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产值达3690亿元，同比增长37.5%——《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

（2019）》发布 

本刊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和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

联合发布《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19）》（下称《报告》），《报告》重点对

2018年度我国小龙虾产业的发展状况、特点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并对中长期

发展形势和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

据《报告》测算，小龙虾产业总产值达3690亿元，同比增长37.5%。其中，养殖

业产值680亿元，以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产值284亿元，以餐饮为主的第三产业

产值272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0.6%、41.8%、36.3%。全年，小龙虾总产量达

163.87万吨，养殖总面积达1680万亩。其中，小龙虾稻田养殖占比最大，产量

118.65万吨，养殖面积1261万亩，分别占总产量和总面积的72.4%和75.1%。产

量排名前5位的省份分别为：湖北81.24万吨、湖南23.76万吨、安徽21.75万吨、

江苏16.68万吨、江西11.02万吨，其中湖北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

（49.58%）。

中国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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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小龙虾加工业受到资本市场青睐，淘宝天猫、京东等电商全面介入物流和

餐饮消费，交易市场继续增加，冷链配送与物流体系建设快速发展。小龙虾物流线

路布局日趋完善，运输效率大大提升。

小龙虾线上线下消费渠道继续扩张，线下小龙虾门店数量猛增14万余家，增长近

70%，线上外卖市场份额明显提高。各地越来越重视小龙虾品牌培育，涌现出了一

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公共品牌，以及全国或区域影响力的企业品牌。小龙虾传统

消费市场仍主要集中在华东、华中、华北、华南等地区，西南、西北、东北地区消

费量也逐年上升。市场价格整体同比继续攀升。2018年小龙虾批发市场活虾价格

走势依然呈现出V字形。和往年相比，2018年小龙虾上市更早，初上市阶段和集中

上市期价格更高，下市的时间也比往年略有提前。

受国际贸易形势及国内原料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小龙虾出口量下降近四

成，至10801吨，出口额下降到1.88亿美元。进口量攀升六成多，至2394.13吨、

进口额800.96万美元。其中，进口埃及的小龙虾2162.21吨，进口额635万美元，

为主要进口来源。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小龙虾产业总体将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增幅将有所回

落，产业总体供求关系将渐趋平衡。产业链进一步延伸，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二产

规模占比有所提升。经营主体的组织化、规模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产业化经营成为

发展方向。

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19）

原文

2/16(W)w

2019/8/30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Q4NTA2MQ==&mid=2650995009&idx=1&sn=419707e399...



前  言

近年来，小龙虾产业迅速增长，消费市场异常“火爆”，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备菜。小龙

虾产业逐步形成了集苗种繁育、健康养殖、加工流通、餐饮和节庆于一体的完整产业

链。在当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作为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典型模式之一，

小龙虾稻田养殖成为部分地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施农业产业精准扶贫的重要途

径，在推进农（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渔）业增效和农（渔）民增收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为促进小龙虾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联合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

站、中国水产学会，以及中国水产流通和加工协会等单位编写了《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

报告（2019）》，重点对2018年度我国小龙虾产业的发展状况、特点进行了全面梳理

和研究，并对中长期发展形势和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

2018年，小龙虾产业迅猛发展，呈加速增长态势，养殖产量和面积大幅增长，加工业

受到资本市场青睐，电商全面介入物流和餐饮消费，市场价格整体同比继续攀升。据测

算，小龙虾产业总产值达3690亿元，同比增长37.5%（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统计，下同）。其中，第一产业产值680亿元，以加工业为主的

第二产业产值284亿元，以餐饮为主的第三产业产值272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40.6%、41.8%、36.3%。第三产业占总产值的73.9%，在小龙虾产业中占据了绝对

主导地位。从中长期来看，产业总体供求关系将渐趋平衡，产业结构将日趋成熟，产业

链进一步延伸，发展方式从主要依赖规模扩张转变为高质量绿色发展。

一、养殖生产情况

2018年，小龙虾总产量达163.87万吨，养殖总面积达1680万亩。其中，小龙虾稻田

养殖占比最大，产量118.65万吨，养殖面积1261万亩，分别占总产量和总面积的

72.4%和75.1%，占全国稻渔综合种养总面积（3042万亩）的四成。小龙虾稻田养殖

通过虾稻互促，在实现减肥减药的同时，提高了稻田综合效益，增收效果明显，提高了

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稳定粮食生产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一）养殖产量

