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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历史沿革与当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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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浙江丝绸产业历史悠久，与其对应的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沿革清晰。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可分为三个

时期：蚕学馆创立前的古代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家族化传承的“师徒制”培养时期、蚕学馆创立后的近代浙江丝绸专业

人才技能行业化的“职业制”培养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现代浙江丝绸专业人才知识专业化的“专业制”培

养时期。通过研究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 历 史 及 各 时 期 主 要 特 征，包 括 教 育 和 产 业 背 景、培 养 模 式 和 方 法、培 养

成效和不足，从中汲取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办 学 经 验，提 出 当 前 浙 江 丝 绸 专 业 人 才 学 科、专 业、职 业 一 体 化 的“综 合

制”培养模式，以培养具有“创意、创新、创业”知识与能力的学生为目标，构建了以丝绸产品创新为核心的“艺工商”结

合的人才培养方法和路径，为当前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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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素称“丝绸之府”，丝绸产业是浙江省历史

经典产业。当前浙江丝绸产业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转型升级阶段，丝绸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保障

丝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浙江丝绸专

业人才培养的历史变迁，现今的浙江丝绸产业的人

才面临青黄不接与断层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
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要重视丝绸专业人才的培养，
并重点支持浙江理工大学恢复丝绸专业教育［１］。浙

江理工大学的前身是１８９７年杭州太守林启创办的

“蚕学馆”，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培养丝绸专业人才

的教育机构。以“蚕学馆”、浙江丝绸工学院到浙江

理工大学为线索的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历史脉络

清晰、经验积淀丰富、培养成效显著。因此，通过对

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发展历程的梳理及各时期主

要特征的分析，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当代浙

江丝绸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创新提供很好的借鉴。

一、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历史沿革

从历史背景看，浙江丝绸产业的 发 展 经 历 了 古

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期。根据每个历史时期浙

江丝绸产业的发展特点，以及浙江丝绸产业与丝绸专

业人才培养的关系，可以对应将浙江丝绸专业人才的

培养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历史时期。其中，现代

时期又可分为丝绸教育为核心的阶段、以纺织教育为

核心的阶段和２０１７年浙江理工大学丝绸设计与工程

专业恢复招生后的当代传承与创新的新阶段。
古代浙江丝绸产业的发展以手工作坊为主要形

式，丝绸加工技术以传统手工艺加工方式为主，与之

对应的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是采用以家族化传承为主

要特征的“师徒制”培养模式，可称之为“师徒制”丝

绸专业人才培养阶段。该阶段的丝绸专业人才培养

相对封闭，技术只在家族成员间限定传授，不对外开

　　

放，且以家族化方式管理手工作坊的人才和技术，具
有技艺特色显著而且保密性好的特点，极大地促进

了古代浙江丝绸产业的发展，如南宋时浙南温州地

区虽不产桑蚕，但有“织纴工”，技艺世代相传。近代

浙江丝绸产业的发展受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引进

西方先进的工业化技术以改良传统蚕桑丝绸加工生

产方式，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开始了“洋为中用”
的转型，以１８９７年杭州太守林启创办“蚕学馆”为标

志，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学习西方教育模式，开始

进入以技 能 行 业 化 为 主 要 特 征 的“职 业 制”培 养 阶

段。培养了一批融汇东西方“科学精神”的丝绸专业

人才，为浙江乃至中国近现代丝绸产业的快速发展

奠定了基础。以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为开端，浙江丝

绸产业的发展进入道路曲折的现代阶段，浙江丝绸

专业人才培养进入以知识专业化为主体特征的“专

业制”培养阶段，按学科专业设置来培养不同的丝绸

专业人才。在“专业制”丝绸人才培养初期，通过学

科专业增设有效拓宽了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知识结

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丝绸产业各环节的协同发展。
但随着学科专业设置的政策调控，特别是浙江省忽

视了丝绸产业的历史价值，导致丝绸专业取消，失去

人才支撑的浙江丝绸产业逐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产业发展举步维艰，规划目标与实际情况偏差严重，
到“十二五”末 的２０１５年，浙 江 真 丝 产 品 出 口 额 为

１０．３９亿美元，比２０１０年（１３．１７亿美元）下降明显，
只完成１８亿美元目标的５７．７２％①。外销增长受困

而内需市场没有拓展，成为制约浙江丝绸产业发展

主要原因，而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人才缺失导致产

业创新停滞。表１是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历史沿

革，从“师徒制”、“职业制”到“专业制”，从“徒弟”学

生、“专技”学生到“专知”学生，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

养各阶段的特征明显。
表１　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历史沿革

人才培

养特征
历史时期

古代（　—１８９６年） 近代（１８９７—１９４８年） 现代（丝绸专业恢复前）②（１９４９—２０１６年）
培养模式 师徒制 职业制 专业制
学生特征 “徒弟”学生 “专技”学生 “专知”学生
培养特征 家族化手工技艺传承 行业化职业技能教习 专业知识能力培养
培养场所 家庭作坊、官营作坊 蚕学馆、讲习所、职业学校 研究院所、大专院校
主要优点 特色发展、单线传带、技术垄断、市场稳定 适应行业、开放学习、知识规范、校企协同 学科交叉、普及教育、知识全面、理论扎实
主要缺点 保守教育、缺乏协同、技艺断层 知识面窄、技术泄密、过度竞争 丝绸特色渐失、后期校企脱节、产业滞涨

二、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特征分析

（一）古代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家族化传承的“师

徒制”培养时期

从原始社会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以来，作为手

工业的丝绸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直到明末清初

资本主义萌芽，古代中国的丝绸生产都是以手工艺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丝绸年鉴：２０１１》。

②　２０１７年浙江理工大学恢复丝绸专业招生以后，现代时期进

入当代传承与创新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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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的方式进行生产，丝绸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丝绸

