民企 房地产 4.1 / 4.5
旭辉集团 2022年10月8日 民企 房地产 4.6 / 12.9
远洋资本控股 2022年10月21日 国企 金融服务 0.8/0.3
红星美凯龙 2022年11月7日 民企 房地产 0.3 / 15.5
建业地产 2023年4月18日 民企 房地产 1.9 / 0
碧桂园 2023年9月1日 民企 房地产 9.9 / 5.6
远洋集团 2023年9月1日 国企 房地产 3.9 / 23.4



境外违约下滑 缘于开发商违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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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违约率从2022年的6.7%降至2023年的1.3%，违约金额从640亿美元降至370亿美元。

• 房企违约率从2022年的27.8%降至2023年的5.6%，非房企违约率从0.4%降至0.3%。

• 2024年一季度违约率进一步降至0.3%，违约金额降至70亿美元。房企与非房企违约率双降，可能已经触底。

境外违约：过去两年从高峰降至底谷

数据截至2024年3月31日，包括境外债券市场所有大中华区非金融企业。违约是指未能按时足额偿付本息，包括展期和其他形式的折价重组。违约金额仅包括违约债券，不包括同一发行人的其他债务。违约主体数量为首次违约发行人数量。YTD：同年累计。资料来
源：彭博，标普全球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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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民企违约主体数量双降 违约正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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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房企业境内违约率2019年见顶于1.2%，房企违约率2022年见顶于9.9%。2024年一季度两类企业违约率均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

• 违约影响减弱，违约主体平均债券存量从2022年的人民币93亿元，降至2023年的68亿元和2024年一季度的23亿元。

• 政策或已造成目前为止的两波违约（2018年治理产能过剩和资管行业，2021年“三道红线”），也有可能推动第三波。

境内违约：政策或已导致两波违约，也可引起第三波

数据截至2024年3月19日，包括中国境内债券市场的所有非金融企业。违约是指未能按时足额偿付本息，包括展期和其他形式的折价重组。债券存量为发行人首次违约之日的债券存续金额，违约主体数量为首次违约主体的数量。“市场”指年初的存续债券总额或发
行主体总数。资料来源：Wind，标普全球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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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境内债券违约率 各行业境内债券违约主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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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多数行业违约率均有下降，但科技服务、消费品、零售行业违约率上升，反映这些行业易受经济增长放缓影响。

房企违约率下降，但科技服务、消费品、零售行业违约率上升

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包括中国境内债券市场所有非金融企业。违约是指未能按时足额偿付本息，包括展期和其他形式的折价重组。违约主体数量为首次违约主体的数量。违约率为当年首次违约主体数量除以年初行业内发行人数量。资料来源：Wind，标普全
球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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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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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境外企业债券到期规模下降 其中房地产、投城、消费品到期规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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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境外企业债券到期规模（920亿美元）少于2023年（1,110亿美元），也少于2025年（1,040亿美元）。

• 房企2024年到期规模34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进入重整，因为多数开发商已经出险。

• 城投到期规模200亿美元，位居第二，消费品行业120亿美元，位居第三。这些企业面临着较大的再融资需求。

境外到期：规模减少，城投和消费品企业再融资需求较大

数据截至2024年1月1日。到期金额仅包括在境外美元、欧元债券市场上市的大中华区非金融企业债券，不包括期限不足1年、发行金额少于1亿美元的债券，也不包括存托凭证。资料来源：彭博，标普全球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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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企业债券到期今年见顶 城投、资本品、电力到期规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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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境内企业债券到期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人民币的高峰，高于2023年（5.1万亿元）和2025年（6.2万亿元）。

• 今年的到期当中，城投3.5万亿元的规模占了接近一半的比例。

• 资本品（7,570亿元）和电力（7,380亿元）的再融资需求分列第二、第三。

境内到期：规模增加，城投、资本品、电力再融资需求较大

数据截至2024年1月1日。到期金额包括中国境内债券市场的所有非金融企业债券。资料来源：Wind，标普全球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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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企业融资对银行的依赖性增加 特别是较低评级企业

