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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指示外，本節所載的資料及統計數據乃摘錄及來源於各種官方政府刊物、
公開資源及民辦刊物。我們相信，該等來源對有關資料及統計數據而言屬適當，董
事已採取合理謹慎措施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我們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
料及統計數據錯誤或有所誤導或遺漏任何事實致使該等資料錯誤或有所誤導。本公
司、聯席保薦人、[編纂 ]、我們或彼等各自的董事、顧問及聯屬人士概無獨立核實該
等資料及統計數據。因此，除仲量聯行顧問外，本公司、保薦人、我們或彼等各自的
董事及顧問或參與 [編纂 ]的任何其他各方概不就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及完
整性發表任何聲明。因此， 閣下不應過分依賴載於本節的官方及非官方資料。此外，
由於收集任何行業及經濟數據本身涉及時間差，故本節所載部分數據可能僅反映收
集該等數據時的情況。因此， 閣下評估本節所載資料時務必考慮本行業及中國經濟
其後的變動情況。

資料來源

為進行 [編纂 ]，我們已委聘獨立第三方仲量聯行顧問編製行業研究報告，而當中
載有關於中國及我們營運所在城市的房地產市場的必要資料。仲量聯行顧問已就編製
行業研究報告向我們收取總費用約人民幣1,020,000元，而我們相信此乃與同類報告的
市場收費相若。

仲量聯行是一家國際專業服務及投資管理公司，為希望通過擁有、佔用及投資房
地產實現增值的客戶提供專業房地產服務。仲量聯行擁有逾280個公司辦事處，在逾80

個國家營運並且在全球擁有逾60,000名僱員。

本節乃主要由指定市場研究團隊按照來自各種政府刊物、實地到訪及面談、知名
研究機構及仲量聯行自有數據庫的資料及統計數據編製。我們認為上述資料及統計數
據可靠。

仲量聯行顧問採納上述資料來源並認為其可靠的主要理由如下：採用多個中國政
府機構的官方數據及公告為一般市場做法；及仲量聯行顧問了解其自有數據庫及所訂
閱的Statista、CEIC及中指數據數據庫的數據收集方法及數據來源。

於編製本節內容時，仲量聯行顧問以下列假設為依據：(i)本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文
件均屬真實準確；(ii)相關政府機構公佈的所有數據均屬真實準確；(iii)若所訂閱數據
來自知名研究及公共機構，仲量聯行顧問已依賴該等機構的誠信及專業知識。仲量聯
行顧問概不就該等預測會否實現作出保證或陳述。房地產市場不斷波動且變化無常。
仲量聯行顧問並無責任對房地產市場的未來狀況作出任何預測或以任何方式作出保證。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經董事作出合理審慎查詢後所知，市場資料自行業研究報告
日期或行業研究報告所載相關資料的日期以來無任何重大不利變動，因此不會對本節
所載的資料形成保留意見、有所抵觸或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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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概覽

過去數年，中國經濟顯著增長，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由2012年的人民幣540,370億元
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827,12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8.9%。2012年至2017年，城鎮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人民幣24,565元增至人民幣36,396元，複合年增長率為8.2%，意味著中
國城鎮居民購買力顯著增長。戶口改革旨在透過統一農村和城市的戶口登記制度，加
快城市化發展，主要目的是引導農村人口逐漸在城市定居。例如，按計劃預期到2020
年約1億農村人口將獲得城市戶口。加上廢除一孩政策，城市人口由2012年7.12億人增
至2017年8.13億人。根據中國中央政府頒佈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至2020年），預
料至2020年的城鎮化率達到60.0%，會令住房需求增加。

下表列出所示年度中國的節選主要經濟指標。

中國主要經濟指標（2012年至201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複合年
增長率
（2012年
至

2017年）
       

名義國內生產總值（人民幣億元）. . . . . . . . . . . 540,370 595,240 643,970 689,050 743,590 827,120 8.9%
固定資產投資（人民幣億元） . . . . . . . . . . . . . . . 374,690 446,290 512,020 562,000 606,470 641,240 11.3%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民幣元） . . . . . . 24,565 26,467 28,844 31,195 33,616 36,396 8.2%
城市人口（百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2 731 749 771 793 813 2.7%
城鎮化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6 53.7 54.8 56.1 57.4 58.5 不適用
 

