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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对虾行业市场行情监测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涵盖行业
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
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
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
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
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chyxx.com/research/1129746.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800元    纸介版：9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0000元

订购电话: 010-60343812、010-60343813、400-600-8596、400-700-9383

电子邮箱: sales@chyxx.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https://www.chyxx.com/research/1129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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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为方便行业人士或投资者更进一步了解对虾行业现状与前景，智研咨询特推出《2024-2030
年中国对虾行业市场行情监测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对中国对
虾市场做出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是智研咨询多年连续追踪、实地走访、调研和分析成果的
呈现。
为确保对虾行业数据精准性以及内容的可参考价值，智研咨询研究团队通过上市公司年报、
厂家调研、经销商座谈、专家验证等多渠道开展数据采集工作，并对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
以求深度剖析行业各个领域，使从业者能够从多种维度、多个侧面综合了解2022年对虾行
业的发展态势，以及创新前沿热点，进而赋能对虾从业者抢跑转型赛道。
对虾 (学名东方对虾，又称中国对虾，中国明对虾和斑节虾）是节肢动物门，软甲纲，十足
目，对虾科，对虾属的虾类。对虾属个体大，通称大虾。对虾经大量进行商品养殖，产量正
在迅速增加。整只对虾的烹调方法有红烧、油炸、甜烤。
养殖对虾的种类主要有：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中国对虾和日本对虾等。
南美白对虾：南美白对虾，学名凡纳滨对虾，又俗称白对虾、白肢虾、白虾等，是对虾科、
滨对虾属的动物。成体南美白对虾体长可达20 cm，颜色呈浅青灰色或青蓝色，甲壳较薄且
壳上无斑纹等。顾名思义，南美白对虾原产地为南美太平洋水域，自美国西部到墨西哥湾至
秘鲁中部以及厄瓜多尔附近均为野生南美白对虾的栖息地。自然条件下，南美白对虾的栖息
区为距离海岸线较近的水域及泥质海底，其属于杂食性动物。而在人工养殖的情况下，南美
白对虾对于饵料的要求并不严格，可以以养殖池塘中有机碎屑为主要食物。
斑节对虾：因其甲壳上有斑节而得名，又因喜栖于水草或藻全间，中国南方和台湾称为“草
虾”。其个体大，为对虾属中个体最大、生长最快的种类。据报道，最大个体长达33厘米，
体重达450克，最重可达500克以上，所以堪称“对虾之魁”。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沿海各省，
如海南、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等省区，以及东南亚国家。其食性广，不仅摄食动物性饵料
，也摄食植物性饵料；适温16～32℃；盐度为10～35‰；生活力较强，由于离水后能活一
段时间，因此便于活体运输和经营活虾出口。
中国对虾：产于中国大陆，主要分布于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北部也有少量分布，是中国主
要的增养殖虾类。该品种的优点如下：
个体较大。自然海区雌虾一般体长16～20厘米，体重70～80克，最大体长为26厘米，体重1
50克；雄虾一般体长14～16厘米，体重40～50克。养殖对虾一般雌体12～15厘米，体重20
～30克。
生长较快。在一般条件下养殖5个月可达12厘米以上。
适应性较广。养殖期间适宜水温为14～30℃，适宜盐度3～40‰。养殖亲虾越冬性腺易成熟
，苗种易得到解决。由于不像日本对虾那样具有很强的潜沙习性，故可开闸放水收虾，收获
方法简而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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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虾：该品种是日本最主要的养殖种类，中国已进行养殖生产，在养殖条件下经4个多
月，一般体长可达10厘米以上，亩产70～80公斤。日本对虾亦属广温性种类，在对虾属中
除中国对虾外，其是较为耐低温的种类，据试养中观察，在12～30℃范围内无能正常摄食
。日本对虾显著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潜沙习性，潜沙深度随体长增加而加深，前期深度为1
～2厘米，后期为4～5厘米，昼伏夜出，养殖环境需在水质清新、沙质较细且松散的底质中
生活。在自然海区和人工养殖条件下可获得成熟亲虾。由于其甲壳较厚，耐干露，所以便于
活动和活虾出口。