手工艺加工技术的传承主要采用师傅带徒弟的传帮

带方式进行，因此，在１８９７年“蚕学馆”成立以前，古
代中国浙江丝绸专业人才的培养可以称为是以家族

化传承为主要特征的“师徒制”培养阶段。

１．“师徒制”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方法

古代浙江家族化传承的“师徒制”丝绸专业人才

培养方法是丝绸从业人员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通过

摸索、积累和总结手工艺加工技术传承下来的经验，
再将经验传授给家族内成员，培养手工技艺的接班

人。古代中国的丝绸生产经营分官营作坊和私营家

族作坊，朝廷经营的官营作坊中设有严格的师徒制和

奖罚条例，据《秦律·均工》记载［２］：“新工初工事，一

岁半工，其后岁赋红与故等。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

而成，新工二岁而成。能先期成学者谒上，上且有以

赏之。盈期不成学者，籍书而上内史”。“师徒制”管

理严苛，赏罚分明，督促当时的学徒学习丝绸技艺不

敢懈怠、手操娴熟。在私营家族作坊中，优先培养家

族成员，也招收学徒，“师徒制”培养模式深受当时封

建观念束缚，对 学 徒 的 数 量 和 身 份 都 有 一 定 要 求。
据记载，在浙江温州地区，称为“织纴工”的学徒必须

遵从师匠，先学织，后学染，在同一时期，染坊的学徒

人数不得超过一人，坊主家族只允许有一人学习本

行手艺，有三台织机者，只能够带两个徒弟，不得多

带［３］。除此之外，家族间的丝绸技艺传授对传 承 人

的身份也有限制，如明朝浙江湖州的双林名产倪绫，
就限定技艺传承“唯倪姓能织，其法传媳不传女”；更
为典型的是传统杭罗技艺的传承人邵官兴，技艺传

自其父邵锦全，邵锦全又传自其父邵明财，而邵明财

则学自清代的杭州莫衙营郭姓机坊主，是师传与家

传的范式，所以“师徒制”的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是以

家族传承为主、师徒传承为辅，只要能在家族内能传

承就不会选择家族外的培养。另外，在“师徒制”培

养时期，不论家族内或家族外的学徒都不需要支付

现代意义的薪水，直到资本主义在明代中国萌芽。

２．“师徒制”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成效

中国古代家族化“师徒制”的丝绸专业人才培养

是手工艺加工条件下的主要形式。由于家族化“师

徒制”的培养管理严格，学徒们在师傅的传帮带下快

速掌握技艺，促进了中国古代以手工艺为主要特征

的丝绸生产加工技艺的传承和进步，也支撑古代浙

江丝绸产业分别在唐代、宋代和明代迎来了三次大

发展。到明代，中国的丝绸手工艺加工技术发展达

到了鼎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明代浙江的杭州、绍

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宁波、湖州、嘉兴等

１０府都设有地方官府织染局。到明嘉靖年间，单杭

州织染局就有１２０间房，其中官机３００张、民机１２０
张，岁造缎匹３６９４匹，闰年加１６５匹。如 此 规 模 的

丝绸加工作坊需要数以千计的各种丝绸技工，而“一
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家族化传承的“师徒制”丝绸专

业人才培养成为支撑浙江各地官府和民间织染作坊

维续的重要保障，也为当今的丝绸产业留下了诸多

蚕桑丝绸手工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目前浙江

省的国家级蚕丝织造技艺传承人俞彩根（余杭清水

丝绵制作技艺）、邵官兴（杭罗织造技艺）、顾明琪（辑
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周康明（双林绫绢织造技艺）
都具有“师徒制”培养的特征。

“师徒制”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满足了古代浙

江的丝绸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但这是一种典型

的封闭式人才培养模式，弊端也非常明显。在这种

模式下，学徒数量规模小，师傅采用单线的传帮带方

式手把手传授技艺，培养方式较为单一、保守，人才

培养效率低；生产作坊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传授关键

的手工技艺时往往有所保留，仅限传授给家族内部

成员或“视同父子”的学徒，形成了技艺传承中的单

传垄断现象，往往会造成手工技艺因为传承人的突

发事件而失传；同样丝绸手工艺加工技术缺乏业内

交流、协同不足也是导致丝绸行业创造性缺失的主

要因素。因此，“师徒制”作为丝绸手工业加工生产

时期的主要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
（二）近代丝绸专业人才技能行业化的“职业制”

培养时期

１８世纪６０年 代 英 国 开 始 工 业 革 命 后，纺 织 产

业发生巨大变革，机器化生产需要大批掌握纺织工

业化生产技术的人才，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

义国家率先兴办起行业化的纺织职业教育。纺织职

业教育机构旨在为纺织厂培养骨干技工［４］，最初为

技工学校，后来逐步发展成大学，现今英国的曼彻斯

特大学、利兹大学均是由技工学校发展而来［５－６］。日

本在明治维新后，引进西方先进的蚕丝技术和纺织

机器，借鉴西 方 的 纺 织 教 育 模 式，在 全 国 设 置 养 蚕

场，推广植桑、养蚕、制丝技术；同时开办女学校、织

工场，并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学徒，还选派学生前往国

外学习等。此举促进了日本丝绸产业迅速崛起，实现

了丝绸业的工业化发展［７］，通过 掠 夺 中 国 的 蚕 茧 原

料，日本的蚕丝出口量由落后于中国转变为反超中

国。反观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入侵，在国内开

设机器缫丝厂，由于国内的丝绸厂技术、设备落后，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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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技术人才储备不足，本土丝绸工厂在与外资工厂的

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导致丝绸的出口量大幅下降，
丝绸产业呈现停滞和衰落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为振

兴民族产业，扭转落后的丝绸生产局面，急需培养一

批掌握先进丝绸生产技术的丝绸专业人才，于是以振

兴丝绸产业为出发点的丝绸职业教育应运而生。
中国近代的丝绸教育以１８９７年浙江杭 州 的 蚕

学馆的设立为开端，开启了丝绸专业人才技能行业

化的“职业制”培养时期。于１９１７年５月成立的中

华职业教育社进一步奠定了蚕学馆在中国近代职业

教育中的地位［８］。蚕学馆“职业制”人才培养模式的

主要特征是采用“洋为中用”的方式，通过职业技能

的集中教习来培养丝绸行业的专业人才。在当时，
日本已经成功借鉴并消化了欧洲的教育模式，中国

就近效仿日本。蚕学馆办学之初面向全国招生，采

用三年学制，并为学生提供费用补贴。蚕学馆在创

办之初因师资力量不足而聘请日本教习，以提供指

导借鉴，自１９０４年起，全部任用中国留学生回馆执

教。教学上，课程门类丰富，融入科学知识；学校内

部设立实习工场，将理论教育和实践操作相结合，致
力于改良和推广蚕丝事业［９］。当时丝绸专业人才缺

口大，在蚕学馆的影响下，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纷纷兴

办丝绸教育机构，包括学堂、讲习所、农学院，以及短

期培训班［１０］，笔 者 根 据 相 关 资 料，整 理 了 近 代 浙 江

省兴办的丝绸职业技能教育机构名录，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１８９７—１９４８年浙江省创办的丝绸教育机构

丝绸教育机构名称 创办时间 科目设置

蚕学馆 １８９７年 设桑蚕科、制丝科

杭州试办工艺传习所 １９０５年 设织染科

富华工艺学堂 １９０６年 设织绸科

桑蚕女子学堂 １９０７年 （不详）
钱塘县桑蚕初级师范学堂 １９０８年 （不详）

浙江中等工业学堂 １９１０年 设机械染色和机织等科，附设艺班

女子缫丝传习所 １９１４年 培养初级缫丝技术人才

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 １９１６年 培养初级蚕业科技人才

奉化私立武岭农业职业学校 １９２３年 设蚕桑科

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 １９２７年 设桑蚕系

国立湖州高级蚕丝职业学校 １９４７年 设蚕丝科

　　１．“职业制”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方法

近代丝绸专业人才技能行业化的“职业制”培养

对接丝绸产业发展的需求，积极探索具有成效的丝

绸人才培养方法，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派遣留学，取

长补短；二是科教结合，引领创新；三是“艺工结合”
培养设计人才。

（１）派遣留学，取长补短

近代中国丝绸教育改革起步晚，丝绸产业发展水

平与欧洲、日本等国比较差距大，丝绸生产技术和设

备明显落后，为加速丝绸产业实现从传统手工生产到

工业生产的转型，必须通过向国外借鉴学习来弥补不

足。当时的留学途径主要有三种：官派留学、企业资

助留学、自费留学［１１］。江生金是近代中国被官派赴

法学习蚕学的第一人，他曾在法国蒙伯叶蚕桑学堂学

习微粒子防治法，回国后利用新技术生产无毒蚕种，
改良土 蚕 种。之 后 江 生 金 被 林 启 聘 请 为 蚕 学 馆 教

习，传授新种育法。蚕学馆选派了多名师生前往国

外学习，在当时兴起赴日留学的热潮，学生大多前往

东京高等蚕桑学校、京都高等蚕桑学校和上田蚕丝

专门学校等院校学习，第一批留学人员有稽凯、朱显

邦、朱新予等人［１２］。另一部分人受丝绸企业资助或

自费前往留学，学成归国后成为核心技术人才，致力

于改善丝绸产业的发展。许缄甫受杭州蒋广昌绸庄

资助赴日攻读染织，学成后回国兴办教育，创办了浙

江省立中等工业学堂。通过派遣留学的方式，培养

了一批具有开阔视野、能力卓越的丝绸专业人才，国
外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被引入国内，并在全

