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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特殊性和差异性的影响，“丝”和 “棉”成为近代云南与东南亚，特别是与缅

甸之间主要的贸易商品。考察云南三关与东南亚丝棉贸易规模，以腾越关最大，其次是蒙自关，思茅关

最小。云南与东南亚以丝棉贸易为主要特征的跨国区域经济呈现互补型特点，它与中国近代其他区域经

济有很大区别，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代区域经济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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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云南与东南亚的贸易呈现为具有
跨国区域贸易互补特征的 “丝棉之路”。尤其是

１９世纪末云南三关开放，１９１０年滇越铁路建成
通车，使云南与东南亚国家间的丝棉贸易达到鼎

盛，形成了典型的跨国区域经济。美国学者胡佛

认为，经济区域是 “一个地区统一体，它既可以

根据内部均质性划界，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结节

区”。［１］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云南与东南亚丝棉

贸易的研究散见在有关云南对外贸易或是云南经

济史的成果中。这些学者的研究多为一般性论

述，缺乏系统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本文根据中国

旧海关贸易报告中有关云南部分的逐年资料记

载，采用统计和运算方法，在大量数据和表格的

基础上，以云南开关后 “丝” “棉”两种最典型

的彼此间相互补充的物品为媒介，探讨云南三关

丝棉贸易的进出口量以及各个口岸阶段性的贸易

特征，以此说明云南与东南亚跨国互补经济的发

展历程和内在特点。



一、总体概况：近代云南三关与东南亚的

丝棉贸易量

　　云南因棉产量甚少，现代化纺织生产到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所以云南自开关以
来，以棉纱、棉花、棉布为最大宗进口商品，而

进口的棉制品中，以棉纱数量为最多。因缅甸等

东南亚国家气候炎热，需要透气性较好的丝织品

制作衣服，云南出口到东南亚的商品以黄丝、丝

绸为主。

根据 《中国旧海关史料》统计，１８８９—１９３０
年４２年中，云南三关只有３年时间进口棉制品值
占全省进口总值的５０％以下，其余各年均占５０％
以上。其中，占 ６０％ ～６９％有 １５年，占 ７０％ ～
７９％有１５年，占８０％～８９％以上有２年。１８８９年
蒙自开关之始，棉制品进口货值仅有 ４６１７０两，
为历年最少值。１８９７年，思茅关开关后，云南棉
制品进口增加，当年就达１９０万两以上 （见表１）。
１９１０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以后，云南对外交通
大为改善，促进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云南棉制品

进口数量增加，而且货值保持稳定。１９２１—１９２９
年，云南棉制品进口达到高潮，货值均在一千万两

以上。其中 １９２７年，云南进口棉制品货值达
１２５９９７１６两，达到峰值。①

从东南亚进口的棉制品中，棉纱数量最多。从

１８８９—１９４０年的５２年中，棉纱进口量均占云南省
进口货值的３０％以上。其中，棉纱进口值占进口
总值７０％ ～７９％有 ４年，占 ６０％ ～６９％有 ４年，
占５０％～５９％的有 １９年，占 ４０％ ～４９％的有 １５
年。１９０３年棉纱进口量为４６６４４４５两，占进口总
值的 ８３９２％，这是棉纱进口值最高的年份。②

