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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印贸易的历史与发展前景

陈  茜   黄  涓
(云南省国际贸易研究所  云南民族学院外语系, 云南#昆明 650031)

  摘要: 滇印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 本文通过对滇印贸易的简要回顾, 指出了滇印贸易的发展前景, 对促

进我省的改革开放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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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 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的对外门户, 在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南

亚各国的通商往来中, 起着重要的交通要道和桥梁作用。云南和印度的贸易有着悠久的历

史, 早在公元前 4世纪, 四川、云南就和缅甸、印度发生了贸易关系。汉、晋以来, 由川、

滇通往缅、印的这条古老的商道, 成为我国南方的一条陆上丝绸之路。19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 30年代, 印度和云南的现代工业、交通运输、商品生产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贸易往来

也随之扩大, 印度在云南的进出口贸易中, 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是主要的贸易对象国。当

前,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 云南和印度的经济贸易合作, 已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发展滇

印贸易和经济合作, 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 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古代的滇印贸易

  据印度史书 5政事论6 和 5摩奴法典6 的记载, 早在公元前 4世纪时, 四川的丝绸和丝

已运销到印度, 并已通过印度转销到西亚和欧洲。公元前 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 在

大夏 (今阿富汉) 见到了蜀布、邛竹杖。[ 1]由此可见, 在两千多年以前, 川、滇、缅、印这

条古老的商道, 已是南方的一条陆上丝绸之路。1956 年从晋宁石寨山发掘的西汉滇王墓葬

群中, 发现了印度的琉璃珠和海贝, 这是云南和印度通商的一个可靠证据。自汉武帝为通身

毒 ( 今印度) 道, 加紧对云南的开发, 于元封二年 (前109) 设置益州郡, 汉明帝永平十二

年 ( 69) 设置永昌郡, 永昌郡 (今保山、德宏地区) 就是四川、云南通缅甸、印度的交通要

道, 永昌郡也是我国西南一个重要的陆路对外通商口岸。5后汉书#哀牢传6 和晋代常璩的
5华阳国志#南中志6 记载, 永昌郡出产的琉璃、轲虫 (海贝) 系来自印度, 永昌郡有身毒之

民, 应是当时经商而来的印度人。唐宋时期, 云南地方政权南诏国、大理国和印度的大秦婆

罗门国 (今阿萨姆)、孟加拉国的小婆罗门国 (今吉大港附近) 等均有贸易往来。唐代樊绰

的 5蛮书6 和唐代贾耽的 5边州入四夷路6, 对通往缅、印的交通道路都有记载, 并说 /交
易之处, 多诸珍宝, 以黄金、麝香为贵货0。直到元明时期, 海贝仍然是云南的一种流通货

币。从总的情况来看, 古代的滇印贸易, 主要是丝绸、琉璃等贵重物品, 其数量和价值都不

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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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的滇印贸易

  近代的滇印贸易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开展的, 英帝国于 1849 年吞并印度, 1886

年侵占全缅甸, 从此, 印、缅两国均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国则自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为了掠夺资源、扩大商品市场、获取更大利润的需

要, 发展了当地的工业和现代化交通。在印度, 从加尔各答到阿萨姆东北流萨地亚 (中缅印

边境) 的东孟加拉铁路于 1862年开始修筑, 1884 年全线通车, 全长 3227 公里。在缅甸,

仰光至密支那的铁路, 1899 年全线通车, 长 1173公里, 曼德勒至腊戎铁路 1903 年建成,

长 291公里, 仰光至八莫的伊洛瓦底江内河航运 1404公里通航轮船。作为中印贸易起连接

作用的仰光至加尔各答 1248公里, 通航海轮。在云南, 昆明至越南海防的滇越铁路于 1910

年全线通车, 长 850公里, 昆明至缅甸腊戎的滇缅公路 1939年建成通车, 长 1146公里。由

印度阿萨姆铁路线上雷多经缅甸到中国与滇缅公路汇合的史迪威公路, 长约 700多公里。在

工业方面,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 破坏了东方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英国先从印度

进口棉花, 对印度出口洋纱、洋布, 使大批手工业者破产, 当英国吞并印度后, 才在印度建

立棉纺工业, 到 1876年, 印度的动力纱锭达到 100万锭以上。[ 2]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日益

