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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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日来，受强冷空气影响，多地迎来低温寒潮天气，水产需求降

低，小龙虾市场交易价格微跌，价格指数回落。新华指数监测数据显

示，截至 11月 25 日，新华·潜江龙虾商品虾价格指数报 722.53 点，

环比上期（2024 年 11 月 18 日，下同）下跌 12.98 点，跌幅 1.76%；

较基期（2019 年 1月 1 日，下同）下跌 277.47 点，跌幅 27.75%。

从主要产区来看，湖北产区不同规格小龙虾价格小幅下跌，小虾

和中虾跌幅较大；江西产区小龙虾价格稳中有升，炮头虾涨幅较大；

山东小龙虾价格涨跌互现，小虾小幅下跌，大虾小幅上涨。

从主要销区来看，深圳市小龙虾指数涨跌互现，小虾和中虾涨幅

较大，炮头虾小幅下跌；潜江不同规格虾涨跌互现，小虾和中虾跌幅

较大，红炮头小幅上涨；长春各规格小龙虾价格指数均小幅下跌，小

虾和中虾跌幅较大；成都市小龙虾涨跌互现，中虾涨幅较大炮头虾小

幅下跌；杭州市各规格小龙虾价格均小幅上涨，小虾和中虾涨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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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跌互现，海水水产价格稳中有升。

天气逐渐转冷，水产运输成本降低，大闸蟹价格小幅下跌，但对比去

年同期仍处于高位。螃蟹产地交易方面，本期各规格价格均小幅下跌。

新华指数分析师认为，小雪过后，随着气温降低，水产运输成本

下降，淡水水产上市量逐渐增多，市场供应充足，小龙虾价格受到一

定程度挤压，加之进入冬季水产消费淡季，市场需求量整体不高，叠

加小龙虾饲料成本降低，价格整体稳中趋跌。预计未来一周小龙虾供

应量持续降低，小龙虾价格或将稳中偏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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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日来，受强冷空气影响，多地迎来低温寒潮天气，水产需

求降低，小龙虾市场交易价格微跌，价格指数回落。新华指数监

测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25 日，新华·潜江龙虾商品虾价格指数

报 722.53 点，环比上期（2024 年 11 月 18 日，下同）下跌 12.98

点，跌幅 1.76%；较基期（2019 年 1 月 1 日，下同）下跌 277.47

点，跌幅 27.75%。

由于今年 11 月与往年同期相比大闸蟹供应量下降，价格涨幅

较大，促使小龙虾消费需求增加，叠加冬季供应量减少、养殖成

本增加，小龙虾价格大幅度提升，新华·潜江龙虾商品虾价格指

数对比 2023 年同期（2023 年 11 月 25 日）上涨 98.99 点，涨幅

15.88%，其中大虾同比涨幅较大，为 11.44%。



新华指数分析师认为，小雪过后，随着气温降低，水产运输

成本下降，淡水水产上市量逐渐增多，市场供应充足，小龙虾价

格受到一定程度挤压，加之进入冬季水产消费淡季，市场需求量

整体不高，叠加小龙虾饲料成本降低，价格整体稳中趋跌。预计

未来一周小龙虾供应量持续降低，小龙虾价格或将稳中偏弱运行。

针对近期大风、降温等天气对小龙虾生长发育的影响，湖北

省荆州市气象局工作人员专题开展小龙虾越冬期气象服务需求调

研。他们建议养殖户及时调整虾田水位，加水保温，减少饲料投

喂，合理安排捕捞时间。同时，建议养殖户安装使用“天惠农”

APP，及时获取最新预报预警、农事建议、农业政策、养殖技术等。

为进一步提升小龙虾养殖技术，湖南省农业厅近期在益阳南

县举办 2024 年湖南“洞庭湖小龙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第一届集

中技术培训，安排了 4 家企业在良种繁育、稻虾生态养殖和小龙

虾精深加工等方面进行交流展示，并邀请省级专家服务团进行有

针对性的现场讲解，吸引了益阳市南县、岳阳市华容县、岳阳市

君山区等 10 个环洞庭湖小龙虾产业集群项目实施县主管部门和

70 余家小龙虾企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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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小幅下跌。截至 11 月 25

日，红虾价格指数报 730.12 点，环比下跌 1.73%；青虾价格指数

报 715.09 点，环比下跌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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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格红虾和青虾价格涨跌互现。

表 1不同规格红虾均价（单位：元/斤）

规格 均价 涨跌幅

小红 18.97 1.43%

中红 29.23 1.04%

大红 41.23 1.31%

红炮头 54.40 -6.26%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截至 11 月 25 日，红虾均价报 35.96 元/斤，环比下跌 1.73%。

