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獐子岛扇贝跑路——规则意识

盘点 A股最魔幻的几家公司，相信獐子岛必居其一。对于上市公司来说，

为了推动股价的上涨，“讲故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像獐子岛这样故

事讲得格外离谱的上市公司却属实不多见。

每每听到獐子岛“扇贝跑路”的拙劣谎言，都让人怀疑，獐子岛是在侮辱

国人的智商。如今，一直戏耍股民的獐子岛，终于付出了代价。

2022年 1月 15日，位于南太平洋的汤加海底火山爆发，有传闻称南太平洋

的扇贝会涌入獐子岛“避险”，怎料市场居然真的买账，和汤加火山隔着十万

八千里的獐子岛股票应声涨停，直到公司予以澄清，股价才出现回落，实在让

人摸不到头脑。

当然，更魔幻的还要数著名的“獐子岛扇贝跑路”事件——自 2014年起，

似乎每过一段时间，獐子岛的扇贝就会出点事，要么跑了，要么冻死饿死了，

引得市场质疑不断，甚至不少人都将其视为嘲笑和调侃的素材。

獐子岛集团是一家水产养殖公司，其于 2006年上市，是我国农业首个百元

股。上市后的几年里，獐子岛的业绩表现一直不错，公司净利润基本保持在

1.5亿元以上。

同时，獐子岛的市值也很是亮眼，2010年公司凭借着近250亿元的市值，

成为业绩瞩目的白马股。

然而从2014年开始，獐子岛便开始了一系列的“骚操作”。这一年，獐子

岛忽然宣布公司养殖的扇贝因受到冷水团的影响，出现了集体跑路事件。

也是在这一年，獐子岛的业绩在第四季度大变脸，全年业绩从原本的盈利

变为了巨亏8亿元。

彼时，还有不少人对于獐子岛的这一说辞将信将疑。但随着獐子岛扇贝出

事次数越来越多，人们终于明白，所谓的“扇贝跑路”就是一个纯粹的谎言。

每每獐子岛业绩出现亏损时，公司总会用扇贝跑路、扇贝饿死等借口敷衍

公众。从2014年到2021年里，獐子岛扇贝共遭了六次黑手。

由此不难推测，獐子岛的业绩一定有一些问题。

獐子岛究竟为啥如此不靠谱？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第一：

曾经的獐子岛，绝对配得上“辉煌”二字。

公司始创于1958年，从一个不起眼的渔业生产合作社一步步发展壮大，并

成长为以海珍品种业、海水增养殖、海洋食品为主业，集冷链物流、海洋休

闲、渔业装备等相关多元产业为一体的综合型海洋企业，拥有以虾夷扇贝、海

参、皱纹盘鲍、海胆、海螺等海珍品为主要产品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 9月28

日，獐子岛以水产第一股的身份上市，开盘60.890元/股，涨幅 143.56%；2008

年初，獐子岛股价更是窜上150元/股高位，成为沪深两市的股王，也是我国农

业第一个百元股，就连贵州茅台都只能望尘莫及。

如果翻开獐子岛的履历，一系列荣誉着实令人佩服：

2006年 1月，“獐子岛”牌商标成为第一个水产品中国驰名商标；2007年

成为达沃斯“全球成长型公司社区”首批创始会员；2007年当选为“CCTV年度

最佳雇主”；2008年登榜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2010年被评为中国最受信赖的

十大品牌……

獐子岛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功不可没。

从行业格局上看，我国海水养殖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北方以辽宁、山东

等地为主，南方则以广东、福建等地为主。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的

主要海水养殖产品也有所不同，贝类产量主要集中在山东、辽宁、福建、广东

四省。由于北方海域水温较低，海珍品的生长周期较长，因此海珍品的营养价

值较高，口味更好。基于以上特点，地处黄渤海海域的辽宁和山东已经成为我

国海珍品的重要养殖区域，这便意味着，能否掌握优质养殖区域，将直接关系

到水产企业的发展前景。

獐子岛的优势便在于此。公司海域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列岛的最南端，东

与海洋岛相对，北与大、小长山岛相邻，距大连市 56海里，海域内水流畅通，

营养盐类丰富，海水理化因子稳定，水温、流速、盐度适中，浮游生物资源丰

富，是发展海水养殖的天然理想之地，也是全国最大的清洁海域。同时，公司

养殖海域水深适宜，底质平坦并以砾石沙泥为主，适宜大面积开展底播增殖

业。以虾夷扇贝为例，其对养殖水域的水深、流速、水温、盐度、底质等均有

较高要求，放眼国内，几乎只有大连长海和山东长岛部分海域适宜大规模养殖

——这正是獐子岛的大本营。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展过程中，獐子岛逐渐形成了活品、流通与餐饮、专

