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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牧发〔2017〕292 号 

 

 

辽宁省畜牧兽医局关于蜜蜂产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 

 

各市畜牧兽医局(农村经济委员会)，省局直属有关单位： 

为振兴辽宁蜂业，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和特色产业发

展，根据农业部《养蜂管理办法(试行)》(农业部公告第 1692

号)、《农业部关于加快蜜蜂授粉技术推广促进养蜂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意见》(农牧发〔2010〕5 号)、《辽宁省畜牧产业发展指导

意见》(辽政办发〔2016〕106号)、《关于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辽牧发〔2016〕222 号)及辽宁省畜牧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等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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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宁省蜂业现状 

养蜂是我省一项传统产业，它既不与植物争土地和水肥，也

不与畜禽争饲料，而且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等优点，深

受我省广大农民喜爱，被称为“甜蜜的事业”。据统计，全省现

有蜜蜂总量 34万群，其中：西方蜜蜂 29 万群，主要分布在辽西、

辽北地区，约占 80%；辽东、辽南地区约占 20%。中华蜜蜂约 5

万群，主要分布在辽东地区。全省现有蜂产品加工企业十六家，

主要分布在朝阳、沈阳、大连、丹东等地区，产品主要以原料或

小包装为主。 

(一)发展成效 

1.养蜂整体水平不断提高。近几年来，通过国家蜂产业体系

项目的实施，加大了养蜂技术的培训和示范推广工作力度，部分

地区的蜂业管理部门和蜂业协会也根据本地养蜂情况，积极组织

开展养蜂技术培训，全省每年培训达上千人次。蜂农养蜂技能逐

步提高，各地区出现了一批养蜂生产技术能手，同时，辽宁省动

物卫生监督管理局兴城办事处每年无偿向全省推广优良蜂种近

300 只，大大提高了全省蜜蜂的良种化水平，蜂产品产量在原来

的基础上提高了 10～20%。养蜂生产合作社和蜂业协会等群团组

织引领和带动蜂产业发展的作用也明显增强，使全省养蜂整体水

平较以前有所提升。 

2.蜂产品市场日趋向好。近几年来，我省蜂产品市场发展迅

速。蜂产品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保健美容、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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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强身健体等方面，有其他保健产品无可比拟的作用。在人

们崇尚自然、注重保健的选择中，蜂产品以其强大的医疗保健作

用和绿色天然的品质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特别是在抚顺、丹

东、本溪等地区，每公斤中蜂蜜的价格达到 300～400 元，每公

斤西蜂蜜的价格也达到 100元，而且消费人群逐年增多，蜂产品

市场日益活跃，发展养蜂业市场前景广阔。 

3.蜜蜂授粉产业不断发展。随着国家蜂产业体系蜜蜂授粉示

范项目在我省的开展，蜜蜂授粉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我

省的大棚草莓、西瓜、油桃，以及葵花蜜蜂授粉达到 90%以上，

苹果、梨等应用蜜蜂授粉也达到 20%以上，使作物的品质和产量

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随着现代农业集约化、产业化程度的提高，

设施农业和特色效益农业得到较快发展，温室农作物对蜜蜂授粉

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为蜜蜂授粉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4.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合作社逐步兴起。近年来，全省

养蜂协会和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据统计，全省现有养蜂协会

15 个，养蜂合作社 86 个，有效促进了蜂农间的合作和蜂农与市

场的有效对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

化的大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增强了蜂农的凝聚力和抵御

风险的能力。 

(二)存在的问题 

1.对蜂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养蜂业不但为人们提供了良好

的蜂产品，养蜂业也被称为“农业之翼”。实验证明，应用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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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粉，可使油菜增产 10～15％，向日葵可增产 20～60％，棉花

增产 20～30％，苹果增产 30～40%，梨增产一倍以上。同时，养

蜂对生态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植物和昆虫在生态系统中是互

相依存、协同进化关系，而蜜蜂正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主力军。

蜜粉源植物为蜜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食物来源和生存环境，而

蜜蜂又为蜜粉源植物承担了大部分的花粉传授工作，从而保障了

种子植物能够不断繁衍，并实现了植物遗传多样性的形成。但长

期以来，蜜蜂生产管理基本处于空白，由于各地养蜂管理机构逐

渐弱化削减，养蜂行业的组织发展也比较滞后，技术推广、维权

服务、产销衔接等职能没有充分发挥，养蜂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得

到充分保障，在引导服务、技术推广方式上还没有探索出一套良

好的运作模式。 

2.对蜜蜂授粉知识普及不足，缺少政策支持。受传统耕作

模式的影响，大部分农民缺乏“蜜蜂授粉”理念，没有认识到蜜

蜂为农作物增产、提高农产品品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甚至持怀

疑和否定态度，消极对待蜜蜂授粉，有的排挤蜂农在其作物地周

围放蜂。蜜蜂授粉还仅限在部分农作物领域应用，大多数农民对

蜜蜂授粉为农作物增产这一技术措施缺乏感性认识和主动性。 

  3.科技投入少，蜂产品附加值低。蜂产品的研究和开发需要进

行供给侧结构改革，蜂产品原料及粗加工产品相对过剩，而精深

加工产品却较为缺乏；蜂产品加工技术水平和能力滞后于自身产

业的发展。国内消费和出口的绝大多数蜂产品仍以原料型产品或



 

