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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渗

透，使云南被动成为中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而云南人民积极应对，不断通过自身

努力变闲境为顺境，化危机为转机，在极其闲难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主动对外

开放.将云南建设成为中国西南对外开放的中心。在近代云南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充分利

用地缘优势，将近代南亚、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近代交通条件幣介纳人自身对外开放

格局之中，形成了以各个商埠为支点，以两条近代交通干线为支撑，三个中心集镇群

为纽带的层级开放体系；形成了主要面向欧美市场，外联内引的开放嘲通道经济发展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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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近代中国沿边开放的代表性区域，是中国西

南对外开放的枢纽地带。当下是近代的直接延续，在中国正在实施“向西”开放，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的大背景下，回顾近代云南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总结近代云南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应该说可以为当下

云南的对外开放提供诸多的启示与借鉴。

一、被动与主动:近代云南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

(一）不得不为：近代云南的被动开放

近代云南最初的对外开放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

1.门户洞开:近代云南三关的被迫开放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不平等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云南对外开放被迫提上议事日

程。1887 年 6 月 26 日，中、法在北京签订《续议商务专条》，其中的第 2条明确指出：“两国指定通商

处所广西则开龙州，云南则开蒙自。缘因蛮耗系保胜至蒙自水道必由之路，所以中国允开该处通商，与龙



州、蒙自无异。又允法国任派在蒙自法国领事官属下一员，在蛮耗驻扎。”由此法国达到了从云南打开中

国大门的目的。1889 年 8 月 24 日，蒙自设立海关，正式对外开放。

继蒙自之后开放的便是思茅口岸。在开放云南上，法国占了先机，英国心有不甘，于是借口“马嘉理

事件”试图强迫云南对英国开放。1897 年 2 月 4日，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确定思茅对英、法共

同开放。

近代云南三关以腾越关设立最晚。1875 年，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要求在云南通商，清政府迫于无

奈，于 1876 年在关于议结马嘉理案件的《中英烟台条约》中答应了这一要求，英国选定以滇缅贸易集散中

心腾越为理想的开放地。但后因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在腾越设领之事不得不向后推延。直至 1901 年

底，英国才从缅甸来到腾越，确定办公地点后，于翌年 5月设立腾越海关，正式开放。

三关开放，门户洞开，对云南造成很大的利权丧失。一方面，由于海关为外人控制，关税不能自主，

对外贸易不得不受人左右;另一方面，三关开放后大大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进口货物大多高附加值的机

制产品，出口货物绝大部分为附加值极低的原材料，云南失去了对外经济的自主权。

2.欲迎还拒:滇越铁路的修筑

云南山高谷深，地理环境极其复杂，向来以交通不便而著称，并成为制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

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善交通、发展现代交通云南应该是有着迫切的需求的。但是，云南第一条现代化

的对外运输通道——滇越铁路却是在不受云南人欢迎的情况下兴建的。这是因为，滇越铁路的修筑权与经

营权均不在我。

1897 年，清政府同意法国国家或指定的法国公司修筑自云南界起至昆明的铁路，以使其与越南境内的

铁路相接，从而使法国人搜取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

由于滇越铁路的“侵略性”特征，曾一度受到云南人民的抵制，迫使路线向城东不经过蒙自。1910 年

，滇越铁路全线修成通车，云南开始进人新式交通时代，极大地缩短了云南对外交往的“时间”距离，促

进了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滇越铁路更是法国掠夺云南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大量的洋货倾

销云南，对云南原有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另一方面，由于运输能力提高，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云南资源

的掠夺，滇越铁路通车当年大锡外运即比上年增加 50%;而法国铁路公司又常常在运营中随意提高运价，以

此榨取高额利润。从而使滇越铁路这条对外开放的大通道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把开放之剑，又是一把侵略之

