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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特色产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以盱眙

龙虾产业为例
席佳洛 陈羽奕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江苏南京，210000；

摘要：随着当下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充分利用当地

特色产业，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以自身独特的自然条件、资源文化为产业支柱，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以盱眙龙虾产业为例，深入探讨当地特色产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分析盱眙龙虾产业的

发展历程、现状及对盱眙县域经济的多方面影响，揭示盱眙龙虾产业在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促进产业融合、带动

就业创业和助力乡村振兴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进而为其他地区发展以特色产业促进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借鉴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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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资源在全球

范围内得到了更加高效的配置。与此同时，我国也大力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旨在实现国内不同地区经济的

共同进步和均衡增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特色产业逐

渐崭露头角，成为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每一个地区都有着其独特的资源文化，这些资源经

过挖掘、培育和合理利用，能够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

由于特色产业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专业性和竞争力，因

此往往能够深度融入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之中，成为

地方经济的支柱，所以地方经济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

颖而出，就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

（2）目的和意义

盱眙龙虾产业作为江苏省盱眙县的特色产业，经过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从养殖、加工到销售、餐饮服

务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条，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盱眙龙虾产业的实证研究，

阐述当地特色产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机制

和具体表现。具体而言，从推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融

合、提升品牌价值、带动就业创业以及助力乡村振兴等

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展现特色产业如何全方位地带动区

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探讨，不仅能

够深入理解盱眙龙虾产业的成功之道，还能为其他地区

发展特色产业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思路。

1 盱眙龙虾产业的发展历程

1.1 产业萌发阶段

20 世纪 30年代，克氏原螯虾作为水产养殖品种被

引入中国南京一带，后来于 60 年代通过水系自然扩散

至盱眙县的洪泽湖等水域。早期，小龙虾在当地泛滥成

灾，被视为“害虫”。直到 20世纪 90年代，在盱眙做

香料生意的许建忠发明了名为“十三香”的龙虾调料，

开创了盱眙龙虾的独特风味体系，成为小龙虾产业发展

的关键突破口，小龙虾开始从“害虫”转变为餐桌上的

美味佳肴。

1.2 产业成长阶段

20 世纪 90年代末至 2001 年期间，随着以“十三香”

烹饪的龙虾逐渐得到认可，盱眙龙虾的消费市场开始兴

起。盱眙县的一些餐馆开始以“十三香”龙虾为特色吸

引顾客，越来越多的盱眙人加入到小龙虾产业中来，小

龙虾养殖也逐渐兴起。但此时的龙虾养殖规模较小，产

业尚未形成规模。

1.3 产业成熟阶段

2001 年，盱眙县委、县政府开始了政府推广，举办

了首届“中国国际龙虾节”，通过“万人龙虾宴”“龙

虾烹饪大赛”等一系列活动，极大地提升了“盱眙龙虾”

的知名度，推动了盱眙龙虾产业的价值增长，并且使得

“盱眙龙虾”这一特色品牌的成熟。龙虾节的成功举办

带动了盱眙当地餐饮、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

以龙虾为核心的地方特色产业初步框架。

1.4 产业扩张阶段

从 2003 年开始，盱眙县积极推动“虾稻共生”生

态养殖模式，实现了小龙虾养殖与水稻种植的有机结合，



社会经济导刊 Anmai/安麦 2 0 2 5 年 1 卷 2 期

44

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同时，龙虾产业开始由粗加工

向深加工方向发展。盱眙龙虾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养殖

户数量增加，龙虾餐饮店在全国各地陆续开设，盱眙龙

虾的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1.5 产业升级阶段

2017 年以来，盱眙县在龙虾产业上持续发力，用技

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2024年，“盱眙红 1号”新品种

全国首发，其生长速度、平均收获体重和亩产均显著提

高。在养殖模式上，创新开发出“一稻三虾”高效轮作

模式，提升了单位土地产出效益。2025 年，盱眙县聚焦

种苗、基地、标准、加工、品牌五大重点，实施“龙虾

二次创业”，先后启动了全球龙虾交易中心、盱眙龙虾

超级工厂等一批重大项目。同时，推动龙虾产业与文旅

深度融合，形成了“龙虾产业+文化体验”的独特文化

旅游生态。
[1]

