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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山西县域桑蚕茧基地生产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 ,根据桑蚕茧基地的发展特点 ,将其

划分为基地培育 、基地成长 、基地成熟 、基地巩固等 4个发展阶段 ,并构建了适合不同发展阶段的生

产经营一体化模式 ,即:“蚕技中心+农户”模式 、“蚕技中心+基地+农户”模式 、“丝厂(市场)+蚕

桑协会+农户”模式和“公司(市场)+蚕农合作社+农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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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蚕业转移规律 ,我国的蚕业由东部经济发

达地区向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应该是一个必然

趋势
[ 1]
。为了让地处东西结合部的山西县域顺应

形势 ,巩固发展桑蚕茧基地 。在分析山西县域桑蚕

茧基地生产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 ,根据桑蚕茧基

地的发展特点 ,将其划分为基地培育 、基地成长 、基

地成熟 、基地巩固等 4个发展阶段 ,构建 4种适合不

同发展阶段的生产经营一体化模式 。4 种模式各单

元之间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 ,实现了风险分摊 、利益

共享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确保了蚕茧生产经营一

体化正常运行。

1　山西县域桑蚕茧基地生产存在问题分析

1.1　生产经营管理脱节 ,一体化模式没有真正形成

晋东南老蚕区各基地县蚕桑规模较大 ,产业优

势明显。但历来实行蚕桑服务中心管桑蚕茧生产 ,

缫丝厂管桑蚕茧加工 ,丝绸公司或外贸管桑蚕茧经

营 。各部门各自为政 ,各谋其利 ,影响了桑蚕茧基地

的稳定发展 。近几年 ,虽然经政府部门协调 ,由各县

的蚕桑服务中心 、丝绸公司或外贸局 、缫丝厂按照以

往职能联合组建松散型的蚕茧产 、加 、销一体化经营

管理模式 。但这一模式中间环节多 、部门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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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几种 VT 菌处理对棉花产量及产量性状的

影响 ,以浸种配合 VT 菌稀释液灌根处理最佳 ,但浸

种+灌根处理和浸种+喷施处理皮棉产量的差异未

达到显著水平。

V T 菌对棉花品质没有显著的改善效果。这与

有些报道中提到的 “微生态制剂能提高棉花品质”

不符 ,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 ,本试验没有对土壤微

生物变化及复合微生态制剂抗病机理进行研究 ,以

后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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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协调工作难度大 ,往往是貌合神离 ,互不配合 。

