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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蜜蜂产业生产发展分析*  
曾  蜜 1**  周伟良 2  颜伟玉 3, 4  曾志将 3, 4*** 

（1.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昌 330045；2. 江西省养蜂研究所，南昌 330052； 

3. 江西省蜜蜂生物学与饲养重点实验室，南昌 330045；4. 江西农业大学蜜蜂研究所，南昌 330045） 

摘  要  【目的】  本研究旨在系统分析并评价我国蜜蜂产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方法】 基于 1981-2020

年我国蜜蜂产业的时间序列数据，选取蜂群饲养量、蜂蜜年产量、蜂群蜂蜜单产量、蜂蜜生产者价格、蜂

蜜生产价格指数等作为衡量蜜蜂产业生产发展的指标。【结果】 2016-2020 年中国蜂群饲养量占比世界蜂

群饲养量的 10.43%，且中国蜂群饲养量稳居世界第二；2006 年后，中国蜂蜜年产量占比世界蜂蜜年产量

的 25.11%-26.76%，成为世界蜂蜜年产量第一大国；中国蜂群蜂蜜单产量水平虽然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蜂蜜年产量、蜂群饲养量和蜂群蜂蜜单产量三

者间相关系数都大于 0.98；建立二次非线性模型，能较好地反映蜂蜜产量与蜂群数量、蜂蜜单产量之间的

非线性关系；中国蜂蜜生产者价格一直低于世界以及五大洲平均水平，且中国蜂蜜生产价格指数不够稳定。

【结论】 40 年（1981-2020 年）以来，中国蜜蜂产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仍然存在差距和问题，蜜

蜂产业生产存在一定风险，政府应加强对蜜蜂产业宏观调控与引导，以促进我国蜜蜂产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  蜜蜂；产业发展；蜂蜜；中国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apicultural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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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 is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apicultural industry in within the 

country. [Methods]  Based on the time series data from 1981 to 2020, the number of honeybee colonies, overall annual honey 

yield, honey yield per colony, honey producer price, honey production price index, etc. were selected as the indicators to infer 

the development of apicultural industry.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2016 to 2020, the number of bee colonies in 

China accounted for 10.43% of the global honeybee colonies, ranking the second in the world. After 2006, our annual honey 

production accounted for 25.11%-26.76% of the world's annual output, becoming the largest country in terms of annual honey 

output. Although the production per colony has been higher than the world average,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compared with 

Canada, Australia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mong the annual honey yield, the number of 

honeybee colonies and the production per colony was higher than 0.98. The secondary nonlinear model was established, which 

can better characterize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ey yield, the number of honeybee colonies and honey yield per 

colony. Chinese honey producer prices have been lower than the average of five continent, and the Chinese honey production 

price index was not stable enough. [Conclus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1981-2020), our apicultural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but there are still gaps and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al macro-control and guidance could strength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api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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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是一种重要经济昆虫，是人类饲养时间

最早以及最广泛的昆虫之一。蜜蜂是一种资源共

享、分工精细、信息交流高的社会群体性昆虫（曾

志将，2020）。蜜蜂产业既不与种植产业争土地

和肥料，也不与养殖产业争饲料。蜜蜂产业在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保护

生态环境、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等方面都有重要作

用（曾志将，2017；李震等，2020）。通过蜜蜂

授粉来提高农作物产量与品质，已成为绿色农业

食品生产和实现农业现代化一项重要配套措施

（吴杰和刁青云，2021）。 

我国是传统养蜂大国，有良好的养蜂群众基

础。1949 年全国蜂群饲养量 50 万群，蜂蜜产量

0.8 万吨（马德风，1993）。中国蜜蜂产业发展之

路，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总结（陈耀春，

1993；吴杰，2012；李瑞珍和方兵兵，2020；吴

杰和刁青云，2021），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是蜂群

数量和蜂群产量等指标，而没有涉及生产者价格

和生产价格指数。以常规的蜂群数量和蜂群产量

等指标不能全面评价我国蜜蜂产业生产状况，引

入蜂蜜生产者价格、蜂蜜生产价格指数有助于深

入了解我国蜜蜂产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情况。 

生产者价格是指生产者出售产品的价格，包

括生产成本和利润。在中国，农业生产者价格主

要指农产品收购价格，此外还包括农民直接向非

农业居民出售农产品价格（钟甫宁，2011）。农

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农产品

生产者出售农产品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变化程

度指数。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可以客观反映全

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水平和结构变动情况（陈佳珊

和张丹，2019）。 

本论文重点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蜜蜂产

业生产发展，选取了蜂群饲养量、蜂蜜年产量、

蜂群蜂蜜单产量、蜂蜜生产者价格、蜂蜜生产价

格指数等作为衡量蜜蜂产业发展指标，我们对相

关数据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我国蜜蜂产业健康

稳定发展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数据来源 

试验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相关统计数据（http://www.fao.org/faostat/ 

