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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养蜂大国，蜂蜜产量和出口量长期居世界

前列，拥有蜂群 700多万群，2005年蜂蜜产量接近 30万 t，
出口 9.4万 t，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21.3%和 21.7%。然而与这
种规模优势地位不相称的是，由于药物残留超标等问题，出

口蜂蜜质量信誉差，出口价格偏低，2006年蜂蜜出口额仅
占世界出口额的 14.0%，价格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68.8%。国
内蜂蜜市场在 2006年 3月新国标实施后，市场总体状况有
所好转，但是少数企业和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依然突出。

2007年 4月，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公布的 4批次共
12个不合格食品中，蜂蜜产品占了 50%。5月下架的 26种
食品中，有 8种蜂蜜产品不合格，高居下架食品首位[1]。再加
上媒体报道含有抗生素残留的蜂蜜被外商退回后转为国内

销售等负面消息，使消费者对市场上蜂蜜质量的总体信任

度降低。蜂产品行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与我国蜂蜜的

生产习惯有关，我国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为了追求蜂蜜
产量，开始大量生产不成熟蜜[2]，而国外只生产成熟蜜。另一
方面，蜂蜜市场中存在的信息障碍，使内含于蜂蜜产品本身

及生产过程的质量信息不能有效传递给买方，导致优质成

熟蜜竞争力不强，从而使整个市场质量状况恶化。笔者对蜂

蜜市场中的信息障碍问题进行了探讨。

1 蜂蜜质量信息的特征

1.1 蜂蜜质量信息的特殊性 食品质量信息综合了搜寻

品、经验品和信任品 3种特性[3]。就蜂蜜来讲，质量信息的搜
寻品特性不仅包括产品外在特征如蜂蜜的品牌、标签、包

装、销售场所、价格、生产厂家及产地、产品的认证信息等，

还包括内在特征如蜂蜜的颜色、黏稠度、有无结晶等，这些

信息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就可以了解。质量信息的经验品特

性包括蜂蜜的口感、风味、滋味等，这类信息消费者只有在

食用后才能够了解。质量信息的信任品特性包括蜂蜜中的

农兽药残留、营养价值等，这些信息消费者即使在食用后自

己也很难了解。

1.2 蜂蜜质量信息特殊性与市场失灵的关系 关于信息

障碍导致的市场失灵最著名的分析见于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 Akerlof）的柠檬市场理论 [4]。一方面，由于卖方通