資料來源： 中國國家統計局

中國房地產市場

概覽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及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雖然中央政府於2015年實施一系列收緊
措施，旨在使過熱的房地產市場降溫，但中國房地產投資總額仍快速穩步增加，由
2012年的人民幣71,800億元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109,80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8.9%。中
國住宅物業平均價格亦由2012年每平方米人民幣5,430元增至2017年每平方米人民幣7,614
元，複合年增長率為7.0%。2016年樓價回穩至正常水平後，政府陸續推出一系列貨幣
寬鬆及去庫存政策，結果存貨銷售比率大幅下跌，2017年底跌至2.5個月，為自2012年
至2017年底期間的最低點。

中國已形成京津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較為成熟的城市群，於2017年
該等城市群共貢獻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約39.1%（根據經濟學人智庫估計）。根據中國中
央政府發佈的十三五規劃中的城市群規劃提出，中國將於2020年前建成19個區域城市群，
各城市群由便利的交通基礎設施連接核心城市與其周邊數個城市構成。城市群規劃旨
在促進區域間經濟更均衡發展。預計該等城市群內的三四線城市可受惠於更多工業發
展支持及人口流入，繼而推動該等城市的住房需求。



– 103 –

行 業 概 覽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有關資料集須與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下表載列所示年度節選中國房地產指標：

中國房地產市場指標（2012年至201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複合年
增長率

（2012年至
2017年）

       

房地產投資總額（人民幣億元）. . . . . . . . . . . . . 71,800 86,010 95,040 95,980 102,580 109,800 8.9%
房地產投資 — 住宅（人民幣億元） . . . . . . . . . . 49,370 58,950 64,350 64,600 68,700 75,150 8.8%
新動工住房建築面積（百萬平方米）. . . . . . . . . 1,307 1,458 1,249 1,067 1,159 1,281 –0.4%
已竣工住房建築面積（百萬平方米）. . . . . . . . . 790 787 809 738 772 718 –1.9%
已售住房建築面積（百萬平方米）. . . . . . . . . . . 985 1,157 1,052 1,124 1,375 1,448 8.0%
狹義住房存貨銷售比率 (1)（月） . . . . . . . . . . . . . 2.9 3.4 4.6 4.8 3.5 2.5 不適用
住房平均售價（人民幣元╱平方米） . . . . . . . . . 5,430 5,850 5,933 6,473 7,203 7,614 7.0%

 

資料來源： 中國國家統計局
附註： (1) 狹義存貨銷售比率等於未售住宅物業建築面積除以已售住宅物業建築面積。

中國房地產政策近期發展

中國房地產市場極易受到政府的監管影響。為避免房地產市場過熱，中央及地方
政府近年來推行多項收緊措施以穩定樓價。上述措施或會影響投機投資者的需求，而
對首次購房者和升級者影響較小。最近，若干該等措施在部分低線城市已經放寬，旨
在吸引及留用人才以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相反，一線城市並無放寬有關限制措施的消息。

本集團市場定位

作為專注於住宅及商業物業項目發展和銷售的房地產公司，本集團在過去數年迅
速增長，已成為全國主要物業開發商。於2017年，本集團合同銷售額於中指數據發佈
的2017年中國房地產銷售額百億企業排行榜中排名第39位，較2016年的第74位大幅上升。
此外，本集團於2018年榮獲中國指數研究院頒發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獎，排名第42位。

2017年中國房地產銷售額百億企業排行榜

公司
合同銷售額

（人民幣億元）
  

1 公司C 5,500
2 公司V 5,238
3 公司E 5,151
4 公司R 3,600
5 公司P 3,150
6 公司GL 2,725
7 公司O 2,100
8 公司L 1,550
9 公司H 1,460
10 公司GT 1,453
39 美的置業控股有限公司 510

 

資料來源：中指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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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格局

本集團的競爭對手包括主要全國及區域性開發商。本集團於收購土地能力、品牌
認知度、財務資源、產品設計與品質、售價及客戶服務等方面與該等開發商競爭。中
國房地產市場相當分散。根據克而瑞公佈的2017年度房企銷售面積TOP 200，本集團已
售物業建築面積佔已售總建築面積的0.77%。此外，房地產開發行業為資本密集型行業，
物業銷售、融資及土地收購均會受週期性波動影響。近期的住房限購措施加上信貸政
策收緊，為小型房地產開發商帶來流動資金壓力，從而為資產負債表穩健的較大型房
地產開發商創造更多併購機會，該等行業整合趨勢預期會持續。根據克而瑞的資料，
2017年中國50大開發商佔總銷售額的45.9%，較2016年的35.3%有所增加。

