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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采用实地调研法对广东湛江2018—2019年南美白对虾价值链的价值活动、增值结构及

其形成原因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①在湛江南美白对虾价值链的育苗、养殖、批发和零售等环

节中,养殖环节增值贡献率最高,为50.5%,利润分配最低仅25.6%;零售环节增值率低,仅为

31.1%,利润比例分配却最高,高达51.8%;②造成养殖户投入高、收益低的原因包括养殖成本高、

苗种质量不稳定、养殖户组织化程度低、议价能力差等。鉴于以上原因,建议:实行集约化和规模

化养殖;加强种苗研发,提高种苗质量;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提高养殖户议价能力;调节对虾价值

链的利润合理分配,以促进渔民增收和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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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paper,thefieldresearchmethodwasusedtoanalyzethevalueactivities,value-

addedstructuresandtheformationreasonsofthevaluechainofPenaeusvannicusinZhanjiang,

Guangdongfrom2018to2019.Theresultsshowedthat:(1)amongtheseedling,breeding,whole-

saleandretailofPenaeuschinensisvaluechaininZhanjiang,theincrementcontributionrateof
thebreedinglinkwasthehighest,50.5%,andtheprofitdistributionwasthelowest,only25.6%.

Thevalue-addedrateoftheretaillinkwaslow,only31.1%,butthedistributionofprofitratio

wasthehighest,reaching51.8%.(2)Thereasonsforhighinputandlowincomeoffarmersin-

cludedhighbreedingcost,unstableseedlingquality,lowleveloforganizationoffarmers,poorbar-

gainingpower,etc..Inviewoftheabovereasons,itwasrecommendedtoimplementintensiveand

large-scaleaquaculture;strengthenseedlingresearchanddevelopmenttoimprovesee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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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vigorouslydevelopprofessionalcooperativestoimprovefarmers'bargainingpower;adjust

thereasonabledistributionofprofitsintheshrimpvaluechaintopromotefishermen'sincomeand

industrialhealth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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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南美白对虾是我国海淡水大宗养殖品种,在我

国水产养殖业占据重要地位,其养殖量占我国对虾

养殖 量 的70%以 上,总 产 量 稳 居 世 界 第 一。自

1988年引入我国后,南美白对虾养殖在我国迅速发

展,养殖模式由最初的育苗室改造养殖,扩展到专

业工厂化养殖、小棚土池养殖、大棚高位池养殖等

多种设施化养殖模式[1]。从产业层面看,南美白对

虾产业链不断完善,形成了养殖、加工、运输、销售

等一整套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体现了南美白对虾产

业链上价值的传递与增值。

湛江海产资源丰富,素有“中国对虾之都”的美

称,现已形成了成熟的对虾产业链。2015年,湛江市

的对虾苗种产量、养殖产量、养殖面积、加工规模、进

出口交易量均获全国第一,其中南美白对虾因生产速

度快、出肉率高等特点,备受市场欢迎,成为当地主要

养殖的对虾品种[2-3]。但与此同时南美白对虾产业

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病害严重、售价低迷、外国市场

的冲击和渔民减产降收等,已到产业转型、格局调整

的重要关口。因此,有必要对其展开研究,为促进渔

业增效和渔民增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价值链理论最早由波特提出:“每个企业都处

在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一个企业要赢得和维持竞

争优势不仅取决于其内部价值链,还取决于其所在

的一个更大的价值系统(即产业价值链)中[4]”。随

着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该理论被学者们广泛运用

于研究产业链的价值属性,尤其在渔业水产品领

域。国外的水产品价值链研究相对国内较为成熟,

学者们对主体环节、增值影响因素和各环节成本收

益等方面进行研究。如,Ramon[5]选择西班牙直布

罗陀海峡红绸价值链为研究对象,分析各环节间的

价格传递及因果关系,总结链中各环节利润率的变

化对渔民增收的影响。VillyChristence等[6]结合

生物系统模型分析青花鱼、金枪鱼和蛤蚌3种价值

链,核算各环节的收益和成本分析,从生态和经济

角度比较最大可持续产量。RinaMariaRosales[7]

