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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云南腾冲人出国的历史考察

黄素芳

腾冲地处祖国西南边疆, 与缅甸毗连, 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重镇。这里商业繁盛, 文

化发达, 人才辈出, 是著名的侨乡。据 1988年的统计, 华侨有 23 854人, 华人 12 916人。

研究腾冲华侨对于华侨华人研究和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对腾冲人

移居缅甸和泰国的历史和原因做初步的考察。

一、清代以前腾冲人出国的历史考察

腾冲人出国到东南亚的历史同云南与东南亚的交往密不可分。云南与缅甸的交往可以追

溯到汉王朝。汉在云南开辟 博南道 , 在今保山设立永昌郡, 保山最西的腾冲与缅甸山水

相连, 是西南出国的必经门户, 因此历史上与缅甸交往甚密。

而云南人移居东南亚始于何时, 尚无定论。据载, 明正统、景泰年间, 在缅甸做把事的

腾冲人郭春奴, 比先死在缅甸, 他男郭景善即景贤, 曾到缅甸三次, 替他父亲做把事 。

明永乐时 外国朝贡, 特设蒙古、 缅甸八馆, 置译字生、通事, 通译语文字。 据明曾

任四夷馆提督的王宗载 四夷馆考 缅甸考 中说: 弘治十七年因本馆译学失传, 敕云南

行省镇巡官取人教习, 缅甸宣慰司卜刺浪, 差酋陶孟 (缅语头目 ) 恩完、通事李瓒等进贡,

并送入孟香、的酒、香牛三名, 留本馆教授, 俱授序班职事。 李瓒即腾冲和顺李姓第五代

祖。还说 腾越有寸文斌、寸玉、寸惜阴、寸肤养、寸应官、寸登云、寸秉东、贾武、刘

国献等, 先后授鸿胪寺序班, 寸应官授四夷馆教授 。寸文斌即存玉父亲, 据存玉之孙墓碑

所载, 存玉是在明正德五年 ( 1510年 ) 进京替父职的。存玉事迹尚见于正德皇帝敕书碑刻,

褒扬存玉 发身痒序, 列职京朝, 历年滋久, 考绩惟勤。 又据光绪 29年和顺乡 两

朝科甲题名碑 记载, 有腾冲人存文斌, 存玉等八人任鸿胪寺班 (翻译官 ) , 存玉还担任过

缅甸进贡的随行通司 (翻译 )。可见明代腾冲人熟悉缅语, 作为通事 (翻译官 ) 供职于明

朝廷或缅甸宫廷者, 已不在少数。由此, 可以肯定, 至少在明代, 已有不少腾冲人到缅甸

去, 明后期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云南人定居缅甸也是很有可能的。明清割鼎之际, 永历帝于永

历十三年正月奔腾越, 依桂王又随入缅, 其被围反缢者, 则叙国公马维兴, 总兵姚文相

(鸿胪寺 ) 序班尹襄 , 尹襄做通事随行入缅, 为明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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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腾冲人出国的历史考察

到了清代,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频繁, 西南边境地区人民到缅甸、泰国等地谋

生者也增多, 有的人定居当地, 成为华侨。从西南边境出国的云南腾冲人构成了整个清代中

国人移居外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腾冲汉族人移居国外

随着清初社会的稳定发展, 中缅之间的交往得到恢复和发展。腾冲人到缅甸北部者增多,

主要是到缅北各种矿厂打工。史书对于明末清初时期的矿厂, 尤其是有关波龙银厂的 ( 波

音是缅语 银子 , 龙 音是缅语 井 或 洞 的意思。波龙即银矿。明清史籍又称 大

山银厂 , 1904年以后又有 老银厂 、 波顿银厂 之称。) 记载, 见诸于众多史料。

乾隆三十三年 ( 1768年 ), 周裕随明瑞出兵缅甸过波龙银厂, 记载道: 往时 (清初 )

内地贫民至彼采矿者以万计, 商贾云集, 比屋列肆, 俨一大镇也。 同时随军征缅的赵翼亦

记载: 滇边外有缅属之大山银厂, 极旺, 而彼土人不习烹炼法, 故听中国人往采, 彼特税

收而已。采银者, 岁常有四万人, 四万人可能有夸张, 但在银厂采银者在万人以上, 应无

问题。乾隆三十四年 ( 1769年 ) , 王昶随阿桂征缅, 也记载道: 江西、湖广及云南大理、

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 且囤聚波龙, 一开银矿为生, 常不下千万人。 以上记载都是乾隆

