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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简要剖析了“金融戍边”的基本内涵及其丰富外延，其具有发展经济的基础功能、面向邻国开放的

功能和稳定边疆的安全功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云南“金融戍边”实践取得明显成效，在金融机构

“双向开放”、区域性货币交易模式、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亮点突出，

为稳边固疆贡献了金融力量，最后针对性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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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rich extension of “financial defending border 
areas”, which has the basic function of developing economy, opening up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he security function of stabilizing the frontier.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Yunnan’s practice of “financial defending border areas”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which 
with outstanding highlights in the “two-way opening”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gional 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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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 models, cross-border RMB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cross-border financial infrastruc-
ture construction, are contributed financial strength to stabilize the frontier, and final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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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金融戍边”指金融机构通过金融服务手段，巩固边境地区国家政权，加强边境地区国防建设，促

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稳定安全发展。新时代“金融戍边”的内涵包括强化政策引领，增

强边境金融服务的主动性；满足金融服务需求，促进边境人民安居乐业；推进固边兴边，助力边境民生

发展；聚焦重大项目补短板，强化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紧扣乡村振兴，突出重点领域金融服务；支

持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支持旅游产业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金融戍边”在金融属性上属于“边疆金融”范畴。边疆金融主要指与周边国家陆地接壤的边境省

区金融机构开展国内金融活动和跨境金融活动的总称。基于边疆金融的鲜明地域特色，其具有发展经济

的基础功能、面向邻国开放的功能和稳定边疆的安全功能。“金融戍边”即是在发挥此三大功能的过程

中实现金融对“守边固边富边强边”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2. 金融戍边的基本功能 

2.1. 发展经济的基础功能 

一是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对边境地区的金融服务。商业性金融机构

积极探索开发适合边境地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合理调剂和引导信贷资源，加大对边境地区基础

设施、改善民生和特色优势产业的支持，从而优化边疆产业结构、提升边疆百姓生活质量、促进边疆

特色文化发展、推动边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强化与内地的沟通联系。在遵循商业原则及风险可控前提

下，对边境地区商业性金融分支机构适度调整授信审批权限，鼓励将更多资源用于服务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 
二是加大边境地区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扶贫再贷款支持力度。在边境试点地区稳妥开展农村承包土

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探索拓宽农村抵押担保物范围。 
三是创新金融政策工具，向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用于支持边境地区发

展。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功能和作用，支持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和教育医疗发

展。 
四是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边境地区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规范发展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鼓励和引导在边境地区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区域性创

新创业企业。进一步加大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工具推广。支持期货交易所研究在沿边重点地区设立商品

期货交割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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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面向邻国的开放功能 

一是边疆地区金融发展不仅局限于国内，还面向邻国开展跨境金融服务，为双边经贸往来提供金融

便利。应积极争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支持边境地区发展。支持边境地区支付

服务环境建设。积极发挥双边本币结算协定的作用，扩大边境地区跨境贸易投资中人民币的结算和使用。 
二是积极建设边疆地区金融服务平台与创新试验区，推动与周边国家开展区域经贸合作，打造面向

邻国的优质金融开放门户。如新亚欧大陆桥、中巴经济走廊、中老铁路的修建与通车，便利了中国与周

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其中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投融资需求，既便于扩大边疆地区金融服务规

模，也有利于推动边疆金融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满足跨境经贸便利性需求。 
三是利用地缘优势，结合一般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经贸活动的金融服务需求，充分创新

跨境支付、跨境结算等跨境金融服务模式，使边疆地区成为“双循环”格局下我国对外金融交流的窗口

和“新常态”下创新跨境金融发展的试验平台。 

2.3. 稳定边疆的安全功能 

2.3.1. 提供金融服务 
金融通过优化边疆产业结构、提升边疆百姓生活质量、促进边疆特色文化发展、推动边疆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强化与内地的沟通联系等实现稳边固疆[1]；金融服务于边疆安全还表现为金融支持边疆创新发

展获取新动能、金融支持边疆绿色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金融支持边疆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成效、金融

支持边疆开放打造新格局以及金融支持边疆共享发展达到新高度[2]。 

2.3.2. 提供金融产品 
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模式，有利于拓展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助力边疆民众迈向