剑。

(二）应势而变：近代云南的主动开放

1.主动而为：自开昆明为商埠



从 1898 年总理衙门奏请开岳州、三都澳、秦皇岛为通商口岸开始，中国掀起了一股自开口岸的大潮。

在这一背景之下，云南地方士绅积极筹谋昆明的开放。1905 年，云南士绅、翰林院编修陈荣昌等禀陈云南

巡抚丁振铎，请将昆明开为商埠。这一请求得到丁振铎的支持，其于同年 3月 17日将这一提议上奏朝廷。

昆明开埠符合清廷“广开口岸”之初衷，故很快得到朝廷批准。

1910 年，云贵总督李经羲拟定《云南省城南关外商埠总章》，确定开放区域：以“东起重关，西抵三

级桥，南起双龙桥，北抵东门外桃源口”作为商埠。昆明由此正式开埠。

2.主权在我:商办个碧石铁路的修筑

1909 年滇南绅商倡议由民间集资，以商办形式修建一条由个旧到蒙自、建水、石屏的民营铁路与滇越

铁路相连接。1915 年，云南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成立，个碧石铁路正式动工。1921 年 11 月，全长 73 公里的

个旧到碧色寨段完成通车；1928 年 10 月，再完成 61.5 公里，延伸至建水；1936 年，建水至石屏 48 公里

建成，个碧石铁路全线贯通。个碧石铁路从开工修建到全线竣工，前后历史时 22年之久。由此可见在当时

的条件下，民营资本创办铁路的艰辛，足以反映出云南人民为求开放而不折不挠的精神。个碧石铁路是中

国第一条商办铁路，使云南历史上第一条由云南人自主经营的铁路。建成后，个旧大锡出口可以直接利用

铁路运输出口，出口数 M增加，铁路所经地方物资交流大为便利，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3.时局使然:抗战时期云南的对外开放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我国大片国土沦丧，我国沿海、沿江港口逐渐落于日本人之手，云南成为

西南大后方一条主要的国际通道，全国商品的进出都通过云南进行，云南在全国对外贸易格局中地位，—

时无出其右者。

1938 年，粤汉铁路中断，更多商品的进出口不得不经滇越铁路进行，滇越铁路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

要路线。1939 年，滇越铁路货运量 32 万吨，为通车时的 3倍，这是此前不曾有过的。1940 年，日本占.

领越南，滇越铁路被截断，于 1938 年建成的滇缅公路开始成为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交通线，云南对外贸

易只能依赖此路进行，“沿途运输，日夜不绝”。

1942 年，滇缅公路又被日本切断，为了打通新的对外通道，中、美、英三国商定开通从印度至中国云

南和四川的“驼峰”航线，主要承担对日作战的急需物质和人员往来的任务，也运送部分的商品。从 1942

年 5 月到 1945 年 8 月，经驼峰航线从印度运人物资 50089 吨，从我国运出物资 222472 吨。

因空运力量有限，1942 年 12 月开始修建中印“史迪威公路”，1945 年 1 月完成通车。1945 年 2 月 5

日，经史迪威公路首批运载货物的汽车抵达昆明，云南对外贸易路线在滇缅公路中断后又得以恢复。

尽管驼峰航线和史迪威公路在云南对外贸易方面的作用有限，但云南对外贸易能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

境中没有中断，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两条“生命”运输线。



二、生成与演化：近代云南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在被动与主动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近代云南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对外开放格局。

(一）近代云南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1.以各个商埠为支点，以两条近代交通干线为支撑，三个中心集镇群为纽带的层级开放体系的构建

到 1910 年时，蒙自、思茅、腾越、昆明等口岸相继开放，滇越铁路已全线贯通，使近代云南（口）岸

（铁路)线结合、互为呼应的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云南多口通商，加上滇越铁路通车，越南海防港条件

优越并直通太平洋，缩短了进出口的时空距离，大大改变了传统的运输模式，滇越铁路成了云南乃至中国

西南通向东南亚、走向世界最便捷的通道，使批量化、规模化运输成为可能，云南进出口贸易额急剧增加

。

1938 年中缅公路通车，开辟了云南省境内第二条国际运输线，由此云南形成了以昆明为交通总汇的滇

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两条对外开放近代化交通干线，贯穿于滇云大地，成为以云南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对外开