 - 5 - 

经简单加工的产品为主，产品附加值低。 

二、发展蜜蜂产业的有利条件 

(一)地理气候条件 

辽宁位于东北地区的南部，介于东经 118°53'至 125°46'、

北纬38°43'至 43°26'之间，全省陆地总面积14.8万平方公里。

辽宁又是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是中国蜜蜂转地饲养的必经之

路，每年从外地进入辽宁省的蜜蜂达 30余万群。 

(二)蜜粉资源条件 

据调查，全省能被利用的蜜粉源植物有 300 余种，分属 66

个科、171 个属，其中主要蜜粉源有 22 种，主要蜜源洋槐、荆

条、椴树闻名全国。刺槐是辽宁省分布最广的蜜源，全省约有

31 万公顷，集中分布在辽东半岛、沈阳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一带，

辽西地区分布有大面积的荆条以及草场，胡枝子、百里香、山枣

等野生蜜粉源植物也非常丰富。农作物主要有玉米、水稻、向日

葵、苜蓿等，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区和辽西北地区。全省果树种

植也较为丰富，如苹果、梨、桃、李、杏等分布也较广。辽宁省

的蜜粉源植物，从 3 月初～9月底开花泌蜜吐粉，为发展养蜂生

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辽宁还是全国重要的设施蔬菜、水果

基地，为蜜蜂授粉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技术条件 

全省具有专业的养蜂研究与管理机构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

管理局兴城办事处，其前身为辽宁省蜜蜂原种场，始建于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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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国家级中蜂保种场，国家蜂产业体系试验站。主要负责国

家和辽宁省指定的中华蜜蜂原种保护及选育、西蜂原种扩繁选

育、优良蜂种推广、养蜂技术研究与推广、蜜蜂疫病防治等工作。

办事处拥有全国著名养蜂专家在内的高、中级技术人员 9 人，其

中教授研究员级 1 人、高级 4 人。先后培育出多个品系优质蜂

种，主持的蜂业科技项目多次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为全省培训

蜂农上万人次，具有优越的养蜂技术优势。此外，还有辽宁省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辽宁省兽药饲料畜产品安全检测中心等疫

病和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为蜂业发展保驾护航。 

(四)丰富的蜂种资源  

辽宁省家畜家禽遗传资源保存利用中心中蜂保种场是农业

部指定的中华蜜蜂保种场，多年来，致力于中华蜜蜂的保存、选

育和提高工作，并逐步推广到本溪、抚顺、鞍山等中蜂饲养优势

区。  

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兴城办事处是全省唯一的蜜蜂

育种机构，每年培育大量蜂种无偿推广到全省各地，全省西蜂饲

养以意大利蜜蜂为主。随着蜜蜂换种工作的开展，各地区蜂种品

种较多，但都以蜜型王为主，主要有全美意、美意、澳意、喀尔

巴阡、东北黑蜂等，此外还有少量卡尼鄂拉蜂种。  

(五)蜂产品市场条件 

    辽宁省优越的地理条件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窗口和对外贸

易的门户。2015年辽宁省天然蜂蜜出口 144679吨，创汇 2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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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2016 年出口 128330 吨，创汇 2061.5 万美元。省内市

场也非常活跃，蜂产品走入了千家万户。因此，辽宁省生产的蜂

产品基本没有滞销问题。打造辽宁特色产业满足内销和出口需

要，成为辽宁省蜂产品经营的重点工作之一。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大力发展蜜蜂特色产业作为推进畜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树立以蜂产品为核心的全产

业链特色品牌经营战略，建立健全蜂业管理服务体系，普及蜂业

生产与加工技术，推动蜂业品牌化、机械化、标准化方向，稳步

提高蜂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力推广普及蜜蜂授粉技术，推动蜜

蜂授粉专业化服务组织发展,发挥养蜂业在促进有机农业发展、

增产提质和保护生态中的作用，努力实现辽宁蜜蜂特色产业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市场导向，特色发展。以市场需要为导向，以蜂产品研发