13

• 2023年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增加，贷款占融资比例从2022年的86%上升至2023年的88%，债券占比从11%下降至8%。

• 2024年或将恢复常态。1-2月债券发行同比上升24%，贷款同比下降12%。

• 但债券发行量或将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特别是较低评级企业。今年以来这些企业净发行量很少甚至为负。

融资：进一步依赖银行，低评级企业债券发行量低

数据截至2024年2月29日，包括中国境内债券市场所有非金融企业。影子融资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债券净发行量：债券发行金额减去赎回金额。图中评级为境内评级机构的债项评级，若无债项评级，则采用主体评级。资料来源：人民银
行，Wind，标普全球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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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以来民企多数月份净发行均为负数 城投净发行量也为负数或者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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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以来，民企多数月份的净发行量大多为负数。

• 城投（约占国企发行量38%）当中，较高评级（境内评级“AAA”和“AA+”）能够发行，但发行量下降。

• 因监管收紧，2022年以来弱资质城投（境内评级低于“AA+”）净发行量大多为负。

融资难易：民企和弱资质城投融资难度增加

数据截至2024年2月29日，包括中国境内债券市场所有非金融企业。债券净发行量：发行金额减去赎回金额。图中评级为境内评级机构的债项评级，若无债项评级，则采用主体评级。资料来源：Wind，标普全球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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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融资缩量，违约浪潮 第二波违约后，融资难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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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波违约均始于政策（2018年治理产能过剩和资管行业，2021年房地产“三道红线”）。

• 这些政策旨在控制过高债务杠杆，都造成影子融资或资本市场融资的显著收缩。

• 更多目的、规模和效果相似的政策可能引起下一波违约。

下一波：或仍由政策引起

数据截至2024年4月15日。影子融资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资本市场融资包括企业债券发行和企业A股发行。资料来源：Wind，标普全球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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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发展，中国企业异常低下的违约率趋于正常化，向国际水平靠拢

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违约率为计算方式为首次违约信用债发行人数量除以年初发行人数量。中国境内债券无标普全球评级授予的评级。2023年数据基于2023年违约主体数量和2022年存续发行人数量。资料来源：Wind，标普全球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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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和国际市场相比，中国债券违约率一直低得不正常，特别是在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

• 从2014年起，更多违约被允许发生，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使违约率朝着国际水平“正常化”。

• 近几年由于决策者担心引发系统风险，政策不希望债券违约，违约率趋势反走，弱化了市场纪律。

趋势：违约率偏离国际水平，弱化市场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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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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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和2024年的违约仍以房地产开发商为主，原因在于2023年年中开始的房地产第二轮下行。

• 大型房企违约很少，因为多数大型民营房企已在前几年违约。

• 非房企违约主体多数规模较小，对境内外债券市场影响有限，甚至没有影响。

2023年和2024年一季度违约情况

数据覆盖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20日。违约日期为发行人首次被报道重组或直接未能偿付任何境内外债务的日期。境外/境内债券：违约日期存续的境外或境内债券。资料来源：Wind，彭博，标普全球评级。

发行人 境内外违约日期 国企/民企 行业 境外/境内债券（十亿美元/人民币）

银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23年3月7日 民企 房地产 0.2/0.0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8日 民企 房地产 1.9/0.0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9日 民企 房地产 0.0/12.9
景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5月31日 民企 房地产 0.0/1.9
中国枫叶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7日 民企 消费品 0.1/0.0
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023年8月4日 国企 房地产 3.9/21.4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日 民企 房地产 9.9/5.6
正商实业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3日 民企 房地产 0.3/0.0
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5日 民企 房地产 0.0/16.4
中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9日 民企 房地产 1.8/0.0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2日 民企 房地产 0.0/5.1
广州市方圆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4日 民企 房地产 0.0/0.9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民企 消费品 0.0/0.3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9日 民企 零售 0.0/1.3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1月8日 国企 房地产 0.0/3.8
希教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日 民企 消费品 0.3/0.0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2日 民企 消费品 0.0/0.8
金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0日 民企 房地产 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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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数信用事件才刚刚进入全面重组。2024年将有更多重组发生，并为今后的重组开创先例。

