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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蜂蜜出口和进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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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系统评价我国蜂蜜出口和进口情况。【方法】 基于 1981 至 2020 年我国蜂蜜进出口的

时间序列数据，选取了蜂蜜进出口量、蜂蜜进出口金额、蜂蜜进出口单价、蜂蜜进出口贸易综合指数、蜂

蜜进出口单价比等作为衡量蜂蜜进出口贸易指标。【结果】 1981 至 2020 年期间，中国占世界蜂蜜出口量

18.60%-30.52%（平均 22.87%），已成为世界蜂蜜出口第一大国，但中国蜂蜜出口单价一直处于低位，是

世界蜂蜜出口平均单价的 66.86%，德国蜂蜜出口平均单价的 40.32%；从蜂蜜出口国贸易综合指数来看，

虽然中国蜂蜜出口单价低有一定价格优势，但也存在潜在竞争对手；中国蜂蜜进口量、蜂蜜进口金额和蜂

蜜进口单价都在快速增长，但蜂蜜进口单价快速增长，导致进口蜂蜜销售价格远远高于国产蜂蜜；中国蜂

蜜进口单价明显高于出口单价，特别是 2011-2015 年，2016-2020 年蜂蜜进口单价与出口单价比分别为

4.71︰1 和 8.13︰1，这不符合正常市场规律，值得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策略。     

【结论】 我国蜂蜜出口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出口量方面；蜂蜜进口快速增长，但需要正确科学

引导。  

关键词  蜜蜂；蜂蜜；出口；进口；中国 

Analysi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honey to, and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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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honey to, and from, China.【Methods】 Based 

on time series data collected from 1981 to 2020 and a comprehensive index of imported and exported honey, the volume, unit 

price, and the unit price ratio of imported and exported honey, were selected as factors for measur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honey to, and from, China.【Results】 From 1981 to 2020, China accounted for 18.60% to 30.52% (average 22.87%) of the 

world's honey exports and became the largest honey exporter. However, the unit price of exported Chinese honey has been just 

66.86% of the average global unit price and 40.32% of the average German unit price. The trade composite index of honey 

exporting countries indicates that a low unit export price can confer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otential 

competitors in this price range. China's honey imports, and the unit price of imported honey, are growing rapidly; the price of 

imported honey is now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domestic honey. The unit price of imported honey is consequent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exported honey. From 2011 to 2015, and from 2016-2020, the ratio of unit import price to unit 

export price was 4.71︰1 and 8.13︰1, respectively. This is contrary to normal market principles, and requires immediate 

rectification by the government. 【Conclusion】 Chinese honey exports have some competitive advantage, mainly reflec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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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ort volume. Honey imports are growing rapidly, but regulation is required to prevent the price of imported honey 

becoming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domestic honey. 

