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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从房企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房企并购重组拉开大幕，首先是为了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我

们认为，房企同业竞争的问题来源于三方面：  

      一是在楼市规模化增长时期，房地产行业有利可图，较高的投资回报使得房企盈利冲动凸

显，房企展开资源争夺赛已不可避免。而在集团内部，也设立双平台或多平台加入这场恶性

竞争中，以争取企业快速规模化发展的时机。然而如今，楼市规模化发展时代已经过去，房

企再延续原有的多平台规模扩张模式将导致资源的闲置、重叠和浪费。也就是说，当前大多

数房企同业竞争的问题基本和这个市场背景有关。

      二是随着房地产市场逐渐走向地产金融格局，房企的并购动作衍生了类似的同业竞争格局

。比如，中交收购绿城股权，成为绿城第一大股东后，中交系的房地产业务势必面临新的同

业竞争格局。

      三是房企规划不同平台不同分工，比如一个平台负责住宅，另外一个负责商业地产，但事

实上由于复合型的项目角度，各平台之间的分工界限越来越模糊，导致同业竞争的问题出现

。

      由此可知，上述房企内部的重组，实际上是针对同业竞争问题开刀，尤其是在规模化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市场背景下，尽可能通过重组避免资源的闲置、重叠和浪费，避免房企内

部兄弟相残，避免由于同业竞争为企业带来的运营风险。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前景分析及投资策略咨询报告

》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

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

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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