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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泛亚大通道建设,研究了泛亚大通道建设对云南金融业发展的作用｡指出泛亚大通道建设能增进云

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金融合作､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进程､促进云南金融业融资创新､带动云南保险业发展､加速云南

泛亚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引导云南金融机构合理布局,并分别从金融的聚敛资金功能､资源配置功能､转移风险功能和

提供便利化服务功能等方面分析了云南金融业发展对泛亚大通道建设的作用｡针对限制云南金融业发展的因素,提

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主要包括:构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深化人民币跨境结算服务､推进云南

泛亚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全面提升云南金融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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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泛亚大通道是云南“桥头堡”战略的重要支撑,是云南实现对内对外开通的重要通道,也是云南和周边国家实现贸易和投资

便利化的重要保障｡泛亚大通道建设是指对外构建连接东南亚､南亚,对内构建连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南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能

源管网､物流通道和通信设施,具体包括连接国内外的铁路､公路､水利､航空､电信､管道､电网设施,形成交通､物流､能源､信息等通

道｡因此,泛亚大通道的建设将衍生出大量投资､出口和政府购买,直接刺激云南经济的发展,而云南经济的发展又将促进云南金融

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云南金融业的发展能快速高效地为基础设施建设聚敛资金,从而支持泛亚大通道建设｡本文分析了泛亚大

通道建设与云南金融业发展相互作用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关系上｡Vickerman
[1]
研究了英法海峡隧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指出海峡隧道建设对周边地区的肯特､北加莱海峡和英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发挥着重大的促进作用；Growitsch､Wetzel
[2]
在研

究欧洲铁路是否存在范围经济时,通过应用数据包络分析超效率的引导模型,得出大多数欧洲铁路存在范围经济；Thoma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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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oghue
[3]
评估了隧道对包括盎格鲁—法国边境地区在内的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区域影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对基础设

施建设的作用上｡赵光洲等
[4]
指出,落后的基础设施会从多方面制约经济的发展,抑制进出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张霓

[5]
认为,银

行可通过创新信贷融资或证券融资,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周启蕾
[6]
指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大

量资金不足的问题,要想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投资基金来筹集资金,首先要培育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钟欣､刘钟钦
[7]
研究

发现,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具有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张鉴君
[8]
指出,金融资本和项目资本通过项目联系可改进产权关

系和促进产业高级化,因此金融在大项目中有着积极的作用；邹霞
[9]
指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

调整与优化；何文虎､杨云龙[10]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可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并认为当选择融资模式时应结合基础设施的盈利

性｡

国内外众多文献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并指出金融市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但很少有文献研

究基础设施建设对金融市场的作用｡现有文献一般较多地分析金融市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缺乏基础设施建设对金融市

场的作用分析,更没有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金融发展的研究分析｡

本文以泛亚大通道建设为背景,研究泛亚大通道建设和云南金融业发展的相互作用,主要分析了泛亚大通道建设对促进云南

金融业发展的作用,剖析了限制云南金融业发展的可能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云南金融业的相应对策和建议｡

2 泛亚大通道建设对云南金融业发展的作用

2.1 增进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金融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GMS)经济合作涉及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主要目的是为

了促进流域内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GMS经济合作主要以项目为主导,合作领域包括交通､能源､电信､投资和贸易等,主要由亚洲

开发银行向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由此可知,泛亚大通道建设涉及的国家包括 GMS 涉及的国家,泛亚大通道建设所涵盖的项目

均符合 GMS 的合作领域,因此泛亚大通道建设能促进 GMS 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推动我国云南省和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泛亚大通

道建设涉及大量资金,这就需要高效的金融市场来筹集项目资金,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共筹资金,从而加强各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同

时,由于融资的需要,将会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特别是亚洲债券基金,这是各国合作的主要方式,以此推动整个亚洲金融体

系的完善｡各国要加强金融合作,必须要有相应的金融服务｡云南的金融在全国都处于弱势地位,这必将催生云南省金融体制改革

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倒逼云南加快债券市场和各类投资机构发展,而这些都会促进云南金融业的迅速发展｡

泛亚大通道建设包括铁路､公路､航空､电信设施等各种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均涉及境内部分和境外部分,需要大量建设资金､

技术和人才｡因此,云南可利用与周边国家的各种合作机制,吸引周边国家的金融机构来投资或建立分支机构和引进金融人才服

务于泛亚大通道建设,从而促进本省金融业发展,增进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

2.2 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进程

在泛亚大通道各个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涉及中方投资于境外项目的建设和外方投资于中国境内项目的建设,从而导致资金跨

