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化大闸蟹，批发零售。 ”日前，记者采访路过闵行
浦江镇，在乡村道路旁连续看到多家大闸蟹批发商，黄板
纸上用红字写着：兴化大闸蟹。 “我们在这里临时租房经
销江苏兴化大闸蟹，以前都是当阳澄湖大闸蟹来卖，现在
兴化蟹就是兴化蟹。 ”经销商们说。

江苏兴化市安丰镇水产行业协会会长周春勇也曾在

上海铜川路等市场干过多年大闸蟹销售，“以前阳澄湖名
气响，确实有经销商从我们兴化拿了货，当那里的大闸蟹
来卖，可能都未必去湖里洗过澡。 ”

昨天一早， 宝山区涵青路一菜场内， 有市民买大闸
蟹，问老板蟹的产地。 “这个是江苏高邮湖的蟹。 ”一个水
产摊位老板说。 “这是太湖蟹。 ”另一个摊位老板回答。没
有一个再打着阳澄湖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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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市场不再满眼“阳澄湖”，食客认品质，价格冰火两重天

昔日“洗澡蟹”，如今不甘傍名牌
| “洗澡蟹”“替身蟹”们纷纷做回自己

在闵行浦江镇一乡村的犄角旮旯发现有人在卖大闸蟹，
而且没有打着“阳澄湖”的名义，而是在简易的快递纸板箱上
用红笔写着“兴化蟹”几个字，令记者有些吃惊。
周春勇听闻，却很高兴，“说明我们兴化蟹产量大，到处都

有销售，而且光明正大以‘兴化蟹’的名义卖。”
他介绍，根据去年的统计，整个兴化市大闸蟹养殖面积

约为 80 万亩，是全国大闸蟹养殖规模最大的地方，也是最大
的交易市场。有个经常被援引的比方是：“全国市场上每 8
只大闸蟹就有 1 只来自兴化”。而周春勇所在的安丰镇，大
闸蟹养殖面积为 17.86 万亩，占兴化市养殖面积的 22%左
右。
周春勇除了是当地水产行业协会会长，还是一名大闸蟹

养殖的老法师，有 30多年养殖经验，在当地承包了 3000 多亩
蟹塘。上世纪 90年代，上海铜川路水产市场最兴旺的时候，他
在铜川路设置了经销点，“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可能消费者对
某湖有根深蒂固的好感，所以，一些经销商在某些销售渠道就
卖某湖大闸蟹，实际上是从我们兴化拿的货。”
近年来，情况开始改变。“兴化蟹也是中国地理标志产

品。”周春勇颇为自豪地说。
然而，要彻底摆脱阳澄湖的影子还有一段路要走。周春勇

介绍，在兴化，大闸蟹养殖户多、养殖面积数千亩的大户也不
在少数，大家上市时间不一、质量参差不齐，各有各的想法，兴
化大闸蟹真正做到有影响力的品牌形象还需努力。
不仅仅是兴化蟹，太湖蟹、固城湖蟹、高邮湖蟹、宝应湖

蟹、洪泽湖蟹也都纷纷做回了自我，逛一逛菜场或者水产批发
市场，不再是满眼的“阳澄湖大闸蟹专卖店”。
昨天一早，宝山区涵青路一家菜场内，市民高女士在挑选

大闸蟹，她习惯性地问了问老板：“这是哪里的大闸蟹？”老板
张口就回答：“这是高邮蟹，5两公蟹 40元一个。”
“以前是一直买阳澄湖大闸蟹的，但这两年我发现其他地

方的蟹多起来了，可能以前买的也是这些地方的蟹。”高女士
说，她倒并不一定认产地，关键看品质。
因为价格没谈拢，她又来到另一个水产摊位，老板告诉

她：“这是太湖蟹，这个 2.5 两的母蟹 25元一个。”
业内人士分析，各地大闸蟹不再做“洗澡蟹”“替身蟹”，

一方面是阳澄湖大闸蟹已经过了最高光的时刻，不再是金字
招牌，各地纷纷提升品质，做大做强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也
与阳澄湖对品牌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有关，“实际上，产地
是更愿意做自己的品牌的，往往是经销商做了挂羊头卖狗肉
的事。”

| 掌握“金钥匙”哪里都能养好蟹

当大闸蟹撕去了产地标签，品质和价格就成为消费者买
蟹的重要参考因素。
“今年高温持续时间长、气温高，而我们兴化很多养殖户

的投养密度太高，有的还与小龙虾、鱼混养，所以大闸蟹死亡
率较高，整体减产厉害，这种情况是近几年少见的。”周春勇介
绍，当地不仅整体产量减少，大闸蟹整体规格也变小，大蟹、成
熟蟹、品质蟹更少。
精品蟹量少，价格自然就上去了。“5两规格的精品公蟹，

今年目前批发价是 100元一斤，去年同期是 80 元一斤；3.5 两
的母蟹，今年目前批发价是 115-120 元一斤，去年同期是
80-90 元一斤。”周春勇介绍，如果这样的精品蟹在酒店等渠
道销售，零售价格不会比阳澄湖大闸蟹低。
精品蟹之外，普挑蟹和普蟹的价格要便宜许多。同是 5两

规格的公蟹，兴化普挑蟹的批发价目前是 50 元一斤，也就是
25元一个，普蟹是 30元一斤，也就是 15元一个。
“哪里都有好蟹，但哪里都有差的蟹。”周春勇说，一提到

大闸蟹，消费者就想到哪个地方，只能说它的品牌更深入人
心。
除了在兴化当地养大闸蟹，周春勇还去洪泽湖养蟹，“洪

泽湖养殖面积 8万亩，其中 1万多亩是我们兴化人在养。只要
养殖环境好，饲养技术过关，到哪里都能养出好蟹。”
除了江苏本土品质、价格均赶超阳澄湖的大闸蟹，上海本

地的精品大闸蟹身价也早已越过阳澄湖。“我们好的大闸蟹，
一只的售价也要达到上百元。”崇明河蟹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松江“大泖牌”大闸蟹的价格也不便宜，大规格精品蟹也
要几十元、上百元一个。在多年来的全国河蟹评比中，上海本
土大闸蟹也屡次斩获金奖。

| 今年大闸蟹的价格两级分化严重

松江鱼跃水产专业合作社相关负责人顾怡介绍，今年大
闸蟹的价格两级分化日趋严重，“我们合作社大闸蟹的价格基
本每年保持不变，个别年份略有调整。但是市场上的大闸蟹价
格行情是不断变化的，今年精品蟹很贵，而且越来越贵，但品
质一般的蟹很便宜，而且会越来越便宜。”
国庆假期过后，菜价回落，大闸蟹也不例外，但销量并没

有明显增长。“今年兴化大闸蟹到目前为止的销量只有去年同
期一半多一点。”周春勇分析说，除了整体市场环境，今年高温
导致大闸蟹成熟晚，错过了中秋节和国庆节两大黄金销售节
点，“中秋节、国庆节有少量大闸蟹上市，但品质不行，一些喜
欢尝鲜的消费者买到了品质差的大闸蟹，失去了国庆之后再
度品尝大闸蟹的热情。”而据了解，今年，也有阳澄湖大闸蟹养
殖户在愁销路。
人们的口味也在变化。网上，“秋天一定要吃大闸蟹吗”

成为讨论话题。有人说，“一个阳澄湖大闸蟹 100 多元，为什
么一定要吃？买梭子蟹不香吗？”；有人说，“假的太多，味道也
不敢恭维。价格还高，不如多吃点牛羊肉，海鱼也不错呀”。还
有一部分人，尤其年轻人表示，“吃大闸蟹太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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