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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近年來國民旅遊的風氣越來越興盛，而旅遊的狀況可能也會受到月份及假期的影

響，造成旅遊有淡旺季之分，例如旅遊人數都為寒暑假比較多，寒假比暑假還多，寒假

比較多是因為有連續的假期（約 5-9 天），還有年終獎金和壓歲錢的關係，且公私立機

關幾乎都有假期，而暑假假期長分散旅遊的時間，且只有特定族群才有較長的假期等等。 

由於 1998 年到 2006 年台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月份統計顯示旅遊人次在

一些特殊月份下，有一定循環律動和波動；轉成圖形後也可以看出有階段性的起伏，因

此想藉由這波動起伏深入研究探討其變化趨勢與影響變動原因，和左右不同月份旅遊人

次不同的原因，進而作一分析研究。 

本研究以 1998 年至 2006 年臺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按月別統計圍資料，

藉由 ARIMA 模式，來判定從 1998 到 2006 年之旅遊循環情形，判定旅遊循環是否存在，

假如循環存在，是不是會受到季節因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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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動機 

觀光事業是屬於服務業中的一項重要産業，對於國民所得、就業與外匯收入的貢獻

極大。觀光遊憩區設立之目的，除了提供遊憩功能外，尚須兼顧保育與學術研究之功能。

由於近年國民所得增加、生活經濟水準提高、家庭結構改變、國人越來越重視觀光休閒

活動、休閒觀念暢達，造成台灣觀光產業蓬勃發展。 

在政府的統計資料中在民國 86 年、88 年、90-92 年期間觀光人口是有逐年上升的趨

勢，根據國民的旅遊習慣和政府新制條款公布，改變了國民近年的旅遊型態。目前台灣

地區旅客大部分的旅遊時日，平日旅遊主要是以例假日為主，其次是平常日，再其次則

是農曆年假日、寒暑假及春假或中秋節。所以國民的旅遊狀況可能都會隨著假期而改

變，因此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旅遊循環是否存在及探討影響旅遊狀況的因素。 

二、目的 

根據上文所述，研究目的如下可知： 

（一）瞭解觀光客的基本屬性是否會影響其旅遊參與型態。 

（二）分析遊客之不同社會、經濟背景屬性。 

（三）分析遊客之不同社會、經濟背景對於遊憩動機之影響。 

貳、研究範圍 

一、資料名稱 

1998 年到 2006 年臺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按月別統計。 

二、資料來源 

臺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交通部觀光局、公民營遊憩單位。 

三、觀光遊憩據點之遊客人數 

遊覽車平常日*33 人、假日*36 人；小客車*2.2 人；機車*1.28 人。 

四、資料敘述 

主要收集的資料為 1998 年至 2006 年之台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按月別統

計，而其觀光遊憩據點之遊客人數統計方式為遊覽車平常日*33 人、假日*36 人；小客

車*2.2 人；機車*1.28 人，分為 12 個月份來統計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因此藉由將此資

料作成圖表觀察其分析，來探討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 6 年來的變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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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回顧 

一、台灣地區近年觀光趨勢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歷年台灣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統計」所公佈的資料顯

示，國內公營與民營遊樂區遊客人次自民國 78 年的 18,600,136 人次增加至民國 93 年的

57,834,312 人次，16 年來遊客激增 3.11 倍。另依「國人國內旅遊狀況調查」顯示，民國

86 年與 88 年國人平均一年在國內旅遊 4.01 次，90 年國人平均一年在國內旅遊增加為 5.26

次，91 年國人平均一年在國內旅遊 5.62 次，為歷年調查數據的高峰，92 年國人平均一

年在國內旅遊 5.39 次，整體而言，平均國內旅遊次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林意剛，2005) 

檢視民國 86 年至 92 年國人國內旅遊率，整體而言，各季及全年的旅遊大致呈現正

成長的趨勢，為 86 年至 92 年國人國內旅遊率 86 年第一季至第四季的旅遊率分別為 46.0

％、45.8％、46.4％、48.2％，全年旅遊率為 89.3％；90 年第一季至第四季旅遊率分別為

60.5％、55.6％、53.0％、55.0％，全年旅遊率為 89.7％，將近九成，各季的旅遊率較 86

年增加許多，分別為 25.5％、9.8％、6.6％及 6.8％，全年平均旅次也增加 1.25 次，推估

可能是因為政府實施週休二日的政策，提高國人出遊的意願。91 年除了第四季的旅遊率

與 90 年無顯著差異之外，其餘各季的旅遊率均高於 90 年，呈現增加的趨勢。(林意剛，

2005) 

