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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振兴和田地区茧丝绸产业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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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疆和田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种桑养蚕织绸的历史，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众多中亚、南亚“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新疆一直存在以“艾德莱斯”为代表的丝绸产品需求市场。种桑可以改善和田地区恶

劣的生态环境，养蚕可以解决当地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织绸可以发展当地经济和带动农民增收。
恢复茧丝绸产业是做好民族地区产业扶贫、精准脱贫、跨越式发展、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抓手。振兴

茧丝绸产业是新疆发展家庭农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重要选

择。深入挖掘新疆民族特色丝绸资源，还可以丰富茧丝绸产品市场，增强中华文化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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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revitalizing the cocoon and
silk industry in Hotan 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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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tan Prefecture in Xinjiang has the history of mulberry planting and silkworm breeding since ancient
times，silk product demand market represented by silk Yidelaisi has existed in numerous countries along“One Belt
and Ｒoad”in Central Asia and South Asia as well as in Xinjiang． Mulberry planting can improve the local terrib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Hotan Prefecture，while silkworm breeding can solve employment problem of surplus labor．
Silk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and increase the income of farmers． Ｒevitalizing cocoon silk
industry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g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boos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ing the local st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it's also an important choice to develop family farm，facilitat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manufacture and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Deeply exploring characteristic silk resources in Xinjiang can also enrich cocoon silk product
market and enhance cohesive force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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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新疆和田地区除和田市以外，其他 7 个县均为

国家级贫困县，是中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当

地自然环境恶劣，生态系统脆弱。如何尽快摆脱贫

困，促进地区稳定和发展，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

大课题。茧丝绸产业由于具有经济效益好、产业带

动能力强、绿色环保和文化内涵丰富等特性，是和田

地区做好产业扶贫、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个有

效途径。
查阅相关茧丝绸文献资料，从新疆蚕桑历史、养

殖、丝绸纺织技术和工艺、产业发展研究等方面来

看，5 世纪初西域高昌( 今新疆吐鲁番地区) 蚕桑业已

相当发达，蚕桑传入新疆不迟于 4 世纪，当地桑田收

益明显高于种植谷物，官府经营丝、绵生产证据确

凿，生产的蚕丝还作为商品进入丝绸之路［1］。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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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执政者大多倡导蚕桑业，它不仅对少数民族百

姓生计有益，促进地方经济繁荣，还可缓解地方财税

危机及人口就业的压力［2］。从新疆出土文物可以看

到，西域与内地服饰文化的兼容并收。艾德莱斯绸

是新疆维吾尔服饰的特点之一，古代新疆生产的艾

德莱斯绸已远销南亚、中亚、中东、欧美及内地沿海，

现代新疆设计师们也常用它设计出具有浓郁新疆韵

味、时尚特色鲜明的现代服饰、装饰或陪衬［3］。
桑蚕种养是丝绸纺织工业的基础，鉴于其自身

的生物与经济特性，向仲怀［4］院士一直坚持主张在

国内以大力推广桑树种植和做好家蚕基因研究等基

础性研究为重，厚实的基础是中国茧丝绸产业兴旺

的保证，对于新疆他的观点是: 传统蚕桑产业应转型

升级，发展生态桑产业，走新丝绸之路。新疆蚕桑业

作为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型产业契合国家“一带一路”
的发展战略，以建立与其他产业耦合共生关系为切