放的重要交通干线。

滇越铁路的修建开通，打开了云南商业繁荣和近代工业化崛起的新局面，同时也成为近代云南城镇发

展的重要动力。此后，滇缅公路、中印公路打通，云南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在便利交通条件的推引下，

云南的近代化城镇发展进程大大加快。交通干线沿途所经地区，商旅云集，商业渐盛，许多商家开始组织

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办工厂、设公司，兴起了一批工商业城镇，形成了服务于面向西南开放需要的三个中

心集镇群。从地理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云南近代城镇是以对外开放的交通干线牵引来布局发展的。其一是

“滇越铁路”为主轴带动下的滇中和滇东南城镇群，这个集镇群的形成发展以滇越铁路为牵引，沿途有昆

明、个旧、开远、蒙自、河口等集镇，而以昆明为集镇群落之中心;其二是沿“滇缅公路”干线兴起和发展

的滇西城镇群，该集镇群以滇缅公路为脉络，沿线有下关、保山、腾冲、芒市、畹町等集镇，由下关承担

联络中转集聚的中心功能;其三是“滇川藏印”国际运输线带动下兴起的滇西北城镇群，这条以马帮驿运为

主要运输方式的跨国贸易线，横跨云南、四川、西藏而与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相交接，云南境内沿线

主要有鹤庆、丽江、中甸、维西、永宁等集镇，而丽江则成为面向滇西北、川西南、藏东南等广大区域的

主要中心集镇。

综上所述，就云南对外开放的发展特征而言，是以五个商埠为支点，以两条干线为支撑，以三个中心

集镇群为纽带，彼此互为呼应、功能分层有序、区域辐射牵引明显，共同组织服务于对外贸易需要的对外

开放层级体系。这样的开放格局使得云南整体既能融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也使得云南的发展具有自

身较强的内生能力支撑。内外联动、区域互补、整体协同这样的一个区域开放格局，为近代云南面向西南

开放的辐射功能不断增强注入了源源不绝的发展动力。

2.充分利用近代南亚、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近代交通条件，将其整合纳入自身对外开放格局之中



云南充分利用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以及缅甸、印度、越南等国的近代交通线和运输工具，以马帮、汽

车、火车、海运等方式，开辟 f滇、藏、缅、印、越之间的海陆大联运。

英、法占领印度、缅甸、越南等国后，在印、缅、越境内修建了大量现代化的交通运输路线，试图通

过这些现代化的交通线作为侵人云南乃至中国的跳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英国的投资下，印度已

经建成铁路 3.4 万公里，在亚洲与其可以相比的只有日本。到 1914 年，缅甸铁路总里程达 1599 英 1。不

仅如此，缅甸境内的内河航运、公路运输也都有了质的飞跃，基本实现了向近代交通的转变，而缅甸仰光

至印度加尔各答建立了便捷的海上运输通道。

云南的对外开放和贸易发展是在充分利用殖民地国家的近代交通条件基础匕实现的。典型的例子是

1918 年丽江商人杨守其等人开辟了直接从西双版纳勐海经缅甸转印度到西藏的滇茶销藏新路线。此货运路

线具体是：由勐海以马帮驮运茶叶至缅甸昔卜，转火车运至仰光港，转海运至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又改装

火车至西里古里，冉装汽车至噶伦堡，最后由亚东进人西藏。这条路线主要借助了缅甸、印度境内方便迅

捷的近代交通，缩短了运输距离，降低 f滇茶销藏的成本，从而使滇茶藏销打开了新局面，促进了茶叶的

外销。

在近代云南对外开放发展进程中，云南人充分利用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以及缅甸、印度、越南等国的

近代交通线和运输工具，以马帮、汽车、火车、海运等方式，开辟了滇、藏、缅、印、越之间的海陆大联

运，开创了一条条传统与近代交通有机结合的新路线，充分利用英法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交通条件并将其