１８９８年之前，棉纱进口数量未达到１０万担，１８９９
年进口棉纱达１０６４３５担。此后，棉纱进口数量呈
现稳定的数量，棉纱每年进口的数量基本维持在

１０万担以上。尤其滇越铁路通车后，交通条件得

到改善，运输能力加强。从１９１０—１９２４年１５个年

份中，有１４个年份云南三关棉纱进口量在１０万担

以上。③

表１　１８８９—１９３０年云南三关进口棉制品货值比例

年份
进口棉制

品货值／两 进口总值／两 占进口总值

百分比／％

１８８９ ４６１７０ ６２３００ ７４１１
１８９０ ３７３１６２ ４６６０８９ ８００６
１８９１ ４３５８１５ ７４４４８０ ５８５４
１８９２ ７１４３７７ ８８７６０６ ８０４８
１８９３ １１６２３８８ １５２４２９０ ７６２６
１８９４ ７５１６０４ １２４１８７９ ６０５２
１８９５ １３６７７７９ １８０９２５３ ７５６０
１８９６ １１４３１３２ １６２７０３６ ７０２６
１８９７ １９４２９８２ ２５４８６２４ ７６２３
１８９８ ２０５３５２０ ２６８０００４ ７６６２
１８９９ ２７８５２６０ ３５４５０７３ ７８５６
１９００ ２０８６１８３ ３１１３４３７ ６７００
１９０１ ２７６６２８８ ３９５７７２０ ６９８９
１９０２ ２７７６６７４ ４３４７８９５ ６３８３
１９０３ ４１３７３３５ ５５５８１１３ ７４４３
１９０４ ５８１５７９５ ８０３３３５０ ７２３９
１９０５ ４２６５４１５ ６４４９４９３ ６６１３
１９０６ ４４４８３７７ ７００４０８９ ６３５０
１９０７ ３６７２７２９ ７４５０４８４ ４９２９
１９０８ ３７１３４１２ ６２６８９６６ ５９２３
１９０９ ２９４４８４７ ７９６１５２４ ３６９８
１９１０ ４５８７８３８ ６６８４２９９ ６８６３
１９１１ ３７７８４６９ ６０８９３５６ ６２０５
１９１２ ７１５２２１３ ９７６６５１８ ７３２３
１９１３ ５２９９２０６ １１２３０９４８ ４７０５
１９１４ ６１４２０９９ １００３８８６７ ６１１８
１９１５ ４２５９５８３ ７７５９６５４ ５４８９
１９１６ ５０１３２０９ ７４６６１１１ ６７１４
１９１７ ６３１８６３７ ８３５９１３４ ７５５８
１９１８ ８０４８０６１ １１７７１７９４ ６８３６
１９１９ ９２７５３７６ １２２２１４１５ ７５８９

１０１第２期　　　　　　　　　苏月秋：近代云南与东南亚跨国区域经济初探：以丝棉贸易为中心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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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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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续表１

年份
进口棉制

品货值／两 进口总值／两 占进口总值

百分比／％

１９２０ ６８３８２４６ １３９４８９９８ ４９０２
１９２１ １０８０７７２５ １４１９３６５８ ７６１４
１９２２ １１３９２１５７ １５４４２６９１ ７３７７
１９２３ １１７２４２０２ １６２０８０８９ ７２３３
１９２４ １１２１１６６４ １７４４４８２３ ６４２６
１９２５ １０８１８４４１ ２０７６７７９６ ５２０９
１９２６ １１７５４７８７ ２１９１６２４１ ５３６３
１９２７ １２５９９７１６ １９８３４２６１ ６３５２
１９２８ １２１５９５７０ １９１８７５０８ ６３３７
１９２９ ９７１７０１５ １６２９４４５０ ５９６３
１９３０ ９２０５２８１ １４１７２４８４ ６４９５

　　注：根据 《中国旧海关史料》 《１８８９—１９３０年蒙自关

贸易报告》《１８８９—１９３０年思茅关贸易报告》《１８８９—１９３０

年腾越关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从 １８９７—１９００年蒙自关进口棉纱的国别表
（见表 ２）中可以看出，印度棉纱进口数量最多，
占全省进口棉纱数量的９０％以上。此外，进口棉
纱部分来自日本，约占３％ ～９％，有极少量来自
英国，约占００２％．

表２　１８９７—１９００年蒙自关进口棉纱国别统计

年份 种类 数量／担 总关进口

棉纱量／担
占进口棉纱

量百分比／％

１８９７
印度棉纱 ５７１００ ５９５３６ ９５９０
日本棉纱 ２３００ ５９５３６ ３８６

１８９８
印度棉纱 ６３３００ ６９７８３ ９０７０
日本棉纱 ６３００ ６９７８３ ９３０

１８９９
印度棉纱 ９５７９１ １０６４３５ ８９９９
日本棉纱 １０６１９ １０６４３５ ９９７
英国棉纱 ２５ １０６４３５ ００２

１９００
印度棉纱 ７１７９１ ７６８４５ ９３４２
日本棉纱 ６６１９ ７６８４５ ８６１

　　注：根据 《中国旧海关史料》 《１８９７—１９００年蒙自关

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云南三关进口棉花的数量位于进口棉制品的第

二位。１８８９—１９４０年５２年中，三关棉花进口数值
占云南省进口总值超过１０％仅有４年，而且最高
年份亦不过占２１６４％，其他年份均不到１０％．其
中，有３２个年份棉花进口数值占进口货物数值的
百分比不到５％．１８９７年之前，因思茅关未开办，
蒙自关进口棉花数量较少，云南棉花进口数量不到