Key words  honeybee; honey; export; import; China 

蜜蜂是目前人工饲养 广泛的经济昆虫，且

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

（曾志将，2017）。蜜蜂也是一种理想模式昆虫，

可以用于社会生物学以及行为生物学研究（曾志

将，2020；Huang et al., 2022；李鑫等，2022）。

蜂蜜是养蜂生产中 主要蜂产品，我国蜂蜜年产

量居世界第一（吴杰等，2021；曾蜜等，2022）。 

蜂蜜一直是我国传统出口创汇产品（李瑞珍

等，2020）。我国蜂蜜出口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

代中期，1956 年全国蜂蜜出口 0.39 万吨（陈耀

春，1993），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蜂蜜出

口量开始大幅度增加，至 2020 年蜂蜜出口达

132 469 吨，成为世界第一蜂蜜出口国。我国蜂

蜜进口始于 1988 年，仅为 1 吨，至 2020 年蜂蜜

进口为 4 272 吨（FAO，2022）。 

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蜂蜜进出口贸易问题

进行了研究，比如利用 1980-2013 年蜂蜜产量与

出口量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对我国蜂蜜产

量与出口量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蜂蜜产量与

出口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两者之间存

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邵佳咪，2015）；在分

析我国蜂蜜贸易格局基础上，从价格、质量指数、

国际市场占有率和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四

个指标对我国出口蜂蜜比较优势进行评价，结果

发现：我国出口蜂蜜具有较强比较优势，但是在

质量水平上不具备竞争力（刘庆博和刘俊昌，

2012）；采用 SWOT 分析方法对我国蜂业现状

和发展瓶颈，结果发现蜂业正面临着生态环境恶

化、养蜂成本提高、蜂农老龄化、国际贸易竞争

力下降等诸多威胁，1990-2012 年间，我国出口

蜂蜜 RSCA 指数呈明显下降趋势（李瑞珍等，

2015）；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安全要求

对中国蜂蜜出口影响，结果发现：进口国经济规

模和发展水平对中国蜂蜜出口有正面影响，进口

关税对于双边贸易负面影响并不显著（戚亚梅

等，2013）；我国蜂蜜出口遇到许多技术壁垒，

降低了我国出口量，要通过提高技术标准来提高

我国蜂蜜国际竞争力（丁丽芸，2013）；美国反

倾销对我国蜂蜜产品出口产生严重影响，出口量

下降，使国内厂商对美出口的信心受到重创（陈

显顺，2014）；采用处理零贸易和异方差方法模

拟引力方程，运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卫生与植物

卫生措施（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对中国蜂蜜出口欧盟影响。结果发现欧盟

发起 SPS 措施在短期内显著地阻碍了中国蜂蜜

出口，但远期的影响显著为正（宋海英和 Helen，

2014）；我国加入 WTO 后，进口蜂蜜呈现数量

和价格齐升局面，主要源于竞争力效应、市场规

模效应和市场分布效应（宋海英，2016）；对 

2005-2014 年世界蜂蜜出口大国国际竞争力进

行评价结果发现：阿根廷出口蜂蜜比较优势

强，中国出口单价各年均 低，德国出口单价

高，阿根廷、中国、德国蜂蜜出口的国际市场占

有率居于前列（李瑞珍等，2017）。Maristela

采用比较优势指数（RCA）评估了巴西蜂蜜出口

竞争力（Maristela et al., 2017）；Terin 等（2018）

采用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平衡指数（TBI）

研究了土耳其蜂蜜出口竞争水平；Homayounfar

等（2018）采用 DEMATEL 方法研究了伊朗蜂蜜

出口壁垒；Popescu（2018）利用结构指数、特

定贸易比率以及图示等方法分析了罗马尼亚加

入欧盟后，对罗马尼亚蜂蜜生产和贸易影响；

Ignjatijevic 等（2018）对塞尔维亚蜂蜜出口的比

较优势与欧盟国际贸易；Dankevych 等（2018）

分析了乌克兰蜂蜜现状和出口竞争力，并确定影

响乌克兰蜂蜜出口的关键影响。鉴于采用单一指

标评价蜂蜜国际竞争力存在一定局限性，盘和林

等提出采用因子分析法来综合评价蜂蜜国际竞

争力（盘和林和何敏红，2013）。 

本论文重点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蜂蜜出

口和进口情况，选取了蜂蜜进出口量、蜂蜜进出

口金额、蜂蜜进出口单价、蜂蜜进出口贸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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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蜂蜜进出口单价比等作为衡量蜂蜜进出

口贸易指标，对蜂蜜出口和进口数据进行了系

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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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统计

数 据 （ FAO ， http://www.fao.org/faostat/en/# 

home），原始数据包括蜂蜜出口量、蜂蜜进口量、

蜂蜜出口金额和蜂蜜进口金额。 

1.2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Excel 数据软件对蜂蜜出口量、蜂蜜进

口量、蜂蜜出口金额和蜂蜜进口金额数据进行分

析。蜂蜜出口单价=蜂蜜出口金额/蜂蜜出口量；

蜂蜜进口单价=蜂蜜进口金额/蜂蜜进口量；蜂蜜

进口单价与出口单价比=蜂蜜进口单价/蜂蜜出

口单价比。 

I
j j j

w w w

100 log 100
X Y Z

X Y Z

   
       
   

 

其中 I 表示出口（或进口）贸易综合指数；Xj 表

示 j 国（或 j 地区）某一种产品出口（或进口）

数量，Xw 表示全世界某一种产品出口（或进口）

总数量；Yj 表示 j 国（或 j 地区）某一种产品出

口（或进口）金额；Yw 表示全世界某一种产品

出口（或进口）总金额；Zj 表示 j 国（或 j 地区）

某一种产品出口（或进口）平均单价；Zw 表示

全世界某一种产品出口（或进口）平均单价。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蜂蜜出口数量及价格分析 