国流动｡例如中国对泰国的高铁援助,第一个层次是单纯的货物贸易,包括机车､车厢､信号系统､铁轨等轨道交通装备的出口；第二

个层次是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结合,包括铺设铁路与轨道交通装备以及整个铁路系统的货物贸易；第三个层次是对外直接投资,

即管理运营整条铁路｡由于大量跨国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必然会促进人民币的跨境流通｡

以往资金的跨国流动都要经历两次兑换｡如中国与泰国的进口贸易,中方企业首先要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再将美元兑换成

泰铢,最后通过金融业务交付给泰国出口商｡由于汇率的不稳定,两次兑换势必会给出口方或进口方带来风险,以致贸易难以开展｡

从 2004 年开始云南在边境实行了跨境人民币退税贸易,从 2009 年开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从贸易领域扩大到服务领域和其他领



3

域｡随着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领域的扩大,必然会对云南的金融服务产生很大的需求,这就要求云南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方式､创新

金融产品来适应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领域的不断扩大｡泛亚大通道建设刺激了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需求,促进了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降低了汇率不稳定风险,增加了云南省对周边国家的出口,同时增强了云南金融业在国际货币金融中的地位｡

2.3 促进云南金融业的融资创新

2012 年 8 月,国内东线玉溪蒙自铁路全线铺通,项目耗资 45 亿元；泛亚铁路东线重要组成部分蒙自河口铁路耗资 69.3 亿元,

而国内中线､西线铁路还未开始铺设；中老铁路建设预计耗资 70 亿美元,将从中国进出口银行全额贷款｡泛亚铁路项目仅是泛亚大

通道建设的一个项目,要完成泛亚大通道建设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因此政府资金不足是泛亚大通道建设的一个主要难题｡泛亚

大通道建设的资金短缺直接促进了融资创新,主要涉及 BOT､TOT､PPP 等｡BOT 融资模式是指建设—运营—移交,是私营企业参与项

目建设的一种方式,有利于降低政府财政困难；TOT 融资模式是指移交—经营—移交,它不需要投资方建设,避免了建设中的风险；

PPP 融资模式是政府部门和私人合作共建公共基础设施的一种模式,由政府和私人共担融资风险｡显然,泛亚大通道项目建设能采

用上述融资模式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此外,泛亚大通道建设能促进云南民营金融的发展｡我国存在民间资金过剩和民间资金得不

到有效利用的矛盾,如果使云南省民营金融机构参与泛亚大通道建设,一方面能为泛亚大通道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另一方面又

能使闲散的民间资金得到有效利用｡民营金融的发展对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具有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对云南金融体系起到补

充作用
[11]

｡

2.4 能带动云南保险业发展

在泛亚大通道建设过程中,云南不断推进铁路､公路､航空､水运､通信､电力网络､油气管网､物流系统等设施建设,这些项目建

设必然包含对资金､技术､人才､原材料等各种资源的需求｡据估计,如果将 100 亿元投资于铁路建设,对钢材､木材､石料､水泥等需

求有 38 亿元,对制造业需求有 20 亿元,修建 1km 铁路会产生 600 人的劳动力需求；轨道交通项目每投资 1 亿元,可拉动 GDP 增长

2.63 亿元,就业岗位至少增加 8000 个｡根据云南省“十二五”规划,用于铁路的投资额将不少于 1900 亿元,这对劳动力和资金的

需求是非常可观的
[12]

｡由此产生的资金需求会带动投融资类金融机构数量和大量从业人员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壮大云南金

融业规模｡另一方面,在这些大规模的建设中,投资方面临着巨大的工程建设风险和技术开发风险,从而催生保险公司开发建筑和

安装工程等保险｡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有大量国内外人员的参与,这些人员面临着医疗､伤残和死亡的风险,迫切需要保险公司

提供人身意外伤害险和配备各种附加风险｡在泛亚大通道建设中,还存在大量的原材料和货物在云南省与周边国家之间流通,因

此防范出口风险的问题将日益突出,这也要求保险公司对出口风险进行设计和开发｡由于泛亚大通道建设中各种风险存在,对保

险的需求会大大增加,对保险机构从业人员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因此会促进云南保险业的繁荣｡保险业作为金融体系和社会保

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支撑泛亚大通道建设的同时有效促进云南金融业的迅速与健康发展｡

2.5 有利于云南泛亚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泛亚大通道建设将会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跨境资金融通､和人民币跨境金融产品创新,促使昆

明成为人民币跨境金融服务中心,增强服务能力建设,有利于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和云南泛亚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泛亚大

通道建设加强了中国与 GMS 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中国人民银行和次区域各国人民银行的金融合作,促进双边或多边商业