６０００担。１８９７年思茅关开关后，进口大量棉花用
作纺织原料，云南棉花进口数量剧增，从往年进口

最多的 ５５６９担增加到 １３６９２担。此后，１８９７—
１９０９年和１９１７—１９４０年两个时间段，云南棉花进
口数量较为稳定，均保持在万担以上，１９０３—１９０５
年，棉花进口数量甚至超过了两万担。１９２０年，
云南棉花进口数量为１３８２８３担，达到进口数量的
峰值。① 云南三关棉布进口数量虽然不及棉纱、棉

花，但种类丰富。以１９１６年为例，蒙自关进口棉
布种类共有２０种，其中原色布１８６５８疋，白色布
１４１１疋，粗斜纹布２４疋，细斜纹布１０疋，袈裟
布３０疋，印花布１００疋，洋标布宽３６寸８６７３疋，
绒布１１７００疋。②

云南向东南亚出口的商品主要为黄丝。腾越

开关以前，云南出口东南亚黄丝数量不多，

１８９７—１９０１年５年云南出口黄丝总量还不足１００
担，出口货值亦不到全省出口货值的 １％．１９０２
年，腾越关开关后，黄丝出口数量迅速增加。该

年从１９０１年的１２担增加到４３９担，出口货值也从
１９２６两增加到１０９８２６两。１９０２—１９４０年这３９年
间，云南三关黄丝出口达１０００～１９９９担的有８个
年份，２０００～２９９９担有８个年份，３０００～３９９９
担有７个年份，超过５０００担有５个年份。其中，
１９３８年黄丝出口数量达到最大值，为７８８３担 （见

表３）。

表３　１８９７—１９４０年云南三关黄丝出口数量及货值

年份 黄丝出口数量／担 黄丝出口货值／两 年份 黄丝出口数量／担 黄丝出口货值／两
１８９７ １８ ４４９３ １９１９ ３８４６ １７２００３１
１８９８ １８ ２５６７ １９２０ ２５７８ １２４４４４０
１８９９ ８ ７０６０ １９２１ ３１６９ １５８３６６０

２０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４月

①

②

《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８９—１９４０年蒙自关贸易报告》《１８８９—１９４０年思茅关贸易报告》《１８８９—１９４０年腾越关
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中国海关民国十五年华洋贸易总册》（下卷）进出口贸易类编统计所得。



续表３

年份 黄丝出口数量／担 黄丝出口货值／两 年份 黄丝出口数量／担 黄丝出口货值／两
１９００ ２５ ６４１８ １９２２ ２９５０ １２２０３１０
１９０１ ２５ １９２６ １９２３ ２７２８ １１９６４８０
１９０２ ４３９ １０９８２６ １９２４ ３６７８ １７８３８９０
１９０３ ６２７ １４９５５３ １９２５ ２８２５ １５６７４１０
１９０４ ７３６ ２２６２９５ １９２６ ２５５４ １３２４６８５
１９０５ ４９４ １５７９９８ １９２７ ３４６９ １９８８０３０
１９０６ ４９１ １５３４５１ １９２８ １１４６ ６４２４２６
１９０７ ５７７ １６４５８０ １９２９ １７４６ ９４２８４０
１９０８ ４８６ １６９４８８ １９３０ ２５３３ １１６４３３７
１９０９ ５０５ １７６７５０ １９３１ ２０５７ ９４６３８１
１９１０ ９１３ ２２８２５０ １９３２ ２９２６ ７３６６２４
１９１１ ８３６ ２９２２８５ １９３３ ３９８５ １８５９６３６
１９１２ １３１７ ４６０５４２ １９３４ ３５６８ １４１９７５３
１９１３ １５３６ ５０６８８０ １９３５ ５２９６ １６５０５００
１９１４ １１６６ ３９１０００ １９３６ ７３３ ２２５９８９
１９１５ １３５５ ４５３５２２ １９３７ ５９３８ １８５５００５
１９１６ １４４５ ４３２１２０ １９３８ ７８８３ ２０３４０７２
１９１７ １８３３ ６３２５４０ １９３９ ６１９８ １８６７６２５
１９１８ ３１８３ １２７１０８２ １９４０ ５２７７ １７２７９３２

　　注：根据 《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９７—１９４０年蒙自关贸易报告》《１８９７—１９４０年思茅关贸易报告》《１８９７—１９４０年腾

越关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二、蒙自关：棉纱进口的主要口岸

蒙自南与越南接壤，东邻文山、马关、西畴，

西邻个旧，北邻建水、开远，地处连接越南与滇南

集镇的要冲。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清政府与法
国签订 《中法续议商务专条》，规定蒙自辟为通商

