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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有两篇文章，作者来自云南、广西两省 （区）。张永帅博士的文章研究的是沿边开

放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的变迁，将云南对外贸易置于全国对外贸易的空间大格局中进行考察，并对云南对

外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合理的评价，其选题角度颇有新意。罗柳宁的文章是关于越南边民入境务工管理与边

疆安全的研究，现实性很强。随着中国边境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劳动力工资的逐年上涨，

越南边民进入中国边境甚至中国沿海与内地务工的趋势日益凸显，且呈现出季节性变化，给西南边境地区

的安全稳定带来一定社会问题。作者对该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论证，并尝试性地提出了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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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边开放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变迁

———以空间视角为主的考察

张永帅，朱梦中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随着蒙自、思茅、腾越等沿边口岸的开放，云南对外贸易发生巨大变化，突破了以往以邻国为主

要贸易对象的限制，与欧美、日本等建立了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并在西南地区和全国对外贸易格局中

拥有了一席之地。与此相应的是，云南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商品种类大为拓展，商品结构发生了

巨大变化。沿边开放为云南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对外贸易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其实现了

向近代化的转变，摆脱了边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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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云南对外贸易的研究，前人已有不少的论
著。但从总体看来，这些论著存在着以下问题：一

是局限于政治史的书写传统，在时间断限问题上简

单地比照政治史的研究，以１８４０年作为云南近代经



济史的开端；二是局限于从单一的时间视角，侧重

于对云南对外贸易发展演变的纵向过程的考察，而

鲜有从空间角度予以关注者，更难说能有相关著述

从空间视角对云南对外贸易的演变加以解释和分析

的；三是基本上还局限于从云南地方史的范畴研究

云南对外贸易的历史，没有将其置于全国的视野下

进行考察。笔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和经济史的研

究虽难以割裂，但政治的发展和经济的变迁有其各

自的规律和具体内涵，对云南这一边疆省份而言，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实际并未引起云南社会经济的较
大变动，而１８８９年云南省第一个通商口岸———蒙自
的开放才是云南经济发展进入近代时期的标志；把

握云南对外贸易发展演变的时间线索固然重要，但

时间和空间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抛开其中任何一

面都将难以做到对其有一个准确而全面地认识，从

这层意义上说，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空间视角

开展云南对外贸易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将云

南对外贸易置于全国对外贸易的大格局中进行考察，

才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在全国所处的位置，从而也才

可能对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评价。

理解云南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传统与变迁问题是

云南对外贸易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而要做到对此

问题的把握，一是要对开埠前对外贸易的情形比较

了解，二是要对开埠后对外贸易的变化作具体的分

析。为此，笔者已撰文对蒙自开埠前即１６６４年至
１８８９年间的云南对外贸易情形进行了较为翔实的
梳理，［１］本文则在此基础上，结合前人相关研究成

果，主要从空间的视角，对蒙自、思茅、腾越三沿

边口岸分别于１８８９年、１８９７年、１９０２年开放后，
云南对外贸易发生了怎样的显著变化，以及空间格

局与贸易发展的关系略作论述，以期有助于推进近

代云南经济史的研究。

一、沿边开放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

形式、对象和重心的变化

　　 随着英国、法国对缅甸、越南等地的占领，中
国与缅甸、老挝的朝贡贸易关系便宣告结束，相应

地，滇缅、滇老因朝贡而产生的贸易往来也就不复

存在了。但是，民间贸易往来并未因此而切断，长

期以来形成的滇缅、滇老、滇越边境贸易依然是云

南对外贸易的重要内容，只是此后的民间贸易，在

新的对外贸易格局中，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沿边

开放之后，云南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通过以上口岸

实现的。研究表明，仅通过蒙自———香港之间的口

岸贸易就占到了云南对外贸易总值的６０％左右［２］

（见表１）。很显然，口岸已经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
载体，口岸贸易成为最主要的对外贸易形式。