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这就构成了近代滇印贸易的经济基础, 使滇印贸易推进到了一个新的

发展是时期。

  19世纪末叶, 云南对外通商以来, 印度在云南的对外贸易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在进

口方面, 30年代以前, 印度棉纱是云南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占进口总值的首位。

  印度棉纱主要从滇南蒙自和滇西腾越两条运输路线进口, 早在蒙自开关通商以前, 印度

棉纱就经由广西北海进口, 由南宁、百色、广南运到昆明, 用马帮驮运, 全程共需 54天,

据 1889年创设蒙自关第一次报告中称: /当时北海关代理税务司毛司氏估计, 经过北海关之

云南贸易, 进口棉纱达海关银 100万两。0 [ 3]蒙自开关后, 1890 年进口 12060担, 值海关银

261672两, 占进口总值的 5611%。据 5蒙自县外贸志6 根据蒙自海关统计资料的计算, /从
1890年到 1924年, 蒙自关进口棉纱以印度纱占首位, 据 32年的资料 (缺 1891 和 1892年

数字) , 共进口棉纱 2974045担, 其中印度纱 2474186 担, 占棉纱进口总数 8213%, 开关初

期, 几乎全是印度纱。0 [ 4]腾越一路, 早在开关以前, 已有大批马帮驮运棉纱进口, 但到开

关以后才有统计资料可查, 据腾越关税务司英国人聂必迩光绪三十二年 ( 1906) 腾越关商务

报告中说: /查洋货进口, 共值关平银 1443216两, 去年则有 1747820 两, 总数内有八成为

棉花及棉制品。所占本口第一大宗货物即系棉纱。去年估值在 849089 两, 本年则减至

606767两。0 据此, 棉纱在腾越关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例, 1905 年为 4816% , 1906 年为

42%。在 30年代以前, 缅甸尚无动力棉纺工业, 缅甸归英国的印缅总督管辖, 印度棉纱垄

断了缅甸市场, 腾越关进口的棉纱都是印度纱转口。

  印度纱的进口, 滇南一路除本省蒙自、昆明、曲靖、玉溪、昭通等地销售外, 还销到四

川南部和贵州西部, 滇西一路除本省滇西地区外, 还销到四川西昌、雅安等地。1910年滇

越铁路通车后, 进口成本降低, 销路更是大增, 1910年全省印度纱进口 92300担, 从 1912

年到 1920年的 9年中, 全省棉纱进口 1317317 担, 其中印度纱 1054635担, 占进口总数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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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 我国工业趁机发展, 特别是纺织工业发展很快, /民国三
年 ( 1914) 至十四年 ( 1925) 间, 我国共有纱厂 87家, 其中属于华商者 53家, 华商纱厂共

有纺锤 1768500锭, 本国的纱厂剧增, 产量日大, 适欧战停止, 由上海直达海防商轮渐多,

运输便利, , ,于是, 本关 (蒙自) 进口之国产棉货, 乃与日俱增。0 [ 5]据蒙自海关统计,

1929 年棉纱进口国币 12579504元, 其中经转口的国产棉纱只有 366618 元。到 1930 年棉纱

进口 18371206元, 其中洋纱 8613693 元, 国产棉纱转口 9557513元, 国产纱已超过洋纱。

1931年棉纱进口 13996514元, 其中洋纱进口仅 1714892元, 国产纱转口已占绝对优势。30

年代中期, 蒙自关主要是国产纱转口, 洋纱进口已微不足道。抗日战争开始后, 仅腾冲海关

从缅甸进口印度纱, 而总值也已大为下降, 1937年仅有 266038海关金单位, 只占全省进口

总值的 2% , 1938年因日本侵占上海等沿海城市, 由腾冲进口的印度纱增加到 563760海关

金单位, 占全省进口总值的 914%。1937年云南地方官僚资本的云南纺织厂建成, 有 5200

纱锭, 以后又有裕滇和云茂纱厂的建成, 从此, 本省棉纱逐步代替了进口棉纱, 仅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仍进口印度纱用作手工织布。

  云南对印度的进口商品主要是棉纱, 其它还有棉布 (斜纹布、花剪绒、卡叽布、丝绸)