口岸，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年）于蒙自县城东门外
设立正关，于蛮耗设立分关，“又蒙自西门外及河

口各设查卡，旋改设河口分关，蛮耗改设分

卡”。［２］自蒙自关开关后，特别是１９１０年滇越铁路
建成通车，密切了云南与东南亚的贸易联系。

蒙自关作为云南最早开埠的口岸，棉制品在蒙

自关进口的货物中占较大比重。 《新纂云南通志》

记载：“大抵蒙自关贸易物品入口以棉纱、疋头、棉

花为大宗，煤油、鱼类、瓷器、纸张、海味、染料、

洋杂货等次之，而以英日货为多，出口货以大锡为

第一位，茶叶、药材等次之，牛羊皮、猪鬃、火腿、

锌、铅等又次之。”［３］此现象在中国旧海关报告中有

翔实反映。笔者根据蒙自关１８８９—１９３０年海关报告
统计，蒙自关进口棉制品占进口洋货总值的５０％～

５９％有 ３８年，占 ６０％ ～６９％有 １５年，占 ７０％ ～

７９％有１３年，最高年份为１８９０年，占进口洋货总

值的８０％以上。① 从这一统计可以看出，棉制品进

口数值占蒙自关进口洋货总值的第一位。

蒙自关进口的棉制品中，尤以棉纱数量最多。

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年），蒙自关 “进口洋纱极多，

共值银六十二万八千二百余两，已占外洋贸易进口

洋货共值银十分之七”。［４］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年）

蒙自关海关报告亦载，该关 “洋货中洋纱最为大

宗”。［５］据中国旧海关报告统计，１８８９—１９２８年间，

蒙自关进口棉纱数量超过１０万担的就有１７个年份。

从１８８９—１９２８年蒙自关进口棉纱数值考察，占全省

进口总值５０％～５９％有８年，占６０％～６９％有５年，

占７０％～７９％有８年，占８０％～８９％有１６年。②

棉布为蒙自关进口的又一大宗商品。据蒙自关

海关报告记载，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年）经该关进

口洋货中棉布为大宗，“占进口洋货的十分之

七”。［６］据笔者统计，１９００—１９３０年间蒙自关棉布

进口货值占全省进口货值１０％ ～１９％有７年，占

３０１第２期　　　　　　　　　苏月秋：近代云南与东南亚跨国区域经济初探：以丝棉贸易为中心

①
②
《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８９—１９３０年蒙自关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８９—１９２８年蒙自关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２０％～２９％有２年。其中，１９０１年蒙自关棉布进
口货值占全省进口货值５０％以上。① 蒙自关进口的
棉布主要来自于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民国二

年 （１９１３年），蒙自关进口 “增多之数以英国三十

六因制之标布占二万三千两，印花布占一万两有

奇，印花色缎占二万九千两，棉素意大利布及皱布

占七万六千两，花皱布及棉羽绫几占二万二千两，

花色布及棉剪绒与上年几增一倍”。［７］２９

蒙自关进口棉制品中，棉花进口数量最少。光

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蒙自关进口 “连子棉花上

年则有一千二百余担，今年只有六百余担”。［８］２７９尤

其是进口棉纱逐渐替代棉花后，蒙自关进口棉花数

量锐减。正如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年），蒙自关海
关报关所述：“东京棉花具形短少，往年棉花进口

甚盛，渐次年少一年，递至本年竟少至三百七十

担，想系棉纱日增有以代之。”［９］

由于蒙自关邻近个旧锡矿生产地，该关出口商

品主要为大锡，而不是生丝。自蒙自关开关到光绪

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年），只有３担生丝出口的记录。
虽然民国三年 （１９１４年）“绸缎出口略有增加”，［１０］

但是该年只有１２担绸缎出口，其货值不到出口土
货总值的１％．

总之，蒙自关进口的棉制品以棉纱、棉布为

主，棉花进口居于次要位置。蒙自关进口的棉制品

总值约占该关进口洋货总值的５０％以上。蒙自关
生丝出口数量有限，历年生丝出口货值还不到该关

土货出口总值的１％．

三、思茅关：以原棉进口为主的口岸

思茅位于云南西南部，东南与老挝、越南接壤，

西南与缅甸比邻，是西南边疆的商业重镇。清光绪

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年）六月，中法双方签订 《中法续

议商务专条附章》，“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

处所，与龙州、蒙自无异，即照通商各口之例，法

国任派领事官驻扎，中国亦驻有海关一员”。［７］９２光

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年）八月，法国在思茅关设立领
事馆，柯乐尔调任思茅关税务司，负责开关事宜。