常对产品品质拥有的信息比买方多，而买方在难以甄别产

品品质时，往往根据市场上产品的平均品质出价。这时拥有

高品质商品的人就可能退出市场，此时产品的平均品质降

低，买方继续压低价格，导致质量次好的品质退出市场，这

个过程的均衡状态就是“较低品质的产品”留在市场上，出

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完全和市

场监管的疏漏，生产者可能利用自身在信息上的优势将劣

质商品作为优质商品出售，获取不正当利益，从而导致市场

扭曲，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不能发挥作用。蜂蜜质量的经验

品特性不易带来信息障碍。消费者可以通过产品的外在特

征和内在特征从市场上相对充分地获取信息，厂商也会根

据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不断调整产品特征。但这里隐含有消

费者拥有辨识信息的知识和能力的前提条件，如果出现包

装、标签等与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消费者不了解蜂蜜的颜

色、结晶度等特征的情况，消费者仍然会受虚假信息的误导

带来信息障碍。蜂蜜质量的经验品特性和信任品特性容易

带来信息障碍。由于口感、风味、滋味等信息只有消费者在

购买后才能获得，厂商有可能在销售前虚假宣传这方面的

信息以蒙蔽消费者，但是消费者通过重复购买可以减轻在

经验品反面的信息缺失。蜂蜜质量的信任品特性会导致彻

底的市场失灵，因为诸如农药残留、营养价值等信息消费者

在购买前后都无从判断，有关毒性积累和营养缺失的后果

要通过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目前国内蜂产业按照国内

外标准要求的不同，实际上分为内销和外销两个市场。内

销市场由于蜂产品标准较低，蜂蜜质量信息的特殊性以及

政府监管不严等，一些蜂蜜生产企业可能通过张贴虚假标

签、使用劣质蜂蜜或者掺假等手段降低成本从而提高竞争

力。由于消费者很难辨别蜂蜜质量的好坏，导致部分质量较

好、价格较高的蜂产品没有市场。外销市场与内销市场不

同，客户的购买量一般具一定规模，可以支付较高的成本搜

集产品信息，检测手段也较先进。但是对于蜂蜜生产企业来

说收购不成熟蜜较成熟蜜价格低，将不成熟蜜脱水后也可

以满足成熟蜜的各项检测指标，仍然可行，这也是国内长期

以来不能摆脱蜂蜜低质低价怪圈的主要原因之一。

2 蜂蜜产业中信息障碍的成因分析

2.1 蜂蜜产业中的信息传递缺陷

2.1.1 蜂农养蜂规模小，组织程度低。现阶段，蜂农由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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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能力、资金等的原因养蜂规模普遍较小，组织程度较低。

一些蜂农即使参加行业协会，由于国内一些行业协会规模

小、组织功能不完善等，也较难得到优质的服务。这样蜂农

就缺少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顺应产业发展的现状，适应蜂

蜜收购商的要求。为了获得更高的蜂蜜产量，蜂农频繁取

蜜，带来的不良后果就是蜂蜜品质降低，蜂群群势变差，容

易得病，如果用药不当会进一步降低蜂蜜质量。

2.1.2 加工企业维护品牌的能力弱。据统计，2005年我国共
有 900多家蜂蜜注册企业，其中加入中国蜂产品协会中的
团体会员 275家，统计其中 76家重点生产、经营企业中，仅
有 1家为国家级龙头企业，6家为省市级龙头企业，20家企
业的商标获省、市著名商标。可以看出，我国蜂蜜企业整体

