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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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十一月，江苏等地大闸蟹价格持续上涨，带动小龙虾价格回

升，叠加小龙虾供应量进一步减少，小龙虾市场交易价格持续上涨，

价格指数小幅回升。新华指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1月 11 日，新华·潜

江龙虾商品虾价格指数报 652.09 点，环比上期（2024 年 11 月 4 日，

下同）上涨 26.29 点，涨幅 4.20%；同比（2023 年 11 月 11 日）上涨

170.18 点，涨幅 35.31%；较基期（2019 年 1 月 1日，下同）下跌 347.91

点，跌幅 34.79%。

从主要产区来看，湖北产区不同规格小龙虾价格涨跌互现，小虾

和大虾小幅上涨，炮头虾小幅下跌；江西产区小龙虾价格稳中有跌，

小虾、大虾和炮头虾小幅下跌，中虾持稳运行；山东小龙虾价格小幅

下跌，中虾和大虾跌幅较大。

从主要销区来看，深圳市小龙虾指数均小幅下跌；潜江不同规格

虾涨跌互现，小虾和大虾涨幅较大，青炮头小幅下跌；长春各规格小

龙虾价格涨跌互现；成都市小龙虾均小幅下跌；杭州市各规格小龙虾

价格小幅上涨；其余城市各规格品价格保持稳定。

本期全国主要淡水水产价格整体涨跌互现，主要海水水产价格整

体稳中偏弱运行。近期气温明显下降，苏州等地大闸蟹的品质越来越

好，已进入销售旺季，量价齐涨。螃蟹产地交易方面，本期各规格价

格小幅上涨。

新华指数分析师认为，气温持续下降，现阶段小龙虾存塘大虾趋

少，部分替代性水产对虾、罗氏沼虾价格持续上涨，养殖户惜售挺价

情绪高涨；叠加水产豆粕等饲料价格回升，小龙虾价格小幅上涨。预

计未来一周随着小龙虾供应量持续降低，小龙虾价格或将保持稳中有

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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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十一月，江苏等地大闸蟹价格持续上涨，带动小龙虾价

格回升，叠加小龙虾供应量进一步减少，小龙虾市场交易价格持

续上涨，价格指数小幅回升。新华指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11 日，新华·潜江龙虾商品虾价格指数报 652.09 点，环比上期

（2024 年 11 月 4日，下同）上涨 26.29 点，涨幅 4.20%；较基期

（2019 年 1 月 1 日，下同）下跌 347.91 点，跌幅 34.79%。

由于进入24年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和市场对小龙虾需求的增

加，叠加养殖小龙虾的成本增加，新华·潜江龙虾商品虾价格指

数对比 2023 年同期（2023 年 11 月 11 日）上涨 170.18 点，涨幅

35.31%。

新华指数分析师认为，气温持续下降，现阶段小龙虾存塘大



虾趋少，水产市场南美对虾、罗氏沼虾等价格持续上涨，养殖户

惜售挺价情绪高涨；叠加水产豆粕等饲料价格回升，小龙虾价格

小幅上涨。预计未来一周小龙虾供应量持续降低，小龙虾价格或

将保持稳中有升态势。

2024 年，对于潜江市小龙虾产业而言，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

一年。在这一年里，潜江市紧紧抓住湖北省“虾十条”政策的东

风，奋力落实“虾十条”工作措施，预计全年小龙虾养殖产量将

达 20.61 万吨，产值约 86.60 亿元；加工产量将达 50 万吨，产值

约 310 亿元；全市小龙虾交易量将达 31.42 万吨，交易额约 165

亿元；餐饮产值约 169 亿元；全年虾稻综合产值将达 870 亿元。

总结 2024 年工作，潜江小龙虾产业在模式创新、产业规模壮

大和品牌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包括推动良种选育、实施虾稻

共作面积扩大、促进绿色发展，以及加强品牌宣传和供应链平台

建设，有效提升了“潜江龙虾”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影响力。展望

2025 年，潜江市将进一步围绕提升虾苗供应能力、推广虾稻共作

新模式、引导加工企业升级、支持供应链平台建设、精耕品牌文

化融合、促进品牌共建共享和增强品牌传播能力等方面重点发力，

力争实现小龙虾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 1000 亿元，进一步巩固和

提升“潜江龙虾”在国内外市场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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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虾和青虾市场行情出现分化，红虾环比小幅

