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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摊银行”是一个在金融学说史和金融学教科书中都不曾多见的特定产物，是中越边贸发展的初期

人们习惯用现金交易而衍生的一种特有现象。本文首先对地摊银行的定义进行了梳理，接着研究和阐述了

地摊银行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经济背景等各个方面，最后，对地摊银行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前景展

望，得出了地摊银行将会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初步结论，为进一步对地摊银行展开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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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睦邻、友邻、富邻”待邻之道的指导原则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贸、文化

等各方面的交流不断深入和发展。中国与邻国，尤其是与越南之间双方往来的加强、边境贸

易的发展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繁荣。但是由于边境贸易对于支付结算的需求以及正规金融

机构金融服务缺失之间矛盾的存在，在中国与部分邻国国家之间的边境地区，诞生了服务于

这种需求，替代正规金融机构服务职能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地摊银行。尤其是在中越边境

地区，地摊银行适应边境贸易发展的要求而诞生，并随着经济和两国形势的变化，业务领域

不断的得到拓展和扩大，业务种类不断的增多，业务规模不断的获得新突破。尤其是在越南

政府单方面公开承认地摊银行的合法地位，并予以其经营执照允许其合法经营之后，地摊银

行更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地摊银行的定义 

中国拥有漫长的边境线，与我国陆地相连的邻国多达 14 个，在我国的边境地区大多都

存在地摊银行或者地下金融的身影。但是，由于中越之间的地摊银行数量多，规模庞大，经

营业务量也比较大，同时比较成熟和比较典型，所以，比较少量的关于地摊银行的研究也主

要是针对中越边境地区的地摊银行展开的。首先我们来看下有关地摊银行的定义。 

百度百科把“地摊银行”定义为中越边贸发展的一种特有现象，是越方民间专门从事人

民币与越南盾之间现钞兑换业务的摊点。 

孙磊（2010）
1
认为“地摊银行”是人们对中越边境地区民间货币兑换机构的戏称，由

于其属于非官方性质，且大多设在地摊上，故得此名“地摊银行”。 

潘永
2
认为“地摊银行”是对中越边境贸易发达的口岸存在的一些非官方性质的、专门

从事货币兑换和资金汇划业务的自然人经营者的称呼，因其经营采取地摊形式而得名。 

季益宇（2009）
3
认为“地摊银行”是中越边境一带进行货币兑换的经营者自发形成的

一个松散组织，主要以经营货币兑换为主，兼具异地汇兑和部分借贷业务。之所以称之为“地

摊银行”，是因为这种“银行”属于非官方性质，且大多设在地摊上。 

从这些学者对地摊银行的定义来看，地摊银行具有几个特征：一是非官方机构；二是主

要是经营现钞货币兑换，同时可以进行异地汇兑以及进行小额借贷等业务；三是营业场所不

是很正式，席地而坐或者摆个板凳既可以开始营业；四是组织机构比较松散。 

因此，在本论文中，我们把地摊银行定义为：地摊银行是指由越南官方认可并颁发营业

执照，中国方面未曾认可的，主要在中越边境地区，大多以地摊形式，从事货币兑换、异地

汇兑以及小额借贷等业务的货币经营机构。 

二、地摊银行产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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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摊银行产生的历史背景 

前面，我们对地摊银行的概念做了一个大体的概述，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地摊银行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历史背景又是怎么样的呢？ 

从历史上来看，中越两国长久以来就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越南在公元 10 世纪独立之前，

一直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中国的郡县而存在。
4
因此，作为同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间进行

贸易往来就非常自然，但是由于属于同一个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自然就不需要进行货币

兑换等活动，从而，地摊银行也就没有诞生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密切的贸易往来，也为将

来的货币兑换和支付结算需求提供了生长的沃土。 

10 世纪初，唐朝衰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越南封建主趁中原动乱的良好

时机，开始割据称雄，建立了自主的封建国家。后越南国请求北宋王朝册封，从而越南开始

成为中国的藩属国。
5
1885 年，越南沦陷为法国的殖民地。从此，越南与中国存在 900 多年

的藩属国关系寿终正寝。随着两国之间藩属国关系的破灭，法国开始主导越南的政治，经济。

从此，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开始需要更多的涉及到货币兑换和支付结算等过程，因此，在法