国各地大力推广。这种向国外借鉴学习的模式并不

是一味地引入学习，而是在学习应用的过程中取长

补短，在实际生产中进行改良创新，对从国外购置缫

丝机、提花机等进行技术改良，逐步减少对国外技术

和设备的依赖，提升企业自身的生产研发水平［１３］。
（２）科教结合，引领丝绸产业创新

科教结合的丝绸专业人才培养使近代浙江省的

丝绸科技发展逐步走向正轨，为今后的丝绸科研工

作奠定基础。在古代，并无专门的机构从事丝绸相

关技术的研究，丝绸生产技术依靠从生产实践获取

经验、改进并总结，流传下来的书籍如《蚕赋》《齐民

要术》《天工开物》等记载了古代桑蚕生产经验，这些

宝贵的生产经验为后世留下了借鉴。但是这种蚕业

技术改良过程非常缓慢，效率低，并未主动地开展科

研创新或改良传统模式，因此导致丝绸科技的发展

在近代渐渐与现代科学技术脱轨。蚕学馆成立后，
中国才形成较为专业的丝绸科研，丝绸科学研究和

技术创新开始起步。当时浙江省的蚕桑业面临以下

问题：桑病、养蚕技术存在弊端、蚕种品质低、传染性

蚕病频发等，为脱离这一困境，蚕学馆的师生积极开

展蚕种、养蚕技术改良的试验研究，利用现代科学技

术改良蚕种，检查土蚕种病毒等，其研发的新蚕品种

还被日本引进，令人为之振奋［１４］。为全面系统地了

解丝织技术，蚕学馆的师生编译了多本国外蚕丝著

作，如《微粒子肉眼鉴定法》《蚕外记》等，这些资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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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桑科研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理论指导［１５］。在民

国时期，省内成立多个科教结合的蚕业试验和改良机

构，如笕桥农事试验场、省立原蚕种制造场等，设立桑

蚕场，创建蚕业指导所，科教结合地培养蚕业指导员。
据统计，１９３６年浙江省的蚕业指导员共有４８４名［１０］，
他们为各地蚕农提供技术指导，引领丝绸产业创新。

（３）“艺工结合”培养丝绸设计人才

“艺工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源于西方１９世纪

下半叶推动的工艺美术运动，随后创立的包豪斯学

校构建了艺术教育和技术教育相结合的人才教育体

系，中国最早的“艺工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在近代丝

绸产品设计人才培养中得以体现。丝绸产品是艺术

和技术结合的载体，审美价值高的丝绸品种设计对

丝绸产业发展至关重要。清末时期，大量洋丝绸涌

入中国市场，洋丝绸花色新颖，深受欢迎，而本土的

丝绸花色老式传统，已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审美需

求。当时国内的丝绸手工图画人才大量缺乏，丝绸

市场急需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丝绸品种设计人才，
丝绸品种设计教育开始兴起。浙江省立师范第一学

校开设了图画手工科，采用艺术绘图教育和手工艺

教育单独 授 课 的 方 式［１６］，学 生 先 学 习 图 案 设 计 课

程，再进入手工艺操作学习阶段，课程最后完成工艺

品的制作。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开设染织特色教育，
学堂设有机械、染织科，染织科开设的艺术类课程有

水彩画与图案；工科课程包括机织、棉纺、丝纺、染色

等［１７］。学生系统学习丝绸专业基础知识课程，再在

学校提供的机织工场进行上机实践，锻炼动手能力。
近代杰出的染织人才如陈之佛、都锦生皆毕业于浙

江中等工业学堂。“艺工结合”的丝绸设计人才培养

方法，使丝绸设计人员具备图案设计能力和纹织工

艺设计能力，促进了当时浙江省丝绸品种和花色的

创新，并开发出巴黎缎、丝织像景、纬成缎等一系列

新丝织产品，倍受消费者喜爱。

２．“职业制”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成效分析

与“师徒制”相比，近代浙江丝绸教育依托“职业

制”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办学

体系，开展与行业发展紧密结合的丝绸职业技能教

育，传授当时国际先进的丝绸新知识、新技术，办学

上卓有成效。首先，“职业制”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打

破了丝绸技艺家族化传承的封建观念束缚，形成了

行业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其次，“职业制”扩大人才

培养规模，采用集体授课的形式，极大提高了人才培

养效率。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职业制”的丝绸人

才培养以拯救丝绸实业为目标，吸引了很多志向远

大的爱国学生，加上丝绸教育机构与丝绸企业协同

发展，为近代丝绸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丝绸专业

人才。当时的毕业生主要有四个就业方向：一是进

丝绸企业或研究机构担任技术骨干，从事丝绸科技

创新和技术指导工作，这也是最主要的去向；二是在

教育机构担任教习，如吕汝本被福建浙股蚕务学堂

聘为教习、朱敏被四川蚕桑公社聘为教习等；三是创

办学校，培养人才，如丁祖训等人创办钱塘县蚕桑初

级师范学堂、楼文镰在上海创办蚕桑女子学堂、史量

才创办上海女子蚕桑学校等；四是创办工厂，发展实

业［１８］，如毕业生 在 杭 州 创 办 武 林 铁 工 厂、都 锦 生 丝

织厂，在嘉兴创办裕加绢纺厂，在上海创办美亚绸厂

等。所以，近代“职业制”培养的丝绸专业人才有效

促进了浙江乃至全国的丝绸产业发展，浙江丝绸产

业迅速实现工业化，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职业制”丝

绸教育模式的建立和人才培养。
但“职业制”丝绸教育发展阶段在近代羸弱的社

会背景下也存在一定缺陷。一是随着杭州蚕学馆特

色办学的成功，全国各地兴办了多所分馆或性质相

同的学校，办学呈现一定的趋同化。二是在经济效

应驱动下，当时浙江纷纷兴办新的丝绸企业，由于技

术人员严重短缺，开办了众多短期培训班和学校，采
用固定的教育模式培训了大批丝绸技工，这种培养

方式在教学内容上不够深入，没有充分结合当地丝

绸产业的发展特色，前瞻性地去培养专业性强的高

层次的研发人才，缺乏差异化发展。三是处于列强

和官僚双重掠夺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加上丝绸教

育对丝绸技 术 保 密 意 识 不 强，如 蚕 学 馆 设 有“推 广

部”，进行蚕桑丝绸技术的推广而毫无保护措施，丝

绸产业核心技术因此在国内被广泛传授模仿、趋同

化严重，甚至外泄海外。基于上述原因，加上当时统

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导致近代以民族资本为主的浙

江丝绸企业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直接影响到丝绸

企业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上的积极性。如蚕学馆

从创办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历了１２
次改名，坎坷的办学历程导致蚕学馆的办学优势和

