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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上市旺季的大闸蟹，突然出现“价格腰斩”：“10 元档”居多，零售价 1 只最低只要 7 元

大闸蟹价格走低 如何推动产业更好发展

需求的高速增长促进了养生茶产业的快速发展

养生+茶饮：一场创新融合的“双向奔赴”

阅 读 提 示
尽管大闸蟹价格下跌对消费者来说是好消息，但价格过低会导致养殖者的收入减少，

过度的竞争可能导致一些小型养殖场无法继续经营，甚至影响农村地区实现经济转型。

本报记者 李国

近段时间来，处于上市旺季的大闸蟹，突

然因为“价格腰斩”的话题冲上微博、抖音、小

红书等多个社交平台热门话题榜，重庆、武

汉、广州等多地大闸蟹“价格触及历史低点”。

“家里老小都喜欢吃，最近常来买几只加个

菜。”11月12日，家住重庆黄泥磅的吉女士对记

者说，“刚上市的时候，1只动辄三四十元，现在

便宜了一半，这两天比上周又跌了六七元。”

货源充足，应是价格回落的主要原因。记

者在重庆市场看到，大闸蟹来自“五湖四海”，

除了江苏和湖北两个大产区以外，福建、湖南

等产区的也不少，还有大量本地养殖蟹，货架

上数十种不同产区大闸蟹同时“打擂台”。

几家欢乐几家愁

11月 11日上午，记者在重庆颇具规模的

三亚湾海鲜市场看到，每家水产店大闸蟹专

区都明码标价，“10 元档”居多。“现在正是吃

蟹的时候，产区会抓住这一个月尽快出货，导

致价格下降。”做水产生意的刘宏明说，以母

蟹为例，2两重规格的降价差不多一半，零售

价最低只要 7元一只。

“确实比前阵子要便宜些，看嘛，我买了

几十只。”一位刚刚购买完大闸蟹的顾客笑着

对记者说，“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享受

一顿螃蟹大餐！”

中 研 普 华 产 业 研 究 院 发 布 的《2023-
2028 年中国大闸蟹市场深度全景调研及投

资前景分析报告》显示，2021 年全国河蟹养

殖面积 800 万亩，养殖总产量 80.83 万吨，

2022 年全国大闸蟹产量 78.22 万吨，需求量

77.69万吨。

该报告预测，相比于去年冰冻、高温等不

利天气，今年各螃蟹养殖地风调雨顺、气候适

宜，大闸蟹迎来了近三年产量峰值，今年的产

量应在 80 万吨以上，产值应在 350 亿元左

右。天眼查数据显示，全国现有大闸蟹相关

企业 8000 余家。其中今年 1~10 月新增注册

企业 560家，与 2022年同比上涨 34.3%。

在我国众多美食中，阳澄湖大闸蟹可谓

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被誉为“国之瑰宝”。苏

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新闻办主任姚水

生称，今年阳澄湖大闸蟹总产量预计在 1.1万

吨，较去年增加 1600吨。

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产业的

发展，加大对螃蟹产业的扶持力度。政策扶

持、资金补贴等措施，使得螃蟹养殖业迅速发

展，市场竞争力增强。这些因素也导致了螃

蟹价格走低。

“当前食用农产品价格一直没有出现上

涨，表现同比明显下滑，大闸蟹价格下滑就不

可避免了。”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高级分

析师马文峰说，消费能力不足也是今年大闸

蟹降价的重要原因。

“未来市场会稳步复苏，但可能时间会慢

一些。”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说，今年

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很大改变，大闸蟹普遍进

入价格跳水的周期，但优质大闸蟹的刚需度

还是客观存在的。

“小”螃蟹成就“大”产业

10 月底，中国第五届“名蟹大赛”在江苏

举行，山东东营市黄河口大闸蟹，继续蝉联

“中国十大名蟹”称号。而今，这只跨过了

1800 公里的大闸蟹，在重庆酉阳桃花源连起

了“山与海”的致富路。

“这只已经有 200克左右了，味道肯定巴

适！”11月 10日，在酉阳黑水镇大闸蟹养殖基

地，大涵村党支部书记石磊熟练地拎起一只蜕

壳5次的大闸蟹说，作为最早探索“东蟹西引”的

小山村，大闸蟹已经成为村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东蟹西引、稻蟹共生”的生态循环农业，

如今在酉阳县越来越多的乡镇落地开花，成

为东西部协作一张闪亮的名片。今年，酉阳

县 15 个大闸蟹基地预计收获 100 万只大闸

蟹，总收益可达 2000 万元，直接惠及农户

2023户 6154人。

“产业振兴需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

我们通过考察论证发现，酉阳桃花源水资源

丰富，而且水温适宜，十分适合大闸蟹生长。”

