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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夏日将至，又到了“嘬”小龙
虾的季节。近日小龙虾身价暴跌
的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热搜。

记者在广州市黄沙水产批
发市场走访时了解到，目前在售
的都是养殖小龙虾，以湖北产区
为主，小青（2钱-4钱）批发价为
7 元/斤，中青（4 钱-6 钱）为 12
元/斤，大青（6钱-8钱）为 17元/
斤—18元/斤。

而在 3月下旬，小龙虾上市
之初，中青的价格还在 20元/斤
以上。仅仅一个多月时间，价格
下跌了一半以上。

从几十元一斤，到不足十元
一斤，吃小龙虾从偶尔的“小奢
侈”，到实现“吃虾自由”，小龙虾
的价格为何越来越亲民？

中国水产品公众号数据显
示，我国小龙虾的养殖产量在
2022 年达到 289.07 万吨，2023
年超过300万吨。

布瑞克农业大数据小程序
特约专家、格力特营销中心总经
理张文文对记者表示，今年小龙
虾价格下降，是因为养殖面积的
扩大，产量提升。“2023 年小龙
虾产量达到 300万吨，已是我国
第四大淡水养殖品种。市场需求
从供不应求，到供需平衡，甚至
过剩。”

此外，张文文指出，小龙虾
深加工产品及其出口不及预期，
加工厂开工量不足，采购量减
少。而在消费层面，小龙虾的主
要消费场景是夜宵店，但这两年
夜宵经济相对乏力，小龙虾消费
也因此减少。

“价格更低，降得
更快”

近两个月来，小龙虾的价格
确实遭遇“断崖式下跌”。

湖北潜江是小龙虾的重要
产地。记者查询发现，小龙虾垂
直电商平台虾谷 360显示，从 3
月底至今，2钱—4钱小虾、4钱
—6钱中虾、6钱—8钱大虾等不
同规格的青、红小龙虾，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大幅下滑。

以近一个月潜江地区小龙
虾价格为例，4 月 7 日，4 钱—6
钱的中青虾价格为 24元/斤，到
了5月13日，价格降为12元/斤，
跌幅50%。

“往年的小龙虾也存在‘前
高中低后回升’的 V 型价格走
势，不过，今年小龙虾价格走势
跟往年相比，突出的特点就是价
格下跌速度快，而且低点更低，
特别是中小虾，价格几乎腰斩。”
张文文说，4月8日前后，中青的
塘口收购价是 20 元，到 4 月 23
日，短短半个月，就跌到 10元左

右，小青更是跌到 5元，跌破去
年最低价。

小龙虾的价格骤降，养殖户
们对此感受更为明显。

清晨四点，赵南和奶奶将刚
从水塘里捞出的上百斤小龙虾
装上三轮车，虾贩们已经在村庄
的道路旁等待收虾，她们问了好
几家虾贩，4钱-6钱中青的收虾
价格都在10元/斤左右，“奶奶挺
心疼的，最后实在问不到价格好
的了，以 11元/斤的价格把虾卖
给了虾贩。”

赵南家在湖北荆州，与湖北
潜江交界，是小龙虾的源头产地
之一。赵南家是村里较小规模的
养殖户，养殖面积 6亩左右。在
不同虾贩之间反复询问、比价，
也卖不出好价格，这样的场景在
最近几乎每天发生。

“今年的价格相比去年降了
很多”，赵南告诉记者，“一般过
节的价格会高一些，去年五一期
间中青规格的虾能够卖到15元/
斤往上，但是今年最高都没有上
过 15元，在五一节前 4月 28日，
还卖出过最低的6.5元/斤。”

“每年 5 月份，小龙虾大量
上市，价格都会比 3月刚上市的
时候价格低一些，但是今年低得
更多，更明显。一方面是价格更
低，另一方面是价格掉下来得更
快。”赵南说。

“农户积极性受
影响”

在赵南所在的村庄，小龙虾
养殖十分普遍，“除了体力不好
的老年人，几乎每家都会养小
龙虾，这两年，周围养虾的人确
实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大面积
承包的大规模养殖户越来越多
了。”赵南说。

