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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 年 1 月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浙江省淡水虾类养殖业产生较大影响，由于

虾类生命周期相对较短和优质高价的特征，淡水虾一度出现量价齐跌现象。受疫情的不确定性影

响，淡水虾养殖面临生产受阻、销售不畅等困境，加上淡水虾产业相对落后，产品附加值低，这

些都影响淡水虾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应从加强苗种培育、调整产品结构、

保障产品安全、加大政策扶持等方面推进淡水虾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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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全球经济收缩加剧、贸易受限，产业链和供应链都受到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均遭受严重影

响，各行各业也都受疫情的波及，水产养殖行业的发展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1]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疫情

每日动态数据，浙江省一度成为仅次于湖北省的第二个“重灾区”
[2]

。浙江作为渔业大省，水产养殖业也

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对淡水虾类的养殖生产影响较为严重。新型冠状病毒出现至今已有两年多时间，期

间还经历了从原始毒株、德尔塔，再到奥密克戎的多次变异，传播能力不断增强，所以新冠肺炎病毒对水

产养殖生产的影响和挑战仍然存在。本研究通过分析疫情时期淡水虾养殖业发展的困境，提出后疫情时期

淡水虾养殖业发展的一些对策和建议，为淡水虾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1 浙江淡水虾养殖基本情况

浙江省淡水虾主要养殖品种为罗氏沼虾、青虾、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和南美白对虾，各品

种在分类地位和形态特征上也都存在较大的区别。2020 年，浙江省淡水养殖产量为 121.63 万 t，其中淡水

虾类产量为 14.76 万 t，在淡水养殖产量占比约为 12.1%。其中，南美白对虾作为全省主要水产养殖品种之

一，近几年产量一直稳居淡水虾类第一，养殖区域主要集中在杭州湾和三门湾两个近海港湾，养殖池塘大

多采用鱼虾混养的养殖方式，且全程投喂对虾饲料。2020 年，南美白对虾精养池塘面积约 1.67 万 hm
2
，主

要分布在杭州萧山（0.47 万 hm
2
）、绍兴（柯桥加上虞 0.47 万 hm

2
）、慈溪（0.27 万 hm

2
，不算围垦区的粗

养）、宁海象山（0.33 万 hm
2
）等地，产量约占全省淡水虾产量的 48%。南美白对虾肉鲜美，加工出肉率可

达 67%，适温和适盐范围都比较广，是一种优良的淡水养殖品种
[3]
。

1收稿日期：2022-04-15

作者简介：夏佳佳（1989—），女，河南鹤壁人，中级经济师，硕士，研究方向：渔业经济与信息研究。

通讯作者：原居林（1982—），男，山东烟台人，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方向：绿色渔业发展模式研究。



表 1 近五年浙江省淡水虾养殖产量（分品种）

年份
罗氏

沼虾产量//t

青虾产量//t
克氏原

螯虾产量//t 南美白对虾产量//t

2016 15230 22945 3327 74797

2017 17292 23148 3537 76079

2018 18705 24610 5814 70599

2019 23760 26812 18168 76192

2020 26223 26588 22264 71104

数据来源：浙江省渔业经济统计年鉴

从表 1可以看出，近五年，这四个品种的产量变化呈现如下的规律：克氏原螯虾产量急剧增高，罗氏

沼虾产量也有大幅度提升，青虾和南美白对虾产量比较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其中，克氏原螯虾增长

了约 5.7 倍，这主要是由于 2018 年湖州、嘉兴等多个地区政府出台政策扶持稻田综合种养，稻田养殖小龙

虾发展迅猛；2019 年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出台《稻渔综合种养百万工程（2019—2022 年）实施意见》，支持