在桑蚕茧收购经营上 ,仍旧沿续着收购部门压级压

价 ,从中谋私 ,茧贱伤农;缫丝厂家得到的原料茧成

本高 ,市场不畅 ,亏损停工;蚕桑服务部门回天无力 ,

生产滑坡 ,产量下降[ 2] 。尤其是遇到“蚕桑疲软”时

期 ,各涉蚕部门各为私利 ,互不协调 ,农户生产桑蚕

茧收不抵支 ,亏损赔本情况较为普遍 ,农户蚕桑利益

得不到有效保护 ,桑蚕茧基地就会受到破坏。新发

展的晋南蚕区虽在试行企事业法人和农户生产经营

一体化模式 ,但在实际操作中农户因缺少资金 、技术

和信息 ,常处于弱势地位 ,而政府的监管完全缺位 ,

农民的蚕桑利益得不到保障 ,蚕桑产业非常脆弱。

1.2　桑蚕茧市场不规范

晋东南老蚕区各基地县桑蚕茧市场不规范 ,通

常表现为 2种情况:一种是在桑蚕茧形势好时 ,桑蚕

茧收购部门往往压级压价 ,茧贩也趁机上门收购倒

卖 ,农户所产桑蚕茧还没完成化蛹等生理变态就被

茧贩高价抢购 ,导致桑蚕茧市场混乱 ,造成桑蚕茧质

量下降。长此下去势必影响蚕桑产业正常发展。另

一种是蚕桑形势疲软时 ,桑蚕茧收购部门将桑蚕茧

价格压到低于农户生产成本价 ,甚至有些收购单位

还拒收桑蚕茧或向农户打白条收购 ,农户栽桑养蚕

出现亏损赔本和卖茧难现象 ,桑蚕茧市场不畅 ,农户

被迫刨桑毁桑 ,蚕桑产业大幅度滑坡。

1.3　技术服务保障不力 ,桑蚕茧产品科技含量不高

目前 ,晋东南老蚕区各基地县蚕桑服务中心 、乡

蚕桑管理员 、村蚕桑联络员三级技术服务网络已经

形成 。但科技人员素质不高 ,年龄偏大偏老 ,新老交

替断层 ,基本上是网旧人老 。在蚕桑作为保留项目

的县 ,科技人员弃蚕改行 ,基本上是网破人散的局

面。新发展的蚕区 ,蚕桑科技人员主要靠在外地临

时聘用 ,流动性大 ,对农户的技术跟踪服务滞后 ,农

户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很难得到及时处理和

解决。发展较好的县 ,正常技术培训和下乡指导还

能基本维持 ,但存在局限性。如:农户只注重桑蚕茧

产量和养蚕效益 ,只要能提高产量的新技术 、新品

种 ,蚕户容易接收。对提高桑蚕茧质量的新机具 、新
技术则漠不关心。像方格蔟的桑蚕茧质量较高 ,可

由于上蔟费工费时 ,价格又和其他蔟具一样 ,所以 ,
很难大面积推广。至于发展较差的县 ,由于正常的

技术培训都无法保证 ,农户所生产的桑蚕茧产量较
低 ,质量较差 ,养蚕效益亦低。

1.4　桑树规模布局不合理 ,县 、乡 、村比例失衡

桑树规模布局就是桑园占农田面积的比例。较

为合理的比例应为:县一级占 6%～ 10%,乡一级占

15%～ 30 %,村一级占 30%～ 60%,每农户栽植面

积以 0.2 ～ 0.3 hm2 为宜[ 3] 。该布局的合理性在于

能够有效地对人力 、物力 、财力 、技术 、市场等资源进