自有统计数据以来的2003年起，我国小龙虾总产量除2011年略有回调外，整体呈逐年

增加趋势。2013年以后，年增长率逐年增加。2003年至2018年，养殖产量由5.16万

吨增加至163.87万吨，增长30多倍。2018年增幅为历年最高，达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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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有小龙虾养殖产量报告的省份21个，依次为湖北、湖南、安徽、江苏、

江西、山东、河南、四川、浙江、重庆、福建、广西、云南、贵州、上海、广东、黑龙

江、宁夏、新疆、河北、山西。其中，黑龙江、山西为首次报告。产量排名前5位的省

份分别为：湖北81.24万吨、湖南23.76万吨、安徽21.75万吨、江苏16.68万吨、江

西11.02万吨，其中湖北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49.58%）。上述5省小龙虾养

殖产量总计154.46万吨，同比增长41.1%，占全国小龙虾总产量的94.3%。相比2017

年的96.9%占比，2018年，由于其他省份小龙虾养殖的快速发展，5省的占比略有下

降。

2018 2017

2018 2017 ±

%

1,638,662 1,129,708

508,954 45.05%

1,544,563 1,094,767 449,796 41.09%

812,435 631,621

180,814 28.63%

237,591 135,719

101,872 75.06%

217,546 137,686

79,860 58.00%

166,777 115,354

51,423 44.58%

110,214 74,387

35,827 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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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小龙虾养殖产量前30名的县（市、区）中，湖北15个、湖南5个、安徽4

个、江苏3个、山东1个、江西1个、河南1个。其中，山东、河南首次有地区入围县级

30强，尤其是山东省鱼台县排名高居全国第12名。

30个县（市、区）的小龙虾养殖总产量为101.28万吨，占全国养殖总产量的

61.81%。其中，小龙虾养殖产量超过10万吨的县（市）有2个，分别是湖北省监利县

（13.06万吨）和洪湖市（10.55万吨）。另外，共有8个县（市、区）首次入围全国前

30名，分别是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第12名）、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第15名）、湖

南省岳阳市君山区（第20名）、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第21名）、江西省九江市都昌

县（第23名）、湖北省仙桃市（第26名）、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第28名）和湖北省

荆州市沙市区（第2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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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殖面积

2018年，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达1680万亩，虾稻田养殖面积1261万亩，池塘（含虾

蟹混养）养殖面积近300万亩，其他（主要为藕虾套养）养殖面积约12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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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面积前5名的省份依次为湖北（721万亩）、安徽（248万亩）、湖南（210万

亩）、江苏（201万亩）、江西（103万亩），同比分别增长32.54%、67.56%、

45.30%、75.00%、74.58%。5省养殖面积占全国养殖总面积的88.26%。

二、加工流通情况

（一）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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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产品加工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2018年，4省规模以上加工厂加

工量近32万吨。其中，湖北省规模以上加工厂近20家，加工量超过20万吨，同比增长

一倍，产值186.89亿元，同比增加60.57%。

小龙虾的加工产品种类日趋多样化、特色化，除了传统的出口整肢虾、虾尾、虾仁等，

很多加工厂根据国内不同区域消费者的偏好，不断开发丰富新的加工品类，加工生产麻

辣、香辣、十三香、蒜蓉、油焖、清水等各种预制调味小龙虾，并通过最新的加工储藏

技术，让消费者在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各种美味小龙虾。此外，小龙虾精深加工发展迅