, 药材等。

  在出口方面, 云南对印度的主要出口商品有生丝、石璜、茶叶、白银等, 但由于多为经

缅甸转口或外省转运出口, 在云南的海关统计中难以找到完整的资料, 现略述如下:

  生丝: 云南出口生丝主要来自四川, 个别时期也来自山东、江苏。据腾越关商务报告中

所说: / 1906年出口总值关平银 268783两, 而黄丝、石璜占四分之三有余。0 腾越关生丝出
口, 1910年 913公担, 价值关平银 228250两, 1930年 2546公担, 价值关平银 1169187两,

最高的 1938年 4526公担, 价值国币 320万元, 以上出口有一部分是经缅甸转销到印度的。

例如云南福春恒商号于 1924年前后在四川设丝厂, 其狮球牌泽纺丝畅销缅甸、印度市场。

该号又在山东博山设丝厂, 年产丝三、四千大箱, 运往上海, 出口印度、波斯 (今伊

朗)。
[ 6]
庆正裕商号在江苏南京办丝厂, 生产 100/ 150分洋庄丝, 合销缅甸、印度。

[ 7]

  石璜: 产于大理州下关, 因印度气候炎热潮湿, 需用石璜来杀虫蚁、防蛇、制颜料、配

油漆、涂墙壁等用。1910年到 1930年前后, 云南洪盛祥倾全力经营外销, 组织驮马四、五

百匹运输, 每年由二、三千驮 ( 150~ 250吨) 增至六、七千驮 ( 450~ 525 吨)。
[ 8]

1920 年

曾达到 775吨, 价值关平银 96045两。

  茶叶: 云南紧茶, 专销西藏, 明清以来均用马帮驮运, 由丽江至拉萨需走三、四个月,

逢冬季大雪封山, 骡马不能行走, 因此每年只能做一次生意。1923年前后, 旅印侨商铸记

和恒盛公商号, 利用印、缅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开拓了由佛海 (今勐海) 马帮驮运至缅甸景

栋, 改汽车、火车至仰光, 换轮船至印度加尔各答, 再转火车、汽车至葛伦堡, 改马帮驮运

至西藏拉萨, 全程只用 40多天, 大大节约了时间和运费, 降低了成本, 加快了资金的流转,

使销藏紧茶迅速发展, 由原来每年只做五、六千包 (每包 40公斤) , 增加到数万包。[ 9]据思

茅海关统计, 1936年出口达海关金单位 276057元。

  白银: 缅甸是白银的生产国和出口国, 从腾越海关出口到缅甸的白银, 主要是转口到印

度的。造成白银出口到印度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印度棉纱的大量进口, 使出口所得外汇不

足以偿付, 需要以白银抵补; 二是在 1937年印度、缅甸分治以前, 缅、印同属英国总督管

辖, 缅甸实际上只是一个省, 而根据中英缅甸条约, 滇缅边境贸易可免税, 而在印度白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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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的进口税。据腾越关商务调查称: /出口净银, 自光绪三十一年起, 每年约在 200 余万

两 (关平银)。0 又据腾越海关代理税务司泽礼呈报: /近二年出口银数增加甚多, 民国二年

( 1913) 值关平银 852000 两, 三年 ( 1914) 1716000 两, 四年 ( 1915) 值 2581000 两。0
1930年前后, 印度需要大量白银, 在缅甸购买, 滇商庆正裕、茂恒、永昌祥、永茂和、福

春恒等, 趁机由香港购进墨西哥条银, 转运缅甸, 获利甚丰, 其中茂恒一家即转口白银 300

万盎司。直到 1932年 9月英国政府宣布滇缅边境白银进口照征关税, 此项业务才停止。同

一时期, 也有黄金转口生意, 仅茂恒一家即达黄金 3万余两。[ 10]

  1942年 8月至 1945年, 滇缅公路中断后, 滇商用马帮驮运, 除茶叶运往西藏外, 还将

药材、猪鬃、山货等运往印度销售, 然后购进货物到国内销售。同一时期, 利用美国空运援

华物资的飞机回程, 开通了由云南到印度的空运贸易, 共运送 48397吨的物资, 其中主要是

运美国、苏联的战略物资大锡、钨砂、水银、猪鬃等。

  滇藏贸易、滇缅贸易和近代滇印贸易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也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延