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年）思茅关正式开办，正关设
于思茅县南城外，同时设勐烈分关和易武分关，东

关查卡和永靖查卡。［１１］清朝至民国年间，从思茅出

关有七条道路可通外国，其中三条可到缅甸阿瓦，二

条至暹罗 （今泰国），二条至南掌国 （今老挝）。［１２］思

茅关与东南亚贸易中享有交通优势，“毗连缅越，为

滇南边界商埠，所有东京、暹罗、滇边掸部及英属缅

甸掸部之贸易，咸以此为吐纳之口”。［１３］６０

由于滇南各少数民族不习惯穿机纺棉纱所织的

布料，更喜欢进口原棉自己纺织土布，“本土人士颇

称喜用土织布，或新兴所织之土布”。［１４］１３６０而且思茅

口 “本地土民多以纺织为事，藉养家人”，如果洋

纱在思茅通行于市，“则操女红者一旦不易谋

佣”。［１５］所以，原棉进口数量居于思茅关进口货物的

首位，“贸易物品进口以棉花为大宗，鹿角、象牙等

次之”，［８］１１２思茅关 “商业复旺乃由棉花大宗所

致”。［１６］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思茅关进口洋货
“以棉花为第一大宗，已占进口货值十分之九”。［１７］

１９２１年出版的 《云南省地志》亦载：“近三年入口货
以棉为重要，年约三千余担，约值银八万余元。”［１８］

据 《中国旧海关史料》统计，１８９７—１９２５年
２９年间，思茅关进口原棉货值占思茅关进口洋货
总值８０％～８９％的有１３个年份，占７０％～７９％的
有１３个年份，占６０％ ～６９％有２个年份。其中，
１８９８年进口原棉货值最高，占该关进口总值的
９０％以上 （见表４）。

表４　１８９７—１９２５年思茅关原棉进口统计

年份
进口棉花

数量／担
进口棉花

价值／两
思茅关进

口货值／两

占思茅关进

口货值百分

比／％

１８９７ １２０３９ １３０９３７ １５４５９６ ８４７０
１８９８ １３０４８ ２０３４６６ ２２６０００ ９００３
１８９９ １２６２８ １３９２８１ １７１０００ ８１４５
１９００ ８９２４ １０７１８９ １５００００ ７１４６
１９０１ １３０６２ １５６６１１ ２０９３８１ ７４８０
１９０２ ８８６６ １１３６０７ １４７０００ ７７２８
１９０３ ９７３８ １３６０７２ １６８９４２ ８０５４
１９０４ １０８１２ １７５２２５ ２２１７５３ ７９０２
１９０５ ９４２１ １４５０５７ ２０５１６８ ７０７０
１９０６ ６６６７ １２０６６７ １９５２７０ ６１７９
１９０７ １１３１６ １６１７４５ ２１２０７５ ７６２７
１９０８ ７１９２ ９３７０９ １３８９２２ ６７４５
１９０９ ８４５１ １１７４５８ １６３１５３ ７１９９

４０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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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年份
进口棉花

数量／担
进口棉花

价值／两
思茅关进

口货值／两

占思茅关进

口货值百分

比／％

１９１０ ６６５９ １１４２４９ １６０５７３ ７１１５
１９１１ ７７８１ １６６２３９ ２０２９４９ ８１９１
１９１２ ８９４９ １８６１３６ ２１９５７８ ８４７７
１９１３ ７３６１ １４３１３２ １８４８９０ ７７４１
１９１４ ９０３１ １８０３５９ ２２５７２８ ７９９０
１９１５ ６６２０ １３２２２０ １７４２８６ ７５８６
１９１６ ６３１６ １２６４４４ １５８５４７ ７９７５
１９１７ ９４７２ １８８７０３ ２３５３７３ ８０１７
１９１８ ６６７８ １７７１５０ ２０８７６８ ８４８５
１９１９ ３５４８ １５９８２０ １８９３３７ ８４４１
１９２０ ８４９８ ２５２２４７ ２８５５２７ ８８３４
１９２１ ７６８５ ２３０４２３ ２６２４５７ ８７７９
１９２２ ６５００ １９５１２２ ２２２４２４ ８７７３
１９２３ ３７８８ １６０４６２ １８４０５４ ８７１８
１９２４ ３８００ １１３６０７ １５２１９８ ７４６４
１９２５ ５４０８ １８９２８０ ２３１９３２ ８１６１

