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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山区、半山区蜜蜂养殖产业发展实证分析 

毛小报，柯福艳，张社梅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与信息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21) 

【摘 要】通过比较分析浙江省 3个典型村的养蜂产业的发展经验，总结出一些养蜂产业发展的共性和差异性，

对我国其他山区、半山区如何发展壮大养蜂产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最后提出一些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山区、半山区；养蜂产业；共性；差异性；浙江 

【中图分类号】S89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528-9017(2010)05-1150-06 

蜜蜂养殖是我国一项传统养殖业，其养殖历史有 2000 多年。我国也是世界上蜂群数量最多的国家，2008 年蜂群数量已达

730 万群，蜂王浆产量约 3000t、蜂胶产量约 300t、蜂花粉产量约 3500t，蜂业总产值约 80 亿元
［1］

、蜂蜜产量达 35.4 万 t
［2］

，

蜂蜜出口在恶劣的环境下再创辉煌，创汇创历史最好水平，超过 14710万美元，出口平均单价升至历史最好水平，较 2007年的

历史最好水平提升了 18%
［3］
。另外，由于蜜蜂授粉而带来的农作物、果树、蔬菜等增加的产值远远超过了蜂产品本身的价值，蜜

蜂养殖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巨大。养蜂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态平衡不可缺少的链环，大力促进蜜蜂

养殖业的发展，是国家一项长远农业发展规划。 

我国蜜蜂养殖大多为传统养殖方式，主要集中在山区和半山区。虽然近年来由于养蜂技术的发展，可以进行定地养蜂，蜂

农可以不像传统转地蜂农那样奔波于全国各地，但是由于转地养蜂的蜜源十分丰富，而且饲料成本很低，传统转地养蜂方式仍

然是我国养蜂产业的主要方式。在我国，由于贫困人口大多分布于山区、半山区，仅仅从养蜂的直接经济的角度考虑，养蜂产

业是欠发达山区、半山区农村的“短、平、快”致富项目。蜂业生产不需水肥，不争田、不占地、投资少、见效快，因此被称

为“空中农业”、“速效农业”，尤其是在土地资源紧张、山区扶贫奔小康任务艰巨的今天，养蜂产业不失为我国欠发达山区、半

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优势产业。蜜蜂养殖业相对于其他养殖业来讲，属于资本、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且转地养蜂需要长期远

离城区，不断在全国各地奔波，蜂农十分辛苦，导致后继养蜂人才十分缺乏。近年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养蜂产业经济效益

下滑，在一些农村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养蜂产业正在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产业布局有向经济欠发达山区、半山区转移的趋势。

由于蜂农的养蜂收入要远远高于当地一般农民的平均收入，养蜂产业对促进我国山区、半山区的农业增产与增收、农民脱贫起

着重要作用。因此，研究一些山区、半山区典型蜜蜂养殖业发展案例，总结蜜蜂产业的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对指导我国山区、

半山区养蜂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其他养殖业相比，蜜蜂养殖业属于弱势产业，受重视程度不够，相关研究不是十分充

分。吴小波等
［4］

从浙江省兰溪市蜂业合作社发展动因及思路对兰溪市蜂业合作社发展进行了探讨，认为蜂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

种很好的蜂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能使蜂农利益最大化。谭义忠等
［5］

对广西柳州市“公司+协会+基地+蜂农”的生产经营模式进行

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认为这种形式能够促进蜜蜂养殖业的发展。郭红东和蒋文华
［6］

对浙江省江山市的“行业协会+公司+蜂农合

作社+专业蜂农”的订单运作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总结了一些发展订单农业的经验与启示。从笔者所掌握的信息来看，多

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蜂产业某种组织形式上，缺少比较不同情况的养蜂产业发展的路径与模式，难以总结出养蜂产业发展

兴衰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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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养蜂规模最大，在我国养蜂产业具有代表性的浙江省为例，研究其处于山区、半山区的江山市、兰溪市、缙云县等

