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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小龙虾产业的规模经济问题探析

袁龙芸 曾江辉 陈俊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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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荆州 434000）

【摘 要】: 为探析在规模经济问题下荆州小龙虾产业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对策。在荆州小龙虾产业的实地调查分

析的基础上，对荆州市小龙虾产业的发展优势与制约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结合荆州区域

内环境实况，对荆州市小龙虾产业中的规模经济问题提出了管理策略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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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又称克氏原螯虾，是淡水经济虾类，生长速度快、适应能力强，在水温为 10 ～ 30℃时均可正常生长发育，也可以

耐受 40℃高温和-14℃低温，小龙虾在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养殖品种。作为湖北省的三大支柱水产品产业之一，小龙虾产量

在全国排名第一，湖北省十三五规划计划将小龙虾产业打造成为千亿产业。在湖北省政府的重视下，小龙虾产业蓬勃发展，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预计湖北小龙虾产业都将会保持一个中高速发展的态势。在这个大环境下，如何让小龙虾给荆州人民带来

福利是一个值得让人思考的问题。本文将从规模经济的分析入手，在分析荆州市历年小龙虾生产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湖北省内

外小龙虾产业成功的案例，与荆州进行对比，并提出促进荆州小龙虾产业规模经济的政策措施。

1 荆州小龙虾产业的规模经济分析

在现代社会许多行业产品的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即当生产规模扩大，每单位生产要素的投入会比生产规模没扩

大之前有更多的产出。形成荆州小龙虾产业的规模经济，会使荆州的小龙虾在生产上更具优势，价格上更具竞争力，也会为打

开荆州甚至其他地方的市场打下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产品的长期平均成本会受生产规模的影响。如果企业的生产规模

太小，生产管理和劳动分工都会相应的受到规模的限制，产品的平均成本会比大规模企业产品的平均成本高。这种限制会随着

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而减少。在企业的选择活动中，当平均成本随着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或者销售数量的增加而降

低的时候，就存在着规模经济的现象。如图 1，随着产量的增加，规模报酬递增达到顶点，即长期平均成本曲线达到最低点。图

中的一区表示产品成本下降，为规模经济。并且在一定的范围中，产品的平均成本不会因产量的增加而继续降低，即图中的二

区，成本不变，规模报酬不变。然而这种成本保持不变的状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生产规模继续扩大，平均成本会因规模

过大，管理和合作效率下降而上升，即图中的三区，成本上升，规模报酬递减。用一句话总结就是：长期平均生产成本会随着

产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先下降，再不变，最后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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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又可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企业本身生产规模的扩大。由于企业生产规模

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分摊到每个产品上的管理成本、信息成本、科研成本等固定成本会越来越少，从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下

降，企业受益。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行业内企业数量的增加和相对集中，在信息收集、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成本会降低，企

业受益。从两个小例子中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假设甲小龙虾养殖企业以前只能产出 1t 小龙虾，用

一辆容量为 2t 的卡车运输到市场上销售，运费 100 元，每 1t 小龙虾的运输成本是 100 元。现在甲企业养殖规模扩大，能产

出 2t 小龙虾，将这些小龙虾运输到市场上卖时运费也只需要 100 元，每 1t 小龙虾的运输成本是 50 元，比以前节省了一半。

由甲企业的养殖规模的扩大而导致的平均成本的下降就是内部规模经济；又如，甲企业的小龙虾产出能力还是 1t，现在乙企业

成立，小龙虾产出能力也是 1t，则这两家企业可以共同使用同一辆卡车运输小龙虾到市场上销售，每个企业的运输成本是 50 元，

比各自分开运输的成本节省了一半。由同类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导致的平均成本的下降就是外部规模经济。

实现外部规模经济需同行业内企业数量的增加和相对集中。在生产水平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本地区小龙虾养殖企业如果过

多，会使这些企业争抢有限的资源，且在面对其他地区的竞争对手时由于本地区同类企业过多、实力不强而没有竞争优势。企

业要想有竞争优势，自身就要做大做强，形成自己的内部规模经济。如图 2，是大规模企业面对更大市场时的短期影响。其中

AC 为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MR 为边际收益曲线，MC 为边际成本曲线，D 为市场的需求曲线。Q1 为垄断竞争企业在只面

对本地区市场时的产量，此时 MC 等于 MR1，企业获得最大利润。进入更大市场后，总需求增加，企业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由 D1

增加到 D2，MR1 也变化到 MR2。企业为最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生产会由 Q1 增加到 Q2，平均成本 AC1 下降到 AC2。在一定时间内，

需求的突然扩张使得企业的平均成本比产品价格下降得更快，企业就能以相同的价格卖出比原来更多的产品，因而在短期内获

得超额利润（图 2 中的阴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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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散到规模的历程。小龙虾产业做得好的地方很多都形成了一定的产业

