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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潜江——中国小龙虾之乡

潜江龙虾，红遍天下。

四季有虾，虾香满城。



产业简介

世界小龙虾看中国，中国小龙虾看湖北，湖北小龙虾看潜江。

20 多年来，潜江市以工匠精神培育小龙虾产业，建成集选育繁育、

生态种养、加工出口、餐饮美食、冷链物流、电子商务、文化旅

游等于一体的小龙虾产业链。2023 年，潜江小龙虾年交易总量达

70 万吨，占湖北总产量的 60%、全国总产量的 25%。

从首创“虾稻连作”到“虾稻共作”再到“虾稻+N”立体种

养模式探索，潜江市目前小龙虾养殖总面积达 91.4 万亩，建成了

13 个万亩和 70 个千亩集中连片虾稻共作标准化生态种养基地，形

成了布局合理、集中连片、产销功能齐全的养殖格局。

为强链补链延链、提升产业附加值，潜江市持续发力精深加

工，高标准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目前全市小龙虾规上加工

企业达 48 家、约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年加工能力达 80 万吨，

成为全国唯一的淡水甲壳素精深加工基地，开发整肢虾、虾仁、

虾球、甲壳素及衍生品等系列产品 60 多种，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工出口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潜江市还强势发力龙虾美食经济，创新推出了“清蒸虾”“卤