朝中缅战争时期所见到的情形, 虽对人数的记载不同, 但是内地人民到缅甸开矿的人数一定

不少。 如乾隆中叶时任腾越协副将的赵宏榜, 年轻时就曾到波龙厂为矿工。 又如张宏才,

三十九年小的买了花纸挑往镇康土司地方贸易, 就到波厂天宝硐当头过活。 李春全 小

的二十九年挑些土碗 由猛犯出至老厂贸易, 就在那里烧炭为生, 因透支厂上炭银, 稽留不

能回来。 除了开采银矿外, 还有其他多种矿产。如碧霞玺 (一种宝石 ) 矿, 据杨廷秀供:

小的系腾越州民人, 乾隆三十一年间往碧跣砑厂贸易, 遇缅子六、七百人到厂, 所有内地

客商一百余人多到拿住送至阿瓦城 。早在 15世纪, 就有一些云南人 (主要是腾冲人 ) 前

去开采, 每年人数达五六百人。据传说, 孟拱的玉石就是几个世纪以前一位云南小贩无意间

发现的。前往缅甸开采和收购玉石的云南人, 有一些便留居当地, 成了华侨。

伴随着银矿开采的还有商业贸易的发展。明清之交, 腾冲边民就到密支那与缅甸边民交

易。 腾边民获玉, 归售于滇粤商人, 如是者有年 。乾隆初期, 总督张允随又奏到: 木帮

土性宜棉, 而地广人少, 皆系沿边内地民人受雇前往, 代为种植。至收成时, 客商贩回内地

售卖, 岁以为常。 如李嘉官, 二十四年九月间带了纸伞等物往戛鸠及猛拱地方发卖, 回

来买了翠毛到腾越州卖, 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回家住了两次, 仍到猛拱。 又如李国泰,

从前在老厂做买卖。

随着乾隆初期中缅贸易的发展, 旅缅华侨的增多, 在缅甸各地的云南人形成一定的聚居

区, 并开始建立类似会馆性质的公共活动的场所。曼德勒的云南人于乾隆三十八年到三十九

年 ( 1773 1774年 ) , 修建了阿瓦云南观音寺。寺内刻有五百个玉石商人的名字, 据尹文和

先生考证, 多数为腾冲人。观音寺的建立, 说明寓缅云南华侨社区已经形成。后经三次火

灾, 现存者是 1838年在原有基础上重建的。在 重修观音寺 的碑文中, 刻有捐款人姓

名, 其中有腾冲著名商号 三成号 等, 多为玉石商人。嘉庆年间, 随着寓居八莫和密支

那的腾冲人的增多, 在嘉庆十一年 ( 1806年 ) 修建了八莫关帝庙和密支那关帝庙, 并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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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庙内组织侨商团体 丝花公会 , 起着腾越会馆的作用。据记载, 到 1835年, 八莫共

