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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蚕桑产业“十二五”发展对策研究 

周勤，吴海平 

(浙江省农业厅 经济作物管理局，杭州 310020) 

【摘 要】通过对“十一五”浙江蚕桑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十二五”浙江蚕桑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主要目标任务，以及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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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浙江蚕桑生产出现了下降的态势(表 1)。2009 年全省桑园面积 71 918 hm2，比 2005 年减少 3 386 hm
2
，

减幅 4.5 %；2009 年蚕茧产量 68 296 t，比 2005 年减少 17 068 t，减幅 20.0 %。当前，浙江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

转移、蚕桑生产风险加大和比较效益下降等问题严重影响着蚕桑产业的稳定发展。因此，必须探求蚕桑产业在“十二五”期间

稳定发展的对策，推进持续健康发展。 

 

1  “十一五”浙江蚕桑发展现状 

1.1  主要成效 

近年来，浙江省蚕桑产业围绕打造优质茧生产基地的战略目标，在调整产区布局、加强基础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拓展资

源循环利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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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建成了优质茧生产新基地 

2003年以来，通过大力实施蚕桑西进工程，实现了蚕桑生产区域布局的调整。淳安县、临安市、桐庐县、建德市、缙云县、

开化县、武义县、兰溪市等浙西 8县(市)蚕桑生产稳定发展，2009年桑园面积达到 19 872 hm
2
，蚕茧产量 19 454 t，占全省比

重由 2005 年的 22.7 %提高到 28.7 %，成为浙江优质蚕茧的主要生产基地，有效减缓了浙江蚕桑的下降速度，为蚕茧产业化及

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样板。 

1.1.2  加快了蚕桑新品种推广步伐 

2009 年，全省繁育农桑系列、强桑 1 号等新品种桑苗 8.5 亿株，全省桑园优良桑树新品种覆盖率达 68.2 %，比 2005 年提

高了 27个百分点。大力推广菁松×皓月、秋丰×白玉等优质蚕品种，比重达到 80 %以上；以雄蚕、明丰×春玉、春华×秋实为

代表的新一代蚕品种推广步伐加快，2009年雄蚕推广量达到 10万张。优新品种的繁育与推广为浙江蚕桑产质量提高注入了持久

动力。 

1.1.3  建设了一批规模化园区 

2009 年，全省连片 3.3 hm
2
以上规模小区面积 29 495 hm

2
，占全省桑园总面积的 41.0 %，比 2005 年提高了 14 个百分点，

其中集中连片 66.7 hm
2
以上园区达到 64 个，面积 7 290 hm

2
。规模化园区的建设明显增强了稳产高产能力，提高了蚕茧产质量

水平，稳定了浙江蚕桑基础。 

1.1.4  创新了蚕茧收购体制机制 

在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200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蚕桑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并召开了蚕桑

产业提升改造现场会，明确提出了积极培育多元化的蚕茧收购主体、大力发展蚕桑专业合作社、推进以订单为纽带的产业化经

营的改革方向，政策上突破了长期以来蚕茧收购的垄断格局，为蚕桑向规模化、产业化迈进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支撑。 

1.1.5  拓展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近年来，蚕桑资源循环利用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既有效利用了资源，拓展了产业功能，又增加了蚕农的收益。2009 年，全

省利用桑枝条发展食用菌 1 700万棒，桑园套种套养面积达到 10 367 hm
2
，果桑 1 345 hm

2
，蚕桑资源综合利用产值达到 2.9亿

元。蚕桑与食用菌、蔬菜、畜牧和木材加工等产业形成了良性互动和资源循环利用模式，提高了蚕桑产业附加值，为蚕桑效益

提升和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子。 

1.2  存在问题 

1.2.1  体制机制滞后 

浙江蚕茧加工能力较大，蚕茧供应缺口达一半以上，特别是在茧丝行情高涨、蚕茧质量较好时，蚕茧无证收购猖獗，市场

监管缺失。部分地区蚕茧收购准入单渠道格局仍然没有取得突破，不利于调动用茧企业的积极性和蚕农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蚕茧收购优质优价、劣质低价的机制尚未建立，严重影响了蚕农提高蚕茧质量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致使传统的质量优势得不到

