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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中国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 8月 8日在吉林召开的第五届全国
茧丝绸综合利用经验交流会上获悉，今年国家将拨款 1.2亿扶
持资金支持茧丝绸产业发展，目前该笔资金已下达。

本次会议是由商务部国家茧丝办主办，吉林省商务厅、吉
林市政府承办，吉林市商务局、吉林省蚕业科学研究院协办的
国家级商务会议。来自商务部和农业部、有关省（区、市）商务
主管部门（茧丝办）的主管负责人、行业商会、学会、协会、科研
单位、高校专家代表及茧丝绸综合利用企业代表近 160人参
加了会议。

会议由商务部国家茧丝办副巡视员李朝胜主持。商务部
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国家茧丝办主任邸建凯出席并
做了主题报告，报告指出了当前茧丝绸行业所面临的形势以
及国家茧丝办对下一步工作的部署。

江苏省茧丝办、四川省凉山州人民政府、广东省农业科学
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吉林省蚕业科学研究院和浙江
湖州新天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个单位分别代表政府、行业
科研单位和企业在会上分享了各自在茧丝绸综合利用领域所
取得的最新成果。内容涉及桑果、桑叶、桑枝、桑根的综合利
用，蚕（蛾、蛹、幼虫、卵）以及蚕沙的综合利用，茧丝材料新用
途开发，茧丝绸加工副产品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新进展。

交流会议打造合作平台

此次经验交流会是我国茧丝绸综合利用现场研讨会的一
次重要盛会，具有三大特点：第一，充分抓住有利契机。这次会
议的召开正值国家“东桑西移”战略向纵深发展和深入贯彻落
实《茧丝绸行业“十二五”发展纲要》战略目标的有利契机，对
推动我国茧丝绸行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蚕茧丝资源综
合利用研发水平，加快成果转化和市场开发，形成项目的产业
化发展和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茧丝绸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涉及范围广泛。共有 25个省市政府、协会、科研单
位和企业代表参与。

第三，交流成果显著。此次茧丝绸综合利用交流会，是在
新的形势和产业发展需求基础上，针对茧丝绸行业科技成果
转化，探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同时通过分析总结近年来我国
茧丝绸综合利用发展状况，研讨“十二五”和中长期茧丝绸综
合利用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的方向和措施。无论是从领导讲话、
学术研讨，还是经验交流，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主题鲜
明、思路清晰，立意高远、文字精练，对于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增进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与会专家：建议多方支持

通过一整天的交流，与会代表收获颇多，也提出很多中肯
的建议:第一，打破传统观念，树立创新思维。蚕不仅是丝织品
的优良材料，它全身是宝，它更是促进人类健康的保健品和健
康用品，它是中国的特有产业，所以应该向更深更广阔领域研
究和发展。第二，打破传统行为，树立合作意识。蚕桑资源综合
利用在学科和产业发展方面涉及的领域都比较广，除茧丝绸
产业以外，还涉及农业、生物、食品、医药、化工、造纸、家居等
多个行业。蚕茧综合利用要想发展壮大，单靠本行业的努力是
远远不够的，要注重引导更多的相关行业积极参与，加强行业
之间、学科之间交流合作。第三，政府要给予政策支持。政府要
根据市场变化和产业发展适时制定产业发展政策。促进综合
利用健康发展，使古老的茧丝绸行业焕发青春。第四，加大资
金支持。茧丝绸综合利用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更是一个朝
阳产业，它是茧丝绸行业振兴和发展的真正动力，政府在政策
扶持的基础上还要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如产品研发资金、成
果转化资金、保健品申报资金、产业化扶持资金等等，通过资
金扶持把该产业做强做大。

综合利用应坚持四个导向

在当天下午的总结大会上，李朝胜表示，邸建凯司长的主
题报告非常重要，各方代表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邸建凯司
长的讲话精神。此外，还透露今年政府将拨款 1.2亿扶持资金
支持茧丝绸产业发展，目前该笔资金已经下达。

对于与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李朝胜表示，各方代表建议
很中肯，也都抓住了要害，反映了行业的难点和重点，这些建
议很多将会转化成国家茧丝办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谈及茧丝绸产业综合利用发展前景时，李朝胜指出，茧丝
绸综合利用大有可为，而提高附加值则是综合利用的生命力
所在。相关单位在拓展茧丝绸的综合利用领域时应坚持四个
导向：市场导向、价值导向、科技专利导向和社会效益导向。