en/#home），数据包括蜂群饲养数量、蜂蜜年产

量、蜂蜜生产者价格和蜂蜜生产价格指数。 

蜂群蜂蜜单产量＝蜂蜜年产量 /蜂群饲养

数量 

变化率（%）＝ 

某一时间段数据 上一时间段数据

上一段时间数据
×100。 

1.2  数据处理方法 

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农业生产价格指数方

法是利用报告期和基期各种农产品产量，扣除种

子、饲料用量后，以价格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出

来。FAO 为了减少基准年农业生产波动影响，

采用连续 3 年为基期。计算各个国家和地区，以

及全球生产价格指数都是采用拉氏公式来计算。 

1 0

0 0

p q
I

p q
 


 

其中：I 代表农业生产价格指数；p0 是某种

农产品的基期平均价格；p1 是某种农产品的报告

期平均价格；q0 是某种农产品的基期产量。 

采用 Excel 软件对蜂群饲养数量、蜂蜜年产

量、蜂群蜂蜜单产量、蜂蜜生产者价格和蜂蜜生

产价格指数数据进行分析。采用 EViews10 软件

对蜂蜜年产量、蜂群饲养量和蜂群蜂蜜单产量三

者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检验分析和作残

差图。采用多元二项式回归建立蜂蜜年产量、蜂

群饲养量和蜂群蜂蜜单产量三者的纯二次非线

性模型。 

2  结果与分析 

2.1  蜂群饲养数量 

1981-2020 年期间，世界蜂群饲养量总体呈

上升趋势（表 1，表 2）。与 1981-1985 年相比，

2016-2020 年蜂群饲养量增加了 42.93%；40 年

（1981-2020 年）以来，亚洲蜂群饲养量总体呈

上升趋势，而欧洲和美洲则总体呈下降趋势；印

度蜂群饲养量始终居世界第一，1991 年以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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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蜂群饲养量稳居世界第二；与 1981-1985 年相

