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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销量继续下滑 本土品牌日渐崛起

证券时报记者 魏隋明

2011

年是挖掘机行业的 “混

战年”， 在这场混战的上半场， 本

土挖掘机品牌日渐崛起， 不断蚕食

着外资品牌的市场份额。

据中国工程机械商贸网统计，

6

月份，

25

家主要挖掘机制造商

共销售挖掘机

1.03

万台， 同比下

滑

12.47%

， 环比下滑

28.07%

。

1-

6

月累计销售

12.54

万台， 同比增

长

27.71%

。

挖掘机

6

月的销售状况没有超

出市场的预期。 早在上月行业公布

月度销售数据之时， 多家券商研究

员就告诉记者， 货币政策紧缩导致

下游需求锐减； 同时， 由于行业竞争

的加剧， 旺季促销造成了行业需求的

提前透支。 因此， 挖掘机的销量在三

季度之前不会乐观。

虽然进入二季度以后， 挖掘机行

业整体销售情况不佳， 但从各月的销

售明细来看， 内资挖掘机品牌势头良

好。 以三一重工、 厦工股份和柳工、

山重建机为代表的内资品牌正在为挖

掘机进口替代添砖加瓦。

数据显示，

6

月份， 九大主要

外资品牌挖掘机销售

5666

台， 同

比下滑

32.93%

， 环比下滑

32.27%

，

销售占比已从

3

月末的

65.8%

下降

至

55.13%

。 而八大内资品牌的销售

占比已从

3

月末的

31.62%

上升至

33.93%

。

在本土挖掘机品牌强势突围中，

三一重工的表现尤为抢眼。 今年上

半年， 该公司共计销售

1.38

万台，

同比增长

80.89%

， 其中

6

月份销售

1123

台， 已经超过斗山中国， 成为

国内挖掘机市场份额第二大品牌。

这也是继今年

1

月之后， 三一重工

二度超越小松中国， 位居行业月度

销售冠军。

在

25

家主要挖掘机制造商的

销售中， 本土品牌与日系品牌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据行业协会估算，

在

2011

年， 小松中国、 日立建机

等日系品牌的市场份额将分别同

比 下 降

1 . 92%

和

1.37%

； 而三一

重工、 山重建机等本土挖掘机品牌

的市场份额将分别同比上涨

2.48%

和

1.18%

。

本土挖掘机品牌的崛起与行业竞

争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 长期以来，

来自日本的二手挖掘机一直制约着本

土挖掘机的发展。

2010

年， 我国进口

二手挖掘机

4

万台左右， 其中从日本

进口的二手挖掘机至少在

3

万台以

上。 然而， 日本 “

3

·

11

” 大地震后，

中国挖掘机市场的销售发生了明显变

化。 为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日本本土对于工程机械产品的需求量

不断加大， 日本二手挖掘机以及新机

出口量都出现一定程度下降。 这就意

味着， 中国市场出现一个不小的 “真

空地带”。

业内人士认为， 中国本土挖掘机

品牌迎来了机会， 如果能够抓住， 本

土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会出现一定的增

幅。 如果能够保持住增长态势， 国内

市场的竞争格局将有较大的改变。

上海土地出让金

上半年同比降近三成

今年上半年， 上海土地出让金约

493.91

亿元， 位居全国

130

个城市之首， 但同比下降

27.22%

， 约

3

成， 环比下降

44.17%

， 逾

4

成。

僧多粥少， 土地出让金的缩水正给地方政府带

来重重隐忧。

土地出让金的总量在减少， 但是分羹者却

越来越多。 从最初土地出让金每年净收益的

10%

用于廉租房， 到

2010

年要求土地出让金

的

10%

用于公租房建设， 部分城市更已提至

15%

； 今年， 国务院公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大

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 特别要求地方政府必

须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