速。湖北潜江建成甲壳素深加工产业集群，打造“世界甲壳素之都”。甲壳素龙头企业华

山水产年处理10万吨废弃虾壳，生产甲壳素4000吨，氨基葡萄糖盐酸盐、高密度壳聚

糖、壳寡糖等高附加值产品3500吨，甲壳素衍生制品销售收入近30亿元。

（二）流通

2018年，据不完全统计，小龙虾大型交易市场数量新增5个。3月，安徽巢湖首个龙虾

水产品交易市场开市。4月，湖南岳阳新开花都市场和君山虾城两个市场开市。8月，中

国供销集团投资湖北荆州合作建设小龙虾综合交易中心；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小龙

虾特色交易区开业。一些交易市场也在规划或建设当中。安徽合肥计划建立“中国合肥

龙虾交易中心”；湖北天门、安徽六安、河南信阳等地也出台了新建专业小龙虾市场的

规划。此外，很多水产市场在消费旺季将小龙虾当作主要交易品种，设立专门的小龙虾

交易区域。

冷链配送与物流体系建设快速发展。物流企业依托小龙虾交易市场，物流线路布局日趋

完善，运输效率大大提升，24小时内可送达全国各地，保障了小龙虾运输成活率和品

质。满帮货运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龙虾输出五大省份依次是湖北、湖南、安徽、江

西、江苏，小龙虾物流出单量前十城市中，湖北占六席。除传统物流企业外，淘宝天

猫、京东、苏宁易购、顺丰等电商巨头凭借着 “物流和电商 ”的双重功能，在小龙虾板块

全面铺开。

三、市场运行和消费分析

不断扩大的餐饮消费市场，成为小龙虾产业爆发式增长最强劲的动力。线下有龙虾馆大

排档，线上有小龙虾外卖，线下线上的完美结合，不断释放着小龙虾消费市场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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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动向

2018年，小龙虾消费渠道主要有三种：一是传统的、大众化的饭店、专卖店、夜宵大

排档；二是偏向中高端的品牌餐饮企业；三是火速升温的互联网餐饮。

线下，小龙虾门店数量猛增，较2017年多了14万余家，增长近70%，有20个城市的小

龙虾门店数超过1000家，越来越多的饭店把小龙虾作为招揽顾客的主打菜品。线上，

小龙虾外卖市场份额明显提高。据美团数据显示，2018年通过美团平台的小龙虾外卖

订单量是2017年的2.6倍，通过美团平台的交易额是2017年的4.3倍。

此外，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与小龙虾消费旺季重叠，进一步刺激了小龙虾的消费。小

龙虾、啤酒、烤串等暖场宵夜成为看球的黄金搭档，国内消费者通过美团外卖平台下单

的小龙虾直线上升，夜宵外卖销量超6450万只。在此期间，10万只小龙虾还从湖北荆

州发往俄罗斯，成为世界杯期间的明星，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小龙虾在世界上的知名度。

（二）品牌与市场建设

近年来，各地越来越重视小龙虾品牌培育，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的区

域公共品牌，以及全国或区域影响力的企业品牌。以小龙虾为主题的节庆遍地开花，节

日经济在促进小龙虾终端消费和当地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九届湖北（潜江）

龙虾节促成51个项目签约，协议引资总额211亿元；第十八届中国·盱眙国际龙虾节促

成95亿签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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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分布

小龙虾传统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华东、华中、华北、华南地区，西南、西北、东北地区

消费量也逐年上升。广州、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是通过美团网外卖消费最大的5个

城市；但饿了么和口碑消费数据显示，河北、海南、上海、四川、河南是深夜小龙虾消

费增长最快的5个省份。小龙虾消费已从一线城市扩张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形成了遍地

开花的火热局面。

（四）市场价格

2018年小龙虾批发市场活虾价格走势依然呈现出V字形。和往年相比，2018年小龙虾

上市更早，初上市阶段和集中上市期价格更高，下市的时间也比往年略有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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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00

3月，小龙虾开始少量高价上市。4月，价格略有下降，但总体依然较高；下半月开始小

幅下滑，但均价仍高于2017年同期。5月，养殖小龙虾大量集中上市，价格出现明显下

降；中旬以后，随着加工厂加大收购量，价格开始回升。6月中旬以后，由于稻田养殖

的小龙虾上市基本结束，供小于求，致使价格上涨。7月，价格继续上涨，加工厂和流

通市场出现提价抢货现象。8月，由于持续的涨价，一些主流水产市场陆续结束小龙虾

交易。9月以后，市面上尽管还有小龙虾销售，但由于货源不稳定，大多数门店停业，

小龙虾市场进入淡季。

四、国际贸易情况

2018年，受国际贸易形势及国内原料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小龙虾出口量下降

至10801吨，出口额下降到1.88亿美元，较2017年分别下降了43.50%和12.66%，

2018年小龙虾出口平均单价是17.38美元/千克，比2017年上涨了54.49%。我国小龙

虾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占出口市场90%以上的份额。其中出口美国的小龙虾

5491.84吨，出口额9625万美元；出口丹麦、瑞典、荷兰、英国、比利时、德国等欧

洲国家的小龙虾4290.98吨，出口额7663万美元；出口日本的小龙虾199.4吨，出口

额412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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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小龙虾进口量2394.13吨、进口额800.96万美元，较2017年分别上升了