国殖民地统治期间，在中越两国的边境地区，便开始出现了地摊银行的影子。 

从法国占领越南开始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些曲折。既

有密切合作共同抵抗法国的侵略，也有为了国家和民族独立共同奋斗的深厚友谊，同时也有

过双方敌对发生战争冲突的时期。但是，这些都没有能够阻挡双方边民之间的经贸往来。由

于中越两国产业结构、消费档次存在较大差异，经济上有一定的互补性，所以边境地区还在

80 年代两国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就已形成了数量不少的边贸互市点，俗称“草皮街”。当时

越南政府是禁止越南人来赶“草皮街”的。随着越南改革的深入，越南领导人开始大幅度调

整外交路线和国内政策。到了阮文灵担任越共总书记后，为了缓和北部边境地区的紧张气氛，

减轻国内日用消费品紧缺的压力，降低严重的通货膨胀率，1988 年越南开始全面放开了中

越边境地区的市场贸易。于是，成千上万的越南边民开始成群结队趟过中越界河北仑河，涌

入中国防城港东兴、凭祥、宁明以及龙州、靖西等边境城市，开始从事日用品的贸易往来。

随着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为之服务的地摊银行也随之发展壮大起来。 

因此，边贸往来的发展以及存在的客观需求催生了地摊银行的产生。地摊银行又经过业

务拓展，不断的发展壮大，最后商业银行的业务受到挤压，从而提议对其进行打击。随着形

势的变化，在中方持续打击地摊银行的同时，越南方因为外汇短缺等原因，竟然开始公开承

认地摊银行的合法性，并给予其注册。 

整体来看，中越两国从历史上就具有密不可分的往来，从而地摊银行随着边贸往来的加

强和历史的发展，而诞生并不断发展壮大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二）地摊银行产生的文化背景 

文化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和交流的工具。长期以来，在历史上，越南一直与我国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越南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和佛教的影响。同时，越南的传统节日也 

与中国大同小异，也有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越南的农历跟中国的一样，也都是

按照天干地支纪年，每年也有 24 节气，所以，节日日期也都完全一样。并且双方国家的少

数民族很多跨境而居甚至跨境迁徙，两国部分民众实现了大融合。越南史学家陈重金先生就

认为越南民族就是越南原有的苗裔和中国人的混血之后。
6
很多少数民族在中越两国之间都

有大量分布，因此，很多语言，习俗，生活习惯等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为经贸往来的增

强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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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摊银行产生的经济发展背景 

地摊银行发源于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的需要，边境贸易的发展确是以经济发展为根基的。 

越南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亚洲的中心，周边多是经济发达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同时，紧靠重要的国际航道，交通方便。越南处于中国和东盟两大经济区的结合部，具有桥

头堡的作用。越南矿产资源丰富，具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具有漫长的接近 3000 多公里的海

岸线。具有发展经济的良好条件。 

长期以来，越南由于抗法战争，抗美战争以及左倾错误严重，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直到

1986 年越南开始进行改革，抛弃了过去的苏联模式，推行与中国相类似的渐进式改革，从

而取得了很好的改革成效。据 2011 年 12 月 30 日越南《经济时报》报道，越南计划投资部

12 月 29 日公布，2010 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为 6.78%，高于国会提出的目标（6.5%）。

公告还称，2010 年越南全国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14%，农林水产业产值增长 4.69%，社会商品

零售和服务总额增长 24.5%。全国出口金额约 7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5%。  

同时，中国的经济也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就。具体见图 3-1： 

 

 

 

 

 

 

 

 

 

 

图 3-1：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发展走势图（单位：亿元） 

综上所述，中越两国之间的经济均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各方面的生产能

力大大提高，居民收入大大增长，消费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这为两国居民之间，互通有无，

开展边境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地摊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说，没有

两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就没有边境贸易的扩大和兴起，没有边境贸易的发展，也就不会产生

地摊银行。 

三、地摊银行研究的文献综述 

对于地摊银行问题的研究，整体来说较少。一是因为地摊银行存在的独特的地理位置，

主要处于中国和领国相接的边境地区。二是地摊银行从事的业务和服务的对象也比较特殊，

范围也较小，主要是针对边境贸易商和边境居民进行货币兑换业务。三是对于地摊银行运营

的资料搜集和数据的获取较难。因此，专门针对地摊银行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更多的是相

关政府监管部门由于监管的需要，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对

地摊银行做了持续的大量的研究。 

长久以来，对地摊银行进行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对地摊银行的经营范围、存在的利弊