对菲律宾各地的特定鱼类进行了8项价值链研究,

探讨小规模渔业管理价值链分析所产生的经验教

训以及干预措施。此外,还包括珊瑚鱼群[8]等品种

的价值链研究。

国内研究中,邓云锋等[9]认为根据关键环节的不

同,我国渔业产业存在着以养殖、捕捞和水产品加工

为主的3种产业价值链,同时提出了价值链分析方法

可应用于渔业的条件,即分析对象是一系列价值增值

活动的链条。笔者基于该基础理论展开研究。

当前我国价值链在渔业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

在特定区域内某一品类或品种的水产品的研究。

如郭宗香等[10]对上海市淡水养殖业价值链进行定

量分析,得出“水产养殖渔民-批发商-零售商”价

值链中各环节的增值情况。任爱景等[11]选择增值、

单位净利、总资产收益率3个指标对我国大菱鲆产

业价值链进行价值链测算,结果表明,各环节价值

增值由高到低依次为餐饮、养殖、育苗、综合经销、

运输、批发、中介,资产收益率呈“微笑曲线”形态。

张士军[12]对红岛蛤蜊产业链构成、价值传递过程进

行精细化研究。结果显示,在红岛蛤蜊价值链中,

加工和销售环节的价值增量在整个价值增量中所

占比重较高,养殖户所分摊的单位成本最高但却处

于价值链的低端。张亚楠[13]、顾婧颖[14]分别对广

西罗非鱼、秋刀鱼进行了价值链结构及增值分析。

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外对水产品价值链的研究

尚未形成成熟的分析框架,并且局限于部分鱼类和

贝类,如金枪鱼、大菱鲆、秋刀鱼、蛤类等,缺少对

虾、蟹类等其他品种的研究。而目前国内虾类的研

究更多集中在经济效益方面,如陈文汉等[15]、廖泽

芳等[16]从宏观层面对我国对虾产业现状进行剖析;

黄增明[17]、孙松等[18]从微观层面分别对利用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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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促进对虾养殖业发展和对虾养殖净收益的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南美白对虾这一对虾品种也不

例外,除了技术层面,其定量研究更多体现在效益

测算上,如康保超等[19]、王静等[20]都对我国南美白

对虾不同养殖模式的成本收益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未有学者对南美白对虾价值链进行研究。

因此,本研究以对虾主产区湛江市为例,选取南

美白对虾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南美白对虾价值链,

分析其增值过程和增值能力。现有水产品价值链研

究中,大菱鲆和蛤类的研究测算方法对本研究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并且本研究将对其采用的研究范式及结

论进一步验证。但由于品种特性不同,南美白对虾价

值链增值情况也略有不同。在此基础上,结合调研内

容,本研究进一步解构了各环节主体的成本组成,以

此深入分析增值现状的形成原因,以期为南美白对虾

产业价值链的定量研究做一些有益的探索性工作,同

时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2 南美白对虾产业价值链构成

产业价值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产业

价值链是指直接满足消费者某种需要的效用系统

的企业的集合。而广义概念是在此基础上,再包含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科研部门等辅助行业健康发