我国对虾生产包括野生对虾捕捞和对虾人工养殖。野生对虾捕捞历史久远，相比之下其人工
养殖年代短暂。然而，对虾养殖业发展迅速，早在1984年国内对虾生产就已进入“以养为主”
的时代。回溯对虾养殖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试验养殖阶段（1950-1977年）：20世纪50-60年代，全国各地曾利用潮汐纳苗或捕捞天然
虾苗开展中、小面积对虾养殖并积累了初步经验，但并没有引起重视。1958年，科技工作
者首次进行中国明对虾人工繁育试验，迈出对虾人工繁殖的第一步。1961年、1962年，墨
吉明对虾和长毛明对虾的人工繁殖育苗相继获得成功。1969年，斑节对虾育苗取得关键性
突破。1972-1976年，有序进行对虾精养高产试验。至1976年，多种对虾的生产性人工育苗
获得成功，为其养殖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推广养殖阶段（1978-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对虾养殖业迎来伟大的开端。1978年，国
家水产总局召开全国海水鱼虾养殖现场会推广对虾养殖经验，使对虾养殖业正式起步。197
9年，国家经委召开全国第一次对虾养殖工作会议，奠定了对虾养殖业的发展基础。1981年
，中国明对虾工厂化人工鱼苗批量生产并进人世界先进行列。至此，对虾养殖在沿海省域全
线展开，掀起了“对虾养殖高潮”。1984年，国内对虾养殖产量首次超过对虾捕捞产量。这一
时期，对虾养殖面积由1978年的0.13万公顷扩至1984年的3.34万公顷，年均大幅度增长71.
77%;其养殖产量由1978年的5x102增至1984年的1.93x104t，年均大幅度增长83.83%。
规模养殖阶段（1985-1988年）：自1985年起，全国开始推进对虾规模养殖生产。1986年
，对虾养殖业成为沿海170多个县、区渔区经济的主要产业之一，更是成为出口创汇渔业的
重要支柱。1988年，从美国夏威夷引进凡纳滨对虾。这一时期，对虾养殖面积由1985年的5
.%万公顷扩至1988年的16.29万公顷，年均大幅度增长39.81%;其养殖产量由1985年的4.07
x104t增至1988年的1.994x105t,年均大幅度增长69.84%。
稳定发展阶段（1989-1992年）：全国对虾养殖进人鼎盛发展时期，年产量稳定在2x105t吨
左右。1991年对虾养殖产量达到2.196x105t，中国一跃成为居世界之冠的对虾养殖大国。
这一时期，对虾养殖面积由1989年的15.26万公顷缩至1992年的13.90万公顷，年均稍微减
少3.06%;其养殖产量由1989年的1.858x105t增至1992年的2.068x105t，年均稍微增长3.63
%。
急剧衰退阶段（1993-1995年）：1993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病害袭击斑节对虾、长毛明对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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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吉明对虾、日本囊对虾、中国明对虾养殖，从华东到华南暴发流行性传染病一一自斑病
毒综合症，整个对虾养殖业受到严重打击。对虾死亡严重，产量急剧下降，1994年降至谷
值6.38x104t。但是，这次流行病害中凡纳滨对虾未受感染，显示出较强的抗病优势。这一
时期，对虾养殖面积由1993年的15.43万公顷缩至1995年的13.66万公顷，年均稍微减少5.9
1%;其养殖产量由1993年的8.77x104t降至1995年的7.84x104t，年均稍微减少5.45%。
恢复发展阶段（1996年至今）：随着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及综合防治的推进，对虾养殖业
自1996年开始逐渐复苏。1997年，凡纳滨对虾淡化养殖获得成功;1999年，成功培育出第一
代无特定病原体凡纳滨对虾苗;2000年，攻克凡纳滨对虾工厂化育苗关键技术。随之，对虾
养殖中心开始由北向南转移;2002年，中国恢复对虾养殖世界第一宝座;2009年，犹如瘟疫般
的虾病再度悄然来袭;2012年，全球暴发“虾瘟”。同年，国内对虾养殖格局发生转变，开始
兴起“南虾北养”。
2022年我国对虾产量为244.69万吨，同期国内进口为83.66万吨，出口为1.94万吨。我国对
虾消费市场规模从2017年的1514.15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2343.03亿元。

1993年左右爆发的“虾瘟”严重打击了我国的对虾养殖产业，而之后从国外引进的南美白对虾
成为了我国对虾养殖的主力品种。近几年我国南美白对虾产量一直稳定在我国对虾产量的92
% 左右，2022年我国南美白队虾产量达到225.14万吨。
当前，我国对虾主要产区是中国南方的沿海省份，但“南虾北养”的趋势也逐渐增强，山东、
河北等地也成为对虾产业的重要产地。2021年广东对虾产量达89.7万吨，占全国产量的38
%；北方地区的山东对虾产量为26.1万吨，占全国产量11%。

对虾养殖因养殖特点、养殖环境、管理方式等不同，养殖模式也有所不同。根据养殖场景不
同可为两大类：工厂化养殖模式、池塘养殖模式。根据管理方式不同，工厂化养殖模式主要
分为换水模式、循环水模式和生物絮团模式；池塘养殖模式主要分为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
式、高位池模式和传统单养模式。
公开研究结果显示，工厂化养殖换水模式总收入最高为28.23万元/亩、其次为工厂化养殖生
物絮团模式（25.2万元/亩）、工厂化养殖循环水模式（16.65万元/亩）、高位池（6.88万元
/亩）。工厂化养殖换水模式净利润最高为7.85万元/亩，其次为工厂化养殖生物絮团模式（7
.23万元/亩）。另外，池塘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成本最低，成本利润率最高为100%，
抗风险能力最高，其次为成本较低的单养池塘模式（63%）。另外，工厂化养殖三种模式中
，由于总收入和净利润较高，工厂化养殖生物絮团模式成本利润率最高，为40%，其次为工
厂化养殖换水模式（39%）。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对虾消费的不断增加，传统的捕捞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工厂
化养殖的出现为对虾养殖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通过控制环境条件、水质和饲料供
应，工厂化养殖能够提高对虾的生长速度和产量，确保稳定的产品质量。此外，工厂化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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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够减少对虾养殖过程中对天然资源的依赖，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通过技术创新和科
学管理，对虾工厂化养殖有望实现高效、可持续的养殖模式，为满足未来对虾市场需求做出
重要贡献。