2 盱眙龙虾产业的现状

2.1 养殖规模

目前，盱眙全县龙虾养殖面积达 97.5 万亩，其中

虾稻共生模式约 77.5 万亩，龙虾养殖产量 12.5 万吨，

较十年前增长近 8倍。

2.2 市场主体

全县从事龙虾产业经营主体 1.6 万个，龙虾产业从

业人员 20万人，龙虾加工企业 11家，龙虾产业加工能

力 4万吨。

2.3 品牌建设

截至 2024 年，盱眙龙虾品牌价值高达 306.5亿元，

建成龙虾加盟店、直营店 2000余家，基本覆盖全国一、

二线城市和部分三、四线城市，并出口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2]

3 盱眙龙虾产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
作用

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带动了

养殖、加工、餐饮、电商等上下游产业蓬勃发展，盱眙

全县龙虾产业交易额超百亿元，餐饮服务、休闲旅游、

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占比超过一半，成为当地经济增长

的支柱。

增加了当地财政收入，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企业

盈利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为政府带来了更多的税收收

入，增强了当地财政实力。

促进龙虾产业与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推

动与第一产业融合，虾稻共生种养模式广泛推广，实现

了水稻种植与龙虾养殖的有机结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与农产品附加值，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了第二

产业的加工精细化与多元化，龙虾加工企业不断壮大，

开发出虾稻旅游工艺产品、龙虾美食等多样化产品，提

高龙虾产品附加值，延长了产业链条。推动了三产服务

优质化与特色化，以龙虾为主题的服务业迅速崛起，打

造了龙虾主题酒店、尅街夜市等特色消费场景，形成了

吃、住、游、购、娱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
[3]

提升了特色品牌价值，塑造区域品牌形象。盱眙龙

虾凭借其独特的品质和口味，获得了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中国名牌等多项荣誉，成为盱眙县的特色代表。品牌价

值的不断提升带动了整个龙虾产业的发展，吸引了更多

的企业和资本投入，推动了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提升，

提高了龙虾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4]

带动就业创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龙虾养殖、加

工、销售、餐饮、服务等环节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

岗位，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和返乡人员就业，缓解了

就业压力。激发了当地居民的创业热情，龙虾产业的发

展培育了一批龙虾创业主体，包括养殖户、加工企业、

餐饮店主、电商从业者等，激发了区域人民的创业创新

活力，促进了市场主体的不断壮大。

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通过土地流转、

入股分红、就近就业等方式，农民从龙虾产业中获得了

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5]

4 盱眙龙虾产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首先，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是核心竞争力。注重龙虾

良种培育、养殖技术创新、加工工艺改进等方面的科研

投入，加强与中国水科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江苏省淡

水水产研究所等科研院校开展深度合作，为龙虾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其次，强化政府政策支持是发展的保障。盱眙政府

在盱眙龙虾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积极开展龙虾产业的宣传，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包括

财政补贴、金融支持、土地保障等，为盱眙龙虾产业的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此外，品牌建设引领发展。始终将品牌建设作为盱

眙龙虾产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加强品牌策划、宣传推广

和质量管控，打造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品牌，提升

了品牌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最后，产业融合推动持续发展。打破产业发展瓶颈，

推动龙虾产业与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了全链条、

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6]

5 盱眙龙虾的未来发展展望

5.1 未来有望通过以下方面实现进一步发展

首先，加强产业与学术研发合作，推动龙虾产业的

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升龙虾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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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例如，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开展龙虾良种培