展的产业部门[21],本研究所论述的南美白对虾产业

价值链是指狭义的产业价值链。南美白对虾育苗

企业、养殖企业(户)、产销经销商、加工企业等为共

同消费者创造价值的业务环节就构成了产业链中

的价值链节点[22],形成了产业价值链的主链。而其

他助推行业发展的部门或组织,主要通过提供渔业

科研、技术推广、渔业物资供应等服务来形成辅链,

这些环节衔接紧密,环环相扣,促进整个价值链的

良性互动。图1为我国南美白对虾完整的产业价

值链。

图1 南美白对虾产业价值链

南美白对虾价值链可以定义为一条从南美白

对虾养殖到消费者的增值链,主要包括4个阶段,即
南美白对虾育种及养殖、加工、流通、消费。结合实

际调研情况,选择湛江“育苗企业—养殖户—批发

商—零售商—消费者”作为主要研究链条。

3 研究方法及价值增值分析

3.1 研究方法

3.1.1 调查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虾蟹产业技术体系产

业经济研究室2018—2020年的实地调查,采用问卷

调查及专家访谈相结合的调研方法,详细了解南美

白对虾价值链各参与主体的基本情况,并对各环节

进行增值分析,研究其增值结构特征,总结出不同

环节的经营实况,以此探究该行业的整体发展情

况。考虑到各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分别设计了针对

育苗企业、养殖户、流通商的3种调查问卷。在数据

采集方法上,育苗环节中,选择1家具有代表性的育

苗企业进行典型调查(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

合),了解苗种培育过程及生产投入;养殖环节中,

深入了解南美白对虾养殖过程及成本收益情况,采
用随机抽样法,得到有效问卷16份;流通环节中,在
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地切实了解流通、销售渠道,

并对鲜活南美白对虾的规格和价格进行调查,得到

有效问卷42份。通过样本回收统计,共遴选有效问

卷59份。

3.1.2 价值链测算方法

本研究选择3个指标进行对比和测算:单位成

本、增值、单位净利润。
(1)单位成本:育苗企业的单位成本即为每单

位南美白对虾虾苗的生产成本,单位成本=总成

本/总销量,计算公式为Ci=
C
Qi
;对养殖户、批发商

和零售商而言,单位成本=收购成本+新增成本,

计算公式为Ci=PCi+NCi。
(2)增值:南美白对虾价值链上的增值,即各环

节销售价格与进价的差额,计算公式为Vi=Pi-
Pi-1;增值比例是指每个环节的价值增值占该条价

值链各环节增值总和的比例,计算公式为:ΔVi =
Vi

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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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位净利润:反映价值链各参与者分配的

