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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能否走出“猪周期”

2022年我国服务贸易接近6万亿

春节档收官后，票房冠军《满江
红》的争议却越来越大。

“制作成本不足千万”“满江红
抢排片”“档期外票房注水700w”等
各种声音愈演愈烈，《满江红》 的成
绩到底有多少红与黑， 真真假假一
时难辨。

几天前，片方发布声明，回应网
传幽灵场、偷票房、资本操控、抄袭
等指控“均为无稽之谈”，但仍未能
平息舆论。

事已至此，以《满江红》为代表，
中国电影让人期待已久的这场开门
红， 以另一种方式给复苏的市场敲
了警钟。

实力派+流量的双保险，《满江
红》 似乎没有不红的道理。 历史作
衬，制作精良，故事讨巧，以现代商
业片惯用的小人物为切口， 在春节
档杀出重围本不稀奇。

张艺谋是懂市场的。 在著名的
“第五代导演”群体中，比起那些总
是“端着”不肯低头的人，他擅于放
下一部分自我表达的东西去迎合市
场，也会躺在舒适区，适当保留一些
独有的美学特色以及对历史故事的
偏好。

电影市场久旱逢甘霖，一部所
有商业元素都“不出错”的电影，
票房自然也不会出错。 之于这部
电影是否真的出彩，则变得不再重
要了。

奇怪的是， 当所有争议纷至沓
来的时候，每个“不出错”的环节都
打上了问号。比如，电影结尾有着重
感谢雕工、瓦工、架子工等长长的名
单，至少可以说明《满江红》剧组的
工业水平到位， 应该是按需求搭建

了不少的特殊布景。
但大部分场景在密闭空间拍

摄，仅凭这些支撑 5亿投资，在没
有详细的账本参考前， 似乎又难
以服众。

而回到故事本身， 张艺谋的悬
疑，到底是故事逻辑支撑的悬疑，还
是审美情境强加故弄玄虚的悬疑，
剧本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 会不会
就是矛盾的“四不像”……

假设电影足够悬疑和精彩 ，
买卖票房的传闻能否不攻自破？
如果不能， 则要警惕幽灵场、抄
袭、资本运作这些老把戏，在市场
真正复苏之前， 迫不及待地要卷
土重来了。

毕竟，一顿操作猛如虎面前，打
造一部真正的好电影太费心费力，
资本面前， 流量当道， 又会故伎重
演。围观《满江红》的“是非”背后，久
违的春节档藏了太多物是人非。

中国电影票房跨入百亿大门
时，最让人兴奋的是除了数字，是电
影市场繁荣而向好， 好作品层出不
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国产电影与进口片一决高下，
各路导演们大胆突破， 各种题材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就像《流浪地球》
46.8亿元的票房奇迹， 承载的是观
众对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科幻
片的期待。

翻看《满江红》的幕后团队依然
是编剧陈宇、摄影赵小丁、剪辑李永
一的固定组合。不出意外，商业类型
片的模块化生产， 是张艺谋出品的
高产密码， 这个十拿九稳的密码能
解开当下的众多谜团吗？ 符合观众
真正的期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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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农贸市场的猪肉价格现在

是12.5元/斤， 比年前的13.5-14.5元/斤下

跌了不少。”湖北省随州市的邓女士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 邓女士的感受也体现在养殖

端数据上。 中国养猪网数据显示，1月30日

生猪（外三元）的价格跌至15.1元/公斤，对

比1月中旬低谷时期小幅度上涨， 但较

2022年10月20日的28.59元/公斤（2022年

最高价）下跌了47.18%，低于业内专家预

估的17元/公斤左右的成本价。业内专家分

析指出， 生猪供给阶段性增加叠加节后消

费低迷，共同导致了生猪价格近期的下跌。

展望2023年，生猪总体供需将趋于平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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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密集型服务亮眼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服务
出口28522.4亿元，增长12.1%；进口31279.5亿
元，增长13.5%；逆差2757.1亿元。其中，知识密
集型服务进出口稳定增长。2022年， 知识密集
型服务进出口25068.5亿元，增长7.8%；知识密
集型服务出口14160.8亿元，增长12.2%；出口
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
机和信息服务，分别增长17.5%和13%；知识密
集型服务进口10907.7亿元，增长2.6%；进口增
长较快的领域是保险服务，增速达35.8%。

此外， 旅行服务总体呈现恢复态势，2022
年旅行服务进出口8559.8亿元， 增长8.4%。对
于这一数据，北京通州旅游协会秘书长杜山川
深有感触，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过去三年，国
际市场萧条、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等因素对服务
贸易的影响一点不弱于货物贸易， 特别是旅行
服务更是受到各国对旅行的管理措施而受阻。

