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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新时期深化两岸旅游合作探索

——以厦金协作为突破口

林德荣，陈莹盈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2015 年既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

三五”谋划的关键之年。从 2016 年到 2020 年的第

十三个五年计划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

“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同样也是我国旅游

业从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的战略机遇期。如何

在“十三五”新时期推进区域旅游一体化，尤其是做

好粤闽台港澳等重点旅游经济圈的旅游发展规划，

促进该地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国家旅游局重

点考虑的课题之一。厦门作为海峡两岸旅游交流

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窗口，更应在“十三五”时期充分

发挥对台旅游的区位优势与政策优势，积极探寻对

台旅游发展机遇，在两岸旅游区域/跨界合作上发挥

先导作用。

一、“十二五”期间两岸旅游双向交流稳定增长

“十二五”期间，两岸旅游双向交流基本保持稳

定增长。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以及海旅会公

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居民赴大陆旅游人数从2011年

起至 2013 年均保持在 500 万人次以上（526.3 万人

次、534.02万人次、516.2万人次）。2014年 1至 9月

3 个季度台湾居民赴大陆旅游人数达到 396.7 万人

次，同比增长3.6%。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热情同样

多年不减，2012 年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达到 276.1 万

人次，同比增长 47.5%；2013 年 281.6 万人次，增长

2.0%；截至 2014年 11月 6日，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已

达到 275.9 万人次。值得关注的是，自 2008 年 7 月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正式开放以来，大陆居民赴台游

人数从 2008 年起截至目前累计已突破千万人次。

可见，“十二五”期间两岸旅游交流保持着稳定发展

的态势，具备深化旅游合作交流的良好基础。根据

《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若干意见》以及

《2015 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工作报告》中对推动区域

旅游一体化的要求，在接下来的“十三五”新时期海

峡两岸应积极探索旅游合作交流的进一步深化，加

强客源互送，构建务实高效、互惠互利的区域旅游

合作体。

二、金门是深化两岸旅游交流的金钥匙

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是推动对台关系发展

的重要举措，旅游作为民间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

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1年年底，国务

院在《关于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中，提出要“支持厦门在两岸

旅游交流合作中先行先试”。然而，两岸制度不同，

在合作互动过程中，不免磕磕绊绊，在区域整合中

难以一次到位，需要寻找一个试验点，渐进推动。

自2001年“小三通”试行以来，金门与厦门的往来日

益热络，“厦金一日生活圈”已初见端倪。因此，正

如大陆与台湾三通是以金门为试点，先试行“小三

通”再过渡到“大三通”，在深化两岸旅游交流合作

上，金门同样是最合适的一把钥匙。通过构筑“厦

金旅游协作示范区”，促进两岸旅游合作，推动两岸

民间文化交流，稳步发展健康有序的对台关系，为

祖国的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三、厦金旅游协作示范区构想

构建厦金旅游协作示范区，即在厦门、金门两

地旅游一体化的发展目标下，携手推动厦门与金门

实行全域开放，在人员往来、通关服务、投资准入、

产业合作等领域相互赋予更加特殊、更加优惠的政

策，共同把厦门与金门建成各具特色、分工协作、互

相联系的旅游经济体，探索以旅游业推动两地经济

社会合作与交融发展的新模式，成为两岸旅游合作

发展和先行先试的示范榜样。将厦金旅游协作示

范区打造成两岸旅游资源整合拓展经济合作的试

验平台，成为深化两岸交流，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

有效载体。其目标是构建六个一体化：一体化的旅

游目的地、一体化的旅游产业体、一体化的旅游产

品体系、一体化的旅游市场体系、一体化的旅游公

共服务体系以及一体化的“厦金旅游”知名品牌。

（1）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厦金旅游协作示范区的构建，需要得到国家相

关部门出台的政策的支持，只有在政策上有所“突

破”，方能破除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例如，

台湾相关部门公布2015年元月起，对大陆游客赴金

马澎旅游实行“落地签”政策，但是，大陆方面在居

民赴上述三地旅游时，仍然要求旅游者要在其居住

地申请办理“大陆居民赴台通行证”，办证时间的延

长和不方便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陆民众赴金

马澎旅游的积极性。对于两岸的民间文化交流与

合作以及旅游发展而言，通关的便利化仍然是拉动

两岸交流合作以及旅游市场规模增长的重要手

段。因此，争取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是

构筑厦金旅游协作示范区的先决条件。如我公安

部给予厦门户籍居民“一签多行”的政策，让厦门居

民持通行证可在一年内无限次赴金。这种“一签多

行”制度相对成熟后，可进一步简化政策，实行“先

申报，后自由行”的措施，需要赴金门旅游的厦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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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先进行网上申报，通过出示厦门市身份证过

