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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时节小龙虾降价是惯例，这与其养殖周期有关。
我国小龙虾养殖包括稻虾共作、池塘养殖、藕田养殖等方

式。池塘养殖是重要的养殖模式之一，出产的小龙虾名为
“清水虾”，出水期一般在3、4月份。虾稻共作则是最主
流的养殖模式，即“虾稻共生”，被叫做“稻田虾”，成熟
期在5月上旬。

同时，小龙虾生长的最佳温度是15-30℃，夏季
天气炎热，温度过高小龙虾就会在塘内打洞钻进洞内
保温，不利于捕捞。因此，小龙虾的出水时间大都集
中在7月之前。综合不同种类的小龙虾的出水期，小
龙虾的价格一般都会在3月份开始下跌，并在7月份开
始回升。

但今年春季温度过低，导致小龙虾生长缓慢，原本于
3、4月出水的小龙虾不得不延期捕捞，与5月出水的稻田
虾同期上市。

所以，从惠农网统计的价格走势图上便可看出，今年小
龙虾的价格拐点明显滞后，也由于上市时间更为集中，出现了
较往年更加陡峭的价格下行曲线。

产量的增加也是今年小龙虾降价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业内
人士分析，今年小龙虾价格是有史以来最低，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去年小龙虾供需两旺，导致更多养殖户加入到小龙虾养殖中。

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都在育种、养殖、产业链建设等方面
进行财政投入，扶持产业发展。以盛产小龙虾的几个地区为例，
2022年湖北全省各级财政投入小龙虾产业链扶持资金1.9亿；
同年江苏小龙虾产业集群项目建设资金超过2亿；江西省在
2020-2022年各级财政投入资金超2亿，用于推进小龙虾绿色
养殖、种业工程、品牌建设等。

除了传统小龙虾养殖大省，四川、广西、云南、海南等地，也都
出现稻虾大面积试养，其中四川五年内小龙虾产量增长了超4倍。

就连北方寒地也盯上了小龙虾产业这块蛋糕。近几年，黑
龙江多年培育的寒地小龙虾实现规模化量产，养殖规模年均增
长300%。作为水稻种植大省，黑龙江养殖小龙虾也更多采用
虾稻共作模式，养殖面积达到7519亩。今年，寒地小龙虾品种
还被投放到青海省乌兰县进行养殖，目前虾苗在青海省的成活
率也较高。

因此，我国小龙虾产量连年增长。2016年—2022年，全国
小龙虾养殖面积由900万亩增长至2600万亩，年均复合增长率
为23.64%，2022年更是达到2800万亩，产量达到289.07万吨。

数十万人“靠虾吃饭”

在美食兴起之初，小龙虾主要来自野生捕捞，养殖规模并不
大。当时小龙虾宇宙的中心在苏北地区，数据显示，上世纪90
年代末全国70%以上的小龙虾加工企业都在江苏省。

直到22年前，湖北潜江的一位农民刘主权尝试将野生小龙
虾放到稻田里养殖，无意间开创了“虾稻共生”的养殖模式，湖北
一跃成为世界小龙虾养殖中心。如今，“虾稻共生”已是我国最
主流的小龙虾养殖模式，《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3）》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稻虾种养面积2350万亩，占小龙虾养殖总面
积的83.93%。

小龙虾产业的地域格局已多年不曾改变。就产能看，湖北、
安徽、湖南、江苏、江西五个传统小龙虾养殖大省常年贡献我国
90%以上的小龙虾。其中，湖北小龙虾产量一直高居首位，
2022年产量达113.84万吨之多，相当于每吃掉三只龙虾，就有
一只是湖北籍。

就产值看，湖北省也遥遥领先。企查查发布的报告显示，我
国现存小龙虾相关企业1.91万，湖北以4993家的数量居于首
位。2018年数据显示，湖北省小龙虾相关从业者达近60万人。

养殖、加工、餐饮等小龙虾产业为湖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据统计，2022年，全省小龙虾产业总产值为1465.3亿元。
2021年，湖北省各类小龙虾餐饮实体店已达到近2万家，产值
达540亿元左右，占当年全省小龙虾产业总产值（1325.4亿元）
的四成还多。

小龙虾在湖北也扮演着振兴县域经济的重要角色。在湖
北，有两地贡献了全省近七成的小龙虾产值，即监利和潜江。

监利连续11年小龙虾产量排在第一位；潜江则是小龙虾产
业产值常居各县市首位，同时也是“中国小龙虾加工出口第一
市”，加工出口量连续16年位居中国第一。

对两地来说，小龙虾更是当地农民致富的农业支柱产业。
2022年潜江总产值超900亿元，其中龙虾产业综合产值就突破
了660亿元。同年，监利市地区生产总值370亿元，小龙虾全产
业链综合产值就达300亿元。小龙虾生意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
机会。以潜江为例，当地媒体报道，“潜江龙虾工”从业人员达到
20万人，而潜江总人口8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小龙虾产业解决
了当地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就业问题。