国家将拨款 1.2亿元
支持茧丝绸业发展
本报记者 王莹

本报记者 王莹

湖州丝绸：伦敦奥运中国之夜大放异彩

伦敦奥运, 中国体育健儿满载荣
耀，为国争光。同样在其 8月 1日举办
的中国之夜大型晚会上，湖州丝绸应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和伦敦市长约翰
逊之邀亮丽登台惊艳全场，为中国民
族丝绸再添一笔浓墨重彩。

五套丝绸礼服
亮相中国之夜

据了解，在这次盛大晚会上秀出
的丝绸礼服共有五套，经由丝绸之路
集团研发织造，再由国际著名时尚设
计师劳伦斯·许精心设计制作。它们分
别是：太白绣云、盛华飞英、青衿我心、
花雨香云、独步欢莎。这些名字由丝绸
之路集团董事长凌兰芳根据中国丝绸
人文元素创意命名，语意吉祥，高雅俊
逸，深得劳伦斯·许喜欢。

据了解，中国之夜大型晚会是本
次伦敦奥运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当

晚同台演出的还有中国著名艺术家宋
祖英和被誉为“钢琴天才”的郎朗。“这
是非凡的荣誉，是对体现伦敦 2012奥
运主题价值的褒奖”。伦敦奥组委文化
活动部总监鲁斯麦克肯兹这样评价这
场活动。
“巴比肯是全欧洲最大的艺术表

演中心之一，坐落在伦敦北郊的丝绸
街上，街名的巧合也说明伦敦与丝绸
与我们湖州都有不解之缘。”凌兰芳表
示，早在 1851 年“辑里湖丝”远渡重
洋，参展首届伦敦世博会，也在同年盛
夏荣获维多利亚女王金奖，从此，湖州
丝绸名扬四海。

据了解，总部位于湖州的丝绸之
路集团是我国著名的丝绸企业之一，
该企业生产规模、产品质量、产业链完
整程度都在丝绸制造业中名列前茅。
相关负责人介绍，其生丝为爱马仕所
选用，其绸缎为普拉达所选用，产品品
质深受欧美高端品牌商的信赖。

该集团旗下的著名企业浙丝二
厂、永昌丝绸、欢莎家纺、湖商丝绸、

广西丝绸、易纺数码等近年来转型升
级、自主创新发展很快。用最好的蚕
茧缫制最好的生丝，织造最好的绸
缎，制作最好的服装家纺，这“四个最
好”是丝绸之路集团最强劲的核心竞
争力。

据悉，早在 2010年，劳伦斯·许就
与丝绸之路集团进行过丝绸合作，在
劳伦斯·许心目中，丝绸之路集团的面
料俨然是最能表现他的艺术风格的艺
术丝绸和精品丝绸。

此外，刘德华、范冰冰、林志玲、张
静初、佟大为等影视明星的多款丝绸
礼服也是由丝绸之路集团提供面料。

进驻高端商场铺展终端

湖州是丝绸之府，具有 5000年种
桑养蚕缫丝织绸的悠久历史，蚕桑和
丝绸的产量始终占全国总量的 1/10，
品种质量驰誉海内外。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湖州丝绸
经历了改革阵痛，丝绸国企全部停产

歇业，几万员工改制下岗。下岗工人
之一的凌兰芳怀揣买断工龄的 28050
元，揽上几千名 4050（指年龄 40—50
岁）员工，借了几千万高利贷买下了
多家倒闭企业，开始艰苦创业。历经
十载，把一个弱势群体做成了一个强
势企业，把一个衰败行业做成一个时
尚行业，一时成为行业佳话，颇具传奇
色彩。

今天的丝绸之路集团初步完成对
设备、工艺、品种和市场的四大更新改
造，建有本部、杭州、广西和四川四大
产业基地，研发营销竞争力强劲。

旗下的高端丝绸欢莎品牌创建
于 2008北京奥运会，秉持“同一个世
界 同一个梦想”的奥运理念，有感于
丝绸发展、民族复兴、世界美好的前
景下诞生，不到 4年时间已成为丝绸
行业中商业渠道含金量最高的大品
牌之一，目前已入驻北京燕莎、翠微，
上海八佰伴，杭州大厦等 50多个大
都市顶级商场与国际一线品牌争光斗
艳。

由于一些科研成果本身的市场
价值不高而造就的高研发、低转化现
象是茧丝绸行业面临的现实尴尬，如
何研发出有效的科技成果并成功转
化成现实生产力，是行业综合利用开
发亟待解决的难题。