和鼓励发展稻渔种养，提出到 2022 年全省发展稻渔综合种养 6.67 万 hm
2
。小龙虾作为近年来浙江为稳粮增

收推广品种，2020 年浙江省小龙虾产量 2.23 万 t，湖州是小龙虾主要养殖区域，小龙虾产量达 1.47 万 t，

占比 65.9%，湖州大力发展稻渔综合种养殖面积达到 0.61 万 hm
2
，其中稻-虾共生轮作 0.45 万 hm

2
。罗氏沼

虾年均增长率为 24.06%，浙江省罗氏沼虾养殖面积超过 1 万 hm
2
，其中嘉兴作为罗氏沼虾主要养殖区域，

养殖面积达 0.3 万多 hm
2
，2020 年产量达 1.41 万 t，产值约 5亿元。湖州是罗氏沼虾重要的苗种生产基地，

借助于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技术优势，湖州市每年生产罗氏沼虾苗种在 180～200 亿万尾，约占全国苗

种总需求量的 60%以上。湖州也是浙江省青虾养殖主要集中地，养殖总面积近 1.33 万 hm
2
，其中，德清作

为青虾重要养殖基地，现有青虾养殖面积 0.67 万 hm
2
，年产量达到 7 400 t 以上，约占浙江全省青虾产量

的 33%。

2 淡水虾易受疫情重创的内在因素

2.1 虾类生命周期相对短

淡水虾类的蜕壳行为贯穿整个生命周期，与其生长、发育及繁殖息息相关。相对于其他生物，淡水虾

类的生长特点是非连续性的，每次蜕壳过程都需要蜕去旧表皮，合成新表皮，同时体宽与体重在较短时间

内实现一次跨越式增长。实际养殖过程中间由于密度和水质原因，淡水虾类生命周期普遍为 12 个月，淡水

虾类 90%群体寿命在 12 个月内，一般雄虾短，商品虾生长时间在 6～9 个月。因此，淡水虾类养殖不同于

一般鱼类，如果暂时没有出塘销售，可以继续养殖一段时间再供应市场。淡水虾的生命周期短，决定了其

商品虾销售时间窗口非常小，错过季节就难以挽回损失。因此，对于未及时出塘的淡水虾，养殖户要合理

安排生产，中期科学投喂颗粒饲料，有条件的可安装增氧设备，提高单位面积淡水虾的承载量，并且全程

抓好淡水虾质量安全，确保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的水产品。对于已经起捕无法及时上市的淡水虾，可将

部分大虾通过剥制虾仁或带水冷冻保存的形式进行储存待销。



2.2 淡水虾养殖面临的病害风险

随着淡水虾类的养殖面积的不断扩大，养殖容量不断增加，淡水虾的病害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受

疫情的不确定性影响，淡水虾易发生压塘问题，造成密度过高，加之低温病毒高发，增加发病风险，如果

不提前预防和及时处理，容易造成塘底富营养化，导致塘底腐败发臭，厌氧发酵，滋生病原、虫源，引发

病害甚至死亡。其中，常见的疫病有白斑综合症状、虾红彩病毒病、急性肝胰腺坏死病，虾肝肠胞虫病等。

这一时期尤其要注意防控偷死野田村病毒病等病以及因水质恶化、天气变化、缺氧等引起的非病原性疾病

对养殖生产的可能影响。一旦出现大规模发病和大量死亡现象，要及时向当地水产技术推广机构（水生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病情的扩散。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要遵循“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原则，必要时候进行适当的检查与消毒处理
[4]

。

2.3 淡水虾优质高价市场特征

根据 2019 年市场零售价，南美白对虾、青虾、罗氏沼虾和克氏原螯虾约为 64、100、70、60元/kg，

而同期大宗淡水鱼价格约 20 元/kg。淡水虾与其他水产品比较，价格相对较高，消费者收入减少难以承受

以往的消费数量和质量，更倾向于选择价格低的大宗淡水鱼，淡水虾销售也最易受到疫情打击。2020 年 1

月以来，省内市场的成虾销量低于往年同期，以湖州的青虾为例，青虾销售价格同比去年同期下降 30%，

2020 年 4 月份，青虾批发价格为 60～80 元/kg，比往年低 10/kg 元左右，成虾价格基本腰斩。商品龙虾销

售数量和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下降，2020 年 3 月份商品小龙虾在 40元/kg 左右，同比去年下降 50%左右。受

疫情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需求和生产下降，消费和出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短期失业率上升，对居民

收入及生活水平造成影响，市场上高价位水产品的消费也在下降
[5]