境，金门实行同步的政策调整。厦门户籍居民“先

申报，后自由行”政策实行成功后，可将该政策逐步

推行到厦门暂住居民和海西 22个城市范围内。暂

时未被覆盖的地区，沿用现有入台政策；列入政策

改革行列的城市，将实现赴金门申报系统的覆盖，

符合条件的非厦门户籍暂住居民或海西城市居民，

可进入系统进行申报，凭“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

证”实现金门与厦门两地间的直接往返。

（2）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升级将推动厦金旅游协作

示范区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对厦金旅游协作示范

区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包括旅游

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旅游安全保障服务体系、旅游

交通服务体系、旅游便民惠民服务体系以及旅游行

政服务体系等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进行有针对性提

升，促进厦金旅游协作示范区的发展。特别是在旅

游信息服务体系的合作提升上，应特别注重旅游信

息化的建设，基础性的信息共享是旅游区域合作切

实有效的重要前提。以厦门旅游服务中心网络体

系构建为龙头，带动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的提升。

将厦门与金门现有的旅游呼叫中心、短信服务平台、

各重要景点游客服务中心等资源进行整合。通过两

地密切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同步发布，最大限

度方便游客。信息化建设的成功也将反过来有益于

旅游安全保障服务体系、交通服务体系等的提升。

（3）提升旅游产品品质

旅游产品是厦金旅游协作示范区发展的重要

依托，两地联合推进旅游产品创新是协作区顺利发

展的保证。厦金两地可以从资源整合、线路串联、

便捷服务、打造优势旅游产品等方面进行探索。资

源整合方面立足于两地旅游资源的特点与优势，在

统一厦金旅游形象的基础上，利用厦门休闲度假、

商务会展等都市旅游产品吸引游客，辅以厦金特色

旅游产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优化两地旅游结构，

从现有的观光为主的旅游结构向海上娱乐、海滨休

闲、音乐文化旅游、生态养生旅游、乡村绿色旅游、

会展旅游等高附加值、高参与度的方向发展。线路

串联方面注重加强同金门在旅游宣传推广和旅游

市场监督管理方面的合作与沟通，建立连接两岸的

“一程多站”旅游精品线路。便捷服务方面主要推

动厦金旅游景点景区之间实现旅游信息共享，共同

商议推出“旅游联票”、“一票通”、“异地售票”等机

制，让游客更便捷地玩转闽台。在此基础上，打造

诸如金门免税购物岛、金门医疗旅游、厦金传统文

化旅游品牌活动等优势旅游产品。

（4）健全旅游保障系统

厦金旅游协作示范区的健康发展需要两地旅

游主管部门加强沟通，共同推进、共同维护协作区

的旅游业，保障协作区旅游业的全面、可持续发

展。首先，保障两地旅游要素自由流通，逐步取消

物质、技术、税收等市场障碍；其次，强化两地旅游

联动机制，设立合作联络小组，作为开展旅游合作

的协调机构，形成制度化的沟通协调机制，进一步

促进信息互动、人员交流、旅游市场营销推广管理

等合作事项；再者，联手整治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旅

游协作区良好形象；最后，重视居民参与及社区共

建，推动协作区稳定健康运作。

“十三五”期间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旅游

产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打破地区藩篱，创新区

域旅游合作机制是推动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有效举

措。特别是在两岸旅游发展的合作上，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在现有合作交流机制

（海旅会、台旅会、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圆桌会议等）

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金门为突破口，创新合作机制，

深化两岸交流，构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海峡旅游区

域，是“十三五”新时期对台旅游发展的重要课题。

（第一作者系该院旅游与酒店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该院博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15-0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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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告·
2015年第5~12期笔谈主题：

第 5 ~ 6 期 国家公园的管理与制度创新

第 7 ~ 8 期 国内外旅游产业政策研究：理论

与实践

第 9 ~10期 旅游人才培养的中外比较

第11~12期 新游客 新动力 新问题

欢迎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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