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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5 8年初
,

中央决定将长江三角洲辟为开放地区
,

逐步津立贸工农型生产结构
。

所谓贸

工农体制
,

即在一个范围较大的区域内
,

农业生产将和国际市场发生直接联系
,

从主要面向

国内市场转为主要面向国际市场
,

从内向型转为外向型
,

并以对外贸易的需要来安排生产
。

要实现这一转变
,

必须具备若干必要条件
,

而最基本的条件是外贸出口数量和品种的大幅度

提高
。

桑蚕生产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出口物资
,

本文以江苏省吴县为例
,

试图分析桑蚕生产

目前的状况
、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

现状与演化

桑蚕生产一直是吴县的主要传统副业
,

它和 “ 吴蔗
” 、 “

苏绣
” 一样在国际国内都享有

盛誉
,

在农村中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
。

全县 37 个乡 (镇 ) 中有 19 个乡
、

2 15 个 村栽桑养蚕
。

现有桑田面积 1 6 ,

93 0亩
,

年产茧 14
,
2 71 担

,

为我省桑蚕重点产区之一
。

但从纵向层次考察
,

目前昊县桑蚕业处于明显的消退状态
。

吴县桑蚕尽管起源较早
,

但数经挫折
,

主要有以下不同的三次
:

第一次是由 于 日 寇 侵

华
,

加上国民党反动统治腐朽
,

桑蚕惨遭 摧 残
,

临解放前夕
,

桑田仅剩 2 9 , 。O。 多亩
,

蚕茧

1 3 ,

00 。多担
,

而全盛期 ( 1 9 3 0年 )时年产茧曾达 40
,

00 。担以上
,

不到全盛期的三分之一
。

建国

以后
,

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扶植
,

桑蚕生产得以迅速恢复
,

到 1 9 5 7年桑 田恢复到

3 8 , 0 0 0亩
,

成为全国蚕茧商品基地之一
。

但是在十年动乱中
,

由于片面强调
“ 以粮为纲

” ,

致使桑蚕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

到 1 9 7 8年全县桑田减到 了2 3
,
O。。亩

,

蚕茧 1 5
,

00 0担
,

亩产茧不

到 70 斤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由于蚕茧价格政策调整
,

桑蚕生产回升很快
。

但是
,

由于种

种原因
,

目前桑蚕生产明显下降
,

并且下降趋势愈益严重
。

吴县 1 9 7 2年蚕茧总产量曾达到 2 9 , 6 4 7担
,

但 1 9 8 4年下降到 1 5 , 4 9 6担
, 1 9 8 5年继续下降

,

仅有 1 4 ,
2 7 1担

, 1 9 8 5年比 19 8 4下降 7
.

9%
,

比 一9 7 2年下降 5 1
.

9%
。

东山乡是吴县生产蚕茧最多

的乡
, 19 7 2年产量为 7 , 5 70 担

, 1 9 85 年仅为 2 ,

53 2担
,

下降 6 6
.

6%
。

其它蚕茧老产区也有大幅

度的下降
,

尤以堂里乡下降幅度最大
,

19 8 5年的产量还不到 1 9 72年产量的 8 %
,

详见表一
。

吴县横径乡是吴县蚕茧生产近几年来发展较快的乡
。

1 9 7 2年为 1 , 1 07 担
, 1 9 8 5年为 2 ,

29 3

担
,

增 长 10 7
.

1%
,

但今冬明春
,

不少新发展的桑田将被转化为鱼池及其它多种经营项 目
。

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甚多
,

主要原因有 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农村产业结构改变
,

特别是乡村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

使农村劳动力
、

资金
、

土地

的投向发生变化
。

由于务工收入大大高于从事种养业劳动的收入
,

人们越来越不 愿 意 从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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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苦利薄

” 的蚕茧生产
。

吴县金山乡 1 9 7 2年蚕茧产量为 1 , 0 82 担
, 1 9 8 5年为 2 1 1担

,

减少

8 0
.

5% ;
枫桥乡 1 9 7 2年蚕茧产量为 1 , 0 22 担

, 19 8 5年为 2 77 担
,

减少 7 2
.

9%
。

这两个乡都是吴

县乡镇工业搞得最好的乡
。

表一中各乡蚕茧产量减少的原因
,

或者是由于果树的发展
,

如东

山
、

石公
、

堂里
,

或者是由于近年来花卉苗木的发展
,

如光福
、

青口等乡
。

第二
,

蚕桑生产成本提高
,

经济效益下降
。

近年来农产品的收购
、

销售价格逐年提高
,

但桑蚕生产收益却基本上没有变化
,

停留在七十年代的水平上
。

见表二 :

表二 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近十年的调盆变化

品 名 单 位 {
1 9 74年

…
, 9 8 ,年

…
1 9 85年 / 1 9 74年

}
以茧调幅 1。。% 、 ,

一六一由此导致了蚕茧生产经济效益过低
。

据对光福乡农产品成本调查分析
,

发现蚕桑生产每

亩净产值虽达 2 00 元
,

高于粮油生产
,

但劳均收益则处于最低水平
。

见表三
:

表三 劳均经济效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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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县外贸公司得益过多
。

目前桑蚕从生产到出口横跨生产
、

商业
、

工业
、

外贸四大

部门
。

J七中桑蚕生产的经济效益
,

据对光福
、

东山
、

横径
、

青 口等乡及县有关单位的调查
,



差不多均 由县外贸公司截去
,

每担达 5 4
.