纳入自己的对外贸易格局中，为云南的对外贸易开辟了新局面。

3.主要囱向欧美市场，外联内引的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路径的形成

近代初期，受交通运输条件的制约，云南的对外交流受到很大局限。滇越铁路的通乍，无疑为万山锁

国的云南开辟了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滇路筑成，云南以丛山僻远之省，一变而为国际交通路线，匪但

两粤、江浙各省之物品，由香港而海防，而昆明数程可达，即欧美全世界之舶来品，无不纷至还（沓)来，

光燿夺目，陈列于市……”在云南开关之前，滇、藏、川三省间的传统三角贸易曾一度以康定为中心，以

便借助川康间大道沿长江而下，进入长江流域各对外通商口岸。但这时随着云南滇越铁路和对外通商口岸

的形成发展，改变了周边省区物资东流出境的传统格局，转而以云南为中心实现物资外运出境。曾经作为

滇、川、藏毗邻区物资外运中转中心的康定，因“滇商和藏商率取道盐井、昌都西而不经康定，使康定商

业一落 T•丈。”滇越铁路成为中国市场与英、法、美、日等资本主义国际市场联系的纽带，同时也成为云

南外联内引发展开放型通道经济的重要舞台，促进了云南和周边省区的近代经济发展。

云南进口贸易，对法(越）贸易一直居于首位，其次是美、英（缅）、德、印度、日本。据民国二十一

年(1932 年)美国驻昆明领事馆的报告:“美国对云南贸易，不过占云南贸易总数 20%，英国占总数 15%，德

、日占总数 5%，所余贸易之 60%，都在法人掌握中。抗 H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德国货输入增加，1935 年

德货输人占 f位，1936 到 1937 年法货输入又居首位，1939 年后美货输入跃居第一位。”进口物品有棉货

、金属矿砂、车辆船舶、杂项五金制品、机器及工具、米面杂粮、煤油、颜料、药品等，其中棉货输人为



大宗，并居进口物品首位，进口物品从开关初期以生活资料消费品转向逐渐转向如机器、车辆、车辆、汽

油、建筑材料等的生产资料消费品。输人商品的国家，不同时段有差别，但总体上都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

。

云南出口商品中以大锡出口为大宗，并成为云南经济命脉;其次是黄丝(大多数来自四川，其次来自湖

南、浙江）、羊毛，主要通过腾越关销往缅甸;第三位是牛羊皮，除了产自本省，大部分来自川、藏，第四

位是猪鬃、鸭毛、白蜡、麝香等;第五位是香料，第六位是茶叶。云南出口贸易表现出明显的指向性，大宗

货物一般输往欧美发达的国际市场，如 1933 年〜1938 年 5 月，云南大锡销往纽约的只占 11.27%,而 1940

年，美国给中国的“滇锡贷款”中，规定以“滇锡偿还”，云南 1940 年出口大锡 5.2073 万公担，几乎全

部销往美国；1936 年到 1939 年，云南钨锑基本都是由香港转运到英、法、德，1940 年中美签订“中美钨

砂借款合同”，自此云南的钨锑基本出售给美国;皮革主要销往日本和美国；生丝为对缅出口商品；猪鬃主

要销往美国；桐油的出口量一直剧增，1939 年“中美桐油借款”规定以油还债，当年出口的 80%都运往美

国。1939 年以后，美国跃升为云南对外贸易的主要国家(见图 1)。

从表 1可以看出，云南对外贸易不仅涉及周边国家，还充分利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其作为面向世

界市场的中转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相联系，出现了近交圈东南亚、南亚和远交圈欧美发达国家的远近



有机结合的贸易格局。

云南对外开放是以面向现代化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为主要指向的，即从贸易的角度不管是进 U还

是出口，更多的是与西方欧美发达国家舍密切联系。利用自身方便快捷的近代夂通干线，充分发挥聚合吸

引效应，将世界市场与中国内地物资出口有机整合串联在一起，从而通过对外的开发和内向联系互动来促

进自身现代化对外开放进程，应该是近代云南发展中一个重要途径，产生了极强的带动效应。

(二）云南成为近代西南对外开放的中心

以上开放格局形成，实际上使云南成为西南对外开放的中心，这一“中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1.云南是中国西南近代化对外交通网络的中心

