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两门对开”到厦金“同城生活圈”

近年来，厦门与金门之间的关系从“两门对开”的地理描述，逐步演变为“同城生活圈”的现实图景。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地
缘上的接近，更在于经济、文化、民生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厦门与金门，一水之隔，历史上因地理位置形成独特交流基础。近
年来，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加深，两地间的互动已从单一的交通往来，扩展到生活方式、经济合作、文化交融的全面对接，逐
渐形成了一个互利共赢的“同城生活圈”。“两门对开”最早源于厦门与金门隔海相望的地理特征，两地相距仅数公里，站在
厦门的海边，甚至能清晰看到金门的轮廓。过去，受限于历史与政治因素，两地交流多以民间为主，形式较为单一。然而，自
2008年“小三通”政策实施以来，厦金之间的往来变得更加便捷。客运航线从最初的几班发展到如今每日多班，航程仅需
30分钟，极大缩短了两地居民的时空距离。2024年统计数据显示，厦金航线年旅客量已突破2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这不仅方便了两地居民的探亲访友，也为商贸、文化活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经济层面，厦金“同城生活圈”的构建尤为
显著。厦门作为福建自贸区的核心城市，拥有完善的港口设施和开放的经济政策，而金门则以其独特的免税优势和旅游资源吸
引大量游客。两地通过优势互补，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金门的高粱酒、贡糖等特产在厦门市场广受欢迎，而厦门的电子产
品、轻工业制品也通过“小三通”源源不断进入金门。近年来，两地还联合举办了多场商贸洽谈会，推动跨境电商和物流合作
。2025年初，厦门自贸区与金门方面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计划在跨境贸易、旅游开发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协作，预计未来
三年内双边贸易额将增长20。文化交流是“同城生活圈”的另一重要支柱。厦门与金门同根同源，语言、习俗高度相似，这
种文化纽带为两地交流奠定了深厚基础。近年来，两地通过举办“海峡论坛”“厦金文化节”等活动，增进了彼此了解。金门
的战地文化、闽南建筑与厦门的现代都市风貌交相辉映，吸引了大量游客参与“厦金一日游”项目。2024年，厦门推出“
金门文化体验馆”，通过VR技术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金门的历史与民俗，反响热烈。此外，两地学校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厦
门大学与金门当地高校开展学生互访、学术合作，累计已有超5000名学生参与交流项目。民生领域的融合则让“同城生活
圈”更具温度。近年来，金门居民到厦门就医、购物、求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厦门的医疗机构为金门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医疗
服务，尤其是眼科、牙科等专科诊疗，吸引了大量金门患者。2024年，厦门市第一医院与金门医疗机构达成合作协议，开
通了远程诊疗服务，让金门居民足不出岛即可享受厦门的优质医疗资源。此外，厦门的购物中心、夜市也成为金门游客的热门
打卡地。金门居民小林表示：“周末坐船到厦门逛商场、吃海鲜，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常态，感觉就像去隔壁街区一样方便。
”交通的便利化是“同城生活圈”形成的关键。2025年，厦金航线进一步优化，新增夜间航班，满足居民多样化的出行需
求。此外，两地还在探讨建设更便捷的交通设施，例如高速客滚船和直升机航线，以进一步缩短往返时间。专家预测，随着技
术的进步和政策的放宽，未来甚至可能实现“一日通勤”的目标，让两地居民真正感受到“同城”的便利。然而，厦金“同城
生活圈”的构建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两地政策法规的差异、基础设施的对接仍需进一步协调。尽管如此，两地政府和民间
都在积极推动合作，力求打破壁垒。2025年，厦门提出“厦金同城化2035愿景”，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实现两地在教育
、医疗、养老等领域的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从“两门对开”到“同城生活圈”，厦金关系的变迁不仅是地理
距离的缩短，更是两岸人民心与心的靠近。这一模式不仅为两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与民生福祉，也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提供了宝贵经验。未来，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厦金“同城生活圈”有望成为两岸交流的典范，为更多地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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