价值无法在当时被充分体现。
（三）现代浙江丝绸专业人才知识专业化的“专

业制”培养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形势趋于稳定，在
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励下，丝绸产业恢复发展，丝绸教

育又开始了新的篇章，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进入

了现代以知识专业化为特征的“专业制”培养时期。
期间蚕学馆的丝绸专业发展沿革是浙江丝绸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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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的典型代表。蚕学馆成立之初，没有专业之

说，只是设置了一些科目类别，如栽桑类、养蚕类、蚕
丝类、具体操作类等。其他桑蚕教育机构的科目设

置也比较单一，如杭州工艺传习所设织染科，杭州富

华工艺学堂设织绸科，浙江中等工业学堂设机械染

色和机织等科。１９５９年后，浙江纺织专科学校开始

丝工和丝织两个本科专业招生［１９］，浙江丝绸专业人

才培养从中等丝绸职业教育发展成高等丝绸专业教

育，丝绸专业人才的知识专业化培养与丝绸产品的

产业链紧密结合，随着丝绸产业的发展，现代丝绸产

品的产业链 不 断 增 添 新 的 内 容，从 最 初 的 种 桑、养

蚕、缫丝、织 绸，新 增 了 丝 绸 印 染、机 械、自 动 化、设

计、营销等必要的产业链环节。同时，在“专业制”培
养时期，中国高校也经历了多次专业调整，每次调整

对丝绸专业的人才培养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表３所

示是 蚕 学 馆 的 现 代 丝 绸 专 业 发 展 沿 革。根 据 丝 绸

专业调整 变 化 的 特 征，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浙

江丝绸专业人才“专 业 制”培 养 时 期 可 分 为 三 个 阶

段，即“以丝绸教 育 为 核 心 的 丝 绸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阶段（１９９８年 丝 绸 专 业 取 消 前 丝 绸 专 业 快 速 发

展）、“以纺织教育为核心的 丝 绸 专 业 人 才 培 养”阶

段（丝绸专业取 消 后 到２０１７年 丝 绸 设 专 业 恢 复 招

生前），以 及２０１７年 丝 绸 设 计 与 工 程 专 业 恢 复 招

生后的当代传承与创新的新阶段。
表３　蚕学馆的现代丝绸专业发展沿革

阶段 时间 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特征

丝绸教育为

核心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９７年）

纺织教育为

核心阶段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

传承与创新新阶段
（２０１７年—　）

１９５０年 蚕学馆在萧山坎山设立杭州蚕丝职业学校分部

１９５２年
学校进行调整，制丝部发展为浙江制丝技术学校；蚕桑部与国立湖州高级蚕桑学校进行合并，成立了浙江蚕桑技

术学校，该校之后发展成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农业大学蚕桑系（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绍兴市农业学校

１９５８年 学校更名为浙江纺织专科学校，实行五年一贯制专科

１９５９年 学校开始开启四年本科制招生，招生专业为丝工和丝织

１９６０年
学校进行进一步调整，与浙江大学的部分专业以及浙江电专、机专等学校进行合并办学，成立了杭州工学院，并

设立了纺织工程系

１９６２年 改为浙江丝绸专科学校，学生全部为四年制本科

１９６４年 定名浙江丝绸工学院，开设丝绸印染专业（现轻化工程专业）

１９７０年 下放为杭州工业学校，停止四年本科制招生

１９７４年 开设丝绸机械专业（现机械类专业）

１９７５年 恢复浙江丝绸工学院

１９７７年 恢复了因“十年动乱”而停止招生的四年制本科，制丝、丝织、丝绸印染、丝绸机械四个专业招收了１９０名本科生

１９７８年 增设了丝绸电子自动化专业（现电气类专业）

１９７９年 增设了丝绸美术与品种设计专业，开始招收丝绸史硕士研究生

１９８０年
学校设有三个系、六个专业，其中丝绸工程系开设制丝、丝织、丝绸美术与品种设计三个专业，染化工程系开设了丝绸

染整专业，机电工程系开设了丝绸机械系、丝绸电子自动化专业，为四年制学制

１９８３年 获制丝工程和丝织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

１９８５年 制丝工程和丝织工程合并为丝绸工程专业

１９８６年 新设丝绸工业外贸专业（现经济与贸易类专业）

１９８７年 丝绸美术与品种设计专业改为纺织品设计专业

１９９５年 开始与浙江大学联合培养丝绸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

１９９８年 丝绸工程、纺织品设计、针织工程合并为纺织工程专业，丝绸命名的专业至此全部取消

１９９９年 改名浙江工程学院，丝绸专业人才培养中理工类在纺织工程专业招生，艺术类在产品设计专业招生

２０００年 学校被授权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点

２００１年 学校被授权纺织工程专业工程硕士学位点

２００３年 学校被授权联合培养纺织工程专业博士点

２００４年 改名浙江理工大学

２００６年 正式获得纺织工程专业博士授予权

２０１１年 获批纺织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设计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２０１２年 获批纺织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２０１７年 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恢复招生，开启当代丝绸专业人才培养传承与创新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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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以丝绸教育为核心的丝绸专业人才“专业制”
培养（１９４９—１９９７年）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９７年，浙江丝绸始终坚持“以丝

绸教育为核心”的专业人才培养方式。丝绸教育在

近代“职业制”培养时期行业化的职业技能设置的基

础上进行不断调整和完善，按照丝绸产品的产业链

技术流程划分设置专业，扩大丝绸专业结构。同时，
国家出台依托行业办教育的政策，以及浙江省有关

接轨丝绸产业培养丝绸专业人才的导向，都促进了

浙江丝绸人才培养进入大发展时期。
（１）开启高等丝绸专业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陆续兴办了一些丝绸专

科、职业院校，如湖州丝绸工业学校［２０］、嘉兴市中等

专业学 校 丝 绸 分 校、杭 州 丝 绸 职 工 大 学 等。１９５４
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专业目录《高等学校专业目录

分类设置（草 案）》［２１］，草 案 中 指 出 专 业 设 置 主 要 是

以产品和职业为依据，这一导向迎来丝绸专业快速

发展的十年。蚕学馆经多次改名后，于１９５８年定名

为浙江纺织专科学校，学校采用五年一贯制的专科

培养模式；到１９５９年，开始转为以四年制本科培养

为主，专科为辅的模式，招收制丝和丝织四年制本科

生，正式开启了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专业制”高等

教育；１９６４年，学校正式定名浙江丝绸工学院，增设

丝绸印染专业（现轻化工程专业）。之后受“文化大

革命”影响，学校经历了两次迁移校址，教学活动受

到了严重的 影 响。１９７０年，学 院 被 下 放，期 间 改 名

为杭州工业学校，学校办学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本科

专业停止招 生，１９７４年 开 设 丝 绸 机 械 专 业（现 机 械

类专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１９７５年，经国务院

批准，浙江丝绸工学院正常恢复，统归浙江省领导，
恢复正常办学。之后１９７７年浙江丝绸工学院恢复

了因“十年动乱”而停止招生的四年制本科专业，当

年制丝、丝织、丝绸印染、丝绸机械四个专业共招收

了１９０名本科生［２２］。至此，历经坎坷的蚕学馆重新

开始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专业制”高等教育。
（２）丝绸专业从设置、完善到全部取消