规模小，品牌竞争力不强。在品牌维护方面，国内企业也普

遍缺乏经验，创出品牌后却不注意维护。某品牌蜂蜜作为中

国驰名商标和省名牌产品企业，2006年 3月份质监部门在
宁夏查处标有其品牌的蜂蜜不合格，企业面对媒体的曝光

既没有积极申辩，也未对此事进行道歉，在市场信任危机的

处理方面表现很不成熟。

2.2 蜂蜜产业中的信息甄选能力弱

2.2.1 消费者不了解蜂产品知识。大多消费者对蜂蜜质量

信息不了解，不知道浓缩蜜和成熟蜜的区别，不能辨别真假

蜂蜜，容易被厂商的虚假宣传所迷惑，购买习惯受价格的影

响较大。自 2006年 3月起，国家新的蜂蜜标准增加了关于
等级的划分，同时要求厂商不得使用诸如老年蜂蜜、儿童蜂

蜜等含糊性提法，这些规定从法律层面提高了质量信息的

透明度。消费者另外对于产品的认证标志也缺乏了解，不能

区分哪些是优质商品。蜂蜜产品标签上涉及的认证标志包

括无公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欧盟有机认证、省或市著名

农产品品牌、某博览会奖项等繁多种类，如果缺乏专业知识

很容易混淆。在现阶段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中，蜂蜜还属于消

费弹性很大的商品，容易受价格影响。消费者面对超低价蜂

蜜，由于对市场上的蜂蜜质量普遍不了解，往往会有贪便宜

的心态，这就给了造假者投机的空间。

2.2.2 蜂农素质普遍不高。我国养蜂者大多以家庭为单位，

生产设备简单，工作条件艰苦。受气候条件的限制，各地花

期一般较短，蜂农不得不辗转各地“追花逐蜜”。蜜源地最好

选择在远离市区、环境污染小的地方，这样又会造成交通上

的不便。加上国内蜂蜜价格不景气，很难吸引高素质人才进

入，行业整体技术水平进步缓慢。蜂农一方面缺乏蜂产品市

场行情信息，只能被动适应收购商的条件。收购商在国内存

在投机空间，重数量轻质量，蜂农即使知道采收不成熟蜜不

仅增加劳动量而且伤害蜂群也没有办法。另一方面，蜂农又

对某些龙头企业组织的知识技能培训热情不高，原因是既

误工时又要倒贴路费和食宿费用。由于蜂农知识水平不高，

对蜂药成分和使用方法缺少全面的了解，在使用中容易错

用，一旦使用含有违禁成分的蜂药，在收购时又要蒙受损

失。面对目前越来越严格的农兽药残留标准，他们常常显得

无所适从。

2.2.3 加工企业缺乏检测手段。在蜂蜜收购环节，需要检测

的质量指标包括水分、还原糖、蔗糖、淀粉酶活性、HMF以
及碳同位素含量等，出口蜂蜜还要有农兽药残留方面的指

标。但是实际上很多收购 100~200 t峰蜜的个人或企业除了

凭经验看看水分大小外，其他项目都不能检测 [5]。一些蜂蜜
加工企业缺少必要的检测手段，蜜源也不送质检部门检测，

进厂原料本就不合格。一些规模较大的出口加工企业为了

满足客户的要求，花费巨额资金购买检测设备，大大增加了

成本，产品只能拿到国外市场销售。

3 解决蜂蜜市场信息障碍的对策

3.1 统一内、外销市场 由于我国蜂蜜生产方式与其他蜂

蜜大国不同，大部分蜂蜜需要浓缩脱水后才能达到商业出售

的水平，这就给不法商贩售假造假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内、

外销市场对品质的要求不一，不仅造成出口市场因为国内

整体质量水平低，使得我国蜂蜜屡屡成为国外市场进口安

全标准提高的直接牺牲品，而且由于国内标准较低，不合格

蜂蜜“回流”严重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政府应按照新国家

标准的要求严格清理市场，同时规范和提高工业类蜂蜜原

料质量标准，使其达到成熟蜜的标准。同时严格实施新蜂蜜

国家标准，对违反行业标准、制假造假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3.2 加大产品品牌推广力度 品牌建设需要企业长时间

的维护，在目前行业竞争不规范的情况下，行业协会一方面

可以将蜂农组织起来，提高和蜂蜜收购商讨价还价的能力，

提供蜂蜜生产、正确使用兽药等方面的培训，提高蜂蜜产业

的组织水平，按照标准化方式生产；另一方面蜂产品协会可

以约束企业间的恶意竞争、竞相压价等，在行业内通过评比

推广优秀企业和著名品牌，帮助企业应对信任危机。2006
年中国蜂产品协会、健康时报社共同主办了“中国蜂产品最

具影响力十大品牌”和“中国蜂产品消费者满意十佳产品”

评选活动，社会反应良好。在 2007年 7月汪氏蜂蜜公司生
产的蜂花粉遭含有吗啡的质疑时，中国蜂产品协会及时发

布声明帮助汪氏公司澄清了事实，维护了整个蜂产品行业

的利益。

3.3 完善监管体制 首先蜂产品生产企业要加强自律。目

前国家正在大力开展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各类蜂产品生产企业更应该诚实守信，合法经营，行业内的

重点和龙头企业应该成为产品质量和安全方面的表率。其

次要加强监督。新闻媒体等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于协

会评选的蜂产品品牌要大力宣传，对于质检部门查处的不

合格蜂产品也要及时报道。质检部门要加强蜂产品市场督

查，对照蜂蜜国家标准，将不合格的蜂蜜生产企业清除出市

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保证消费者得到正确的信息，从而

能正确作出选择，这样市场才能发挥优胜劣汰的功能。

3.4 增加养蜂业补贴投入 养蜂业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

蜜蜂授粉可以大大提高农作物产量。如 1989年，美国通过
蜜蜂授粉使农业增产的价值高达 93亿美元，到 2000年提
高到约 146亿美元，在美国 300万群蜂中，约有 200万群蜂
进行授粉，其中 100万群专门为农作物授粉 [6]。为了鼓励养
蜂业的发展，消除蜂产业中的信息障碍，政府可以在以下 3
个方面增加投入：淤质量监管部门向消费者广泛宣传蜂产
品鉴别知识，成熟蜜和不成熟蜜的区别，各种认证标志，产