66.73%、17.33%。其中，进口埃及的小龙虾2162.21吨，进口额635万美元。2012

年到2018年这七年里我国小龙虾进口量猛增，2018年进口量是2012年的741倍，

2018年进口额是2012年的390倍。2014年至2018年间，中国80%的进口小龙虾来自

埃及。

8 2012-2018

凳久劑匲亰埴Ⅻ伿℉凳久劑佗亰埴Ⅻ埍可娗℉凳久劑亰典Ⅻ可娗/啎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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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扶持政策解读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各地新出台专门针对小龙虾产业或以小龙虾产业为主体

的指导意见、产业规划等各类政策扶持性文件近30个。主要呈现了5个方面特点。

一是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主产省和重点地区普遍出台了各类扶持政策文件，促进了小龙

虾产业快速发展。其中省级层面，湖北省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出台了《湖北省推广“虾

稻共作稻渔种养”模式三年行动方案》；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稻渔综合种养百千万工程的实施意见》（以稻小龙虾综合种养为主体）。市县级层

面以党委和政府名义发布的居多。

值得注意的是，首次进入全国县（市、区）养殖产量前30强的山东省鱼台县、河南省潢

川县，2018年均制定出台了系列扶持文件。鱼台县委、县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稻虾共作”被列为农业发展重点工作之一，并成立

品牌兴农战略推进指挥部，打造“鱼台生态龙虾”品牌。潢川县于2016-2018年连续3年

出台扶持文件，2018年，将小龙虾养殖与扶贫结合，对开展小龙虾养殖的企业和农户

进行补贴。扶持政策的出台，有力推进了两地小龙虾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是出台的文件以鼓励和扶持产业发展为主，少数文件对限制产业盲目扩张和规范产业

发展提出了一定要求。如湖北省提出要科学划定稻小龙虾综合种养适宜区和非适宜区，

优先开发低湖田、冷浸田、冬闲田。安徽省提出要坚持以粮为本，严格遵循稻渔综合种

养田块边沟、鱼凼面积不超过10%比例的红线，禁止过度开发，杜绝稻田生产非粮化行

为。

三是扶持方向以一产中的稻小龙虾综合种养为主，并开始向全产业链延伸。稻小龙虾综

合种养模式因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具有渔稻互促、稳粮增收、绿色生态等多方面功

能，成为各地政府扶持的主要领域，扶持目的主要为扩大种养规模。湖北省、安徽省、

江苏省等小龙虾产业发展较快的省份，对二三产及产业融合发展更加重视，在品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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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区域公共品牌、餐饮连锁和节庆活动）、加工企业/交易中心扶持、特色龙虾小

