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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
蚕桑产业而言，在蚕桑产业占农业主导地位的一些农村地区，推
进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下面就蚕
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进行简要论述。

一、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
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蚕桑产业总体素质和效率达到

较高水平的发展，是发展动力强、增长快、效率高、效果好的发
展状态。是“三农”协调发展、“三产”融合发展、“三生”（生产
生态生活）同步发展、“三效”（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
综合体现。

在一些蚕桑产业较为集中的地区，蚕桑产业在农村农业中占
比权重较大，是当地农业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在这种情况下，
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便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产业支撑，
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效，影响到乡村振兴的进程。

二、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要求
高质量发展要求创新驱动、结构优化、低碳高效、绿色环

保、运行安全等。就蚕桑产业而言，高质量发展要求其生态环境
条件高质量、产业投入高质量、产业产出高质量和产业经济运行
高质量。

生态资源环境条件高质量是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高
质量蚕桑产业需要良好洁净的生态环境资源来支撑，高质量发展
蚕桑产业又必须注重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应当把生态环境保护
治理纳入产业规划发展之中，这也是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基
本要求。

蚕桑产业投入高质量是指蚕桑产业生产投入要素（资本、
劳动力、土地、科技等）结构的质量高。其中，科技投入尤为重
要。蚕桑产业的科技投入，应以打造“数字蚕桑”“智慧蚕桑”为
导向，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现代信息技术，以体现这些新时代科技发展水平的现代蚕桑产业
新技术和新装备投入为主导，创新驱动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

蚕桑产业产出高质量要求蚕桑产业产品结构和质量符合市
场需求，产业系统供给高质量和高效率。一是包含桑、蚕、种、
茧、丝、绸各种产品及其衍生产品的高质量，以及其各个生产销
售环节的高效率；二是蚕桑产业综合开发延伸出的休闲旅游、农
事体验、研学活动、健康养老等各种第三产新业态的高质量高效
率。蚕桑产业产出高质量要求整个产业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各种
产品、各种业态都要紧扣市场需求，进行针对性、创新性设计打
造。

蚕桑产业所包含的桑蚕种茧丝绸以及衍生新产品、新业态等
各个方面和环节，都需达到高质量运行的基本要求，达到体系完
善、结构优化，抗风险能力强，对需求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产业优势突出，综合竞争力强等。

三、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
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政策引领、资本投入、科技

支撑，有完善的产业结构体系、质量高竞争力强的产品品质和品
牌，有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兴业态和优化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等。

（一）政策导向引导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
蚕区地方政府可根据区域内蚕桑产业的实际情况，在蚕桑

基地建设方面的土地调规使用、土地流转和土地增减双挂钩，在

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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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论述了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阐述了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含和要求，提出了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些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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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桑科技人才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应用，在打造“数字蚕
桑”“智慧蚕桑”等各个方面，制定较为优惠和全面的产业扶持奖
励政策，以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优化利益联结机制，引导蚕桑产
业高质量发展。

（二）构建现代蚕桑产业体系，促进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提高蚕桑产业运营效率和效益，实现蚕桑产业高质量发

展，需要构建起现代蚕桑产业体系。建立现代蚕桑产业体系，需
要强化稳固蚕桑产业基础，优化完善蚕桑产业结构，创建蚕桑产
业地方价值品牌。

（三）龙头引领带动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
充分利用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强力推动蚕桑产业高质量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一是利用龙头企业强劲的拉动能力，带动
蚕桑产业高质量快速跨越式发展；二是利用龙头企业强劲的“三
产”融合能力，充分带动旅游等第三产业发展；三是利用龙头企
业的资金设备优势，吸引蚕桑科技人才，增强研发能力，不断推
出蚕桑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创新驱动蚕
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四是利用龙头企业的投融资优势，引进更多
的社会工商资本参与到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来。

（四）创新驱动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新科技、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创新驱动蚕桑产业发

展，应当成为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和
途径。

1.“三产”融合、“产村”融合发展。可采取“PPP”模式建
立蚕桑田园综合体，推进蚕桑产业“三产”融合、“产村”融合发
展。蚕桑田园综合体建设可利用蚕桑产业的生态优势设计建设旅
游休闲娱乐、健康养老、农事体验、研学基地等产业板块，推出
蚕桑产业新业态，以推动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延伸蚕桑产业链价值链。充分利用高校、科研院所和蚕
桑产学研基地较强的研发能力，研发应用新技术新装备、培育推
广蚕桑新品种，推出蚕桑产业衍生新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化
妆品、医药用品、造纸、饲料等行业，延伸蚕桑产业的产业链价
值链，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发挥集群和规模优势，推动蚕桑产
业高质量发展。

3．打造“数字蚕桑”“智慧蚕桑”。利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改造提升蚕桑产业，以适应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打造“数字蚕桑”“智慧蚕桑”，实现蚕桑产业各环节有机衔接、
深度融合和自动化、智能化，创新驱动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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