二千户, 华人占一千二百户; 人口一万数千, 云南人居其大半 , 而腾冲人在八莫和密支

那有着良好的商业基础和商业团体, 所以可以肯定八莫的滇侨中腾冲人居多数。光绪二年

( 1876年 ), 旅缅腾冲华侨尹蓉申请, 由缅王在缅京慷慨划地三十余亩, 旅缅众多华侨捐资

修建了腾越会馆 (后改迤西会馆, 民国初称云南会馆 )。腾越会馆的建立, 充分说明旅缅腾

冲华侨人数之多, 经济实力之强大。

到 19世纪初, 华人在缅居住范围扩大, 并形成一些聚居区, 蛮暮、漾贡为南、北两

大都会。蛮暮滨江多滇商。漾贡滨海多粤商 。当时的阿瓦 内地之商于彼者, 自成聚落,

曰汉人街。 并且有街长, 街长在乾隆中叶时就是尹士宾 。一度作为缅甸首都的木梳,

也有华人之足迹, 如 寸存福系腾越州人, 向卖棉花到过木梳三、四次。 1871年, 王芝

在新街看到有汉人街, 滇人居此者约千人, 腾越人居其九, 以关汉寿行台为会馆。 到曼

德勒, 腾越人黄柱牙臣等以车来迎 , 次日有 腾越人士公宴观音寺 到阿摩罗补罗城

后, 一样受到腾越人士公宴, 并到寓缅腾越人王朝典家中 挥尘闲谈 。黄懋材于光绪五年

( 1879年 ) 经蛮慕, 看到 河干有汉人街, 二三十家, 据腾越人为寄囤货物之所。 二十日

抵阿瓦都城, 其东南数里曰孟得俐城 (曼德勒 ), 缅王所居, 又东灵敏里曰安拉普那城

(阿摩罗补罗 ), 滇人居此者三千余家。 清末也有少部分云南人从上缅甸移居到下缅甸, 黄

懋材抵达仰光后, 发现 闽粤两省商于此者不下万人, 滇人仅有十余家。然未见中土女人,

皆纳缅妇为室也。 居住在上缅甸的云南人, 多以经商或手工业为生。陈还也记述道: 新

街, 滨江街市袤长不足十里, 滇商居于中要, 地产皆经百年 。

随着云南人在缅甸人数的增多, 经济实力的增强, 在上缅甸各地建立会馆。在孟拱和八

莫, 设有腾冲会馆, 1890年在曼德勒设有迤西会馆。宣统元年 ( 1909年 ) 初九日, 陶思曾

经缅、滇返川, 途中见到, 迤西会馆, 云南商人公建者也。内祠孔子, 规模阔大, 建筑费

十余万。

2 特殊的移民群体 腾冲回族人民移居国外

移居缅甸和泰国的云南人, 不仅有汉族, 而且回施也不少。据记载, 19世纪上半叶,

滇西腾冲一带回民有部分人移居缅甸: 腾之回教则以城内外、乌索、马家村三地为最著。

嘉道间 旅居缅甸为玉石、宝石、棉花商者半属之。 从现有资料来看, 在 19世纪

中叶之前, 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云南回民商人移居东南亚的移民浪潮。云南回民大规模移居

东南亚是 1873年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失败后, 许多回民为了逃避清政府的残酷镇压

和迫害, 纷纷逃亡境外。

逃往境外的回民在缅甸形成新的居住区, 最有名的是中缅边界的佤族地区的搬弄。杜文

秀起义失败后, 一位叫做马二将军的起义首领率领一支人马逃到了中缅边境的佤族地区, 以

服从当地佤族首领拱别王的管辖为条件, 经拱别王同意, 定居于当地。获得定居地的消息传

开后, 从云南其他一些地区逃出来的回民, 纷纷向这里搬迁, 于是就把这个地方称为 搬

拢 (即各地回民搬拢集中到一起的意思 )。以后, 当地其它民族也跟着如此称呼, 由于民

族语音的差别, 就演变为 班弄 或 帮弄 , 班弄 由此而得名。

除了进入班弄地区的回民外, 更多的回民则迁入缅甸其它地区, 并在各地定居。斯科特

在 19世纪 90年代探访了缅北回族居住区, 他发现大量的潘泰人 (对移居缅甸的云南回族的

称呼 ) 除了定居在搬弄外, 在相去约 12英里的南面和东面尚建有 约八十户人家 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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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潘尧和帕昌。村中居民大多是从大理、保山、顺宁、蒙化等地及滇南和滇西地区迁徙而

来的回族移民, 斯科特称这些华人穆斯林 全都是商人, 拥有骡子和财富 。

光绪十六年 ( 1890年 ) , 张德馨随姚文栋一起查看大金沙江, 所撰 侦探记 (上 ) 记

述了他们一行从新街沿江而上, 到一村寨中 雇就我中国昔日大理、腾越乱事逃生, 现住

葫芦王地界之回人骡马九十匹 (查此回人实有骡马一百二十匹, 许英人只用九十匹 )。 又

卷下光绪十七年三月初八, 作者也经过搬弄这个地方, 说这个地方: 自来不服汉缅所管,

所有内地逃避兵难的回人, 尽归于此。寨名板弄, 现在兵二千余, 。

三、对历史上腾冲人出国的原因探析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民移居国外, 都有着不同的原因。对腾冲人来说, 主要有如下一

些:

1 地理位置的原因

历史上, 腾冲就处在川滇缅印商道的重要位置上。腾冲在西汉时称滇越, 东汉属永昌

郡, 通博南, 为滇缅古道上的重镇, 历来是滇西门户, 地理位置极为事要。唐置羁縻州, 元

置腾冲府, 明设腾越卫 (州 ); 清设腾越厅, 民国设腾冲县。腾冲地处边防, 为历代军事重

镇, 明设八关九隘; 清建碉五十三座、堡二十四座, 后又建卡八十; 民国设腾越道, 腾冲城

是总关隘。腾冲虽然位于滇西边陲, 但由于西部与缅甸毗邻, 所以在历史上曾是古西南丝绸

之路 (史称 蜀身毒道 ) 的要冲, 该西道由腾冲出境, 通向缅甸、印度和东南亚各国。正

如 腾永关行记 所说腾越, 北通片马, 南控七司, 为出缅门户 , 永郡之在滇省, 地处

极边, 与缅甸接壤, 一切货殖较他郡为多, 故贾客亦最众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腾冲成

了古代我国西南对外通商的重要关口, 也为滇西人民出国经商谋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形成

了腾冲人出国经商的特点。到了清代, 到缅甸去经商的腾冲人更为增加。 民善茂迁, 多侨

缅, 瓦屋鳞比, 为滇中各县所罕见。 禹公黑水考 就说: 滇人经商皆在缅甸境内。 清

高宗实录 卷 808记载在缅甸蛮暮、新街一带, 商贸繁盛的地方, 前此腾越州等处民人

往来贸易, 习以为常。 如腾越州人番起云, 二十一、二岁时同伊堂弟番必贵潜往木邦所

管之猛故、猛卜、底马南、库美等处地方图觅生计。

2 经商的传统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腾冲人渐渐的形成到各地经商的传统。据记载清朝前期, 海

禁未开, 凡闽粤各商, 贩运珠宝、玉石、琥珀、象牙、燕窝、犀角、鹿茸、麝香、熊胆, 一

切缅货, 皆由陆路而行, 必须过腾越, 其时商务称繁盛。 腾冲商务的繁盛使腾越人除了传

统的马帮经商外, 更多的人随着经商规模的扩大和资金的积攒在缅甸开设了诸多商号。据史

家研究, 云南最古老的商号是清道光初年腾冲和顺商人在缅甸设立的 三成号 。主要经营

棉花、玉石和丝绸, 在缅甸阿瓦、曼德勒、八莫、密支那等地都设有栈口, 在国内昆明、腾

冲、下关、永昌等地也有商铺。咸丰初年 (约 1850年左右 ), 腾冲和顺乡人李必成在缅甸

莫谷开设 永茂祥 , 经营珠宝、玉石、百货生意。到 1893年, 资本积累达卢比三万多盾,

1897年, 资本积累达卢比十一万盾, 并将业务扩展至缅京曼德勒, 改号 永茂和 , 此后相

继在仰光、八莫等地开设分号。

随着腾冲商人经商规模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 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腾冲商帮的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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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铺遍及缅甸及国内很多地方, 形成了有名的腾冲商帮。黄懋材在缅甸新街看到腾越人:

商于此地者三百余家, 建有关圣庙。 光绪十四年间创立的 洪盛祥 , 经营中缅贸易,

经营一直延续至二战结束之前。除此之外, 还有设在曼德勒的 德昌隆 、 文瑞记 商号、

八莫的 光云号 等 10余家商号, 店铺遍及国内上海、昆明、大理及缅甸江城、八莫、仰

光等地, 从事中缅商贸, 主要经营玉石、棉花、茶叶等。 (光绪 ) 腾越乡土志 说, 腾

越商人向以走缅甸为多, 岁去数百人, 有设立商号房于新街、瓦城、漾贡者, 亦有不设房

号, 年走一次者 。这些经营商号和店铺的腾冲人, 因生意的需要而在外国坐店经营, 渐渐

就成了移居国外的老华侨。

3 战乱

战乱也是腾冲人出国的一个原因。清咸丰、同治时期的回汉械斗和滇西回民起义, 兵祸

蔓延, 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 很多人为避战乱而远走缅甸, 到异国他乡去谋生。如光