从表 1 至表 3 可知：从 1981 至 2010 年美洲

蜂蜜出口一直居于五大洲首位，2011-2020 年亚

洲和欧洲蜂蜜出口量超越美洲；与世界蜂蜜出口

总价占比，亚洲一直低于欧洲，1981 年至 2015

年低于美洲；与世界蜂蜜出口单价占比，欧洲

40 年（1981-2020 年）来一直大于 111.04%，1991

至 1995 年期间平均达 155.98%。大洋洲蜂蜜出

口单价占比 1991 年以后，也一直大于 111.83%，

2016 至 2020 年期间平均达 648.19%，这与澳大

利亚、新西兰宣传及高价销售麦卢卡蜂蜜有密切

关系。1986 年以来，亚洲蜂蜜出口单价占比一

直低于世界蜂蜜平均出口单价，特别是 2000 年

以后，亚洲蜂蜜出口单价只有世界蜂蜜平均出口

单价 70%左右。 

从表 4 至表 6 可见：中国和阿根廷是世界主

要蜂蜜出口国，中国占世界蜂蜜出口量的

18.60%-30.52%（平均 22.87%），阿根廷平均占

比 15.76%，中国已成为世界蜂蜜出口第一大国。

2011 年以后，中国蜂蜜出口量已突破 12 万吨，

这与中国蜂蜜年产量稳步增加直接关联，而蜂蜜

产量增加与政府加大了养蜂科技投入有关（杜夏

等，2021；曾蜜等，2021）；中国出口单价一直

处于低位，40 年来，只有世界蜂蜜出口平均单

价 66.86%，而德国是 166.10%，德国出口单价是

中国的 2.48 倍。 

从表 7 可知：40 年（1981-2020 年）以来，

亚洲、欧洲和美洲平均出口贸易综合指数分别是

57.98、62.33 和 74.80，欧洲有上升趋势，主要

原因是欧洲蜂蜜出口单价高于亚洲和美洲；世界

2 个主要蜂蜜出口国的出口贸易综合指数，虽然

中国总体比阿根廷要高，但存在交替现象，显然

阿根廷是中国蜂蜜出口 主要竞争对手。 

2.2   中国蜂蜜进口数量及价格分析 

从表 8 至[eb1]表 10 可知：欧洲和美洲是蜂

蜜主要进口地，特别是欧洲 40 年（1981-2020

年）以来，蜂蜜进口量一直超过了世界蜂蜜进口

量一半以上，蜂蜜进口金额高居世界蜂蜜进口金

额的 49.92%-67.51%（平均 58.93%）；欧洲和美

洲蜂蜜进口单价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分别是世界

蜂 蜜 进 口 单 价 的 96.47%-110.50% （ 平 均

102.75%）和 80.66%-94.11%（平均 86.71%），但

大洋洲蜂蜜进口单价一直高居世界蜂蜜进口单

价的 142.64%-304.03%（平均 199.09%）。 

从表 11 至表 13 可见：1981-2020 年期间，

从总体趋势来看，中国蜂蜜进口量、蜂蜜进口金

额和蜂蜜进口单价都在快速增长，但蜂蜜进口单

价快速增长，导致进口蜂蜜在国内的销售价格远

远高于国产蜂蜜；美国是世界蜂蜜 主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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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40 年（1981-2020 年）以来，美国蜂蜜进口