入点，着力打造高效、多元化与多层次生态桑的生态

产业链条，积极促进桑树生态产业与高效蚕桑产业

的协同发展。对于新疆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具有重

要作用，还可以延伸和丰富产业经济链条，使新疆蚕

桑生态产业向着高效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此带

动新疆脆弱生态区的生态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

展［5］。自 2003 年开始，中国中西部蚕区蚕茧产量超

过东部，此后蚕桑产业转移的进程开始加快，中国蚕

桑生产的区域转移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

的转移，同时要提高西部蚕区的蚕桑生产效率，也要

适度稳定东部的优质茧生产基地［6］。
由于新疆茧丝绸产业建设已经中断 10 多年，目

前，与恢复振兴和田地区茧丝绸产业直接相关的文

章很少，其他涉及茧丝绸方面的论文多数为行业可

持续发展、茧丝价格周期性变化，以及产业组织化、
产业化发展模式等研究，主要也都是针对全国范围

或内地本区域特点，提出符合自身产业发展实际的

对策和办法。对于如何从茧丝绸全产业角度研究和

田地区茧丝绸产业统一协调发展、均衡利益分配，如

何从区域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振兴和田

地区茧丝绸产业等还是空白。

1 和田地区茧丝绸产业的历史与现状
自古以来新疆和田地区就有种桑养蚕的历史。

和田地区地处古“丝绸之路”南道要冲，蚕桑丝绸生

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古有“丝都”“绢都”之美称，和田

各族人民有栽桑养蚕的传统，蚕丝、丝绸是和田地区

传统的出口物资。早在《北史》中就有和田“土宜五

谷桑麻”的记载，《魏书·西域记》中也有“于阗 ( 和

田) 有桑麻”的内容。公元 10 世纪于阗国王李圣天

曾带大批和田织作的“胡锦”“西锦”到中原进行商贸

交易。元代，和田设有染织局，具体负责监管丝绸生

产、调剂、解 运、上 贡 等 事 宜，当 地 生 产 有“拈 金 香

缎”［7］，并输往内地。清朝统一新疆后，随着人口的

增长和农垦事业的发展，和田绿洲面积不断扩展，栽

桑养蚕也随之日趋兴盛。《新疆图志》［8］记载“清朝

末期，和田地区织绸机户 1 200 余家，境内有桑树 200
万株，岁产夏夷绸 3 万余匹，柔韧似江浙棉绸，供本

地百姓服用，无行销域外，其民之富庶，从可知已，此

南疆一大利源 也”。此 外，当 地 妇 女 善 于“绣 纹 篡

织”，“每年出口英俄的蚕茧有 27 万斤，值银七万余

两; 丝 8 万斤，值银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 绸 1． 5 万多

匹”［9］。桑蚕副产品桑皮纸也曾是贡品。1945 年，和

田地区的蚕茧产量达 2 245 t。1946 年至新中国成立

前夕，和田的蚕桑生产一落千丈。1949 年，蚕茧发种

只有 4 172 盒，产量只有 44． 5 t。
新中国成立后，和田的茧丝绸事业发展迅速，到

1956 年，全地区发种数已达到 92 871 盒，产量达到 1
117 t，为 1949 年的 25 倍。从 1950 年后期至今，由于

政策和其他一些原因，和田地区的茧丝绸生产几起

几落，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大量的桑树枝被当作

生活燃料，剩余桑树不足 200 万株，蚕桑事业遭到严

重破坏。1979 年，全地区只发种 34 580 盒，产量只有

363． 3 t。改革开放以后，和田的茧丝绸产业才有了

新的生机。从 1980 年以来，平均每年栽桑 250 ～ 300
万株，并 建 有 中 国 西 北 地 区 最 大 的 丝 绸 生 产 企

业———和田丝绸厂，产品有电力纺、羽纱等 18 个品

种，1988 年 首 次 向 原 苏 联 出 口 产 品，创 汇 额 800
万元。

至 20 世纪 90 年代，和田的桑树已达 2 400 多万

株。和田地处边远，运输成本高，以经济效益计算，

适宜发展“名优特、小轻贵”产品。而发展茧丝绸产

业正符合和田的实际，当时和田地区提出在经济上

要抓好蚕丝、棉花、瓜果和畜产品加工这四个方面，

尤其要保持和进一步发挥和田的蚕桑丝绸生产优

势，并制定了《和田地区蚕桑生产的总体规划》，按照

这个规划，到 2000 年，和田地区的桑树发展到 5 000
万株。但是，在 2002 年，桑树又被大面积砍伐，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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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南疆较大规模的四家国有丝绸厂相继倒闭。和