发挥。 

1.2.2  生产基础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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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有 1/3面积的低产桑园零星分散，树龄老化，水利设施不配套，抗灾能力弱，农药面源污染严重。蚕种生产基础脆弱，

设施陈旧，设备简陋，技术力量不足。近年来，生产量明显减少，遭遇自然灾害及茧丝行情快速回升时，蚕种供应即出现缺口。 

1.2.3  科技进步缓慢 

主推蚕品种应用时间长，部分经济性状已有所退化。农户经营规模较小，长期以来保持着传统的家庭生产方式，以手工操

作技术为主，规模化、机械化、设施化生产技术滞后，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从业人员严重老龄化，新科技接受能力弱。对

重大桑、蚕病虫害缺乏有效的新药剂和防控技术；蚕茧质量快速检测缺少实用方法；蚕桑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有待开发。 

1.2.4  风险大效益低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茧丝市场行情的调控，茧丝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虽有所减缓，但蚕茧收购价格大幅波动的格局仍然没

有得到根本性改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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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可以看出，2008年中秋茧收购价格 628元/50 kg，2010年晚秋茧达 1 866元/50 kg，相差 1 238元/50 kg，相差近

2 倍。蚕农难以根据市场行情适时安排生产，特别是在行情低迷及农村劳动力就业容易的双重因素作用下，转移就业增加，影响

蚕桑生产的恢复。同时，中秋蚕生产由于容易遭遇农药中毒和高温天气的影响，生产稳定性差。蚕农经济效益总体偏低(表 3)，

即使在蚕茧收购价格较高的 2006年每亩现金收益 2 696元，蚕农每工工价仅 51元，2009年仅 24元。 

2  “十二五”浙江桑蚕发展指导思想与主要目标 

2.1  指导思想 

围绕“打造优质茧生产基地
[1]
”的战略目标，以现代蚕桑园区建设为抓手，以创新体制机制、改造传统生产方式为重点，优

化发展两大产区，实施五大工程，促进蚕桑产业转型升级，保持在全国前列的地位。 

2.2  主要目标 

到 2015 年，全省桑园面积稳定在 6.67 万 hm
2
，规模园区达到 60 %，蚕茧产量 8 万 t，优质茧率 80 %，蚕桑综合产值 30 亿

元。 

2.3  主要任务 

“十二五”期间，浙江蚕桑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实施基地提升、主体培育、种业创新、科技

突破和服务优化五大工程，推进蚕桑产业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传统产业向现代蚕业转变。 

2.3.1 基地提升工程 

一是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调优嘉湖蚕区(桐乡市、海宁市、海盐县、秀洲区、南湖区、南浔区、吴兴区、德清县、长兴县

和安吉县)，发展浙西蚕区(淳安县、临安市、桐庐县、建德市、缙云县、开化县、武义县、兰溪市、磐安县和永康市)，改造浙

中蚕区(嵊州市、新昌县、上虞市、诸暨市、余杭区和富阳市)，形成以嘉湖、浙西两大蚕区为主，浙中蚕区为辅的产业格局。

稳定、巩固 500 t 以上的重点基地县(市)24 个，产量占全省的 95 %以上，其中 2 500 t 以上 8 个，5 000 t 以上 4 个。二是提

升基地园区化水平。按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要求，加快老桑园、低产园更新改造，建设一批高标准现代蚕桑园区。计划新建现

代蚕桑示范园区(包括综合区)30 个，面积 6 667 hm
2
以上；蚕桑精品园 30 个，面积 667 hm

2
以上，使全省园区面积达到 60 %。

三是调优桑树品种结构。桑树品种从以早、晚生桑为主向早、中、晚生桑合理搭配转变，力争全省早中生桑品种比例达到 50∶

30∶20。四是扩大蚕桑资源循环利用。综合利用基地面积从 1万 hm
2
提高到 2 万 hm

2
。 

2.3.2  主体培育工程 

一是大力发展蚕桑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建设，强化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做大做强，提高带动能力。全省蚕桑专业

