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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晚间，融创中国公告称，不刊发2021年未经审核年度业绩，股票4月1日起
暂停买卖。这距离融创公告“将于3月31日发布未经审核年度业绩”仅仅过去一周
时间。

在这个年报季，多家房企年报“难产”，这其中包括TOP5房企中的恒大和融创。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公司无法按时披露其经审计财务业绩，加深市场对其公司治
理、财务和流动性状况薄弱等的担忧，并可能会令其不畅的融资渠道进一步受限。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房企延迟发年报最主要的原因是疫情对审计工作的干扰，
和企业经营情况关系不大，房企也明确了先发布未审核报告，后补上审核的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底以来，中央持续为房地产市场注入信心，近期国务院金融委
会议及多部委的表态，显示出国家稳地产的决心，更多支持性政策将陆续出台。

融创宣布4月1日起停牌

3月28日晚间，融创发布公告称，由于2021年未经审核年度业绩未能于2022年3月
31日或之前刊发，公司股份将于2022年4月1日9时起在香港联交所暂停买卖。

多家房企年报“难产”

在今年的这个年报季，多家房企年报“难产”，其中，有房企推迟到月底发布业绩
，还有房企直接称月底前发不出经审核年报，这其中包括TOP5房企中的恒大和融
创，还包括新力、融信、世茂等。

3月22日，中国恒大发布“预期延迟刊发2021年经审核业绩”的公告。公告称，由
于自去年下半年起，公司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核数师在2021年增加了大量额外
的审计程序，再加上新冠疫情的相关影响，根据公司目前掌握的资料，公司无法按
期完成审计程序。由于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公司预期无法于3月31日或之前刊发20
21年度经审核业绩。

3月21日，融信中国发布公告称，由于核数师变更以及新冠疫情限制本集团及时收
集必要文件的能力，公司预期无法完成必要程序在3月31日前落实年度审核合并财
务报表，因此，公司无法在3月31日前根据应与新任核数师协定同意的合并财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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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刊发2021年年度业绩。

从目前来看，房企推迟年报发布最主要的原因是疫情影响审计流程，另有部分房企
称跟核数师变更有关。

对于房企延迟发年报的影响，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高级副总裁曾启贤认为，融信、
世茂、融创、恒大、佳兆业等受评房地产开发商延迟至3月31日后发布经审计财务
业绩，这将产生负面信用影响。这些公司无法按时披露其经审计财务业绩，加深市
场对其公司治理、财务管理、财务规划、透明度、信息披露、财务和流动性状况薄
弱的担忧，并可能会令其不畅的融资渠道进一步受限。

不过，知名地产分析师严跃进认为，此次年报暂停发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疫情带
来了冲击和干扰，造成审计工作难以推进。房企也明确了先发布未审核报告，后补
上审核的报告，这也说明投资者对于此类事件不必多虑，和企业经营情况反而关系
要小，更多的是疫情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总体上，当前投资者对于房企不发年报
会比较敏感，但是作为企业来说，主动和坦诚做沟通，以专业的视角而非简单公关
的视角去理解此类事件，反而可以平息投资者顾虑，更好解决此类风波和问题。

中央持续释放稳地产信号

去年底以来，中央持续为市场注入信心。多部门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坚
持“房住不炒”的基础上，稳妥有序纠偏，信贷政策逐渐宽松，合理的住房按揭贷
款需求得到有效支持，市场预期逐步改善。

3月16日，国务院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提出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新增贷款要保
持适度增长。关于房地产企业，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
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
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

同日，银保监会表示，积极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变发展方式，鼓励机构稳妥有序开展
并购贷款，重点支持优质房企兼并收购困难房企优质项目。证监会表示，积极配合
相关部门有力有效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财政部表示，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
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对此，中指研究院预计，后期将会出台房企防范化解风险的措施。一方面是着重“
防范”，在需求的释放及融资端宽松等方面进行调整，使房企的销售及融资畅通，
现金流得到改善，防范房企再发生风险。另一方面是着重“化解”，细化支持收并
购措施，加快风险出清，加快化解当前出现的风险。银保监会、证监会将加大对收
并购贷款、发行收并购债券等融资方面，给予收并购更大力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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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而瑞研究中心也认为，短期货币政策整体将延续宽松态势，并加大货币政策实施
力度，未来或将继续降准、降息助力经济稳增长。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货币政策
短期重在稳地产。一方面，支持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支持优质企业开展并购贷款
融资，国企、央企及优质民企或将更为受益。问题房企则有序出清，并给出实际的
解决方案，至少不能突破“保交楼”的政策底线，最大程度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另一方面，因城施策促进行业良性循环，保障刚需满足改善及新市民购房消
费，执行好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并给予新市民一定力度的信贷政策支持，适度
下调首付比例、下调房贷利率、缩短放贷周期等皆是政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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