上涨，青虾价格环比小幅下跌。截至 11 月 11 日，红虾价格指数

报 658.71 点，环比上涨 14.53%；青虾价格指数报 645.61 点，环

比下跌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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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格红虾价格涨跌互现，不同规格青虾价

格均小幅下跌。

表 1不同规格红虾均价（单位：元/斤）

规格 均价 涨跌幅

小红 17.20 -1.99%

中红 26.13 45.86%

大红 33.77 46.28%

红炮头 52.67 -3.81%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截至 11 月 11 日，红虾均价报 32.44 元/斤，环比上涨 14.53%。

其中，小红均价报17.20元/斤，环比下跌1.99%；中红均价报26.13

元/斤，环比上涨 45.86%；大红均价报 33.77 元/斤，环比上涨

46.28%；红炮头均价报 52.67 元/斤，环比下跌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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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 -1.99%

中青 26.13 -7.29%

大青 33.77 -4.30%

青炮头 52.67 -3.81%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截至 11 月 11 日，青虾均价报 32.44 元/斤，环比下跌 4.42%。

其中，小青均价报17.20元/斤，环比下跌1.99%；中青均价报26.13

元/斤，环比下跌7.29%；大青均价报33.77元/斤，环比下跌4.30%；

青炮头均价报 52.67 元/斤，环比下跌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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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上旬至 12 月上旬是虾稻共作的养殖期。

秋冬季节，是小龙虾繁殖的高峰期，亲虾繁殖需要消耗大量的能

量，气温变化和投喂饵料等因素影响亲虾的体能和繁殖率，综合

来看全国整体市场虾苗供应偏紧，支撑小虾价格持稳运行。因此，

近期小龙虾养殖需要关注投喂饵料，并采用保温措施保障水温。

湖北产区不同规格小龙虾价格涨跌互现，小虾和大虾小幅上

涨，炮头虾小幅下跌；江西产区小龙虾价格稳中有跌，小虾、大

虾和炮头虾小幅下跌，中虾持稳运行；山东小龙虾价格小幅下跌，

中虾和大虾跌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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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1 日，深圳市小龙虾指数均小

幅下跌，小虾和中虾跌幅较大，分别为 19.12%和 11.00%；潜江不

同规格虾涨跌互现，小虾和大虾涨幅较大，为 5.26%和 5.56%，青



炮头小幅下跌，跌幅为 8.33%；长春各规格小龙虾价格涨跌互现，

中虾和大虾涨幅较大，为 4.00%和 6.90%，炮头虾小幅下跌，跌幅

为 4.35%；成都市小龙虾均小幅下跌，中虾和大虾跌幅较大，为

25.98%和 33.20%；杭州市各规格小龙虾价格小幅上涨，小虾和大

虾涨幅较大，为 14.55%和 16.54%；其余城市各规格品价格保持稳

定。

全国主要水产行情

表 5 近七天我国主要水产价格（单位：元/公斤）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新华财经数据库

本期全国主要淡水水产价格整体涨跌互现，主要海水水产价

格整体稳中偏弱运行。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1 月 11 日，淡水品种方面，全国水产销地批发草鱼价格

7日均线为 15.81 元／公斤，周环比下跌 1.41%；鲢鱼价格 7 日均

线为 13.50 元／公斤，周环比持平；鲈鱼价格 7 日均线为 38.14

元／公斤，周环比下跌 4.11%；淡水虾价格 7 日均线为 67.52 元／

公斤，周环比上涨 1.11%。海水品种方面，全国水产销地批发鲳鱼

价格 7 日均线为 52.00 元／公斤，周环比持平；大黄鱼价格 7 日



均线为 42.54 元／公斤，周环比下跌 0.81%；梭子蟹价格 7 日均线

为 100 元／公斤，周环比持平；对虾价格 7 日均线为 185.75 元／

公斤，周环比持平。

表 6 高淳、兴化、安徽螃蟹市场交易价格（单位：元/公斤）

数据来源：苏州市南环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官网、新华财经数据库

进入十一月，气温开始进一步下降，苏州等地大闸蟹的品质

越来越好，已进入销售旺季，量价齐涨。螃蟹产地交易方面，本

期各规格价格小幅上涨。截至 2024 年 11 月 11 日，各规格母蟹价

格中 3.0-3.5 规格报 136 元/公斤，环比涨幅较大，为 7.94%；各

规格公蟹价格中 4.0-4.5 规格报 130 元/公斤，环比涨幅较大，为

13.04%。



水产养殖案例

从海洋到餐桌 宁德大黄鱼可以游出“圈”