东营市河口区委常委、酉阳县政府党组成员

（挂职）刘斌说，在“鲁渝合作”中确定了“政府

搭台、市场运作、农民主体、企业参与”的“东

蟹西引”产业帮扶路径。

据了解，黄河口大闸蟹产业早已不再仅

限于养殖到销售单一链条，东营市引进一线

技术管理人员，聘请高校国内权威专家为高

级顾问，打造“稻乡蟹缘”示范片区实现一地

两用，开展“科研、养殖、加工、电商、旅游”为

一体的产学研活动，把群众纳入大闸蟹产业

发展全链条。去年群众人均收入超过 3.6 万

元，实现了盐碱地变身“金饭碗”、毛螃蟹成为

“富民蟹”的华丽转身。

事实上，地处内陆的重庆，年产大闸蟹超

过 200万吨，养殖户遍及 20多个区县，大多产

品输入北上广深。今年 5 月 1 日起，“酉阳桃

花源高山大闸蟹”宣传片惊艳亮相北京地铁，

将滚动播出 180天。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京东超

市发布的《2023 中秋消费观察》显示，今年 10
月以来阳澄湖大闸蟹搜索量超过 500万次，宿

迁霸王蟹、兴化大闸蟹、盘锦河蟹的搜索量同

比大幅增长，其中宿迁霸王蟹增幅达 407%，

国人对这道美味大餐的喜爱可见一斑。

大闸蟹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喜爱的美食

之一，但随着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变化，人

们的需求也在悄然改变。尤其是年轻一代，

更加偏向于健康和多样化的饮食选择，而不

是传统的大餐。为此，在产蟹大市江苏靖江，

仅蟹黄汤包一项，当地就有 1900余家餐饮企

业参与，蟹黄、蟹肉的用量每年超过 120 吨，

产值超 10亿元，带动了上万人就业。

“我们的工厂和门店一年大概要用 100
多万斤的螃蟹，每天大概在 3000斤。”江苏靖

江食品公司总经理孙华靖说，在全市大闸蟹

的产业链中，当地餐饮企业是蟹农最主要的

客源，企业根据需求从蟹农手中买来螃蟹，加

工成汤包、熟醉蟹、清蒸蟹等各种美食。

“过去 20 余年，大闸蟹行业经过了品质

和品牌两次成功的升级，影响深远，行业的第

三次变革已经箭在弦上。”苏州市阳澄湖大闸

蟹行业协会创始会长杨维龙说，今年 8 月到

10 月，苏州大闸蟹产业带商家加速入驻抖音

电商，商家数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200%，订单

量也同比翻倍增长。

阳澄湖大闸蟹的崛起，成就了一个享誉

至今的“金字招牌”，只要是来自阳澄湖的大

闸蟹就能卖上好价钱。但也正是因为这块金

字招牌成为价格的保证，仿冒阳澄湖大闸蟹

的乱象始终层出不穷。

线上电商平台一些缺斤短两、虚假宣传，

蟹卡乱象等，也在一定程度影响消费者的购

买欲望。“蟹卡也好，电商也好，这一块‘挂羊

头卖狗肉’、高价低质、以次充好乱象太多，会

影响到一部分人对于大闸蟹的消费欲望，以

及消费的信心。”朱丹蓬称。

记者注意到，在今年规范大闸蟹市场的

诸多举措中，阳澄湖推出的“数字溯源蟹”格

外吸睛。据悉，其旨在通过 AI、区块链技术

解决实际难题，为传统品牌 IP 注入数字文化

内涵，助力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融合发展。

今年 7月，大闸蟹行业首个供应服务质量

团体标准——《农产品供应服务质量要求——

大闸蟹》发布，建立了从源头到养殖、从产品到

深加工、从物流到服务的数字化农业全链条监

管体系。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消费品安全与质

量感知实验室主任刘霞称，此次团体标准的发

布，不仅填补了大闸蟹行业在供应服务标准上

的空白，更能有效推动大闸蟹产品供应服务的

规范、有序，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行业营

商环境。

蟹状元是大闸蟹行业统一标准化的牵头

者,该公司董事长高超表示：此举不仅有助于

规范企业生产经营秩序，还能够进一步推动

大闸蟹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以硬核实力持

续打造民族品牌和国货名片。

本报记者 杨冉冉

随着夏季中药房配酸梅汤的短视频爆火，

掀起一股养生饮品潮流后，药食同源的理念正

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秋冬季这股潮流

仍在延续，不少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开起了养生