的养蜂产业的发展情况。从上述 3 个市县中各挑出 1 个村，在分析养蜂产业发展、促进蜂农增收致富的基础上，总结这些地区

蜜蜂养殖业发展与兴衰的几点主要经验，并提出如何促进我国山区、半山区蜜蜂养殖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1 发展现状 

浙江省是全国养蜂、蜂产品生产加工、出口大省，西方蜜蜂饲养量和蜂产品产量、产值连续 19 年居全国首位
［2］

。蜂业在全

省畜牧业中基础较好、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是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2007年全省蜜蜂饲养量为 103.34万群，

占全国的 14.2%;蜂蜜产量为 8.96万 t，占全国的 27%;蜂王浆生产量为 2209.08t，约占全国的 60%，养蜂产值高达 11.41亿元，

在国内外市场上均占有较大份额。目前全省万群以上的养蜂县(市)有 21个，养蜂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加工、运输、包装、印刷等

相关行业的发展。据估算，全省约有 6000多人从事蜂产品流通、加工、销售和蜂机具生产等。 

从养蜂地区分布来讲，浙江省养蜂产业主要分布在江山、慈溪、兰溪、桐庐等县(市)。这 4 个县(市)的蜜蜂饲养量占全省

的 52%左右，不仅产业区域优势明显，而且各有特色。江山市被称为“中国蜜蜂之乡”，养蜂规模已连续 17年位居全国各县(市)

之首;桐庐县蜂产品加工业优势明显，2006 年被中国养蜂学会命名为全国唯一的“中国蜂产品之乡”;慈溪市蜂机具制造独占鳌

头，其塑料蜂机具产量约占全国的 2/3;兰溪市养蜂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有中国第一个养蜂专业示范村。除了慈溪市外，其他 3

个市均属于山区、半山区。浙江省是发达省份，养蜂产业主要集中在山区和半山区，山区、半山区养蜂规模约为总规模的 77%。

有近 39%的蜜蜂饲养集中在欠发达地区。调查显示，浙江省养蜂产业有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 

2 案例分析 

浙江省蜜蜂产业整体发展规模在全国居首位，但是省内各县(市)养蜂规模差异较大，养蜂产业主要分布于山区、半山区。

本研究从养蜂规模最大的江山市，养蜂规模居中但是发展势头强劲的兰溪市，以及养蜂规模较小的缙云县中各挑选出 1 个代表

村，通过案例比较分析，除去蜜源分布的影响，找出能够影响养蜂产业发展兴衰的深层原因。 

2.1江山市长台镇五村 

2.1.1发展概况 

江山市长台镇五村地处江山市南部，2008年全村有总人口 902人，262户，常年外出打工人数 179 人，全村人均耕地 0.04hm2，

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4732元。农村经济主要以食用菌、畜牧业、养蜂产业及劳务经济为主，拥有养蜂合作社和食用菌合作

社各 1个。 

长台镇五村养蜂历史悠久，20世纪 80年代初全村养蜂规模就超过了 200箱。从 80年代到 90年代，全村养蜂产业迅速发展，

该村的柴氏蜂业合作社是当地蜂产业发展的代表。合作社组织者 1979年开始学养蜂，第 2年买了 14箱蜂开始饲养，到 1999年

繁殖发展到 150多箱，当年养蜂收入达 10万多元。为促进蜂业持续发展，长台五村成立了蜂业协会和柴氏蜂业合作社，并将协

会作为教学实践基地，经常组织蜂农开展养殖技术、市场信息的交流，促进了该村养蜂产业的发展。目前全村现有蜂农 29户，

饲养蜜蜂 4400 余箱，蜂产品总收入达到 412 万元。养蜂户户均养蜂 151.7 箱，户均蜂产品收入 14.2 万元，人均蜂产品净收入

达到 1.6 万元。近年来，由于养蜂效益下滑，而且随着本村白菇等产业的发展，全村养蜂户数有缩小的趋势。据统计，2004 年

全村有养蜂农户 39户，2005年为 35户，2006年为 32户，2007年为继续下降为 30户。虽然蜂农户数有下降的趋势，但饲养蜜

蜂的总规模变化不大，户均饲养规模逐年增加，这是其他转业蜂农转让蜜蜂的结果。 

2.1.2发展路径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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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台镇五村养蜂产业的发展，与“合作社+企业+协会”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密不可分。20世纪 90 年代初，养蜂产业处于低谷