育、养殖技术优化、疾病防控等方面的研究。

其次，持续拓展国内外市场，利用电商平台和直播

带货等新兴宣传渠道，扩大盱眙龙虾的市场覆盖面和品

牌影响力，将盱眙龙虾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提升在

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此外，继续深化产业融合，挖掘

龙虾产业的文化内涵。通过打造更多融合旅游、文化、

教育、康养等元素的特色项目，延长龙虾产业链条，提

高产业附加值。

最后，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和资

源的合理利用，实现龙虾产业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

有机统一，让盱眙龙虾这一特色产业在新时代下焕发出

更加耀眼的光芒，持续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繁荣发展。
[7]

5.2 未来发展中也面临着一些需要防范的风险

首先是市场竞争风险。随着小龙虾产业的快速发展，

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出现了市场饱和、价格竞争等

问题。因此，需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强化市场调研和

分析，及时调整产业发展策略，优化产品、产业结构，

提高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

增强市场竞争力。

其次是自然环境风险。龙虾的养殖受自然环境影响

较大，当出现气候异常、洪涝灾害、病虫害时都可能导

致养殖产量下降、质量受损。应加强气候监测和预警，

完善养殖基础设施，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此外是品牌受损风险。品牌的维护和提升是一项长

期的工作，若出现质量安全问题、虚假宣传等不良行为，

必会对盱眙龙虾的品牌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必须

建立健全质量监管体系和品牌保护机制，加强行业自律

和政府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维护盱眙龙虾品

牌的良好声誉。

最后是技术落后风险。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关键，

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若不能及时提升技术水平，

就会导致养殖技术落后、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因此，

在未来的发展中要持续加大科技投入，鼓励企业和科研

机构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引进和推广先进的养殖、加

工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盱眙龙虾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可

持续发展。

6 结论

综上所述，盱眙龙虾产业在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其发展历程来看，从早

期的自发探索到政府引导下的规范发展，再到如今的全

产业链升级与创新，盱眙龙虾产业凭借着其独特的地域

资源优势、通过持续的科技创新投入以及成功的品牌营

销战略，实现了从小规模养殖到百亿级产业集群的转变

提升，为盱眙当地经济增长、产业融合、品牌建设、就

业创业以及乡村振兴等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在盱眙龙虾产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

程中，也面临着市场竞争加剧、自然风险、品牌维护、

技术更新等方面的诸多挑战。未来，盱眙龙虾产业要想

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动能，关键在于积极应对这些风险

挑战，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不断优化产业格局，强化

科技创新的支撑，巩固品牌优势，拓展国内外市场，深

化产业融合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盱眙龙虾产业在

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持续健康发展，为区域经济

的持续繁荣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典范案例，持续助力盱眙县乃至周边地区的

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戈兴杰.盱眙龙虾产业化研究[D].上海海洋大学,2

007.

[2]本刊讯.小龙虾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江苏盱眙举

办[J].中国水产,2023,(07):32.

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4）[J].中国水产,2024,

(07):14-20.

[3]中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报告(2024)[N].中国

渔业报,2024-07-29(004).DOI:10.28152/n.cnki.ncy

eb.2024.000121.

[4]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4）[J].中国水产,2

024,(07):14-20.

[5]钱先旺.乡村振兴背景下盱眙龙虾高质量发展研究

[J].江苏商论,2023,(02):11-14.DOI:10.13395/j.cn

ki.issn.1009-0061.2023.02.037.

[6]融合发展创造盱眙龙虾产业传奇[J].江苏农村经

济,2016,(05):23-24.

[7]唐坚.以特色优势“域”产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研究[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24,14(07):3

8-40.DOI:10.16525/j.cnki.14-1362/n.2024.07.01

3.

作者简介：席佳洛,2000 年 10 月生，男，汉，江苏淮

安，本科在读生，审计学

陈羽奕,2003 年 11 月生，女，汉，江苏淮安，本科在

读生，环境设计


	当地特色产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以盱眙龙虾产业为例席佳洛 陈羽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