。

3 疫情冲击下浙江省淡水虾养殖业发展困境

3.1 养殖生产受阻，养殖户信心受挫

疫情对淡水虾的养殖生产方面影响很大，一般情况下，虾苗投放高峰是 2月下旬到 4月下旬期间，2020

年受疫情影响，放苗时间延后了最少半个月。调研发现，2020 年 3 月杭嘉湖地区的淡水虾投苗量可能不足

往年 5成，养殖户的投苗热情不高，积极性也不强。加上市场流通不畅，导致成虾收购积极性不高，本地

的存塘没能及时出货，也影响到下一个周期的生产。根据浙江省南美白对虾重点养殖区域的养殖户反映，

投苗价格 400 元/万尾以上的正大苗比例减少，增加养殖美国 PRIMO 种虾繁殖苗，尽管生长慢一点，规格也

小一点，价格 300 元/万尾以上。根据省内 11 个地级市渔业主管部门统计，2020 年 2 月到 4月，全省养殖

水产品压塘量、可销售量均呈下降趋势
[6]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大量存塘水产品进入市场，就会导致供

过于求，价格走低，这些都影响了养殖户的信心，产业链最前端的养殖户有些已经处在亏损边缘。

3.2 淡水虾产业相对落后，产品附加值低

受制于国内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水产品加工尤其是精深加工一直是我国水产行业的短板，其中，水产

冷冻产品的加工量最大。水产加工品的部分细分产品中，虾类产品的加工量最大，已逐渐成为居民饮食结

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来看，浙江省淡水虾商品仍以鲜活产品及冻品为主，产业加工能力不高，产品

附加值较低，大部分虾类水产企业规模偏小，加工设备、技术和工艺比较落后。一方面，疫情防控的常态

化和新形势，导致 2020 年水产品市场上销售受阻，大量鲜活淡水虾被迫生产成本冷冻产品。不过，从电商

平台的销售记录来看，相比传统上消费者对活鲜的喜好，未来年轻人也更能接受冷冻产品；另一方面，由

于进口的冷冻产品包装曾检测到新冠肺炎病毒，多数消费者对冻虾产品的购买比较谨慎，导致淡水虾利润



被大幅压缩，给水产品市场造成较大影响。

3.3 销售端受影响，淡水虾市场不畅

回顾 2020 年 1 月以来，国内市场的虾销量一直低于往常，受疫情影响，直到 2020 年 4 月份，大多数

城市仍旧禁止户外用餐，封锁从 5月份才开始有所缓解。浙江省淡水虾销售主要有出口和内销两大类。从

国际方面来看，受疫情影响，水产品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到一些贸易壁垒（取消、通关受阻等），水

产品的出口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未来将更多的在国内销售，这对国内水产品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机会。

从国内来看，目前约七成农产品经由批发市场分销，农产品市场仍然是水产品流通的主渠道
[7]
。淡水虾的

销售旺季受疫情影响，消费行情不太乐观，省内众多水产市场、企业的水产品积存，导致优质冰鲜的活虾

产品失去其原有商品价值，造成产品价格大幅缩水。2020 年 1 月以来，省内市场的虾销量低于往年同期，

以湖州的青虾为例，青虾销售价格同比去年同期下降 30%，2020 年 4 月份，青虾批发价格为 60～80 元/kg，

比往年低 10 元左右，与 2019 年同期相比，成虾价格基本腰斩，商品龙虾销售数量和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下

降。加上疫情不稳定，水产品市场流通不畅，市场压力也会从消费端传导到育苗厂、养殖户和加工企业。

目前已有一部分小批发和零售商退出经营。

4 后疫情时期淡水虾养殖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苗种培育，促进产业升级

推广优质苗种是发展虾类养殖的关键环节，渔业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南美白对虾和罗氏沼虾苗种成活

率不高的问题，努力提高青虾和克氏原螯虾产量和规格。对青虾、克氏原螯虾等淡水虾应加强异地种虾的

引进，为虾类养殖业发展提供优质亲本种虾。近几年，罗氏沼虾消费稳定，市场价格较为平稳，行业潜力

巨大，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长兴基地“南太湖 2号”罗氏沼虾，出苗成数高，建议浙江及周边省份的经