　　注：根据 《中国旧海关史料》 《１８９７—１９２５年思茅关

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思茅关进口的原棉主要来自于缅甸，少部分来

自越南。民国二十一年 （１９３２年），思茅关海关报
告记载：“本年进口贸易总值，棉花约占十分之七，

率由缅甸、安南二处输入。”［１３］６１缅甸棉花的种植情

况直接影响思茅关棉花的贸易量和价格。例如光绪

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年），因为缅甸 “去秋霪雨流行，

花苗腐坏，棉花进口虽称首要，而为数寥寥”，导致

该年 “进出口货物共值关平银二十四万六千八百四

十八两，较上年绌银二万两”。［１９］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
年），又因缅甸棉花歉收，“以故思茅进口者其少数，

为从来所未有，惟花价则蒸蒸日上”。［２０］

经思茅关进口的棉纱、棉布数量有限。民国八

年 （１９１９年），思茅关 “除梭罗布外，由缅甸运入

之布疋，数年来已日渐稀疏，及至本年，更无足可

观”。［１４］２０２笔者又据１８９７—１９３６年思茅关海关报告统
计，思茅关进口的棉布数量最多为１８９９年，为９０３３
疋，但均不到思茅关进口棉制品货值的１０％．①

四川、云南产的生丝部分经由思茅关出口，但

是数量不多。据１８９７—１９３７年海关报告统计，思

茅关生丝出口最多的年份为１９２８年，占该官出口

土货总值的３８％，其余年份都未到３０％，有的年

份甚至没有生丝出口记录。② 这种贸易趋势也有特

殊情况，如民国十五年 （１９２６年），“因云南府至

腾越之大道群盗如毛，四川生丝该由思茅出口该季

内计输出二百五十二担”。［２１］７８但是，腾越关的盗贼

平靖后，生丝便很少经思茅关出口，恢复原来的贸

易情形。

由此可见，由于滇南少数民族喜欢穿着土布，

不习惯机纺棉纱所织的布料，所以思茅关以棉花进

口为主，棉纱、棉布进口数量较少。思茅关每年进

口棉花的货值，几乎占思茅关进口商品总货值的

６０％以上。正如思茅关海关报告所载：“故谓棉花

为思茅进口商品之翘楚，非虚语也。”［２１］６１经思茅关

出口生丝数量不大，大多数年份生丝出口货值不到

思茅关出口总货值的３０％．

四、腾越关：丝棉贸易的典型口岸

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年），根据 《中英续议缅

甸条约附款》，英国选定腾越为通商口岸。次年，

中英双方协议在腾越建立海关，并于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年）五月正式开关，又设蛮允、弄璋分关，

腾越东门外及蚌西、蛮线设分卡。腾越关为云南对

缅甸贸易通道上的控制性海关，“查缅甸市场向赖

腾越运出之货供其所需，而腾越独有之利权亦即在

此”。［２２］４７２腾越关 “接近缅印川藏康，土货悉以此

为输运之枢纽，故贸易总值次于蒙自关”。［８］１１２２０世

纪初期，英国商人非常重视腾越关的商业地位，认

为 “由缅甸一带来者之商务较多于由红河一带来

者，现腾越已开为通商市场，据罗伯先生之卓见，

谓云南商务从此大可推广，其故不止一端”。［２３］

腾越关与东南亚，特别是与缅甸的丝棉贸易最

为典型，“腾越关贸易物品进口以棉纱、棉花、疋头

等为大宗，玉石、煤油、海味、瓷器、干果、染料

及洋杂货等次之。出口货以黄丝为第一位，牛羊皮、

药材、土布、零星土杂货次之。”［８］１１２腾越关海关报

告亦载：“夫自滇缅通商时起人人皆知进出中国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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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９７—１９３６年思茅关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９７—１９３７年思茅关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之货莫若棉、丝，而彰明较著者，即系从新街至腾