合作社数量从现有的 120 家增加到 200 家，社员占总农户的比重由 9 %增加到 30 %，辐射带动农户数达到 50 %以上。推进合作

社在组织、合作机制、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建设，规范化合作社从现有的 30 %提高到 80 %。二是培育和扶持龙头企业。在茧丝

加工、蚕茧收购、种业和综合利用等领域，大力培育和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省市县各级龙头企业数量从 23 家增加到 50 家，年

销售额亿元以上企业达到 10家，5 000万元以上企业 20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大力推广以订单为纽带的“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通过建基地、签订单，实行“保护价收购、二次返利”等政策，订单农户数从现有农户

数的 10 %增加到 30 %。鼓励企业建立蚕茧收购风险金，稳定蚕茧价格，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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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种业创新工程 

一是加快蚕桑新品种研发。建设桑、蚕种质资源库，抓好种质资源保护，并加以整理与利用。改良和保护现行推广的当家

蚕品种，以优质高产强健为目标，组织联合攻关，争取到 2015 年选育出 2～3 对符合产业要求的新品种应用于生产。同时，加

快雄蚕和多用途蚕品种开发，桑品种重点选育抗冻、抗病桑树新品种。二是开展标准化种业基地建设。全省重点扶持 2～3个原

种、8～10个杂交种生产基地，改善生产条件，进一步提高蚕种质量；探索建立蚕桑良种补贴制度，完善蚕种储备制度，加强蚕

种检疫和质量检验体系建设。加强海宁、桐乡两大桑苗产区的基地建设，优质桑苗率达到 90 %以上，市场占有率达到 80 %，进

一步发挥全省蚕桑种业优势。三是大力推广蚕桑新品种。优良蚕品种覆盖率达到 100 %，其中明丰×春玉、春华×秋实等蚕新品

种占 50 %以上，雄蚕品种达到 10 %以上。桑树农桑系列、育 71-1、强桑 1 号等新品种推广比例上升到 90 %以上，进一步优化

蚕桑品种结构。 

2.3.4 科技突破工程 

一是加快科技研发。围绕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共性技术难题，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首先是规模化种养技术开发。

重点引进应用机械、设施及家蚕人工饲料等省力化先进适用技术，解决蚕桑劳动生产率低和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的问题，改善蚕

农的生产生活条件。其次是蚕桑重大病虫防控与安全生产技术研发。重点解决桑、蚕重大病虫害严重，有害物质污染、中毒多

发，以及蚕药、桑树用农药研发等问题。再次是蚕茧质量快速检测技术。重点解决蚕茧质量检测难、速度慢等问题。第四是蚕

桑资源循环利用和深度开发技术研究。重点解决桑枝、蚕沙、蚕蛹和蚕蛾等蚕桑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进一步开发蚕桑在食品、

化妆品、保健、医药医用、生物材料等领域的应用。二是加强技术推广应用。继续扩大推广小蚕共育、大蚕少回育、方格蔟等

成熟适用的先进技术。小蚕共育、大蚕少回育技术应用达到 80 %以上，方格蔟、塑料折蔟等优良蔟具使用率达到 70 %。积极拓

展蚕桑新模式，推广桑枝食用菌、桑园养鸡、桑园套种、桑枝地板等蚕桑种养、加工利用模式。大力发展蚕丝被服加工业，打

响浙江蚕丝被品牌；培育发展果桑产业，开发果汁、果酒系列饮品，挖掘蚕桑生态、休闲、文化功能。 

2.3.5  服务优化工程 

一是大力推行社会化服务。在现代园区实行“四统一”(统一蚕桑品种、统一种养技术、统一蚕茧收烘、统一品牌销售)服

务，提高标准化水平。现代蚕桑园区良种覆盖率达到 100 %，统一订种率达到 90 %以上，病虫统防统治率 80 %。二是提高科技

种养水平。蚕农参训率从 40 %提高到 80 %，加大蚕农和规模养殖户的培养，逐步提高规模种养大户比重。三是完善农技推广体

系。基层农技推广网络健全，首席专家、农技指导员和责任农技员配备到位，形成“专家团队＋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推广