3 3元
,

总共每年约 了5 万元左右
,

从而形成 了收购价

低
、

工厂利润薄
、

农 民不愿养植桑蚕的局面
。

优势与潜力

吴县地处长江三角洲
,

素称鱼米之乡
,

也是著名的
“ 丝绸之府

” ,

发展桑蚕生产具有多

方面的优势
。

第一
,

自然条件和 自然资源优势
。

吴县位于北纬 3 0
0

5 6`

一 3 1
0

3 3 , ,

东径 1 19
0

5 5
`

一 1 2 0
0

5 4` ,

处于中亚热带北缘和亚热带南缘的过渡地带
,

加以太湖水系的调节
,

气候条件十分优越
,

太

阳辐射年总量为 1 1 2
.

7一 1 1 7
.

8 千卡 /厘米
2 ,

年 日照时数为 2 , o肠一 2 ,
1 79 小时

,

日照百分率

为 45 一 49 %
,

·

全年平均气温为 1 5
.

7一 16 ℃
,

雨热同期
,

活动积温将近 5
, 0 00 ℃

。

较好的气候

条件和适宜土壤条件的组合
,

形成 了桑蚕生产的高产优质区域
。

吴县蚕桑的上茧率均在 90 %

以上
,

而其它地区的蚕茧上茧率均低于该县
。

第二
,

社会资源优势
。

吴县蚕桑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
。

早在唐朝时代太湖地区已是
“ 鱼

米之乡
,

丝绸之府
” 了

。

当时植桑治蚕以光福最盛
。

据光福志载
“
光福艺桑随处皆植

,

蚕事

尤勤于他处
,

凡女及笋 ( 15 岁 ) 即习育蚕
” 。

到清朝末年
,

吴县桑蚕业 已相当发达
。

农民积

累了丰富的生产经营和技术经验
,

单产水平较高
,

且地处太湖之滨
,

苏州市郊
,

沪宁线横贯

其中
,
境内河港众多

,

水陆交通方便
,

拥有广阔的市场
,

并可获得先进技 术 的 资 助
,

在资

源
、

技术和产品销售等方面均具有独到的优势
。

第三
,

经济效益优势
。

目前蚕茧生产之所以经济效益不高
,

在于农
、

工
、

商
、

贸部门之间

得益不合理
。

从生产
、

加工
、

销售完整的系列来看
,

丝绸创汇率和社会经济效益
,

在所有产

业部门中是较高的
,

即使按现有的生产水平
,

栽一亩桑
,

可产茧 1
.

1担
,

缥丝 20 斤
,

丝绸 15 0

米
,

用于出口
,

可创汇 360 美元
。

由此可见
,

桑蚕生产整体经济效益并不低
。

蚕茧业本身所具备的多方面优势表明了吴县蚕桑生产具有很大的潜力
,

必将成为今后发

展的强大内在动因
。

与此同时
,

该县发展桑蚕生产还有多方面的潜力可挖
。

第一
,

技术和经营管理潜力
。

目前养蚕多用传统方法
,

主要设施仍为稻草
,

如果采用方

卑簇饲养方法
,

蚕茧质量可以提高一个等级
,

产茧数量也可提高 2 一 3 %
,

这表明养蚕技术

仍有较大的潜力
。

另一方面
,

桑树种植规模不同
,

其经济效益也有着较大的差异
。

据对吴县

横径乡调查
,

该 乡南章村共有 1 , 0 84 亩桑田
,

户均桑田近 2亩
,

最多一户达 4
.

64 亩
。

共产茧

1 , 2 12
.

6担
,

亩均产茧 1
.

12 担
,

而后巷村 3 65 户仅种植 3 12
.

1亩
,

户均桑田仅有 0
.

86 亩
,

亩均

产茧也较低
,

仅为 0
.