此外，「智慧家居」概念預期也將會成為中國住房的市場增長動力。雖然配備智慧
家居技術日益普及，加上其溢價，已吸引愈來愈多開發商加入市場，但該市場仍處於
發展初期。本集團自2016年開始在其住宅產品應用智慧家居解決方案，為智慧家居行
業的先驅。

中國選定地區房地產市場

珠江三角洲經濟區

珠江三角洲經濟區是中國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亦是廣東省的經濟大都會。近
期推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刺激政策預計會進一步推動該區的增長。

得益於持續經濟發展以及進一步發展珠江三角洲與大灣區的國家戰略計劃，當地
整體物業市場的價格預計會持續上升。區內大部分城市的住宅房地產投資升幅一直強
勁，2012年至2017年的複合年增長率介乎10.0%至15.0%。該等城市中，佛山的房屋市場
保持強勁，是由於房地產視為資產增值的良好投資選擇，而且廣州等地區房價高昂，
令購買需求轉移。然而，基於近期實施的房屋限制政策，2017年該區域內城市售出的
商品房建築面積大幅減少。

因住房限制政策預計不變，預期未來幾年選定城市的已售住房建築面積將緩步增
加。珠三角為中國最大的經濟區之一，房地產市場熱情依然高漲，平均售價可能會保
持樂觀增長。儘管如此，考慮到中山房價相對較低且深中通道等基礎設施不斷完善，
吸引有意買家，因此中山住房平均售價增速可能較快。



– 105 –

行 業 概 覽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有關資料集須與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珠江三角洲主要城市的節選物業市場指標（2012年至2017年）

城市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複合年
增長率
（2012年
至2017年）

        

已售住房建築面積
 （百萬平方米）  . . . . . . . . . . 

廣州 11.3 14.0 12.0 13.4 16.2 13.7 3.9%
佛山 7.1 7.9 8.8 12.3 18.6 12.1 11.4%
中山 5.9 7.0 6.7 9.2 10.2 不適用 14.3%(1)

住房平均售價（人民幣元╱
 平方米） . . . . . . . . . . . . . . . . . . . . .

廣州 12,001 13,954 14,739 14,083 16,346 17,685 8.1%
佛山 7,958 8,837 8,728 8,492 9,662 10,061 4.8%
中山 5,300 5,799 5,865 5,766 7,263 8,422 9.7%

 

資料來源： 國家統計局、廣東省統計局及相關城市統計局、CEIC
附註： (1) 根據2012年至2016年的可得數據計算

此外，城市改造即舊城鎮、舊廠房及舊村莊改造亦已成為廣東省特有的開發模式。
城市改造亦是開發商為未來發展增加土地儲備的理想方式。其中，舊廠房改造通常較
舊城鎮或舊村莊改造有更明顯的好處，原因是需要協商的利益相關者一般較少，且開
發週期較短，因此投資回報更高。

長江三角洲經濟區

長江三角洲經濟區是包括上海，江蘇省、安徽省及浙江省大部分地區的三角型大
都會區域。長江三角洲的發達城市構成了中國最大的一個鄰近大都會集中地，吸引了
眾多房地產開發商。

從需求角度看，自2012年起，選定城市在已售住宅物業建築面積方面表現強勁。尤
其，寧波等主要城市的已售建築面積大幅增長，2012年至2017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23.0%，南京和蘇州排列其後。

預計未來數年選定城市的住房市場的投機需求將受限購政策遏制，但近期推出的
引進人才定居政策將支持住房市場發展。實際上，有意買家可能會繞過住房限購政策，
例如取得戶口後毋須在購房前繳納數年的社保。因此，預計未來數年已售住房建築面
積及住房平均售價會繼續上漲。

長江三角洲主要城市的節選物業市場指標（2012年至2017年）

城市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複合年
增長率
（2012年
至2017年）

        

已售住房建築面積
 （百萬平方米）. . . . . . . . . . . . . . . .

寧波 4.6 5.8 6.0 8.5 11.3 12.8 22.9%
南京 8.8 11.4 11.2 14.3 14.1 12.1 6.6%
蘇州 12.6 16.3 14.5 19.4 22.6 16.9 6.0%

住房平均售價（人民幣元╱
 平方米） . . . . . . . . . . . . . . . . . . . . .