行科学合理的配置 ,充分发挥其规模效应 。晋东南

老蚕区有些基地县发展桑树时 ,由政府指令 ,蚕桑中

心具体组织实施 ,按领导意图 ,搞行政干预 ,有些甚

至不切实际 。结果表现出上热下冷 ,上面领导指令 ,

下面群众应付。人力 、物力 、财力 、技术 、市场互不协

调 ,劳民伤财 ,事倍功半 。有些基地县桑树布局分

散 ,规模过小 ,再加上技术力量 、设备条件 、经营管理

等方面存在问题 ,农户养蚕产茧量不高 ,收益较低。

1.5　农户蚕桑效益不稳定

农户蚕桑效益主要取决于桑蚕茧产量和价格。

而桑蚕茧产量取决于农户的投入多少和技术水平高

低 。晋东南老蚕区群众基本上掌握了养蚕的常规技

术 ,加上自然灾害对桑树影响不大 ,养蚕环境又是人

为控制等。因此 ,该蚕区农户的桑蚕茧产量较高 、质

量较好 。但是桑蚕茧价格则取决于国际国内丝价的

高低 ,与玉米 、谷子 、高粱等主要农作物相比 ,当茧价

高时 ,养蚕效益明显高于粮食作物 ,受利益驱动农户

就积极栽桑养蚕 。当茧价跌落时 ,养蚕效益不仅不

如粮食作物 ,而且亏本 ,农户就会挖掉桑树改种粮食

或其他经济作物 。从该蚕区多年的茧价情况看 ,一

直重复着茧价高 5年低 2 年 ,然后又高 5年低 2年

的循环。茧价高低直接造成了农户蚕桑效益不稳

定 。

2　山西县域桑蚕茧基地生产经营一体化模式构建

2.1　“蚕技中心+农户”模式

该模式的内涵是指县蚕技中心为农户提供桑

苗 、蚕种 、蚕药 、蚕用物资 、桑树管护技术 、养蚕技术 、

回收农户桑蚕茧等。农户利用自己的土地栽植桑

树 ,利用自己的房屋养蚕 ,桑蚕茧生产的劳动力由农

户投入 ,资金由县蚕技中心部分垫付或全部由农户

支付。县蚕技中心以桑蚕茧最低保护价和农户签订

桑蚕茧收购合同 ,农户按照技术标准生产优质桑蚕

茧 。这样 ,蚕技中心以合同的形式与农户结成经济

利益共同体 ,从而实现桑蚕茧生产经营一体化。

该模式适用于县域桑蚕茧基地培育阶段。在刚

起步的新蚕区 ,蚕技中心首先通过技术指导个别农

户养蚕 ,待试验取得成功后 ,以少户带动多户 、多户

带动全村 ,形成了集中连片的桑园。如山西的隰县 、

临猗 、翼城等蚕桑起步县以及其他准备发展蚕桑的

县域均可采用“蚕技中心+农户”模式 。

在山西县级区域桑蚕茧基地建设初期 ,县蚕技

中心首先要组织蚕桑专业人员 ,对本县的自然气候

条件 、土地资源 、劳动力状况以及蚕桑历史的经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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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等作一个全面的调查。然后对建立桑蚕茧基地进