其中，小红均价报18.97元/斤，环比上涨1.43%；中红均价报29.23

元/斤，环比上涨1.04%；大红均价报41.23元/斤，环比上涨1.31%；

红炮头均价报 54.40 元/斤，环比下跌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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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 0.89%

中青 29.23 1.04%

大青 41.23 1.31%

青炮头 54.40 -6.26%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截至 11 月 25 日，青虾均价报 35.93 元/斤，环比下跌 1.80%。

其中，小青均价报18.87元/斤，环比上涨0.89%；中青均价报29.23

元/斤，环比上涨1.04%；大青均价报41.23元/斤，环比上涨1.31%；

青炮头均价报 54.40 元/斤，环比下跌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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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十二月，部分主产区气温下降至 10℃左右，此时虾稻共

作小龙虾成虾基本已经进入冬眠状态。大部分成虾用打洞躲藏的

方式越冬，少部分没有进洞的成虾潜伏在深水区越冬，虾苗并没

有进入到冬眠状态中，依然会摄食和蜕壳生长，活跃于水草周边，

炮头虾与大虾供应量偏紧支撑小虾整体价格。养殖应注意加深池

塘水位，防止虾苗因为天气骤降而冻死冻伤。

湖北产区不同规格小龙虾价格小幅下跌，小虾和中虾跌幅较

大；江西产区小龙虾价格稳中有升，炮头虾涨幅较大；山东小龙

虾价格涨跌互现，小虾小幅下跌，大虾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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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深圳市小龙虾指数涨跌

互现，小虾和中虾涨幅较大，分别为 17.72%和 6.96%，炮头虾小

幅下跌，跌幅为 4.98%；潜江不同规格虾涨跌互现，小虾和中虾跌

幅较大，为 24.00%和 17.14%，红炮头小幅上涨，涨幅为 0.60%；



长春各规格小龙虾价格指数均小幅下跌，小虾和中虾跌幅较大，

为 5.00%和 11.77%；成都市小龙虾涨跌互现，中虾涨幅较大，涨

幅为 16.90%，炮头虾小幅下跌，跌幅为 11.36%；杭州市各规格小

龙虾价格均小幅上涨，小虾和中虾涨幅较大，为 35.29%和 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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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跌互现，海水水产价格稳中有

升。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1 月 25 日，

淡水品种方面，全国水产销地批发草鱼价格 7 日均线为 15.70 元

／公斤，周环比下跌 0.06%；鲢鱼价格 7 日均线为 13.71 元／公斤，

周环比上涨 3.23%；鲈鱼价格 7 日均线为 37.08 元／公斤，周环比

下跌 3.01%；淡水虾价格 7 日均线为 67.57 元／公斤，周环比上涨

0.96%。海水品种方面，全国水产销地批发鲳鱼价格 7 日均线为

51.14 元／公斤，周环比下跌 0.37%；大黄鱼价格 7日均线为 41.91

元／公斤，周环比上涨 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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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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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逐渐转冷，水产运输成本降低，大闸蟹价格小幅下跌，