时期，长台镇成立了浙西地区最早的以加工和开发蜂产品为主的专业蜂产品公司—江山健康蜂业有限公司。五村的蜂业协会和

柴氏蜂业合作社通过与该公司连接，建立了“合作社+企业+协会”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并通过养蜂互助合作社、产销联盟等，

提高了全村蜂农的组织化程度，实现蜂农二次返利，促进公司与蜂农间的双赢，郭红东等
［6］

对这个运作模式有过详细研究。 

为了促进养蜂产业的发展，该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标准化养蜂技术推广。按照江山市科协要求，长台镇建立了“协会+合作

社+养蜂户”的标准技术推广网络，由协会、合作社等组织举办多种形式的标准技术现场培训班，在养蜂场进行现场培训、解答

技术难题，提供咨询服务。目前，该村 100%蜂农接受了标准技术培训，为开展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奠定了基础。采用标准化养

殖技术生产的蜂产品，公司收购价格比市场价高 20%左右，而且蜂农还能享受二次返利，蜂农综合经济效益较高。 

长台镇五村养蜂产业的发展是与其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分不开的。为了促进蜂业发展，江山市养蜂产业化协会开展了如

下的服务项目:(1)特意引进了 4 个养蜂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为蜂农提供技术服务;(2)创办了“中国蜜蜂之都网”和“江山蜂业

网”，将养蜂技术信息、质量标准、市场预测、天气预报、供求关系、最新政策信息等发布在网站上，提供给蜂农、合作社和蜂

产品企业;(3)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帮助蜂农维护合法权益;(4)与保险公司合作，实行“养蜂保险”，建立“养蜂互助基金会”等。