浙江丝绸工学院在恢复“专业制”本科高等教育

后，丝绸本科专业教学从丝绸专业设置、完善到全部

取消持续了二十年。当时国内的专业设置存在“窄、
乱、缺”的问题，１９７８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高等

学校专业设置和改造工作的意见》，专门成立了高等

学校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办公室。１９７８年，学校增

设了丝 绸 电 子 自 动 化 专 业（现 电 气 类 专 业）；１９７９
年，学校增设了 丝 绸 美 术 与 品 种 设 计 专 业，招 收１３

名学生进行“艺工结合”培养，开启了“艺工结合”培

养丝绸产品设计人才的“浙丝模式”；同年开始招收

丝绸史硕士研究生［２３］；１９８３年，学校获制丝工程和

丝织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８０年代初，学校共设有

三个系六个专业［２４］，分别为：丝绸工程系、染化工程

系和机电工程系，丝绸工程系设制丝、丝织、丝绸美

术与品种设计三个专业，染化工程系开设丝绸染整

专业，机电工程系开设丝绸机械系和丝绸电子自动

化两个专业。１９８５年，中 共 中 央 颁 布 了《中 共 中 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招生、就业环节逐渐

引入市场竞争。同年制丝工程和丝织工程合并为丝

绸工程专业；１９８６年，学 校 新 设 丝 绸 工 业 外 贸 专 业

（现经济与贸易类专业），丝绸美术与品种设计专业

从丝绸系归 属 到 服 装 系，至 此，丝 绸 专 业 设 置 在 原

料、生产、设计、贸易整个流程中趋于完善，以丝绸教

育为核心的丝绸专业人才培养进入鼎盛阶段。１９８７
年，中国第一部关于高校专业设置管理的法规《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暂行规定》出台，标志着中国

专业调整从计划指令向宏观调控转变，开始了全国

范围内自上而下的高校专业调整，随后于１９９３年和

１９９８年颁布的《高 等 学 校 专 业 目 录》成 为 丝 绸 专 业

缩减的直接原因。在１９８７年，丝绸美术与品种设计

专业改名为纺织品设计专业；丝绸机械专业调整为

纺织机械专业；丝绸印染专业调整为染整工程专业；
在１９９８年，丝绸工程专业、纺织品设计专业、针织工

程专业合并为纺织工程专业［２５］，丝绸命名的本科专

业至此全部被取消。
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前专业快速发展的十年期和

“文化大 革 命”后 的 二 十 年 专 业 快 速 完 善 期。这 期

间，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依托丝绸产品产业链，丝
绸专业结构的设置得以完善，从丝绸原料、生产、设

计、贸易等专业全方位培养全产业链的丝绸专业人

才，取得极大 成 功。１９９８年，以 丝 绸 命 名 的 专 业 取

消后，丝绸专业主要转为“以纺织教育为核心”的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

２．以纺织教育为核心的丝绸专业人才“专业制”
培养（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

１９９８年，随着新版《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开始实

施，教育部正式确立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在
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宏观管理体制下，全国范围

内的高校专业调整持续深入，浙江丝绸产业由于规

模有限而被浙江省所忽视。随着丝绸工程专业被并

入纺织工程专业，丝绸专业人才培养进入了丝绸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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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全部被取消的人才培养阶段，即“以纺织教育为核

心”的丝绸专业人才培养阶段。
（１）形成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纺织专

业人才培养体系

在浙江省，开设高等丝绸和桑蚕教育的院校有

浙江 大 学 和 浙 江 丝 绸 工 学 院。浙 江 大 学 蚕 桑 系

１９７８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８４年被批准为蚕桑

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点，浙江大学蚕桑系的特色是蚕

桑教育，致力于蚕桑科研工作，培养蚕桑科研人才。
浙江丝绸工学院特色是培养涉及丝绸生产链全部环

节的全方面丝绸人才，于１９８３年获制丝工程和丝织

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５年开始联合培养丝绸工

程博士研究生；１９９９年，浙 江 丝 绸 工 学 院 改 名 浙 江

工程学院，丝绸从校名中再次消失；学校于２０００年

获设计艺术学 硕 士 学 位 授 予 权；２００３年，学 校 被 批

准为联合培 养 纺 织 工 程 专 业 博 士 生 单 位；２００４年，
浙江工程学院改名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理工大学于

２００６年正 式 获 得 纺 织 工 程 专 业 博 士 授 予 权；２０１１
年，获纺织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设

计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１２年，获批纺织科

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至此，浙江理工大学在

“纺织专业人才培养”中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

博士后的一体化教育，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成为浙江理

工大学纺织专业人才培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２）通过学科交叉培养知识全面的纺织专业人才

１９９８年，丝 绸 专 业 全 部 被 取 消 后，理 工 类 丝 绸

类专业并入纺织工程专业，艺术类丝绸专业人才培

养并入艺术设计专业，通过艺、工两条线培养丝绸专

业人才成为现实。但教育部随后颁布《面向２１世纪

教育振兴行 动 计 划》，文 件 中 提 出１５％高 等 教 育 适

龄青年毛入学率的目标，全国高校开始了高等教育

的“大跃进”，盲目增设新专业、办综合性大学，使高

等教育渐渐与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背离。历经一百

二十余年，当年的蚕学馆已经顺应时势朝向综合性

大学发展，通过“工艺”、“艺工”结合的学科交叉方法

培养知识全面的纺织人才成了纺织教育的主流。浙

江理工大学纺织工程专业于２０００年列为国家管理

专业；在２００３年 被 列 为 浙 江 省 重 点 建 设 专 业；在

２００８年列为国家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２０１２年入选

教育部地方高校本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艺术设计

专业入选“十 二 五”国 家 特 色 专 业 建 设 点。２０１６年

学校纺织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设计学一级学科均

入选“十三五”浙江省一流学科Ａ类。至此，通过学

科交叉，培养知识全面的纺织人才取得了很好的成

效。但遗憾的是，到２０１６年的浙江理工大 学，丝 绸

专业人才培养在纺织类人才的培养中既没有独立的

培养方案也没有独立的培养方向，甚至找不到用于

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系列课程。

３．“专业制”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成效分析

从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到２０１６年 的 近７０年

中，浙江丝绸产业历经恢复发展、“文化大革命”“十

年动乱”、快速发展和走入困境四个时期，期间丝绸

专业人才的“专业制”培养也走过了从“以丝绸教育

为核心”到“以纺织教育为核心”的两个历史阶段，浙
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成效显著，但缺陷也明显。