银行的金融合作,使云南成为泛亚国际金融中心有了坚实的合作基础｡泛亚大通道建设会带动资金跨境流通｡为了保证境外人民币

能存入云南省的境外分支机构,满足那些拥有人民币又渴望升值的人们的需求,扩充境外人民币流通规模和促进人民币的跨境流

通,必然要求云南在周边国家设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或分支机构的附属机构,这对云南建设成泛亚国际金融中心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此外,泛亚大通道建设所需资金可吸引东部与周边国家的银行机构､保险机构､证券机构､信托投资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聚集于

云南,从而为泛亚大通道建设提供资金和规避风险,有助于云南成为泛亚国际的金融中心｡

2.6 引导云南金融机构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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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发展程度上看,我国东中部地区比云南发达,云南又比其周边国家发达,因此我国东部发达地方向云南进行转移产业,

同时云南向周边国家转移产业将成为可能｡泛亚大通道的建成对内将连通广州､上海､杭州､重庆等发达地区,对外将开辟越南､老

挝､泰国等周边国家的通道,为云南承接我国东中部发达地区的产业并向周边国家转移产业提供现实基础｡一方面,国内泛亚大通

道的建成将会降低东中部货物运输到云南的费用,有利于东中部产业向云南转移；另一方面,云南具有低成本的劳动力､能源､原材

料等优势,在国内泛亚大通道建成后,将会促进云南对我国东中部产业的承接,有利于云南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同理,在国外泛

亚大通道建成后,云南可发挥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把优势产业转移到周边国家,同时引导金融机构为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企

业“走出去”提供出口信用保险等各类保险和信贷服务,进一步推进投资便利化,建立外资和境外投资绿色通道｡

我国东中部发达地区在向云南转移产业,同时云南向东南亚和南亚等周边国家转移产业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

对资金的大量需求,新承接企业对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13]
,人才､技术､物资的转移对金融机构数量和人员的大量需求,必将引导

云南金融机构合理布局,增强云南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提升云南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

3 云南金融业发展对泛亚大通道建设的作用

3.1 为大通道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在泛亚大通道建设过程中,由于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仅依靠政府或私人是无法顺利完成项目建设的｡金融市

场具有聚敛资金的功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即金融市场通过吸收存款把社会上闲置的小额资金聚集起来,用于单个企业不能完

成的大项目建设,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云南金融市场的完善有利于聚敛资金速度和效率的提升｡在泛亚大通道建设过程中,

项目建设者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大量资金:①在债券市场发放债券或在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聚敛大量资金；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借款,包括向保险机构借款,因为保险机构靠保险费吸取了大量的闲置资金；③对无力购买的大型设备,项目建设者可通过金融机

构融资租赁等融资手段获取设备的使用权；④通过政策性银行获得资金,如向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申请贷款｡通过这些融资

手段,企业可迅速筹集大量资金用于大通道项目建设,降低项目由于缺乏资金而停建的风险｡

3.2 提高大通道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

金融市场能提高泛亚大通道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来实现的｡即资源往往从效率低的部

门流向效率高的部门,使资源在最有效率的或效用最高的部门中使用,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在泛亚大通道建设过程中,可通

过资金流动带动资源流动,如优先为那些急需开工的项目分配资金,或将项目建设资金从效率低的部门转向效率高的部门｡随着

资金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人才､物资､信息､机器等资源也随之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如果云南金融市场越发

达,那么资金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的速度就会越快,资源配置的效率和速度将会同时得到提升,使泛亚大通道建设能及

时获取所需资源｡

通过挖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如发行股票､证券､债券等,集聚大量分散的资本,有利于推动个体因财力不足而无法完成

的大型项目建设,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资本市场上,资源通过价格信号在不同行业中实现有效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

泛亚大通道建设｡

3.3 降低大通道建设的不确定性

金融市场具有转移风险的功能,因此能降低泛亚大通道建设的不确定性｡在泛亚大通道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

将直接影响泛亚大通道的建设进程｡如在铁路建设中工人可能面临着受伤或死亡的风险,如果赔付大量钱财,必然会对项目资金

造成影响,因此项目建设方可通过购买保险来解决泛亚大通道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人员伤亡理赔等事宜｡同时,在泛亚大通道

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固定设备出现故障的风险,尤其是以大量资金购买的设备,如果出现故障,不但影响泛亚大通道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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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会造成资金短缺｡同样,如果金融市场能提供相应的保险支持,那么项目建设方只需承受少量的保险费用就可将风险转移给

保险机构｡此外,在泛亚大通道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其他各类风险,如果针对每种可能发生的风险保险机构都设计了相应的保险,