云南沿边开放以前，它的主要贸易对象为邻近

的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沿边开放之后，由于以

上三国已分别沦为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云南与以

上邻国的贸易实际上已经变成与英国、法国的贸

易，而非滇缅、滇老、滇越所能概括。开埠之后，

一方面，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比利时、日本

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货物输入云南，货值最著者

则为法国；另一方面，云南土货又往往出口到这些

国家和地区，其中，又以经法越输入香港的货值最

巨，约占云南出口总额９０％。［２］这也就是说，开埠
以后，云南的对外贸易对象不仅大大增加，市场大

大拓展，而且由开埠前以滇缅贸易为主转变为以滇

法 （法越）、滇港贸易为主。

表１　１９３７年蒙自关外货输入来源表

国别 位次 输入价值／海关金
法国 １ １０９３２３９
美国 ２ ７８８７１９
德国 ３ ５０１６７０

荷属东印度 ４ ４８９３９３
比利时 ５ ３７２０３１
英国 ６ ２９７５１４

法属越南 ７ ２２１７２２
中国香港 ８ ８２５２０
日本 ９ ６４０５２
瑞士 １０ ６０２８８
挪威 １１ ４６１０４

海峡殖民地 １２ ４３８８３
瑞典 １３ ４０８５３
澳洲 １４ ３６５２９
加拿大 １５ １６９５１
英属印度 １６ １４４７０
捷克 １７ ９５６５
其他 １８ ４５９６１
共计 ４２２４４６９

　　注：资料来源于郭垣的 《云南省经济问题》，重庆：

正中书局，１９４０年，第２６８页。

随着贸易对象的变化，云南对外贸易的重心

区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沿边开放以前，云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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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以滇缅贸易为主，缅甸是最主要的贸易

对象，因此，滇西、滇西南为贸易主要集中区，

腾越成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开埠以后，随

着云南与法国 （法越）的贸易成为最主要的贸

易，对外贸易重心东移，滇南和滇中也相应地成

为贸易主要集中区。由于蒙自地处滇越 （法越）

贸易红河商道之要冲，又与大锡产地个旧毗邻，

通过蒙自进行的贸易总值每年都占全省贸易总额

的８０％左右。蒙自取代腾越成为云南最重要的对
外贸易口岸。１９１０年以后，由于昆明开放和滇越
铁路建成通车，不仅使滇南和滇中地区在对外贸

易中的优势进一步加强，而且使昆明在对外贸易

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成为全省货物集散的中心

（见表２）。

表２　各关进出口数及在云南省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 （１９１２年—１９２３年）

年份 全省总额／两 蒙自／两 百分比／％ 腾越／两 百分比／％ 思茅／两 百分比／％

１９１２ ２２３３９０３５ １９５５９６８９ ８７６ ２５０６９０５ １１２ ２６２８０１ １２
１９１３ ２３０３５２４１ １９６７８９１６ ８５４ ３１３２０６６ １３６ ２２４２５０ １０
１９１４ １８９８７９１０ １６１５３７７５ ８５１ ２５７２５００ １３５ ２６１６３５ 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８３３８１４３ １５１９１３５８ ８２８ ２９３９４３４ １６０ ２０７３５１ １２
１９１６ １７４８３６２２ １４９５９４０１ ８５６ ２３４００４６ １３４ １８４１７５ １０
１９１７ ２１９９２３０１ １８７３０３８３ ８５２ ２９９６９１０ １３６ ２６５００８ １２
１９１８ ２４６１８９５９ ２０４２５８８９ ８３０ ３９５２８８３ １６０ ２４０１８２ １０
１９１９ ２４１６６８７８ １８４０９８９８ ７６２ ５５３４６７６ ２２９ ２２２３３４ ０９
１９２０ ２７８４８１８７ ２１８５３３６７ ７８５ ５６４７８５０ ２０３ ３４６９７０ １２
１９２１ ２３２７８８７６ １８０３０７７０ ７７５ ４９４６７８４ ２１２ ３０１３２２ １３
１９２２ ２６１９６０１３ ２１４３８８３０ ８１８ ４４９１５４９ １７２ ２６５６４４ １０
１９２３ ２６７９６４０３ ２２６６８１７３ ８４６ ３９０１３０８ １４６ ２２６９２２ ０８

　　注：根据云南省公署枢要处第四课编 《云南对外贸易近况》（１９２６年石印本）之 “历年各关进口数”和 “历年各关出

口数”两表改绘。

二、沿边开放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

云南沿边开放后，其对外贸易的商品大大突破

了过去简单的土产交易范畴，商品种类极大地拓

展，商品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据吴兴南对 《云南对外贸易近况》一书所列进

口货物的不完全统计，开埠之初，蒙自关进口货物

达２６０种以上，思茅、腾越两关种类相对要少，但
也分别在８０种和２２０种以上，到１９１０年以后三关
进口货物更达５００多个品类以上。［３］出口货物种类也
大为增加，一些在开埠以前并不作为商品的土产开