等定性方面的描述性研究较多，而对于所谓的地摊银行主导黑市汇价的决定等方面的研究，

由于研究者很难得到黑市汇价数据，而没有见过相关的实证研究。 

地摊银行是由于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而自然诞生的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产物。存在就有

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地摊银行的存在有利有弊，大部分学者也基本认同这个观点。 

（一）地摊银行的存在具有有利的一面 

地摊银行作为民间金融或者说非正规金融的一个特例，必然具有非正规金融所具有的一

般特征。比如，是对正规金融体系服务缺失的有益补充，部分的适应了市场需求而对经济发



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游离于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之外，部分不法从业者会从事部分违

法违规的金融活动。但是，地摊银行由于具有独特的业务范围，其所从事的部分违法违规行

为也具有独特性。我们先来看看地摊银行存在的合理性方面的研究结论。 

李嘉和李倩（2006 年）
7
研究后认为地摊银行便利了人民币的跨境流动，而巨额人民币

的现金跨境流动对我国金融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正面影响。其他一些金融专家也认为，从整

体上看，大量的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利大于弊，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边交往中结算手段

的不足，推动并扩大了双边经贸往来，有利于推动我国倡导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地摊银行的存在是能够发挥较大的正面作用的。 

周元元（2006 年）
8
在《中越边境地摊银行近况调查》一文中分析了中越边境“地摊银

行”的组织形式、经营范围、运作方式的变化和“地摊银行”在边贸市场汇率形成方面所起

的主导作用，认为应正视“地摊银行”在边贸发展中的作用。徐友仁（2007）
9
认为“地摊

银行”客观上顺畅了结算渠道，有利于边境地区经济的交流与发展，但同时也为走私等非法

交易等活动提供了便利通道。 

杨小平（2009 年）也认可地摊银行存在具有合理性。他在《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

云南省的实践和人民币国际化》一文中认为，“地摊银行”是因应市场环境而产生的，具有

存在的必然性、客观性。 

“地摊银行”在政府的多次打击下，仍然不断的壮大。地摊银行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表明其确实有便捷、高效等诸多长处，确实满足了市场需求。向志强认为通过“地摊银行”

进行结算的贸易还是以正当贸易为主，地摊银行对于边贸的发展还是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

用。同时，由于人民币与越南盾尚无法自由兑换，银行又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外汇管理

政策，在很多方面银行不可能和“地摊银行”一样便捷高效。此外，这还涉及到国家之间政

策协调的难题，在越南，“地摊银行”是合法而大量存在的，和其开展边境贸易就不可能不

受影响。关于地摊银行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能够发挥正面作用的论述较少，上面的杨小平、周

元元和徐友仁三位学者均为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领导，出于其所处的立场所限，在国

家官方尚未正式认可地摊银行的情况下，不一定敢于充分公开发表自己认可地摊银行的言

论。因此，整体来看，虽然在言谈举止间也认可了地摊银行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总是不忘

提及地摊银行所存在的危害，并且总是有点倾向于弊大于利。 

（二）地摊银行存在的弊端 

由于地摊银行地下金融的性质，大部分官员和研究学者对于地摊银行存在危害均有一定

程度的重视。 

陈青（2005 年）在《云南边境“地摊银行”生存根源及治理对策》一文中认为，“地摊

银行”的存在加大了物流、资金流的规范运作难度，造成边贸交易和资金结算分离，给维护

市场经济秩序带来了消极影响。 

人行南宁中心支行副行长周元元（2006）
10
认为由于“地摊银行”的民间性、地下性，

也带来诸多隐患。如帮助经营者逃避了海关部门关税的正常稽征，影响汇兑政策及外汇管理

的正常实施，对海关、人行、税收、外管等部门的监管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增加了边境贸易

交易和结算规范化的难度，也为走私、贩毒、洗钱等非法活动提供了温床。 

李嘉和李倩（2006 年）
11
认为，地摊银行通过便利人民币跨境流动，给内地相对封闭的

金融体系带来一定冲击：由于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实际完全可兑换，人民币资产有可能在通

过各种渠道进入港澳地区后间接兑换成国际货币进一步转移，这在相当程度上规避了内地的

                                                              
7李嘉，李倩：《“地摊银行”挑战金融监管》，《经济参考报》，2006 年 2 月 13 日。 
8周元元. 中越边境“地摊银行”近况调查. 金融时报, 2006-02-20 
9徐友仁.中越边境探访“地摊银行”.金融经济.2003 年第 3 期.p50-51. 
10周元元. 中越边境“地摊银行”近况调查. 金融时报, 2006-02-20. 
11李嘉，李倩：《“地摊银行”挑战金融监管》，《经济参考报》，2006 年 2 月 13 日。 