赵南的感受不是个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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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2023年，这个数字超过
了300万吨。

具体来看，2023年，湖北省
全省小龙虾养殖面积达981.9万
亩，产量达 124.2 万吨，同比增
9.96%。

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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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湖北全省各级财政
投入小龙虾产业链扶持资金1.9
亿元；同年江苏小龙虾产业集群
项目建设资金超过 2亿元，江西
省出台小龙虾产业发展三年行

动方案（2020-2022年），各级财
政投入资金超2亿元。

因此，2016年以来，国内小
龙 虾 养 殖 面 积 持 续 增 长 ，到
2022年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达
约280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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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文说，目前小龙虾的主
产区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
江西五省，在主产区养殖面积基
本上已经稳定了，目前，非主产
区如广西、四川、黑龙江等省份
的养殖面积增长很快，政府也在
大力推广。

“不过，这两年价格的走低，
对农户的积极性有影响，养殖面
积的增长速度可能不会那么快
了。另外，价格的走低，对养殖户

也会出现分化，养殖水平差的会
退出，水平较高的会继续生存下
去。”张文文告诉记者。

“目前为止还没
回本”

近年来，“养虾人”为何越来
越多？答案或许在一份收益对比
中。

据江西农业农村部门调研
统计，稻虾综合种养模式中，单
季水稻产量稳定在 500 公斤以
上，亩产小龙虾 100公斤以上，
亩均增效可达 1800 元以上，综
合效益是单一种植水稻收益的
6倍—8倍。

据《科学养鱼》杂志在湖北
多地抽样调查统计，2022年，一
般养户与高端养户平均毛收益
分 别 为 3485 元/亩（2021 年 为
2651）和3953元/亩，二者平均纯
利润分别为 2249 元/亩与 2562
元/亩。

在赵南看来，和种植类农作
物相比，养小龙虾是一件费力的

事，成本更高、也更需要人工打
理。

“虾苗买回来就得11元/斤，
今年买了 600斤虾苗，饲料每天
要 100元。从 2月到 6月，每年养
殖成本算下来在三四万元。”赵
南说。

不仅是花钱，还有时间和精
力。养户得每天早上两三点就要
去起虾，把虾从虾笼里挑出来，
筛选出大小。这就要花掉两三小
时，再去卖虾。还得利用白天时
间去喂饲料，又要花两三个小
时，“很花时间和精力”。

但收益也比种植类农作物
高得多，“虽然养虾很累，但也是
为了生活。在农村，只种水稻、种
油菜收益不高，加上今年初湖北
冻雨比较严重，油菜的产量减
少，种油菜的今年也是不怎么赚
钱的。”赵南说。

赵南告诉记者，养殖小龙
虾，收益不定，受三方面因素
的 限 制 ，一 是 当 日 起 虾 的 规
格，要看每只虾的大小、饱满
程度；二是虾的重量，即当日
起虾的总量多少；三则是市场
的行情，每天的行情都是由市
场供需关系决定，上下浮动，

“比如下雨天气不好，上货量
少 价 格 就 高 ，天 气 热 上 货 量
多，又不是过节需求量不多，
价格肯定就会跌”。

在赵南所在的村庄，虾稻
连作是典型的养殖模式。“我
们这里投虾苗在 2月份，3月底
小 龙 虾 陆 续 上 市 ，但 产 量 不
高，我们家每天只在 10 斤左
右，4 月底涨至每日 30 斤—40
斤，到了 5月份，才开始产量上
涨，每天有 80斤—100斤，到了
6 月中旬，就要下秧种水稻了，
产量陆续减少，比如我们家要
在 6 月 20 日之前把小龙虾全
部清空。”赵南说。

这也意味着，对赵南来说，
一年中养殖小龙虾的效益高低，

全看5月份。
“5月份就是出产和销售的

黄金期，偏偏价格又是最低的，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回本，这样下
去确实有点慌。去年我家的收益
在 3万元左右，今年恐怕只有一
半，村里一些虾养得没我们大、
死虾率稍高的养殖户，很可能会
亏本。”