为核心，全产业链特色经营、品牌发展为方向，适度规模与重点

突破相结合，统筹协调，推动辽宁特色产业发展。 

2.强化指导，规范服务。政府引导，制订规划，创造发展条

件，指导组织化建设，鼓励合作经营，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建立

健全蜜蜂管理服务体系，强化行业发展的指导与管理，营造养蜂

业发展的良好氛围，确保蜂产业的正确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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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扩大授粉－拓展功能。既重视蜜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又注

重发挥蜜蜂授粉对农业增产的促进作用。 

4.稳中求进，质量至上。养蜂数量和蜂产品生产要坚持稳中

有进，蜂群质量和蜂产品质量力求一流。要建立严格的生产和加

工质量控制标准，推广先进适用的饲养管理技术，严格兽药和饲

料等投入品的使用监督管理，提高蜂业安全水平。 

(三)发展目标 

1.养蜂数量和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全省蜂群数量达到 40万

群，其中西方蜜蜂 33 万群，中华蜜蜂 7 万群；苹果、梨、桃等

果树蜜蜂授粉面积达到 40%以上；年产蜂蜜 1.2万吨，蜂王浆 150

吨，蜂产品产值 3 亿元以上；生产的蜂蜜 50%以上为成熟蜜，蜂

产品质量合格率达 99%；培育一个西方蜜蜂抗病高产配套系，蜜

蜂良种覆盖率达 80%以上。 

2.产业化水平明显提升。推行标准化、机械化、规模化养殖，

建设西蜂饲养、中蜂饲养、蜜蜂授粉、蜂产品加工出口、优质蜜

源五大优势区域，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养殖规范、加工带动有力

的蜂产业发展体系，120 群以上的规模蜂场由目前比重不足 10%

提高到 20%。 

3.蜜蜂授粉技术普及。建设 10 个专业授粉示范蜂场，鼓励

蜜蜂授粉专业化服务组织发展,蜜蜂为农作物授粉覆盖率达到

40%以上，增产效益 100亿元以上，初步实现蜜蜂授粉产业化。 

四、 区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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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省各地蜜粉源植物丰富程度、地理生态、养蜂品种、

生产状况及蜂产品企业分布等情况，全省蜂业可划分为西蜂饲

养、中蜂饲养、蜜蜂授粉、蜂产品加工出口、优质蜜源等五大优

势区域。 

(一)西蜂生产优势区 

    包括葫芦岛、阜新、朝阳、锦州、铁岭、大连，这些地区是

传统的西蜂饲养区域，具备洋槐和荆条等主要蜜源，西蜂饲养相

对发达。现蜂群存养量 25 万群。立足本区域发展养蜂生产的传

统优势，扩大蜜蜂饲养量，力争 2020 年蜂群存养量达到 28万群。 

(二)中华蜜蜂生产优势区 

    包括抚顺、本溪、丹东，这些地区是传统的中华蜜蜂饲养区

域，蜜粉源植物丰富，现蜂群存养量 5万群。立足发挥中蜂生产

的传统优势，扩大中蜂饲养量，力争 2020 年中蜂蜂群存养量达

到 7 万群。 

(三)蜜蜂授粉优势区 

包括葫芦岛、营口、大连、鞍山、辽阳、沈阳和丹东，这些

地区是果品和蔬菜生产集中区域，目前大棚草莓、西瓜基本采用

蜜蜂授粉，应进一步推广苹果、梨、大樱桃等。立足本区域丰富

的果蔬资源优势和农民浓厚的蜜蜂授粉意识，建立蜜蜂授粉示范

基地，蜜蜂为农作物授粉覆盖率达 40%以上。 

(四)蜂产品加工出口优势区 

包括大连、朝阳等，区内蜂产品加工企业相对集中，立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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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雄厚的加工出口基础，实施品牌带动战略，建立严格的质量

监管和追溯体系，重点培育壮大 2 个蜂产品龙头企业(每个市培

育 1 个)，辐射带动优质蜂产品生产基地。 

(五)优质蜜源基地 

包括葫芦岛、朝阳、阜新、抚顺、丹东、本溪、大连，这些

区域是洋槐、荆条和椴树等的主产区。立足本区域丰富的蜜粉资

源优势，建立优质蜂蜜生产基地，使之成为地理标志产品。 

五、主要任务 

(一)建立省级中华蜜蜂保护区 

为保护中华蜜蜂不受西蜂的干扰，应加强中华蜜蜂种质资源

保护利用，在发展成熟的中华蜜蜂饲养优势区建立 1～2 个省级

中华蜜蜂保护区，禁止西方蜜蜂进入，以维护当地中华蜜蜂产业

的发展。 

    (二)创建蜜蜂标准化养殖示范场 

发展标准化、规模化养蜂是实现现代化蜂业的一项重要内

容，也是全省蜂业今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要转型发展的方向。因

此，按照无公害生产标准的要求，在每个地区至少建立一个标准

化养殖示范蜂场，并以此模式在本地区全面推广。 

(三)蜜蜂良种繁育和推广 

蜜蜂良种是养好蜂取得高产的前提和基础，应重点强化辽宁

省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兴城办事处蜂业良种繁育推广职能，完善

提升种蜂场的育种条件，保障优质种蜂王供应，并通过各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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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合作社或蜂业协会组织进行重复育种和推广，提高蜜蜂良种