1903 年，清政府与法国《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签订后，法国攫取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

打开了从越南进入云南的国际通道。1910 年滇越铁路通车，由此掀开了云南借助现代化交通条件走向开放

、走向国际市场的序幕，云南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由此进人了新的发展阶段，掀起了新的发展热潮。抗日战

争爆发前后，云南逐步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先后修筑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开辟了驼峰航线

等空中交通运输线以应对日本对中国海陆港口的封锁。这些交通干线的修建，缩短了云南通往内地及国外

的距离，促进了云南与中国内地以及东南亚、南亚等国家间的经贸交流和发展，使云南较早接触到了西方

先进的工业文明。

近代以来云南交通干线的修建，突破了云南传统的马帮驿运交通运输方式，不仅修建了面向东南亚、

南亚的现代化铁路、公路，还开辟了空中航线，云南的交通条件逐步得以改善。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已经

是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管道运输“五运俱全”，标志着云南现代化交通网路体系格局基本成型。云

南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价值进一步得到提升，充分发挥了云南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南下西进的交通枢纽作用。

除云南外，四川、贵州、西藏对外经济交往，往往要以云南为通道，过境云南成为川、黔、藏对外贸

易的重要特征之一，云南在近代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过程中扮演着“大通道”与“桥头堡”的作用。

2.云南是中国西南对外贸易主要的中转枢纽

据统计:蒙自开埠当年仅仅 3个多月的时间，进口和出口总值即分别高达 62,300 和 87,629 海关两。进

、出口月均贸易额分别为 20,767 海关两和 29,210 海关两，次年即 1890 年进口和出口贸易分别为 466,089

海关两和 461,193 海关两，月均进、出口贸易 38,840 海关两和 38,432 海关两，分别为是上年月均 20,767

海关两和 29,210 海关两的 1.87、1.32 倍。由此可见，蒙自、思茅等口岸的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对外贸

易的发展。1910 年 4 月滇越铁路正式通车，是云南交通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和进步，也是近代云南的对外

开放和贸易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事件。它一方面加快了帝国主义对云南的殖民掠夺，另一方面也使



得云南对外贸易量迅速增加，贸易范围从周边省区逐渐扩大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输入和输出的产品

结构也在贸易交易中不断变化。出口额迅速增加，1910 年出口达 1366.8 万两，1912 年增至 2234 万两，占

全国贸易额的 2.6%，居西南和西北省市之首。滇越铁路通车到 1937 年，云南对外贸易额一直呈向上升趋

势。1909 年云南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1900 万元，到 1937 年为 7000 余万元;同期进口贸易总额由 1200 余万

元增至 3100 余万元；出口贸易总额由 700 余万元堉至 4000 余万元。如图 2所示：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各通商口岸全部沦陷，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海通道被完全堵死。

而此时云南南部滇越铁路可以通过越南海防港出海，云南西部有 1938 年建成的滇缅公路可以直达缅甸的仰

光港，西北有经丽江到西藏拉萨并进人印度的传统民间马帮运输通道。因此西南边聩的云南自然成为对外

开放的前沿阵地。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到 1945 年，作为战略大后方的云南，中央公司、地方公司和私营

商号蜂拥而至，云南对外贸易出现了少有的繁荣。这一时期形成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互补交易贸易格局，

使得云南在这一时期也保持了较好的贸易量，形成了较好的发展状态。据统计“1叩 7年云南贸易额达 7000

万元（国币，下同），1940 年达 9.6 亿元，1941 年为 32.2 亿元，1945 年为 45.2 亿元。”•如图 3 所示。

这一时期是近代云南对外贸易的黄金期，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有显著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在我国对外贸易