田地区的茧丝绸事业再一次受到限制，新疆蚕桑产

量由全国前十名变为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 条块分割管理，利益侵占挤

轧，分配不匀，影响上游农户生产积极性; 技术培训

支持落后，产业化水平低，技术含量低，营利空间小，

抗风险能力弱; 缺少市场经济思维，对国际茧丝绸商

品价格规律了解不深入，改革初期由于宏观管理失

控、价格保护机制的不完善，茧丝价格波动剧烈。同

时以棉花为代表的一些经济作物价格一直处于上升

阶段，棉花的栽种与管理较蚕桑种养简单，对比之

下，地方改弦更张，农户砍桑种棉或其他经济作物，

影响茧丝绸产业的发展。

2 和田地区种桑养蚕发展茧丝绸产业
的理由

2． 1 经济方面

2． 1． 1 符合国家茧丝绸产业发展规划

首先，茧丝绸产业是中国在世界贸易领域内唯

一具有绝对主导地位的产业，它在中国外贸、纺织及

创汇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为扶持茧丝

绸产业的健康发展，从 1996 年就建立有国家厂丝储

备及拍卖制度，用于稳定国内厂丝价格，平衡供求关

系，保护国内茧丝绸产业。其次，经过长期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东部蚕区受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劳动

力老化等因素影响，出现传统的蚕桑生产模式后继

乏力，产业规模急剧萎缩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

2006 年商务部启动“东桑西移”战略计划并将茧丝

绸产业纳入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利用“退耕还

林政策”对中西部地区承接和发展蚕桑产业的项

目，在符合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前提下，每年对桑树

种植、蚕茧的饲养和收购，以及缫丝、出口等几个方

面，通过建设茧丝绸发展风险基金、税收优惠和财

政补贴给予生产支持。上述二项政策，对中国茧丝

绸产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使中国在遇到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丝绸出口额出现明显下降的

不力形势时，国内茧丝绸生产企业大多能够平稳度

过难关。
2． 1． 2 占据国内外市场有利形势

当 前 世 界 丝 绸 商 品 市 场 处 于 缓 慢 恢 复 阶 段，

2014 年中国蚕茧产量已恢复到 65． 1 万 t。国际市场

上蚕茧价格已达到 6 欧元 /kg 以上，与国内鲜茧平均

36 元 /kg 的价格比较还是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图 1) ［10］。

图 1 2000—2014 年全国蚕茧收购均价情况
Fig． 1 The average purchasing price of cocoons in China in 2010 － 2014

预测丝绸在内的国际纺织品服装市场规模仍将

继续增长，发达经济体仍是丝绸商品出口的主要市

场，以中亚、南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购买力不断提

升。自治区相关部门曾对新疆周边纺织需求市场进

行调查，未来 10 年，中亚、俄罗斯和欧洲纺织服装市

场容量将达到 1． 6 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据商务部

统计资料显示，借助“一带一路”政策效应，2014 年仅

中国对巴基斯坦真丝绸商品销售增长就超过 30%
( 图 2 ) ［10］。近期国际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走

低，有利于扩大国际丝绸消费需求。从国内看，中国

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等收入群体

不断扩大，中高端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以蚕丝被为代

表的国内需求不断扩大。当前中国茧丝绸行业发展

已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常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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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消费结构升级步伐持续加快，丝绸消费市场

前景继续看好［12］。新疆积极承接茧丝绸产业的重

建，占据着国家产业支持保护政策和国际国内市场

双重有利因素。

图 2 2010—2014 年真丝绸商品对主销市场出口金额情况

Fig． 2 Export amount of the real silk goods to major markets
in 2010 － 2014

2． 1． 2． 1 国际市场

新疆作为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与核

心，蚕丝自古以来就是新疆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之

一。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亚独联体国家、南亚和中

东等国家曾经一直就是新疆丝绸产品主要销售市

场。上述国家夏季气候炎热，当地居民特别是妇女

都有丝绸服饰偏好，丝绸需求长期存在。据记载，清

道光二十二年( 1840) 新疆制造销往俄国的丝织品价

值就有 4． 2 万卢布，到光绪二年( 1876 ) 对俄出口生

丝 5． 48 万卢布，按当时生丝价格计算，折合 10． 3 t，
到光绪二十一年( 1895 ) 对俄丝织品出口达到 102． 8
万卢布。1935 年新疆对原苏联、印度输出生丝 111． 9 t，
1942 年达到 196 t。新中国成立后，新疆茧丝绸产业