68 担 /亩
,

说明扩大经营规模可望进一步增加产量
。

第二
,

外界背景所产生的潜力
。

近年来
,

四川
、

安徽等省蚕桑生产发展较快
,

但蚕茧质

量与吴县相比尚有一段距离
,

该县可望以优质的蚕茧和丝绸巩固和扩大国际市场
。

从江苏宏

观布局上看
,

吴县也应当成为优质蚕茧的生产基地
。

自1 9 8 0年以来
,

江苏省桑蚕生产基地已

发生了从苏南转向苏北的战略性转变
。

据统计
,

苏北五市 1 9 7 4年桑田面积仅有 25 万亩左右
,

1 9 8 4年猛增至 10 0万亩
,

十年扩大 了 4 倍
。

蚕茧数量占全省的比重
,

从 1 9 7 4 年的不到 40 %提

高到 19 8 4年将近 70 %
,

但蚕茧质量远不如吴县
。

因而从整体来看
,

苏北将成为服务于国内需

要的蚕茧生产基地
,

吴县则应当成为主要服务于外贸的出 口基地
。

总之
,

昊县蚕茧生产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潜力
,

并具有较高的整体经济效益
,

但目前由



于种种原因而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
。

解决间题的关键在于协调各部门的利益分配
,

提高蚕农

的经济收益
,

才能促使桑蚕业稳定而持续地发展
。

途径与措施

从以上分析结果出发
,

我们认为
,

要使吴县及临近地域的桑蚕事业持续发展
,

必须采取

如下对策
:

第一
,

贸工农一体化
,

产供销一条龙
。

建立以栽桑
、

养蚕到丝绸加工
、

对外贸易的一条

龙经济实体
。

例如吴江县
,

不仅是桑蚕基地
,

全县 已有近 8 万亩桑田
, 19 8 4年产鲜茧近 7 万

担
,

而且缥丝
、

丝织工业基础也很好
,

全县有国营和乡镇缀丝厂 12 家
,

年耗鲜茧 7 万担
,

`

按

该县实际生产能力
,

可耗原料茧 10 万担
,

产丝 7 00 吨
,

另外有全民 丝 织
、

印染企业 5 家
,

集

体企业 2 家
, 1 9 8 4年生产真丝产品 1 , 4 00 万米

,

还有 38 个乡镇丝织厂因无 原 料
,

不得不生产

化纤产品
。

该县的盛泽丝绸早就蜚声国内外
。 1 9 8 4年茧丝绸外贸收购额近 1亿元

,

占该县外

贸收购总额的 85 %
。

吴县今后蚕茧业的发展可以参考这一模式
。

具体做法上应当同意在横径

建一缀丝厂
,

并将邻近的东山或晋口等乡的蚕茧归该乡加工
。

第二
,

部门间经济效益的分配应趋于合理
。

应该说
,

农工商一体化的经营模式确实可以

使具体的经营单位和蚕农得益甚多
,

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不利于整体利益
。

吴江县农工商一体化

模式的实施
,

导致本来原料就不够的苏州市第一缀丝厂原料更显缺乏
,

不得不到外地进 口大

量劣质蚕茧
。

而归根到底
,

农工商一体化模式的产生导源于农
、

工
、

商
、

贸等部门间经济分

配上不均
。

因此我们觉得
,

更为妥善的对策应当是对部门间经济得益进行较为合理的重新分

配
。

具体一些
,

则是将外贸部门所得额外利润全数返回给蚕农
。

外贸公司并非经济实体 ) 不

应当获得额外利益
,

充其量只应当提取规定比例的手续费
。

这样
,

本来每担蚕茧可 由目前的

18 5
.

2 9元提高到 2 3 9
.

5 9元
,

这样可从经济效益上来提高蚕农的生产积极性
。

第三
,

实行优质优价政策
。

据东山
、

光福
、

管口
、

横径等乡介绍
,

即使将县外贸公司得

益全部用于提高蚕茧收购价格
,

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予农民以经济刺激
,

因为农业内部其它

部门收益较高
,

甚至高于提价后蚕茧亩均产值
。

例如横径乡新发展的桑田多位于太湖围垦区

内
,

地势较高
,

略加开挖和修整
,

即可退 田还渔
。

由于水产收益远高于蚕茧收入 (见表二 )
,

因而如不采取相应对策
,

今冬明春将有不少桑田转化为池塘
。

目前方格簇技术之所以推广不

开
,

还在于其增加的成本大于蚕茧质量和数量提高所带来的效益
。

针对这一情况
,

我们以为

必须改革价格体制
,

实行优质优价
。

前 已述及本地蚕茧要比其它地区蚕茧质量高一个等级
,

按现行价格计算
,

生产同样数量的生丝
,

用优质茧的缥丝成本比用劣质茧要减少 40 一 50 %
。

而 目前的蚕茧收购价格
,

优质茧基本上和劣质茧价格一样
,

加上运输成本
,

其价格比当地蚕

茧还高
。

如 1 9 8 4年光福缀丝厂收购当地蚕茧价格为 1 1
。

00 元 /公斤
,

海安茧为 12
。

5元 /公斤
,

四川茧为 13 元 /公斤
。

因此
,

无论是蚕茧的生产还是加 工
,

都必须根据产品的质量等级确定

价格
,

要拉开质量差价
,

允许生产单位和经营单位在产品收购和销售价格上上下浮动
,

工厂

可 以优价购进优质茧丝原料
,

生产者也可择厂交售自己的产品
,

获得满意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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