表 1 國人國內旅遊率 

項目 
旅遊率(%) 全年 

平均旅次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全年總和 

86 年 46.0 45.8 46.4 48.2 89.3 4.01 

88 年 57.6 42.5 44.5 45.5 82.4 4.01 

90 年 60.5 55.6 53.0 55.0 86.1 5.26 

91 年 65.4 60.1 61.4 56.6 89.7 5.62 

92 年 86.2 51.7 61.6 60.1 90.1 5.39 

資料來源： (林意剛，2005，台灣地區公民營觀光遊樂區人次預測之研究) 

本文獻說明了在政府的統計資料中在民國 86 年、88 年、90-92 年期間觀光人口是有

逐年上升的趨勢，根據國民的旅遊習慣和政府新制條款公布，改變了國民近年的旅遊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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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遊時日分析 

在近年來，由於經濟發展快速，國民所得提高，加上生活型態之轉變，於是朝向觀

光休閒發展，而針對台灣地區旅遊淡旺季現象之探討。根據戶外遊憩區淡旺季問題及其

改善策略之研究（林晏州，1992），以及國人國內旅遊與來臺旅客旅遊統計分析（交通

部統計處），目前台灣地區旅客大部分的旅遊時日，平日旅遊主要是以例假日為主，其

次是平常日，再其次則是農曆年假日、寒暑假及春假或中秋節。 

國內旅遊所利用之日期—94 年國人以利用週末、星期日從事旅遊者最多，占 58.4

％，其次為平常日 26.5％；旅遊目的仍以「觀光、休憩、渡假」為主，占 71.2％，惟較

93 年下滑 10.3％。94 年國人以利用週末、星期日從事國內旅遊活動者最多，占 58.4％，

其次是利用平常日（占 26.5％），再次為國定假日（占 15.1％）。與 93 年比較，以利用

國定假日從事旅遊者增加 8.4％最多，而利用平常日及週末、星期日者則分別下滑 6.0 及

2.4％。94 年國人國內旅遊目的仍以「觀光、休憩、渡假」為主，占 71.2％（其中「純

觀光旅遊」占 55.5％），其次為「探訪親友」23.0﹪。與 93 年比較，「觀光、休憩、渡

假」下滑 10.3％，「探訪親友」則增加 11.3％。 

表 2 國人國內旅遊所利用的日期   單位：％                                         

利用的日期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週末、星期日 56.2 27.5 60.2 60.8 58.4 

國定假日 16.2 15.7 13.2 6.7 15.1 

平常日 27.6 26.8 25.9 32.5 26.5 

特意休假日 5.0 5.4 7.2 3.2 7.0 

寒暑假 4.4 3.7 3.5 6.2 3.1 

其他平常日 18.2 17.7 15.2 23.1 16.3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觀光局「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 

附註：國人國內旅遊係指 12 歲以上國人離開日常生活圈到國內某地從事旅遊活動（包括遊憩、渡假、商

（公）務兼旅行、宗教旅行、探訪親友、健身運動渡假、生態旅遊、會議渡假等）或至生活圈內之遊憩

據點從事旅遊活動，時間不超過 1 年者（含當日來回）。 



主要觀光遊憩區旅遊分析 

 

    4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7 年) 

表 3 國人國內旅遊目的  單位：％                                      

項目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觀光、休憩、度假 77.7 78.1 81.5 71.2 

純觀光旅遊 60.5 61.4 60.3 55.5 

健身運動度假 4.0 7.5 12.1 9.3 

生態旅遊 5.9 2.9 3.9 2.4 

會議或學習型度假 1.3 1.0 1.8 0.5 

宗教旅行 6.0 5.3 3.4 3.5 

商（公）務兼旅行 1.5 1.0 1.1 1.4 

探訪親友 18.7 19.3 11.7 23.0 

其他 2.1 1.7 5.7 4.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觀光局「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 

根據文獻回顧可得知台灣地區各主要遊憩區之旅遊淡旺季及影響因素，根據文獻指

出是以海岸風景區的淡旺季問題最為明顯，主要是因為遊憩活動受到自然資源所影響，

因此多集中於夏季；而不同類型地區之淡旺季所形成之原因，得知古蹟文化、遊樂園型

及湖泊型，主要是受到春節、春假，也就是假期的影響較大。 

而其中所集中的假期跟「台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旅遊人數」所呈現出後的月份是

一致的，於是主要影響遊憩區旅遊人數的關係為假期的多寡。 

三、國外有關旅遊之觀光需求、預測方法相關研究文獻摘要 

表 4 國外相關研究文獻綜理表 

作者 研究對象 研究摘要 研究方法 預測績效 

Uysal and 

Crompton 

(1985) 