就能解决项目建设方的后顾之忧,降低泛亚大通道建设的不确定性｡保险机构是否针对每种可能发生的风险都设计相应的保险,

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随着云南金融市场的发展,最终将会促进保险机构推出各种形式的保险服务业务｡

3.4 有利于节约大通道建设成本

在泛亚大通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投资和贸易,如果这些投资和贸易按照传统方式进行支付,不但会给双方造成结算不便,

而且可能因为汇率变化使一方遭受损失,增加泛亚大通道建设成本｡随着云南金融市场发展,如云南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出现

和昆明人民币跨境金融中心服务的建立,使人民币在云南省与周边国家的服务､贸易等领域进行小范围的结算,有效简化了支付

过程和支付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与周边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活动,支持了泛亚大通道建设的顺利进行｡如果云南能在周

边国家建立云南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为周边国家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人民币金融服务,使境外投资者能直接使用人民币对铁路､

公路､电信设施等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必将促进泛亚大通道的顺利建设｡

4 发展云南金融业的对策与建议

4.1 构建与 GMS 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

泛亚大通道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GMS各国的金融合作,如对泛亚大通道建设资金的需求,GMS各国可通过加强金融合

作共同筹资,但由于云南金融基础设施落后,金融市场还不能完全提供泛亚大通道建设所要求的相关金融服务,泛亚大通道建设

对 GMS 各国金融合作的促进作用将十分有限｡

为了给泛亚大通道建设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云南应改革和发展云南金融业,积极构建与 GMS 经济合作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

系｡应做到:加快金融产品创新速度,引进高级金融人才,完备金融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善的投资市场,促进区域内投资规模

和范围等｡此外,云南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尤其是与 GMS 的经济合作｡首先,云南应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周边国家银行来云南

建立分支机构,并通过相互交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应鼓励云南银行业走出去,在周边国家建立分支机构,为泛亚大通道

建设涉及的投资和贸易服务
[14]

｡

4.2 深化人民币跨境结算服务

在泛亚大通道建设过程中,涉及云南与周边国家的双边投资､贸易和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币的跨境结算和促进

人们币的区域化进程｡然而,由于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和人民币跨境结算服务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限制,泛亚大通道建设对人民币

区域化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

人民币跨境结算有利于泛亚大通道的顺利建设,减少泛亚大通道建设中的摩擦｡为了深化人们币跨境结算服务,应做到:①帮

助云南省内银行完善与周边国家银行跨境人民币金融结算模式,搭建服务平台,促进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提高人民币跨境资金

融通数量,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积极创新人民币跨境金融产品,不断增进与周边国家金融机构的合作｡②不断增加云南跨境人民

币结算的企业数量,同时直接接受对方国家的货币支付｡这样有利于简化结算手续,提高双边贸易和投资量,储存一定数量的外汇｡

③云南应积极利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人民币债券市场,开创另一种融资方式｡④在对周边国家投资或捐赠物资时,直接利用人民

币投资或捐赠,增加人民币的影响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展[15]｡

4.3 推进云南泛亚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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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亚大通道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云南成为泛亚国际金融中心,但由于云南金融市场与周边国家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不

深,云南要成为泛亚国际金融中心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因此,以泛亚大通道建设为契机,推进云南泛亚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首要

任务是加强云南金融市场与周边国家金融市场的联系｡首先,要积极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加强与 GMS 国家的金融合作,鼓励云南

金融机构“走出去”,积极引进境外金融机构“走进来”；其次,鼓励发展华人资本,吸引华人金融机构进入云南,集中力量发展华

人金融；第三,规范法律法规,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引导民间金融走向规范；第四,建设云南泛亚国际金融中心,大力防范金融风险

的发生,建立风险防范体系,加强市场监督能力｡建立泛亚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发挥好昆明人民币跨境金

融服务中心的作用,才能建立 GMS 金融中心｡

4.4 全面提升云南金融业服务能力

相比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云南金融市场服务能力相对较落后,在泛亚大通道建设中,落后的金融市场服务能力限制了金融

市场的发展活力｡因此,云南应采取各种措施增强金融系统的实力,为泛亚大通道建设聚敛大量的资金｡首先,政府应制定各种利好

政策,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为泛亚大通道建设中的铁路､公路､油气管网､电信设施等基础设施提供信贷支持；其次,积极开拓各种渠

道,引导境外人民币资金投入到大通道建设中；第三,向大中型企业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和发行债券；第

四,鼓励云南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第五,支持企业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业务转移风险；第六,积极引进境内外的保险机

构在云南设立分支机构,引导它们开展跨境贸易保险业务｡以上措施不但有益于云南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提升保险市场

在云南的地位,还能增强云南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从而全面提升云南金融业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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