“共同富裕”[3]；农业供应链金融作为农村金融领域重要创新模式，能有效地缓解边疆民族地区金融供

给不足和供给结构不平衡等问题，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有着独特的战略价值[4]，从而实现边

疆地区的可持续、稳定发展，为更好“稳定边疆”发挥了基础性功能。 

2.3.3. 支持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与对外开放 
以金融手段促进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振兴，以开放开发促进边疆地

区繁荣稳定，为实现边疆安全奠定了物质基础[5]，为稳边固疆打下发展与安全的基石。 

3. 金融戍边的现状 

金融戍边的重要方面是支持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对外开放。以云南为例，云南金融开

放的历史久远，早在滇越铁路建成时，则已经出现了金融开放迹象；改革开放直至 1990 年前后，云南边

境贸易发展起伏不定，边境口岸经历了开放、关闭、再开放的历程，人民币跨境流出亦经历禁止、放宽、

限额等规模性变化；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骤，云南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大，边境口岸进一步开放，

外资金融机构逐渐落地云南。2008 年后，云南金融开放迎来机遇期，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开放成果不断

积累，取得显著成效。 

3.1. 金融机构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自 1996 年泰京银行进入云南金融市场以来，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云南省已有 7 家外资银行。云

南金融机构也积极的“走出去”。2013 年由中国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老挝农业促进银行及老挝信

息产业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老中证券有限公司，成为中国证监会批准在境外设立的第一家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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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富滇银行与老挝大众外贸银行合资成立老中银行，成为第一家走出国门的地方性商业银行。诚泰

财产保险在老挝设立分支机构获得老挝同意。 

3.2. 形成多层次区域性货币交易模式 

一是银行柜台挂牌交易币种实现周边国家货币全覆盖。2020 年，云南省内银行开展人民币与泰铢、

越南盾、老挝基普、缅甸元柜台兑换共计 1.65 亿元人民币。大大便利了企业和个人的货币兑换需求。推

出全国首家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外币零钱包业务”，向云南省外汇市场提供 12 个币种的“小面额

区域特色现钞兑换”服务。 
二是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逐渐发展。特许兑换机构网上预约和电话预约服务建设提高了业务操作效

率，减少了业务办理时间，现钞兑换时间仅需要 2~3 分钟即可完成，充分发挥了个人本外币现钞兑换作

为银行柜台交易的补充功能。首创经常项下人民币与缅币特许兑换业务，实现了客户范围、业务范围和

兑换额度“三个突破”。2014~2018 年，云南省个人本外币特许兑换业务现钞兑换金额为 30361.5 万美元，

共 30.2 万笔。 
三是银行间跨境现钞调运实现新突破。2018 年 5 月 18 日，富滇银行西双版纳磨憨支行与老中银行

磨丁分行分别将 500 万元人民币通过中国磨憨口岸调入老挝、5 亿元老挝基普通过磨丁口岸调入中国，

标志着中老双边首条本外币现钞陆路调运通道正式建立。2018 年末，云南省共计跨境调运人民币现钞 9.4
亿元。2020 年云南省累计发生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业务 17 笔，金额合计 1.5 亿元。截至 2021 年末，云

南省有 3 家获批的跨境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机构，分别是云南麻栗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

勐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是人民币对非国际储备货币汇率形成机制建设取得进展。2015 年 3 月，中缅货币兑换中心在德宏

瑞丽姐告边境贸易区挂牌成立，形成并对外发布人民币兑缅币“瑞丽指数”。在瑞丽指数带动下，2016
年 3 月创新在红河州河口地区发布云南省首个区域性人民币兑越南盾指导性汇率，实现了河口地区金融

机构人民币对越南盾汇率的统一报价。 

3.3. 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多点齐发 

一是较早形成边贸本币结算模式——“河口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与

越南商业银行就以互开本币账户方式开通边贸本币结算业务，首创的“河口模式”成为中国最早的边贸

本币结算模式。 
二是商业银行积极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2015 年 4 月，农行云南省分行获准开办泰铢、越南盾、老

挝基普、缅甸元等外币现钞的跨境调运业务[6]；2015 年，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成立中国银行沿边金融合