各种管制；港澳地区在确定人民币汇价时，与内地存在差异，也会对内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

制造成干扰和压力。同时，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大量流通，虽不涉及汇兑问题，却涉及居民

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这给我国的外汇管理带来一定影响：一是助长了非法外汇交易，二是

加剧了内地资本外逃，三是扩大了国际收支统计误差。 

潘永（2010）认为“地摊银行”的规范性相对较差，游离于国家的管理之外，容易成为

非法资金跨境流动的渠道，对税收监管和外汇统计都存在负面影响，需要在权衡其利弊的基

础上，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规范和管理。 

总结：综合众多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地摊银行可能主要存在一下几点危害：一

是帮助经营者逃避海关关税的稽征。二是为走私、贩毒以及洗钱等非法活动提供便利。 

（三）对地摊银行的监督和治理意见 

地摊银行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如何对地摊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也一直

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周元元认为应该对“地摊银行”进行引导和逐步规范，一方面要

高度监测“地摊银行”的活动状况，防止其危害我国的金融稳定，另一方面给其构筑一个合

法的活动平台，纳入当局监管范畴。比如，可以考虑参考越南的做法，允许边境地区企业或

个人开办货币代兑点，主要办理人民币和越南盾的兑换。还可以引导一些“地摊银行”逐步

转变成民营的财务公司等等。 

周元元（2006 年）
12
在《中越边境地摊银行近况调查》一文中分析和肯定了地摊银行的

积极作用后，同时也提出需要采取“疏堵并举”措施弱化“地摊银行”的影响，同时加强商

业银行市场主体地位的培育。杨小平（2009 年）在《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云南省的实

践和人民币国际化》中认为，“地摊银行”是因应市场环境而产生的，具有存在的必然性、

客观性，对于“地摊银行”应通过规范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常文娟（2008 年）
13
认为“地摊银行”是边境贸易发展后，边境金融服务滞后的产物，

应该正确认识“地摊银行”在边境贸易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在边境贸易中发展“民间银

行”的有效途径。最后她提出，为了带动边贸发展，应确立“地摊银行”在边境贸易中的合

法地位。而陈青（2005 年）在《云南边境“地摊银行”生存根源及治理对策》一文中认为，

应该对“地摊银行”采取疏、堵并举的综合治理措施。 

李嘉和李倩（2006 年）
14
认为，地摊银行便利了人民币的跨境流动。而巨额人民币现金

跨境流动也使我国的金融管理面临诸多挑战，有关部门亟待寻求减少风险的应对措施。李嘉

和李倩在论文中虽然提出了“地摊银行”挑战金融监管，但是却没有给出一个解决地摊银行

危害，加强对地摊银行进行监管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众多的研究者对地摊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的观点大体是一致的。均认为需要

加强监督和管理，需要疏堵并举，但是细细看来，却并没有一个成型的或者具体的监督或者

管理措施提出，这也算是对地摊银行问题研究的薄弱环节所在。 

四、地摊银行的发展成长历史 

地摊银行的发展历史也就是边境贸易结算方式的发展历史。“地摊银行”在中越边境最

初的表现形式是货币兑换点。随着互市贸易扩大到边境贸易，以及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壮大，

交易额不断扩大，边民以及边境贸易商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从最开始简单的现钞兑换要求发

展到需要货币兑换摊点提供部分支付结算的要求，因此，当时的货币兑换点业务范围不断扩

大，业务规模大量增长，从事货币兑换的从业者开始大量增加，最后货币兑换点就成为了业

务种类繁多，业务量大，在边民和边境贸易商之间具有较高信誉度的专门从事金融服务的“地

摊银行”了。“地摊银行”所从事的业务不但包括直接兑换现钞的业务，也开展代理支付、

                                                              
12周元元. 中越边境“地摊银行”近况调查. 金融时报, 2006-02-20 
13常文娟．人民币国际化与边境贸易之思考［J］．北方经贸，2008（10） 
14李嘉，李倩：《“地摊银行”挑战金融监管》，《经济参考报》，2006 年 2 月 13 日。 



提供临时融资和交易担保等业务。  

（一）地摊银行在越南非法经营向合法经营的转变 

地摊银行的诞生，和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诞生原因一样，无非是正规金融提供的服务