越，在本关所报货值一年全数在关平银一百八十二

万五千两之多，其中棉纱占一百二十八两，出口全

数六十八万二千两，其中由四川运来之土丝占四十

六万两，二者竟占全数货值十分之七。”［２４］４６７

棉制品是腾越关进口的最大宗货物。腾越关海

关报告记载：“进口货以棉纱、棉花为两大宗，此

两宗贸易均极佳胜，而尤以棉纱较昔为首屈一

指”。［２５］笔者据腾越关海关报告统计，１９０２—１９４１
年间，经腾越关进口棉制品数值最高的年份为

１９１９年，占该关进口洋货总值的９１％．此外，进
口棉制品数值占该关进口洋货总值８０％ ～８９％有
１６个年份，占７０％ ～７９％有１３个年份。① １９２１—
１９３０年１０年间腾越关棉纱进口数量均占进口棉制
品货值的 ５０％以上，棉花进口约占 ２０％ ～４０％，
棉布进口约占９％以下 （见表５）。

表５　１９２１—１９３０年腾越关棉花、棉纱及棉布进口量及占该关进口棉制品百分比

年份 棉花／担 占进口棉制

品百分比／％ 棉纱／担 占进口棉制

品百分比／％ 棉布／疋 占进口棉制

品百分比／％

１９２１ ２０８６３ ２１９０ ３３５６２ ６０８４ ２０２５９ ８８８

１９２２ ９５４４ ２９７２ ３６６９５ ５８５６ ２６５００ ８４７

１９２３ ７３５５ ３１６０ ３１７９８ ５３４５ １２６４９ ８９５

１９２４ ５７２８ ４４３１ ２６７５２ ６１４９ ２３１１５ １００４

１９２５ ８５７２ ４９３５ ３６５３２ ６９５６ ３２１３０ ９１６

１９２６ ８２０３ ４０５９ ２２９５５ ６６２５ ２６３５２ １０７７

１９２７ ７３２６ ３９８５ ３０１０４ ６０６８ ８３３６９ ８４２

１９２８ ４４８９ ３６８０ ２５７９５ ５６２０ ９３７３４ ６２２

１９２９ ７３７４ ４１９５ ２７２０１ ５９４０ ３９０３７ ７１９

１９３０ ７２０１ ３４２３ ２０９２７ ６３６３ ３１４９９ ６７７

　　注：根据 《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９２１—１９３０年腾越关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由于交通便利以及云南境内消费群体的差异，
腾越关开埠后，印度和英国的机纺棉纱通过缅甸转

口进入云南的数量逐渐增加，保山、大理、昆明等

地区的人民开始用印度和英国机纺棉纱织布，直接

拉动了腾越关棉纱的进口。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年），腾越关海关报告记载： “总数内系有八成为

棉花及棉花制成之货，所占本口第一大宗货物即系

棉纱。”［２６］腾越关进口的棉纱中又 “以印度棉纱为

大宗进数”。［２７］

经腾越关销往缅甸的丝织品，主要是四川产的

黄丝。据 《云南对外贸易近况》记载：“黄丝产于

四川，本省不过居于转运地位。但黄丝出口对于腾

越关占出口百分之八十，对于全省占出口百分之五

十七。”［２８］可以说，腾越关 “出口货之增进，殊堪

重视，其故多由于出口川丝之膨胀”。［２９］光绪二十

八年 （１９０２年），腾越关 “出口土货共估值价银十

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二两，内有四川黄丝四百三十二

担，估值价银十万七千九百两，以百分计之，该丝

即占七十三分”。［３０］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年），经腾越
关出口的土货中 “内有四川土丝一千三百十四担，

即占全货价值十分之七”。［２４］４７４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
年），腾越关出口 “四川黄丝占出口贸易估值百分

之六十九”。［７］８１６

１９１１—１９２０年腾越关出口的丝织品主要有生
丝和丝绸两大类 （见表６），其中，以生丝数量最
多，而且出口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１９１１年从
腾越关出口的生丝数量尚不足 １０００担，到 １９１９
年增到３８４６担。腾越关出口丝绸的数量呈不断上
升趋势，１９１１年仅有 ２担出口，１９２０年达到 １５
担，但是数量远不及生丝。

６０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４月

①《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９０２—１９４１年腾越关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表６　１９１１—１９２０年腾越关丝织品出口统计