伸。滇藏贸易在明代就已发展起来, 遥远的路程, 全靠马帮驮运, 同时还要受气侯的制约,

贸易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到了近代, 现代化的火车和轮船, 远比马帮驮运要优越得多, 不仅

节省时间, 降低费用, 加快资金周转, 而且也安全, 这就导致了传统的滇藏茶叶贸易, 由大

理、丽江至拉萨的马帮驮运, 改为由佛海经缅甸、印度至拉萨的马帮、火车、轮船的联运。

滇藏贸易延伸到印度, 同时也使滇商扩大了业务经营范围, 经营西藏羊毛到印度, 西藏药材

经印度转口到香港、上海等地的业务。滇藏贸易延伸到印度的开拓者有中甸人马铸材和鹤庆

人张泽万等, 马铸材于 1920年在印度噶伦堡开设铸记商号。张泽万于 1900年即经西藏到印

度考察, 后又于 1919年派其子张相诚再次到印度进行调查, 1924 年张泽万派张相诚在印度

加尔各答建立恒盛公印度分号, 并发展到噶伦堡。滇缅公路中断以后, 由大理、丽江经拉萨

到印度的贸易又有过繁荣的年代, 当时在这条运输线上的马帮曾有五、六千匹骡马在往返运

输进出口货物。

  滇缅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 明清以来, 即有很多云南人侨居缅甸, 从事手工业和经商开

采矿业, 近代工业交通发展以后, 印度商人到缅甸经商, 与云南商人有较多的业务往来, 生

丝由缅甸转口印度, 棉纱由缅甸转口云南, 最初就是在缅甸的云南商人与印度商人成交的,

后来滇商才直接在印度设立分支结构, 例如茂恒商号经营印度棉纱进口, 先在缅甸购买。后

直接向印度厂家订购, 并在加尔各答、大吉岭、噶伦堡设立分支结构。

  滇藏和滇缅这两方面的贸易扩展, 使滇商在印度设立商业机构和侨居印度, 更促进滇印

贸易的很大发展。

三、当代的滇印贸易及发展前景

  建国以后, 由于各种原因, 云南和印度的贸易急剧下降, 棉纱进口仅中缅边境少数民族

地区通过边民互市进行, 供织布之用, 据海关不完全统计, 从 1953年到 1961年共进口棉纱

143717吨, 价值人民币 385万元, 从缅、印转口到西藏的茶叶, 1951~ 1954年约值 178172

美元, 此后调拨西藏茶叶, 改由川藏、青藏公路运输。50年代曾由香港进口印度治疗高血

压药寿比南, 但数量、价值均很少。90年代以来, 滇印贸易重新引起重视, 云南和印度的

学者和官员相互进行了访问, 探讨滇印贸易和经济合作的途径, 昆明市首先在印度设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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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一些外贸企业也到印度去考察经济,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 已取得初步的成果。滇印进

出口贸易总值, 1996年为 1134万美元, 1997年为 2209万美元, 1998年达到 2279万美元。

  滇印贸易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里程, 在不同的时期, 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古代的南方陆上

丝绸之路, 开创了丝绸、琉璃等贵重商品的贸易, 促进了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对

沟通中西关系也起过作用。近代的滇印贸易是在近代化工业和交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商

品是为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棉纱、棉布、丝绸、茶叶、石璜等, 交易的品种和数量都扩大

了, 出现了旅居印度的华侨和企业, 滇商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国内许多地方, 这都说明云南的

对外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当前, 中印两国都在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之后,

又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经济建设, 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同时, 滇印贸易经历了从贸易往来, 到

贸易、投资、技术交流等经济合作的过程, 在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 必将进入

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新的形势下, 发展滇印贸易有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贸易往来, 二是中印缅孟地区的

经济贸易合作, 这将是较长时期的发展方向。

  贸易往来的基础是经济上的互补性, 近几年来, 滇印贸易有了新的发展, 主要原因是通

过双方的努力, 在双方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又找到了新的互补性, 例如云南冶金工业的迅速