缺失，其次就是市场有这个需求，并存在一定的利润空间。所以，地摊银行就随着中越关系

的缓和，边贸的发展，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并且随着边民互市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而逐

渐壮大。但是在成长过程中，由于起初规模较小，并且大多起到了正向性的作用，因此两国

官方均没有太多在意，而是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允许其在边境地区提供部分金融服务功能，

促进边境贸易的发展和便利边民之间的往来。因此，此阶段的地摊银行在中越两国完全属于

非正规金融的范畴，脱离相关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属于非法运营的金融机构。此阶段至

1998 年越南公开承认“地摊银行”合法为止。 

随着地摊银行的规模和所从事业务的不断扩大，由于其来自于民间的草根金融的原本属

性，以及缺少监管等，众多学者和官方机构从经验上推断认为“洗钱、偷逃税、外汇黑市，

包括边境地区的走私、贩毒、赌博，很有可能就是通过地摊银行绕开关税检查和稽征的。出

于本能，中越两国官方机构开始对地摊银行心存警惕。原工商银行东兴支行行长李鹏程比较

早的提出了中越缔结银行边贸结算协议的建议，目的是把边贸结算行为纳入国家轨道，规范

有序的促进人民币国际化。1993 年中越双方签订了《中国人民银行与越南国家银行关于结

算与合作的协定》；1994 年，李鹏程在内蒙古“银行边贸结算会议”上提交了东兴工行与越

南芒街农行之间签署的第一份协议草案，启动了银行边贸结算运作的实质性进程；1996 年

和 1997 年，农业银行东兴支行、工商银行东兴支行、农业银行凭祥支行先后与越方开通边

贸结算业务，建立了银行结算代理关系。目前，凭祥、东兴、水口等广西一类口岸，均有农

行与工行的分支机构办理边贸结算业务。 

在为边贸发展提供了官方的支付结算渠道之后，也可能仅仅是出于私心，出于银行自身

发展业务，获取利润的需要，而忽略了地摊银行在弥补正规金融服务缺失方面的作用以及所

提供便利的情况下，李鹏程（1994 年）提出了“扫雷行动”，目的是打掉所有私人外汇兑换

点，拆除地摊银行的地下引线，以正规的国家银行间结算往来填补中越边贸结算空间。当时，

这种建议得到了中越双方金融监管部门的认同。 

于是，中国开始对中方一侧的“地摊银行”或者说货币兑换点开始展开打击，在消除边

境私人钱庄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同时，采取众多措施，提高边贸银行竞争能力，尽力缩小地

摊银行的业务范围和生存空间。一是解决边贸银行结算收费过高的问题；二是解决边贸结算

人民币出入境调运问题；三是推进适合边贸发展的人民币核销管理政策。但是经过多年发展

之后，发现“地摊银行”越来越壮大，而商业银行的边贸结算业务仍然起色不大。主要原因

是，“地摊银行”经营成本较低，在收费问题上相对于商业银行仍然具有竞争优势，其次关

于货币调运问题，由于人民币目前仍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在越南流通地域和范围有限，人

民币货币职能发挥有限，仅限于消费支付及部分边境贸易结算，基本不能作为投资和贮藏货

币，所以对人民币现金回流的愿望很高。但是跨国调钞成本太大、风险可控性较差，同时现

钞调运涉及两国之间边防、交通、枪支管理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协调，同时，人民币现钞调运

量不大，而越南海关还要对调运现钞进行征税，因此，在最初的几次调运之后就彻底终止了。 

但是，对于地摊银行的打击，中越双方虽然一直保持着沟通与协作，但是却呈现出中方

热，越方冷的这样一种现象。越方对地摊银行的打击力度不大并且进展缓慢。到了 1998 年，

越南政府公开承认在越南边境一方从事人民币与越南盾兑换、结算业务的“地摊银行”合法

化，甚至到了 2002 年 5 月份，越南监管部门直接给地摊银行颁发了营业执照，让地摊银行

从地下走上了台面，开始进行合法经营。从此，在看待地摊银行的问题上，中越两国出现了

巨大的分歧。导致了在中越两国边境地区经营金融业务的地摊银行，在越南属于合法金融经

营机构，而到了中方一侧，却又成了非法金融经营机构的这样一种现象。 



（二）地摊银行在越南变为合法经营的原因 

为什么在中越两国协商对地摊银行进行合作打击的过程中，越南突然改弦更张，公然承

认地摊银行的合法地位和身份呢？经过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由越南本身的经济发展

状况决定的。 

越南从 1986 年开始借鉴中国经验进行改革开放，扩大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但是

