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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龙虾市场难再有“好声音”
餐饮商：利润下滑生存困难 批发商：本地龙虾优势丧失 养殖户：夹缝中求生存

龙虾产业一直是合肥的特色经济之

一，据统计，几年来，合肥市财政累计对

龙虾产业投入超过1000万元。目前，

合肥市龙虾产业经济的总规模已突破

20亿元，从业人员近3万人。从数据上

看，龙虾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

然而，日前民间却有另一种声音在

“唱衰”，称随着人们健康饮食理念的提

升，以及小龙虾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负面

新闻影响，龙虾产业已现空前危机。

到底真相如何？近日，记者做了详

细调查。

夏季是龙虾餐饮的高峰期，记者采访的首站，是龙虾餐饮最有名气的宁

国路龙虾一条街与琥珀山庄龙虾街。

虽然名为龙虾一条街，但整个街上却并非全是龙虾有关的餐饮，但几家名

气大、资格老的龙虾店，如老谢、阿胖等依然是整条街上的招牌与人气来源。

晚上9点，正是人们消夜的黄金时间，走进几家大型龙虾店，可以看到龙

虾店内的人气非常红火，上座率几乎都在8成以上，且人流不断，几乎有一桌

用餐完毕，马上就会有新的顾客重新上桌。而在琥珀山庄，记者发现，这里

的龙虾店虽然以小型龙虾排档为主，但人气却丝毫不弱，室内室外都挤满了

前来品尝龙虾的食客。

然而，虽然生意如此红火，店家却依然无法“安心落意”，“成本越来越

高，竞争越来越激烈，相应的，利润也在下降。”阿胖龙虾的吴经理这样说道。

吴经理告诉记者，合肥的龙虾货源大多销往外地，本地市场反倒成为了

“第二选择”，外地的销路好的话，合肥的龙虾价格就要提高，加上物价上涨

等原因。今年以来，龙虾的价格每斤上涨了5元多，但因为竞争激烈，店家也

不敢将成品价格抬高，一来二去，总利润也随之不断下降。

“抱团”餐饮：生意红火、利润下降

与宁国路、琥珀山庄等“扎堆”龙虾店铺的红火不同，一些“散户”龙虾

店，却面临生存困难的窘境。

张老板原本在三孝口附近经营一家小型的龙虾店，虽然并没有选择到

大型夜市“抱团”，但凭借着价位和口味上的优势，前几年，张老板的龙虾店

生意也算红火。

但从去年开始，受到一些龙虾负面传言的影响，张老板的龙虾店生意开

始一落千丈，今年以来，虽然传言的影响已经逐渐消除，但龙虾店的生意却

始终未能恢复到从前。进入今年，张老板索性将店铺出租，另谋出路。

“龙虾一年的旺季也就4-8月，从10月份到年底，基本就没有人会来吃

龙虾，一些大型的店或者排档，还能凭借人气支撑，像我们这种小店，淡季的

时候日子是很难过的。”

张老板告诉记者，不仅仅是他的龙虾店遇到窘境，他身边有一些同样开

龙虾店的朋友，也都多少遇到了问题。“现在一说吃龙虾，大家都会想到那些

比较有名的店或者夜市，但如果要把店开在那边，高昂的费用也让我们无法

接受，像我们这种小店的生存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小。”

小型餐饮：盈利周期长、生存困难

在对龙虾消费市场调查的同时，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者，结果发

现，龙虾消费市场面临的挑战，除了成本与竞争，还有消费者理念的转变。

“前几年吃龙虾真的蛮疯的，到了消夜时间，几个朋友喊着出去坐坐，目

的地肯定就是龙虾排档，夏天的时候，一个星期能去4~5次。但现在不一

样，看了很多关于小龙虾的负面报道，且不论真假，心里没阴影是不可能的，

加上现在都提倡健康饮食，减少消夜的频率。现在晚上，我都会克制自己去

吃龙虾的欲望，除非有朋友实在想去，才会偶尔去一次。”采访中，受访者陈

先生告诉记者。

陈先生的想法也绝非个案，在采访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被访者都表

示，自己如今去吃龙虾的频率要比以前少上许多，健康和对品质的担心，成

为这些受访者对龙虾止步的主要因素。此外，七成以上的受访者也表示，即

使去吃龙虾，也会选择一些资格较老，店面较大的龙虾店就餐，“图个安心”。

消费者：已过了疯狂消费的年代

而与消费市场相比，龙虾批发中转市场

面临的挑战则更加艰巨。

刘老板是周谷堆批发市场一位多年从事

龙虾批发的老板，如今，他给合肥龙虾市场下

的定义是：“销路变得越来越窄，优势正在逐

步丧失。”

刘老板告诉记者，几年前，安徽出产的龙

虾由于上市时间早，在全国市场上是非常受

欢迎的，基本上各地的市场上，都能看到安徽

龙虾。而如今，随着江浙市场的龙虾上市提

前，安徽龙虾的天然优势正在丧失，如今的龙

虾销路十分狭窄，要么抢时间卖往江浙，要卖

就卖给安徽境内的一些大型虾仁厂。有限的

销路也进一步限制了龙虾的价格，加上越来

越多“竞争者”投身龙虾产业，刘老板坦言：

“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与此同时，合肥本身的龙虾消费市场，却远

远无法满足批发市场的需要。“合肥的龙虾消费

市场，需求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发展也比较缓慢，

基本上只占到我们批发龙虾总量的2成以下。”

刘老板担心，随着恶性竞争的加剧和销

路的不断萎缩，龙虾市场的未来不容乐观。

批发市场：本地龙虾的优势在丧失

养殖户：“打时间差”成为生存之道
李强是寿县的一名龙虾养殖户，除此之

外，每年6-7月，他会驾车在同村收购散户的

龙虾，而后统一送往合肥的批发市场销售。

“现在合肥批发市场上的这些小龙虾，大

多是野生，小龙虾是一种繁殖很快的生物，在

我们那里，只要一下雨，沟里、塘里都能抓到

不少龙虾，这些龙虾一般比正常养殖的要早

上2个月左右，因此销路较好。”李强正是看

中这一点，除了正常养殖之外，收“野龙虾”而

后转卖，成为他的主要盈利来源。

“其实，我们那里所谓的龙虾养殖户，也

大都不是专业的。不知道是技术还是什么别

的原因，如果是刻意地去养殖，很少有成功

的。像我虽然是养龙虾的，也只不过是家里

的池塘中刚好产龙虾。”李强告诉记者，虽然

龙虾的产量短期内不是问题，但科学的养殖

方法却一直没有被摸索出来，这让养殖户们

都有种“不踏实”的感觉。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浙一带有较为

完善的龙虾产业链。“江浙那边的龙虾都是专

业养殖的，产量、出产时间和质量，都比较稳

定，消费市场也比我们这边大的多，相比之

下，他们的龙虾根本不愁销路。”李强告诉记

者，由于竞争力相对较差，如今，合肥周边的

龙虾养殖户，大多采用“打时间差”的方式谋

求生存，即在江浙地区的龙虾上市前，收购野

龙虾赚取差价，而自己养殖的龙虾，则等到江

浙地区的龙虾下市后，再上市出售。

“夹缝中求生存，这就是养殖户目前的处

境。”李强告诉记者。记者 宁大龙 文/图

合肥批发市场上的小龙虾多销往大型的虾仁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