规模。湖北省内的潜江市 2015 年小龙虾养殖面积 2 万 hm
2
，产量 6 万 t，小龙虾产业综合产值突破 100 亿元。2015 年湖北省

小龙虾综合产值突破 600 亿元，由此可见，潜江市的小龙虾综合产业在整个湖北小龙虾综合产业中的地位；江苏省盱眙县龙虾

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特色产业、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全县有 1.33 多万 hm
2
的龙虾养殖基地，年交易量

10 万 t，盱眙龙虾加盟店超过 1500 家，全县有超过 10 万人从事龙虾产业工作。2015 年，盱眙龙虾产业年直接收入超过 70 亿

元，带动相关产业收入 50 亿元，已形成超百亿的产业规模。潜江的小龙虾产业和盱眙的小龙虾产业的综合产值都突破 100 亿，

从中可以看出小龙虾产业的利润非常可观。小龙虾不仅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入，还带来了这两个以小龙虾为主导产业的地区

的扩散效应。如潜江市投资近 5 亿元建成的甲壳素深加工中心，2014 年实现了年处理废弃虾壳 10 万 t，年产甲壳素高附加值

衍生制品能力 7000t，实现了销售收入 20 多亿元的目标；盱眙龙虾带动相关产业收入 50 亿元，龙虾产业已经从苗种、养殖、

捕捞、贩运、烹制加工拓展到调料制作、旅游纪念品加乃至文化创意等全产业链。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主导产业的迅速增长，能带动其他部门的增长，促进经济的扩张。主导产业能快速吸收新技术，

从而降低长期生产成本，增加利润和积累，形成持续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主导产业还能产生强大的扩散效应。主导产业的

扩散效应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回顾效应，指主导部门的增长对向其供应投入品的行业的影响。如小龙虾产业的快速发展会对

小龙虾的饵料形成新的要求，不仅体现在饵料的投喂次数、数量方面，还体现在饵料的生产质量上面。随着对饵料质和量的要

求提升，必然会刺激小龙虾饵料生产行业的发展；二是前向效应，指主导部门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扩大，改善了以其产品

为投入品的行业发展环境，从而诱导了这些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前向效应往往为新的主导部门的出现和发展建立起台阶。如潜

江市的主导产业是小龙虾产业，小龙虾又是甲壳素的生产原料，潜江市小龙虾产业的发展会促进潜江市甲壳素企业发展，这是

一个很直接的关于前向效应的例子；三是旁侧效应，指主导部门的成长还会对所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方面提出新的要求，从而

引起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在更广泛的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新主导部门的出现常常改变了它所在地区的经济社

会面貌。潜江和盱眙两个地方都有关于支持小龙虾产业发展的政策，小龙虾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会进一步促进新的更适合

小龙虾产业发展的新政策。

荆州小龙虾的名气现在虽然比不上潜江小龙虾、盱眙小龙虾，但是荆州小龙虾也不是没有可比之处。潜江市位于江汉平原

腹地，北依汉水、南临长江，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盱眙县是国家生态示范县，水面辽阔、水面干净，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

位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江淮平原中东部，属北亚热带和温带过渡区域；荆州市位于长江中游两岸，江汉平原腹地，境内

河流交错、湖泊密布，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气候方面荆州和这两个地方相差并不大，都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适宜小龙虾的生长发育。在水资源方面，三个地方区域内都河流交错，水资源丰富，为

小龙虾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荆州是“中国淡水渔业第一市” ，全市有千亩以上湖泊 30 多个，淡水养殖

资源比潜江和盱眙多得多。在养殖面积和产量方面，2015 年荆州市小龙虾养殖面积 14.6 万 hm
2
，产量 20.1 万 t，相比之下，

荆州市的养殖面积和小龙虾产量都远超过了潜江和盱眙。在科学技术方面，荆州市水产局在不同时期都会组织水产科技养殖培

训，如 2016 年 3 月 29 日，由荆州区水产局牵头在纪南镇举办了 2016 年荆州区水产科技示范户春季培训，水产局产业科负责

人主要就小龙虾夏季投放种虾模式、秋季投放虾苗模式、春季投放幼虾模式和养殖小龙虾种植与管理水草办法以及虾病防治方

法进行了详细授课。在交通方面，长江自西向东横贯荆州，且荆州市东连武汉、西接宜昌、南望湖南常德，北毗邻荆门和襄阳，

交通便利，为打开广大的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荆州市土地辽阔，有 1.41 万 km
2
，是潜江、盱眙土地面积的 5倍以上。荆州