在“以丝绸教育为核心”的丝绸专业人才“专业

制”培养期 间（１９４９—１９９７年），浙 江 丝 绸 专 业 人 才

培养从职业教育发展成“专业制”的高等丝绸教育，
虽然经历十年动乱的破坏，但开启了浙江丝绸专业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使浙江丝绸教育进入新的高度，
特别是恢复高考后 “专业制”高 等 丝 绸 教 育 迎 来 鼎

盛发展的二十年，从制丝、丝织两个专业发展到从原

料、生产、设计、贸易等与整个丝绸产品产业链接轨

的丝绸本科专业体系，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丝绸专业

人才，活跃在 丝 绸 企 事 业 单 位，引 领 丝 绸 行 业 的 创

新，如浙江理 工 大 学 校 长 陈 文 兴（８０级 制 丝 专 业）、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７７级丝绸染整专业）、金

富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文峰（７８级制丝专业）、
杭州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叶文（７７级

丝绸机械专业）、杭州宏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小团（７８级丝绸自动化专业）、杭州锦江集团总经

理王元珞（７７级丝织专业）、北京吉芬时装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设计总监谢锋（８０级丝绸美术与品种设计

专业）等。在“以纺织教育为核心”的丝绸专业人才

“专业制”培养期间（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随着国家开始

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纺织行业科

技发展迅速，新兴的化纤工业对人才需求量大，且对

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提高，按棉纺、毛纺、麻纺、绢纺

和丝绸等原料分类或按加工工艺进行专业设置逐渐

不能适应纺织产业的发展［２６］。１９９８年教育部颁 布

实施《高等教育法》，自此以后，高校作为办学主体，
拥有自主设置和调整专业的权力，为了扩大招生规

模，拓宽培养和就业口径，全国纺织类高校开始对纺

织相关的专业设置进行调整。浙江丝绸工学院按综

合性大学的建设目标，将丝绸专业与其他专业进行

调整与合并，把丝绸工程专业、纺织品设计专业、针

织工程专业最后合并为纺织工程专业，到１９９９年，
浙江丝绸工学院的校名、学院名、系部名和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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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均未出现“丝绸”。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１６年，学 校 专

业数从１５个增加到６０多个，在校生规模从不足五

千发展到超过两万，纺织专业形成从本科、硕士、博

士到博士后完整的纺织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因此，
整个现代浙江丝绸专业人才“专业制”培养时期就是

由三个历史 阶 段 组 合 而 成 的，即：做 全 做 强 丝 绸 专

业、以丝绸专业为基础过渡到纺织大类专业、以纺织

专业为基础拓展出新的学科专业。原有丝绸专业的

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为浙江理工大学的跨学科综合

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在跨越式发

展过程中没有加强丝绸专业建设，学校的丝绸教育

特色逐渐弱化。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教育部

在１９９８年颁布实施的《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以及在

１９９９年颁布的《面 向２１世 纪 教 育 振 兴 行 动 计 划》，
导致全国高校开始了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办综合

性大学的导向使高等教育渐渐与产业发展的人才需

求背离；间接原因是１９９８年浙江丝绸工学院不再由

原中国纺织总会直属，转归中央与浙江省共建共管，
以浙江省管理为主，但是浙江省没有充分意识到丝

绸产业的价 值。１９９８年，丝 绸 专 业 取 消 后，丝 绸 被

纺织替代，当年的蚕学馆经历了两次向综合性大学

发展的阶段，均忽视了丝绸产业除了制造业价值，其
历史和文化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的事实。丝绸专业取

消的二十年后，随着纺织科技的快速发展，纺织产业

的制造能力已经趋向饱和，面临从劳动密集型向高

新产业、时尚产业转型的压力。而传统的纺织教育

特色缺失、校 企 脱 节，无 法 承 担 产 业 转 型 的 人 才 支

撑。纺织产业发展停滞、纺织教育呈现整体萎落状

态，面临生源数量不足、生源质量下降的现实问题。
回望浙江 丝 绸 专 业 人 才“古 代 师 徒 制”培 养 和 近 代

“职业制”培养阶段，特色教育和接轨产业的优点成

为现代丝绸专业人才“专业制”培养的奢望。

２００４年改名后，浙江理工大学发展成为一所综

合性省重点高校，丝绸人才培养的特色没有得以保

留，而失去丝绸专业人才支撑的丝绸产业与纺织产

业一样，失去 了 产 业 创 新 的 动 力，错 失 了 向 文 化 产

业、创 意 产 业 等 第 三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机 会。随 着

２０１３年中国“一 带 一 路”国 家 级 顶 层 合 作 倡 议 的 提

出，丝绸作为制造业以外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才重新

被认识，２０１５年，丝 绸 产 业 被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定 位

为历史经典产业。浙江理工大学于２０１６年成立“丝
绸学院”，在２０１７年终于获批恢复以“丝绸”冠名的

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招生，离丝绸专业取消的１９９８

年已经过去二十年。近十年中，全国蚕茧产量在６６
万吨左右波动，而作为丝绸第一大省的浙江，丝绸产

业的价值却没有真正得以体现。

三、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传承与创新

浙江省丝 绸 教 育 经 历 了“师 徒 制”、“职 业 制”、
“专业制”三个培养阶段后，在丝绸专业人才的培养

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一套完整的丝绸

知识教育体系，包括桑、蚕、丝、绸四大部分。而浙江

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传承与创新离不开对浙江丝绸

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
（一）浙江丝绸产业的发展现状

丝绸产业是浙江省的传统优势产业，一直以来

为国家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积累资金、出口创汇、
扩大 就 业 等 作 出 了 重 要 贡 献。但 到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国内外市场疲软，丝绸原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丝

绸行业存在着生产总量过剩、产品结构不合理、技术

含量低等问题，行业经济效益出现严重滑坡，“八五”
期间（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出 现 了 全 行 业 严 重 亏 损 的 困

境，已直接影响到浙江省的外贸出口、财政收入和经

济发展。为解决丝绸企业面临的难题，早日走出产

业发展困境，促进浙江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

发展，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６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关

于促进 丝 绸 行 业 发 展 的 通 知》（浙 政 发〔１９９５〕１８６
号），发布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加
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１１条措施，但是经过十年的

产业调整，并 没 有 从 根 本 上 扭 转 丝 绸 产 业 的 颓 势。
在浙江省政府举行的第５６次常务会议中，研究了关

于省内的经典产业（包括丝绸、黄酒等产业）传承发

展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省 人 民 政 府 印 发《关

于推进丝 绸 产 业 传 承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浙 政 办 发

〔２０１５〕１１４号），文件中提出要开展打造丝绸产业原

料基地化、品牌国际化、技术高新化、产业和文化一

体化、人才梯队化的发展要求，部署推进丝绸创新发

展、丝绸原料基地建设、名企名品培育、丝绸人才培

养以及产业文化融合发展等工作。《指导意见》吸取

了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的经验，第一次将丝绸

专业人才培 养 与 丝 绸 产 业 的 传 承 发 展 直 接 关 联 起

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商 务 部 印 发《茧 丝 绸 行 业“十 三

五”发展纲要》的文件，在保障措施中明确提出实施

人才培养战略：通过围绕产业发展目标，要优化人才

成长环境，制定出相关的人才激励和引进相关政策，
实施人才培养战略；加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及创新