10%

比例计提教育资

金； 本月， 财政部、 水利部正式印发 《关于从

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

项的通知》， 要求各地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有关规

定， 确保

10%

的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田水利

建设。

公益性支出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无可

厚非， 巴望着土地出让金来支付债务的地方政

府更不在少数。 只是令人担忧的是， 在缺乏土

地出让金统筹管理的条件下， 土地出让收入的

大幅缩水对于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而言，

无疑将忧心重重。

从绝对数看， 今年上半年上海土地出让金

总额， 约为

2009

年上半年的水平。 此前，

2009

年下半年， 上海土地出让收入为

853.3

亿

元，

2010

年上半年为

677.4

亿元，

2010

年下

半年为

883.4

亿元。

从全国来看， 土地出让金的下降也不是个

别现象。 今年上半年北京以

303.58

亿元的土

地出让收入位列第三， 同比下降

52%

； 大连

位列第十位， 土地出让金额为

193.21

亿元，

同比下降

50%

。 中国指数研究院对全国

130

城市的数据监测显示，

2011

年

1

月至

6

月份，

全国

130

个城市土地出让金为

7524

亿元， 去

年同期土地出让金收入为

7875

亿元， 同比下

跌了

5.5%

。 而

2010

年全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

达

2.9

万亿元。

尽管上半年土地收入的减少， 被认为与地方

减少地块挂牌数目有关系， 但是在开发商资金

压力增大的影响下， 即便下半年加大了土地供

应量， 哄抢地块的现象恐怕也很难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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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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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购限贷限价 广州楼价依然坚挺

证券时报记者 甘霖

尽管经历了 “史上最严厉调

控” 的冲击， 广州上半年商品房的

成交量明显回落， 但楼价却依然坚

挺， 好像是 “打不垮、 锤不扁、 煮

不烂的铜豌豆”。 广州阳光家缘最

近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广

州中心六区商品房成交均价

2.02

万

/

平方米， 同比上涨

30%

。

业内专家表示， 短期内广州

中心城区楼价将依然保持高位，

下降可能性不大， 因为开发商们

不差钱。 看来囊中羞涩的普通市

民只能望楼兴叹， 楼价大幅下挫

短期无望。

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 广州市

区的一些黄金地段的房价， 不仅不

跌， 甚至逆市攀升， 似乎无声诠释

广州楼价 “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广州天河区的广粤尊府， 带装修均

价

5

万元

/

平方米以上， 而颐德公

馆项目在售的南区颐公馆， 类别墅

产品网签价格更是达到了

6.66

万

元

/

平方米。 广州越秀区在售的爱

群荟景湾， 价格也接近

6

万元

/

平

方米的大关。

与高楼价相对应， 上市房企

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万科

7

月

3

日公布 “史上最好半年报业绩”，

以超过

600

亿元一举突破

2009

年

全年的销售收入， 保利地产也不

遑其让， 以超过

400

亿元的销售收

入紧随其后。 楼价呈胶着状态， 一

些聪明的开发商采取 “加快供应、

加快销售、 加快套现、 加速拿地”