“之前接到老客户出国旅游的需求， 除去
老客户已经去过的，剩下的很多已经放开的国
家没有直飞航班，一时让我这个从事了20多年
旅游行业的人无从下手。最后我推荐他们去新
加坡和马尔代夫。” 杜山川表示，“但不断优化
的政策和实际数据告诉我，国际旅游因各国管
理措施而受阻正变成过去时，接下来旅行服务
贸易增长一定会很快，可以预见，已经开发的
旅游目的地的国际航班会很快恢复，旅游从业
者也会马上忙起来，为我国服务贸易作出更多
贡献。”

长期发展趋势向好

进入2000年以来，全球性的经济服务化趋
势走强。2022年9月1日公布的《全球服务贸易
创新趋势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 中介
绍，世界银行统计显示，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
GDP比重已超60%，为服务贸易的较快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具体到我国，2023年保持服务贸易增长已
存在诸多坚实的支点。“数据显示，2021年，全
球服务贸易市场较快回暖，实现逾17%的同比
增幅，主要受益于运输、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出口的复苏。”商务部研究
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向北京商报记
者指出， 我国服务贸易的增长点与全球趋势基
本同步。“知识密集型服务仍是服务贸易保持稳
定增长的主要力量。尤其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
等数字技术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使用费等知识
产权密集型服务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同时，李俊认为，服务贸易自身的特性也
是2023年保持增长的支点之一。“从历史数据
看，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交付过程更便
捷，对外部环境依赖较小，波动幅度也相对较
小。” 李俊表示，“因此， 在全球贸易比较景气
时，货物贸易的增速往往高于服务贸易；在全
球贸易比较萎靡时，服务贸易的增速往往高于
货物贸易。”

总体上看，2012年以来， 我国服务贸易进
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年均增长6.1%，高出
全球增速3.1个百分点， 截至2021年我国已连

续八年稳居世界第二位。对此，商务部副部长
盛秋平曾表示，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我国每
年服务业增量居全球第一，服务领域开放水平
不断提升，数字化进程逐步加快。“我国服务贸
易坚实的发展基础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发展
势头没有改变、在对外贸易中重要地位和作用
没有改变。”

加力培育新优势

“2022年， 我国服务贸易虽然受到各方面
外部环境的巨大冲击，但是仍实现两位数的增
长。这与相当比例的服务贸易可以数字化交付
有很大关系。”李俊指出，在知识产权使用费、电
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领
域，尤其是数字技术推动的服务贸易新业态、新
模式等新型服务贸易成长性较好， 虽然单个企
业进出口规模不大，但增长速度会更快。

因此，李俊认为，需抓住数字技术对服务
贸易发展的巨大机遇， 瞄准服务贸易发展前
沿，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培育数字时代服务贸
易新支点、 新优势。“尤其是近年来的5G通信、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等数字技术为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要紧盯数
字技术创造的服务贸易新领域、新模式，培育
新型服务贸易业态和企业主体。”

基于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向北京商报记
者介绍，以跨境电商为例，便捷性、竞争力、成
本效益等特性或可使其成为2023年服务贸易
发展的亮点。“跨境电商服务贸易与传统服务
贸易的区别在于，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更侧重于
在线服务，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服务贸易的大
规模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的市场
规模，提高服务贸易的效率，拓宽服务贸易的
出口渠道，增加服务贸易的收入，为服务贸易
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此外，在李俊看来，正如与杜山川一样的
旅游人所关注和期待的那样，旅行等人员跨境
流动型服务贸易将会迎来持续复苏。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尽管受到超预期的外部因素影响，但我国服务贸易仍实现两位数的增长。1月30日，

商务部发布消息称，2022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9801.9亿元，同比增长12.9%。

专家分析认为，着眼未来，服务贸易的数字化特性及稳定增长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是

其在2023年能够保持增长的支点。同时，数字技术推动的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或为服务贸

易的发展亮点，但未来还需抓住数字技术对服务贸易发展的巨大机遇，瞄准服务贸易发展

前沿，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培育数字时代服务贸易新支点、新优势。

价格接近本轮周期底部

春节后的几天， 生猪价格连续在15.5
元/公斤左右徘徊。

在直接影响养殖成本的饲料端， 近期价
格有小幅回落，但整体仍在高位。1月30日，国
家发改委官微发布消息，据国家发改委监测，
1月16日-20日当周， 全国平均猪粮比价为
5.48： 1，连续三周处于5： 1-6： 1之间，进入
《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 做好猪肉市场
保供稳价工作预案》（以下简称《工作预案》）
设定的过度下跌二级预警区间。