桑、蚕、丝
可纵深发展多条产业链

桑、蚕、丝经过科研开发能纵深
出多条产业链，横跨食品/保健品、医
疗用品、化妆品、化学用品、服装寝具
等众多领域。

在桑枝、桑叶和桑果开发利用
中，桑枝栽培食用菌已在全国开展，
并实现了规模化开发；桑枝生物质能
源和新材料开发、蚕桑活性物质提取
利用及功能食品开发也都在如火如
荼开展。

桑枝是一种木质材料，富含纤维
素、半纤维素、木质素、蛋白质等营养
元素，碳氮比为 60多，较适合于栽培
食用菌。目前，广西地区已成功开发
出利用废弃桑枝生产榆黄蘑、云耳、
木耳、鸡脚菇、秀珍菇等系列食用菌
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创建了
“桑—菇—肥”循环经济模式。

利用桑枝栽培食用菌具有以下
优点：经济效益高，可使桑园产值翻
番；此外原料丰富价廉。

桑叶作为饲料添加剂具有很高
的开发价值。当饲料中加入桑叶时，
可促进动物体内蛋白质的合成，增强
机体免疫力，有利于动物的营养和保
健。研究还发现，桑叶中含有 17种氨
基酸，其组成与大豆的氨基酸组成大
体一致，且各种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
比例趋向一致。

而在桑果开发利用上，行业已攻
克了桑葚原汁生产和保鲜技术，开发
出系列桑果汁饮料、发酵桑果酒、桑
果酱等产品，建设了桑葚原料基地和
桑果原汁、桑果汁饮料生产车间，据
了解，目前桑果汁市场销量节节攀
升。

在蚕丝、蚕蛹和蚕沙（指蚕粪）开
发利用中，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
究所经过近 10年的研究开发，总结
出一套利用蚕蛹培养虫草的技术规
程，并实现了产业化生产。相关科研
证实，利用蚕蛹培养虫草，可替代天
然冬虫夏草，大大提升了蚕蛹的价
值，也为虫草的培养提供了成功经
验。

在蚕沙资源化利用方面，目前在
北方蚕区如山西晋城已有专门从事
蚕沙枕原料开发的基地和企业。

蚕丝除了可加工制作成各种面
料、服装寝具以外，其在医疗用品领
域上也大有可为。目前，江苏省用蚕
丝蛋白研制的人工皮肤和医用辅料
等高科技产品已实现中试并进入产
业化应用；此外，科学研究证明，蚕丝
还可用于人工血管、骨接合材料等医
疗用品。而用蚕丝提炼的丝素、丝肽、
丝胶等丝绸材料开发的各种环保产
品、食品、保健品和化妆品类产品已
进入普通百姓之家。

综合利用前景大有可为

据吉林省蚕业研究院院长李金
志介绍，茧丝绸综合利用研究在我国
已开展几十年了，尤其近十几年发展
较快，其成果涉及食品、药品、新材料
等诸多领域，但这些成果仅有少部分

得到转化，大部分还在闲置，一旦这
些成果得到转化并形成规模，不但能
拉长茧丝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升
级，提升产业竞争力，而且还能产生
巨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联动效益。
“综合利用实际上就是对茧丝绸

的重新定位，是对种桑、养蚕、缫丝的
全方位带动。”中国农科院蚕研所副
所长李龙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在经济效益上，一亩桑
树地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在 4000
元，若再套种马铃薯等收益能增加至
5500元左右。在山西阳城有家乡镇
企业，利用山西丰富的桑树资源，桑
树产品中的桑叶用于养蚕、桑果榨
汁，收益可在 5000 元/亩。“此外，桑
树还是绿色植物能释放氧气，绿化环
境，防止土地沙化。从这个角度看，其
生态和社会效益也是可观的”。
江苏鑫缘茧丝绸公司自主研发

了一系列综合利用产品，在围绕产业
循环的同时，还围绕区域层面和社会
层面开展循环经济，研究推广桑园套
夹种技术，回收利用桑蚕副产物，实
施综合利用，变废为宝，拉动海安茧
丝绸产业链条的循环发展，既延伸了
产业链，又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我们近年通过对桑蚕茧丝副产

物高密度、高强度、高起点的综合利
用，想做大做强栽桑养蚕、缫丝织绸、
服饰、蚕蛹油等桑蚕资源综合开发利
用循环产业链。”鑫缘茧丝绸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崔世明这样说。
崔世明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