的高周转策略， 已被市场证明是行

之有效的明智策略。

一边厢是史无前例的 “限购、 限

贷、 限价” 有如泰山压顶， 一边厢是

大开发商的销售业绩芝麻开花节节

高， 颇有点 “任你调控万千重， 我自

岿然不动” 的味道， 让老百姓心生疑

惑： 楼价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政府真

拿开发商没辙了吗？

眼下， 楼市调控的调子丝毫没

有松口的迹象，

7

月

7

日央行今年

内的第三度加息， 会不会是压死骆

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独立经济

学家谢国忠一直质疑中国的高房

价， 认为迟早会崩盘， 但高盛 （亚

洲） 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哈继铭在近

日的一个论坛上认为， 未来两三

年， 中国房地产业不会出现崩盘。

原因在于： 首先， 二三线城市的房

价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其次，

我国婴儿潮的下一代正处于婚配年

龄段， 对房地产有刚性需求， 这个

需求还受到亲朋资金的支持 ； 第

三， 中国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

非常薄弱， 老百姓会把房地产当成

财富积累的手段， 不断高涨的

CPI

也让老百姓对长期只涨不跌的房价

充满信心。

上半年销售面积

611.7

万平方米 恒大排名第一

� � � �恒大地产昨日在港发布

6

月份销

售数据。 该集团

6

月单月销售额达

85.9

亿元， 销售面积

125.3

万平方

米， 同比增长分别为

79%

、

55.6%

。

综合此前披露的逐月销售数据， 恒大

今年

1-6

月销售额已经达到

423.2

亿

元， 销售面积

611.7

万平方米， 较

2010

年同比增长分别为

101.7%

、

83.2%

。

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昨日

称， 在上半年市场环境并不好的情况

下， 恒大地产自

2

月份起销售数据都

呈现逐月环比增加的态势， 到目前为

止销售额已经完成全年计划任务的

60%

以上， 这显示恒大的策略和执行

能力都非常强。 许家印表示， 下半年

随着更多新盘入市， 恒大上半年旺盛

的销售增长情况不会出现回落。

销售面积位列第一

恒大昨日披露的数据显示，

2011

年

6

月公司实现合约销售额

85.9

亿

元， 比

2010

年同期的

48

亿元， 增长

79%

； 合约销售面积

125.3

万平方

米， 比

2010

年同期的

80.6

万平方

米， 增长

55.6%

。 当月恒大新开盘

11

个项目，

7

个位于三线城市， 其中

6

个为新进入的城市。

环比方面，

6

月份公司

85.9

亿元

的合约销售额， 比

5

月的

77.8

亿元，

增长

10.4%

； 合约销售面积

125.3

万

平方米， 环比

5

月的

113.2

万平方

米， 增长

10.7%

。

综合今年前

6

个月的数据，

1-6

月份恒大地产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额

423.2

亿元， 较

2010

年

1-6

月累计

的

209.8

亿元， 同比增长

101.7%

；

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面积

611.7

万平方

米， 较

2010

年的

1-6

月累计

333.9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83.2%

。 其中，

恒大地产今年上半年实现的

611.7

万

平方米销售面积， 位列全行业第一。

恒大地产总裁夏海钧称，

2011

年上半年， 在销售均价保持稳定的情

况下， 恒大的销售额自

3

月以来连续

保持同比环比双增长。 其中

3

月环比

2

月增长

22.7%

；

4

月环比

3

月增长

11.5%

；

5

月环比

4

月增长

26.5%

；

6

月环比

5

月增长

10.4%

。 “到目前为

止， 恒大地产已经完成全年销售计划

的

60.5%

。” 夏海钧昨日表示。

在项目的分布情况上， 恒大地产

截至

2011

年

6

月末拥有总在售项目

89

个， 其中

2010

年年底已在售项目

56

个，

2011

年

1-6

月新开盘项目

33

个。 而目前在售的

89

个项目总共分

布于

49

个城市。 其中： 一线城市项

目

2

个， 占总项目个数

2.2%

； 二线

城市项目

54

个 ， 占总项目个数

60.7%

； 三线城市项目

33

个， 占总

项目个数

37.1%

。

在销售金额的分布上， 恒大地产

上半年

423.2

亿元的合约销售面积位

于一线城市项目的只有

25

亿元， 占

比

5.9%

； 二线城市项目合约销售金额

270.1

亿元， 占比

63.8%

； 三线城市项目

合约销售金额

128.1

亿元， 占比

30.3%

。

此外， 截至

2011

年

6

月

28

日， 集

团累计现金余额达港币

332.4

亿元， 其

中未使用银行授信额度港币

406.7

亿

元， 合计可动用资金港币

739.1

亿元。

或上调全年销售目标

面对上半年强劲的销售势头， 恒大

地产在下半年或将有可能上调原定的

700

亿元销售目标。

许家印表示， 公司管理层目前尚未

对是否上调销售目标进行具体的研究，

但预计在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 公司

将对这一问题做出重新决策。 尽管未明

确表态， 但许家印昨日仍然给出一组数

据作为回应。

“今年元月一日开始有

56

个楼盘

在售， 上半年新开了

33

个楼盘， 总共