在经历波动起伏的过程中，丝绸产品也一直出口到

上述国家的市场，产量和创汇能力在全国都有一定

的地位。原苏联市场生丝容量大，1990 年以前每年

需从中国进口 1 000 t 左右，价格比其他市场价略高，

对生丝的质量要求比欧美日本等主要市场低，且运

输距离短，运输过程中质量损伤少，成本低。1977 年

以来新疆对原苏联直接出口厂丝，每年 50 t 左右，

1988 年对原苏联出口丝绸 22 万 m。
后来由于新疆改变政策，放弃种桑养蚕，无上游

产品供应的丝绸企业全部倒闭，乌兹别克斯坦、塔吉

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土耳其等中亚、中东国家开始

积极发展自己的茧丝绸产业。其中 2011—2015 年乌

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仅从陕西安康 2 个蚕种厂

就进口 54 万张蚕种，进口 1 千万株桑苗。四川西昌

蚕种厂连续十年将蚕种销往塔吉克斯坦，并经塔吉

克斯坦转口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2009—2010 年

间，广西也多次将蚕种、桑种和养殖技术对乌兹别克

斯坦进行援助。现在广西、四川和陕西等地的蚕桑

资源更是借助于“一带一路”交通建设的便捷，经新

疆源源不断地输入中亚、南亚和中东市场。乌兹别

克斯坦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生丝生产国，但据

江苏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观察，其生产技术和产品质

量目前仍然不及中国，还很落后。同时，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巴勒斯坦等国家也

将茧丝绸产业作为重点扶持产业来建设，并积极寻

求中国方面的支持。新疆在拥有地理位置、社会历

史文化、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技术等诸多优势

的情况下，应重新恢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丝

绸出口供应。
2． 1． 2． 2 国内市场

丝绸具有独特的光泽、弹性、韧性、保暖、保湿等

特性，丝绸成衣冬暖夏凉，穿着舒适、绿色、环保。新

疆自身一直存在着独特的以艾德莱斯为代表的民族

特色丝绸需求市场。自从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丝绸

为新疆少数民族群众传统服装的主要面料，一直是

新疆尤其是南疆各族群众喜爱的纺织品，在中亚几

个国家特别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也相当流行。新疆曾

经是全国最大的丝绸消费省区，1980 年全区丝绸消

费量为 1 万 m，是 当 时 全 国 历 史 最 高 人 均 消 费 量

( 1977 年) 的 2 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区内丝绸消费量会不断增长。依据自治区统计局数

据显示，2014 年新疆仅少数民族人口就达到 1 463
万，按妇女制作一条裙子需要丝绸 3 ～ 4 m，如果丝绸

销量 5 000 万 m，需要蚕茧 2 万 t。可目前自治区已

没有蚕茧生产，干茧、生丝完全依靠从内地购买，价

格高，化学合成仿丝纤维与真丝纤维鱼龙混杂，质量

不能完全保证，产品也仅能部分满足区内市场需求。
2． 1． 3 充实完善新疆纺织工业体系

新疆棉、毛、麻产量在全国占据绝对优势，化纤

产品的生产也能满足自身需求，供给侧补上茧丝绸

这一块短板，开发丝棉、丝麻、丝毛、真丝与化纤等的

混纺产品，可以丰富新疆纺织资源结构。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关于促进纺织服装产

业集聚发展的意见》，2017 年新疆要完成纺织服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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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固定资产投资 720 亿元以上，实现工业增加值增

长 40%以上，茧丝绸产业完全应该在其中做出相应

的经济贡献。新疆已在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多个

地区建设有纺织服装产业工业园，并将其中对环境

产生较大污染的印染工艺环节统一进行了科学规划

建设，提升节能减排新技术，解决了地区环保问题，

这也为和田地区丝绸后加工整理提供了有效基础

保障。
2． 2 扶贫脱困方面

2． 2． 1 促进和田地区富余劳动力就业

茧丝绸产业是单位面积农业耕地创业人数和产

值最多的，蚕桑生产主要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

强度低，对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当地就业、促进地区

经济发展、带动地区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解决“三

农”问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新疆劳动力充足，和田

地区农业人口 178 万，富余劳动力 56 万，其中妇女占

50%。受到年龄及家庭等条件限制，部分农民没法

外出务工，发展茧丝绸产业可以解决新疆特别是南

疆富余劳动力就业，2016 年间自治区政府为落实义

务教育法的贯彻实施，保证南疆学龄前儿童入学率，

已使南疆适龄儿童全部进入了幼儿园学习，这也让

更多南疆妇女有了空余时间，种桑养蚕可以就地解

决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减少劳动力外出打工，在本

地就业是带动和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选项。
2． 2． 2 增加农民收入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是南宋诗

