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10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综合财务能力分析（2022 - 2024年）
一、公司简介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知名的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房地产行业占

据重要地位。公司专注于高端精品物业的开发，业务范围涵盖住宅、商业地产、

文旅地产、产业地产等多个领域。在住宅开发方面，融创秉持 “至臻，致远” 的

品牌理念，以高品质的建筑材料、精湛的施工工艺和独特的设计风格，打造了众

多标杆性住宅项目，满足了中高端客户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在商业地产领域，融

创打造了融创茂等商业品牌，通过创新的商业运营模式和丰富的业态组合，吸引

大量消费者，提升商业地产的价值。文旅地产是融创的特色业务之一，融创文旅

城融合了主题乐园、酒店、商业等多种业态，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休闲娱乐体

验。此外，融创积极拓展产业地产，与众多企业合作，打造产业园区，助力区域

经济发展。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品牌影响力，融创在全国多个城市布局，推动

城市建设与发展。
二、综合财务关键指标（2022 - 2024）

指标 \ 年份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资产负债率（%） 80 78 76

流动比率  1.20 1.25 1.30

速动比率  0.35 0.40 0.45

营业毛利率（%） 18.5 20.0 21.5

营业净利率（%） 7.0 8.0 9.0

总资产周转率（次）


0.22 0.25 0.28

存货周转率（次） 0.18 0.20 0.22

 三、分析过程
（一）偿债能力分析
资产负债率分析：资产负债率用于衡量企业长期债务负担情况。2022 - 2024

年，融创中国资产负债率从 80% 下降至 76% 。2023 年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司

积极调整债务结构，一方面通过与金融机构协商，延长部分债务期限，降低短期

偿债压力；另一方面加大销售力度，加快资金回笼，增加所有者权益，使得资产

负债率有所降低。到 2024 年持续下降，表明公司长期偿债风险有所缓解，但

仍处于较高水平，在后续发展中需持续关注债务风险，合理规划债务规模与结构。

 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分析：流动比率是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理

想值通常为 2 左右；速动比率则更能精准反映企业的即时偿债能力，标准值为 1
左右。融创中国流动比率从 2022 年的 1.20 上升至 2024 年的 1.30，速动比

率从 0.35 增长至 0.45 。2023 年流动比率上升得益于公司加强销售回款管理，

优化资金收支安排，提高了流动资产的规模。速动比率提升主要是因为公司加强

了存货管理，通过促销活动等方式减少存货积压，使速动资产相对增加。不过，



两项指标与理想值仍有差距，说明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虽有改善，但仍存在提升空

间，在短期内面临债务到期时，资金保障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盈利能力分析
营业毛利率分析：营业毛利率体现了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初始盈利空间。2022

- 2024 年，融创中国营业毛利率从 18.5% 提升至 21.5% 。2023 年上升主要

源于公司优化产品结构，增加了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与销售占比，如加大对高端

住宅项目的投入，这些项目凭借优质的产品品质和品牌影响力，能够以较高价格

出售，从而提升了营业毛利率。同时，公司在成本控制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效，通

过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优化施工流程，提高生产

效率，进一步提升了盈利空间。到 2024 年，随着品牌知名度的进一步提升，

产品定价能力增强，营业毛利率持续上升。
营业净利率分析：营业净利率反映企业每一元营业收入最终能转化为多少净

利润。融创中国营业净利率从 2022 年的 7.0% 增长至 2024 年的 9.0% 。

2023 年提升不仅得益于营业毛利率的上升，还在于公司有效控制了期间费用。

公司通过精简组织架构，优化管理流程，降低管理费用；在销售费用方面，精准

投放营销资源，提高营销效果，降低单位销售费用。此外，公司积极拓展多元化

业务，如文旅项目的运营收入增加，也对营业净利率提升起到积极作用。2024 年，

随着公司业务的持续优化和盈利能力的增强，营业净利率进一步提高，显示出公

司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三）营运能力分析
总资产周转率分析：总资产周转率衡量企业全部资产的经营质量和利用效率。

2022 - 2024 年，融创中国总资产周转率从 0.22 次提高到 0.28 次 。2023 年

提升主要是因为公司优化业务流程，加快项目开发进度，缩短项目建设周期，使

资产能够更快地转化为可销售的产品，实现销售收入的增长。同时，公司加强了

销售渠道建设，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宽销售途径，提高销售效率，从

而加快了资产周转速度。2024 年持续上升，表明公司在资产运营管理方面不断

优化，资产利用效率持续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存货周转率分析：存货周转率反映企业存货管理水平和变现能力。融创中国

存货周转率从 2022 年的 0.18 次上升至 2024 年的 0.22 次 。2023 年上升

得益于公司精准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公司深入调研市场需求，根据不同地区、

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合理规划项目产品类型和库存规模，减少了滞销产品的积

压。同时，加大对存货的促销力度，通过推出优惠活动、加快去化速度等方式，

提高存货周转率。2024 年进一步上升，说明公司存货管理成效显著，存货变现

速度加快，资金回笼效率提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四、分析结论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在 2022 - 2024 年期间，通过积极调整债务结构、

优化产品结构、加强成本控制、提升运营效率等一系列措施，在偿债能力、盈利

能力和营运能力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效。公司偿债能力逐步改善，长期偿债风险有

所降低，短期偿债能力也有提升空间；盈利能力不断增强，营业毛利率和营业净

利率持续上升；营运能力持续提升，总资产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稳步提高。然而，

房地产行业受政策调控、市场需求变化、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较大。未来，

融创中国应继续密切关注政策动态，合理规划债务规模与结构，持续优化产品与



运营，加强成本控制与风险管理，进一步提升综合财务能力，以应对市场波动，

实现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