格局中处于核心位置。



四川产的生丝是近代云南出口仅次于大锡的大宗货物，主要供给印度和缅甸。1902 年到 1909 年，川

丝出口平均价值占总价值的 3.55%，1910 年滇越铁路通车后到 1937 年间，川丝出口平均价值已经占到总值

的 9.05%。川丝的主要出口通道是腾越关，每年经腾越关出口的货物以转口的四川生丝为大宗，年均输出

约占出口总值的 70%左右。出 U最多之年为 1936 年，达 4395 公担，约值 350 余万元，占出口总值的 94%。

云南省历来的生丝出口皆完全集中于腾越，使之成为该关占第一的出口货物。可以看出，云南已经成了四

川生丝出口的重要中转。出口物品中比重比较大占出口额第三位的皮革，主要出口美国和日本。皮革主要

产于云南、四川、西康，西藏地区，经过商帮或商人的收购、转运，最后通过云南各个关口转运到世界各

地。

云南的开关通商和境内外方便快捷的现代化交通，使得丽江成为云南面向川、康、藏、青等毗邻省区

的商贸中转枢纽。20 世纪 30 年代的丽江，“康藏及附近各地的出产物都屯聚到本县，商务方面已有很可

观的景象。”20 世纪 40 年代，丽江市场的辐射力更加突出，已经成为西康、西藏、四川等省物资出口的

重要中转港。1944 年前后，“康区每年经丽江运出的虫草约五百五十余驮，贝母及支贝年在二千五百余驮

，黄连五百余驮，秦艽六千余驮，大黄一万驮以上，喏香每年约出口八百余斤，猪芩一万五千余驮，黄金(

砂金、瓜金）出口总数达五千余两，康人所购回之物，除大量烟土外，即系茶糖铜器。”如此巨大数量的

康区物资经丽江运出，说明_江作为面向藏、川、康边区的中转屯聚功能之强。

现代化初始进程中的云南，以自身方便快捷的对外开放条件为优势，对于整个中国西南的资源外运产

生了极强“牵引吸附效应”，（见表 2)，成为西南地区的资源外运进人国际市场的纽带，而且也对西南各

省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图 2中可以看出，从 1909 年至 1937 年，云南对外贸易额不断上升。抗战军兴，云南作为抗战大后

方开放门户的地位突显，对外贸易更是飞速发展，1940 年 9.6 亿元，1941 年 32.2 亿元，1945 年已达到 45.2

亿元。云南成为后方物资供给的前沿阵地.全国的对外贸易基本集中在云南，云南成为中国当时主要的对外

贸易区，1932 年占全国总值的 0.87%，到 1936 年增加到 2.25%，云南在全国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总之，云南内接四川、贵州、广西、西藏，外联南亚、东南亚，并通过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直接与越

南、缅甸相连，从而为云南的中转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近代云南成了中国西南贵州、四川

、广西、西藏、甚至是湖南等省区对外开放门户和商品中转枢纽。

三、近代云南对外开放发展的历史启示

近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渗透，迫使云南走在了中国西南

对外开放的前面。云南人民积极应对，不断通过自身努力变困境为顺境，化危机为转机，在极其困难的条

件下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主动开放，将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对外开放的中心。本文在客观梳理云南对

外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对近代云南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进行了探讨，对近代云南对外开放格局的主

要特点进行了归纳，揭示出云南人民在近代历史背妖中突破被动开放的困难与局限，积极求变适应开放发

展的时代风貌。

回顾历史是为了关照现实，从历史到现实，我们应该认识到:特殊地理位置、特殊的历史发展环境和条

件，决定肴云南近代化进程体现出了有别于内地及沿海的对外开放发展之路。云南现代化进程是一种受外

源刺激而生成的由以往历史时期缓慢渐变式向近代突变式发展模式的转变。换言之，云南这样处于内陆边

境的省区.外源式发展动力的推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当前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

辐射中心过程中，或者类似于云南这样的内陆边刺咨区要深化开放，就更加需要通过中央与地方、国内与

国外多个层面做好顶层设计，上下联动，多向协同，充分合成拉动边賴优化开放格局和优势的推动力。具

体时言，有以下具体历史启示值得总结借鉴。

(一）发挥区位优势，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说与行动》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