越南经常项目基本上一直处于较大逆差状态（见图 3-1 和表 3-1），其拥有的外汇储备大部

分时间达不到满足正常贸易进口三个月用汇的基本要求。具体指标见下表 3-1： 

 

表 3-1：越南的部分经济指标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进出口总额 

(百万美元) 

出口额 

(百万美元)

进口额 

(百万美元)

贸易差额(百

万美元) 

外汇储

备(百万

美元) 

外汇储

备能满

足进口

需求的

月数

(个) 

1990 5,156.40 2,404.00 2,752.40 -348.40   

1991 4,425.20 2,087.10 2,338.10 -251.00   

1992 5,121.50 2,580.70 2,540.80 39.90   

1993 6,909.10 2,985.20 3,923.90 -938.70   

1994 9,880.10 4,054.30 5,825.80 -1,771.50   

1995 13,604.30 5,448.90 8,155.40 -2,706.50 1320.41 1.94 

1996 18,399.40 7,255.80 11,143.60 -3,887.80 1718.76 1.85 

1997 20,777.30 9,185.00 11,592.30 -2,407.30 1973.11 2.04 

1998 20,859.90 9,360.30 11,499.60 -2,139.30 1999.73 2.09 

1999 23,283.50 11,541.40 11,742.10 -200.70 3324.69 3.40 

2000 30,119.20 14,482.70 15,636.50 -1,153.80 3416.18 2.62 

2001 31,247.10 15,029.20 16,217.90 -1,188.70 3660 2.71 

2002 36,451.70 16,706.10 19,745.60 -3,039.50 4121 2.50 

2003 45,405.10 20,149.30 25,255.80 -5,106.50 6222 2.96 

2004 58,453.80 26,485.00 31,968.80 -5,483.80 7041 2.64 

2005 69,208.20 32,447.10 36,761.10 -4,314.00 9049.68 2.95 

2006 84,717.30 39,826.20 44,891.10 -5,064.90 13382.5 3.58 

2007 111,326.10 48,561.40 62,764.70 -14,203.30 23471.8 4.49 

2008 143,398.90 62,685.10 80,713.80 -18,028.70 23882 3.55 

2009 127,045.10 57,096.30 69,948.80 -12,852.50 16027.4 2.75 

注: 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和贸易差额数据来自 Wind 资讯，外汇储备来自于联合国

数据库，能满足进口需求的月度数据是作者通过外汇储备/(进口额/12)简单计算得来。 

 

从表 3-1 可以看出，越南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进口额以及出口额从 1990 年开始，一直

保持了稳定、较快的增长，只是到了 2009 年，由于全球经济受到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

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出现了下滑。同时我们发现：除了 1992 年以外，长期以来，越南的

对外贸易一直保持较大数额的逆差。2002 年，越南外贸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贸易差额高达



30 多亿，比 2001 年差额扩大 1.56 倍，其外汇储备仅仅能满足越南 2.5 个月的进口外汇需

求。整体来看，越南是个外汇储备不足的国家，其经常项目大量的逆差不具有可持续性，其

外汇储备虽然能够保持增长，主要还是得益于外商投资资金的流入。 

  
图 3-1：1990 年至 2009 年越南贸易差额年度数据走势图（单位：百万美元） 

越南经常项目一直保持较大的逆差缺口，外汇储备不足，美元供应紧张。同时由于中越

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和扩大，再加之人民币币值稳定，因此在越南国内尤其是边境地区

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越来越深，人民币不断的在越南境内积累，甚至已经深入到了越南的海

防市。据钟伟（2008 年）估算，通过贸易渠道稳定在越南的境外人民币存量在 30 亿元左右,

通过旅游渠道稳定在越南的境外人民币存量在 8 亿元,人民币累计在越南的存量为 38 亿元。

人民币在中越跨境流动的规模每年在 50 亿-60 亿元人民币左右
15
。越南政府较早就看到了问

题的症结所在，就改堵为疏，允许地摊银行合法经营，这样就避免了必须以硬通货美元进行

结算，而越南的银行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美元进行结算的困难。如果当时越南也不遗余力的

对地摊银行进行打击，将会直接影响到越南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因此，2002 年 5 月，地摊

银行在越南获得了官方认可，从此开始在越南获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从地下走上了台面。