比 ， 2016-2020 年 中 国 蜂 群 饲 养 量 增 加 了

44.64%；1981-2020 年中国蜂群饲养量的世界占

比为 9.76%-11.26%（平均 10.43%）。 

2.2  蜂蜜年产量和蜂群蜂蜜单产量 

从表 3 至表 5 可知：1981-2020 年期间，世

界蜂蜜年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与 1981-1985 年

相比，2016-2020 年蜂蜜年产量增加了 83.69%；

40 年（1981-2020 年）以来，亚洲蜂蜜年产量与

占比世界蜂蜜年产量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而欧

洲和美洲则总体呈下降趋势；2006 年以来亚洲

蜂 蜜年产量 占比世界 蜂蜜年产 量 42.75%- 

47.20%，显然亚洲是世界蜂蜜主产区；2006 年

后，中国蜂蜜年产量占比世界蜂蜜年产量

25.11%-26.76%，中国已成为世界蜂蜜年产量第

一大国；中国蜂群蜂蜜单产量水平总体趋势是持

续增加，虽然一直高于世界、亚洲、欧洲和非洲

平均水平，但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

还存在一定差距。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蜂蜜年产量、蜂群饲养

量和蜂群蜂蜜单产量三者关系，先计算三者之间

相关系数（表 6）。从表 6 可知：三者之间有密

切相关性，相关系数都在 0.98 以上，其中蜂蜜

年产量和蜂蜜单产量相关系数高达 1.00，蜂蜜年

产量和蜂群饲养量的相关系数为 0.98，显然蜂蜜

年产量高低取决于蜂群饲养量和蜂蜜单产量高

低。利用 lnXt-lnXt-1 对数差分求出中国蜂蜜年产

量、蜂群饲养量和蜂群蜂蜜单产量变化率（表 7），

3 个变量变化率的总体变化趋势较为相似，变化

率呈现先降后增再降的趋势。 

以蜂蜜产量为因变量（y），蜂群数量（x1）、

蜂群数量平方（x1
2）、蜂蜜单产量（x2）、蜂蜜单

产量平方（x2
2）为自变量，采用多元二项式回归：

纯二次非线性模型，即方程式（1）。 

 y = β0 + β1 x1 + β2 x2 + β11 x1
2 + β22 x2

2 （1） 

运用逐步回归法得到多元二项式回归结果

（表 8），确定二项式回归方程式（2）： 

 y = 400 467.3﹣1 414.97 x1 +  

 7 315.86 x2 + 1.18 x1
2   （2） 

回归结果显示拟合优度为 0.999 8，F 统计量

为 7 511.64，P 值为 0.00，表明蜂蜜产量、蜂群

数量、蜂蜜单产量以及蜂群数量平方之间的拟合

度很高，说明方程式（2）能较好地表达四者之

间关系；宾-沃森检验值为 2.15，表明模型中不

存在自相关性；从残差图（图 1）可见，二次非

线性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实际值和拟合值几乎吻

合，残差序列也呈现不规则趋势，表明方程式（2）

能较好地刻画了蜂蜜产量与蜂群数量及蜂蜜单

产量之间非线性关系。 

2.3  蜂蜜生产者价格和蜂蜜生产价格指数 

从表 9 和表 10 可知：1991 年以来，中国蜂

蜜生产者价格一直低于世界以及五大洲平均水

平，在许多年份，处于世界或亚洲最低水平。主

要原因是养蜂者劳动力成本偏低造成的，随着我

国收入水平提高和劳动力成本增加，2001 年以

后中国蜂蜜生产者价格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仍

然明显低于世界以及五大洲平均水平。从表 11

可见：中国蜂蜜生产者价格变化率最高点在

2006-2010 年，达到了 229.29%，变化率最低点

在 2001-2005 年，为﹣13.62%。除美洲外，

2006-2010 年世界、亚洲、欧洲和非洲的蜂蜜生

产者价格变化率都达到最高。  

从表 12 和表 13 可见：中国蜂蜜生产价格指

数总体趋势是逐步增长，世界与五大洲蜂蜜生产

价格指数则是持续增加；2016-2020 年中国及世

界各大洲蜂蜜生产价格指数都大于 100，说明蜂

蜜价格水平变化幅度比较大；2006-2010 年中国

蜂蜜生产价格指数变化率最高，达 114.88%，同

时 2001-2005 年中国蜂蜜生产价格指数变化率最

低，即﹣1.21%，说明中国蜂蜜价格不够稳定，

给蜜蜂产业生产带来一定风险，政府应加强对蜜

蜂产业宏观调控与引导，以促进我国蜜蜂产业健

康发展。 

3  结论与讨论 

3.1  研究结论与建议 

与 1981-1985 年相比，2016-2020 年中国蜂

群饲养量增加了 44.64%，中国蜂群饲养量在世

界占比 10.43%，蜂群饲养量稳居世界第二；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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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国和五大洲蜂群的蜂蜜平均单产量（kg/群/年） 

Table 4  The average honey output per colony in China and five continents (kg/colony/year)  

年份 
Years 

中国 
China 

世界 
World 

亚洲 
Asia 

欧洲 
Europe 

美洲 
America 

非洲 
Africa 

大洋洲 
Oceania 

1981-1985 22.03 15.36 12.22 16.11 23.89 9.15 38.37 

1986-1990 26.50 16.86 14.25 17.72 28.59 8.82 42.79 

1991-1995 26.21 17.34 14.87 18.15 30.66 10.09 42.16 

1996-2000 31.20 17.82 15.68 18.64 32.29 9.81 43.21 

2001-2005 35.53 18.39 17.70 20.61 31.13 8.82 38.23 

2006-2010 43.79 19.63 19.50 22.10 29.97 9.85 39.15 

2011-2015 50.80 20.12 20.15 22.12 29.79 10.89 31.18 

2016-2020 53.51 19.74 20.11 20.98 30.52 10.15 24.97 

    
表 5   蜂群的蜂蜜平均单产量列世界前 5 位的国家（kg/群/年） 

Table 5  Top 5 countries in the world of the average honey output (kg/colony/year) 