寧波 11,385 11,405 10,890 11,022 11,738 14,145 4.4%
南京 9,675 11,078 10,964 11,260 17,884 15,259 9.5%
蘇州 8,980 9,480 9,639 10,335 13,596 不適用 10.9%(1)

 

資料來源： 國家統計局、江蘇及浙江省統計局及相關城市統計局、CEIC
附註： (1) 根據2012年至2016年的可得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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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中游經濟區

長江中游經濟區的城市一直強勁增長。特別是，2017年，株州及湘潭等三、四線城
市的國內生產總值按年增長約8.0%，高於全國增長水平的6.9%。

棚戶區重建改造項目亦令該等城市的住房需求持續上升。然而，該區實施房屋限
購政策，致使區內平均價格仍然溫和。具體而言，長沙於2012年至2017年的已售住房
建築面積複合年增長率為5.7%。相反，在岳陽等房屋政策較寬鬆的市場，住宅價格因
房屋需求殷切而穩定增長。

除湖南省省會長沙外，投機者一般不會選擇其餘兩個城市。此外，長沙住房限購
政策不斷升級，可能會促進周邊城市的需求上升。因此，預期未來數年岳陽及湘潭的
已售住房建築面積及住房平均售價的增速會超過往年，而長沙的市場指標可能保持穩
定上升。

長江中游經濟區主要城市的節選市場指標（2012年至2017年）

城市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複合年
增長率
（2012年
至2017年）        

已售住房建築面積
 （百萬平方米）. . . . . . . . . . . . . . . .

岳陽 3.7 2.8 2.9 3.9 4.8 4.5 4.2%
株洲 4.8 5.2 4.7 5.6 6.4 不適用 7.3%(1)

長沙 13.9 16.6 13.3 16.9 23.1 18.2 5.7%
住房平均售價
 （人民幣元╱平方米）. . . . . . . . . .

岳陽 3,068 3,152 3,355 3,766 3,885 4,818 9.4%
株洲 3,611 3,957 3,950 3,885 3,900 不適用 1.9%(1)

長沙 5,603 5,759 5,458 5,544 6,160 7,287 5.4%
 

資料來源： 國家統計局、湖南省統計局及相關城市統計局、CEIC
附註： (1) 根據2012年至2016年的可得數據計算

環渤海經濟區

環渤海經濟區是位於中國北部沿海區域及高度城市化的城市群，其包括整個京津
冀經濟區，一直以來都是重工業及製造業重鎮。

儘管受到住房限購政策影響，但北京及天津等重點城市的住房需求仍然十分強勁，
價格持續上升，2012年至2017年的平均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2.0%（根據仲量聯行的計算，
北京及天津的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為12.7%及12.5%）。然而，統計數據亦顯示近年北京及
天津的已售建築面積減少，需求已轉移至周邊的二、三線城市。因此，石家莊的平均
售價自2014年起迅速增長，2012年至2017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4.6%，而2017年已售住
宅物業建築面積的按年增長為25.2%。

由於北京及天津等重點城市有限購政策，預計選定城市的住房需求可能因此受益。
該等重點城市的旺盛住房需求可能會刺激選定城市的已售住房建築面積及住房平均
售價增長。但近期地方政府有意加強市場監督，以防投機需求。儘管如此，未來數年
選定市場的指標仍可能適度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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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渤海經濟區主要城市的節選物業市場指標（2012年至2017年）

城市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複合年
增長率
（2012年
至2017年）        

已售住房建築面積
 （百萬平方米）. . . . . . . . . . . . . .

邢台 2.0 2.3 2.7 2.4 3.3 3.9 14.3%
石家莊 7.0 7.8 7.3 5.4 6.5 8.2 3.2%
邯鄲 4.0 3.1 3.2 3.4 3.8 不適用 -1.6%(1)

住房平均售價
 （人民幣元╱平方米）. . . . . . . .

邢台 2,966 3,143 3,575 4,001 3,923 4,364 8.0%
石家莊 4,714 4,943 5,562 7,491 7,100 9,312 14.6%
邯鄲 3,710 4,051 4,209 4,501 5,305 不適用 9.4%(1)

 

資料來源： 國家統計局、河北省統計局及相關城市統計局、CEIC
附註： (1) 根據2012年至2016年的可得數據計算

中國西南經濟區

隨著多項全國刺激政策的實施，中國西南經濟區展現出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昆
明及貴陽等主要城市已實現快速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此外，成渝經濟圈加速發展，
成都及重慶預期會呈現出充滿活力的經濟前景。事實上，這兩個核心城市近年來國內
生產總值增長均達到雙位數。