净利润,单位净利润=增值-新增成本,计算公式

为Ri=Vi-NCi;利润比例是指每个环节所获取的

利润占该条价值链各环节利润总和的比例,计算公

式为:ΔRi=
Ri

Ri
。

3.2 价值增值分析

构成南美白对虾产业价值链的组成部分是一

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动,相互制约,每个环节都

是由大量的同类企业构成,上游环节和下游环节

之间通过大量的信息物资、资金等完成交换关系,

是一个价值增值过程。故养殖户、加工企业、流通

商的主要目的是使产品价值增值,并努力实现最

大化,即 让 产 品 价 值 与 产 品 成 本 之 间 的 差 额 最

大[23-24]。下文将“育苗企业—养殖户—批发商—

零售商—消费者”划分为相互的经营活动,并分析

其增值过程。

3.2.1 南美白对虾育苗环节

育苗环节是价值链的首要环节,苗种质量直接

影响到后续各环节参与者的价值实现能力和利润

分配。育苗企业生产南美白对虾苗种的工艺流程

分为“产前、产中、产后”三大部分。产前,检测并处

理培育环境和水质;育苗时,先检测亲虾质量(是否

携带病毒、细菌),随后养殖并促熟亲虾、流水孵化

幼体,对质检合格的幼体培育至相应规格;产后,进
行全套虾苗检测后方可出售。由于育苗企业对管

理、养殖技术和水体环境的要求比普通养殖户高,

因此,养殖户一般不会自行培育虾苗。该环节中,

亲虾质量和培育技术关系到虾苗质量及育苗环节

的增值能力,更是后续养殖环节中养殖成败的关

键。一方面,我国南美白对虾的亲虾多依赖于进

口,近年来由于来源混乱和近亲繁殖,虾苗质量不

稳定,时而出现生长速度下降、存活率低、病害频发

等问题;另一方面,培育技术影响虾苗的成活率,由
于幼体对水体环境(温度、盐度、无菌、排泄物)的敏

感性较高,环境变化易导致虾苗出现应激反应而死

亡,因此水质调控、饵料投喂、盐度、温度控制均影

响虾苗质量。这些关键措施的投入体现在成本费

用上。育苗企业通常以万尾为单位销售苗种,每万

尾虾苗的成本约为67元,其成本项包括亲虾、饵料、

人工成本、科研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租金、设

备维修等,其中,亲虾费用、饵料费用、固定员工工

资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28.3%、25.3%和19.5%,

共占成本费用的七成。

3.2.2 南美白对虾养殖环节

养殖环节是该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养殖户向育

苗企业购买苗种后,将其饲养至相应规格,随后将

成虾销售到收虾中介或批发商手中,因此“生产出

相应规格和质量良好的南美白对虾”即为养殖环节

的重要增值活动,其关键在于苗种选择和养殖技

术。湛江当地大部分为高位池养殖模式,本次选取

的样本皆为家庭养殖户,一个生产周期的产量约为

13350kg/hm2。经测算,养殖户每生产1kg南美

白对虾所需要的苗种费用为3.2元,其他新投入成

本为32.2元/kg,包括饲料费用、人工成本、设备和

消耗性费用(虾药费用、水电气费)、仓储费用(生产

资料仓储)、土地租金和其他费用等。其中,饲料费

用、水电费和虾药费用是维持南美白对虾养殖活动

的主要支出。饲料质量影响南美白对虾的生长速

率,后两项则是通过VC、调水制剂的使用让南美白

对虾健康生长,3项成本所占比例分别为54%、

17.6%和16%,仅这3项成本便占总成本的80%
以上。

3.2.3 南美白对虾流通环节

我国南美白对虾的销售活动可分为对外出口

和国内销售,外销是将南美白对虾加工产品出口至

国外;内销方面,鲜活南美白对虾经由流通商进入

零售市场,南美白对虾加工品则是通过经销商进入

市场。湛江鲜活南美白对虾的国内流通渠道包括

批发市场、生鲜超市等,流通环节包括批发和零售

两个环节,流通渠道的不同也会导致投入成本的差

异。以大型批发市场为中心进行交易活动仍是我国

鲜活南美白对虾流通的主要方式,流通商起着连接生

产地与销售地的作用。以湛江市霞山水产品批发市

场及各零售市场的流通商为调研对象,了解到批发商

和零售商新增成本项目包括:运输费用、租金、工人工

资、水电费、水产品损耗、固定资产折旧等。

批发商的主要活动包括集货、暂养、装车和运

输,他们从不同的养殖户手中收购南美白对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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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增氧设备、加冰和调配盐度来进行活虾暂养,最