镇/公园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扶持政策。

四是扶持方式呈现多样化，除财政资金支持、发展规划外，金融支持等方式运用逐渐增

加。各地政策中，以财政资金支持为最普遍的扶持方式。江西省2018年财政投入资金

超过10亿元；湖北省通过统筹财政资金，吸引社会资本踊跃投入，各类经营主体年投入

资金超过50亿元。在财政资金投入方式上，主要为对示范区/基地创建的资金支持、对

企业和农户稻田改造和田间工程建设的资金补助等。其中，“以奖代补”得到越来越多的

运用，如湖北省已有30多个市县出台了“以奖代补”扶持政策。在规划引领方面，地方政

府主要关注的还是养殖规模，政策创设主要针对扩大稻小龙虾综合种养面积。此外，结

合养殖滩涂水域规划编制，一些地方为稻渔综合种养（包括稻小龙虾）划定了养殖区，

预留了今后发展空间。金融支持方面，主要以专项贷款和对保险进行补贴为主。湖北省

金融机构为小龙虾养殖户开发的“虾农贷”专项特色信贷产品已在全省多个市县开展，可

为养殖户提供3-30万信贷额度。江苏省盱眙县试水互联网金融，开发的“都粮E贷”，线

上即可办理30万以下贷款；开发的“虾稻（莲）致富贷”，贷款范围覆盖生产、加工、流

通、销售和餐饮，对小龙虾产业链给予了全方位金融支持。江苏、湖北、湖南等省为小

龙虾养殖提供政策性保险的市县持续增加，财政补贴保费最低30%，最高可达80%。

五是更加注重科技的支撑作用，对科研和技术示范推广的支持力度加大。近年来，随着

稻小龙虾综合种养的蓬勃发展，各地政府越来越重视发挥科技在稳粮、提质、增效方面

的作用，倾向于通过创建集研发、培训、示范、推广为一体的示范基地/区，将产学研

用推融为一体，推进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开发、产业化经营和品牌化运作。支持方向

上，除传统的注重技术模式的集成熟化外，越来越重视标准化和小龙虾良种繁育。标准

化方面，目前，除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正牵头编制跨区域、普适性的稻小龙虾综合种

养标准外，湖北、安徽、浙江等省均制定了引导、扶持研究和制定区域性稻小龙虾综合

种养技术规程、标准的相关政策。在稻虾品种方面，除传统的水稻和小龙虾品种筛选

外，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均对小龙虾良种繁育进行了部署安排。湖北、安徽均提出了

要构建育繁推一体化的商业化小龙虾种业体系。

六、中长期发展趋势展望

未来一段时期，小龙虾产业总体将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增幅将有所回落，产业

总体供求关系将渐趋平衡。产业发展规模总体平稳的同时，产业链进一步延伸，产业结

构发生调整，二产规模占比有所提升。经营主体的组织化、规模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产

业化经营成为发展方向。

（一）政策环境

由于小龙虾产业兼具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各级政府将继续加大扶持力度，扶持的方

向以养殖生产为主，但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将逐步加大对加工流通、品牌和市场

建设的扶持力度。此外，对养殖生产的扶持，尤其是小龙虾稻田养殖，将受到国家对稻

渔综合种养政策的影响，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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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殖生产

生产规模将由急速扩张转变为稳中有升，新的增量将主要集中于池塘养殖。在 “以粮为

主”的前提下，小龙虾稻田养殖规模以平稳为主，种养技术模式将进一步优化提升，主

要目的是促进稻田养殖小龙虾的均衡上市，以及由“大养虾”向“养大虾”转变。制约小龙

虾养殖的种质和病害问题将成为技术突破的主攻方向。随着养繁分离的普及，商业化育

种、品质改良体系将逐步建立健全。对养殖病害的防控将更加注重疫病监测、苗种产地

检疫和养殖环节生产管理。

（三）加工流通

为保障产品均衡上市，平抑价格大幅波动，小龙虾储藏和初加工能力将进一步提升。精

深加工技术和工艺将成为增加小龙虾附加值的主要方向，小龙虾综合利用水平提高，加

工品类更加丰富。电商凭借“物流+电商”的复合功能优势，在流通环节的占比将进一步

加大。

（四）市场消费和价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以及居民消费习惯的养成，小龙虾消费市

场将稳步扩容。但由于2017年、2018年市场消费量连续的大幅增加，今后消费量的增

幅将趋缓。消费渠道上，由于小龙虾的社交属性，以及集中供应期与夏季夜市消费旺季

重合的特点，以小龙虾为主体的品牌餐饮店和大排档将继续作为消费主渠道。同时，随

着外卖商业模式的更加多样化和便捷性，线上外卖在消费中的占比将迅速增加。由于供

应量的稳步增加和上市均衡化，小龙虾的市场价格将理性回归，更加亲民，同时季节波

动幅度变小。

（五）国际贸易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我国将有更多的涉渔企业走出国门，利用沿线国家丰富的

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国内外市场，发展特种水产品养殖业。小龙虾作为水产“明星”品种，

将会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安家落户，成为更多不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人们餐桌上的

宠儿。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去，将我国

的小龙虾餐饮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来源：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水产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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