年份 
Years 

第 1 位 
Number one 

第 2 位 
Number two 

第 3 位 
Number three 

第 4 位 
Number four 

第 5 位 
Number five 

1981-1985 89.70（库克群岛 

Cook Islands） 

54.43（加拿大

Canada） 

50.07（比利时

Belgium） 

49.35（古巴 Cuba） 44.31（澳大利亚

Australia） 

1986-1990 72.67（库克群岛

Cook Islands） 

57.73（澳大利亚

Australia） 

55.30（加拿大

Canada） 

46.03（古巴 Cuba） 37.69（比利时

Belgium） 

1991-1995 62.29（加拿大

Canada） 

52.44（澳大利亚

Australia） 

40.51（古巴 Cuba） 39.74（芬兰

Finland） 

39.47（萨摩亚

Samoa） 

1996-2000 62.06（加拿大

Canada） 

54.49（澳大利亚

Australia） 

51.43（图瓦卢

Tuvalu） 

45.14（比利时

Belgium） 

39.28（古巴

Cuba） 

2001-2005 64.14（越南

Vietnam） 

60.88（加拿大

Canada） 

50.00（澳大利亚

Australia） 

44.29（古巴 Cuba） 40.91（芬兰

Finland） 

2006-2010 78.72（图瓦卢

Tuvalu） 

60.24（加拿大

Canada） 

55.13（越南 Vietnam） 47.95（澳大利亚

Australia） 

43.79（中国

China） 

2011-2015 58.21（加拿大

Canada） 

53.10（越南

Vietnam） 

50.80（中国 China） 49.25（缅甸

Myanmar） 

46.93（澳大利亚

Australia） 

2016-2020 102.56（图瓦卢

Tuvalu） 

78.31（越南

Vietnam） 

65.92（法属波利尼西

亚 French Polynesia）

63.71（危地马拉

Guatemala） 

58.18（加拿大

Canada） 

 

表 6  中国蜂蜜年产量、蜂群饲养量和蜂群蜂蜜单产量的相关分析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annual honey output, honeybee colonies  
and honey output per colony in China 

指标 
Index 

蜂蜜年产量 
Annual output of honey

蜂群饲养量 
Number of  

colony 

蜂群蜂蜜单产量 
Single output of  
honey of colony 

蜂蜜年产量 Annual output of honey 1.00 0.98 1.00 

蜂群饲养量 Number of colony 0.98 1.00 0.98 

蜂群蜂蜜单产量 Single output of honey of colony 1.00 0.9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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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国蜂蜜年产量、蜂群饲养量和蜂群蜂蜜单产量的变化率（%） 

Table 7  Change rate among annual honey output, bee colonies and honey output per colony in China (%) 

年份 
Years 

蜂蜜年产量 
Annual output of honey 

蜂群饲养量 
Number of colony 

蜂群蜂蜜单产量 
Single output of honey of colony 

1986-1990 36.83  13.75  20.29  

1991-1995 ﹣3.92  ﹣2.84  ﹣1.09  

1996-2000 17.73  ﹣1.12  19.04  

2001-2005 29.05  13.31  13.88  

2006-2010 35.83  10.22  23.25  

2011-2015 19.83  3.29  16.01  

2016-2020 8.05  2.60  5.33  

 

表 8  多元二项式回归结果 

Table 8  Multiple binomial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d. error 

T-统计量 
T-statistic 

P 值 
P-value 

蜂群数量 Number of colony ﹣1 414.97 209.75 ﹣6.75 0.002 5 

蜂蜜单产量 Single output of honey of colony 7 315.86 410.78 17.81 0.000 1 

蜂群数量平方 Number of colony square 1.18 0.15 7.94 0.001 4 

C 400 467.30 79 629.90 5.03 0.007 3 

 

 
 

图 1  中国蜂蜜年产量、蜂群饲养量和 

蜂群蜂蜜单产量残差图 

Fig. 1  Residual of annual honey output, number of 
colonies and single output of honey of colony in China 