量占世界蜂蜜进口量的 12.62%-27.48%（平均

21.52%），进口金额占世界蜂蜜进口金额的

10.30%-24.72%（平均 18.38%）；澳大利亚蜂蜜

进口单价远高于德国、美国和日本。 

从表 14 可知：1981-2020 年间的 40 年欧洲、

美洲和亚洲平均进口贸易综合指数分别是

118.28 和 44.85 和 39.85，主要原因欧洲是世界

蜂蜜 主要进口地；1981-2020 年间的 40 年间德

国和美国蜂蜜进口平均贸易综合指数分别为

47.82 和 41.83，但 2006 年开始，德国蜂蜜进口

贸易综合指数开始下降，而美国则表现出强劲上

升态势；中国进口贸易综合指数总体趋势是在增

加，特别是 2006年快速增长，但 高也只有 7.14，

远小于日本蜂蜜进口贸易综合指数。 

2.3  中国蜂蜜进口与出口单价比较分析 

从表 15 可知：世界、美洲的蜂蜜进口单价

与出口单价比分别为（0.97-1.04）︰1 和（0.90- 

1.04）︰1，属于正常变化幅度，但欧洲和非洲

的蜂蜜进口价格明显低于出口价格，亚洲的蜂蜜

进口价格却明显高于出口价格；德国蜂蜜进口单

价与出口单价比稳定在（0.52-0.63）︰1，澳大

利亚前高后低；中国蜂蜜进口单价与出口单价比

1991 年以来，一直是蜂蜜进口价格明显高于出

口价格，特别是 2011-2015 年，2016-2020 年蜂

蜜进口单价与出口单价比分别为 4.71︰1 和

8.13 ︰1，这是不正常价格变化，不符合正常市

场规律，值得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尽快出台有

针对性解决策略。 

3  结论与讨论 

3.1  研究结论与建议 

1981 至 2020 年期间，中国占世界蜂蜜出口

量的 18.86%-30.52%（22.87%），已成为世界蜂

蜜出口第一大国，但中国蜂蜜出口单价一直处于

低位，是世界蜂蜜出口平均单价的 66.86%，德

国蜂蜜出口平均单价的 40.32%；从蜂蜜出口国

贸易综合指数来看，中国蜂蜜出口虽然具有一定 

价格优势，但也存在的潜在竞争对手阿根廷；中

国蜂蜜进口量、蜂蜜进口金额和蜂蜜进口单价都

在快速增长，但是蜂蜜进口单价的快速增长，导

致进口蜂蜜国内销售价格远远高于国产蜂蜜；中

国蜂蜜进口单价明显高于出口单价，特别是

2011-2015 年，2016-2020 年蜂蜜进口单价与出口

单价比分别为 4.71︰1 和 8.13︰1，这不符合正

常市场规律，值得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尽快出

台有针对性解决策略。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研究建议。 

（1）进一步提高蜂蜜质量：从市场角度来看，

产品质量决定了产品出路。中国蜂蜜要保持在国

际出口蜂蜜市场中第一位置，唯一出路就是进一

步提高蜂蜜质量。提高蜂蜜质量要从源头上抓

起，即推广强群饲养技术，生产优质天然成熟蜂

蜜；彻底改变蜂农生产稀薄蜂蜜、蜂产品加工企

业人工脱水浓缩的生产方式；科学用药防治蜂

病，严格执行用药后 1 个月内不生产蜂蜜，以减

少蜂蜜中农药残留。 

（2）进一步培育蜂蜜品牌：由于蜂蜜出口门

槛条件不高，因此我国蜂蜜出口企业很多，但蜂

蜜出口龙头企业数量偏少，有国际影响的蜂蜜品

牌更少。国外蜂产品品牌中有两个国外值得我国

借鉴，一是巴西生产的绿蜂胶，二是澳洲生产的

麦卢卡蜂蜜。绿蜂胶和麦卢卡蜂蜜在国际蜂产品

市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销售价格高于同类产品

数倍至数十倍。中国蜂蜜出口单价低，根本原因

与中国蜂蜜品牌不强有直接关系。政府应在资

金、税收、贷款等方面重点支持 3-5 家蜂蜜出口

龙头企业，打造我国自己的蜂蜜出口品牌。 

（3）进一步接轨蜂蜜国际标准体系：我国出

口蜂蜜主要以原料蜂蜜为主，产品附加值低，技

术性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出口的主要问题。我国

蜂蜜出口企业需要深入了解主要蜂蜜进口国家

的法规、标准和认证制度，同时主动牵头组织或

积极参加编写国际蜂蜜相关标准，加强对国际蜂

蜜标准分析，加快制定（或修订）与国际标准体

系接轨的我国蜂业技术标准体系，主动与国际标

准接轨，打破蜂蜜出口技术性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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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中国/各大洲蜂蜜进口单价与出口单价比 

Table 15  The ratio of unit import price and unit export price in China/each continent 

