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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基于大连地区对虾养殖消费心理,探讨消费者对于对虾产品的认知、态

度、购买意愿及消费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本研究收集了大量数据,

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大连地区的消费者对于对虾产品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和

购买意愿,其消费心理受到产品质量、品牌信誉、价格、口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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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consumer consumption of Dalian prawn 

products, and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behind consumer cognition, attitude, purchase intention,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towards prawn product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study collected a large amount of data and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u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nsumers in Dalian have a high acceptance and willingness to purchase prawn products, 

and their consumption psychology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product quality, brand reputation, 

price, and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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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连作为东北地区的重要沿海城市,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和悠久的渔业历史。近年来,随着对虾养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

善,大连地区的对虾养殖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随着市场

竞争的加剧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如何准确把握消费者的心

理需求,提升对虾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成为大连地区虾养殖业面

临的重要问题。大连,这座东北地区的璀璨明珠,坐落于广袤的

沿海地带,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和深厚的渔业传统,一直

备受瞩目。近年来,伴随着对虾养殖技术的日益成熟与创新,大

连的对虾养殖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元

化,大连对虾的销售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精准洞察消

费者的心理需求,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从而提升对虾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成为这一行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此背景

下,基于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需要不断探索新的养殖技术和管

理模式,提高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健

康、营养和美味的追求。同时,还需要加强市场调研和消费者分

析,深入了解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和偏好,以便更好地调整产品结

构和营销策略,提升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1]。总之,基于大

连地区对虾养殖业应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

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大连地区对虾消费者的心理特征,采

用了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多元化研究方法。问卷调查

设计围绕消费者的认知、态度、购买意愿及消费行为等多个维

度展开,以全面获取消费者对大连对虾产品的看法和偏好。问卷

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放,确保覆盖不同年龄段、职业

背景和消费水平的消费者群体。经过认真筛选和整理,最终共收

集到有效问卷500份,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为了获取更为深入和详细的信息,本研究还选取了部分具有

代表性的消费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内容涵盖了对虾产品的

购买决策过程、品牌偏好、口感要求等多个方面,旨在揭示消费

者背后的心理动机和购买行为背后的逻辑。通过深度访谈,我们

得以更加贴近消费者的真实想法和需求,为大连对虾产业的发

展提供更为精准的建议和指导。 

2 基于大连地区对虾养殖消费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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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认知与态度 

大连地区的消费者对于对虾产品普遍持有较高的认知度和

好感度。大部分消费者认为对虾不仅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

质、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而且口感鲜美,是日常饮食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此外,随着健康饮食理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

始关注对虾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倾向于选择绿色、有机、无污

染的养殖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大连地区的消费者对于对虾养殖

的生态环境和养殖方式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他们普遍认为,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科学的养殖方式有助于提高对虾的品质和口

感,同时也能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因此,在选购对虾产品

时,消费者会特别关注产品的产地、养殖方式等信息。 

2.2购买意愿与影响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大连地区的消费者对于对虾产品的购买意

愿较强。在影响购买意愿的因素中,产品质量、品牌信誉、价格、

口感等因素占据重要地位。其中,产品质量和口感是消费者最为

关注的因素,他们普遍认为优质的产品应该具备口感鲜美、肉质

紧实、无异味等特点。品牌信誉也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

要因素之一,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知名度高、口碑好的品牌。价

格因素虽然也对购买意愿产生一定影响,但并非决定性因素,

消费者会根据产品的性价比做出选择。此外,消费者的购买意

愿还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个人喜好、家庭需求、购买

渠道等。不同消费者对于对虾产品的偏好和需求存在差异,因

此,在销售和推广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消费者群体制定个性化

的营销策略。 

2.3消费行为与偏好 

在消费行为方面,大连地区的消费者通常选择在超市、海鲜

市场或电商平台购买对虾产品。这些渠道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

择和便捷的购买方式,满足了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对于购买频率

和数量,消费者通常根据家庭需求和个人喜好进行决策。在节假

日或特殊场合,消费者可能会增加购买量以满足家庭聚餐或招

待客人的需求。在品牌偏好方面,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知名度

高、口碑好的品牌。这些品牌通常具有较长的历史、稳定的品

质保障和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

和信心保障。同时,一些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的本地品牌也

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综上所述,大连地区的消费者对于对虾产

品持有较高的认知度和好感度,购买意愿较强。在选购过程中,

他们注重产品质量、口感和品牌信誉等因素,并根据个人喜好和

家庭需求进行购买决策。因此,对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产业来说,

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品牌建设、拓展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努力将

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满意度,推动产业的持续发展。 

3 大连地区对虾养殖行业创新与发展路径 

3.1技术创新与应用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应积极引进和

应用新技术,提升养殖效率和质量。例如,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

养殖环境的智能监控与调节,确保对虾在最佳的生长环境下生

长；通过生物技术的应用,研发抗病性强、生长周期短的对虾新

品种；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养殖过程进行精细化管理,

提高养殖效益。 

3.2产品创新与多样化 

针对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应加

大产品创新和多样化力度。除了传统的鲜活对虾外,可以开发对

虾干、对虾酱、对虾罐头等深加工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

和营养需求。同时,结合地方特色和文化元素,推出具有地域特

色的对虾美食和文化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3.3绿色可持续发展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还应注重环