地摊银行不仅仅在越南是合法经营的，在老挝南塔省勐新县，“地摊银行”也须要办理营业

执照，并且还要上税。在缅甸，政府对地摊银行“也是闭着眼睛的”。 

五、地摊银行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地摊银行”这样一个在金融学说史和金融教科书都不曾多见的特定产物，是中越边贸

发展的初期人们习惯用现金交易而衍生的一种特有现象。从 19 世纪末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间，

“地摊银行”早在 1885 年中法战争结束后被辟为中越边境口岸的水口口岸和中越边境的其

他口岸就已经存在——地上铺一块塑料布，上面堆满了一沓沓的现金，一位头戴斗笠的“钱

庄老板”席地而坐，兑换货币。在 20 世纪上半叶，在“地摊银行”上兑换的货币币种主要

是法国银行的法币与广西银行的桂钞；最近 20 年，在“地摊银行”兑换的货币变成了人民

币、美元、越南盾。 

地摊银行在中越边贸往来的发展史上已经走过了上百年，在不久的将来，其发展方向会

是怎么样？其最终归宿会在哪里？是会在政府的打压下逐渐的消失，退出历史的舞台？还是

被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率、更加符合时代潮流和发展要求的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所替代，比如

商业银行或者新近成立的“中国-东盟小额币种兑换交易中心”所替代？抑或地摊银行会顺

应历史潮流，在政府采取措施规范后，浮出台面，依法合规经营而不断发展壮大？ 

                                                              
15钟伟，《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管理世界》2008 年 1 期 p165. 



从最初的边境商业银行部分领导提议对地摊银行进行清洗和打击，到最终两国政府相关

部门联手共同打击，到最后双方发生分歧，越方公开承认其合法为止，可见地摊银行的社会

地位一直充满了悬念，其发展变化也是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 

随着两国政府开始联手打击地摊银行，并且采取措施开辟商业银行边贸结算渠道，通过

降低费率，减少手续等措施鼓励边民和边境贸易商通过商业银行进行货币兑换和支付结算业

务。因此，2002 年，云南个旧市《红河日报》记者谢谨灿撰文欢呼《永别了，边境“地摊

银行”》。2004 年 02 月 09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六版李嘉撰文《中越边境贸易告别“地

摊银行”》。从这些似乎是充满了良好愿望的欢呼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欢呼结果的出现。

相反，地摊银行不仅仅没有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反而犹如雨后春笋，无论是业务种类还是

业务量，都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而基本是同步的实现了飞跃。 

尤其是到了 2002 年 5 月，越南官方公然给地摊银行颁发执照，允许地摊银行合法公开

经营部分金融业务。主要是按照香港财务公司模式进行管理，使得“地摊银行”迅猛生长，

据粗略估计仅在越南芒街登记注册的就有近 500 多家地摊银行。从此，非法经营了接近百年

的地摊银行经过华丽转身，在越南终于有了名份，走上了台面。而由于地摊银行经营业务范

围的跨国性质，必然涉及我国相关金融监管机构的认可才能在我国也获得合法的身份，但是

我国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对其进行监管的愿望更没有颁布相关的对其管理规范的措施，而

是采取时而进行严厉打击，时而采取视而不见的策略。因此，地摊银行的地位在现阶段处于

一个颇尴尬的局面——在越南国内合法，跨越国境进入中国马上变为非法，或者至少不能证

明其存在合法的依据，更是无法找到任何法律法规或者相关监管规定，通过注册、核准等程

序变为合法的依据。 

不管地摊银行的性质如何，地位是如何尴尬，事实就是地摊银行在边境贸易中发挥了巨

大作用，在为边境贸易提供金融服务和便利的同时，自身也实现了巨大的发展。经过我们深

入的研究分析以及调研，我们认为地摊银行在可遇见的短期内是不会消亡、被替代的，在可

遇见的将来，其将继续发展壮大并仍将继续发挥便利边境贸易的作用。理由如下： 

（一）地摊银行在越南拥有合法的身份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地摊银行合法的身份地位，为越南企业通过地摊银行进行贸易结算提供了信誉安全保

