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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的经济结构中，旅游业在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增加。在新理念背景下不断开发的旅游

项目吸引着投资方的资金涌入。本文将基于对永泰旅游产业的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分析永泰旅游产业发展

现状、引进的投资规模、存在的主要投资风险。特别针对普遍存在于旅游投资项目中的市场定位风险、自然

生态风险和金融风险进行深入研究。从而通过对可调整因素的分析提出对永泰旅游投资项目风险管理措施的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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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

早在 1998 年，因旅游业被中央纳入新的国民经济发

展的重要动力，而引发了海内外对旅游项目投资板

块的热潮。相关数据整理收集显示：中国旅游业将

在未来 5 到 15 年内进入飞速增长期，预计投资总量

将在 2020 年达到 6 万亿元。福建省会后花园永泰县

素有“闽中园林”之称。近年来，永泰县为实现旅

游产业的全面转型，以“生态牌”为契机吸引实力

企业的投资，热度持续上升。然而，机遇与挑战并

存，旅游业的投资热情带来的投资回报往往呈现消

极状态。本文从旅游投资项目的风险管控为出发点，

针对永泰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就投资企业或

个人在项目中如何提升规避风险和抗风险的能力提

出建设性意见。

二、永泰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为把握市场机遇，推出永泰“特色旅游“名片：

以推进“全域生态旅游”为发展新理念；打造以现

代观光、体验式旅游项目体系；增强地区产业联动

性以促进资源整合；完善旅游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服务品质；以及提高媒体宣传的质量与力度。

并确立了“生态旅游，绿色引领”的发展宗旨。充

分利用生态旅游资源的天然优势，统筹规划，多样

发展。丰富旅游产品，提升景区接待能力和服务水

平。并深度挖掘永泰红色文化，以深厚的历史底蕴

为中坚力量，打造品牌化的乡村旅游，全面提升在

行业内的竞争力。资金的引入进一步盘活了旅游资

源，也是健全和提升旅游配套设施的坚实后盾，为

永泰实现全域旅游的发展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提出：云

顶生态旅游区将全面提升规格，需达到国家 5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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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标准；启动青云山北溪—天池景区建设；推进