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为蜂农带来了技术、信息等，促进蜂农发展适度规模养殖。 

2.2兰溪市香溪镇姚郎村 

2.2.1发展概况 

兰溪市香溪镇姚郎村地处兰溪市北部偏远山区，是兰溪市 39个贫困村之一，距香溪镇 5km，兰溪市区 13km。全村有三分之

二的自然村在山上，生存环境恶劣，2008 年全村总人口 1086 人，284 户，农村劳动力 720 人，人均耕地仅 0.02hm
2
，农民人均

纯收入 3194元。全村耕地面积仅有 24.47hm
2
，而森林面积高达 807.7hm

2
，有山多地少、零星蜜源丰富的特点，是国家生态公益

林保护区，十分适合养蜂产业的发展。 

姚郎村养蜂历史悠久，早在 1966 年便有人开始养蜂，当时养的是土蜂，规模较小，只有 20 箱左右。改革开放后，该村的

养蜂产业得到巩固与发展，1990 年蜂群数为 500 多群，养蜂户 6 户。2008 年，蜂群已发展到近 1.4 万群，增长了近 30 倍，养

蜂户也增加到 130 户，户均养蜜蜂 107.3 箱。全村蜂产品总收入达到 1435 万元，户均蜂产品收入 11 万元，人均蜂产品净收入

达到 1.2万元以上。姚郎村先后成立了 2个养蜂专业合作社，拥有社员 97人，并创办了 1个蜂蜜酒加工厂。同时，该村根据山

多地少、零星蜜源丰富的特点，正规划打造一个集旅游、休闲、蜜蜂饲养于一体的生态休闲小区。2009年 3月 25日，姚郎村还

被浙江省蜜蜂产业协会、省蜂业协会授予“省级养蜂专业示范村”和“中华蜜蜂饲养基地”称号，成为全省第 1 家养蜂专业示

范村。 

2.2.2发展路径与模式 

香溪镇姚郎村的蜜蜂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以下几个主要因素分不开。 

首先，养蜂能人领路，促进了该村养蜂产业的发展。20世纪 90年代村养蜂产业得到快速发展，除了当时蜂业发展形势较好

外，能人带动是关键。1983 年陈洪昌、章大富、赵洪富等几位村民一起买下村集体蜂场，经过多年养殖，积累了丰富经验，成

了带领村民养蜂致富的领路人，向村民提供蜂种，带动了全村养蜂产业的发展。 

其次，龙头组织也引领了该村养蜂产业的发展。姚郎村蜂业快速发展的初期，蜂产业生产加工技术含量低、规模小、管理

乱，产品质量存在安全隐患。为此，在相关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姚郎村蜂业走“整合资源、专业合作”道路，先后成立 2 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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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社，并创办了 1 个加工企业。这些蜂业龙头组织在养蜂技术、病害防治、产品质量控制、市场信息、物资供给、放蜂线

路等方面扶持蜂农，引领蜂农安全、生态、高效养蜂，有效提高了蜜蜂产业品质，并且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蜜蜂产业化

发展模式。 

最后，该村养蜂产业的发展，与兰溪市政府的扶持政策分不开。近年来，为进一步做大做强该市的蜜蜂产业，兰溪市政府

不但设立了蜜蜂产业品牌建设专项经费，建立养蜂业风险救助基金，而且还成立了蜜蜂产业化协会，多次邀请养蜂专家来兰溪

指导养蜂生产。通过产业政策和资金技术扶持，姚郎村蜜蜂饲养技术不断提高，养蜂规模不断扩大，使姚郎村成为全省第 1 家

养蜂专业示范村，在兰溪市涌现出 3000群以上的养蜂专业村 6个。 

2.3缙云县新屋村 

2.3.1发展概况 

新屋村地处缙云县中部山区，与仙都风景区相邻，距县城约 15km，是浙江省革命老区村，经济条件十分落后。2008年全村

总人口 666人，258户，常年外出打工人数 60人。全村土地以林地为主，占 75%以上，人均耕地不足 0.02hm
2
，全村农民人均纯

收入仅 2861元。全村没有工业企业，农业以粮食、杨梅、蚕桑、绿化苗木等种植业，以及家禽、生猪和蜜蜂养殖业为主，拥有

禽蛋合作社 1个，是远近闻名的蛋鸡专业养殖村。 

新屋村养蜂已有 20多年的历史，通过亲戚带亲戚的方式带动了本村及周边村庄养蜂产业的发展。2008年全村共有养蜂户 9

户，饲养蜜蜂 1304 箱，蜂产品总收入达到 103.84 万元;养蜂户户均养蜜蜂 144.9 箱，户均蜂产品收入 11.5 万元，人均蜂产品

净收入达到 1.5 万元以上。但是，本村没有建立养蜂专业合作社，产品主要依托农户自己销售，或由当地企业收购，养殖管理

等技术主要依靠县蜂业技术协会技术指导员指导。2000年来，本村养蜂总户数一直没有变化，但户均养殖规模略有增加。 

2.3.2发展路径与模式 

该村养蜂产业能够得到发展，与能人领路中的“亲戚带亲戚”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20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丁氏兄弟的老

三率先开始养蜂，而后通过亲戚带亲戚，逐渐带动兄弟、亲戚、朋友发展养蜂。目前全村 9户养蜂户中，3户为丁氏兄弟，4户

为亲戚，剩余 2户为同村朋友。 

蜂业技术协会的技术支撑也对该村养蜂产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 90年代初，养蜂产业处于低谷时期，蜂农与养