障。使得众多越南企业在与我国的企业进行边境贸易甚至进行一般贸易时，由于地摊银行提

供的业务和服务灵活性强、更便捷、效率高、服务好、价格更优惠等诸多优点，会直接要求

我方企业直接通过其指定的“地摊银行”进行货款的支付结算。由于越方出口的大多为资源

类产品，其掌握了更多的贸易主动性，因此我方一般也会依从越方的要求而采取地摊银行结

算的方式进行交易。综合来看，如果对地摊银行进行严厉打击，将会严重影响现有的正常的

边境贸易的进行和发展。再者，即使对其进行严厉打击，地摊银行把业务撤回其具有合法身

份和地位的越南国内，等打击过后，地摊银行在我国政策宽松的时候又会继续进入中国边境

地区开展业务，形成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现象。简单说就是，在我方进行严

厉打击时，地摊银行会缩回越南境内经营业务，而等到我方开始放松打击时，又卷土重来，

地摊银行在对待我方对其的打击上采取“游击战”策略。 

（二）地摊银行向规模化方向发展迹象明显 

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地摊银行已经从过去的分散式的个体货币兑换摊点开始逐渐向规

模化实体经营方向发展。不仅仅提供金融服务的“地摊银行”的总体数量增加，并且已经出

现了少数几家实力雄厚的金融实体。从表象上看，“地摊银行”仍然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

经营者在银行营业大厅、街头巷尾等地点摆摊招揽生意。但实际上，这些小摊主只是“地摊

银行”的前台“营业员”，属于地摊银行雇佣的人员，属于大型规模化经营的地摊银行的一

部分而已。据越方商业银行反应，一些“地摊银行”还开始聘请国有商业银行基层机构撤并

后退下来的员工当顾问，其经营理念和组织形式正在不断的向正规银行经营管理模式靠近。



由此可以看出，地摊银行也在不断的加强风险控制和管理，地摊银行经过不断的发展，极有

可能会被正规的银行业同化，而走上正规金融的发展道路。 

（三）地摊银行经营范围不断扩大，边境贸易对其依赖不断增强。 

据调查发现，中越边境地摊银行所从事的业务不断的扩大和发展，已经从主要以货币兑

换业务为主，发展到开展异地汇兑、短期借贷等银行类金融机构所从事的多种业务。尤其是

近年来，随着中越边境贸易量的不断扩大，“地摊银行”异地汇兑或货款结算业务量不断增

加。中方从越南进口时，只要把钱交与在中方一侧的地摊银行，然后由中方一侧的地摊银行

通知越方一侧的地摊银行，客户凭借相关单据甚至一个写了字的纸条，即可在越方拿到相应

款项，或者由地摊银行直接支付给越方出口方，不仅仅方式便捷省力省时，而且手续费还更

低廉。 

另外，地摊银行更是开始了贸易融资和借贷业务。其融资对象一般是与“地摊银行”做

过多笔异地汇兑或货款结算业务的相熟的个人和企业，地摊银行所给予的融资额度主要是根

据融资对象信用程度来确定，“地摊银行”的融资手续相较于商业银行来说比较简便，基本

上仅仅凭借融资对象的个人信用便可提供融通资金，当然也有部分需要用房契和银行存款单

做抵押。由此可见，地摊银行业务经营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发展迅速，这也充分体现了地摊

银行旺盛的生命力。正如绝大多数边境贸易商和边境商业银行所认为的那样“要想一下子全

部取缔‘地摊银行’是不可能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对于地摊银行的未来，总体来看，本文认为地摊银行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的做

出适应性的改变和发展，并且对现今的边境贸易的发展壮大仍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然，

地摊银行未来的发展更多的仍然是取决于中越两国政府之间的政策协商，尤其是中方对待越

南地摊银行的态度上。如果中方能够采取先规范后执法的管理理念和措施，给予地摊银行能

够进行合法经营的平台，则地摊银行在跨境经营的中越两国均为合法的经营实体，将使地摊

银行稳步迈入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中越两国经营均合法阶段，则其发展必将更加顺

畅，其提供的服务功能必将更加全面，其在促进边境贸易发展方面发挥的功能必将更加突出，

地摊银行将面临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相反，如果中方一直坚持地摊银行属于非正规金融体

系，属于非法经营的范畴这样一种理念，地摊银行虽然不会消失，但是地摊银行的发展必将

经历众多坎坷，并且会随着中方打击力度的强弱变化而出现沉浮。对于地摊银行的未来发展

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专门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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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rmation、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stall bank 

Zhang Fengke 

（Chinese Financial Research Centre of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610074） 

 

Abstract: “Stall bank ” is a specific product that is not common in the history of financial theory 

and finance textbook. It is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trade development when 

people are used to deal with cash. At first,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definition of a booth in the 

bank, and then studies and expounds the stall bank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and so on. Finally, this paper prospects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out of 

the bank,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stall bank will long-term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stall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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