债务重组：才刚刚开始

数据截至2024年2月29日，包括2021年以来发生贷款/债券违约和重组的企业。首次发生信用事件日期：发行人境外或境内债务首次被报道进行重组或直接发生到期未付事件的日期。资料来源：媒体，公司，标普全球评级。

发行人*
首次信用事件发
生日期

首次发生债券/贷款重组
日期 审计机构变更日期

信用事件发生后首次
公布经审计业绩日期

河南能源 2021年1月5日 债券：2021年1月5日 .. 2021年4月30日
华夏幸福 2021年1月13日 贷款：2021年1月21日 .. 2021年4月30日
协鑫新能源 2021年1月30日 债券：2021年6月11日 2021年7月14日 2021年4月21日
重庆能源集团 2021年3月1日 债券：2021年11月17日 .. ..
蓝光发展 2021年5月24日 .. 2022年4月30日
恒大集团 2021年6月7日 贷款：2021年8月12日 .. ..
苏宁电器 2021年6月16日 债券：2021年6月16日 .. 2022年4月30日
启迪控股 2021年6月24日 债券：2021年8月13日 .. 2022年10月28日
新力控股 2021年9月18日 2021年12月17日 ..
钜盛华 2021年9月23日 债券：2021年9月23日 2022年5月13日 2022年7月26日
花样年 2021年10月4日 债券：2021年11月25日 2022年7月11日 ..
鑫苑置业 2021年10月8日 债券：2021年10月8日 2021年10月12日 2022年3月8日
当代置业 2021年10月25日 债券：2022年7月5日 .. 2022年12月29日
佳兆业集团 2021年11月4日 2022年6月27日 2023年3月9日
奥园 2021年11月12日 贷款：2021年11月30日 2022年1月25日 ..
阳光城 2021年11月17日 债券：2021年11月17日 .. 2022年4月30日
世茂集团 2022年1月6日 贷款：2022年1月17日 2022年3月24日 ..
富力地产 2022年1月11日 债券：2021年1月11日 2022年4月29日 2022年8月18日
祥生控股 2022年1月18日 债券：2022年1月18日 .. 2022年5月23日
大发地产 2022年1月18日 债券：2022年1月18日 .. 2022年4月28日
禹洲集团 2022年1月23日 债券：2022年1月23日 2022年2月25日 2022年4月21日
华南城 2022年2月11日 债券：2022年2月11日 .. 2022年7月26日
景瑞控股 2022年3月4日 债券：2022年3月4日 2022年5月31日 2023年4月12日

发行人*
首次信用事件发
生日期

首次发生债券/贷款重组
日期 审计机构变更日期

信用事件发生后首次
公布经审计业绩日期

正荣地产 2022年3月11日 债券：2022年3月11日 .. 2022年4月25日
龙光集团 2022年3月19日 债券：2022年3月19日 2022年5月11日 2022年9月9日
兰州城投 2022年3月21日 贷款：2022年6月15日 .. ..
力高地产 2022年3月22日 债券：2022年3月22日 .. 2022年4月27日
融创中国 2022年4月1日 债券：2022年4月1日 2022年6月28日 2022年12月22日
当代集团 2022年4月3日 债券：2022年5月2日 .. ..
易居企业集团 2022年4月18日 2022年7月20日 2022年11月29日
佳源国际 2022年5月2日 债券：2022年7月15日 .. ..
中梁 2022年5月16日 债券：2022年5月16日 .. 2023年3月30日
金科股份 2022年5月30日 债券：2022年5月30日 .. ..
中南建设 2022年6月2日 债券：2022年6月2日 .. ..
绿地集团 2022年6月16日 债券：2022年6月16日 .. 2023年3月31日
融信中国 2022年7月4日 债券：2022年7月4日 2022年3月18日 2023年3月31日
宝龙地产 2022年7月13日 债券：2022年7月13日 2022年3月24日 2023年3月30日
弘阳地产 2022年8月12日 .. 2023年3月30日
时代中国 2022年9月8日 债券：2022年9月8日 .. 2023年3月31日
合景泰富集团 2022年9月9日 债券：2022年9月9日 .. 2023年3月31日
旭辉集团 2022年10月8日 .. ..
远洋资本控股 10/21/2022 B: 10/21/22 .. ..
红星美凯龙 2022年11月7日 债券：2022年11月7日 2023年2月1日 2023年3月31日
建业地产 2023年4月18日 债券：2023年4月18日 .. 2023年4月21日
碧桂园 2023年9月1日 债券：2023年9月1日 .. ..
远洋集团 2023年9月1日 债券：2023年9月1日 .. ..