人翁卷的七言绝句《乡村四月》里的诗句，它说明种

桑养蚕不争农时，每年春蚕养殖时间在 4、5 月份，最

长大约 40 天就可完成蚕茧出售，收入恰好可用作购

买大田作物种子和化肥。种桑养蚕占用耕地少，和

田地区农户以前就有利用庭院、农毛渠及耕地周边

种植桑树的经验，这种模式不与粮食争地、水和肥，

符合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现在仍然是值得推广的桑

树种植有效经验。广西、四川等地的许多贫困地区

就是因种桑养蚕而脱贫致富，进而发展成为当地的

支柱产业。与小麦、棉花等大田作物比，蚕桑亩产值

是其 2 ～ 3 倍，属于典型的高效农业; 与大棚蔬菜、瓜
果相比，5 年平均经济效益基本持平，但相较蚕桑养

植投入少、市场大、风险小。新疆药桑葚市场价格在

30 元 /kg，亩产能达到 2． 4 万元，增收效益更是明显。
南疆地区畜牧业中的牛羊饲养一直存在饲草与

粮食作物争地等瓶颈制约，林果业中的红枣、石榴种

植发展由于面积的不断扩大，总体收入虽然增长，但

零售价格已较过去呈现下降趋势。和田地区发展茧

丝绸产业，通过差异化区别经营模式，可以形成新的

利益增长点。
2． 3 生态方面

2． 3． 1 种桑是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

桑树有发达的根系，抗风力强，具有耐寒、耐旱、
耐渍、耐盐碱、耐贫瘠的适应能力和涵养水源、减少

水土流失、防风固沙、保护农田、净化空气、改善环境

的生态治理能力，桑树还对不良环境敏感，这一特性

可以作为环境监测指示标志。它还是很好的经济林

木，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国家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在治理荒漠化和防止水土流失、保障丝

绸之路沿线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中桑树种植可以起

到示范作用。
南疆已经在很多地区通过城市行道桑树绿化、

农田毛渠桑种植、沙漠公路桑树林带建设，种植了约

160 万亩( 1． 6 亿株) 桑树，收到良好的防风固沙和美

化环境的作用。它已成为改善当前地区紧迫生态问

题的重要手段。
新疆的土壤盐渍化总面积已经达到 11 万 km2，

约占 全 国 盐 碱 土 地 面 积 的 1 /3，荒 漠 化 面 积 达 到

107． 16 万 km2，占全国总面积的 2 /5。和田地区总面

积 25 万 km2，其中荒漠、戈壁面积占 63%，其地区自然

环境恶劣，生态环境亟待改善。据测算，在实施和田地

区防沙治沙生态绿色建设中，如果在荒漠、沙漠边缘、
防风林带、闲置地等种植 20 万亩生态桑，发展和田茧

丝绸产业达到 10 亿以上规模，可解决 10 万人就业。
2． 3． 2 茧丝绸产业绿色环保、高效利用

桑树具有易栽培、生长快、耐伐、生物产量高和

蛋白产出高的特点。桑树亩产鲜叶 3 000 kg，产植物

蛋白 142． 5 kg，是大豆的三倍，草本化种植，一年可采

收 4 ～ 5 次，亩产达 4 000 kg，其耐砍伐和生物产量

高、适口性好、易消化的特性，不仅可以解决南疆饲

料短缺的问题，提高畜禽肉质，还对新疆畜牧养殖提

供有利的支持。干桑叶亩产粗蛋白 200 ～ 300 kg，比

其他牧草高，氨基酸、矿物质种类丰富，粗脂肪、可溶

性碳水化合物含量与苜蓿饲料相仿。在动物饲料中

加入桑叶，可补充氨基酸平衡，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对动物的生长发育和免疫保健作用明显。新疆舍饲