蜂科技人员自愿组建了缙云县蜂业技术协会。协会围绕增加蜂农收入开展系列工作，经常召开技术培训会，为蜂农提供及时、

准确的市场和科技信息，实行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提高蜂农科技素质，带领蜂农发展适度规模养蜂。目前，新屋村

蜂农人均养蜂规模达到 54.3箱，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40%以上。 

3 主要经验 

从上述 3个村养蜂产业的发展来看，各个村的养蜂产业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发展路径与模式也有区别，但有很多共性。表 1

是对上述 3 个村的养蜂产业发展基本路径与模式的总结，村的排列顺利按照养殖农户规模大小。从表 1 可以看出，蜜蜂养殖业

对促进农户增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3 个村的蜂农收入都要远远高于当地村民的平均收入，是普通村民平均纯收入的 3～5 倍，

可见养蜂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是一个优势产业。 

3.1发展壮大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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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村虽然养蜂规模、发展水平不等，但是从发展养蜂产业的共性上看，首先，能人带动效应对 3个村养蜂产业的发展都起

到了关键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养蜂产业发展壮大的初期。能人经验丰富、信息灵通、联系广泛，在其带动下，形成个人带动群

体、群体带动产业的发展格局，成为养蜂产业发展的发动机和助推器。养蜂产业经营户分散，蜂农势单力薄，流动性强，必须

依靠有技术经验、组织能力和奉献精神的农村养蜂能人的带头示范作用。其次，来自养蜂协会强有力的技术指导与服务支撑是

养蜂产业发展的关键保障。养蜂产业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面临多种风险，蜂农往往由于资金、技术和信息缺乏，造成综

合效益低下等问题。从 3 个村养蜂产业的发展来看，目前只有养蜂行业协会能够承担解决上述问题的角色，协会健全的技术指

导与社会化服务体系，满足了蜂农对养蜂的技术需求，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为养蜂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保障。最后，

养蜂专业合作组织或者龙头企业也是现代养蜂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养蜂产业是典型的小规模分散作业的产业，生产规模小、

成本高、产品销售难、经营风险高等一系列问题，是单个蜂农无法解决的。从姚郎村与长台五村的发展来看，通过构建蜂产业

组织体系，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格局，使分散经营的蜂农与国内外市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企业与蜂

农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这样，不仅能保证企业的加工原料质量，还促进蜂农增收，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从

而促进养蜂产业的发展。 

3.2产业发展的差异性 

村里的经济基础和有无其他强势产业替代可能是制约养蜂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3个村的蜜蜂养殖户数差异比较明显，其

中姚郎村蜜蜂养殖户数最多，长台五村居中，新屋村最少。3个村蜜源分布差异不大，而且从技术角度来看，本村的蜜源分布不

是决定该村养蜂规模的首要条件。从各种技术服务和养蜂产业专业组织形式来看，如养蜂专业合作社、蜂产品龙头加工企业、

标准化技术推广、以及养蜂保险等，江山长台五村拥有最好的条件，兰溪姚郎村次之，缙云新屋村比较欠缺。但江山长台五村

的养蜂事业比兰溪姚郎村落后很多。究其原因，主要由 2点造成:一是江山长台五村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养蜂带来的相对收入可

能要小于养蜂付出的相对辛苦;二是江山长台五村有白菇种植强势产业，也能为村民带来较高收入，而兰溪姚郎村没有形成能够

替代养蜂产业的强势产业。这 2 点可能是造成江山长台五村虽然拥有良好养蜂产业发展的基础，养蜂产业却不能扩大并且近年

来有缩小趋势的主要原因。 

养蜂技术传播路线可能是制约养蜂规模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3个村养蜂的历史长短相差不大，但是发展程度却相差很大。

从兰溪姚郎村与缙云新屋村的比较来看，缙云新屋村没有形成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组织体系。新屋村养蜂产业经过 20多