根据《工作预案》中的规定，在二级预警
启动后，可以酌情启动猪肉收储托市，当全国
平均猪粮比价跌破5： 1进入一级预警后，则
必然触发收储机制，收储工作随时可能展开。

“2022年四季度中后期，生猪供给量明显
增加， 供给增幅明显超过需求季节性增幅，
导致猪价自2022年11月以来持续下跌，1月
第一周猪粮比价跌破6： 1，1月第三周降至
5.48：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
所研究员朱增勇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表示。

按照当下15.1元/公斤的价格， 养殖一头
标重120公斤的猪大概亏损240元左右， 二次
育肥的180公斤的大猪亏360元左右。

从更长的周期来看， 当下的价格已经接
近2022年4月以来这一轮周期的底部， 但距3
月的最低点11.78元/公斤还存在一定距离。

从养殖端情绪来看， 广东一位生猪养殖
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当前大猪和仔
猪的价格都较低， 养殖户对下半年行情较看
好，近期仔猪补栏积极性较高。同时也存在部
分养殖户看好后市行情而在节前以及节后购
买标猪二次育肥。

出栏量大增叠加消费低迷

为何3个月内生猪价格下跌如此之多？
“猪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供给阶段性增

加叠加消费低迷。”朱增勇指出，从消费端看，
新冠疫情防控放开后， 餐饮集团消费不升反
降，感冒患病在家饮食清淡、户内消费锐减，
南方腌腊缩水近三成，杀年猪需求尚未到来，
当地屠宰量、生猪外调量明显下降。

从供给端看， 他认为前期压栏、 二次育
肥的出栏冲击是重要原因，“去年国庆前后
压栏、 二次育肥的10%左右的猪不得不出
栏，12月中旬屠宰量同比已经高于上年同

期。大肥猪上市冲击生猪价格，导致12月初
猪价未出现养殖户期盼的上涨，养户恐慌出
栏进一步使得价格踩踏效应放大。1月生猪
供给量依然较大，所以春节前后猪价仍然呈
现跌势，但随着压栏大猪下降，猪价跌幅最
近1周已经趋缓”。

将视野放宽至全年市场， 各大猪企的生
猪出栏量数据佐证了供应量的提升。 根据中
国养猪网汇总的数据，2022年全国生猪出栏
量69995万头，比2021年增加2867万头，同比
增长4.27%，集团企业生猪养殖场的市场占有
率也上升到17.4%。2022年出栏前10的上市
猪企全年出栏12165万头，其中，农牧巨头牧
原股份2022年生猪出栏量6120.1万头， 同比

增长52%。
“整体来看，大猪存栏比重较年前明显下

降，不过节后依然有部分大猪待出栏。”朱增
勇预计，2023年企业生猪出栏量将继续增加，
但增速会放缓。同时，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的
大企业生产步骤较为稳定， 产能调节速度比
散户慢，但因为量级较大，对整体供给的影响
不断提升。

今年供需有望趋衡

就当前生猪价格已经接近前期低位的情
况而言，新一轮猪周期何时启动，成为业界关
注的焦点。

对此，朱增勇强调，本轮周期仍未结束，
当前仍处于2022年4月以来的周期， 从周期
位置来看，当前整体处于下跌周期。“总体来
看，猪价已经处于较低位置，后期继续大幅
下跌空间不大。但当前消费进入淡季，猪价
仍可能低位震荡一段时间， 反弹时间还要看
供需形势变化， 预计二季度将会止跌企稳猪
价回升。”

事实上，生猪养殖一直存在一定的“猪周
期”，即肉价高-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
加-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
肉价上涨。2018年非洲猪瘟爆发，能繁母猪存
栏量下滑，2019年的生猪价格便一路走高。

但猪周期的时间并不固定。 朱增勇分析
了过去十年的猪周期情况， 自2002年6月以
来，我国生猪价格经历了5个完整周期，这5个
完整周期持续时间分别是48个月、36个月、59
个月、49个月、46个月。2022年4月，猪价触底
反弹，进入第6轮周期，当前猪价仍处于第6轮
周期中。前几轮周期平均为四年，但也会有三
年或者五年的周期。

“2022年4月以来猪价变动规律较以往
差异较大， 猪价触底后在3个月左右快速反
弹至较高水平，养殖效益快速由亏损进入中
度盈利，避免了母猪产能的过度调减，平缓
了后期供应和猪价波动幅度。2022年5月以
来，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回升，但产能增长总
体幅度较温和。总体来说，生猪产能2022年
下半年进入窄幅波动，预计2023年生猪供给
稳定性将会较2022年明显提升。” 朱增勇分
析称。

展望2023年的行情，朱增勇认为，2023年
生猪供给预期稳中有增， 消费需求尤其是下
半年将会明显恢复，总体会趋于平衡。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