始成为重要的出口货，如猪鬃，《宣威县志稿》载：

“向时人民不知猪毛之有用，洗猪时往往弃之于地

……而岁收入多至万斤，少亦不下六七千斤……此

项猪毛多售给洋行，外人运回其国制为衣料、毛

刷”。［４］一些过去只在国内销售的土产也开始成为对

外出口的重要商品，如鸦片，向来以本省和国内为

销售市场，到１９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向东南亚出
口，① 成为云南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由此可见，不

论进口，还是出口，商品种类都有了很大拓展。

进口货物绝大部分是机制工业品。以１８８９年
至１９０９年为例，据统计，机制工业品进口价值为
国币１１７６２４千元，占到进口总额的９９１２％，土
产进口价值为国币１０３７千元，仅占进口总值不到
１％的份额。在这些进口货物中，其中又以棉纱、
匹头、棉花最为重要，约占进口总额 ４０％以上，
其他诸如磁器、纸张、海外、染料、干果等也是重

要的进口商品［５］，详见表３。滇越铁路通车以后，
随着云南工业的发展，机器零部件、交通工具、电

力设备及工业生产用原材料也成为重要的进口商品。

８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８月

①戴维·纽金特的 《封闭的体系和矛盾：历史记载中和记载外的克钦人》，云南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译丛》（内

部资料），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２页。



表３　蒙自、思茅、腾越三关的大宗进口货值百分比 （１８８９年—１９０９年）

年份 棉纱／％ 棉花／％ 煤油／％ 纸烟／％ 烟丝／％ 纸／％ 其他／％
１８８９ ３３７８ １４１９ １７５７ ６７６ ２７７０
１８９０ ４１２１ ６９７ ２０９１ ２０２ ２８８９
１８９１ ３８２５ ８１３ ０１４ １５９８ ７５０ ３６００
１８９２ ５４７２ ７４９ ０１１ １８７８ １０１ １７８９
１８９３ ７２６６ ３６２ ００８ ９８１ ０２１ １３６０
１８９４ ５３９６ ６６７ ０２１ １６６１ ２３３ ２０１９
１８９５ ７２０４ ３５８ ０２１ １２９９ ０６０ １００３
１８９６ ６８９９ １２５ ０１５ １０９７ １２４ １７４０
１８９７ ７０３４ ５６９ ０１０ ７８８ ０６３ １５３６
１８９８ ６８４３ ８１２ ０２９ ６８３ ０６９ １５６０
１８９９ ６８５０ ３９８ ０２４ ３７３ ０８３ ２２７２
１９００ ５６８２ ３６３ ０５２ ８８５ ０７８ ２９４０
１９０１ ５９１６ ４３８ ０８６ ７８３ ０５０ ２７２７
１９０２ ６４０４ ４００ １４３ ４３３ ０４７ ８４７９
１９０３ ５５２７ ６２８ ０５４ ５０３ ０６２ ３２２０
１９０４ ５７０２ ４５５ ０５４ ００３ ３０４ ０９０ ３３９２
１９０５ ５０３５ ７００ ０８１ ０１１ ２５０ ０６９ ３８４１
１９０６ ５０６５ ３８４ １７４ ０１９ ３０６ ０４７ ４００５
１９０７ ３９７３ ４７５ １１５ ０３４ ３６５ ０７８ ２７５１
１９０８ ４６５８ ３６３ １２９ ０３６ ３７７ ２１２ ４２８５
１９０９ ２７７４ ３３５ １１８ ０５６ １７６ １２５ ６４１４

　　注：资料来源于民国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编 《云南经济研究报告》第２０号，１９３９年手稿油印本。

　　出口货物虽依然以土产为主，但出口商品的结
构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货值而言，矿产成为最主

要的出口商品，农、副产品的出口则开始居于次要

地位。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对原料的需求，刺激了云

南矿产品的出口，大锡成为云南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历年都居云南出口货之首位，约占贸易总额