 
年后，中国蜂蜜年产量占比世界蜂蜜年产量

25.11%-26.76%，成为世界蜂蜜年产量第一大国；

中国蜂群蜂蜜单产量水平总体趋势是持续增加，

虽然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加拿大和澳大

利亚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蜂蜜年产量、

蜂群饲养量和蜂群蜂蜜单产量三者间相关系数

都大于 0.98；采用多元二项式回归方法，建立了

蜂蜜产量与蜂群数量、蜂蜜单产量之间的纯二次

非线性模型，能较好地刻画了三者之间非线性关

系；中国蜂蜜生产者价格一直低于世界以及五大

洲平均水平，在许多年份，处于世界或亚洲最低

水平；中国蜂蜜生产价格指数不够稳定，给蜜蜂

产业生产带来一定风险，政府应加强对蜜蜂产

业宏观调控与引导，以促进我国蜜蜂产业健康

发展。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研究建议。 

（1）通过适度饲养规模化，进一步提高我国

蜂群饲养数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蜂群饲养数

量得到了大幅度增加，从 1981-1985 年期间的年

均 632.28 万群至 2016-2020 年期间的年均 914.52

万群，增长了 44.64%。随着退耕还林、耕田保

护及绿化美化等政策深度推进，我国生态环境得

到了很大改善，为养蜂生产提供物质基础。据测

算：我国现有蜜粉源载蜂量至少为 1 500 万群（吴

杰和刁青云，2021），显然我国蜂群饲养数量还

有很大潜力。但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

只有通过推行蜂场饲养蜂群适度规模化和机械

化（曾蜜和曾志将，2020），来达到进一步提高

我国蜂群饲养数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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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中国与世界各大洲蜂蜜生产者价格比较（美元/吨） 

Table 9  Comparison of honey producer pric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ntinents in the world（USD/ ton） 

年份 
Years 

中国 
China 

世界 
World 

亚洲 
Asia 

欧洲 
Europe 

美洲 
America 

非洲 
Africa 

大洋洲 
Oceania 

1991-1995 610.74 3 289.56 4 966.39 3 640.78 2 260.54 2 100.67 1 952.85 

1996-2000 660.86 3 428.47 4 820.76 3 286.98 2 932.26 2 179.27 3 227.95 

2001-2005 570.85 3 925.46 5 362.76 3 712.03 3 021.14 2 247.82 4 897.21 

2006-2010 1 879.77 6 087.03 8 672.31 5 501.53 3 556.51 3 798.94 7 716.88 

2011-2013 2 021.37 7 627.96 10 909.86 6 852.88 6 214.29 2 861.07 6 637.67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中蜂蜜生产者价格数据，中国只有 1991-2013 年。 

Honey producer price of China has only data from 1991 to 2013 in FAO. 
 

表 10  中国与世界各国蜂蜜生产者价格比较（美元/吨） 

Table 10  Comparison of honey producer pric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USD/ ton)         

年份 
Years 

世界 World 亚洲 Asia 

最高价格（国家） 
Highest price (country) 

最低价格（国家） 
Lowest price (country)

最高价格（国家） 
Highest price (country)

最低价格（国家） 

Lowest price（country）

1991-1995 12 011.00（韩国 Korea） 536.40（中国 China） 12 011.00（韩国 Korea） 536.40（中国 China） 

1996-2000 14 593.70（黎巴嫩

Lebanon） 

565.90（中国 China） 14 593.70（黎巴嫩

Lebano） 

565.90（中国 China） 

2001-2005 15 665.00（也门 Yemen） 428.80（多米尼加

Dominican Republic） 

15 665.00（也门 Yemen） 539.10（中国 China） 

2006-210 25 818.80（也门 Yemen） 942.80（阿根廷

Argentina） 

25 818.80（也门 Yemen） 1 402.10（吉尔吉斯斯

坦 Kyrgyzstan） 

2011-2013 34 912.30（也门 Yemen） 1 867.70（阿根廷

Argentina） 

34 912.30（也门 Yemen） 1 904.70（中国 China）

最高价格或最低价格是指统计年份内某一年份价格。 

The highest price or lowest price refers to the price of a certain year in the statistical year. 
 