后运输至批发市场销售,长距离的销售地包括广州

黄沙市场、广西南宁市场、成都市场等,短距离则是

在本地流通,本次研究的是湛江本地流通渠道。对

于本地批发商而言,运输和暂养是该环节增值的关

键活动,运输实现了活虾在生产地和销售地之间的

转移,合理的暂养措施会使南美白对虾的损耗率降

低,如果盐度调配得当,部分活虾还会因此增加重

量,提高了总销售额,相当于降低运输成本。批发

商投入的成本分为进货成本和新增成本,其进货成

本约为47元/kg,新增成本约为5.7元/kg,其中

运输费用和租金费用(批发市场)所占比例最多,

分别为38%和24%,约占新增成本的六成左右,

是影响批发商收益的关键项目。

零售商向批发商收购南美白对虾后,用小型车

运送至市场零售点,再售卖给消费者。销售活动是

其重要的增值活动,特点是交易规模较小,交易频

率高,因此南美白对虾的质量把控、销售地点和营

销方式尤为重要。零售商的进货成本为61元/kg,

新增成本为3.5元/kg,其中租金、损耗费用和人工

费用所占比重最多,分别为26%、24%和18%,约占

新增成本的七成左右,是零售商的主要支出。

3.2.4 南美白对虾价值链的价值增值分析

“育苗企业—养殖户—批发商—零售商—消费

者”价值链选取的测算单位是终端消费者每获得

1kg(50~60尾)南美白对虾时,各参与者的投入成

本、增值和利润。选定该成虾规格的原因在于湛江

生产和流通的成虾中,该规格所占比例约七成。考

虑到成活率,综合数据测算得出生产1kg南美白对

虾需要投入250尾左右虾苗,因此育苗环节将以

250尾为衡量单位,单位成本约为1.2元,其中亲

虾、饵料和人工费用是主要构成,分别为0.3元、

0.3元和0.2元,其他成本项合为0.4元,详情见表

1。虾苗销售价格约为128元/万尾,因此单位虾苗

售价约3.2元,单位虾苗的价格减去成本即为该环

节的增值和利润,因此育苗环节的单位增值和利润

为2元。

养殖环节成本由收购成本和新增成本组成,

收购成本即为虾苗价格3.2元/kg,新增成本为

32.2元/kg,其 中 饲 料、水 电 和 虾 药 费 用 分 别 为

17.3元/kg、5.7元/kg和4.8元/kg,其他成本项

合为4.4元/kg,详情见表1,鲜活南美白对虾塘边价

为约47元/kg,因此养殖环节的增值为43.8元/kg,

利润约为11.6元/kg。

表1 南美白对虾育苗和养殖环节单位投入成本

项目
育苗成本

/元(每250尾)

养殖成本

/(元·kg-1)

亲虾费用 0.30 —

饵料(饲料)费用 0.30 17.3

人工费用 0.20 1.9

虾药费用 0.04 4.8

水电气费 0.03 5.7

设备维修 0.01 0.3

固定资产折旧 0.04 0.6

仓储运输 0.02 0.0

土地租赁费 0.06 1.0

贷款利息 0.01 0.2

其他费用 0.19 0.4

合计 1.20 32.2

  注:调研数据整理所得;养殖成本以每千克50~60尾规格计算。

表2 南美白对虾批发和零售环节单位投入成本

项目
批发成本

/(元·kg-1)

零售成本

/(元·kg-1)

运输费用 2.2 0.4

租金 1.3 0.9

人工费用 0.5 0.6

水电费 0.7 0.5

损耗 0.7 0.9

固定资产折旧 0.3 0.2

合计 5.7 3.5

  注:调研数据整理所得;批发、零售成本以每千克50~60尾规格

计算。

流通环节中,批发商的收购成本,即南美白对

虾塘边价为47元/kg;新增成本为5.7元/kg,其中

运输费用、租金费用、其他成本项分别为2.2元/kg、

1.3元/kg、2.2元/kg。以61元/kg左右的价格销

售南美白对虾,因此批发环节的增值约为14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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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约为8.3元/kg。零售商的收购成本即为批发