加起来是

89

个楼盘， 我们销售是

423.2

多亿元， 到了

7

月

1

日已在售的基数是

89

个楼盘 ， 新开楼盘预计

60

到

80

个。” 许家印称。

也就是说， 恒大地产今年下半年预

计将新开售

60-80

个楼盘， 基本与目

前在售的

89

个楼盘规模相当。 许家印

强调， 受此支撑下半年公司的销售增幅

并不会放缓， 恒大地产整体的销售状况

仍然将维持强劲的增长态势。

“在市场相对低迷的情况下， 恒大

连续实现环比增长， 今年上半年已经看

得出来，

3

月份比

2

月份， 一直到

6

月

份， 每个月都是环比和同比的增长， 在

目前的形势下， 我们一直都在实现环比

和同比的增长， 这就不需要公司再采取

其他措施。” 许家印昨日强调。

恒大人士表示， 由于公司目前现金

流状况非常充裕， 因此下半年业绩的增

长将有充足的保证。 数据显示， 截至

2011

年

6

月

28

日， 集团现金余额达港

币

332.4

亿元， 未使用银行授信额度港

币

406.7

亿元， 合计可动用资金港币

739.1

亿元。

“宏观调控持续的中国楼市环境

下， 现金流将成为开发商实力的衡量标

准， 也决定房企在未来全国拓展的深度

和广度， 恒大自上市后一直拥有充足现

金流， 这为集团全国拓展打造了坚实的

资金后盾。” 该人士强调。

值得注意的是， 恒大地产目前的销

售面积已经超过以往的行业龙头万科。

中国房产信息集团联合中国房地产测评

中心共同发布 《

2011

年上半年中国房

地产企业销售排行榜

TOP30

》 显示， 今

年上半年， 恒大地产稳居销售面积第一

位， 而万科销售金额第一位， 继续领跑

中国房企。 榜单认为， 在继续稳固行业

领先地位的同时， 恒大与万科依旧保持

了相对的高速增长， 同其他房企的差距

也进一步拉大。

现有战略不惧成本压力

随着上游材料市场价格的不断上

涨， 以及二三线城市竞争加剧的影响，

恒大地产此前在行业内占据较大优势的

二三线城市战略会否因此而承受压力？

昨日恒大集团董事局高层亦对此做出正

面回应。

恒大集团总裁夏海钧表示， 去年到

今年国内的人工成本， 钢筋、 水泥有一

些调整， 但这对恒大整体的成本管理尚

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压力。

“我们曾经解释过： 假设水泥成本

增加

10%

的话， 对建安成本的影响是

1%

； 钢筋成本增加

10%

的话， 建安成

本增加

1.8%

； 装修材料增长

10%

， 建

安成本增

2.1%

； 人工成本增加

10%

，

建安成本增

1%

； 利率增长

1%

， 建安成

本的影响是

0.7%

， 这是对应的比例。

这些按照最高上限来计算， 我们的成本

也不会超过

200

元。 恒大在全国布局的

战略， 抓住了当地刚需市场， 不仅消化

了建安成本和利息上涨的影响， 同时带

来公司亮丽的业绩。” 夏海钧昨日表示。

许家印则表示， 虽然目前上游价格

有所上涨， 但恒大现有的建筑装饰成本

同比去年却有所下降。 “建筑装饰成本

跟去年相比是下降的， 因为恒大的需求

量越来越大， 恒大品牌越来越好， 去年

有

107

家供应商跟我们合作， 每年原则

上淘汰

10%

， 同时引入新的合作伙伴。

比如今年， 加上新增的

73

家， 合作伙

伴达到

171

家。 在去年的合作伙伴中，

有

15

家价格是往上调的， 占总供应商

15%

， 今年新增加的

73

家供应商， 价

格向上调整的是

13

家， 价格不变和去

年材料一样价格的是

4

家， 价格下调的

是

56

家。” 许家印称。

夏海钧亦强调， 目前跟随恒大进入

二三线市场的开发商， 对恒大并不构成

竞争威胁。 他表示， 恒大的二三线城市

战略主要是进入二三线城市的升值潜力

比较大的区域购买土地。 另外， 恒大超

前产品结构的定位亦确保了销售价格的

优势。

“我们做的不是单一的旅游地产，

也不是单一的豪宅， 我们做的产品中高

端占了

10%

， 旅游产品占了

20%

， 中高

端占了

70%

， 加上产品品质， 这一切都

归功于管理， 有这么几点， 一个企业在

市场竞争的时候， 就具有很强的竞争

力。” 夏海钧称。

现有数据显示， 恒大三线城市项目

占比目前仍在不断上升。

6

月份恒大新

开

11

个项目， 其中

7

个项目位于三线

城市； 恒大上半年新开盘

33

个项目中，

三线城市项目

23

个， 占比

69.7%

； 目

前， 恒大拥有在售项目共计

89

个， 分

布于中国

49

个城市， 其中三线城市

33

个， 占比

37.1%

。

恒大地产人士表示， 三线城市的精

耕细作为恒大带来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上半年新开盘项目销售合计

122.6

亿元，

三线城市销售金额

74.1

亿元 ， 占比

60.4%

； 此外， 在恒大上半年

423.2

亿

元销售额中， 三线城市项目销售

128.1

亿元， 占比

30.3%

。 （罗克关）

盛大将试水网络购物

中国网络游戏巨头盛大集团近

日宣布斥资

２０

亿元进军电子商务

领域， 将推出一个名为 “品聚网”

的网络购物平台。

品聚网创始人葛斌斌表示， 电

子商务行业的巨大潜力吸引盛大加

入。 一项调查称，

２０１０

年中国电

子商务继续保持了快速发展， 全年

交易规模达

４．８

万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３．５％

。 未来

３－５

年， 中国电子商

务市场仍将维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态

势， 到

２０１３

年市场交易规模有望

突破

１０

万亿元。

葛斌斌还表示， 品聚网正在筹

备网站上线工作。 虽然仍在创建初

期， 但盛大对于品聚网的未来发展

相当看好， 已经提出了 “三年内上

市” 的规划。

（据新华社电）

恒大地产

/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