作服务中心，助力云南跨境金融发展。2019 年，中行云南省分行紧跟自贸区建设步伐，启动云南省自贸

金融服务，先后落地自贸区大额跨境人民币资本项目项下业务、在线供应链融资业务、螺蛳湾市场采购

贸易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等。 
三是在全国先行先试个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2014 年 5 月，经人总行批准，云南开始试点个

人经常项目跨境人民币结算，该业务覆盖了越南、中国台湾、香港等 50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95%以上的

业务集中于边境货物贸易和边民互市，让沿边民群众切实享受到了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政策红利，最大限

度地便利个人对外经济交往。 
四是推进跨境人民币双向贷款，拓宽企业融资渠道。2014 年 12 月，云南省开始跨境人民币双向贷

款试点工作。试点期间企业可以从东盟和南亚国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借入人民币资金，实现了融资方式的

多元化和国际化。截至 2017 年末，全省共有 18 家银行为试验区内 19 家企业办理了 27 笔跨境人民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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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业务，累计合同金额 54.69 亿元。 
五是组建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依托云南沿边区位优势，积极支持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组建运营，

云南是继上海后第二个获准开展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业的省份，试点期间先后支持 5 家公司享受设立人

民币国际投贷基金政策，开展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业务，对促进云南对外股权投资、推动人民币“走出

去”具有积极意义。 
六是开展跨国企业集团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2014 年 12 月，在全省推广跨国企业集团跨境人

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帮助企业实现了全球资金的统一管理、统筹调配，提高了资金运用和结算效率。

在业务推动过程中，不断总结，制定并完善了云南省《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评估工作方案》，有序完

成资金池清退和风险评估工作。截至 2020 年末，全省共有 6 家企业开展跨境人民币资金池业务。 

3.4. 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首先，形成外籍人员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特色，初步建成跨境人民币清算网路。2014 年始，人民银行

昆明中心支行在 8 个沿边州市探索建立外籍人员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投诉站。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外籍投

诉站点建成 42 个，初步形成了独具云南特色的“一站一台一宣传”的边境地区外籍人员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模式。通过有云南特色的代理行、清算行和非居民账户的跨境人民币清算模式，初步建成了能满足我

省外向型企业需要的跨境人民币清算网络。 
其次，努力拓展 NRA 账户(非居民结算账户)应用。自 2016 年 NRA 账户存取现业务开展以来，累计

共批复沿边州市 49 家境外机构办理 NRA 账户存取现金业务。截至 2018 年末，累计办理现金业务 2349
笔，金额 18.82 亿元，其中西双版纳州累计办理业务在全省占比达 95%，取得突出成效。截至 2021 年 10
月末，依托人民币 NRA 账户累计为中老铁路建设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资金 2.16 亿元。NRA 账户的推广

较好地满足了边贸企业、边民的现金使用需求。 
再次，创建建设境外边民账户服务平台。组织 8 个边境州市完成境外边民账户平台推广工作，拟定

《云南省境外边民人民币个人银行账户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存量境外边民人民币个人银行账户清理

工作方案》等配套制度方案。境外边民银行账户服务平台开发已完成，相关测试准备工作就绪，配套制

度已基本成型，待第三方系统测试和等级保护测试完成后拟开展试运行。 
最后，跨境结算清算渠道呈现多样化。打通了与 700 多家境外银行机构跨境清算渠道，大力推动人

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的应用，目前我省已有 3 家法人机构以间接参与行的身份加入 CIPS 系统。自 2014
年开展跨境金融支付服务以来，共发展 28 家跨境金融支付服务商户，主要分布在沿边六个州市边境地区，

涉及缅甸越南老挝三个边境国家。截至 2021 年 6 月底，共计为 208 家企业办理了 638 笔支付备案，总金

额达 5.8 亿美元。 

4. 总结与建议 

论文简要地论述了金融戍边的内涵及其丰富外延，提出了“金融戍边”具有发展经济的基础功能、

面向邻国开放的功能和稳定边疆的安全功能。在云南长期的“金融戍边”实践中，不断形成了金融机构

“双向开放”、区域性货币交易模式、跨境人民币业务、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多层次局面，金融助