化水平，使全省蜜蜂良种化率达到 80%以上。 

(四)开展蜜蜂授粉示范推广 

积极探索蜜蜂为农作物授粉增产增效和蜂农增收的研究和

普及推广。在梨、苹果、油菜、葵花、荞麦、草莓、西瓜和大棚

油桃等主产区开展蜜蜂授粉试验示范，搭建养蜂户与种植户之间

的沟通平台，促进蜜蜂授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五)构建蜜蜂产业信息平台 

以各地蜂业协会或合作社为依托，以出版报纸、建立网页、

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为企业、专家、蜂农等构建蜜蜂产业信息平

台，使其尽早了解蜂业产业信息，更好的为养蜂生产服务。 

(六)打造蜂产品生产基地和地标产品 

在荆条、洋槐、椴树等主要蜜源产区，以县区或邻近县区共

同打造特色蜂产品生产基地，基地以合作社或蜂业协会为依托实

行标准化管理，生产优质特色蜂产品，同时，申请地理标志产品，

打造地方特色品牌。 

(七)着力发展蜂产品加工企业 

通过合作社或其他政策支持，扶持蜂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壮

大。采取企业+合作社+基地的生产模式，实施订单蜂业，企业按

订单对合格产品高于市场的价格，优质优价收购，用经济杠杆的

手段来保障蜂产品质量安全。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帮助企

业宣传产品，打造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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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善蜜蜂检疫和蜂产品质量保障体系 

严格按照《动物检疫法》对蜜蜂疫病进行检疫，防止蜜蜂疫

病的流行和传播。同时，严格蜂药、蜂饲料等投入品的使用管理，

严把蜂产品原料、生产和检验关。完善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

管、信息发布和质量追溯体系，建立蜂产品企业质量信用评估制

度，提升蜂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九)打造蜜蜂旅游景观 

养蜂也是旅游业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建立蜜蜂文化产业园，

打造蜜蜂文化馆，通过参观文化馆、蜂产品生产企业、蜂产品生

产过程，打造蜜蜂“甜蜜之旅”，带动和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六、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1.建立健全养蜂管理和技术推广机构，完善组织管理体系。

各地区应建立或指定养蜂管理机构，明确职责。积极争取当地政

府应将养蜂业作为农业经济体系组成的一个重要产业，纳入本地

区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经费。养蜂管理机构负责本地

区养蜂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与推广等管理工作，

进一步增强养蜂生产的科学化水平，减少和杜绝养蜂生产的盲目

性，促进辽宁养蜂业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2.充分发挥蜂业协会、合作社的服务功能。整合现有资源，

积极培育蜂业协会和帮助创办养蜂专业合作社，发挥其协调、服

务、监督与管理的各项职能，使养蜂业向组织化、标准化方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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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通过培训、交流和指导，提高蜂农养蜂新技术应用水平和蜂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走联合生产、联合销售的道路，增加经济效

益，逐步形成名、优、特农产品的优势产业带和优势区域布局。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以养蜂机械设备购置、蜜蜂授粉、蜜蜂良种培育、合作社发

展等方面为重点，加大资金扶持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积极整合现代农业发展、特色产业发展、

良种工程、科技推广、标准化示范创建、动物疫病防控等相关资

金，适当向蜂业倾斜，发挥资金规模效应。加强资源保护和利用

工作，支持建设中华蜜蜂保护区和保种场。扶持蜂业龙头企业改

善生产和技术条件，提高精深加工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积极开展蜂业发展宣传活动 

充分利用电视台、杂志、报刊、网络等各种媒体，大力宣传

养蜂业，营造养蜂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宣传养蜂生产技术、先进

典型、蜂产品保健功能和蜂产品知识、市场信息等内容，推动蜜

蜂养殖的规范化、法制化建设，调动农民发展养蜂业生产的积极

性。 

(四)加强蜂业科技和人才队伍建设 

争取国家及省里相关政策和项目支持，充分利用全省现有技

术推广服务体系，稳定养蜂从业人员队伍。通过开展蜜蜂养殖、

疫病防控、产品加工及质量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培训，提高从业人

员技术水平。建立行业信息发布和交流机制，为技术、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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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交流沟通的信息平台。培养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后备

人才，确保养蜂业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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