绪二年, 腾冲发生驻腾越练军苏开先兵部发生暴乱, 腾越和顺等地部分人民被迫离开家乡到

缅甸去谋生。

四、腾冲人的主要移出地 著名的侨乡和顺

今腾冲县的和顺乡是闻名遐迩的华侨之乡, 是历史上腾冲人出国最集中的地方。和顺乡

位于腾冲县城南 4公里处, 面积 20平方公里。据今天的统计数字来看, 和顺乡侨居国外的

华侨和华人人数为国内和顺乡人数的 117%。从明朝开始, 和顺的先辈们就开始去缅甸。因

此, 在明代, 就有和顺的先辈们在朝廷中任通事 (翻译人员 )。据明 四夷馆考 缅甸馆

的记载, 明代的李瓒, 存玉一家几代人等都是当时有名的通事。到清代, 依然如此。乾隆

腾越州志 疆域条说: 和须乡, 周围不满十里, 离城七、八里, 居民稠密, 通事熟夷语

言者, 皆出于其间也 。

和顺人如此通晓缅语, 并可充当朝廷的翻译官, 与和顺人出国经商有直接的关系。清

高宗实录 卷 818记载, 据称腾越州和顺乡一带民人, 向在缅酋地方贸易者甚多 。

腾越 六万余丁口, 计之商家当过半亦。 可见当时往来于腾冲和缅甸之间经商者人数一定

不少, 因商务原因移居缅甸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近代名士腾冲人李根源在 和顺乡居吟

诗云: 十人八九缅经商, 握算持筹最擅长。 道出了和顺人越过边境到缅经商谋生的状况

及和顺人善于经商的传统。而中缅贸易的活跃, 使侨乡经济较为富裕。但是, 经商的艰辛和

其间的生死离别也使侨乡人饱受痛苦。和顺民间打油诗一首: 大姐回家泪汪汪, 愁眉苦脸

诉爹娘。有女莫嫁和顺乡, 十年守寡半月双 。这种 男走夷方女居孀 的辛苦是常人难以

想象的, 但是他们 咸知商贾重, 亦觉别离轻 。

重商的传统使更多的和顺人走出高黎贡山, 在缅甸等地开店营生, 很多人因长期在外,

而逐渐移居缅甸各地, 成为华侨。有些人甚至和当地人通婚。如前面所提到的腾冲的存氏、

尹氏等人, 都是和顺人。

历史上, 腾冲人借助其有利的地理位置, 或因经商或因战乱等原因从明代开始便有民人

出国, 而清代是腾冲人大规模出国的时期。在中缅战争前, 腾冲人以出去做工, 经商等原因

而形成第一次高潮。清末民初, 由于腾冲商帮的形成, 中缅贸易的繁盛, 又一次形成腾冲人

出国的高潮。而腾冲和顺乡, 是其最主要的侨乡, 以华侨众多, 文明昌盛而闻名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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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腾冲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腾冲县华侨华人及春眷属情况概况 。

(明 ) 张萱: 西园闻见录 卷 66, 云南史料丛刑 (第五卷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年。

明史 卷七十四职官三太常寺附提督四夷馆条。

王宗载 四夷馆考 缅甸考 。

尹文和: 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云南华侨历史讨论资料, 陈茜: 浅谈缅甸华侨的形成和发展 , 1985年 6月打印稿。

腾越州志 , 转引自尹文和: 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永昌府文征 纪载, 卷十七, (清 ) 周裕: 从征缅甸日记 , 李根源辑, 杨文虎, 陆卫先主编: 永昌府文

征 ,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1年。

赵翼: 粤滇杂记 , 永昌府文征, 纪载 (卷 18)。

永昌府文征 纪载, 卷十七, (清 ) 王昶: 征缅纪略 。

(清 ) 昭木连: 啸亭杂录 卷 5 缅甸归诚本末 , 中华书局, 1980年, 第 124页。

杨发等供单, 军机处录副, 7648-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讯取杨发等供词, 军机处录副, 7646- 5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杨廷秀供, 军机处录副, 7647- 4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缅 ) 陈儒性: 缅甸华侨史略 , 载 南洋文摘 1964年 2期。

永昌府文征 文录, 卷三十, 徐宗樨: 玉石厂记 。

张允随: 张允随奏稿 , 载 云南史料丛刊 (第八卷 )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年。

李嘉官供, 军机处录副, 7647- 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李国泰供, 军机处录副, 7826-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尹文和: 阿瓦云南观音寺 , 腾冲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尹文和: 缅京云南会馆及其创始人 , 腾冲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张相时: 华侨中心之南洋 。

同 21。

永昌府文征 纪载, 卷二十, 彭崧毓: 缅述 。

同上 24。

赖君选供, 军机处录副, 7647- 5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军机处录副, 7647- 4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王芝: 海客日谭 , 卷一, 台北: 文海出版社 (影印本 ) , 1969年。