虾”等 128 个小龙虾菜品，成立了全国首家龙虾学院，建成全国

最大的生态龙虾城，培育了“虾皇”“楚虾王”“小李子”等潜

江龙虾主题餐厅 3000 余家，每年来潜品虾游客突破 400 万人次。

养大一只虾，带火一座城，致富一方人。2023 年，潜江小龙

虾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 750 亿元，带动 20 多万人就业增收，目

前，“潜江龙虾”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已达 422.29 亿元，成为名副

其实的“中国小龙虾之乡”。



指数简介

指数作为数字时代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工具，具

有度量发展水平、引领行业标准、汇聚发展资源等多重作用。为

进一步提升“潜江龙虾”品牌效应和行业标准话语权，有力服务

全省全国小龙虾高质量产业发展，潜江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经济信

息社共同编制发布“新华·潜江龙虾商品虾价格指数”。该指数

聚焦鲜活商品虾流通环节，对湖北潜江及全国主要销售市场大型

水产批发市场小龙虾价格及交易量等数据进行监测，及时反映市

场变化趋势，为政府管理部门决策、市场主体交易提供信息参考。

“新华·潜江龙虾商品虾价格指数”首批数据采集点为湖北

安徽、湖南、江苏、江西等五大产区主要小龙虾批发市场经营大

户，以及武汉、成都、上海、北京、重庆、长沙等 22 个样本城市

主要小龙虾销区批发市场经营大户，日度监测小龙虾交易价格及

交易量等数据。

具体而言，新华·潜江龙虾商品虾价格指数作选取鲜活商品

虾流通环节中的红虾和青虾为监测品类，以小红（红虾，2-4 钱，

单只重 10-20 克）、中红（红虾，4-6 钱，单只重 20-30 克）、大

红（红虾，6-8 钱，单只重 30-40 克）、红炮头（红虾，>9 钱，

单只重 45 克以上）、小青（青虾，2-4 钱，单只重 10-20 克）、

中青（青虾，4-6 钱，单只重 20-30 克）、大青（青虾，6-8 钱，

单只重 30-40 克）、青炮头（青虾，>9 钱，单只重 45 克以上）为

代表规格品进行价格监测。指数客观反映市场变化趋势，为政府

管理部门提供数据支撑，为市场主体提供交易定价参考。根据编

制规则，指数以 2019 年 1 月 1 日为基期，基点 1000 点。



周度概要

节后消费惯性回落，水产迎来上市高峰期，大闸蟹等代表产品价

格回落，企业收购积极性降低，本期小龙虾承压下行，价格小幅下跌。

截至 10月 14 日，新华·潜江龙虾商品虾价格指数报 740.70 点，环比

上期（2024 年 10 月 7 日，下同）下跌 58.96 点，跌幅 7.37%；较基期

（2019 年 1月 1 日，下同）下跌 259.30 点，跌幅 50.34%。

根据新华指数监测数据显示，本期小龙虾价格呈现出两极分化的

特征。小虾价格显著提升，中虾、大虾和炮头虾价格均有所回落。

从主要产区来看，湖北产区不同规格小龙虾价格均小幅下跌，大

虾和炮头虾价格跌幅较大；江西产区小龙虾价格涨跌互现，中虾小幅

上涨，小虾、大虾和炮头虾小幅下跌；山东小龙虾价格稳中有跌，中

虾和大虾小幅下跌，小虾持稳运行。小龙虾作为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的

产业，湖北省咸宁、江苏盱眙等产区探索新型养殖模式提高小龙虾产

业现代化水平和农田利用率。

从主要销区来看，深圳市各规格小龙虾价格涨跌互现，小虾和中

虾小幅上涨，大虾和炮头虾小幅下跌；潜江各规格小龙虾价格涨跌互

现，红炮头小幅上涨，其余虾均小幅下跌；长春市和成都市各规格小

龙虾价格稳中有降；杭州市各规格小龙虾价格涨跌互现；其余城市各

规格品价格保持稳定。

新华指数分析师认为，节后水产需求惯性回落，十月各类水产总

供应量持续上涨，部分小龙虾替代产品如罗虾、大闸蟹价格下跌；本

季小龙虾已到尾声，供应量持续下降，新一季小龙虾正处幼苗生长期

支撑虾苗价格上涨；叠加养殖成本降低，小龙虾价格回落。预计未来

一周水产类产品总体供强需弱，小龙虾价格重心或将有所下移。



新华·潜江龙虾商品虾价格指数走势

图 1 新华·潜江龙虾商品虾价格指数走势（单位：点）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小龙虾产业分会、水产养

殖网

节后消费惯性回落，水产迎来上市高峰期，大闸蟹等代表产

品价格回落，企业收购积极性降低，本期小龙虾承压下行，价格

小幅下跌。新华指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14 日，新华·潜

江龙虾商品虾价格指数报 740.70 点，环比上期（2024 年 10 月 7

日，下同）下跌 58.96 点，跌幅 7.37%；较基期（2019 年 1 月 1

日，下同）下跌 259.30 点，跌幅 50.34%。

根据新华指数监测数据显示，本期小龙虾价格继续呈现出两

极分化的特征。与上期高端市场紧缺的炮头虾价格上扬，其他规

格虾价格回落不同，本期小虾价格显著提升，中虾、大虾和炮头

虾价格均有所回落，其中炮头虾均价报 68.07 元/斤，环比下跌



13.55%。近期虾苗需求持续上涨带动小虾价格上涨，截至 10 月 14

日，小虾均价报 15.37 元/斤，环比上涨 9.24%。

从小龙虾竞品行情来看，10 月中下旬是各类海鲜河鲜上市高

峰期，节后整体水产供应持续上涨，大闸蟹、梭子蟹等价格节后

大跳水。北京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表示，新发地今年秋季

螃蟹类水产品产量和交易量与往年相比波动幅度不大。在中秋节、

国庆节等节假日旺季高峰期交易量约 10 吨，平时淡季大约在 3—5

吨。如今国庆节刚过，仍维持在 6 吨左右的水平。“在价格方面，

与往年相比也没有明显变化。国庆节过后，由于消费需求相对减

少，因此每斤比中秋节降低 30 元左右。”童伟表示。

新华指数分析师了解到，国庆期间，由于前期部分养殖户惜

售期待等高价，导致大量罗虾、斑节虾堆积到节日期间集中上市，

市场上短时间内虾的供应量激增，而市场需求未能迅速消化新增

量，白虾价格因此下降。对于 10 月的走势，剩余的时间内缺乏其

他节假日带来的消费刺激，初步预判，白虾塘头价维持目前形势

或略有下降。

新华指数分析师认为，节后水产需求惯性回落，十月各类水

产总供应量持续上涨，部分小龙虾替代产品如罗虾、大闸蟹价格

下跌；本季小龙虾已到尾声，供应量持续下降，新一季小龙虾正

处幼苗生长期支撑虾苗价格上涨；叠加养殖成本降低，小龙虾价

格回落。预计未来一周水产类产品总体供强需弱，小龙虾价格重

心或将有所下移。



红虾和青虾价格指数及均价走势

图 2 红虾和青虾价格指数走势对比（单位：点）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分品类来看，红虾和青虾在市场销售端行情变化趋势一致，

表现为不同程度下跌。截至 10 月 14 日，红虾价格指数报 748.22

点，环比下跌 7.37%；青虾价格指数报 733.33 点，环比下跌 7.37%。

图 3 不同规格红虾价格走势（单位：点）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分规格来看，不同规格小龙虾价格涨跌互现，其中小虾大幅

上涨，中虾、大虾和炮头虾价格小幅下跌。

表 1不同规格红虾均价（单位：元/斤）

规格 均价 涨跌幅

小红 15.37 9.24%

中红 23.37 -0.99%

大红 40.60 -4.99%

红炮头 68.07 -13.55%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截至 10 月 14 日，红虾均价报 35.67 元/斤，环比下跌 10.35%。

其中，小红均价报15.37元/斤，环比上涨9.24%；中红均价报23.37

元/斤，环比下跌0.99%；大红均价报40.60元/斤，环比下跌4.99%；

红炮头均价报 68.07 元/斤，环比下跌 13.55%。

图 4不同规格青虾价格走势（单位：点）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表 2不同规格青虾均价（单位：元/斤）

