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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2020年，全球经济在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创下，经历了上世纪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党中央、国务院

高瞻远瞩、科学谋划，带领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积极抗击疫情并取得决定性胜利；

同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国内经济运行逐步恢复，整体好于预

期，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20年房地产行业受到疫

情冲击，全年市场分化继续加剧，部分二三线城市成交规模有所萎缩。在中央“房

住不炒”的主基调下，房企融资持续收紧，特别是民营房企融资难、发债难现象

延续，使得经营状况异常艰难。 

报告期内，公司旗下房地产、景区、酒店、商场、旅行社等业务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严重，现金流入大幅萎缩，加之融资渠道受限，出现流动性困难，公司

偿债压力不断凸显，部分债务出现逾期以及部分资产被查封冻结，但占相关财务

指标的比重较小，资产仍可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对公司整体经营影响有限。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8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2.86 亿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5 亿元。 

（二）优化景区运营，提升品牌影响力 

2020年初，为防控新冠疫情，政府号召人民居家隔离，减少出行，相关景区

在疫情爆发后纷纷暂停营业，旅游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公司旗下各景区利用

休业时间，抢抓工程整顿和内容提升，加强员工队伍培训、提高职业技能，优化

业务流程和运营体系，扎实做好基础工作以待景区的开放迎客。随着疫情逐渐得

到有效控制，文化和旅游部也及时发布了相关政策，允许景区安全有序地开放。

公司旗下各景区也于3月开始陆续复工复产，在推出多种形式的预售活动提前锁

定游客的同时，大力开展节庆活动、推出节日限定促销、精做地区特色体验文章、

推出夜游产品等定制活动，最大程度吸引游客。报告期内，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古

镇获评“湖南省级旅游度假区”、“湖南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西宁新华



 

 

联童梦乐园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中国旅游业年度景区复

兴贡献奖；芜湖新华联鸠兹古镇入选“安徽省十佳夜游街区”“省级服务业集聚

区和集聚示范区”；四川新华联阆中古城跻身全国5A景区百强榜。 

通过持续创新的景区运营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公司旗下景区入园人数逆

势增长，特别是劳动节、端午节、国庆节等节假日期间，各大景区游客数量爆棚。

芜湖新华联鸠兹古镇元宵花灯焰火大赏为江城人民带来一场视觉盛宴的同时，还

吸引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共同关注》及《东方时空》两档黄金栏目的现场直

播，向全国的观众做精彩推荐；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古镇活动频繁、精彩不断，持

续被湖南卫视和当地主流媒体宣传报道，已然成为长沙市网红景点和湖南省旅游

必去打卡地；四川新华联阆中古城因其优美的自然景观、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登

上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地理·中国》栏目；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全力推广“童

梦欢乐夜”、“奇幻海洋节”品牌，其“童梦嘉年华暨第二届奇幻海洋文化节”

受到青海日报官方账号进行详细报道，并成为青海省春节联欢晚会取景地。 

（三）积极促销抢收，房地产业务保持平稳 

面对持续的宏观调控环境及政策，公司积极开展促销抢收工作，早布局、早

谋划，通过多种营销手段和强化激励措施，采取一城一策、一业态一策、一产品

一策的销售策略及激励政策，最大程度应对市场变化。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第

一季度，公司全面搭建各层级线上营销平台，多途径开展线上销售推广。第二季

度起，公司精心组织蓄客开盘，通过创新性的多种线下开盘模式促进各项目的推

货进度，在西宁、上海、望城、醴陵公司均实现了较好的销售业绩；同时，公司

积极采取异地联销方式，通过在北方城市开展专项推介活动，促使三亚、惠州和

马来西亚项目实现了业绩突破。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53.46万平方

米，销售金额71.19亿元，结算面积37.57万平方米，结算金额52.92亿元，为公司

在重大疫情及市场下行的影响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在项目建设方面，公司制定了科学详细的工程进度计划、施工组织计划和质

量管控目标，强化过程管控和量化考核检查，聚焦交付目标的落地，确保按时完

成交付任务。2020年公司实现开复工面积238万平方米，竣工面积58.67万平方米。 

（四）切实强化企业治理，提升运营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强化企业治理体系建设，切实提升治理能力。在经营效



 

 

益收缩的情况下，公司坚持“文旅+地产”相辅相成的战略布局，深化组织改革，

在对管理架构向专业化方向调整的同时，全面优化大景区管理体系，初步形成了

开发、景区、酒店三位一体的大景区管理模式。 

（五）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公司在开展自身经营活动的同时，持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面对 2020 年初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及员工踊跃向社会捐款捐物支持抗疫，海外子公

司从境外采购医疗物资运输回国进行捐赠；为支援受到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公

司旗下四大景区及三个购物中心为数百家商户减免了一定租金；公司旗下七家酒

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抗疫工作，接待留观及隔离人员累计过万人次。 

二、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展望2021年，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确定性较多，中美多

领域博弈加剧。当前我国经济呈现稳定恢复增长态势，但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仍

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经济稳定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