团队建设，积极培养一批优秀的丝绸设计人才、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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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技工、丝绸技术工人以及新型蚕农；大力建设一

批优秀丝绸企业家队伍，让企业家在创新创业中扮

演重要角色；同时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开设蚕桑、丝
绸相关专业，鼓励院、校、企三者之间联合开展技能

培训，加强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根据商务

部的《茧丝绸行业“十三五”发展纲要》和浙江省人民

政府的《指导意见》，在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３日，浙江理工

大学重新申报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０８１６０５Ｔ）并获

得教育部批 准，于 当 年９月 招 收 第 一 批 学 生 共２０
人，这也是目前国内开设的唯一一个以丝绸命名的

专业，将承担起支撑和促进浙江省乃至中国丝绸产

业发展的重任。

根 据 商 务 部 市 场 运 行 和 消 费 促 进 司 的 统 计 数

据，“十一五”末和“十二五”初浙江省丝绸产量以及

出口情况如表４所示。由表４可见，“十一五”末的

２０１０年，浙江省的蚕茧产量为４８１０３吨，居广西、广

东、江苏、四 川 之 后，位 列 第５。“十 二 五”开 端 的

２０１１年，浙 江 省 的 蚕 茧 产 量 为５０８８６吨，仍 位 列 第

５；全国绸缎产量为５８７１４万米，浙 江 省 为１９８１４万

米，占比３３．７５％，居 四 川 之 后，位 列 第 二。到２０１８
年末，浙江省的蚕茧产量为２０５１２吨，居广西、广东、
江苏、四 川、云 南 之 后，位 列 第６；全 国 绸 缎 产 量

５１５０４万米，浙江省１５７２１万米，占比３０．５２％，仍然

居四川之后，位列第二。
表４　部分年度浙江省丝绸产量及出口情况统计

年份
蚕茧产

量／吨

蚕茧产量占

全国比重／％
生丝产

量／吨

生丝产量占

全国比重／％
真丝产品出

口额／亿美元

真丝产品出口额占

全国比重／％

２０１０年 ４８１０３　 ７．４１　 １４４３６　 ８．９１　 １３．１７　 ４０．４３
２０１１年 ５０８８６　 ７．７０　 １５１６２　 １７．６８　 １３．６４　 ３８．５７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５１２　 ３．０２　 ６３２６　 ７．３１　 ８．１５　 ２７．５６

　　注：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浙江省统计信息网。

　　从“十二五”的２０１１年到“十三五”的２０１８年，

中国蚕茧产量基本稳定在６６万吨左右的规模，但浙

江省２０１８年的蚕茧产量、生丝产量和绸缎产量已经

大 幅 度 下 降 到 ２０１１ 年 的 ４０．３１％、４１．７２％ 和

７９．３４％，真 丝 产 品 出 口 额 也 仅 为 ２０１１ 年 的

５９．７５％。由此可见，浙江省丝绸产业向其它省份转

移的态势十分明显，综合来看，浙江省全国丝绸制造

第一大省的地位即将不保。

因此，当前浙江省丝绸产业发展已经到了转变

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只有立足浙江、放眼全国、面

向世界，从丝绸产业的供给侧和丝绸产品的需求侧

出发，将产业发展的脉搏搭在丝绸消费的终端市场

上，分析丝绸消费的当代特征和未来趋势，通过丝绸

产品创新和 提 升 产 品 品 质 来 增 加 丝 绸 产 品 的 附 加

值，这样才能重铸浙江丝绸产业的辉煌。而这正是

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的依据。
（二）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在古代拥有享誉世界的丝绸产业。如果说

西方工业革命 后，中 国 近 代 丝 绸 产 业 落 后 西 方１００
多年，那么到２１世纪初，中国的创意产业发展与西

方的差距在１０年左右。但是从人才培养的理念和

教育模 式 上 看，中 国 的 纺 织 丝 绸 教 育 仍 然 停 留 在

１００年前西方 工 业 革 命 后 的 工 程 教 育 阶 段，而 西 方

工艺美术革命后形成的先进的“艺工结合”培养现代

设计人才的经验始终没有被重视，工学和艺术学分

类招生、分类培养的制度限制了中国优秀设计人才

的培养。如今如何补上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在产品创

新设计上的短板，重振丝绸产业必须认清“消费需求

决定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１．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分析

明确当今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

做好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是浙

江省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传承与创新的首要任务。

众所周知，丝绸属于纺织品中的一类，在纺织品的三

大应用领域，目前丝绸产品主要应用于服装服饰类和

家纺装饰类产品。在人们生活中，服装服饰类和家纺

装饰类产品有物质保障型产品和精神享受型产品之

分，物质保障型产品满足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对丝绸

产品的基本物质需求，而精神享受型产 品 满 足 的 是

消费者对丝绸产品的时尚个性化需求。在全世界范

围内制造业总体加工能力都过剩的今天，消费者对

时尚个性 化 的 产 品 需 求 呈 现 出 快 速 增 长 态 势。所

以，遵循世界经济和纺织产业的发展规律，大力培养

丝绸产品设计人才是振兴丝绸产业的重中之重。

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是蚕学馆，１９６４年由国务

院批准定名为浙江丝绸工学院，曾经是全国两所培

养“丝绸”本科专业的高校之一，２００４年更名浙江理

工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的丝绸专业名称也经历了一

个演变过程，最早称丝工和丝织专业，１９７９年，学校

开设丝绸美术 与 品 种 专 业；１９８５年，按 照 当 时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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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要求，制丝工程和丝织工程专业合并成为丝绸

工程专业，１９８７年丝绸美术与品种专业改名纺织品

设计专 业；１９９８年，根 据 教 育 部１９９７版 的 专 业 目

录，丝绸工程专业与纺织品设计专业一起并入纺织

工程专业，直到２０１７年学校获准恢复丝绸设计与工

程专业招生。“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作为一个传承

历史、与时俱进的专业名称，将丝绸工程专业与纺织

品设计专业的传统内涵进行有机结合，旨在培养具

有卓越丝绸产品创造能力的专业人才。丝绸产品设

计是一种针对丝绸产品的构想、规划、预算和实施的

创造性行为过程，其核心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丝绸

产品，主要包括服装服饰类和家纺装饰类丝绸产品。
丝绸产品设计人才的培养必须采用“艺工”结合的模

式，即其知识与能力结构包含工程技术、人文艺术的

基本知识，使学生能够综合丝绸技术、丝绸艺术两个

方面的知识进行丝绸产品的设计创造，因此，“丝绸

设计与工 程 专 业”的 专 业 名 称 已 经 体 现 了“艺 工 结

合”的内涵。另外，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满足

并具备引领消费需求的丝绸产品才是具有高附加值

的成功设计，掌握丝绸产品的营销贸易知识对丝绸

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可或缺。鉴于此，在丝绸专业人

才培养“艺工结合”的传统内涵中需要加上当代特征

的“商”，即以“艺工商结合”的方法来培养具有创意、

创新、创业能力的、能将自己的创造思维变成现实的

丝绸专业卓越设计人才，通俗讲就是丝绸“创客”。
综上所述，根据浙江省丝绸产业的发展现状和丝

绸专业人才教育的历史沿革，恢复招生的浙江理工大

学“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将培养具有“三创”（创意、
创新、创业）知识与能力的卓越设计人才作为其目标