茶饮店，还有不少药店、茶室也都推出应季养生

茶饮品。

一时间，消费者从“口味党”变成了“成分

党”，更看重饮品的成分和功能。在消费者新口

味的引领下，中医药食材与饮品行业正在开启

一场创新融合的“双向奔赴”。

需求高速增长

市场上，降压养生茶、降糖养生茶、减肥养

生茶等具有功能特征的养生茶正在成为新的

消费热点。

在北京国贸附近一家装修古朴的茶室内，记

者注意到50多种茶饮琳琅满目，手冲陈皮六堡茶

45元、桃胶暖姜煮红茶46元……摆放10余张桌

凳的茶室内座无虚席，养生茶饮品很受欢迎。

在方庄附近的百姓大药房，一进门，就能

看到摆放在门口的几个贴着“养生茶”标识的货

架，瓶瓶罐罐里装着菊花、茯苓、黄芪、芡实等中

药材，供消费者选择搭配。记者注意到，药店里

还有多种分装好的成品养生茶售卖，有补肾茶、

祛湿茶、雪梨润喉茶、痛风茶、清肝明目茶、暖宫

茶等等。

养生茶饮店也成为一些中药企业的跨界

新宠。今年 5月 21日，陈李济陈皮养生茶道馆

(北京首店)开业。此外，同仁堂旗下知嘛健康、

华北制药旗下甄饮子、一方制药旗下一方四季

本草轻养茶等，均受到消费者喜爱。

养生茶的新潮流同样也引起了饮品行业的

关注。元气森林 2021年推出无糖草本茶——

纤茶，业绩连续两年 300%增长，成了元气森林

新晋亿元水平的品牌。

养生茶需求的高速增长，也引来了众多入局

者参与竞争。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养生茶相

关企业共有1390余家，其中近四成成立于5年内。

新生代的消费选择

财通证券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随着全

民大健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消费者从被动的

寻医问药变为主动的健康管理，药食同源食品

等成为热销品类。

养生同样也成了当代年轻人的新追求。

据新华网发布的《Z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

当下的养生消费主力军正是年轻人群体。18~
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占到了健康养生消费人

群的 83.7%。而年轻人对口味、品质有着独特

的评判标准，药食同源加滋补类成为新生代消

费选择。

在外卖平台搜索“养生茶”，能看到玉米须

桑叶茶、熬夜甘清茶、新会陈皮雪梨汤等多种现

制养生茶饮品，定价在15元到30元之间。相关

网络数据显示，今年 10月 16日以来，关键词带

有“养生”的外卖餐品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72.20%。

针对年轻人的养生需求，包括同仁堂在内

的众多品牌，推出“熬夜水”等系列产品，据称成

分中包含蜂王浆、人参、红枣等食补材料。今年

5月，一整根人参纵贯整瓶的“一整根”熬夜水，

在罗森等便利店上架后，引发不少年轻人跟风

“尝鲜”。据统计，8月份，该款饮料在外卖平台

的销量较5月实现了翻倍增长。

可以说，养生茶凭借健康的标签、多样的

口味，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年轻人已成为消费养

生茶的主力军。

产业尚处起步阶段

有业内专家认为，“养生茶”正在走俏，市

场呈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但养生茶产业尚处

起步阶段。

总体来说，养生茶产品多而杂，以原料形

态的产品为主体，缺乏整体、系统化、功能性

的产品创新；其次，品牌越来越多，但知名品

牌少。如何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市场化的要

求进行产品创新，是养生茶产业发展面临的

难题。

同时也有业内专家提醒，养生茶会选择一

些公众认知度比较高的药食同源食材，再结合

口味要求调整，不能夸大“养生”的功能。

“这类产品本质是茶饮，不是药。在原料

上会摒弃部分传统奶茶或茶饮使用的人造成

分，也会降低糖含量，药食同源也有益健康，但

效果如何有待考究。”业内专家表示。

“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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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昂

