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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蜂蜜产业状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蜂蜜产量为 45.81 万

吨，比上年增长1.4万吨，虽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蜂蜜总产量仍
居世界前列。我国蜂蜜总产值高，但是出口单价却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2019 年世界蜂蜜出口均价是我国蜂蜜出口单价的1.6
倍，也远低于其他国家蜂蜜出口单价。我国蜂蜜竞争力低主要
原因在于我国蜂产业走低质低价路线，同时没有形成产业化和
规模化，生产方式落后且质量低下，粗加工导致的产业附加值
低，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监督管理机制。而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市场为了抵制中国蜂产业，进行贸易
保护，实施严苛的检验标准，我国蜂蜜出口竞争力日渐削弱。

2  蜂蜜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2.1源头把握蜂蜜质量
首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监督管理机制。我国蜂

蜜长期缺乏强制性标准导致蜂蜜市场乱象频生，进口蜂蜜量的
不断增长，进口蜂蜜价格与国产蜂蜜的价格差也越拉越大，其
平均价格差从2013年的204元·kg-1扩大至2019年的1 053.
4 元·kg-1,我国蜂蜜贸易正处于低出高进的态势中，从法律法
规、相关协会和蜂蜜市场制定规则，保护蜂产业生存环境，给
蜂产业提供一个良好环境并保证蜂蜜质量。例如保护养蜂地自
然环境，由于山区开发导致蜜蜂觅食环境的破坏，给养蜂人留
下来的空间日渐减小。或是建立蜂蜜质量等级体系，来鼓励蜂
农生产优质蜂蜜。再比如地方政府提倡种植洋槐、油菜、草
莓等农作物，带动相关地区农作物授粉提高产量，并为当地蜂
农提供蜜源，从而形成良性的生产闭环模式。

2.2提高产业科技含量
首先需要科技创新提高蜂蜜生产量，2013 年亚洲蜂群总数

占世界蜂群总数的44.09%，蜂蜜产量占世界蜂蜜总产量的45.
73%，同年，美洲蜂群数占世界蜂群总数的13.63%，而其蜂蜜
产量占世界蜂蜜总产量的19.97%，是世界各大洲蜂蜜生产中效
度最高的，我国虽然是蜂产业生产大国，却不是蜂产业生产强
国。科研投入有限、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都成为限制我国蜂产业
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完善质量检测体系和实施标准化生产。利用科技完
成短时间内大批次产品质量的检测来节省人力物力，加大样本
抽查力度和密度，来提高国内蜂蜜整体质量水平。我国能够施
行蜂蜜养殖采集和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企业少之又少，如何实施
标准化生产，使科技创新，技术成果转化为新的生产力从而提
高养蜂效率将会是当下养蜂人群增长率有限情况下的必由之路。

2.3改善生产模式
探索蜂农生产合作社模式，我国蜂蜜生产方式大多是由蜂

农个体户养殖蜜蜂，生产原蜜。这样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我国蜂产业的发展，首先，养蜂散户技术经常是由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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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蜂蜜产业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督体系落后于生产发展并且蜂产业缺乏科技创新导致

的技术落后等使蜂蜜质量参差不齐，最终导致蜂农和企业利润空间狭窄。而针对这些问题，整个蜂产业应致力于把握蜂蜜质量，通

过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改善生产模式和增强蜂产品品牌建设来建立良好的产业生产发展模式。展望未来，随着人们对保健食品的日

益重视，国产蜂蜜一定会在国内外市场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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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带或者师徒传授，这样的方式使蜂农消息闭塞，生产技术落
后并不能得到先进的蜂业养殖技术培训。而养蜂人由于长期处
于山林里或农村间，不能很好的了解接触蜂蜜市场，极大程度
上增加了蜂蜜销售的难度。其次，小农散养不能形成一定的生
产规模，导致蜂农的抗风险能力极低，在蜜源受光照、温度
等一系列影响产蜜的不确定性因素后，有相当一部分蜂农无法
得到相应的回报后放弃蜜蜂的养殖。而一个好的生产合作社能
够联系起蜂农，推广适用技术监督蜂户产蜜质量，统一收购蜂
蜜，建立车间标准化深加工蜂蜜，同时联系企业和政府为蜂农
销售蜂蜜营造好的环境，以此来弥补蜂农散养生产弊端，增强
技术和蜂具蜂药等的推广

关注大企业，带动蜂蜜产业发展。美经济学家钱德勒提
到：大企业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核心。蜂蜜产业迫切需要影响力
大的大企业来形成相应的产业集群，从而提升我国蜂蜜产业的
整体竞争力。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重
要作用，蜂蜜产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养殖艰辛，技术
复杂，监管难度大，国内蜂蜜产业乱象频出，拥有一定经营
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大企业在整个行业中占主导地位会增加国内蜂
蜜的国际竞争力。

2.4增强蜂蜜产品品牌建设
第一，增强企业品牌意识。我国大多数农副产品企业和种

植养殖散户普遍存在的思想是所经营产品没有必要建立品牌，或
者已有品牌但并不寄期望于品牌能带来多少经济效益。而且小农
生产和农副产品属性限制了品牌的建立。由于农副产品没有经过
深加工，所获效益有限，因此无法投入大量资金建立品牌。而加
强产品品牌化从长远来看是利大于弊的做法，品牌化后的产品才
能在市场竞争中累积、发展和壮大客户，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
力。而且品牌化有利于产品形成一定的规模，促使企业和农户标
准化规模化生产经营。增强蜂产品企业品牌意识，需要政府牵线
带头组织企业的品牌化建设，需要给蜂农开展相关培训，引导建
立品牌意识。

参考文献：

[1]李瑞珍,刘世丽,吴杰,方兵兵.世界蜂产品生产与贸易状

况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7,45(20):322-327.

[2]朱俊波,杨红梅.中国蜂蜜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J].安徽

农业科学,2007,(20):6305-6306.

[3]吕洁文.推动我国出口蜂蜜高质量发展思考[J].中国蜂

业,2020,71(04):58-60.

[4]梁自胜.当前农产品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山西

农经,2021,(13):167-168.

[5]席桂萍.中国养蜂业国内支持政策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

院,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