任务，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定位为：传承浙江丝

绸专业人才培养的优势特色，采用学科、专业、职业一

体化的“综合制”培养模式，在浙江理工大学 “艺工结

合”的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基础上，拓展为“艺工商”结

合的培养方法和路径，培 养 当 前 丝 绸 产 业 发 展 所 需

的卓越设计人才，即培养学生掌握丝绸工程技术、丝
绸文化艺术和丝绸营销贸易的基本知识，在学生毕

业后能够综合运用丝绸技术、丝绸艺术、丝绸营商三

个方面的知识，进行丝绸产品的创意、创新开发的创

造性活动，以及开展接轨丝绸消费市场的创业活动，
具备丝绸行业创意、创新和创业的知识与能力。

２．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特征

明确了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
需要进一步确定人才培养改革方案，将浙江丝绸专

业人才培养的传承与创新落到实处。图１所示是丝

绸设计与工程专业学科、专业、职业一体化的“综合

制”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构架。

图１　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综合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整体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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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图１所示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

整体构架，其创新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明晰培养目标与要求

接轨当前丝绸产业的供结侧结构性改革，发挥

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在产教融合上的优势特色，根据

丝绸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对丝绸专业人才的需

求，构 建 起 丝 绸 设 计 与 工 程 专 业 ＤＯＣ（Ｄｅｍ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需求导向 的 人 才 培 养 理 念，并 结

合ＯＢ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成 果 导 向 的 人

才教育要求，确定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是掌握丝绸产品 “三创”知 识 与 能 力 的 卓 越 丝 绸

设计人才，即丝绸专业“创客型”人才，具体要求是具

备丝绸哲学思辨和丝绸科学实践意识的丝绸产品创

意能力，掌握丝绸工程技术与丝绸文化艺术知识的

丝绸产品创新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并精通国内外营

销贸易规则的丝绸行业创业能力。
（２）传承与创新培养模式

从浙江古代、近代、现代丝绸专业人才培养历史

沿革的“师徒制”、“职业制”、“专业制”培养模式中，
凝练人才培养的优势特色，提出学科、专业、职业一

体化的“综合制”培养模式来创新丝绸设计与工程专

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丝绸专业人才“学科交叉、专

业扎实、职业明确”的培养思路做好顶层设计，体现

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结合、工程教育与艺术教育结

合、校内教学与企业实习结合的三结合特色。明确

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学科归属以纺织科学与工程

为主，与设计学进行交叉；专业知识和能力在丝绸工

程技术和丝绸文化艺术中进行融合；职业素养和职

业技能培养 在 纺 织 丝 绸 高 校 与 企 业 的 合 作 教 育 中

完成。
（３）构建培养方法与路径

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传承浙江理工大学百年丝

绸教育文脉，在“艺工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法中融入

丝绸产品设计营销的理念，接轨丝绸产品创新产业

链对丝绸专业人才的需求，根据丝绸设计与工程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要求，对丝绸产品 “三创”人才培

养的知识、能力、素质目标的实现进行整体设计。丝

绸设计与工程专业在学科、专业、职业一体化的“综

合制”培养模式下，构建起“丝绸艺术、丝绸技术、丝

绸营商”的“艺工商结合”的培养方法与路径，通过文

化艺术、工程技术与营销贸易知识“艺工商结合”的

学习，使培养出来的丝绸专业人才既具有超前的艺

术审美和设计创造意识、又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

领先的工程知识，还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和引领时

尚消费的能力，能将艺术的形象思维、工科的逻辑思

维和营商的价值思维进行有机结合，通过丝绸产品

的不断创造，推动丝绸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顺利进行。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卓越设计人才培养

的主要特点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卓越设计人才培养的主要特点

特点 具体内容

培养目标 着重培养“三创”卓越丝绸设计人才

培养模式 学科、专业、职业一体化的“综合制”

学生特征 “创客”学生

培养特征 “三创”知识与能力培养

培养方法 艺、工、商结合

培养场所 大专院校、研究院所、龙头企业

人才特色

具备丝绸哲学思辨和丝绸科学实践意识（创意）
掌握丝绸工程技术与丝绸文化艺术知识（创新）
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内外营销贸易规则（创业）

四、结　语

通 过 浙 江 丝 绸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的 历 史 沿 革 的 梳

理，客观分析了古代浙江“师徒制”、近代浙江“职业

制”、现代浙江“专业制”丝绸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特

点，并结合当前浙江丝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现状，以及强化产教融合、服务产业发展的国家教育

政策导向，为当前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提供依据。
总结历史，丝绸专业虽然沉沉浮浮，但毋庸置疑

丝绸产业会永续长存。为了振兴浙江丝绸产业，应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重新认识、重视丝绸的价

值，丝绸产业 的 价 值 不 仅 仅 是 制 造 业 层 面 年 均８００
亿人民币的产值，而且是丝绸历史和文化不可替代

的延伸价值，古代浙江“师徒制”培养留存的蚕桑丝

绸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远远没有被发掘，而

蚕学馆的人文社会价值会不断提升；二是要重视丝

绸的创新，丝绸的创新不仅仅是制造业层面的技术

创新，在纺织制造能力供大于求的现在，以质代量比

单纯扩大规模更重要，加强需求侧的消费引领比单

纯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现实，近代浙江丝绸“职业

制”培养的背景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如今更应该去

引领全世界的丝绸消费；三是要优化丝绸人才培养，
现代“专业制”培养初期成就了一批专业专注的丝绸

杰出人才，在丝绸产业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拓展和

转型升级的当下，掌握先进技术、熟操先进设备、占领

产品、质量、品牌等制高点的人才是丝绸产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培养有优秀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的人才是

浙江丝绸发展的源动力。历史梳理为照亮未来，１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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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立的蚕学馆发展到如今的浙江理工大学，优势特

色的丝绸学科又迎来特色发展的历史机遇。
如今浙江理工大学作为国内唯一拥有以丝绸命

名的学院和专业的高校，应该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传承与创新 并 重，大 力 发 展 属 于 自 己 的 优 势 特 色。
丝绸设计与 工 程 专 业 明 确 人 才 培 养 的 目 标 是 具 备

“创意、创新、创业”（简称三创）的知识与能力的“卓

越丝绸设计人才”，以满足浙江丝绸产业转型升级对

“三创”丝绸专业人才的需求；明确人才培养模式是

学科、专业、职业一体化的“综合制”，以传承并发扬

浙江丝绸专业人才历史培养的优势特色；构建“艺工

商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法和路径，以接轨丝绸产品创

新的产业链，人才培养与丝绸产业链发展保持同步。
在浙江丝绸产业振兴的历史新阶段，当前浙江丝绸

专业人才的培养要“不忘初心”，通过培养模式的传

承与创新为浙江丝绸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相适应的

丝绸专业人才梯队保 障。本 文 提 出 的 “三 创”人 才

培养目标、“学科、专业、职业一体化”的“综合制”培

养模式、“艺工商结合”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法和路径

都将通过丝绸专业“创客型”人才的培养来助力浙江

丝绸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为服务传统特色产业

的高校专业改革创新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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