发展, 需要铁矿石、氧化铝、锌等金属矿砂, 而有些是印度可以供应的。1998 年云南从印

度进口铁矿砂近 40万吨, 1999年上半年已达 45 万吨。氧化铝从印度进口, 1997年达到 2

万吨。印度需要的磷矿石和磷化工产品, 云南可以提供, 云南对印度出口的黄磷已近 3000

多吨, 磷矿石出口也即将开始, 数量可达 100万吨以上, 其它如香料油、猪鬃、焊锡等也已

进入印度市场。除资源上的互补性,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 新产品、新材料不断出

现, 例如电子、机械、化工、医药等方面的新产品, 都可以在品种上互通有无, 调剂余缺,

以补各自的不足。此外, 云南还要为西南地区和印度的贸易发展, 发挥桥梁和通道作用, 通

过每年的昆交会, 邀请印商参展和洽谈业务, 或组团到印度参展访问, 为西南地区的工商企

业提供信息及中介服务。云南企业应借鉴近代滇商经营印度贸易的经验, 根据业务需要, 在

国内外投资办厂、设点, 经营灵活。要在面向国外, 背靠大西南, 积极为西南地区扩大对印

度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中发挥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发展区域性经济合作, 已成为各国发展经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

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的启动, 为滇印贸易提供了新的推动力。云南省和

西藏自治区的昌都、林芝地区, 印度东北的 6个邦, 缅甸、孟加拉国的陆地面积约为 157万

多平方公里, 人口约 214亿多, 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600亿美元。从地缘经济的角度

看, 这是一个地理上毗邻的地区, 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社会经济和生产力水平也很接近, 发

展这个地区的经济, 增加居民收入, 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地区安全都有重要意义。该地

区山水相连, 在环境保护、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 有着共同的利益。地区内的生物资源、土

地资源、矿产资源、水利、航运、旅游等资源都很丰富, 具有资源开发和发展经济的巨大潜

力, 如能四国进行合作, 使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就能形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中印缅孟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 将是多方面的:

  11 开放边境贸易, 扩大商品交换, 能够较快地取得成效。边境贸易的扩大, 缅甸将起

重要的作用, 因为只有缅甸同中国、印度、孟加拉三国都有边界。如果缅甸与三国过境贸易

进行双边会谈, 分别达成一些协议, 确定双方在边境开放一些边境贸易口岸, 确定进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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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关税税率, 人员往来和货币管理办法, 则四国都可通过边境贸易使市场活跃起来。开放

边贸和建设一批边贸口岸, 将会促进各国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

品经济转换,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提高人民生产水平。

  21位于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以南的地区, 有雅鲁藏布江- 布拉马普特拉河, 恩梅

开江、迈立开江- 伊洛瓦底江, 怒江- 萨尔温江等大江, 还有很多中、小河流, 蕴藏着巨大

的水能水利资源, 如能通过勘测规划, 使水电、水利灌溉综合利用, 先从小型着手, 逐步发

展到中型大型项目。随着这些项目的建设, 可以为当地提供照明和生活用电, 保护森林, 发

展农产品加工和小型工业, 并形成一批小市镇, 水利灌溉设施可以固定耕地, 发展农业生

产。这些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有着重要作用。发展这些项目, 还可争取国际金融组

织、联合国开发结构、发达国家政府等的扶贫资金援助。

  31 在农业生产上, 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很大, 由于同属热带季风气候, 炎热多雨,

生物品种基本相同, 农作物和农业机械等技术方面, 可以互相交流。在农产品上进行合作,

互通有无, 协调出口市场价格。

  41 在工业生产上, 根据各国的自然资源、生产技术等条件, 高技术大生产的要求, 可

以就共同需要的产品, 例如汽车、电力设备、通讯设备、钢材、化肥、化工原料、纺织原

料、家用电器、建筑材料、轻工业用品等进行合作, 发挥各自的优势, 形成合理的生产布

局, 以节约劳动力和资金, 取得国际分工带来的经济效益。

  51 在交通运输上进行合作, 建立中印缅孟相互连接, 保证物资畅通的水陆、公路、铁

路和空运网络。

  61 在旅游方面进行资源开发和业务上的合作。
  滇印贸易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但在发展过程中, 必须按照经济效益和平等互利的原

则,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的大环境, 逐步发展, 由小到大, 由少到多, 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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