卖、商超、休闲食品、电商等多个渠道的产销一体化运营，市场影响力与日俱

增，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水产第一股”，甚至被不少人誉为“渔业茅台”。

然而，獐子岛多年的苦心经营，却在2014年迎来了转折。

第二：

2014年 10月 30日晚，獐子岛发布公告称，2011年与 2012年底播的100余

亩虾夷扇贝，因受冷水团异动导致的自然灾害影响近乎绝收，造成了公司资产

减值，獐子岛集团也因此巨亏 8.12亿元。消息一出，市场一片哗然，獐子岛一

夜之间仿佛变身成为“蓝海股份第二”，备受诟病。

谁曾想，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后獐子岛又接二连三地故技重施：

2018年1月 30日，公司像四年前一样突然发布公告，声称扇贝出现异常，

不过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次受灾不是受冷水团的影响，而是由于海水水温升

高，导致海洋生物骤减，扇贝因饵料不足而大面积减产，公司 2017年的业绩也

由此前预计的盈利0.9亿元~1.1亿元转为亏损 5.3亿元~7.2亿元；

2019年4月 27日，公司发布一季报声称，受 2018年海洋牧场灾害影响，

扇贝壳收货资源减少，公司业绩也再次出现断崖式下跌；

2019年11月，公司又发布公告称，2017年和2018年底播的虾夷扇贝短时

间内“大规模自然死亡”，造成了重大的存货减值风险，预计损失 2.78亿元，

约占截至 2019年10月末上述底播虾夷扇贝账面价值 3.07亿元的 90%，对公司

2019年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短短六年时间里，獐子岛居然出现了四次“扇贝大逃亡”！公司一会儿说

扇贝失踪了，一会儿说扇贝归来了，一会儿说遭遇冷水团冻死了，一会儿又说

遭遇高温热死了……仿佛这些扇贝都长了耳朵长了腿，都不约而同地在该跑的

时候跑，该回的时候回，该死的时候死，每一次都是卡在公司业绩亏损的节骨

眼上“跑路”，着实魔幻。

有意思的是，按照深交所的规定，中小板企业连续两年亏损被 ST，连续 3

年亏损被暂停上市，连续亏损四年将被终止上市，而獐子岛却凭借扇贝“来回

跑路”这一招，巧妙地避开了这些问题。

当然，人们并非全信这一套，接二连三的“黑天鹅”事件，隔一段时间就

来一次的虾夷扇贝跑路或死亡噩耗，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獐子岛在说谎，但又不



好拿出有力证据。这反倒让獐子岛高管有理由抱怨：

“为什么别人遭了灾大家都同情，獐子岛遭了灾不但没人同情，大家还都

来踩上一脚？”

就在市场对獐子岛无计可施时，监管部门开始介入，借助北斗卫星定位数

据，对獐子岛公司27条采捕船只数百余万条海上航行定位数据进行分析，还原

了采捕船只的真实航行轨迹，复原了公司最近两年真实的采捕海域，进而确定

实际采捕面积，并据此认定獐子岛公司成本、营业外支出、利润等存在虚假，

以及其他违法事实。

于是，在2020年 6月，证监会官网发文，獐子岛公司涉嫌财务造假、“秋

测”虚假记载，以及未及时披露业绩“变脸”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对獐

子岛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顶格 60万元罚款，对 15名责任人员处以 3万元至

30万元不等罚款，对4名主要责任人采取 5年至终身市场禁入。

终于，弥天大谎被拆穿，关乎到扇贝的“离奇案件”得以沉冤昭雪，而曾

经风光无限的“股王”獐子岛也彻底跌下了神坛，败掉了人心。

第三：

獐子岛的盛极而衰，核心原因自然要归因于公司自身的问题，包括风控体

系不健全、组织架构不合理、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经营过程不透明等等，相关

分析已有很多，我们不做过多讨论。

那么，獐子岛事件能给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启示呢？在我看来，最应该注

意的地方在于投资农业股的潜在风险。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我国经济社会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对农业的大力支持，越来越多的农

业公司纷纷选择上市来提升自身竞争力和价值。

纵观整个 A股市场，虽然农业上市公司数量不多，但财务舞弊现象所占比

例却显著高于其他非农业上市公司。除了本文提到的獐子岛，曾经因农产品萃

取概念名声大噪的银广夏，不停折腾甲鱼的蓝田股份，做稻米深加工的万福生

科，以及 2019年退市的雏鹰农牧，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而他们对外的解释，

与獐子岛的“扇贝跑路”几乎如出一辙。雏鹰农牧就把亏损的原因归结为：没

钱购买饲料，猪都饿死了。

为什么总是有人愿意让农牧产品背锅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猪牛羊鸡鸭鹅



自己不会说话报数，而投资者想要核查清楚亦是非常困难。

归根结底，这与农业上市公司自身存在的固有限制是分不开的，比如：很

多农业上市公司的核心资产都是消耗性的生物资产，极其容易受到自然环境变

化的影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继而导致公司经营利润的不确定性一再增

加；而农业上市公司管控难度相对较大，大量的现金交易难以核查，很多交易

甚至没有发票，难以计量和盘点，致使资产状况具有高风险性；此外，我国大

部分农业上市公司还保留着原始的“村镇制”和“生产队”式的治理结构，远

不具备现代企业的组织架构和内部控制体系。再加上资本市场又极容易助长人

性的贪婪，反映到公司经营层面，便是各种魔幻剧情的上演。

而这些内容，如果对于行业没有深刻的认知和了解，普通投资者仅从新闻

报道和公司披露上面是很难洞悉的，若是贸然去投资，踩雷的概率难免要增

大。

所以说，对于自己看不懂的投资标的，最好还是不要碰——不止是农业，

任何行业、任何品种都是如此。或许，这也是獐子岛事件传递给市场的一个积

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