品标签知识等；于资助养蜂协会和蜂产品协会开展蜂农培
训，提高蜂农的质量管理意识，正确和规范使用蜂药，帮助

他们掌握市场行情信息等；盂扶持和奖励蜂产品龙头行业，
鼓励生产优质成熟蜜，完善“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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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购置蜂蜜检测设备进行补贴等。

参考文献

[1] 刘浦泉. 专家披露：国内市场上仍有假蜂蜜在坑害消费者[EB/OL].
（2007蛳06蛳16）[2007-12-27]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
/2007蛳06/16/content_6250713.htm.

[2] 王启发.运用经济手段，推动成熟蜜生产问题的探讨[J].蜜蜂杂志，

2004（10）：26-28.
[3] 王秀清，孙云峰.我国食品市场上的质量信号问题[J].中国农村经
济，2002（5）：27-32.

[4] GEORGE A，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echanism[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3）：
488-500.

[5] 李建修.提高我国蜂蜜质量之关键[J].中国养蜂，2003（6）：30.
[6] 严生庆，陈廷珠，吕兴世.蜜蜂[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数饲料企业维持微利生存。此外，从利润变化的角度来看，

该行业的周期性非常明显，这主要是受下游养殖业周期性波

动的影响。

2.4 分析结论 上游原料价格仍将保持上涨趋势；下游养

殖业规模增长空间虽大，但是行业集中度低，我国还没有形

成规模化养殖，并且区域分散明显；饲料行业的市场容量

大，但企业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低，竞争非常激烈。

3 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饲料行业本身的竞争现状来看，原料价格的上涨以

及有限的成本转嫁能力将进一步挤压行业利润，未来上游

原料价格将继续维持上涨的趋势，虽然饲料价格也在不断

提高，但是涨幅却没有原料大。主要是因为：下游养殖规模

化程度不高，养殖户对价格的敏感度高；饲料行业技术和资

金壁垒低，行业内的企业竞争激烈，产品同质化高，品牌替

代作用明显，因此各饲料企业不愿先提价而丢失市场份额。

同时，行业内的一些龙头公司也在加快朝规模化的方向发

展，通过扩大产能、兼并竞争对手、强强联合等方式来扩大

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如新希望并购山东六和饲料，通威

公司收购海南大海饲料等。饲料本身属于食品业，安全问题

突出；饲料业受上游种植业和下游养殖业的波动影响，纵向

一体化有利于控制食品安全，减少上下游周期性波动的影

响。更重要的是，饲料的经济附加值有限，产品利润率低。饲

料企业向下游养殖业的整合，不但可以控制整个产业链，而

且可以通过建立起自身的品牌和提高终端产品的差异性来

获取更高的收益。国内目前比较典型的一体化模式有：六

合、温氏、正大的鸡产业链；新希望、唐人神的“猪”产业链；

通威、海大的“鱼”产业链。

4 小结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饲料行业的市场空间很大。

考虑到实际情况，我国的农民数量众多且分散，农民收入主

要来源之一的养殖业，低集约化和高地域性分散养殖的现

状仍将持续。养殖户对饲料价格的高度敏感性以及饲料产

品的高度同质性决定了饲料企业的成本转嫁能力有限，加

之上游原料涨价，饲料企业发展趋势必然是通过扩大生产

规模，降低固定成本，挤占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来获得发

展。同时，饲料企业也向下游养殖业以及农产品的加工业延

伸，朝食品供应商的角色转变，通过打造食品产业链来获取

更高的溢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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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与美国饲料行业集中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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