圈养畜牧数量不断增加，而牧区目前 85% 的天然草

地处于退化之中，其中严重退化面积达到 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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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冬季漫长，牛羊主要依靠干草，作为调剂的青储

牧草种植，要占用大量农田耕地，与粮食生产冲突，

优质牧草缺口不断扩大。桑树种植不占耕地，可以

作为精饲料用于牧业养殖，其生态、经济效益兼具。
在遇到自然灾害时，桑葚曾是南疆百姓的口粮，种桑

养地、养畜、养蚕、养人。冬桑叶有降糖降血脂的作

用，是中医本草; 新疆特有的药桑是维吾尔药用植

物，常用于治疗扁桃体炎和喉咙肿痛; 新疆桑皮纸由

于完全手工及绿色制造过程，现在是国内特色民间

产品( 主要是食品) 的包装首选材料。
2． 4 生产技术方面

新疆完全掌握现代茧丝绸生产技术，可以独立

完成茧丝绸产业链全部生产。新疆蚕桑研究在种质

资源、蚕桑育种、饲养栽培、多元化利用及生态保护

方面完全掌握实际生产应用技术。过去已经初步形

成有蚕桑科研、生产、制绸一条龙产业模式，关键技

术没有丢失。新疆和田蚕业研究所还在积极研究人

工种植桑树在沙漠、荒漠及盐碱地治理的作用，种植

桑树已获得成功，丰富了适应新疆环境的桑树品种

资源库。多年的建设发展使中国具有完善的茧丝绸

生产科技体系，背靠内地，特别是有内地援疆的政策

支持，依靠现有能力附加科技进步、高效成果推广等

手段，和田地区完全可以恢复生产。
2015 年和田地区恢复性养蚕，每张蚕种单产平

均为 40 kg，最高达到 43 kg。按照 30 元 /kg 的收购价

格计算，一个养蚕周期 ( 10 ～ 15 d) 2 个人养 3 张蚕

种，收入可达到 3 600 元左右。现代养蚕技术结合和

田地区的气候特点，一年可完成 10 个周期的养蚕生

产，农民增收效益十分明显。虽然对比日本蚕农户

均单产 0． 35 t 的产能还有一些差距，但从另一方面

说，如果能够将单产提高到国际水平，经济效益还会

更好。

3 对策、措施与建议
3． 1 整合建立全产业链管理体制

茧丝绸产业是一个涉及种桑养蚕、缫丝织绸、印
染加工、销售出口等多环节、资源可循环利用的长而

丰富的产业链，涉及第一、二、三产业，覆盖农、工、商
多个环节。从新疆政府管理角度来看，桑树种植属

于林业部门，养蚕属于农业部门，蚕茧收购、缫丝和

销售属于经信委和商务部门，相关标准审批保护属

于质量监督部门，其他还涉及金融、科研教育、发展

和改革、防疫等多个部门。
因此，在自治区层面，从全产业链健康发展的角

度，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13］，机构上由自治区政府

牵头建立新疆茧丝绸的恢复振兴工作协调领导机

制，从产业未来全面发展的角度，制定出和田茧丝绸

业恢复发展规划，注重融合发展，多层面谋划产业战

略。第二，要争取财政资金，扶持建立新疆蚕桑丝绸

集团，树立利益主体，依托现代企业治理手段，协调产

业链中蚕农、技术推广和植保部门、纺织及贸易营销企

业之间利益分配，解决新疆茧丝绸发展管理体制困境。
3． 2 保证投入、精细管理、稳步推进

从目前现实状况出发，项目建设不要贪大求快，

要抓好桑树种植的基础建设，将桑树作为公共产品

在和田地区大力推广恢复种植，庭院、农田防风林

带、农毛渠边及集中成片种植等多种方法并用。蚕

桑初级产品的稳定供应是整个茧丝绸行业正常运行

的保证，恢复过程中首先要培育扶持桑蚕种养重点

大户，项目资金向大户倾斜，一边要争取农业综合开

发、农业“三新”工程、扶贫开发、土地开发整理等项

目资金; 一边要充分运用信贷、投( 融) 资和援疆等手

段，建立投资公司、产业基金组织等多元投资主体，

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同时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和开发政策性桑蚕保险，给予生产兜底保护蚕农积