绍，鑫缘集团承接了国家科技富民强
县项目之一的对天然植物抗菌成分
的提取及对真丝织物的整理。该项目
是将提取的天然抗菌原料用于真丝
织物整理，开发出天然抗菌真丝绸新
产品，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研究成
果弥补了目前织物抗菌剂为化学合
成的不足，有利于我国真丝产品朝多
功能性、生态环保的方向发展，提高
整个真丝产品的档次。将成为纺织领
域的一场“绿色革命”。
“这个项目总投资 1100万元，年

新增产值 1250 万元，新增利税 200
万元，出口创汇 100万美元。”天然植
物抗菌成分具有生态环保、卫生保

健、对人体无害等优点，符合国际社
会生态、环保，合理利用可再生资源
以及要持续发展等要求，具有十分广
阔的前景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丝绵的加工工艺上，行业已开
发出双宫茧、下烂茧、缫丝蛹衬等多
种原料制作丝绵的工艺技术和设备，
利用丝绵开发出的丝绵被、丝毛毯、
丝绵窗帘等家居用品深受市场青睐。

据广东省农科院副院长肖更生
介绍 ，在丝绵被应用领域，湖北怡莲
阳光自主研发出可水洗的丝绵被并
实现产业化生产，目前其产量占全国
产量的 12%，产值高达 1.2 亿，发展
前景十分广阔。

科研开发应坚持四大导向

由于一些科研成果本身的市场
价值不高而造就的高研发、低转化是
茧丝绸行业面临的现实尴尬，如何研
发出有效的科技成果并成功转化成
现实生产力，是行业综合利用开发亟
待解决的难题。

李金志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不无惋惜地表示，吉林省蚕
业科学研究院 1984年开始研究《柞
蚕蛹虫草人工栽培技术》，并于 1987
年获国家发明专利，这项技术十几年
前就已经成熟，并具备了工厂化、规
模化生产条件。此外，还研发了蛹虫
草普通粉、微粉、纳米粉及虫草养生
酒等，但由于资金等多方面因素一直
未能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损失巨大。
“如果这些成果能够早日得到转

化，不仅能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
而且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李金
志表示，假设某企业每年生产柞蚕
蛹虫草普通粉（面向大众）、微粉（面
向白领）、纳米粉（面向高端群体）40
吨，每克卖 20 元（冬虫夏草 800 元/
g），那么产值可达 16亿。

科技成果为何不能有效地转化
成现实生产力？李金志指出，一是对
成果宣传力度不够，鲜为人知，难以
转化；二是成果技术含量不高，易于
模仿，无人转化；三是产研脱节，难
以对接。他认为，对于社会效益较大
的成果转化，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资

金扶持。
此外，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与

企业产品开发不对接也是重要原
因。
“科研和市场脱节，企业和科研

机构之间的不信任使得茧丝绸科研
成果转化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李
龙指出，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配合
不默契，再加上品种开发力度和资
金投入不够让很多科技成果在生产
转化中遇到瓶颈。“丝绸大的企业不
多，很多丝绸企业更关注的是丝绸
外贸和房地产，并不愿意投资科研
项目，更多的是接受国家项目”。
那么，应如何提高科技成果转

化率？
李朝胜指出，相关科研开发应

坚持市场导向、价值导向、科技专利
导向和社会效益等四大导向。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经济效益
是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主要驱
动力。

此外，崔世明表示，还应推进校
（院、所）地结合，鼓励企业与高校、科
研机构共建各类研究开发机构和技
术转移机构，通过搭建产学研合作创
新平台，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
此外，在发展战略上，应坚持走

研发与生产相结合，市场与科技创新
相结合的道路。一方面研发初期，企
业搜集用户意见，并根据其需求推进
研发；另一方面，公司主动与大专院
校、科研院所联系合作，重点解决关
键性技术难题和一些共性问题。
“因为企业更了解市场的需求

和声音，学校和科研机构则在研发
上更具优势，将两者的长处结合起
来，实现优势互补，将使研发的新技
术、新产品更符合市场需要，惠及多
方。”崔世明这样说。
李金志指出，国家茧丝办建立

茧丝绸综合利用成果推介平台，加
大成果宣传推介力度的举措，就是
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平台和
土壤。

蚕全身都是宝，从蚕食到蚕的排
泄物。变废为宝并成功转化成现实生
产力才是科研开发的真正价值所在。

茧丝绸科研应与市场需求接轨
本报记者 何芳 王莹

全国茧丝绸综合利用经验
交流会在吉林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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