“再观望几年”

张文文认为，从养殖端分
析，今年的小龙虾养殖出现价格
降幅大、价格低的原因也是多方
面的，“一是气候因素，去年是暖
冬天气，虾苗成活率高，出洞早，
成虾批量上市时间较往年也要
更早；二是由于去年苗价高而虾
价较低，各塘口种虾比较充足，
叠加气候因素影响，苗价低，不
好卖，造成各原塘苗密度大，影
响长速，使得大虾少，中小虾较
多；三是投喂量不足，因为虾价
低，养殖户投喂积极性下降，投
喂量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大
虾少而小虾多的局面。”

“随着稻虾的结束，今年中
大虾的价格会有一定的回升，但
如果消费继续乏力，要想大幅回
升有一定的难度。”张文文对记
者指出。

在市场趋势走向方面，张文
文认为，养殖本身就有周期性，
有高点就会有低点，“前年价格
好，中小虾的利润跟大虾差不
多，这两年中小虾的价格又较
低；去年苗价高，大家都想卖虾
苗，结果今年苗价就低；往年 5
月价格下跌，今年 4月就跌；价
格好，会扩大养殖量，亏本大家
又会减少养殖量，市场会有一定
的调节。”

张文文认为，“现在价格的
走低受供需两方面的因素影响，
随着消费复苏，还有小龙虾深加
工的发展，出口的增长等，这些
变量都会对价格有影响。”

此外，张文文指出，小龙虾
的养殖模式基本上是稻虾共
作。在保证粮食种植面积的同
时，发展小龙虾养殖，有助于提
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农户收入，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小龙虾
价格有回升的希望，农户也好，
政府也罢，都不会放弃小龙虾
这个机会”。

赵南也告诉记者，小龙虾是
村里许多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

“即使今年价格不好，大家都说
比较难，但明年还是想继续养，
想再观望几年，不想轻易放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南
为化名）

据《时代周报》

小龙虾价格一路暴跌
有养殖户卖了俩月还没回本

近日，华南地区今年首轮
“龙舟水”进入收尾阶段，22 日
南方降雨的地方依然不少，但强
降雨范围大幅缩减，主要集中在
广东、福建沿海以及海南岛等
地。23日、24日南方没有大范围
强降雨出没。

25 日前后，随着暖湿气流
增强，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登
场，西南地区还可能有低涡生

成。27日，带来降雨的环流形势
会发生变化，冷空气南下与暖湿
气流交汇，由于冷空气南下前南
方能量和水汽都会十分充足，雨
势将快速增强，江南、华南强降
雨范围扩大，并且强对流天气也
会相当普遍。

此外，北方的降水也将增
多。中央气象台预计，25 日，西
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

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大部以及
黄淮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
雷 阵 雨 ，局 地 或 伴 有 雷 暴 大
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北方
的市民这几天出门可以带把
晴雨两用的伞，既能防晒，又
可以防雨。

北 方 伴 随 降 水 以 及 冷 空
气而来的还有气温的冲高回
落，华北、西北降温最明显，像

是石家庄将从 36℃降到 21℃，
太原从 34℃降到 21℃。东北多
地之后几天炎热也将不复存
在，最高气温只有 20℃出头，
大家早晚出门还是要备件外
套。

至于今年严重迟到的台风
有消息了。常年首个台风平均生
成日期为 3月中旬，今年妥妥迟
到了两个多月。（曾经还有 1 号

台风直到7月9日才生成，比如
1998年的“妮蔻儿”。）

卫星云图上看，在帕劳附近
有个热带扰动。未来 2天到 3天
这个热带扰动将发展增强，可能
在周末发展为今年 1号台风“艾
云尼”。从目前趋势来看，这个扰
动后期对我国陆地应该没什么
影响。

据新华网

北方雨要多起来了
今年严重迟到的1号台风有消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