《2024-2030年中国对虾行业市场行情监测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是智研咨询重要成果，是
智研咨询引领行业变革、寄情行业、践行使命的有力体现，更是对虾领域从业者把脉行业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智研咨询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立体的智库体系，多年来服务政府、企业
、金融机构等，提供科技、咨询、教育、生态、资本等服务。

报告目录：

第一章 对虾产品特性
第一节 对虾产品定义
第二节 对虾产品分类
第三节 对虾产品发展社会背景
第四节 对虾产业链概述
一、产业链模型介绍
二、对虾产业链模型分析

第二章 对虾市场分析
第一节 国际对虾市场发展总体概况
一、2023年国际对虾市场现状分析
二、2023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对虾行业情况
三、2024-2030年 国际对虾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节 中国对虾市场的发展状况
一、中国对虾市场发展基本情况
二、2023年对虾市场的总体现状
三、对虾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四、中国对虾行业相关政策分析

第三章 对虾行业所处生命周期分析
第一节 对虾行业生命周期
第二节 对虾行业技术变革与产品革新
一、对虾行业技术现状分析
二、对虾产品技术革新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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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进入/退出难度分析
一、对虾产品市场进入壁垒分析
二、对虾产品市场退出壁垒分析

第四章 中国对虾所属行业生产分析
第一节 2019-2023年对虾行业产能规模分析
第二节 2019-2023年对虾行业产量分析
第三节 对虾产业地区分布情况
第四节 未来几年对虾行业产量变化趋势

第五章 中国对虾所属行业供需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9-2023年对虾所属行业产销率分析
第二节 2019-2023年对虾所属行业进出口状况分析
第三节 2019-2023年对虾所属行业需求状况分析
第四节 2019-2023年对虾所属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五节 2023- 2029年对虾所属行业供需平衡预测

第六章 中国对虾产品价格分析
第一节 2019-2023年中国对虾产品平均价格回顾
第二节 2024-2030年对虾产品价格预测
第三节 中国对虾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第七章 对虾所属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9-2023年对虾所属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 对虾所属行业总体效益运行状况
一、对虾所属行业总体销售效益
二、2019-2023年对虾行业总体盈利能力
三、2019-2023年对虾行业总体发展能力
四、2019-2023年对 虾行业总体偿债能力
第三节 2023年对虾所属行业不同地区行业效益状况对比
第四节 2023年对虾所属行业不同类型运行效益对比
第五节 2023年对虾所属行业不同规模运行效益对比

第八章 中国对虾市场营销策略竞争分析
第一节 对虾市场产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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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虾市场渠道策略
第三节 对虾市场价格策略
第四节 对虾广告媒体策略
第五节 对虾客户服务策略

第九章 国内对虾行业重点企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与发展规划
第二节 湛江龙威水产实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与发展规划
第三节 亚洲海产(湛江)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与发展规划
第四节 海南翔泰渔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与发展规划
第五节 湛江市国溢水产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与发展规划

第十章 对虾企业发展策略分析
第一节 对虾市场策略分析
对虾价格策略分析
对虾渠道策略分析
第二节 对虾销售策略分析
一、 媒介选择策略分析
二、产品定位策略分析;
三、企业宣传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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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提高对虾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一、提高中国对虾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二、对虾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方向.
三、影响对虾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因素及提升途径
四、提高对虾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第四节 对中国对虾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对虾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二、对虾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三、中国对虾企业的品牌战略
四、对虾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十一章 2024-2030年对虾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
第一节 当前对虾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对虾行业未来发展预测分析
一、中国对虾行业发展方向分析
二、2024-2030年 中国对虾行业发展规模预测
三、2024-2030年 中国对虾行业投资发展趋势预测

第十二章 对虾行业项目投资建议
第一节 对虾行业技术应用注意事项
第二节 对虾项目投资注意事项
第三节 对虾行业生产开发注意事项
第四节 对虾行业销售注意事项

第十三章 2024-2030年中国对虾行业发展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24-2030年国内对虾产业宏观预测
第二节 2024-2030年中国对虾市场趋势分析
第三节 2024-2030年中国对虾市场发展空间分析
第四节 2024-2030年中国对虾市场战略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区域战略规划
四、产业战略规划
五、营销品牌战略
六、竞争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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