８０％以上。黄丝是仅次于大锡的重要出口商品；牛
羊皮的出口也比较重要；其他，如茶叶、药材、猪

鬃、火腿及零星土杂货亦为主要出口货物［６］，详

见表４和表５。

表４　大锡出口值占全省对外贸易总值百分比 （１８８９年—１９３６年）

年份 比值／％ 年份 比值／％ 年份 比值／％ 年份 比值／％
１８８９ ８０１８ １９０１ ８０１３ １９１３ ８８５９ １９２５ ７７７０
１８９０ ８４８３ １９０２ ８９９６ １９１４ ８５１８ １９２６ ７３９９
１８９１ ８６００ １９０３ ８０３２ １９１５ ８３９５ １９２７ ６８２４
１８９２ ８４６６ １９０４ ６８０５ １９１６ ８０１３ １９２８ ７４７２
１８９３ ８１６８ １９０５ ７１５２ １９１７ ８４５８ １９２９ ７１４８
１８９４ ８０７３ １９０６ ６６６７ １９１８ ７８０９ １９３０ ７０４８
１８９５ ７８６８ １９０７ ９０８４ １９１９ ６７２８ １９３１ ７４６６
１８９６ ７９６８ １９０８ ８２３６ １９２０ ７６３７ １９３２ ７９２４
１８９７ ７８６６ １９０９ ９２７７ １９２１ ６３１４ １９３３ ７９５９
１８９８ ７９１１ １９１０ ９３８１ １９２２ ７６５９ １９３４ ７５９２
１８９９ ８１１８ １９１１ ９２１４ １９２３ ７３１７ １９３５ ７８４１
１９００ ７９５２ １９１２ ９０５９ １９２４ ７４３５ １９３６ ７６３７

　　注：资料来源于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纂 《新纂云南通志》卷１４４《商业考二》，牛鸿斌、文明元、李春龙、刘景毛点
校本，第７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０页；民国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编 《云南经济研究报告》第２０
号，１９３９年手稿油印本，第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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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大宗农副产品出口货值占全省出口总值百分比 （１８８９年—１９３７年）

年份 丝／％
皮革／％

生茧、水牛皮／％ 未硝山羊皮／％ 合计／％
茶／％ 猪鬃／％ 药材／％ 土药／％

１８８９ ５１１ ３６
１８９０ ３９７ ５３４
１８９１ ３３０ ０５５ ４８５
１８９２ ００９ ００９ ４１０ ０２６ ６６３
１８９３ ００９ ００９ ３４１ ０６２ １０８３
１８９４ ００７ ００７ １５７ ０２７ １４６４
１８９５ ００６ ００６ ２６７ ０５０ １５５４
１８９６ ０２３ ０２３ １４４ ０４５ １１８６
１８９７ ０４１ ０１２ ０１２ １００ ０７１ １２５６
１８９８ ０２０ ０３１ ０３１ １３３ ０９２ １２１２
１８９９ ０３７ ０１３ ０１３ １４７ ０８０ １３７４
１９００ ０２６ ０７６ ０１８ １７６５
１９０１ ０１０ １１５ ０３３ １６７４
１９０２ ２８３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１９ ０２５ ６８８
１９０３ ５３７ ０２８ ０２８ ２０４ ０７８ １２０９
１９０４ ４４５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８５ ０６０ ２６４１
１９０５ ３１４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７９ ０３０ ２４５５
１９０６ ２７３ １０６ １０６ ０９７ ０１９ ２９４２
１９０７ ４１２ ２７５ ２７５ ０７９ ０２８ ６１２
１９０８ ２９１ ０９１ ０９１ ０７２ ０１１ １４６０
１９０９ ３７８ ２５５ ２５５ ０６８ ０２２ ４４２
１９１０ ３３０ １５６ １５６ ０６２ ０１９
１９１１ ４０５ １１３ １１３ 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０９ ４１１
１９１２ ３６７ １２５ ００２ １２７ ０２６ ０１９ ０３０ ００４
１９１３ ４２８ ２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 ０４６ ００８ ０３４
１９１４ ４３５ １３３ ００８ １４１ ０４２ ００８ ０３４
１９１５ ４２９ ２２５ ０１２ １３７ ０６５ ０１３ ０６８
１９１６ ４３０ ３０５ ０４３ ３４８ ０９６ ０１５ ０９５
１９１７ ４６２ １４３ ０９６ ２３９ ０４３ ０２０ ０３８
１９１８ ９８９ １８０ １３９ ３１９ ０３２ ０４９ ０５７
１９１９ １４４０ ３１５ ４９３ ８０８ ０６７ ０２７ ０６４
１９２０ ８９４ ２５１ １３５ ４８６ ０３２ ０４２ ０５７
１９２１ １７３５ ２１２ ３２８ ５４０ ０８４ ０５０ ０８０
１９２２ １１２９ ０５１ １２９ １８０ ０６６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９２３ １１３３ １８０ １２３ ３０３ ０９６ １５５ １０６
１９２４ １４７７ ２１６ ０５３ ２６９ ０４６ ０８０ ０６３
１９２５ ９５１ ５２１ ０６２ ５８３ ０９９ ０４０ ０３４
１９２６ １０９７ ５９１ １１１ ７０２ ０９１ ０８３ ０５３
１９２７ １６８４ ４３１ ０９９ ５３０ ０７４ １１１ ０７０
１９２８ ５２４ ７２０ ２７０ ９７０ ０６４ ０８６ １２６
１９２９ ７７１ ７５０ １６３ ９１３ ０６８ ０７７ １０８
１９３０ ９４６ ４０８ １６６ ６４６ ０５６ １２２ ２０２
１９３１ ７８２ ３５９ １６０ ５１９ ０８１ １８７ ２４５
１９３２ ９１１ ０８９ ０４７ １３６ ０９４ １２２ ２０２
１９３３ １０４１ １３９ １１３ ２５２ １１７ ０８０ ２０３
１９３４ １１７６ ２２４ １２１ ３４５ １３７ ０９０ １７５
１９３５ １０７８ ０７９ １１０ １８９ １５９ １０３ １６４
１９３６ １１２７ ２３２ １３４ ３６６ １２３ ０９８ ０６４
１９３７ ７３８ ２３３ １２６ ３５９ １０４ ２０８ ０７８