同上 28。

黄懋材 西輶日记 , 小方壶斋舆地丛抄, 第十帙。

广东试用县丞陈还 缕陈缅甸近年情形 , 姚文栋 1852- 1929: 集思广益编 。

陶思曾: 藏輶纪行 记载卷二十一, 清十。

曹琨: 腾越杜乱纪实 (苏州刻本 ) , 第 1页。

马绍忠: 阿佤山班弄回族兴衰的历史教训 兼论回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 , 回族简史 座谈会资料, 打印稿。

安德鲁 D W 福布斯: 缅甸的滇籍穆斯林 潘泰人 , 姚继德摘译,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2年 3期。

张德馨撰: 侦探记 (上 ) , 载云南史料丛刊 (第九卷 )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年。

同上。

(光绪 ) 永昌府志 , (清 ) 刘毓珂等纂修, 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云南大学图书馆藏书。卷十七, 市肆。

永昌府文征 文录, 卷三十, 卷永关行记 。

B40 永昌府文征 文录, 卷十七, 禹公黑水考 。

高宗实录 , 中华书局 1986。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第 41辑 ) , 台北: 台湾故宫博物院, 568。

(光绪 ) 腾越乡土志 , (清 ) 存开泰纂, 云南省图藏抄本。

( 80 ) 尹文和: 三成号 云南最古老的华侨商号 , 云南文史资料第 4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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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镜天: 永茂和商号经营史略 , 腾冲文中资料选辑 第三辑。

李根源辑, 杨文虎, 陆卫先主编: 永昌府文征 , 槟榔江考6,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1年。

�o| 各个商号的详细情况见 5腾冲文史资料选辑6 第三辑。

�o} (光绪 ) 5腾越乡土志6, (清 ) 存开泰纂, 云南省图藏抄本。

�o~ 尹文和: 5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6,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5研究集刊6, 1984年第 2期。

�pu 5明史6 艺文志 5四夷馆考6。

�pv (乾隆 ) 5腾越州志6, (清 ) 屠述濂纂修, 清光绪廿三年 ( 1897年 ) 刻本。

�pw 转引自 5清实录# 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6,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px 同 48。

�py 尹文和: 5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6,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5研究集刊6, 1984年第 2期。

�pz 存氏、尹氏都是和顺的大宗族, 详见尹文和: 5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6,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5研究集刊6, 1984年

第 2期。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研究生 )

1责任编辑: 朱振明2

经 济 短 波

p东盟加强旅游合作。最近在新加坡闭幕的 2007年东盟旅游论坛决定加强东盟国家的

旅游合作。成员国一致同意将进行包括打造通行无阻的东盟游、危机通讯处理和促进青年旅

游、旅游业培训等方面的合作, 促进东盟旅游业发展。重点是消除旅游环节中的障碍, 使东

盟国家和非东盟国家的游客在东盟各国间可以更为方便地进行跨国游。东盟成员国一直在研

究互免签证的可能性。其中泰国和柬埔寨表示将允许非成员国旅客以一份签证在两国通行。

其他成员国已经在去年 7月签署了东盟成员国互相豁免签证的框架协定。

p 东盟 2006年经济增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 52007年世界

经济展望6 认为, 发展中国家 2006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 710%, 比高收入国家增长速度

( 311% ) 的两倍还多, 而所有发展中地区的增长速度都在 5%以上。对比世行此前发布的东

亚经济增长数据发现, 东盟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小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

速度。

p 越南原油出口逾 80亿美元。据中国驻越南胡志明市总领馆经商室消息, 2006年 1)

11月, 越南原油出口1 520万吨, 出口额为 74亿美元, 平均每吨为 49816美元, 约每桶 65

美元, 出口额超过全年出口计划。预计全年越南原油出口额将达 8415亿美元, 同比增长

1416%, 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2114%。

p 根据缅甸计划经济发展部的资料, 到 2007年 1月, 288家国有企业中已有 215家完成

了私有化改造, 成为私人企业。这些企业包括纺织厂、碑酒厂、烟厂、软饮料厂、制冰厂、

玻璃厂、自行车厂、化妆品厂、油漆厂等, 主要分布在仰光、曼德勒等地, 原分属缅甸信息

部、商业部、工业部等政府部门所有和管理。根据缅甸 1995年开始实行的私有化计划, 还

将对剩余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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