极性，形成良性发展基础。由重点大户发展蚕桑家

庭农场，逐步鼓励建设专业合作社和支援服务组织

等新型蚕桑经营主体，最后形成集约化、规模化、机

械化、省力、多元化投资的现代产业体系。在茧丝绸

生产尚未有较大发展前，要搞好综合平衡，精细管

理，以茧定产、以产定销，防止织绸企业盲目扩大生

产能力。
3． 3 招商引资，建立丝绸产业工业园

和田地区要利用国家“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
和“东桑西移”战略发展有利时机，最大限度享用国

家政策红利，开发建设丝绸工业园，集中解决污染问

题。突出自身区位优势，积极招商引资，形成集聚效

应。面向东部丝绸加工技术高端企业和科研院所，

吸引东部地区的资金，引进先进的缫丝技术和设备，

提高蚕丝类产品品质，延伸产业链长度。吸引创新能

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丝绸制品生产企业来新疆发展，

发挥龙头企业的区域辐射带动效应，扶持引导中小型

企业走“专、精、特、新”道路，以特色构建各自的竞争

优势，避免落后产能和重污染企业的重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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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深入挖掘民族特色丝绸产品

新疆不仅有艾德莱斯，还有“玛什鲁普”“雅卡鲁

普”“夏夷绸”“烫缎烫绸”( 浆织砸花百合散姆) ，也

就是拜卡萨甫［14］、真丝挂( 地) 毯等许多地方特色丝

织品有待深入研究。蚕茧也是维吾尔医药中治疗冠

心病的配方之一，南疆维医药企业制造的口服液在

当地还是有一定的市场，有待向全国推广。最新医

学科技研发中，人们利用蚕丝培养修复人体神经损

伤，还可以借鉴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区的粟特锦等许

多域外资源传承，通过引进和吸收，培育丝绸新产

品，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地区特色企

业和品牌体系。
建设和田地区蚕桑茧丝绸文化展示中心，作为

“丝绸与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弘扬中

国传统丝绸文化，加强丝绸文化国际推广和传承，提

升大众注重自然生态、科技文化、人文经济协调发展

的文化内涵修养。挖掘新疆各民族丝绸文化内涵，

以适应地区气候环境，贴近当地文化习俗，突出民族

特色的产品，促进民族手工业复兴，传承和创新丝绸

文化。
鼓励发展蚕桑休闲文化产业，充分利用蚕桑养

植众多资源和丰富的民族茧丝绸特色，为家庭农场

及观光休闲农业发展提供可能。积极与民族手工

业、文化及旅游等产业相互结合，建设环境负载率要

求低、可持续能力强的观光旅游项目。这些都十分

符合南疆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可以为农民增收提供

更多选项。
3． 5 培养蚕桑茧丝绸职业人才

当前应充分利用新疆中、高等职业教育联动发

展的时机，依托内地高校专业实力，借鉴其茧丝绸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针对新疆丝绸销售的国际国内市

场需求，依照产业岗位，从种桑养蚕到缫丝织绸及应

用全产业链各环节，开发职业教育课程，培养地方应

用型创新设计人才。利用新疆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

协同创新中心，开发茧丝绸新产品，从人才角度促进

全疆茧丝绸产业的发展进步。以蚕桑技术、纺织工

程及服装设计专业开展职业教育，符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倡导的“绿色”职业教育理念，有助于提升农

业生产效率，灌输精细管理理念，提升农业从业者的

受教育水平，有利于加大扶持、鼓励有文化、有见识

的年轻人加入农业生产行列，成为新型职业农民［15］，

逐步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4 结 语
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和枢纽，作为边远的少

数民族连片贫困地区，和田重振茧丝绸产业不仅有

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还有国际国内巨大、便利的市

场需求，更是符合中国“创新、绿色、协调”的发展理

念。它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是西域边疆与

中华文化血脉联系的巩固，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

有益实践。
充分利用其良好的经济和生态效应，可以促进

新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逐步改善，确保和田地区与

中国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起在 2020 年前全

面摆脱贫困，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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