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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生产对蜜蜂授粉的依赖形势与对策建议 

孙翠清 赵芝俊 

授粉是大多数植物繁衍生息的必要条件，全球作物中约有

3/4 都不同程度地依赖昆虫授粉进行生产，而蜜蜂是公认最好的

授粉昆虫。在欧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为了满足依赖昆虫授粉

作物对授粉的大量需求，商业性蜜蜂授粉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

的产业，其国内蜜蜂饲养规模和质量对某些农作物的生产能否

正常进行起着决定性影响。然而，因农业种植集中度提高、农

药使用、外来物种入侵、病原生物扩散、气候变化、以及城市

化造成的地面景观改变等原因及其之间的相互影响，造成了全

球范围内野生授粉昆虫数量不断减少和人工饲养蜂群不明原因

的消失，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未来蜜蜂授粉短缺的担忧。尽管

全球作物单产和总产的增长趋势表明授粉短缺尚未在全球范围

内发生，但虫媒作物的种植面积增长迅速，使得农业生产对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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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授粉的依赖度大大增加。近半个世纪以来，虫媒作物种植面

积增加量超过了 300%，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虫媒

作物种植面积均呈上升的趋势，而同期全球人工饲养蜂群数量

平均仅增加了约 45%
①。 

尽管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对蜜蜂授粉的依赖程度还没有达到

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摸清我国依赖蜜蜂授粉作物的种植形

势变化及蜜蜂授粉的使用情况，并对未来农作物种植形势和蜜

蜂授粉需求做出预判，对于预防未来农业生产中蜜蜂授粉短缺

现象的发生，推动我国蜜蜂授粉推广工作深入开展，促进我国

农业向生态型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我国依赖蜜蜂授粉的主要作物分类 

根据美国学者 McGregor 的最早研究，对昆虫（主要是蜜蜂）

授粉依赖程度较高的作物有 151 种，包括水果和干果、蔬菜及

其制种、油料、纤维和牧草等，这些作物中美国有统计数据且

产值较高的作物有 53 种。此后学者的相关研究多以 McGregor

的研究为基础。尽管这些作物对蜜蜂授粉都有依赖性，但依赖

程度的高低存在一定差异，水果和干果、蔬菜和瓜类以及牧草

中的苜蓿对蜜蜂授粉的依赖程度更高，油料和纤维作物对蜜蜂

授粉的依赖程度相对低一些。 

借鉴国外研究，并结合我国各类统计年鉴中“农作物播种面

                                        
① Aizen M A, Harder L D. The global stock of domesticated honey bees is growing slower than agricultural demand for pollination[J]. 

Current Biology. 2009, 19 (6):915-918. 

 