福建宁德山海相连，大陆海岸线 1046 公里，海域面积 4.46

万平方公里，均占福建省的 1/3 左右，渔业资源丰富，是中国大

黄鱼养殖的核心区，享有“中国大黄鱼之都”的美誉。如今，在

宁德，与大黄鱼产业相关的企业有数百家，全产业链产值超过百

亿元，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大黄鱼人工育苗、养殖、加工、销售

和出口基地，带动相关从业人员超 30 万人。据统计，2023 年宁

德市大黄鱼产量 21.3 万吨，占全国 80%以上，其中，出口约 2

万吨，出口到韩国、新加坡、美国等 60 个国家和地区。

驯养开头难，与时间赛跑

宁德拥有中国唯一的内湾性大黄鱼产卵场，自古以来就是大

黄鱼生长繁殖之地。昔日，一到产卵季，在官井洋不时可听到大

黄鱼悦耳的“咕咕”叫声。到上世纪 70 年代，过度捕捞大黄鱼

越冬群体导致资源枯竭，传统的产卵渔场已形不成鱼汛。

能不能以人工繁育拯救大黄鱼资源？1981 年底被誉为“大

黄鱼之父”的刘家富于申请从连江调到宁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他和项目组一起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于 1985 年 7月成功实现

产卵场人工授精，在室内育出大黄鱼苗 7343 尾。两年后，应用

野生幼鱼保活驯养培育的亲鱼实施人工催产，他们获得 1 万多粒

受精卵，成功育出 100 余尾鱼苗，宣告大黄鱼全人工繁育技术取

得突破。

优中选优，鱼苗迭代活力足



然而，经过几代培育，单一品种的近亲繁殖问题开始显现：

选择少、条形差。随着收购商的要求越来越高，倒逼着大黄鱼种

苗培育进一步升级。福鼎将目光投向新品种鱼苗，引进条形更佳

的岱衢族大黄鱼苗，开展杂交培育。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海上养

殖设施也在加速转型升级。2016 年，科研团队在福鼎市台山岛

成功采用10口新型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大黄鱼苗。2018年开始，

宁德开展海上养殖综合整治，福鼎海上的木制小网箱整改成大网

箱，布置更加科学规范，水质更加清洁。

优中选优，有质有“智”。福鼎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还与省水

产研究所、省际良种场合作开展良种扩繁，选育了 6000 多万尾

良种进行养殖；与上海海洋大学等高校试验免疫增强剂在大黄鱼

培育中的运用，持续提高成活率。同时，重点跟进福建省种业创

新项目在福鼎设点工作，开展大黄鱼苗保种研究，将不同抗逆性、

抗病性、体色的种苗保存下来。如今，福鼎共有 36 家大黄鱼育

苗场近 15 万立方水体，年培育大黄鱼苗种 15 亿尾，占全国 50%

以上。

自主创新，焕发种业“芯”动力

为破解发展难题，宁德市依托海水养殖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

验室的厦门大学科研团队，在宁德大黄鱼育种基地反复进行人工

感染实验，并于 2018 年底运用基因大数据技术，成功筛选出具

有抗“白点病”能力的大黄鱼亲鱼。紧接着，联合育种团队又陆

续完成“宁芯 1 号”“宁芯 2 号”大黄鱼基因组育种芯片研发，

“宁芯 3 号”液相育种芯片推广应用，逐步实现大黄鱼基因组育

种全面“芯片化”。秉承开放理念，宁德将“宁芯”系列芯片共



享给国内大黄鱼遗传育种科研单位和企业。目前，已有 9 家科研

院所和企业使用“宁芯”，累计完成上万份大黄鱼样本基因型分

析。

从濒临灭绝的物种发展成为如今年产值上百亿元的富民产

业，宁德也不断续写大黄鱼的“国鱼传奇”。从“畅游”到“上

岸”，如今，宁德正下大力气高标准建设全国大黄鱼原良种培育

中心、养殖中心、加工中心、交易中心、大数据中心和文旅中心，

全产业链产值超两百亿，有 30 多万人从事大黄鱼养殖以及相关

行业。闽东这尾大黄鱼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鱼”“振兴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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