　　注：资料来源于钟崇敏的 《云南之贸易》，中华民国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１９３９年手稿油印本。

０３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８月



三、沿边开放与近代云南在区域和全国

对外贸易格局中的地位

　　沿边开放后，云南被日益深入地纳入近代中国
口岸贸易体系之中，成为近代中国口岸贸易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开放以后，云南对外贸易开始主要

通过本省口岸进行。口岸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解除

了云南对外贸易发展的瓶颈，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对

外贸易的发展，改变了云南对外贸易的原有格局。

沿边开放之后，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可谓突飞

猛进，其发展之迅速，货值之巨大，绝非开埠以前

所能比拟。蒙自开埠当年进口总值６２３００海关两，
出口总值８７６２９海关两，次年即分别上升为４６６０８９
海关两和４６１１９３海关两，增长率高达６４８１３％．由
此可见，沿边开放就像一剂强心针，极大地促进了

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从１８８９年到１９３１年，在长
达４３年的时间内，虽间有波动，但不论进口，还是
出口，总体都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货值分别从

６２３００海关两和８７６２９海关两增至８４９８６８６海关两
和７１８４４７８海关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
２５２６％和２５２０％，其发展速度不谓不惊人 （如

表６）。

表６　云南进出口货值变动趋势 （１８８９年—１９３１年）

年份 进口值／海关两 增长率／％ 出口值／海关两 增长率／％
１８８９ ６２３００ ８７６２９
１８９０ ４６６０８９ ６４８１３ ４６１１９３ ４２６３０
１８９１ ７４４４８０ ５９７３ ５８３２３０ ２６４６
１８９２ ８８７６０６ １９２２ ７３６０００ ２６１９
１８９３ １５２４２９０ ７１７３ ７３５２０４ －０１１
１８９４ １２４１８７９ －１８５３ ９４３３２１ ２８３１
１８９５ １８０９２５３ ４５６９ １０３３０６６ ９５１
１８９６ １６２７０３６ －１００７ ８４９６３９ －１７７６
１８９７ ２５４８６２４ ５６６４ ２７９１１５ －６７１５
１８９８ ２６８０００４ ５１５ １２５４３６５ ３４９４１
１８９９ ３５４５０７３ ３２２８ １９２５７５９ ５３５２
１９００ ３１１３４３７ －１２１７ ２４７４４０４ ２８４９
１９０１ ３９５７７２０ ２７１２ ３１０２２０２ ２５３７
１９０２ ４３４７８９５ ９８６ ３８７２９６１ ２４８５
１９０３ ５５５８１１３ ２７８３ ２８００８８５ －２７６８
１９０４ ７０３３３５０ ２６５４ ５０６６４３６ ８０９０
１９０５ ６４４９４９３ －８３０ ５０７０４９９ ００８
１９０６ ７００４０８５ ８６０ ５４４４７３８ ７３８
１９０７ ７４５０４８４ ６３７ ４０８３６３９ －２５００
１９０８ ６２６８９６６ －１５８６ ５７７３８０３ ４１３９
１９０９ ７９６１５２４ ２７００ ４７５０８５２ －１７７２
１９１０ ６６８４２９９ －１６０４ ６９８３６８８ ４７００
１９１１ ４６４７９９６ －３０４６ ７２２８３６５ ３５０
１９１２ ９７６６５１８ １１０１２ １２５７３０６９ ７３９４
１９１３ １１２３０８９８ １５００ １１８３５９０７ －５８６
１９１４ １００３８８４７ －１０６１ ８９７８５６４ －２４１４
１９１５ ７７５９６５４ －２２７０ １０５８９２０５ ２０９５
１９１６ ７４６６１１１ －３７８ １００４１９１７ －５１７
１９１７ ８３５９１３４ １１９６ １３６８９８０１ ３６３３
１９１８ １１７７１７９４ ４０８３ １２８５５７８４ －６０９