• 城投债终止量创纪录，将使中低层级城投承压，2024年4月11日

• 城投加大房地产投资，凸显风控之紧要，2024年3月27日

• “白名单”机制能否提振楼市信心？，2024年3月25日

• 中国转变优先发展领域，对央企意味着什么，2024年3月18日

• 城投债务拆东补西新瓶旧酒，2024年2月29日

• 经营性物业贷款管理政策放宽，缓解开发商流动性之渴，2024年2月1日

• 恒大清盘将放大红筹中资房地产债券次级风险，2024年1月31日

• 融资渠道收紧导致中国城投的流动性风险上升，2024年1月11日

• 信用答疑：2024年的中国银行、城投、和开发商：并不都是负面，2023年12月12日

• 中国企业违约债券回收率研究2023：房地产与非房地产债券回收率分化，2023年11月15日

• 中国房地产观察：楼市或将在2024年逐步缓慢恢复，2023年10月16日

• 葺缮之策，或难解城投流动性之困，2023年9月7日

• 融资不均衡放大城投违约风险，2023年7月7日

• 中国企业违约综述2023：下一波何处来？，2023年4月13日

20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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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pitaliq.com/CIQDotNet/Research/DocumentViewer.aspx?versionId=-1935730670&formatType=4&activityTypeId=2891&researchDocumentId=57758365&fileName=SPGlobalRatings_%22%e7%99%bd%e5%90%8d%e5%8d%95%e2%80%9d%e6%9c%ba%e5%88%b6%e8%83%bd%e5%90%a6%e6%8f%90%e6%8c%af%e6%a5%bc%e5%b8%82%e4%bf%a1%e5%bf%83%ef%bc%9f_Mar_28%2c_2024
https://www.capitaliq.com/CIQDotNet/Research/DocumentViewer.aspx?versionId=-1938389822&formatType=4&activityTypeId=2891&researchDocumentId=57740130&fileName=SPGlobalRatings_%e4%b8%ad%e5%9b%bd%e8%bd%ac%e5%8f%98%e4%bc%98%e5%85%88%e5%8f%91%e5%b1%95%e9%a2%86%e5%9f%9f%ef%bc%8c%e5%af%b9%e5%a4%ae%e4%bc%81%e6%84%8f%e5%91%b3%e7%9d%80%e4%bb%80%e4%b9%88_Mar_26%2c_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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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司简称全称对照表

简称 全称
河南能源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华夏幸福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鑫新能源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能源集团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蓝光发展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恒大集团 中国恒大集团
苏宁电器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启迪控股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新力控股 新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钜盛华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花样年 花样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鑫苑置业 鑫苑（中国）置业有限公司
当代置业 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
佳兆业集团 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奥园 奥园集团有限公司
阳光城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世茂集团 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富力地产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祥生控股 祥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大发地产 大发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禹洲集团 禹洲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华南城 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景瑞控股 景瑞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 全称
正荣地产 正荣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龙光集团 龙光集团有限公司
兰州城投 兰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力高地产 力高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融创中国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当代集团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易居企业集团 易居（中国）企业控股有限公司
佳源国际 佳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梁 中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金科股份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建设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绿地集团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融信中国 融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宝龙地产 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弘阳地产 弘阳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时代中国 时代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合景泰富集团 合景泰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旭辉集团 旭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远洋资本控股 远洋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红星美凯龙 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建业地产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碧桂园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远洋集团 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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