规格 均价 涨跌幅

小青 15.37 9.24%

中青 23.37 -0.99%

大青 40.60 -4.99%

青炮头 68.07 -13.55%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截至 10 月 14 日，青虾均价报 35.67 元/斤，环比下跌 10.35%。

其中，小青均价报15.37元/斤，环比上涨9.24%；中青均价报23.37

元/斤，环比下跌0.99%；大青均价报40.60元/斤，环比下跌4.99%；

青炮头均价报 68.07 元/斤，环比下跌 13.55%。

主要产区行情

表 3主产区龙虾市场交易均价（元/斤）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从主要产区来看，目前处于虾稻共作的幼苗期，优质虾苗是

保证后续商业养殖高效、高产的关键，提高虾苗品质和抗逆性，

既要虾苗完整继承到亲虾优良性能、稳步生长，又要保持小龙虾

整个种质资源的完备性、防止种质退化，养殖阶段虾苗供应偏紧，

对于小龙虾价格支撑较强。

湖北产区不同规格小龙虾价格均小幅下跌，大虾和炮头虾价

格跌幅较大；江西产区小龙虾价格涨跌互现，中虾小幅上涨，大

虾和炮头虾小幅下跌；山东小龙虾价格稳中有跌，中虾和大虾小

幅下跌，小虾持稳运行。

小龙虾作为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湖北咸宁、江苏

盱眙等产区探索新型养殖模式提高小龙虾产业现代化水平和农田

利用率。

湖北省咸宁市推广“小龙虾＋水稻＋罗氏沼虾”的“两虾一

稻”综合种养模式，在每年的 6 至 9 月份是养殖小龙虾空档期，

为高效利用高温季节闲置水面，也为养殖户提前探索转型方向，

去年开始，市农科院积极对接省内外专家，引进“两虾一稻”生

态种养新模式——稻虾罗氏沼虾轮作增效模式，“一水多用、一

地多收、稻虾共赢、稳产增效”的特色稻虾综合种养产业。

江苏盱眙龙虾以餐饮为主要销售渠道，养殖上偏重大虾，单

个 7 钱以上的是当地销售的主要货源，因此种苗的突破特别关键。

培育新品种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的工作，去年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

所在当地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小龙虾平均生长速度提高 18.6%，

体重提高 18.62%，亩产提高 18.8%，目前正在繁育跟踪评价阶段。



主要销区城市行情

表 4我国主要城市龙虾指数变化趋势（单位：点）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从主要销区来看，截至 10 月 14 日，深圳市各规格小龙虾价

格涨跌互现，小虾和中虾小幅上涨，分别为 30.00%和 22.50%，大

虾和炮头虾小幅下跌，跌幅为 5.43%和 15.73%；潜江各规格小龙

虾价格涨跌互现，红炮头小幅上涨，涨幅为 0.62%，其余虾均小幅

下跌，大虾跌幅较大，为 15.91%；长春各规格小龙虾价格稳中有

降，大虾跌幅较大，为 13.16%；成都市各规格小龙虾价格稳中有

降，炮头虾跌幅较大，为 13.23%；杭州市各规格小龙虾价格涨跌

互现，小虾涨幅较大，为 20.69%，大虾跌幅较大，为 7.25%；其

余城市各规格品价格保持稳定。



水产养殖案例

赣榆梭子蟹

2022 年，赣榆“一只蟹”创产值 20 亿元，为万余从业者带

来人均 5 万元净收益。依托海头港兴建的梭子蟹批发市场，带动

千余渔民常年从事梭子蟹贩运，年销售额 16 亿元；到 2023 年，

销售额比 2022 年增长 40%，带动区域内渔民就业数量提高 20%、

收入提高 5%。2010 年，“赣榆梭子蟹”获批实施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2014 年经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亦入选了

2022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品牌建设优秀案例。

地理标志加持梭子蟹热卖

现阶段，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共设立 8家“商标品牌指导

站”，108 家经营主体使用“赣榆梭子蟹”专用标志。目前“赣

榆梭子蟹”的产地限定在本地 5 个乡镇，覆盖北纬 34°47′至

35°05′，东经 119°21′以西的海州湾海域范围。

生态保护，为梭子蟹提供优质生长环境

地理标志的价值实现与海洋资源的开发保护是相互促进的。

“江苏省连云港秦山岛东部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已被

批准为第七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目前，赣榆区已投入 3678

万元进行海洋牧场示范项目建设，实施建设 1 座海上综合管护平

台、1 个增殖放流驯化基地，投放人工鱼礁 3.3 万空方；开展鱼、

贝、藻等多营养层级的综合养殖，以有效净化水体，提高生态系

统的整体健康和稳定性，为经济水生生物提供索饵、产卵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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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未经中国经济信息社、潜江市人民政府允许的商业目的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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