１９１９ １２２２１４１５ ３８２ １１９４９０１０ －７０５
１９２０ １３９４８９９８ １４１４ １３９１８８０６ １６４９
１９２１ １４１９３６６８ １７５ ９１２６８９３ －３４４３
１９２２ １５４２２６９１ ８６６ １０８０７３６３ １８４１
１９２３ １６２０８０８９ ５０９ １０６２２０２２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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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年份 进口值／海关两 增长率／％ 出口值／海关两 增长率／％
１９２４ １７４４４８２３ ７６３ １２０９０１１６ １３８２
１９２５ ２０７６７７９６ １９０５ １５４２５６１５ ２７５９
１９２６ ２１９１６２４１ ５５３ １１７２０１１６ －２４０２
１９２７ １９８３４２６１ －９５０ １１９６０４６９ ２０５
１９２８ １９１８７５０８ －３２６ １２２０４１４５ ２０４
１９２９ １６２９４４５０ －１５０７ １２１６８６８２ －０２９
１９３０ １４１７２４８４ －１３０２ １１６５８０３８ －４２０
１９３１ ８４９８６８６ －４００３ ７１８４４７８ －３８３７

年平均增长率 ２５２６　 ２５２０

　　注：１增长率＝本期增长量／前期输出 （入）量 ×１００％；年平均增长率为历年增长率之算术平均数。２根据谢本书

等 《云南近代史》第１４２－１４４页的数据计算。

　　 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云南口岸在西南
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显突出。以１９３６年为例，如
表７，西南地区的重庆、万县、蒙自、思茅、腾
越、梧州、南宁、龙州８个海关进出口总值共计约
６１６６万元，其中云南三关计３８０２万元，占八关
总值的６１７％。

不仅如此，蒙自等口岸开放之后，如表４－８，
随着云南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云南对外贸易开始

在全国对外格局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四、空间格局与贸易发展

云南对外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开埠前，云南

与缅甸、老挝、越南直接贸易，并经过境缅甸、老

挝、越南与中南半岛各国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由

于资源和出产的差异，云南的对外贸易出口以丝、

茶为大宗，进口以棉花为主。尽管据有关研究，清

代滇东已成为云南的经济重心，［７］但由于滇缅贸易

不论是就规模而言，还是就影响深度而论，都居于

主要的地位，因此，滇西、滇西南为贸易集中区。

受此影响，腾越由于地理上的优势成为云南最重要

的外贸口岸。

表７　１９３６年西南部分口岸进出口贸易统计

口岸
进口／法币
千元

出口／法币
千元

总值／法币
千元

重庆 ２３６９ ５７ ２４２６
万县 ３８ －　 ３８
蒙自 ８１１７ ２３６６３ ３１７８０
思茅 ８５７ ４１５ １２７２
腾越 １０４５ ３９２３ ４９６８
梧州 ７０６３ １３８６２ ２０９２５
南宁 ２１ １ ２２
龙州 ４８ １７７ ２２５
合计 １９５５８ ４２０９８ ６１６５６

　　注：根据周天豹、凌承学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

概述》（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８１－２８２页

的数据整理。

表８　云南进出口货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百分比 （１９１２年—１９２３年）

年度
　　　　　　　　　　进口　　　　　　　　　　　 　　　　　　　　　　　出口　　　　　　　　　　　
全国净数／两 云南净数／两 云南占全国比值／％ 全国净数／两 云南净数／两 云南占全国比值／％