商的售价61元/kg,新增成本为3.5元/kg,其中租

金、损耗、人工费用分别为0.9元/kg、0.9元/kg、

0.6元/kg、1.1元/kg。湛江南美白对虾零售价约

为88元/kg,因此零售环节的增值约为27元/kg,

利润约为23.5元/kg。

综合分析,价值链增值结构如表3所示,该链条

的增值由育苗企业、养殖户、批发商、零售商共同完

成,总增值为86.8元/kg,总利润为45.4元/kg。

参与者增值比例由高到低排序为养殖户、零售商、

批发商、育 苗 企 业,其 中,养 殖 户 的 增 值 比 例 为

50.5%,零售商、批发商和育苗企业的增值比例分

别为31.1%、16.1%和2.3%。这意味着每千克南

美白对虾在养殖阶段获得的增值最多,养殖投入是

构成价值链增值的基本来源。利润比例由高到低

排序为零售商、养殖户、批发商、育苗企业,其中,零

售商的利润比例为51.8%,养殖户、批发商、育苗企

业的利润比例为25.6%,18.3%和4.4%。但在单

位产品所分摊的成本中,养殖户分摊了最大的投入成

本,为32.2元/kg,批发商、零售商和育苗企业的新增

成本分别为5.7元/kg、3.5元/kg和1.2元/kg。这

意味着零售商投入低成本即可获得高收益,而养殖户

投入成本最高,获得的收益却不理想。此外,由于

在该链条的统一测算中,虾苗衡量单位仅为250尾,

因此数据体现的利润比例较低,但事实上育苗企业

通常以万尾为单位销售虾苗,并且育苗企业的销售

量远远大于养殖户的使用量,因此育苗企业获得的

总收益不低。

表3 南美白对虾价值链增值结构 元/kg

成本收益及

增值指标
育苗企业 养殖户 批发商 零售商

收购均价

(育苗成本)
1.2 3.2 47.0 61.0

销售均价 3.2 47.0 61.0 88.0

增值 2.0 43.8 14.0 27.0

新增成本 0 32.2 5.7 3.5

利润 2.0 11.6 8.3 23.5

  注: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造成南美白对虾养殖环节增值比例高,利润

分配低的原因主要有:①生产成本高,南美白对

虾生长过程中,饲料投入比重大,高达54%,其次

是增氧机等机械使用电力占比近18%,调水制剂

占比约16%,而养殖户的养殖模式较为粗放,无

法对饲料、虾药等重要生产要素进行科学的精细

化管理,并且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各项费用水

涨船高,最终导致养殖户整体成本高昂。②苗种

质量不稳定影响南美白对虾成活率,市场中的苗

种质量难以直接辨别,养殖户的利益通常因此受

损,劣质虾苗易发病害、生长速率低,不仅加大了

饲料和虾药的成本,还极易发生大批量死亡的情

况。成虾总产量下降时,单位南美白对虾均摊的

成本就会变高。此外,南美白对虾的生长特性要

求养殖户必须对放苗密度、温度、水质等因素精

准把控,对养殖技术有一定的要求。③组织化、

规模化程度低导致议价能力差。湛江养殖单位

多为家庭养殖户,养殖区域和规模具有“散、乱、

小”的特点,无法实现南美白对虾生产的规模化

和集约化管理,不具有谈判优势。同时,调研中

未发现与养殖户联结紧密的专业合作社统一对

生产资料进行购买和统一销售成虾,散户面对合

作者的议价能力差导致收益不高。④政府对南

美白对虾养殖物资尤其是生物制剂和相关药品

的监管力度不够。养殖物资的质量关系着养殖

活动,如劣质饲料除了导致生长缓慢和高饲料比

外,更是极易溶于水进而影响水质,成为暴发病

害的不稳定因素。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测算了“育苗企业-养殖户-批发商-
零售商-消费者”价值链的增值情况,研究发现:价

值链环节中,增值的贡献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养殖

户、零售商、批发商、育苗企业;净利润由高到低依

次为零售商、养殖户、批发商、育苗企业。在链条

中,养殖户所分摊的单位成本最高,而流通商所承

担的成本较低,与其他经营主体相比,养殖户虽然

投入成本最高但收益却不理想。这与养殖户生产

成本高、苗种质量不稳定、养殖户组织化程度低、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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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能力差等因素相关。因此,需要从促进集约化和

规模化养殖管理、提高种苗质量、发展产业组织、加

强养殖人员培训工作等关键点入手,促进养殖户增

收,从而对南美白对虾产业价值链的价值及利润分

配进行调节。

4.2 建议

根据结论,为增加养殖户收入提出以下建议。

(1)实行南美白对虾集约化、规模化养殖管理

策略,使养殖户集中精力和物力进行放苗高密度、

养殖高技术、精准投饲的养殖模式,以达到集合生

产区域、增产节能和规模化生产的目的。

(2)组建以苗种繁育为核心的南美白对虾产业

技术研发体系,加强种苗研发,扶持建立南美白对

虾良种选育及繁育体系,提高优质种苗的覆盖率,

同时加强种苗检测,保证种苗质量。

(3)大力发展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产业组

织,使养殖户与其构建良好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

两者的联结紧密度,实行“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采购

物资、统一销售”,提高养殖户的市场议价能力,以

实现节本增效。

(4)加强养殖人员培训,提升养殖户的养殖技

术,降低养殖成本。首先,加强养殖人员生产培训

工作,引导养殖户放苗、投喂、病害防治等技术标准

化,提高饲料的转化率和调水制剂、虾药的有效率,

以降低成本和提升南美白对虾成活率,促进养殖科

学化。此外,推广生态养殖技术或混养技术,在保

证生产质量的基础上,推出无公害的南美白对虾产

品,提高其品质口感,提升南美白对虾的内在价值。

其次,适当增加生产成本补贴,减少养殖户对大棚

改造、生产机械等大宗投入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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