年份 
Years 

世界 
World 

亚洲 
Asia 

欧洲 
Europe 

美洲 
America

非洲 
Africa 

大洋洲
Oceania

中国 
China 

德国 
Germany 

澳大利亚
Australia

1981-1985 0.99︰1 1.13︰1 0.78︰1 1.02︰1 0.62︰1 2.57︰1 0.00 0.63︰1 2.75︰1

1986-1990 1.01︰1 1.09︰1 0.76︰1 1.04︰1 0.60︰1 3.14︰1 0.66︰1 0.55︰1 2.23︰1

1991-1995 1.05︰1 1.33︰1 0.69︰1 1.03︰1 0.62︰1 1.90︰1 2.85︰1 0.52︰1 2.29︰1

1996-2000 1.01︰1 1.23︰1 0.75︰1 1.02︰1 0.54︰1 1.62︰1 1.33︰1 0.63︰1 2.14︰1

2001-2005 1.04︰1 1.35︰1 0.76︰1 0.98︰1 0.99︰1 0.85︰1 1.82︰1 0.63︰1 1.08︰1

2006-2010 0.98︰1 1.34︰1 0.76︰1 0.90︰1 0.82︰1 0.73︰1 1.67︰1 0.59︰1 1.15︰1

2011-2015 0.99︰1 1.58︰1 0.80︰1 0.96︰1 0.81︰1 0.45︰1 4.71︰1 0.61︰1 0.70︰1

2016-2020 0.97︰1 1.95︰1 0.84︰1 0.96︰1 0.82︰1 0.28︰1 8.13︰1 0.59︰1 0.67︰1

德国和澳大利亚既是蜂蜜主要出口国，又是蜂蜜主要进口国。 

Germany and Australia are both major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of honey. 
 

（4）进一步处理好蜂蜜进口与出口两者关

系：随着我国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对

优质进口产品的期望值越来越高。我国蜂蜜进口

也反映出这种现象，比如 1996-2000 年期间平均

每年进口蜂蜜 395.8 吨，2006-2010 年和 2016- 

2020 年期间平均每年进口蜂蜜分别为 1 775.6 吨

和 4 954.4 吨，我国蜂蜜进口量几乎是每十年上

一个新台阶。但更应该关注的是：2011 至 2020

年期间我国蜂蜜进口单价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的

蜂蜜进口单价 3-5 倍，而我国蜂蜜出口单价是德

国和澳大利亚的蜂蜜进口单价三分之一左右，出

口单价远低于进口单价。我国存在的巨大蜂蜜进

出口单价差异，让许多业内人士很难理解，但这

是事实，可能是国内少数消费者有崇洋媚外心

理，认为进口蜂蜜一定比国产蜂蜜质量好。政府

和蜜蜂行业需要做的事情是：要进一步提高国产

蜂蜜质量，规范国内蜂蜜市场，加强国内蜂蜜品

牌培植和宣传，正确引导进口蜂蜜宣传和消费，

进一步处理好蜂蜜进口与出口两者关系。 

3.2  讨论 

（1）以往对我国蜂蜜出口和进口分析，都是

以每年蜂蜜出口和进口数据作为研究基础数据

（刘庆博和刘俊昌，2012；盘和林和何敏红，

2013；李瑞珍和方兵兵，2020）。本论文考虑到

蜂蜜生产与自然气候条件密切相关，而蜂蜜产量

与出口量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邵佳

咪，2015），具有一定波动性，因此我们以连续

5 年蜂蜜出口和进口数据平均值作为研究基础数

据，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能消除蜂蜜生产产量波动

性影响，研究结果也更具指导价值。  

（2）国内许多学者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

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净出口显

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对我国蜂蜜出口竞争力进

行了分析（刘庆博和刘俊昌，2012；盘和林和何

敏红，2013；宋海英等，2014；李瑞珍等，2015，

2017；李瑞珍和方兵兵，2020），有时候几个指

标不一定完全一致，比较难判别。为了更全面评

价综合我国蜂蜜出口竞争力，我们首次提出了蜂

蜜出口贸易综合指数，评价结果简单直观。 

（3）相对蜂蜜出口，我国蜂蜜进口起步比较

晚，规模比较小，但进口蜂蜜呈现数量和价格齐

升局面（戚亚梅等，2013；宋海英，2016）。从

本文研究结果可见：近 20 多来我国蜂蜜进口数

量大幅度增加，蜂蜜进口价格异常偏高，特别是

2016-2020 年蜂蜜进口单价与出口单价高达 8.13︰

1，显然必须正确引导进口蜂蜜消费，同时要加

强国内蜂蜜品牌培植以及科学引导蜂蜜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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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盾蜂蚜蝇 Volucella pellucens tabanoides Motschulsky 
  

黄盾蜂蚜蝇是双翅目（Diptera）食蚜蝇科（Syrphidae）昆虫。本期封面照片于 2020 年 8 月 16

日拍摄于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物种学名由中国农业大学杨定教授和王亮博士鉴定。 

 
  

（张润志，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