由於實施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加上投資選擇有限，流入房地產市場的資金大幅
增加。因此，區內城市的房地產投資複合年增長率普遍達到雙位數。三、四線城市增
長尤其強勁。2017年，昆明住宅物業已售建築面積的年增長率為23.0%，區內許多城市
的平均價格亦顯著上升。

得益於穩健的經濟增長前景及城市化率的增長，中國西南經濟區的房地產市場規
模將在未來數年持續擴大。因此，預期被稱為「新一線城市」的成都及重慶的房地產需
求可能得以滿足，故預計已售住房建築面積及住房平均售價將繼續穩步增長。昆明未
來住宅供應遠少於其他兩個城市，預計已售住房建築面積將適度增加，而供需錯配可
能導致未來數年住房平均售價的增長率上升。

中國西南經濟區主要城市的節選物業市場指標（2012年至2017年）

城市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複合年
增長率
（2012年
至2017年）        

已售住房建築面積
 （百萬平方米）. . . . . . . . . . . . . .

成都 24.2 25.6 24.8 24.5 32.8 29.8 4.2%
重慶 41.1 43.6 44.2 44.8 51.1 54.5 5.8%
昆明 9.2 10.4 9.8 10.1 11.3 13.9 8.6%

住房平均售價
 （人民幣元╱平方米）. . . . . . . .

成都 6,678 6,708 6,536 6,584 7,377 8,595 5.2%
重慶 4,805 5,239 5,094 5,012 5,162 6,605 6.6%(1)

昆明 5,405 5,615 6,067 7,178 6,851 8,197 8.7%

 

資料來源： 國家統計局及相關城市統計局、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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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該等地區的市場表現

本集團已在其主要發展地區建立區域領導地位。本集團已在珠江三角洲和大灣區
建立品牌知名度和穩定的市場份額。在佛山，根據來自中指數據的資料，按2017年的
已售建築面積計，本集團在200多名競爭對手中排名第六位。進入長江三角洲地區後，
本集團亦成功建立業務網，按2017年的合約銷售額計，在寧波及徐州等城市亦名列前茅。
在長江中游經濟區，2014年至2017年本集團的總合約銷售額在株州排名第一位，而按
2017年的已售面積計，本集團在岳陽排名第二位。在環渤海經濟區，本集團已深耕邯
鄲等城市多年，建立起良好品牌優勢。在中國西南，本集團已成為市場十大營運商之一，
按截至2017年底已售的總建築面積計，本集團在貴陽市過百名主要競爭對手中排名第
六位。

地價

多數情況下，土地成本佔開發商成本的主要部分，且於近年持續上漲。根據中國
國土資源部的資料，105個觀察城市的平均土地成本由2012年每平方米人民幣4,620元
升至2017年每平方米人民幣6,522元，代表着2012年至2017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7.1%。

中國土地成本（2012年至201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複合年
增長率
（2012年
至2017年）

       

105個觀察城市的平均土地成本
 （人民幣元╱平方米）. . . . . . . . . . . . . . . . . . . . 4,620 5,033 5,277 5,484 5,918 6,522 7.1%
 

資料來源：中國國土資源部

主要建築材料價格

除獲取土地的成本外，鋼材及水泥等建築材料成本亦是物業開發商的重點考慮因素。

下表載列中國於所示年份建築材料的節選統計數據。

中國建築材料節選統計數據（2012年至201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複合年
增長率
（2012年
至2017年）

       

鋼材價格指數（基準年1994年＝100）. . . . . . . . 105.3 99.1 83.1 56.4 99.5 124.7 3.4%
水泥（人民幣元╱噸）.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適用 356.2 308.4 247.4 318.7 414.9 3.9%(1)

 

資料來源：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中國水泥協會
附註： (1) 根據2013年至2017年的可得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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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家居市場概覽

智慧家居的定義

「智慧家居」一般指照明、供暖、通風、濕度、電子及其他裝置和設備均可互聯，戶
主均能夠使用智能手機或其他遙距裝置通過物聯網技術進行遙控的住宅。

智慧家居市場概覽

智慧家居是中國相對新興的概念，由於缺乏認識加上成本較高，故尚未獲普遍中
國家庭採用。Statista估計，2018年，智慧家居在中國的普及率將約為4.9%，遠低於美國、
丹麥、韓國、英國及日本等發達國家水平。這將為中國的主要智慧家居市場營運商帶
來龐大的增長潛力與商機。

2018年節選國家的智慧家居普及率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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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仲量聯行、Statista