保和可持续发展。通过推广循环养殖、生态养殖等绿色养殖模

式,减少养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加强对养殖

废弃物的处理和利用,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 

3.4产业融合与协同发展 

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可以与其他相关产业进行融合和协同

发展,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效应。例如,与旅游业结合,打造对

虾文化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参观体验；与餐饮业合作,推出对虾

特色菜品,提升餐饮业的品质和特色；与电商平台合作,拓展线

上销售渠道,扩大产品的市场覆盖面。 

4 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4.1健康与品质并重 

随着健康饮食风潮的盛行,大连地区的消费者对于对虾产

品的健康属性与品质要求将越来越高。未来,对虾养殖业需要更

加注重产品的绿色、有机、无公害等健康标签,以满足消费者对

于健康饮食的追求。同时,对虾产品的口感、色泽、新鲜度等品

质因素也将成为消费者选择的重要考量。 

4.2品牌化、专业化发展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需要

加快品牌化、专业化的发展步伐。通过建立完善的品牌体系和

专业的市场运营团队,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消费者

对品牌的信任感。同时,通过引进先进的养殖技术和设备,提高

养殖效率和产品品质,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4.3线上线下融合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线上购买对虾产品

已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择。未来,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需要

积极拥抱互联网,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渠道拓展线上销售

渠道,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发展模式。同时,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手段,精准分析消费者需求和市场趋势,为产品开发

和营销策略提供有力支持。 

4.4文化价值的挖掘 

对虾不仅仅是一种食材,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大连作

为对虾养殖的重要产区,可以深入挖掘对虾文化的价值,通过举

办对虾文化节、对虾美食大赛等活动,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文化

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将对虾文化与旅游、餐饮等产业相结合,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5 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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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消费者消费心理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5.1提升产品品质,加强品牌建设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开始越发关注对虾产品

的品质和安全性。大连地区的对虾养殖业在提升产品品质和口

感、加强品牌建设、优化价格策略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同时,针对消费者的健康饮食需求,对虾养殖业可以进一步研发

和推广健康、营养的对虾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5.2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 

消费者在购买对虾产品时,也受到渠道等因素的影响。对虾

养殖业还应加强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通过举办品鉴会、

开展健康饮食讲座等活动,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和好感

度。同时,利用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等新兴渠道进行营销推广,

扩大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3]。 

5.3持续关注消费者心理。 

在未来的发展中,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应继续关注消费者

的心理变化和市场趋势,不断创新和完善自身的经营模式和产

品体系,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为了促进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提升其在国内

外市场的竞争力,以下是一些政策建议： 

5.3.1加强政策引导与扶持 

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对虾养殖业的科技创新、

品牌建设、市场拓展等方面。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税收优惠、

金融支持等手段,降低养殖业的经营成本,提高养殖效益。同时,

加强对养殖业的监管,确保其符合环保、食品安全等要求。 

5.3.2推进产学研合作 

政府应推动科研机构、高校与对虾养殖企业之间的产学研

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

经验,提升对虾养殖业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加强对养

殖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专业技能和素质。 

5.3.3完善市场体系 

政府应加强对对虾市场的监管和调控,建立健全的市场体

系和价格机制。通过搭建信息服务平台、举办展销会等方式,

促进养殖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市场对接。同时,打击

不正当竞争和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 

5.3.4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应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借

鉴国外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参加国际展览、举办

研讨会等方式,扩大大连对虾的国际知名度,吸引更多的国际买

家和合作伙伴。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同推动对虾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6 结论与展望 

虾养殖业作为大连地区的重要产业之一,面临着激烈的市

场竞争和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挑战。通过对消费心理的深入分

析,我们可以发现消费者对于对虾产品的健康、品质、品牌等方

面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需要不断创新和

完善自身的经营模式和产品体系,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

的需求[4]。同时,积极拥抱互联网和挖掘文化价值,为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通过加强政策引导、推进产学研合作、

完善市场体系以及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

有望在未来实现更加快速和稳健的发展。 

展望未来,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

大的市场潜力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持续关注和对高品质对

虾产品的需求增加,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有望在国内市场中占

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

也有望凭借其独特的品质和文化内涵,赢得更多国际消费者的

青睐。因此,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应紧跟市场趋势和消费者心理

变化,不断创新和完善自身的经营模式和产品体系,努力提升产

品品质和品牌价值,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更加

美好的发展前景[5]。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绿色可持续发

展以及产业融合等路径,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有望实现更加快

速和稳健的发展[6]。同时,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也应共同努力,

为大连地区对虾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只要

我们能够准确把握市场趋势和消费者心理,不断提升产品品

质和品牌价值,就一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赢

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和信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连对虾将

以其独特的品质和文化内涵,成为国内外市场上备受瞩目的美

食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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