销商、养殖户可以选择实地考察并购买“南太湖 2号”罗氏沼虾虾苗，选择优质品牌虾苗，及时安排虾苗

投放时间。此外，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分析，世界粮食价格将进一步上涨，必然带动饲料等投入品价格攀升。

各地渔业技术推广部门应鼓励养殖从业者适当降低放养密度，控制投喂强度，创造良好的养殖环境，提高

成活率。建议大力推广“稻田+淡水虾”综合种养模式，不仅增强了淡水虾、水稻抗病能力，还减少了水稻

农药和肥料的使用量，降低了农业面源污染，保证了粮食安全，实现“一亩双收”，达到养虾稳粮的目的。

4.2 调整产品结构，拓宽淡水虾市场新空间

虾类含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还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源，不含胆固醇，且脂肪与卡路里含

量一向极低，国内的消费者对虾的消费偏好依旧保持强劲，健康、安全、便捷的加工和即食虾产品在国内

越来越受欢迎。疫情期间，加工水产品走俏、线上渠道销售得到更多经销商与加工企业的关注，加上多次

从进口冷冻产品的包装中检测到新冠肺炎病毒，导致目前对冷冻食品进行了更严格地把控，进口冷链海鲜

无追溯码不准上市销售，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购买国内冷冻虾仁和冷冻对虾。通过这次疫情，消费者也更

加关注健康和安全方面，具有健康安全特性的水产品，会更受消费者和市场的认可，包括从采购渠道来讲，

也会采购有相关认证的水产品。因此，国内市场应把握住机遇，延长水产品加工产业链，改进冷冻保鲜技

术，完善加工流程，发展淡水虾类的加工、冷冻、贮存
[8]
，开发家庭小包装水产品，这样保证了食品质量

安全，也促进了水产品加工的发展。

4.3 保障水产品安全，推进淡水虾绿色发展



随着居民健康生活水平和消费理念的提升，对水产品尤其是虾类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对淡水虾的品质

也更加关注。这就要引导养殖户在养殖生产过程中树立绿色健康、安全生态意识，各地渔业技术推广部门

也要积极推广绿色、健康、生态养殖模式和技术，控制养殖密度，精准饵料投喂，提升养殖水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提高淡水虾类自身抵抗力，减少病害发生和养殖用药投入。养殖户在养殖生产过程中，也可使用

智能化设备进行水质监控、水质监测和自动控氧等，使水产养殖更加安全、智能、高效。完善水产品质量

安全监控体系，建立从苗种质量、养殖环境、水质监测、密度控制、病害防治、兽药使用、产品检测等贯

穿生产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监控体系
[9]
，保证淡水虾类质量安全可靠。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还要定期对

水产品的场所环境、运输车辆、产品包装和相关人员进行健康等方面的监测，排除安全隐患。

4.4 多措并举，促进淡水虾产业发展

受国内外疫情不稳定的影响，淡水虾产业从苗种的生产到养成、饲料，再到流通、消费，全产业链都

受到了冲击。现在整体养殖户没钱赚，有些还微亏。养殖生产者面临着成本提高、产品滞销等问题，养殖

主体希望获得补贴、租金减免、信贷增加等资金支持。建议政府部门加强对养殖主体的生产补助和涉渔信

贷的支持，督促渔业互助保险机构及时有效地对受损经营户进行理赔，适当地减轻保险费用
[10]
。当地金融

机构要支持淡水虾产业稳定发展，并适当给予贷款贴息支持。此外，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还应该做好水产

品稳产保供工作，畅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及时把水产品输入市场，加强对水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和信息

发布，前置引导市场供需平衡。养殖户也要积极在网络平台上拓宽自身的销售渠道，做好农超对接、产销

对接，可与电商平台（如盒马鲜生、京东、天猫等）合作。同时，借助“互联网+”新零售的大趋势，依托

省内科研院所、企业和高校等平台，探索淡水虾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链体系，构建品牌价值链，

促进淡水虾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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