市 2015 年常住人口为 570.59 万人，劳动力资源也比潜江、盱眙丰富。不过在产值方面，荆州市规划要到 2020 年将小龙虾产

业打造成百亿元产业，现阶段的综合产值还远远比不上潜江和盱眙。我们看到，荆州市丰富的水域资源和人力资源是未来荆州

小龙虾产业更上一层楼的坚实的基础。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荆州市小龙虾产品的质量、产量和产值都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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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产业拥有巨大的潜力，荆州市政府也看到这一点。近些年来，在市政府的推动下，小龙虾产量逐年上升。由表 1 可

以看到，2011 年荆州小龙虾产量为 98837t，2015 年荆州市小龙虾产量为 211190t，四年里小龙虾产量一共增加了 112353t，也

就是说，2011 ～ 2015 这四年里荆州市小龙虾产量翻了 2 倍多，且每年都是以 2 万 t 以上的产量在增长，2014 ～ 2015 年小

龙虾产量增长更是达到 3 万 t 以上。由小龙虾产量的逐年增加，小龙虾产量占当年荆州市淡水养殖总产量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

由 2011 年的 9.77% 到 2015 年的 16.18%，可以看出小龙虾产量的增长速度是快于淡水养殖总产量的增长速度的。未来一段时

间内，荆州市小龙虾规模产量还将持续增加。这种规模的不断扩大，会使小龙虾养殖技术投入的平均成本下降、管理的平均成

本下降，进而增加荆州市小龙虾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2 促进荆州小龙虾产业规模经济的政策措施

形成荆州市小龙虾产业的规模经济对小龙虾产业的发展、对荆州市经济的推动是有利的。规模的形成需要一段时间，也分

不同的阶段，需要做好规划一步步来落实。形成小龙虾养殖的规模经济无疑是形成小龙虾整个产业的规模经济的一个基础和必

要条件。好的政策有利于引导一个产业往好的方向发展，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2.1 分级别对小龙虾养殖企业进行补贴

补贴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饵料投入、小龙虾幼苗等实物资产方面的补贴，也可以是技术投入方面的无形资产的

补贴。针对不同企业规模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力度。对养殖规模小一点的企业，优惠力度就小一点，随企业的规模逐步扩大优

惠力度也要相应加大，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优惠力度就保持不变。换句话说就是政府的扶持力度随着企业的规模扩大先加

大再保持不变。因为要形成内部规模经济，企业自身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随企业规模的扩大政策力度也加大会使大企业发展

更具优势，也会促使一些中小企业家为了获得更大的政策扶持而不断努力经营企业，使企业更具活力和竞争性。大企业规模达

到一定程度，在市场上具有领先优势，这时政策扶持力度再加大会导致中小企业再怎么努力也竞争不过大企业，所以这时候政

策扶持力度保持不变或者变小甚至停止补贴。政府的扶持政策还要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体现在政策实行的时间长短和变化程度

方面。再好的政策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效果，不能政策还没见效就停止实行，这也会使企业难以信任政府，下次有更好

的政策企业家担心政策变化太快而不敢利用好的政策为企业谋取福利。同时，政策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要循序渐

进，政策变化在人们的预期内。

2.2 鼓励小龙虾养殖企业的兼并重组

要提高小龙虾养殖产业的集中度，政府应当积极推进小龙虾养殖企业的兼并重组。兼并后的企业在管理上更集中化和合理

化，可以合理配置企业原来的资源，节约一些对整合后的企业来说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另外，兼并后的企业还可以细化分工，

使生产过程更加专业化，就总能获得净收益。企业兼并还能实现管理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使管理效率低的企业得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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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效率企业的剩余能力得以充分利用，且在实现兼并的同时一些行业专属的管理资源也能进一步拓展使用。企业要重头开始

发展，会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导致企业在争夺市场方面慢人一步，还会引发重复建设等问题。一方面，加快推进小龙

虾养殖企业兼并重组步伐，有利于推动小龙虾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于中小企业兼并其他同行业企业，会

使企业规模和实力在短时间内得到提高。对于没有实力的小企业被兼并，会改善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

是淘汰行业中落后企业的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小龙虾养殖企业兼并重组步伐，有利于提升荆州市小龙虾产业竞争力，

加快实现从小龙虾养殖大市向养殖强市转变。相关企业能够有效地兼并重组、整合资源，这样不仅能够增强企业发展的活力和

动力，而且能够促进企业在养殖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在鼓励小龙虾养殖企业的兼并重组过程中要注意“四

要三不能”，即要坚持企业相互自愿协商的原则；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立足优势互补，有利于优化结构，提高

经济效益；要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加强企业管理；兼并方要有承担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和向被兼并企业增加资金投入，

盘活存量资产，搞活企业的能力。同时，不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能损害债权人和职工的权益，不能形成垄断和妨碍公平竞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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