云顶二期、闽商生态园建设；在 2018 年如期完成海

洋极地世界项目的竣工并开业；在 2020 年前完成海

峡（永泰）生态旅游度假项目的建设；结合红色文

化、民族风俗打造特色生态休闲区；打造永泰大青

云山品牌等等成为炙手可热的重大旅游投资项目。

据 2017 年的数据统计：永泰县重点规划、发展的项

目已达到 107 项，预计总投资将达到 753 亿元。从

发展成果来看已初见规模：目前永泰县有 4 个旅游

景点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国家级、省级级别的

各占 1 个；并且在乡村旅游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

其中，有 25 个省级特色村，4 个精品示范点。

三、旅游投资项目的独特性

旅游投资项目的管理与普通管理类项目具有共

性，但对于项目投资风险的管

控更多关注的是它的个性，因为个性的背后隐

藏着触点即爆发的风险。据数字资料研究，旅游投

资项目的风控难度从 2005 年到 2010 年，每年以 7.3%

的速度攀升。研究表明，这其中的个性包括了：周

期性、关联性、敏感性和专用性。

（一）周期性

近年来，在我国，旅游项目的国民支出在整个

消费领域的比例呈递增趋势。但是，锁定具体的旅

游项目受民众欢迎的程度，发现热度受季节、官方

宣传以及新兴网红推荐的影响而明显地呈现与相关

“导向”的周期性。

（二）关联性

旅游产业是综合性极强的产业，从大城市到美

丽乡村，都是一股坚实的软实力。其发展程度的好

坏、发展前景的评估对当地的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经

济发展都起到不容小觑的促进作用。其中，可带动

的产业有：交通、特产销售、娱乐行业等。而相关

产业的发展程度也反作用于旅游业的发展。随着旅

游项目的不断创新研发，单一的景点打卡经营模式

已很难占据市场份额。

（三）敏感性

旅游行业的敏感性主要体现在它与当地传统文

化、风俗文化互为臂膀、互相制约的弹性反应系数。

如近年来热潮涌动的红色文化直接带动了红色旅游

业的发展。因此，在进行对相关旅游投资项目的评

估时，需考虑文化输出与传承带来的隐性风险。

（四）专用性

专用性体现在旅游产业的硬件设施具有独特

性，即“一景一方案”的专属设计性。一旦方案落

地实施，设备投入运营，若后期经营失败，就很难

转让止损，即使进行改造转换，也会造成一笔损失。

所以，在进行投资项目评估前，要区分旅游投资项

目因专用性带来的和其他实业行业投资的区别，制

定有效的风险规避方案。

四、永泰县旅游投资项目存在的
风险

永泰县近年来为打造“生态旅游城，人居幸福

地”，不断更新旅游产业发展的观念，以新理念带

动资金引入、开发计划、实施过程的创新行动。以

深度挖掘生态特色旅游资源来促进产业联动、达到

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因此，永泰县不断出台引进

旅游项目投资的政策，以呈现精准、高质、独特的

旅游景点来吸引投资主体入驻。然而，因旅游投资

项目具有区别于一般项目的独特性，投资结果在现

实中往往经受考验，难以达到双赢。目前，就永泰

县旅游投资项目隐藏的风险整理有如下几方面：

（一）市场接纳风险

旅游投资项目风险防控中对于投资的单一具体

项目缺乏准确的市场定位，对于该项目的受众群体、

品牌打造缺乏独特性。这主要是因为旅游业作为目

前典型的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重点对象，

为占领市场而顺势开发的旅游投资项目出现明显的

“模板化”建设和“套路式”的市场方向定位。这

样的开发模式使得整个旅游产业结构趋同化指数偏

高，无法突破、创新。也因为市场风险的存在，虽

然福建省会后花园永泰素有“闽中园林”之称，且

永泰的近些年的旅游开发力度、媒体宣传强度都在

不断加强，却也没能上榜全国新兴旅游景区热度排

行榜。

（二）金融风险

永泰县旅游投资项目风险管理中对于该项目的

融资计划不周全而引发的过于单一的融资方式以及

潜在其中的金融风险。比如，由市场利率风险带来

的从融资成本到生产经营预算，再到最终的项目收

益水平，层层推进的影响关系。而金融风险最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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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投资主体对旅游项目的评估、判断，以及最终

投资方案的产生。

（三）生态环境风险

旅游投资项目风险管理中缺乏健全有效的实施

方案或有效机制应对外部的自然生态风险。主要表

现在，新开发的旅游投资项目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

性，如过度的开采和开发问题日益显著。而生态环

境的外部性破坏往往会反作用于旅游项目的开发和

运用。永泰旅游主打“生态牌”，对生态环境风险

的防控指数有更高的要求。

（四）经济风险

旅游项目属于第三产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不是生活必需品，是人们生活态度的转变、生活

高追求下的“精神消费支出”。所以，它需要一定

的经济基础的支持才能享受到理想的旅游感受。从

微观层面，需要消费者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从宏

观层面，当地甚至是国家的乐观经济发展趋势都对

旅游产业的前景有正面影响和带动作用。所以，在

决定投资策略的前期评估中，首要任务是测评当下

经济大环境下的经济状况，以及预投资项目所在地

区的经济发展趋势。

（五）设计风险

“新鲜感”影响市场占有率的消费背景下，消

费者对旅游的视觉要求与感受体验的要求已经上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为了让旅游项目在激励的竞争市

场中拔得头筹、影响娱乐导向，出彩的设计方案无

疑是项目启动的首要任务。但也因设计方案的高要

求，使得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为一些无法克服的困

难而造成缺陷，使得景区项目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而

造成损失。

（六）管理风险

缺乏专业化的管理是大部分旅游投资项目都存

在的问题，特别是在初期的建设阶段。由于投资主

体的多方性，对于景区的管理多数委托一个管理团

队。这就造成了管理人员水平的高低具有重要意义，

甚至影响到项目工程的质量。

五、提高投资科学性的对策建议

旅游投资项目和其他所有的投资一样都伴随着

风险。目前，永泰县旅游投资主体对这方面的风险

意识还需提高警惕性。在全国旅游业争先恐后投资、

开发的浪潮中，很多企业因看中未来可能的可观收

益而忽略该行业的风险。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说，

如果投资风险辨识度不高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所以，针对永泰县旅游投资项目目前所存在的风险

提如下建议：

（一）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树立严谨的风险投

资观念。

投资与风险的关系必须透明化，切不可以“掩

耳盗铃”的自我蒙蔽、盲目乐观的思维方式决定投

资策略。只有正视风险存在的客观性，用科学的数

据分析、判断项目走势，明确风险预案，才能使得

企业实现高回报率的经济目标。

因此，投资主体必须树立风险防范意识。不仅

需要多角度的探索旅游投资项目可能产生风险的内

在原因，还要从所投资项目的政治支出、当地经济

发展情况、项目本身的独特性进行风险评估。除此

之外，还需联系项目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探

析投资的风险盲角，提高投资决策的综合水平。

（二）旅游项目投资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完善

风险防范。

在如今的数据时代，投资项目的风险与收益都

是数据化的客观呈现，它比纯理论的分析来得更清

晰、直观。投资企业想要得到较高的回报率，必须

在真实的数据分析基础上，培养健全的风险预警机

制来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

对于旅游投资项目的风险防范机制中，首要任

务是健全精准化、专业化的内部消息处理系统。用

科学的手段对投资前期的数据、信息的采集进行整

理、分析。其次，需根据近些年的娱乐宣传导向、

市场发展规律、消费者消费观念的更新来建立具有

现实意义的风险评估模型，以此模型为参考，完善

最后的投资决策。

六、结语

综上所述，旅游投资项目在全国仍处于炙手可

热的地位，而永泰县旅游业的发展前景乐观是可预

见性的。本文对于永泰县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旅游

投资项目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从旅游投

资项目中的市场接纳层面、金融潜在影响、生态自

然危机、经济支持方面以及项目设计挑战等角度进行

了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能够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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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投资以促进永泰旅游业的高质、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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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网络圈层的健康发展；第二，敦促网络圈层

的服务提供商，切实提高技术应对能力，为法制管

理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第三，改善电子支付环境，

保障资金安全。

（三）建立第三方的口碑评价体系

网络圈层基于口碑进行传播，口碑就像人体的

血管，为网络圈层的扩展提供养分。建立一个权威

公正透明的第三方口碑评价体系，如实地记录网络

圈层营销者的口碑，线上供消费者参考，线下供工

商部门随时检查，将更有利于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

（四）重视顾客让渡价值，推动网络圈层营销

可持续化发展

利用网络圈层，但不依赖网络圈层，任何一种

流行的网络圈层都会被新技术所取代。生意从熟人

做起，但单靠“杀熟”，那么积累的只能是负面口碑，

网络圈层营销难以持续化发展。只有重视顾客让渡

价值，积累正面口碑，才是永远不变的营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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