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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优质蚕种生产的探索与实践》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讨论了蚕种场与农户结为合作伙伴
关系组织蚕种生产的模式。
围绕我国现行蚕种生产过程中企业与养蚕农户间的利益关系，在研究、总结现行多种蚕种生产组织形
式优缺点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合作博弈、比较优势、风险规避、制度变迁等一系列理
论，提出了建立企业与农户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蚕种生产组织模式的构成要素、运行机制和作用、特
征。
该模式以利益为核心，以契约为纽带，通过蚕种收益的二次分配将蚕种场与为数众多的分散的种蚕养
殖户联结成一个“风险同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整合了种场与农户的蚕种生产要素资源，确
立了种蚕养殖户在蚕种生产中的合作地位，使原来分散独立的农户主体变为经济利益共同体大系统中
相对独立而又处于同等地位的要素提供者，调整了优质蚕种的生产关系，实现了种场先进适用技术和
科学管理方法与农户生产要素的融合，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保证了优质蚕种生产技术措施的贯彻落
实，提高了蚕种质量，解放和发展了蚕种生产的生产力水平。
该模式是在我国现行蚕种场管理体制和种蚕饲养以分散农户为主的蚕种生产条件下，蚕种生产组织形
式的理想选择，是我国蚕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具有较强的推广应用价值。
　　第二部分就当前一代杂交种在原蚕区生产的客观存在，从农村生产种茧到种场收购进行蚕种繁育
过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规范化技术，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是目前蚕种繁育技术的标准化规范。
　　第三部分以蚕种场的生产实证来阐明蚕种生产质量管理原理及模式，为蚕种企业保证优质蚕种的
生产提供了系统而规范的的生产质量管理范本。
　　第四部分以陕西省秦巴山区蚕桑生产的经验总结为基础，在吸收全国各地技术经验的基础上，总
结形成一代杂交种的标准化、高效、实用的饲养技术，为农户饲养优质蚕种获取较好的经济收益提供
了技术标准，在广大蚕区具有指导作用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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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组织创新与制度变迁理论有效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变迁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社会资源
，制度是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而组织形式则是游戏中的重要角色。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今天，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进行农业产业组织创新，这
已经是我国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进程中的当务之急[46]。
在中国，农业产业组织创新的难题是：以何种形式将千千万万高度分散的农户与千变万化的市场联系
起来。
这种形式既要体现农业产业化对生产、交换行为的要求，又要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并实现
农业产业组织的参与主体风险与利益一体化；既要有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效率，实现一定程度的
规模经营，又要适应中国农业人口多、土地资源少的特殊国情和农村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客
观实际[47]。
　　蚕种场与农户经济合作关系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组织创新形式，它在既不改变种蚕养殖户“集体
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这一基本制度，又不改变目前蚕种场国有事业单位体制的前提下，实现了蚕种场
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带领种蚕养殖农户参与市场经济大循环的目标。
　　从更宽的范围看，这种组织方式创新也属于我国农业制度变迁的范畴。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除了技术和组织外，制度的变化也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技术和组织的变
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48-49]。
　　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就是为了共同的经济目标、经济利益，通过合作双方的互相促进，取长补短
，共同参与，全力协作而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互惠互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关系。
　　蚕种场与农户经济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利益机制，有效地将农户、蚕种场和先进的蚕种生产技术
融合为一体，打破了蚕种生产由蚕种场独立完成的一元结构组织形式，确立了蚕种场与农户经济合作
关系，是蚕种生产制度的变革，促进了蚕种业的产业化进程，改变了种蚕养殖户在蚕种生产中的从属
地位，提高了蚕种业的比较效益，增加了蚕种场和农户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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