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



型经济水平。对此，国家对云南的定位是:“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违设，打

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一定位非常准确，不仅

考虑到了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具有的地缘优势、历史基础、现实条件.也对近年来云南在国家对外

战略中所取得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中央确定:“一带一路”不搞新机制，要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现有的双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

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构建更加开放、更加广阔的国际合作平台。因此，西部大开发、“大通道”建设、“

桥头堡”建设、孟屮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政策与战略的实施，为云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创造了极为有

利的机制和平台。在这些战略和政策的带动下•近年来云南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也为云南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近代的历史看，云南既是西南对外开放的中心，扮演着西南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和大通道的角色，又

是中国陆 h连接东南亚、南亚的中心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云南的区位优势决定的。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云南同样可以甚至可以更好地发挥作为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节点的作用，因此，云南应该，

也只有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云南对外开放的发展。

(二）主动建构多点齐放、层级有序的对外开放格局

近代云南在被迫开放中之所以能主动求变，并在极其困难条件下为推动中国对外开放交流做出突出贡

献，并成为推动云南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云南形成了以昆明、腾越、河

口、思茅 5个通商口岸为支点，以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两条近代交通线为支撑，3个中心集镇群为纽带、

层级有序的对外开放整体格局。因此，今日云南的对外开放，一方面要在口岸布局建设上进一步重视沿边

与纵深地区合理布局、有机衔接联动的问题，充分借鉴近代云南以昆明为核心，其余 4个商埠为支点，中

心与沿边互动联动整体运动呼应开放要求和苫求的格局建设路径;二是要尽快实现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国

家间以航空、高铁、高速公路为纽带的现代化国际交通通道网络建设，为云南成为囱向西南开放交通枢纽

提供切实的支撑;三是要立足对外开放的实际需求和要求，进一步加快滇两、滇南、滇西北的区域中心城市

群建设，增强腾冲、河口等沿边口岸城市化服务能力，扶持大理、丽江、保山、景洪、芒市、蒙自等成为

各具开放优势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整体增强云南省城市 N际化服务功能和辐射能力。

(三）加强统筹与协调，增强云南与周边国家和周边省区合作发展的整体协同

近代云南对外开放的突破性发展，也还与周边国家和周边省区在交通、商贸、产业等领域有效融合发

展密切相关。借助缅甸、越南、印度等国在英法殖民化进程中近代化交通建设发展的契机，通过滇越铁路

、滇缅公路、滇缅印藏海陆联运等通道条件，有机纳入自身对外开放通道建构体系之中，才能让云南有实

力成为康藏、川黔等地向外出 u物资的必经之地、必借之道。因此，以史为鉴，云南的对外开放，视野不

能局限于云南，也不能囿于目前网络经济、空域经济对云南地缘优势的蚕食或冲击，而应该打开眼界，具

体细化与周边国家在交通、产业、商贸、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发展规划，主动强化沿边开放优势，推动云南

与周边国家就整体统筹充分合作发展，以便为中国西南优化对外开放创造更多更好的服务条件;另一方面，



云南也应该借助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内地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制定落实与周边省区的产业合作具体

发展规划，强化自身优特产业，增强优势特产业对于周边省区资源开发和产业合作的吸附能力、带动能力

和出口竞争力。

(四）对外开放与民族民生发展有机联动，共同发展

近代云南的对外开放发展中.带动了云南民族地区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改善

了民族地区生活物资补给方式和获得途径，从而促使大批本土民族商人队伍的产生和壮大，由此又促使着

云南对外开放的影响向更边远的山区腹地扩散波及，推动着云南各民族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参与性不断发展

，充分展现了云南对外开放与边賴民族发展之间的联动风貌和影响成效。今天的云南在党和国家支持下深

化对外开放要早日建成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就需要重视这个历史经验，将对外开放深人推动

与我国边疆及周边国家各民族民众的民生改善提高有机衔接起来，切实推动以民为本、惠及民生的对外开

放合作发展。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应是当前我国边耦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发展的重要指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