表 11  中国与世界各大洲蜂蜜生产者价格变化率（%） 

Table 11  Change rate of honey producer price in China and all continents (%)        

年份 
Years 

中国 
China 

世界 
World 

亚洲 
Asia 

欧洲 
Europe 

美洲 
America 

非洲 
Africa 

大洋洲 
Oceania 

1996-2000 8.21 4.22 ﹣2.93 ﹣9.72 29.72 3.74 65.29 

2001-2005 ﹣13.62 14.50 11.24 12.93 3.03 3.15 51.71 

2006-2010 229.29 55.07 61.71 48.21 17.72 69.01 57.58 

2011-2013 7.53 25.31 25.80 24.56 74.73 ﹣24.69 ﹣13.99 

 

（2）通过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我国蜂群生

产蜂产品的单产量：科技创新是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不竭动力与源泉。中国蜂群蜂蜜单产量水平虽

然总体趋势是持续增加，但与加拿大及澳大利亚

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特别是

2001 年后，越南蜂群蜂蜜单产量水平一直高于

我国。要进一步提高我国蜂群生产蜂产品的单产

量，最有效出路是：通过加大对蜜蜂产业科技投

入（曾蜜等，2021），进一步选育适宜我国饲养

优良蜂种，研发适合我国国情的蜂群饲养技术。 

（3）通过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进一步提高

有偿蜜蜂授粉服务覆盖面：在我国，绝大部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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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中国与世界各大洲蜂蜜生产价格指数比较 

Table 12  Comparison of honey producer price index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ntinents in the world  

年份 
Years 

中国 
China 

世界 
World 

亚洲 
Asia 

欧洲 
Europe 

美洲 
America 

非洲 
Africa 

大洋洲 
Oceania 

1991-1995 34.43 36.55 32.32 44.32 28.87 37.83 48.68 

1996-2000 45.45 46.88 41.73 53.32 41.94 48.61 54.64 

2001-2005 44.90 57.39 51.05 62.44 54.27 58.65 74.54 

2006-2010 96.48 74.61 73.10 71.39 71.98 84.53 88.33 

2011-2015 103.10 95.73 96.42 96.20 94.09 95.17 98.42 

2016-2020 109.28 110.09 110.31 104.84 115.74 112.34 111.34 

 
表 13  中国与世界各大洲蜂蜜生产价格指数变化率（%） 

Table 13  Change rate of honey producer price index in China and all continents (%) 

年份 
Years 

中国 
China 

世界 
World 

亚洲 
Asia 

欧洲 
Europe 

美洲 
America 

非洲 
Africa 

大洋洲 
Oceania 

1996-2000 32.01 28.26 29.12 20.31 45.27 28.50 12.24 

2001-2005 ﹣1.21 22.42 22.33 17.10 29.40 20.65 36.42 

2006-210 114.88 30.01 43.19 14.33 32.63 44.13 18.50 

2011-2015 6.86 28.31 31.90 34.75 30.72 12.59 11.42 

2016-2020 5.99 15.00 14.41 8.98 23.01 18.04 13.13 

 
众认为养蜂就是为了生产蜂产品，其实国家发展

蜜蜂产业更为重要意义是为农作物、果蔬及经济

林等植物授粉，以及通过蜜蜂授粉来维持自然生

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要加大蜜蜂授粉宣传，提

高民众（特别是种植者）对蜜蜂授粉重要性认同

度。同时政府要通过引导和政策支持，进一步提

高有偿蜜蜂授粉服务覆盖面，让有偿蜜蜂授粉服

务成为我国蜂农收入的主要途经。 

3.2  讨论 

（1）以往对我国蜜蜂产业生产发展研究，都

是以每年生产数据为研究基础数据（吴杰，2012；

李瑞珍和方兵兵，2020；吴杰和刁青云，2021），

而本论文考虑到蜜蜂产业生产与自然气候条件

密切相关，具有一定波动性，因此我们以连续 5

年数据平均值作为研究基础数据，这样在很大程

度上能消除蜜蜂产业生产波动性影响，研究结果

也更具指导价值。  

（2）本论文首次应用蜂蜜生产者价格和蜂蜜

生产价格指数作为衡量蜜蜂产业生产发展指标，

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果，并提出了相应建

议。但对蜂蜜生产者价格和蜂蜜生产价格指数更

多潜在规律，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蜂王浆是我国蜜蜂产业生产中主要产品

之一，也是西方蜜蜂饲养者主要收入来源，但目

前没有全国蜂王浆年产量官方统计数据，只有蜂

王浆出口数据。在以后研究中，从蜂王浆生产角

度，来系统开展我国蜜蜂产业生产问题，有研究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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