积”和“果园面积”两个指标对作物的统计分类，以及数据的

可获得性，我国对蜜蜂授粉依赖性较强且种植规模较大的作物

主要可以归为 6 类，共 32 种作物，其中木本水果 7 种，分别是

苹果、梨、柑橘、荔枝、桃、猕猴桃和葡萄；蔬菜 12 种，分别

是芹菜、大白菜、甘蓝、油菜、黄瓜、萝卜、胡萝卜、茄子、

蕃茄、四季豆、豇豆和大蒜；大田瓜果 3 种，分别是西瓜、甜

瓜和草莓；豆类和油料作物 5 种，分别是花生、油菜籽、芝麻、

向日葵籽和大豆；纤维和糖料作物 3 种，分别是棉花、亚麻和

甜菜；牧草 2 种，分别是紫花苜蓿和三叶草；可见我国依赖蜜

蜂授粉且种植面积较大的作物种类以蔬菜和木本水果居多。 

二、我国农业生产对蜜蜂授粉依赖性增强 

依赖蜜蜂授粉作物的种植面积和结构的变化直接体现了农

业生产对于蜜蜂授粉的依赖形势变化。统计数据分析表明，我

国农业生产对蜜蜂授粉的依赖性不断增强。 

（一）总体种植面积扩大 

1999-2013 年的 15 年间，除豆类和油料作物种植面积略有

下降外，其他 5 类作物的种植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

牧草增长幅度最大，增长了 113.80%，大田瓜果增长了 36.75%，

木本水果增长了 33.62%，蔬菜增长了 13.80%，纤维和糖料作物

增长了 9.99%，各类作物的种植面积平均增长了 14.71%。增长

较快的作物种类恰恰也是对蜜蜂授粉依赖程度更高的作物②。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统计资料》、《中国农业年鉴》、《中国草业统计》、《农业统计年报 2013》，下同。 



2013 年，6 类对蜜蜂授粉依赖性较强的作物总种植面积达

到了 5191.81 万公顷，占我国作物总种植面积（作物总种植面

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果园面积+茶园面积）的 28.92%。6 类

作物按照种植面积由大到小排列，依次是豆类和油料作物、蔬

菜、木本水果、牧草、纤维和糖料作物、大田瓜果，其中依赖

蜜蜂授粉的豆类和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占作物总种植面积的比

例达到了 11.31%。 

具体来看，15 年间，32 种作物中有 23 种作物的种植面积

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其中猕猴桃、葡萄、三叶草的种植面积增

长幅度超过了 200%，紫花苜蓿种植面积的增长幅度超过了

100%，柑橘、甜瓜、桃和草莓的种植面积增长幅度在 60%-90%

之间。2013 年种植面积在 100 万公顷以上的作物有 12 种，按

照种植面积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油菜籽、大豆、紫花苜蓿、花

生、棉花、大白菜、柑橘、苹果、西瓜、萝卜、黄瓜和梨，其

中多数是对蜜蜂授粉依赖程度更高的作物。 

（二）作物种植集中度较高 

在依赖蜜蜂授粉的作物中，种植面积排名前 5 位的主产省

共涉及到 24 个省份，其中河南、河北、山东、四川 4 省依赖蜜

蜂授粉作物的种植种类达到了 10 种以上，是依赖蜜蜂授粉作物

种植最密集的省份。种植 5-9 种依赖蜜蜂授粉作物的省份有湖

北、湖南、新疆、安徽、广东、广西、江苏、辽宁、内蒙古、

陕西。在我国，种植依赖蜜蜂授粉作物种类越多的省份，其国



内农业生产总值的排名也相对靠前。 

（三）设施农业作物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设施农业作物由于其与外界昆虫隔绝，对蜜蜂授粉的需求

比大田作物要强烈的多，设施农业作物种植面积越大，意味着

农业生产对蜜蜂授粉的依赖性就越强。由于经济效益显著，近

年来我国设施农业发展迅猛，据有关数据显示，2013 年依赖蜜

蜂授粉作物的设施农业种植面积合计达到了 1310.70 千公顷，

占这些作物国内总种植面积的 35.31%。 

其中设施草莓的平均种植比例最高，达到了 55.78%，其次

是西红柿、黄瓜、芹菜和油菜。从分布情况来看，河北、山东、

辽宁、江苏和河南种植依赖蜜蜂授粉的设施作物种类较多。从

各地区设施农业种植面积占作物总种植面积比例来看，江苏省

种植设施芹菜、油菜、黄瓜和西红柿，辽宁省种植设施芹菜、

黄瓜、西红柿和草莓，安徽省种植设施草莓的比例均超过了

70%。 

三、依赖蜜蜂授粉作物的商业化蜜蜂授粉现状与趋势 

尽管目前我国依赖蜜蜂授粉的作物种植广泛，依赖蜜蜂授

粉作物的设施农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部分地区商业化蜜蜂授

粉行为日益增多，但与欧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人工辅助授粉仍是一些作物的主要授粉形式。 