但对比去年同期仍处于高位。螃蟹产地交易方面，本期各规格价

格均小幅下跌。截至 2024 年 11 月 25 日，各规格母蟹价格中

3.5-4.0 规格报 161 元/公斤，环比跌幅较大，为 5.29%；各规格

公蟹价格中3.5-4.0规格报155元/公斤，环比跌幅较大，为9.36%。



水产养殖案例

福清南湾村：念好“鳗鱼经”村民奔小康

鳗鱼又称鳗鲡，曾连续多年在我国出口创汇单一水产品中排

名第一，年出口额可达 10 亿美元以上。我国鳗鲡产业始于 20 世

纪 70 年代，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已然成为鳗鱼养殖和出口第一

大国。福清省上迳镇南湾村素有“鳗鱼的故乡”之称，是远近闻

名的养鳗专业村，这里的千亩鳗鱼养殖基地带动农民致富，许多

村民依靠这一条鳗鱼“翻身”。历经 40 余年风雨，南湾村鳗鱼

养殖产业链条日趋完整，一条鳗鱼“串起”南湾村民的致富梦。

养鳗业是上迳镇南湾村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全村水产养殖面积

超 1000 亩，年产量达 3000 多吨，年产值超 23 亿元。

层层精进养殖技术，赋能产业

1979 年南湾村的杨宗龙等人引进了日本养鳗技术，创建了全

省首家养鳗场——福清南湾养鳗场。就此，鳗鱼养殖彻底在上迳

镇落地生根，又不断向周边延伸，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

不断发展。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各地养殖户自发地成立了鳗鱼

协会，在协会的带领下，养殖户也不断改进更新鳗鱼养殖技术，

鳗鱼养殖越发绿色高效。

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国内的鳗鱼养殖又走上了一条智慧

化养殖的路子。在国内现代的工厂化循环水鳗鱼养殖场，通常是

多个养殖池有序排列，池边挂着长方形摄食台，投饵时，鳗鱼们



在其中争相抢食。吃饱喝足之后，鳗鱼将头钻进摄食台的圆形孔

洞里挂靠休息，尾巴在水面上随波摇曳，好似一团团水草。

为了精准地感知鳗鱼的生长环境变化和鱼体的生长状态，养

殖池内安装了一整套智能化养殖系统，温控系统、传感器、摄像

头等先进设备，能实时监测并自动调节水温、水质、氧气含量等

指标。同时，所有水体变化数据以及苗损情况等都会实时上传到

智慧渔业平台进行汇总，建立起“养殖台账”，让看不见摸不着

的养殖过程变得精准可控。

养殖工厂内的循环水系统也设计得十分精巧。厂内的养殖用

水每天排放 2 次，排出的尾水经过粗滤后，清水回到养殖池，有

沉淀的部分排出后，液体通过臭氧杀菌后进入“鱼、菜、贝”共

生种养一体系统净化，而后流入蓄水池准备再次进行养殖利用；

固体则进入集污池，经过处理成为有机肥。

现在全世界共有 19 个鳗鱼品种，我国最开始主要养殖日本

鳗，后来随着日本鳗苗量越来越少，又开始养殖欧洲鳗、美洲鳗

等品种。不同品种的鳗鱼，养殖技术也不尽相同，不再是“一套

拳法打天下”的时代。在智能化设备的加持下，能完美匹配不同

鱼种的生长条件。比如日本鳗是暖水性鱼类，幼苗对水温格外挑

剔。而欧洲鳗和美洲鳗原本生长的地区与我国所处纬度基本一

致，气候条件也相似，便不似日本鳗“娇气”。现在我国已经掌

握了日本鳗、欧洲鳗、美洲鳗和太平洋双色鳗 4 个鳗鱼品种的养

殖技术，养殖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吃最好的料，壮大产业



鳗鱼是业界公认的最神秘的一条鱼，它有着独特的生长繁殖

习性。鳗鱼很挑食，养鳗人曾尝试饲喂了多种饵料，这个任性的

家伙也毫不买账。2005 年开始，国内技术专家查找中外的大量

资料，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先后攻克了鳗鱼开口饵料的原料选

择、营养配比、诱食性、黏弹性、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一系列

技术难关。最终，在 2008 年，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国产鳗鱼开口饵料，打破了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技术垄断，也让

国内鳗鱼规模化养殖成为可能。与进口开口饵料相比，国产鳗鱼

开口饵料每吨只要 6~8 万元，不仅价格便宜 2/3，营养吸收率也

更高，养殖户的养殖效益也更加可观。

福清在众多生产线中，鳗鱼饲料的生产线颇受重视。不仅因

为鳗鱼饲料生产需要使用优质的进口原材料，更因为鳗鱼饲料生

产线需要“干净”。如今，根据鳗鱼不同的生长阶段，国内的鳗

鱼配合饲料已经有了开口饵料、白仔饲料、黑仔饲料等 10 多种

饲料产品，让鳗鱼在各生长阶段都能获得最好的营养，获得最高

的养殖效益。

建强“生产链”，引领产业

近年来，上迳镇党委积极创设和推行“中心村党委”联动发

展机制，以“一条鳗鱼”为主线，依托发展强村梧岗村，联合南

湾村和县圃村，发挥强村引领、联片带动作用，达到“1+1+1＞3”

的叠加效应，通过支部联动、资源联享、产业联育“三联”模式，



蹚出了一条鳗鲡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为了进一步发展特色

“鳗”经济，杨宗龙、杨宗铭兄弟先后创办了隆裕食品厂和福铭

食品厂，推动鳗鱼产业向深加工、高附加值的烤鳗产品发展。在

位于南湾村的福铭食品厂烤鳗加工车间，记者看到，经过烤制、

淋酱汁、速冻等十多道工序后，一条条日式蒲烧鳗鱼“出炉”，

将出口到日本、欧美等。

福铭烤鳗多年出口日本，销售量名列前茅。如今，该公司成

长为一家集水产养殖、加工、出口、科研“一条龙”的水产产业

化龙头企业，年产值数亿元。杨宗铭还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通

过电商、直播带货、进商超等方式，让鳗鱼“游”回国内百姓餐

桌。

创办鳗鱼深加工企业，打通鳗鱼全产业链，是南湾人发展特

色“鳗”经济的 2.0 升级版。这不仅吸引了村里的富余劳动力，

带动本村村民共同致富，还拓展了鳗鱼市场空间。随着鳗鱼养殖

业蓬勃发展，南湾村形成了集鳗苗培育、鳗鱼养殖、烤鳗加工和

产品出口的完整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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