年的发展，依然走的是自产自销的保守发展线路，没有专业合作社和专门的蜂产品加工企业，养蜂技术依然掌握在少数几户蜂

农手里，其他农户很难融入到养蜂行业里来，村整体养蜂规模难以扩大。虽然缙云新屋村也有蛋鸡养殖强势产业可以在部分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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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养蜂产业，但是村整体的收入水平较低，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技术引导，养蜂对很多村民来讲，应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

这里不难看出，养蜂的技术传播路线也是制约养蜂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有无形成蜂产业集聚效果可能也是影响养蜂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3 个村中仅有缙云新屋村的养蜂农户多年来一直小于 10

户，而且从变化趋势上来看也没有增加的迹象。姚郎村养蜂农户达到了 130 户，形成了一个养蜂产业集聚区，进一步带动了该

村蜂产品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而这些加工企业反过来也带动了当地养蜂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该村成为全省第 1 家养蜂专业

示范村。蜂产业集聚发展有利于企业和行业间的相互协作、融合和提高，要素的优化配置、资源共享和循环利用等，是推进产

业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建设专业化、特色化的蜂产业集聚区，形成一批养蜂主产县、特色镇、专业村，能够促进养蜂产

业的持续发展，如本研究中的姚郎村等。长台五村和新屋村户均养殖规模虽然较大，但是由于没有形成特色村，没有显现养蜂

产业的集聚效应，养蜂户数没有增加甚出现下降的趋势。 

最后，3个村在养蜂产业的保障体系建设方面也存在差异。姚郎村和长台五村已经建立起了保险或者救助基金，这对养蜂产

业的发展十分重要。由于，养蜂产业受自然灾害、天气、病害的影响十分严重，上述保障机制能够减轻农户的损失，稳定农户

的养蜂预期收入。 

4 小结与建议 

通过比较分析浙江省 3 个县中的 3 个村的养蜂产业案例可以看出，养蜂产业能够大幅度增加农民的收入，对促进山区、半

山区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养蜂产业发展的初期，能人带动与行业协会的技术支撑是养蜂产业发展并推广的重要途径，

但是由于养蜂产业是一个很辛苦的行业，当地的经济基础、有无其他强势产业替代、是否形成专业合作社、养蜂技术传播线路、

以及有无形成蜂产业集聚效果等也是制约现代养蜂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养蜂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态平衡不可缺少的链环，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浙江省是我国养蜂产

业的第 1大省，特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建立养蜂协会。在养蜂产业发展的初期，在一些经济基础相对较差而且又没有其它强势产业替代的山区、半山区，通过能

人领路和养蜂协会进行技术推广的办法，发展壮大养蜂产业。通过养蜂能人的示范效应，才能激发其他农户参与养蜂产业的发

展，但能人养蜂技术推广线路有一定的局限性。养蜂协会应该担当起养蜂技术传授和推广的责任，养蜂协会在进行养蜂技术推

广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现有的蜂农，而应该扩大到对养蜂事业感兴趣的潜在蜂农。 

培育蜂产业集聚区。科学规划布局，在发展养蜂专业组织形式的推广和创新基础上，培养、打造养蜂产业集聚区，发挥集

聚区对整个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养蜂专业组织，如养蜂专业合作社、龙头加工企业、行业协会等能够将分散的蜂农组织起来，

促进养蜂产业的发展壮大，形成养蜂产业集聚区。集聚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反过来又能进一步促进养蜂产业的发展，两者相

辅相成。当然，在培育蜂产业集聚区时，一定要考虑蜜源分布，因地制宜。 

完善养蜂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于蜜蜂养殖业受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的影响比较大，为了稳定蜂农的养蜂收入，发展养蜂

保险等相关事业是保障养蜂产业稳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进一步构建养蜂技术信息服务和产后销售等服务保障体系，使蜂农

在迅速掌握蜂产业各个环节信息的基础上，稳定并扩大养蜂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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