影響規模及發展的主要因素

預期物聯網技術的重大發展、對便利、安全及保安的要求不斷提高加上節能減碳
的需求持續上升，均會進一步推動智慧家居解決方案的持續增長。

推動智慧家居市場發展的主要因素如下：

• 技術進步。隨著技術發展，許多應用方式已成為現實，例如氣體洩漏監測、濕
度監測及安防監控、線上雜貨訂購以及燈光和窗簾控制等較傳統的應用。

• 接受度提高。智慧家居用戶體驗智慧家居的便利後，將依賴智慧家居解決方案。

• 購買力提高。隨著中國平均家庭購買力提高，加上生產規模擴大，預計更多家
庭有能力購買智慧家居裝置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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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商採用。由於更多物業開發商在新推出的物業項目採用智慧家居解決方
案，因此預期智慧家居解決方案將越漸普及。

市場展望

由於科技進步及客戶對優質生活體驗的追求與日俱增，中國的智慧家居市場將會
有前所未有的強大增長潛力。根據Statista的研究，隨著各種家居應用快速採用，預計
中國智慧家居的普及率會由2018年的4.9%上升至2022年的21.2%。

可同步控制且能夠與不同智能裝置和設備整合的智能平台對物業開發商規劃採用
智慧家居解決方案十分重要。美的集團為家電行業巨頭及智慧家居行業引領者，憑藉
品牌知名度、自有中央系統、多元化產品種類、產品及服務質素等若干主要因素，加
上強大的研發實力，一直是智慧家居行業的引領者。

本集團是採用智慧家居解決方案的先驅，已先於其他物業開發商涉足其間。當大
多數其他開發商採用智慧家居解決方案仍處早期階段時，本集團已能夠透過與美的集
團及經驗豐富物業管理團隊緊密合作，在其綜合智能平台提供一站式智慧家居服務。

中國的裝配式建築行業

裝配式建築行業概覽

中國的裝配式建築行業歷史可以追溯到 50年代。但是，由於裝配式建築技術發展
緩慢，而工地混凝土澆注工藝則較為先進且已廣泛應用，中國裝配式建築行業直至過
去十年才有重大發展。由於裝配式建築技術逐漸完善，目前可預製精密優質的建材，
於中國得到廣泛採用。最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推行多項刺激政策，推動使用裝配
式建築，預計裝配式建築行業會迅速增長及發展。

影響規模及發展的主要因素

與傳統工地混凝土澆注工藝比較，裝配式建築技術可縮短25%至30%的建築時間，
能源、水、砂漿及木材用量可分別減耗約20%、50%、60%及80%，建築廢料亦可減少近
70%，同時大大降低塵土和噪音污染。此外，採用裝配式建築，可以全年進行建設，不
會受到天氣影響，對建築人手的需求亦較少。基於上述優點，近年，中央政府和許多
地方政府已宣佈一系列政策，支持和推廣裝配式建築行業的發展，預期未來此細分市
場將會大幅增長。

市場展望

2017年，中國裝配式建築僅佔新建建築約2.9%。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的大力支
持下，中國裝配式建築的滲透率預計會在未來數年快速增長。根據「十三五」裝配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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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行動方案的目標，預料至2020年，裝配式建築面積有望達到佔年度新建築面積的
15.0%，估計市場總規模會達到約人民幣2.1萬億元。此外，根據國務院頒佈的指引，預
期直至2025年裝配式建築佔年度新建築面積的30.0%。為實現該等目標，北京、上海、
廣東、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河北、河南等眾多省市已陸續頒佈不同的法規、指引
和獎勵措施，以進一步鼓勵採用裝配式建築。直至2025年，預期裝配式建築巿場規模
將超過人民幣4.7萬億元。

下表概述我們對裝配式建築市場規模的估計。

過往及估計中國裝配式建築市場規模（2015年至2025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複合年

增長率

（2018年至

2025年）            

新建築面積（百萬平方米） . . . . . . . . 4,684 4,796 5,217 5,383 5,555 5,732 5,914 6,103 6,298 6,498 6,706 3.2%

裝配式建築面積

 （百萬平方米）. . . . . . . . . . . . . . . . . 73 114 150 372 609 860 1,065 1,282 1,511 1,755 2,012 27.3%

預計裝配式建築的產值

 （人民幣億元）. . . . . . . . . . . . . . . . . 1,820 2,850 3,750 9,230 14,970 20,980 25,760 30,760 35,970 41,410 47,070 26.2%

 

資料來源： 仲量聯行估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