行分析论证 ,拿出关于建设桑蚕茧基地可行性报告 ,

其内容主要包括发展规模 、资金来源 、蚕茧市场分

析 、技术保障 、管理措施等 。最后上报县政府批准 。

由县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桑蚕茧基地的优惠政策 ,如

土地调整 、资金扶持 、税费减免等。具体操作由县蚕

技中心负责。

县蚕技中心对外要进行蚕茧市场考察 ,要和外

地蚕茧加工企业联系合作 ,按照蚕茧加工企业对原

料茧的要求 ,签订蚕茧供货合同。对内要和乡 、村合

作 ,规划出桑树栽植用地 ,解决好资金问题 ,引进新

品种桑苗 ,制定栽桑养蚕技术标准 ,组织农户按技术

标准管桑养蚕。由于新建桑园尚处在培育阶段 ,养

蚕较少 、产茧量低 ,桑树行间空隙大 。为了充分利用

树行空隙和地面上部空间 ,要帮助农户搞好新建桑

园的间作套种工作 ,如间作花生 、土豆 、药材 、桑苗

等。这样养蚕和间作作物同时进行 ,其综合产值较

高 ,待过几年桑树成型并进入丰产期后 ,再停止间

作 ,全力管桑养蚕。

县蚕技中心在桑树布局方面 ,须遵循统一规划 、

集中连片 、规模发展的原则 。桑树栽植面积应占全

村土地面积的 30 %～ 60%,农户栽桑面积以 0.2 ～

0.33 hm 2为宜 。并在桑树集中的乡村建造蚕茧收

烘站 ,配套相应的烘茧设备 ,就地收购农户蚕茧 ,方

便农户售茧 。由于县域桑蚕茧基地建设初期 ,农户

没有养蚕经验 ,基础条件差 ,技术力量匮乏 ,蚕桑业

相当脆弱 ,稍有闪失 ,农户就可能刨桑弃蚕。因此 ,

县蚕技中心应在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上下功夫 ,真

正让农户掌握桑树管理及养蚕等常规性技术 。同时

在蚕茧收购方面 ,必须以保护价收购农户蚕茧 ,确保

蚕茧生产经营一体化正常运行 。

2.2　“蚕技中心+基地+农户”模式

基地是指蚕桑形成规模的乡村行政单位 ,属中

介组织 ,是县蚕技中心和农户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

基地配合县蚕技中心向农户提供桑苗 、蚕种 、蚕药等

蚕用物资 ,桑树管理及养蚕技术 、回收蚕茧等 。同时

协调县蚕技中心和农户之间的关系 ,防止蚕茧收烘

经营中 ,蚕茧市场供不应求时 ,农户抬价;蚕茧市场

供过于求时 ,蚕技中心压级压价收购。县蚕技中心

必须以蚕茧保护价直接和农户签订蚕茧收购合同 ,

基地以中介组织的身份参与合同签订。这样蚕技中

心和基地 、农户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 ,从而实现蚕茧

生产经营一体化 。

该模式适用于县域桑蚕茧基地成长阶段 。在蚕

桑发展过程中 ,蚕技中心通过一户连多户 、多户连全

村;一村连多村 、多村连全乡 ,以乡 、村为单位组织分

散的养蚕农户 ,形成乡 、村桑蚕茧基地 。如山西的武

乡 、陵川 、高平等蚕茧主产县均可采用“蚕技中心+

基地+农户”模式 。

县蚕技中心对外须加强联系 ,紧跟蚕茧市场发

展需求 ,和蚕茧加工企业签订优质原料茧供货合同。

对内须制定桑树管理技术标准和养蚕技术标准 ,组

织农户按照管桑养蚕技术标准生产优质蚕茧。农户

须按合同将蚕茧销售给县蚕技中心。在蚕桑发展过

程中 ,基地乡 、村的桑园要集中连片 、规模栽植 ,其面

积应占乡村土地面积的 30 %～ 60 %。县蚕技中心

须在基地乡建造蚕茧收购站 ,配套先进的烘茧设备

及专用库房 ,就地收购农户蚕茧 ,方便农户售茧 。在

基地村建造小蚕共育室 ,实行小蚕联户共育 ,形成

县 、乡 、村三级技术服务网络 ,以便全方位的服务蚕

农 。县蚕桑技术人员要长年蹲点在乡村 ,以便及时

解决农户产前 、产中 、产后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

要注意协调好粮桑争地的矛盾 ,充分利用房前 、屋

后 、地埂 、梯田等非耕地栽植高干桑树 。非耕地面积

桑树 ,抗市场风险能力强 ,应占到一定的比例。在蚕

茧市场形势疲软 、县蚕技中心对县内蚕茧市场保护

力量有限时 ,非耕地面积的桑树 ,可以暂不养蚕 ,只

养树 。而占有效耕地面积的桑园 ,可以采取保桑间

作粮食及经济作物 ,多渠道增加农户经济收入。

2.3　“丝厂(市场)+蚕桑协会+农户”模式

蚕桑协会属中介组织 ,是丝厂(市场)和农户之

间的桥梁和纽带 。蚕桑协会以合同的形式与丝厂 、

农户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 ,从而实现蚕茧生产经营

一体化 。

该模式适用于县域桑蚕茧基地发展阶段。蚕桑

基地乡 、村相连 ,形成产业规模 。其标准是:有效桑

园面积在 1 333 hm2 ,年产茧量 1 500 t以上[ 4] 。如

山西的垣曲 、屯留 、沁县等茧丝主产县均可采用“丝

厂+蚕桑协会+农户”模式 。

以养蚕农户为主体 ,由县蚕技中心 ,乡 、村行政

单位参与自愿组成的蚕桑协会 ,实行行业服务和行

业管理。其宗旨是为会员提供服务 ,维护会员合法

权益 。蚕桑协会设立的基本程序和审批条件 ,按照

国家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的有关规定执行。蚕桑协会

要制定协会章程 ,其内容包括宗旨 、业务范围 、组织

机构 、活动规则以及会员的权利义务等。

根据协会章程 ,会长 、副会长和理事都由会员大

会选举产生 ,秘书长是蚕桑协会的专职管理人员 ,由

理事会聘任 。理事会 、秘书处要协调好各方面关系 ,

直接向农户提供桑苗 、蚕种 、蚕药 、蚕具 、技术指导 、

蚕茧收购等服务 。制定优质蚕茧生产技术标准 ,组

织农户生产优质蚕茧。要代表农户参与行业性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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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 ,尤其是参与蚕茧加工企业关于原料茧供货谈