１９１２ ４７３０９７３２１ ９７６５９６６ ２ ３７０５２０４０３ １２５７３０６９ ３４
１９１３ ５７０１６２５５７ １１１９９３３４ ２ ４０３３０５５４６ １１８３５９０７ ２９
１９１４ ５６９２４１３８２ １０００９３４６ １８ ３５６２２６６２９ ８９７８５４６ ２５
１９１５ ４５４４７１７１９ ７７４８９３８ １７ ４１８８６１１６４ １０５８９２０５ ２５
１９１６ ５１６４０６９９５ ７４４１７０５ １４ ４８１７９７３６６ １００４１９１７ ２１
１９１７ ５４９５１８７７４ ８３０２５００ １５ ４６２９３１６３０ １３６８９８０１ ３
１９１８ ５５４８９３０８２ １１７６３１７５ ２１ ４８５８８３０３１ １２８５５７８４ ２７
１９１９ ６４６９９７６８１ １２２１７８６８ １９ ６３０８０９４１１ １１９４９０１０ １７
１９２０ ７６２２５０２３０ １３９２９３８１ １８ ５４１６３１３００ １３９１８８０６ ２６
１９２１ ９０６１２２４３９ １４１５１９８３ １６ ６０１２５５５３７ ９１２６８９３ １５
１９２２ ９５４０４９６５０ １５３８８６６０ １６ ６５４８９１９３３ １０８０７３６３ １７
１９２３ ９２３４０２８８７ １６１７４３８１ １８ ７５２９１７４１６ １０６２２０２２ １４

　　注：资料来源于云南通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续云南通志长编》（下），１９８５年，第５７３页。

２３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８月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步入了近代化时
期。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口岸贸易的广泛开展，

逐渐建立了以上海、天津 （包括香港）等少数东

部沿海口岸为龙头，以其他沿海、沿江口岸为主要

节点，以相关交通运输线为连接，以埠际贸易为主

要展开形式的口岸贸易网络。由于大量机制洋货的

输入，对外贸易的内涵已经大大突破了土特产品互

易余缺的贸易范畴。但是，没有开埠的云南继续徘

徊于传统贸易的边缘。由于没有开埠，云南需要借

助其他口岸经层层转运才能在口岸贸易网络中实现

货物的流通，而位置的偏远和交通的不便，使这一

过程的实现困难重重，从而使得通过转口进入云南

的洋货和通过口岸出口的云南土货不仅数量少而且

价值低。因此，民间贸易尤其是边民互市在对外贸

易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而民间贸易虽然商品种类

繁多，但贸易主要是出于互易余缺的需要，商品以

土产为主，制约着贸易的发展，使其长期徘徊不

前。其结果是云南的对外贸易远远落后于全国贸易

发展的整体水平，在全国对外贸易格局中显得无足

轻重。

缅甸、越南诸国沦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后，

其与中国的朝贡贸易便随之宣告结束了。云南开埠

之后，其口岸贸易的地位日益重要，民间贸易开始

失去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开埠之后的云南，在口

岸贸易体系中实现了由边缘向前沿的转化，不利开

始转化为优势，对外贸易的对象突破邻国之限，大

为增加，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与云南有着

贸易往来。然而，就国别与地区之地位而言，法国

为云南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国，香港是云南最重要的

转口市场，滇缅贸易的主导地位为滇法 （越）、滇

港贸易所取代。与此相应，对外贸易重心东移，滇

南和滇中成为贸易主要集中区。由于地理和交通优

势，云南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通过蒙自进行，蒙自

取代腾越成为云南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１９１０

年以后，昆明开放和滇越铁路建成通车，不仅使滇

南和滇中地区在对外贸易中的优势进一步加强，而

且使昆明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成为全

省货物集散的中心。

表面上看，上述变化如果没有促进云南对外贸

易的发展，便没有多少意义可言。但事实上，上述

变化是与对外贸易的发展相为表里，变化的深层意

义即在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沿边开放之后，云

南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空前增加，规模空前扩大，

发展速度惊人，从而使云南在全国对外贸易格局中

拥有了一席之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云南的贸易

地位。

要而言之，蒙自开埠以前的云南对外贸易具有

明显的前近代性和边缘性。沿边开放为云南对外贸

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对外贸易内涵发生了深

刻变化，云南的对外贸易实现了向近代的转变，摆

脱了边缘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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