年份

出口丝织品种类

　　　　　生丝　　　　　 　　　　　丝绸　　　　　
数量／担 价值／两 数量／担 价值／两

出口丝织

品总值／两
出口土货

总值／两

出口丝织品占

出口土货总值

百分比／％

１９１１ ８３３ ２９１５５０ ２ １１００ ２９２６５０ ５５６８８０ ５２５５
１９１２ １３１４ ４５９９００ － － ４５９９００ ６８２０００ ６７４３
１９１３ １５３６ ５０６８８０ － － ５０６８８０ ７３０００ ６９４４
１９１４ １１６６ ３９１０００ ４ ２０００ ３９３０００ ５６２０００ ６９９３
１９１５ １３５２ ４５２８８０ １３ ８０５５ ４６０９３５ ７４７０００ ６１７０
１９１６ １４４５ ４３２１２０ ８ ５６００ ４３７７２０ ６２８０００ ６９７０
１９１７ １８３３ ６３２５４０ ３ ２４００ ６３４９４０ ７６４０００ ８３１１
１９１８ ３１８３ １２７１０８２ ５ ４２６１ １２７５３４３ １４２５０００ ８９５０
１９１９ ３８４６ １７２００３１ １４ １２８１５ １７３２８４６ ２０２９０００ ８５４０
１９２０ ２５７８ １２４４４４０ １５ １３９３０ １２５８３７０ １６０５２８０ ７８３９

　　注：根据 《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９１１—１９２０年腾越关贸易报告》统计所得。

　　笔者又据腾越关海关报告统计，１９０２—１９４１

年４０年间，从腾越关出口的生丝占腾越关出口土

货总量的达 ９０％以上有两个年份，即 １９３３年达

９４％，１９３６年高达９８％，占８０％～８９％的有１３个

年份，占７０％ ～７９％的有７个年份，占５０％以下

的仅３个年份。可见，生丝是经腾越关出口东南亚

商品中的最大宗货物。

总之，腾越关是滇缅贸易的重要商埠，也是云南

与东南亚丝棉贸易的主要口岸，其跨国互补贸易特征

在云南三关中最为典型。考察腾越关进口商品种类比

例构成，棉纱、棉花和棉布约占该关进口洋货总值的

７０％以上，一些年份甚至超过９０％．经腾越关进口的

棉制品中，以棉纱为最大宗，其次为棉花，棉布的进

口数量最少。生丝为该关主要出口商品，每年生丝出

口额约占该关出口货值的７０％以上。

五、余论

近代学者李生庄在 《滇缅交通线刍言》中有一

段论述，恰恰从跨国区域互补贸易视角探讨了云南

与东南亚丝棉贸易的定位：“云南无论从农业、工业

各方面说，总是生产落后的省份，但云南 （尤其是

腾冲）却能以商业的转运立场，造成一有利的机会，

事实上单以进口中成宗的三两种货品言，可得如下

的数目字：黄丝输出总数，每年为一万五千包；花

纱输入总数，每年在两万驮以上。黄丝的来路，以

四川为大宗，其次则江苏丝也，经由云南运缅。又

自缅入滇之花纱，不仅销在云南，还销到四川、贵

州去。这事件告诉我们的是：过去的滇缅贸易关系

不能说它不涵有国际性的意义。今后倘若云南的生

产建设果有发展的希望，那滇缅贸易之必然进展至

高度之国际性的价值，可说是毫无疑义。”［３１］

近代云南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云南与东南亚跨

国贸易区表现为双扇型空间结构特征，逐渐融入东

南亚国际交通网络及日渐扩大的世界经济体系，而

云南与东南亚之间具有代表性的丝棉贸易成为跨国

互补贸易模式的典范，形成港口———海关———腹地

跨国区域经济。考察近代云南三关与东南亚丝棉贸

易规模，腾越关的丝棉进出口量最大，成为跨国互

补贸易的典型，其次是蒙自关，思茅关最小。云南

三关开放以来，由东南亚输入的棉制品来源国家增

多，种类日渐丰富。就输入云南的洋纱而言，主要

来自印度、日本、越南、英国等，以印度棉纱最多。

近代云南进口棉布主要产自英国、意大利、日本、

法国、瑞士、美国等。云南进口棉制品除棉花、棉

纱、棉布三种类型，还有其他日本、英国等国织造

的面巾、手帕、棉毡毯等棉制品。云南向东南亚等

国家出口的黄丝主要来自四川，一部分来自江苏。

由此可见，以丝棉贸易为特征形成的云南与东南亚

跨国贸易区的外延扇面不仅包括了整个东南亚，甚

至延展到南亚、东亚、欧洲、美洲等。经云南三关

进口的棉制品被运往云南各地销售，还有部分销往

贵州、四川等省份和地区，扩大了丝棉贸易市场和

销售网络。总之，由于丝棉贸易规模之大、影响之

深，使得近代云南与东南亚，尤其是与缅甸之间的

贸易不再是一条以外销丝绸为主的 “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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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具有跨国区域经济特征的 “丝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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