体系。农技人员培训率达到 100 %。 

3    对策措施 

3.1 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实施 

推进蚕桑产业转型升级是今后一个时期引领蚕桑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蚕桑、茧丝绸产业链长，各级政府及农业主管部门

要切实加强领导，加强组织协调，统筹谋划，健全上下联动、部门协调的工作机制。各地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制订切合当地

“十二五”蚕桑产业转型升级的方案；要积极争取当地财政、科技、经济信息等有关部门的支持，致力于破解制约当地产业发

展的瓶颈难题，解决当地蚕农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要加强宣传引导，依托龙头企业和蚕农合作社，精心谋划、精心组织、精

心实施，合力推进全省蚕桑产业转型升级。 

3.2 加大政策扶持，完善投入机制要积极争取出台推进蚕桑专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省级可依托现代农业综合园区、主

导产业示范区、特色精品园、蚕桑优化改造、科技项目等，加大对蚕桑产业转型升级的投入。各地要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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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蚕桑产业在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出台细化的扶持政策，特别是要根据蚕桑产业对生态的贡献，逐步建立对蚕桑产业的补

偿机制，出台对连片基地、蚕种饲养、统防统治、合作社发展等的扶持政策；探索建立蚕桑政策性保险和蚕桑专业合作社互助

合作保险等，化解蚕农养蚕风险；积极引导茧丝龙头企业和蚕桑专业合作社等加大对基地的投入，同时与蚕农建立稳定的销售

关系和联接机制，促进蚕桑产业的稳定发展；加强对蚕药等投入品的质量监管，保障蚕农的合法权益。 

3.3  强化项目带动，做好典型引路各地要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划，积极申报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项目。充分运用现代的发

展理念、经营主体、科学技术、设施装备和体制机制改造传统蚕桑产业，扩大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的推广应用，提高产业

的区域化、规模化、组织化、产业化水平，把省级现代蚕桑园区建设成为当地蚕桑产业基地提升、产品提升、主体提升、科技

提升和效益提升的示范区，提供给当地蚕农可学、可看、可用的样板区。要加强宣传发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现场培训、观

摩考察等活动，以点带面引领当地蚕桑的发展。 

3.4  突破瓶颈制约，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十二五”是浙江蚕桑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内蚕区之间、产业之间的竞争将加

剧，但同时产业之间循环和融合步伐也将加快。因此，要审时度势，充分分析产业发展面临的宏观形势、有利和不利因素，扬

长避短，积极探索，重点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如：制约产业发展的规模问题，可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发展和物质

装备等途径解决；蚕茧收购优质优价机制建立问题，可通过蚕茧质量快速检测技术的开发和健全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与蚕农连

接的机制等途径加以解决；科技制约问题，可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开展产学研协作攻关、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等途径解决；效益

问题，可通过蚕桑资源的综合利用等途径解决。通过突出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推进蚕桑产业的

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3.5  采取有力调控措施，稳定优质蚕丝价格华东三省是中国传统的优质蚕茧产区。经历了 2008―2009年低迷的茧丝行情，

产业内部进行了新的调整，桑园面积进一步缩减。同时，由于东部沿海劳动力成本较高，如果优质蚕茧不能维持适当的价格水

平，产区将面临进一步的萎缩。从 2009年浙江省调查情况看，优质蚕茧至少维持在 1 200元/50 kg以上的价格水平，蚕农才有

生产的积极性。否则，蚕桑产业将面临激烈的产业竞争。从前两年浙江蚕农毁桑改种情况看，部分农户主要改种水稻和葡萄等

口粮或经济效益相对较高作物。特别是水稻，由于国家多项优惠政策措施的导向，全省部分蚕区前几年发展的连片基地将再次

面临扦花、分散的境地，蚕桑安全生产将面临更大的威胁。建议国家开展对 5A以上优质蚕丝的储备，并维持合理的价格水平，

以保护中国优质蚕茧产区的稳定发展，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4    结语 

经过“十一五”的发展，浙江蚕桑产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存在制约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在“十二五”

期间，必须继续围绕“打造优质茧生产基地”的战略目标，采取有力措施，着力推进基地、主体、种业、科技和服务等的提升

改造，促进蚕桑产业转型升级，为蚕农增收、环境改善、丝绸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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