立冬已过，秋冬之交吃饺子，是我

国很多地方的民俗。作为一种深受消

费者喜欢的食品，小小的饺子背后，相关

企业可不少。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现

有饺子企业10万家，其中今年前10月新

增8900余家，较上年同比上涨29.3%。

作为一种食品，饺子的单价并不

高，正因如此，有的人会认为，饺子是个

小产业。实则不然，饺子内有复杂的馅

料，原料从蔬菜到肉类不一而足，这就

使得饺子作为一种成品，有多样化的上

游产业链。

事实上，馅料里面的食材究竟如

何，入嘴前不清楚，产品能否打开市场，

消费者的信任度非常重要。

在工业制作流程不断趋同的前提

下，原材料已经成为饺子产业的重要竞

争点，一方面要保证包括面粉、蔬菜、肉

类等原材料的质量；另一方面，则需要

稳定供应量和供应价格，且交易渠道和

运输渠道畅通，特别是在饺子用量大，

但蔬菜产量有限的冬季。在这样的情

况下，相关企业能否拥有自己稳定的原

材料产地，非常重要。

换言之，想做好“小饺子”，需要有

完整的“大产业”链条体系。不过，许多

饺子企业本来就是中小企业，独立运作

原材料生产基地并不现实，从成本和规

模经济的角度而言也有难度。

目前，有的地方以县域和市域为

范围，打造饺子产业链，带动当地优质

小麦、蔬菜、畜禽等产业的发展，形成

资源互补和共享，又有成本优势，值得

借鉴。

其实，作为一种即煮即食，又包含

多种营养，且口味多样化的食品，加上

冷冻技术的广泛应用，饺子的消费场景

早已不局限于节日团圆餐和“上车饺子

下车面”。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饺子不论是单独食用还是配

合佐餐，都是颇受欢迎的，且自家制作费时费力还考验技

术。这就使得饺子相关企业有必要拓展更多消费场景，满

足各层次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而在这一过程中，相关企业也需要及时了解消费者的

口味变化，在产品创新上下足功夫。

11 月 13日，运输车辆在江苏连云港
港煤炭码头转运电煤。进入冬季，江苏
连云港港优化煤炭运输布局，开通“绿色
通道”，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作业，加快冬
季电煤运输，全力保障发电企业供暖用
煤需求。

王春 摄/中新社

青岛建成全市服务企业统一平台
本报讯（记者张嫱）11月 2日，山东青岛发布全市服务企

业统一平台，包括惠企政策发布兑现、企业融资服务、企业诉求

办理 3个平台，可以实现惠企政策“一口兑现”、为企业提供“一

站式”融资服务、企业诉求“一口受理”。

为保障平台规范有序运行，青岛近日印发三个平台管理暂

行办法，对每个平台业务范围、职责分工、内部运转，以及监督

评价、工作保障作出明确清晰界定，提出具体要求。比如要求

青岛惠企政策于正式印发次日发布，市级以上各类惠企政策兑

现项目要“应上尽上”；要求金融机构对企业发布的融资需求积

极响应，及时反馈成交情况；要求接到企业诉求后，属于区市、

部门自身职责的直接办理，需要转办或者联合办理的，由市平

台转相关部门办理，办理情况全程跟踪督导。

建设全市服务企业统一平台，是青岛完善服务企业长效机

制、提升服务企业质效，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平台的建设运行，不仅有利于直接

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还能够倒逼干部队伍在优化为企服务

中转作风、提能力，推动“深化作风能力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

动向纵深发展。

服务新能源汽车下乡江西建设充电示范点
本报讯（记者王晓颖 通讯员郭紫华）截至目前，国网江西

省电力有限公司利用供电所等场所，首批选择了 134个供电所

作为示范点，建设的 250根充电桩全面投运并对外开放。

充电不便一直是新能源汽车车主头疼的问题之一，这也影

响了新能源汽车的普及。该公司研究部署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决定充分利用供电所优势，大力建设充电桩。在组织开

展供电所土地产权、地理位置、空地面积和充电桩用户等数据

画像分析，编制供电所充电桩建设规划，从全省近千个供电所

中筛选出 134个具备充电桩建设条件的供电所，作为公司利用

供电所等场地建设充电桩服务新能源汽车下乡的示范点，下达

营销专项及配网基建资金 7500万元。供电所充电桩建设采用

典型设计方案，统一安装 120千瓦一体式直流充电桩，建成后

对外开放，严格执行规定电价。

据悉，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统筹推进充电桩供货、电力配套

工程及充电桩本体建设进度，建立省、市公司及供应商周例会

机制，快速推进并解决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电网配套等问题。在

充电桩到货后，在 134个供电所高标准建设投运了 250根充电

桩，同时积极争取产业单位同步投资，建设公用充电桩 170个，

助力实现“县县有站、乡乡有桩”目标。

高速道岔首次系统集成出口欧洲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董海岩）11月 8日，随着 5

组匈塞铁路时速 200公里/小时客运专线道岔从位于河北秦皇

岛的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厂区起运，标志着中国高速道岔制

造技术首次系统集成出口欧洲。

据了解，匈塞铁路连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

首都布达佩斯，为客货共线双线电气化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

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匈塞铁路全长

341.7公里，塞尔维亚境内长 183公里，设计时速 200公里。匈

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区段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联营体

总承建，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制造铁路道岔。

据介绍，匈塞铁路的设计采用欧洲标准，与中国铁路技术标

准存在较大差异。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对标准之间的差异进

行了细致分析与研究，做到了中国设计与欧洲标准有效融合。

匈塞铁路道岔技术要求高、结构特殊，增加了制造难度，为攻克

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中铁山桥成立专项攻关小组，制定详细的加

工方案，设计了专用刀具和工艺装备，采用先进道岔智能生产

线，使得产品设计和质量均达到目前道岔行业的最高制造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