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种植户对蜜蜂授粉质优价低的认知

度不断提高，租蜂授粉的种植户在逐渐增加。虽然目前尚没有



关于商业化蜜蜂授粉的相关统计数据，但仍可以判断我国当前

的蜜蜂授粉形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商业化蜜蜂授粉价格低于

人工授粉，但授粉效果好于人工授粉；二是设施农业作物利用

商业化蜜蜂授粉的比例高于大田作物，如设施草莓、瓜类等的

商业化蜜蜂授粉率较高；三是流蜜量少或产花粉量少的作物利

用商业化蜜蜂授粉的比例比流蜜量多或产花粉量多的作物高，

原因是后者能为蜜蜂提供蜜源，从而为蜂农创造经济效益，因

此蜂农愿意为种植户提供免费授粉服务。 

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形势发生了巨大

变化。人工辅助授粉越来越不能适应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广

大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一方面农业结构调整下的农作物

单一成片规模化种植模式，使得农作物在开花季节对授粉产生

大量集中需求，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大量转移，农业

劳动力价格逐年攀升的情况下，人工辅助授粉的劳动力不仅在

数量上越来越难以满足授粉需求，其价格也越来越高；另一方

面与经过蜜蜂自然授粉的农作物果实相比，人工授粉作物果实

的果形、口感差，消费者的认可度低，为提高座果率而滥用的

激素授粉也存在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威胁着消费者健康。因

此，以蜜蜂授粉逐渐替代人工授粉将是我国生态型农业发展的

方向。在依赖蜜蜂授粉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和蜜蜂授粉推广深入

开展的双重作用下，利用商业化蜜蜂授粉的作物面积将会越来

越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近 15 年来，中国多数依赖蜜蜂授粉作物的种植面积有不同

程度的增长，其中对蜜蜂授粉的依赖程度更高的牧草、木本水

果和大田瓜果的增长幅度最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物种植

结构的改变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水果、肉类在人们饮食结构中的比例不断攀升，主

食消费量逐渐减少，使得水果和以生产肉类为目的的牧草等依

赖蜜蜂授粉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预计人们当前的消费习

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加强，因此依赖蜜蜂授粉作物

的种植面积将会进一步增加，农业生产对蜜蜂授粉的需求将会

越来越大。  

设施农业在我国发展的如火如荼，部分省份的设施农业种

植依赖蜜蜂授粉作物面积比例较高，无疑加大了农业生产对蜜

蜂授粉的需求压力。同时多数依赖蜜蜂授粉的作物集中在少数

省份，蜜蜂授粉的需求较集中，且分布不均衡，成为蜜蜂授粉

供给压力的主因之一。 

（二）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研究，虽然我国尚没有出现蜜蜂授粉短缺的危

机，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对蜜蜂授粉的需求会越

来越大。为了防患于未然，建议政府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适当调整种植业结构。避免同一地区单一品种大面积



规模化种植，降低短期内对蜜蜂授粉产生大量需求的压力。鼓

励不同花期作物间作，为蜂群提供持续的蜜粉源。 

二是增加人工饲养蜂群数量，提高授粉蜂养殖比例。随着

野生昆虫数量因环境恶化而减少，一定的人工饲养蜂群保有量

成为农业授粉有蜂可用的重要保障。 

三是加快建立商业化蜜蜂授粉体系。蜜蜂授粉替代人工授

粉应用于农业生产是发展生态健康农业的必要条件之一。政府

应通过合理引导、扶持以及必要时实施补贴的形式，逐步推进

商业化蜜蜂授粉服务推广工作。通过培育商业化授粉服务中介

主体为种植户和蜂农之间建立联系，通过授粉服务平台建设降

低授粉供求双方信息成本。 

四是在有条件地区鼓励种植户适量养蜂以供农业生产使

用。在蜜源条件好的地区，鼓励种植户自己养蜂，可避免商业

化蜜蜂授粉的交易成本及蜂群供给的不确定性，以保证农业生

产的授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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