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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坡尾旅游发展问题与建议
陈书怡

沙坡尾位于厦门大片沙滩的尾端，且各地的沙子都会聚集于此，所以被称为“沙坡尾”。作为厦

门历史最悠久的避风坞，沙坡尾早期是渔船停泊的地方，并且是厦门港的发源地，大多渔人都在此停靠

休息、吆喝买卖。

一、沙坡尾旅游发展问题
（一）管理问题

1.产权方面。沙坡尾此处的房屋产权分散在各家各户手中，

大约一半的产权属于私房，很难实现整体布局和行业管理。因

此，沙坡尾走上了边规划、边建设、边经营的模式，而产权就是

沙坡尾在旅游开发与管理中选择此种模式的根源。

2.管理架构方面。现在沙坡尾的管理构架与流程是：社区居

民代表（40%）、政府相关单位（25%）、专业服务机构与团队

（35%）的比例，构建沙坡尾社区的运营主体——“社区营造中

心”，从而为社会各方合作、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管理

搭建实践平台，与行政主管单位（街道）协同配合，完成基础设

施、公共设施、防灾环保等专项的社区整治规划与提案文件；报

送市、区政府相关主管单位备案、确认，并由政府相关部门或实

体实施，或得其授权由“社区营造中心”予以实施，而后“社区

营造中心”再组织、授权居民及相关专业团队实施。

沙坡尾旅游开发的管理架构建设是滞后的，不只是政府方面

的管理架构缺失，商业、民间等多方的开发机构的管理机制都不

完善。沙坡尾现在的管理架构与运营模式只是三方利益博弈的结

果，这种博弈也将影响沙坡尾后续的建设与发展。

（二）规划问题

1.定位方面。2004年，思明区政府下发了把沙坡尾改造为

渔人码头的计划，随后的改造文件中虽然有建设酒吧、艺术西

区等现代化的改造，但也有保留渔人文化的博物馆等的建设。

不难看出，政府对沙坡尾的改造一直有依托渔人文化而打造有

地方特色旅游的想法，但对沙坡尾的定位一直摇摆不定，再加

上受小清新文化的冲击，渔人文化受到很大的破坏，即将落入

“小吃一条街”的俗套中。

2.资源方面。沙坡尾的资源优势是渔民文化和当地的生活文化，

可随着沙坡尾的开发，当地居民纷纷出租自家店面退出沙坡尾，大

量渔船被迫销毁且不能进港，只有少数小型的渔船停靠在沙坡尾外

围。沙坡尾中只保留几艘新船供游客观赏，未来的体验船项目也被

承包给了旅游公司，当地本土的资源不仅没有利用，还惨遭破坏。

沙坡尾虽然建立了相应保留渔人文化的博物馆，动态的祭祀

活动送王船也当作动态项目保存下来，但在渔人文化方面的开发

还不完善，本地居民的文化更是没有什么开发，只是保留了一些

旧时沙坡尾的照片等。激活文化，还原生活，使沙坡尾的文化不

仅仅是凝固的建筑，这也是游客最想体验的感觉。

（三）媒体问题

缺少统一的媒体平台由于沙坡尾产权、管理架构等方面的问

题，导致沙坡尾各个部分各自为政，各自发声，没有共同的发声

平台，是沙坡尾旅游资源开发中媒体方面最大的问题。

数据显示，有关沙坡尾的公众号共有25个，其中有12个是传媒

公司和部分商家的公众号，2个政府公众号（从来没有发过相关推

送），11个是个人的公众号（多以思考沙坡尾的未来等文青类公众

号）。其中，最大的平台是厦门街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公众号：

沙坡尾，它对自己的定义是文艺青年最喜爱的清新公众号，虽然是

这样定义的，但其中推送的文章并不多，而是以没有鲜明的主题、

事件性推送为主。比如，金砖会议时连发4天推送，但上次发推送

是半个月前，最长微信空窗期长达一个半月。不只是微信公众号

方面，在其他的媒体方面都有相同的问题，与沙坡尾相关的媒体

平台各自发声，缺少统一的媒体平台发布沙坡尾的相关信息。

二、沙坡尾旅游发展建议
（一）经营管理方面

1.产权模式的创新。不同主体的利益之争，很难实现沙坡尾

旅游产业的高端化发展，因此产权模式的更新必不可少。一是学

习其他古镇（如乌镇）的整体产权的开发模式，便于整体地规划

和改造，适合走高精尖路线。二是成立股份制公司，使居民以房

产入股，对入股的房产做资产评估，居民变为股东，以公司的形

式进行产业升级。三是收购居民的房屋使用权，以分红的形式使

居民获利，从而对沙坡尾进行完整的规划发展。

2.特色产品的开发。沙坡尾需要重新进行市场定位，不应只

是单纯的观光市场，更应开发休闲市场，打破半天游的消费市

场。因此，需要依托独有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和消费者市场定

位，设计、打造、开发、经营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

3.复合式的经营模式。业态的单一化容易引起恶性竞争和游

客的体验疲劳。沙坡尾上大多都是餐饮类的店铺，其中又以甜品

店最多，店铺性质同质化太高。所以，要引导塑造业态多元化格

局，开发不同的业态，丰富旅游体验。比如，开本地特色茶馆、

本地手工店（珠绣、漆线雕、龟糕）等。

（二）媒体方面

官方媒体的建立。沙坡尾旅游发展与开发独立的决策机制

（管理机制），需要相匹配的官方媒体平台来支撑。通过这个机

构，官方可以发布关于沙坡尾的即时消息、沙坡尾的历史与独特

魅力、生动具体地介绍闽南文化，促进沙坡尾的旅游发展。并且

打造一个独立的媒体团队可以重新塑造沙坡尾的形象，重新定

位，脱离贴在身上的“小清新”标签，打造一个依托当地特色文

化的新旅游形象，进而促进整个沙坡尾旅游的生态化发展。

三、结语
沙波尾的改造不仅激发了旧渔港的活力，同时也提升了整个

地区的商业价值。如何在创新与保留中找到平衡、如何在规划中

进行融合、如何把沙坡尾营造成一个既有其原真性、又有新文化

点的注入的旅游景点，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希望沙坡尾可以

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保留的相互协调，并提升其旅游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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