判。同时 ,要注册蚕茧商标 ,树立自己蚕茧品牌。并

关注国内外蚕茧市场动态 ,积极开拓蚕茧市场 。

根据协会章程 ,蚕桑协会要将蚕茧收购经营利

润的 70%返利于会员 , 15%用于建立蚕茧风险基

金 ,在茧丝市场疲软时 ,对该协会会员的蚕茧实行保

护价收购 ,真正与蚕农建立起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

共同体。

根据协会章程 ,蚕桑协会要定期召开会员大会 ,

向大会发布蚕茧市场信息 ,汇报蚕桑生产经营状况 、

财务状况等。做到财务公开 、经营公开 、会务自理 、

经费自筹。理事会 、秘书处要及时了解和解决农户

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县丝厂自愿申请加入蚕桑协会的 ,经蚕桑协会

批准 ,可以成为该蚕桑协会会员 。蚕桑协会根据章

程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将原料茧供应给成为会员的

丝厂 。

2.4　“公司(市场)+蚕农合作社+农户”模式

蚕农合作社是以农户为主体的群众经济组织 ,

具有法人资格。作为独立法人 ,它有权决定自己的

蚕茧销售 ,可以代表农户参与谈判 ,维护蚕农利益 。

同时它也属中介组织 ,是公司(市场)和农户之间的

桥梁和纽带 。它一头连着公司(市场),根据公司对

蚕茧标准的要求 ,和公司签订蚕茧供货合同。另一

头连着分散的农户 ,和农户签订蚕茧生产合同 ,为农

户提供管桑养蚕技术及蚕用物质服务 ,同时回收农

户生产的蚕茧 ,并进行烘干加工 。蚕农合作社以合

同的形式与丝厂 、农户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 ,从而实

现蚕茧生产经营一体化。

该模式适用于县域桑蚕茧基地成熟阶段 。其标

准是:有效桑园面积在 2 000 hm2 以上 ,年产茧量在

3 000 t以上 ,茧丝绸生产已具规模的县域[ 4] 。如山

西的阳城 、沁水等茧丝绸主产县可采用“公司+蚕农

合作社+农户”模式 。

必须引导农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蚕业合作社 ,

由丝绸公司与合作社共同达成有相互约束力的协

议 ,增强合同主体地位的平等性 ,以约束丝绸公司在

蚕茧行情好时以低价收购蚕茧的机会主义倾向[ 5] 。

在山西省起步较早 ,蚕桑已成规模的县域 ,符合组建

蚕农合作社的乡镇 ,可以按照组建专业合作社程序 ,

在乡镇区域成立蚕农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的基本程

序和审批条件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合作社要制

定章程 ,其内容包括宗旨 、业务范围 、组织机构 、活动

规则以及社员的权利义务等。

根据合作社章程 ,蚕农合作社实行社员大会制

度。社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 。通过社员

大会制度 ,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 、监事会及其成员 ,

民主讨论审议合作社章程。理事会下设生产组 、收

烘组 、经营管理组等服务机构 ,直接向社员提供技术

辅导 ,引进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 。根据蚕桑布局 ,建

立蚕用物资供应点 ,对社员所需蚕药 、桑园专用肥等

均实行进价供应 。建造烘茧站 ,购置先进的收烘设

备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提高蚕茧收烘能力 。蚕茧收

购按质论价 ,不打白条 ,茧款现收现付 ,并且聘请社

员代表参与蚕茧收购 ,接受社员代表的监督 ,切实保

护蚕农利益 。为了及时有效地了解国内外蚕桑发展

动态和蚕茧市场行情 ,蚕农合作社要加强对外联系

和交流 ,可以利用互联网 、电视等现代媒体手段 ,及

时与外界沟通 ,并利用获取的市场信息 ,定期或不定

期地向全体社员发布。

根据合作社章程 ,蚕农合作社要制定优质蚕茧

生产技术标准 ,组织社员进行标准化生产 。标准化

是蚕茧产品走向国内外市场的“通行证” ,是提高蚕

茧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 ,基地县各蚕农合

作社要始终将标准化生产贯穿于产 、加 、销的全过

程 。采取统一品种 、统一技术规程 、统一管理措施 ,

进行标准化蚕茧生产。积极实施品牌经营 ,蚕农合

作社要将标准化生产与开发品牌相结合 ,申报注册

优质蚕茧商标 ,同时组织媒体宣传和外出参展 ,提高

品牌的知名度。

建立蚕桑产业发展风险基金 。基地县须由县政

府出面建立蚕桑产业发展基金 ,基金由县政府 、茧丝

绸公司 、合作社 、蚕农四方筹措。县丝绸公司每年从

经营利润中抽出 10%资金作为风险基金 ,合作社每

年从收烘茧经营利润中抽出 15%资金作为风险基

金 ,合同蚕农从每 50 kg 蚕茧中提出 5 ～ 10元作为

风险基金 。风险基金建立专用账户 ,由银行代为保

管 ,使用时由公司负责人 ,各合作社负责人 ,蚕农代

表共同提出书面申请 ,最后由分管县长审批 ,专款专

用 。只有这样 ,才能保护蚕农利益 ,稳定蚕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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