价格持续走低

自3月下旬开始，小龙虾价
格便持续走低。目前，部分地区
小龙虾价格已接近今年最高点的
三分之一。“虾谷360”价格监测
图显示，以被称作“中国小龙虾之
乡”的湖北潜江为例，2-4钱的小
龙虾价格仅 11 元/斤，而今年 3
月初同一规格的小龙虾超过30
元/斤。

小龙虾不仅是点缀夏夜的美
食，也是多地支柱型产业，牵动着
数十万人的生计。《中国小龙虾产
业发展报告（2023）》显示，2022
年我国小龙虾产业综合产值高达
4580亿元（统计未包括港澳台地
区），养殖面积达 2800 万亩、产
量达289.07万吨。

夏季“嘬虾”应该去哪里？从
几十元一斤，到不足十元一斤，小
龙虾的价格为何越来越亲民？创
造地方超三分之二产值，小小一
只小龙虾如何改变了地方的经济
面貌？超4000亿产值的小龙虾
产业版图又是怎样的？

分拣售卖小龙虾

小龙虾 不动了？

小龙虾，去年实现了4580亿元的综合产值。
小龙虾的产业链较长，产业产值主要集中在第三

产业，以餐饮业为主，也包括物流交易、休闲渔业，占
比高达68.17%，产值达3122亿元。以养殖为主的
第一产业和加工为主的第二产业，分别只占到
20.96%和10.87%。

虽然占比低，但第二产业的产值增长却是最快
的。第二产业主要包括小龙虾加工、调味品加工、
饲料加工、捕捞网具和船只制造、加工设备制造等。
2022 年，小龙虾一、三产业产值分别同比增长
16.58%、3.04%，第二产业产值同比增长达35.14%。

值得关注的是，几个小龙虾相关的产业正在获得
越来越多的资本支持。

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小龙虾预制菜。过去几年，
小龙虾的销售渠道发生颠覆，以往小龙虾销售以线下交易

为主，而2020年小龙虾线上销量占比激增至80%。期间一大
功臣便是预制菜。

以国联水产、大湖股份、安井食品等为代表的农业上市企业
也纷纷入场，不过并未发展小龙虾养殖业务，而是与当地合作进
行原材料的收购和加工。

其中安井食品先后收购了新宏业、新柳伍两家业内知名的
小龙虾加工企业，公司2022年年报显示，去年新宏业食品实现
营收近16亿元，净利润7115万元；新柳伍食品实现营收3.1亿
元，净利润3003万元。国联水产披露的调研纪要显示，截至
2022年底，小龙虾系列规模已突破亿元。

小龙虾产地则抓住机会招商引资，携手企业布局小龙虾预
制菜加工。今年，洪湖市引进福建安井集团，投资10亿元建设
以小龙虾为主产品的水产预制菜肴加工园；监利市也正以上市
公司和中国500强企业为主要招引对象，打造预制菜产业园。

小龙虾的热销带动了复合调味料的销售，上市调味品企业
纷纷入局。2021年，海天味业推出了麻辣、蒜香两种经典口味
的小龙虾调料，2022年中炬高新推出厨邦金奖小龙虾调料，今
年天味食品推出了泰式冬阴功、捞汁小海鲜等新口味，此外，恒
顺醋业、安琪酵母、颐海国际也先后入局。

湖北不仅是小龙虾的主产地，同时也是小龙虾最主要的消费
市场，对小龙虾的口味可谓见解深刻，因此聚集了相当规模的小龙
虾调味料加工企业。据统计，湖北小龙虾调味料产值近16亿元，江
苏盱眙也有2家年产值6000万元以上的小龙虾调味料加工企业。

今年，小龙虾线上消费继续升温，美团外卖平台上不同口
味、价格、套餐组合的小龙虾相关菜品已突破99000余种，最新
数据显示，进入4月份以来平台上“小龙虾”相关菜品销量同比
去年增长219.07%，提供“小龙虾”相关菜品的商家同比去年增
长68.54%。

一个鲜为人知的产业，是小龙虾废弃虾壳的加工。小龙虾的
虾头、虾壳常被丢弃，而从中提取的虾青素油、虾蛋白肽、甲壳素等
生物活性原料，有多种生理调节机能，能够添加到保健品、护肤品
中，尤其是甲壳素在临床上的应用非常广泛，有抗癌、抗炎、抗感染
和抗衰老等功效，可以用于治疗肝病、肾病、肠病等多种疾病。

有数据显示，湖北省每年
产生废弃虾壳16亿吨。将虾
壳变废为宝能够产生巨大收
益，以潜江市为例，2021年，潜
江市处理废弃虾壳10万吨，出
产甲壳素高衍生制品 7000
吨，实现销售收入近30亿元。

围绕虾壳的加工利用，
小龙虾产地也发展出多家
小龙虾副产物加工龙头
企业，根据农业农村部
乡村产业发展司和渔
业渔政管理局印发的
《小龙虾全产业链图
谱（2021 版）》，我国
小龙虾副产物加工
涉及7家省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其中，华山科技每年
处理废虾壳可达到
10万吨。 据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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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产值超4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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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面积六年涨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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