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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农风险应对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的科学
研究议题，研究的对象除了个体农户的风险应对现状和可行性对
策外，还包括研究地的农业发展、负责产业发展和风险防治工作
的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同时研究的还有农产品市场和其他社会经
济组织等。

一、我国小龙虾产业的发展现状
关于小龙虾产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小龙虾的养殖条件以及小

龙虾加工业产业链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在养殖条件上，湖北省的
稻田生态种养模式能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
符平（2018）在关于湖北小龙虾产业的发展研究中，比较了“中
国小龙虾之乡”和“中国小龙虾加工出口第一市”，认为养殖条
件和市场与品牌的打造对小龙虾产业的发展来说都不可或缺。

稻虾共作模式是目前国内最常见的小龙虾养殖模式，2015 年
水产行业标准“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立项并启动制定。稻虾
共作是先进绿色农业种养模式，可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双丰收的
目的，但这一模式也存在“双刃性”。在小龙虾加工业产业链的
研究方面，小龙虾产业是潜江市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朱乾宇
等（2020）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阐述了小龙虾产业作为乡村特色
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另外，在小龙虾产业发展过程中，有必要不
断创新农村特色产业的模式，树立农村特色产业的品牌。同时，
应保证相关企业的成活率，地方应依靠农村资源提高产业竞争
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经营形式。

二、潜江市虾农风险应对现状
在关于潜江市虾农风险应对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潜江市

虾农可选择的农业保险种类少，且选择金融类产品规避可能存在
的农业风险的意愿并不强烈。笔者通过访谈的形式对潜江市浩口
镇以及后湖农场的农户风险应对的方式进行了了解，并从主要从
政府政策、农户本身、金融工具三个角度出发，概括目前虾农风
险应对的现状。

从政府政策角度出发，由于潜江地区小龙虾养殖的时间规律
以及地理位置的自然环境基本统一，相关部门在每年虾苗培育前
期都会统一组织宣传用药、杀虫等措施，督促虾农及时实施，避
免病虫害造成损失。再者，由于潜江地区的降水量较为丰富，但
小龙虾养殖的用水量也需要严格把控，稻虾共作模式下，虾田的
水位线不宜过高，否则也易导致小龙虾的大量死亡。政府相关部
门每年由专人安排机器，为稻虾田统一抽水以避免水位过高。除
了相关部门具体的带动规避小龙虾养殖风险之外，关于小龙虾养
殖的具体注意事项培训较为缺失，且针对小龙虾养殖困难的农户
并没有补贴性政策。

农户对于不同的风险，愿意接受和采用的措施也不同。通
过田野调查，笔者发现潜江地区的农户更多偏向于在小龙虾养殖
过程中，更多的虾农倾向于凭借自身的养殖经验进行风险规避。
由于潜江地区汛期时间长、降水量大，且抽水排水是每日都必需
的农业活动，政府统一组织的排水量无法满足小龙虾养殖环境的
要求。在上述关于政府相关人员统一安排汛期排水后，虾农也会
自行组织虾田的排水，这些排水所需要的成本也都由虾农自行承
担。除此之外，虾农根据小龙虾养殖的经验，在虾苗投放过程中
定期进行用药等预防病虫害。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有效降低农业生产风险的金融工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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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潜江的小龙虾养殖产业已经成为潜江地区的支撑产业，以及农户和农业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研究虾农的风险应对能力对潜江虾稻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农户风险应对能力分析的相关理论。对虾稻共作模式研究的拓展，通过对潜江虾农风险应对的现状

进行梳理，并对农户的风险应对能力做出分析，是对农业产业发展的研究深入。能够为潜江小龙虾产业以及其他类似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指导，助力小龙虾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潜江地区虾农的综合水平，同时为其他地区的农户提供风险应对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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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业生产风险外部化。王向楠（2011）在关于农业贷款和农业
保险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研究中认为，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的发展
均促进了中国农业产出的增加。但是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潜
江市针对小龙虾养殖的农业保险种类少，每年都有针对稻虾共作
过程中稻谷养殖的农业保险，但很少有针对小龙虾养殖的农业保
险，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的虾农人数占比小。

三、提高潜江市虾农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
针对以上田野调查所总结出的潜江市虾农风险应对的现状，

同样的，我们从不同主体出发，立足小龙虾养殖及销售的全过
程，从三个角度给出提高潜江市虾农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

首先，从政府相关部门和第三方金融机构方面，政府部门在
统一带动排水和预防病虫害的同时，还可联动金融工具的宣传与
推广，根据潜江市小龙虾养殖过程中的统计数据与银行或保险公
司共同设计适用于潜江市虾农的农业保险或其他金融工具。由于
不同虾农所有的虾田养殖面积不同、主要养殖方式不同以及销售
渠道不同，所以收益与成本的比例也不同。因此，除了虾苗和用
药、排水等方面的投入外，在农业保险方面的投入所能接受的比
例也不同。这就需要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因地制宜地设计相关的
农业保险或其他可以有效防止虾农损失过多的金融工具。

从虾农自身出发，提高风险应对能力除了在小龙虾养殖方面
运用长期以来的养殖经验，还要着眼于更长远的市场风险。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小龙虾滞销导致虾田内小龙虾数量
过多，加大病虫害影响。且外销模式单一，导致虾农可选择的市
场单一，在外销方面的风险加大。因此，虾农需根据市场的变化
不断进行学习，拓宽自身的销售渠道，在规避自然风险的同时，
也要预防可能面对的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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