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继续

为市场主体纾困，保持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

更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这意味着宏观政策回归常态

化，更贴近实际需要。 

文化旅游方面，中国旅游业2020年上半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2020年下半年，随着我国抗疫斗争取得卓越成效，旅游行业筑底回升，并逐步恢

复和巩固了环比上升的趋势。2021年，随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社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正式实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需

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效果的显现，旅游经济将从全面复工复业走向消费、投资

全面复苏。 

房地产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预计2021年，房地产市场

仍将受到政策高压，楼市调控将继续保持高频次。而在整体房地产行业融资环境

没有出现大幅宽松信号的情况下，资金面的趋紧也会迫使房企拿地态度日趋谨

慎。 



 

 

（二）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坚定将文化旅游作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各景区未来将围绕打造特色活

动、完善品牌塑造、提高运营质量、有效吸引客流等方面开展工作，全力推进各

景区标准化、规范化和体系化建设。根据旅游市场发展形势，实现各景区营销精

准化定位、市场精细化突破、服务标准化提升，切实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为公司文化旅游业务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对于房地产业务，未来公司将继续执行区域深耕战略，加快现有项目的开发

及销售力度，稳步推进开发用地的获取，努力推动大宗物业的处置，优化资产结

构，降低负债水平，平滑公司业绩，促进公司良性、健康的发展。 

（三）下一年度经营计划 

1、文化旅游发展计划 

公司将坚定不移聚焦文化旅游主业发展。2021年，各大文旅景区力图将文化、

旅游、休闲深度融合，围绕“吃住行游娱购”六大旅游要素，精做文旅运营和管

理。公司将继续推进大景区管理，实行管理、营销、宣传推广等工作一体化；全

面开展景区规划和升级工作，结合当地市场和客群需求，进一步开发景区演艺内

容，大力发展夜游经济，全面丰富儿童及亲子体验项目，打造有文化力、有生命

力、有竞争力的旅游产品。 

2、房地产业务发展计划 

针对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公司将坚持早计划、早开工、早出货、早交付

的原则，加快各项目的开发建设进度，加快可售货源的释放节奏，继续创新工程

管理模式，提升建筑及服务品质，保证质量与速度的高度统一，形成品质与品牌

的相互促进。 

针对房地产项目销售，公司将结合市场与政策的变化，继续根据城市、业态

及产品打造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及激励机制，加快产品去化速度；同时，依托各

大文旅景区及专业公司，开展联动营销，力求房地产业务平稳发展。新的一年，

公司力争在大宗物业处置方面取得突破，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负债水平，改善公

司现金流。 

3、资金管控计划 

预计2021年房地产金融政策持续偏紧，房企融资压力依然较大。公司将在深



 

 

入研究国家政策、重点把握行业现状的基础上，立足实际，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

资金筹措和使用计划，保证现金流不中断，进一步降低企业负债总量，优化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促进公司更加稳健的运营。 

4、企业治理计划 

公司将结合发展现状和战略需要，持续深化企业改革，进一步强化制度的落

地执行，不断提升企业治理水平。从制度建设、流程再造、体系优化、检查考核

等方面入手，强化对专业公司的管理改革。进一步强化全流程计划管控，确保企

业计划到位，高效运行；进一步提升成本管控水平，精确成本测算、预算、动态

管控、强控和后评估，实现降本增效。 

5、人才培养及团队锻造计划 

为满足公司文旅+地产的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将进一步实行机构改革，优化

人员队伍，对有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业绩突出的优秀人才及时重用，

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增强团队活力与创新精神；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技能、职业

素养、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培训，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机制，打造学习型组织，

建设精干高效的人才队伍。 

（四）可能面临的风险及对策 

1、政策及行业形势风险  

房地产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及政策调控均十分敏感。

中央依旧贯彻“房住不炒”总定位，加之“三道红线”、“银行贷款集中度管控”

等房地产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化，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已逐步形成，对房企的

经营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家宏观政策、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趋

势，结合自身发展状况，理性投资，合理布局，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

加快去化速度，确保公司房地产业务平稳发展。 

2、管理风险 

随着公司文旅+地产战略布局的落地，对企业的管理能力、治理结构、风险

防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司将持续完善有效的内控机制，在组织架构、制度

建设、风险控制、人力资源等方面统筹推进，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发展，及时调

整管理架构和组织体系，防范重大经营风险的发生，确保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3、财务风险 



 

 

面对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情况，公司将积极与债权人及相关方进行沟通，争

取获得债权人谅解、达成展期与和解，同时将积极筹措还款资金，力争妥善解决

债务逾期问题。面对公司资金紧张的局面，公司将不断尝试创新营销模式，努力

保持产品的去化能力和去化速度，最大限度回笼资金；同时，进一步加大酒店、

商场等非景区大宗物业的处置力度，争取实现现金增量。 

4、海外业务风险 

由于海外项目可能受到国家政策、海外政局、当地法律、市场环境、突发事

件以及环保要求等复杂因素影响，公司将慎重推进既有的海外项目，加强风险监

控，确保海外业务风险可控。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