力高质量发展正在形成，“金融戍边”功能正在集聚与发挥，这就需要做好如下工作： 

4.1. 实施与产业发展紧密融合的金融服务模式创新 

一是大力发展云南优势与特色产业供应链金融服务。2020 年云南提出了把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打造成

万亿级支柱产业的目标。云南农业领域具有许多特色产业，如：烟草、咖啡、马铃薯、天麻、花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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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鲜切花、水果、花椒、养殖等。作为创新性金融工具，供应链金融应紧跟云南相关优势与特色产业

供应链发展，激发生产能力。2021 年 8 月，云南保山肉牛产业作为首批供应链票据成功签发，供应链金

融从创新到落地，为后续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也是云南省金融与产业链紧密结合的

典范。后续供应链金融也应根据产业特点，继续加大创新力度，服务于云南优势与特色产业发展。 
二是大力发展“产业 + 金融”和“园区 + 金融”的产业金融服务。“产业 + 金融”是当前企业发

展和融资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特别是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但诸如新能源、“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仍是“饥饱不一”，其中可能涉及抵押或担保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可能涉及

这些新型公司和新产业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缺乏合理有效评估的问题。相关问题如果能够得以顺利解

决，“产业 + 金融”模式将为产业发展注入更多资金支持。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新区、保税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农村产业园区等各类园区是全省实施创新战略发展的主战场，金融可以有效

助力各类园区发展，从基础设施信贷，到根据各个园区的具体情况创新金融产品，提供跨境金融、第三

方支付、汇率形成与报价机制、供应链金融、投资、信贷、债券、租赁、保理、出口信用保险等各级各

类金融产品，实现“园区 + 金融”协同发展。 
三是积极发展科技金融。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目前在国内出现了多种

科技金融产品，涉及政府引导基金、科技保险、科技担保、再担保、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贴息补贴、

融资租赁、知识产品证券化、专利质押、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孵化器等。云南金融机构可借鉴国

内蓬勃发展的科技金融产品，与自身实际相结合，设计和创新适合自身的科技金融产品。另外，随着科

技的发展，一部手机办金融、智慧银行、无人银行等新型金融与科技紧密结合的方式与机构已经出现，

金融机构应优化流程，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积极发展科技金融，创新科技金融产品，服务云南科技发展。 

4.2. 实施服务于产业开放发展的跨国沿边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 

一是积极推动云南省金融机构“引进来”与“走出去”，在境内形成面向南亚东南亚区域性银行中

心集群，对境外形成“云南特色”金融机构开拓海外市场模式。 
二是尝试发行跨境人民币债券，研究发展外币债券，根据云南沿边开发开放的重点项目，符合条件

的情况下发行以云南省政府信用为基础的长期建设债券，资金用以支持沿边基础设施建设及重点产业项

目发展。同时探索建立企业债券征信预警平台，实现对债券风险的监控和风险防范。 
三是支持云南企业承接跨境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合作项目建设，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融资模式，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资金、智力、产品优势。 
四是推动跨境保险业务发展，设立云南沿边跨境保险公司。按照云南与周边国家的主要合作产业，

包括云南与老挝、越南、缅甸等国的电力资源合作、农业合作等，推出能源跨境险、农产品跨境运输险、

机动车辆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工程保险、旅游保险等新型跨境保险产品。 
五是支持人民币“南亚 + 东南亚”基金业务，借鉴云南云盟基金的经验，设立人民币海外基金，利

用股权投资的撬动作用，补充贷款形成多元化投融资方式，满足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项目建设资金

需求。 
六是探索跨境融资租赁业务，支持融资租赁企业开展海外融资租赁业务，进行境外融资。探索融资

租赁行业再融资的新途径和新模式，鼓励融资租赁企业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如融资租赁资产跨境转让

人民币结算业务，搭建境外资金入境平台，打通境外资金投资境内融资租赁资产的资金入境通道。建立

云南省与周边国家的融资租赁企业联盟，实现信息共享，完善跨境融资租赁信用体系建设。 
七是积极尝试跨境民生金融服务。开发跨境开户、跨境理财、跨境支付、跨境投融资、跨境消费、

跨境医疗、跨境教育、跨境公共服务等个人金融服务产品，为双边人员往来提供全方位、定制化的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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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 

基金项目 

本文是云南省农村金融学会课题《金融戍边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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