對於過去使用於

觀光預測的方法

回顧 

量化的方法包

含時間數列、重

力模型與迴歸

方法等。文中發

現觀光預測均

有限制，定量的

誤差是不能避

免的，特別是在

預測期間超過

一年以上。 

以量化方法

(Quantitative)

與質化方法

(Qualitative)

進行回顧分

析 

文中建議為避

免此一情況應

避免以絕對方

式展現而是應

以區間數值表

現較適宜。 

Sheldon and 對過去有關觀光 將過去 20 年間 時間數列模 比較發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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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1985) 預測的研究作回

顧 

有關觀光預測

的實證方法分

成時間數列模

型、計量經濟模

型和專家意見

法等三大類。 

型、計量經濟

模型和專家

意見法 

數列法成本較

低；重力模較

適合國際觀光

客流向分析；

專家意見法適

用於資料較難

取得的情況。 

Witt and 

Witt (1995) 

過去用於觀光預

測方法，技巧加

以回顧 

將計量經濟預

測模型、空間模

型、時間數列、

德爾非法與情

境分析等技巧

加以回顧，最後

依據不同的預

測準確性判斷

發現並無單一

方法能在不同

情況下表現其

最佳的預測績

效。 

主要對於計

量經濟預測

模型之觀光

預測相關研

究及變數設

定與函數型

態多所探討 

建議在進行實

證時，自我迴

歸計量經濟模

型預測指數平

滑與天真模型

都是值得考量

使用的方法。 

Pattie,Snyder 

(1996) 

美國 110 處國家

公園遊客 

本研究在於比

較類神經網路

和傳統時間數

列方法預測的

準確性。文中以

美國 110 處國家

公園遊客為研

究對象。 

ARIMA 相對於傳統時

間數列，類神

經網路技巧用

於觀光預測是

一種較有效的

方法。 

Vincent Cho 

(2001) 

外國旅客至香港

觀光的成長趨勢 

此研究預測國

家觀光客來自

美國、英國、新

加坡、台灣、韓

國及日本等六

國觀光客之成

利用指數平

滑法、

ARIMA 及

ANN 法來預

測 

結果顯示此六

國家預測除了

英國外，都以

ANN 模式預

測最佳，英國

是以指數平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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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趨勢 預測較佳。 

Anastasia 

Hemandez & 

Xarmelo 

J.Leon(2002) 

國家包括德國、

澳地利、比利

時、丹麥、芬蘭

法 

國、英國、意大

利及瑞典等九個

國家 

利用經濟分析

上的預測組合

(Combination of 

Forecast)來預測

歐州各國赴

Canary 島的遊

客成長趨勢。 

預測方法採

用 NAÏVE 1

模型、NAÏVE 

2 模型，迴歸

分析模型，季

節指數及

Box-Jekkins

的 ARIMA 

模型等並以

組合預測，並

以 mape 值比

較其預測分

析之績效。 

結果顯示組合

模型較其它單

項預測方式

佳。 

資料來源：黃蔚萱，2006，國際觀光旅館國人住宿需求季節性之研究 

四、國內有關旅遊之觀光需求、預測方法相關研究文獻摘要 

表 5 國內相關研究文獻綜理表 

作者 研究對象 研究摘要 研究方法 預測績效 

陳昭明(1981) 森林遊樂區的

需求研究及遊

客人次 

研究森林遊區

的需求研究及

遊客人次並用

交通部觀光局

提供的資料預

測國民旅遊的

人數 

簡單迴歸 初略預測遊客

人數 

林繼國(1986) 北海岸風景

區、陽明山國

家公園、日月

潭風景區、溪

頭森林遊區、

太魯閣國家公

園 

本研究建立遊

憩區需求預測

模型，同時考量

需求面、供給面

與阻抗等三因

素，建構遊憩區

預測模型，是本

研究之特色。 

迴歸方法及

重力模型 

建構模型分別

預測民國七十

六年、八十年

與九十年北部

五大遊憩區遊

憩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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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和生(1992) 國民旅遊人次 以台灣地區 192 

處具代表性的

旅遊據點，由橫

斷面縱斷面予

以預測、補插，

求得完整之各

據點旅遊人次

資料進而建立

ARIMA 模型，

藉此來預測

81-84 年之旅遊

人數成長趨勢。 

貝氏 ARIMA 實證結果顯

示，在 80-84 

年間以古蹟文

化類旅遊人數

成長最高。 

黃昭通(1994) 溪頭 蕙孫林

場 日月潭 九

族文化村 杉

林溪 清境農

場遊客人數預

測 

利用重力模型

建立戶外遊憩

需求預測模

型，選擇南投地

區 6 個風景區做

為研究對象，探

套討此一模型

之效用。 

重力模型 實證結果顯示

重力模型對戶

外遊憩需求預

測方面確實有

效。 

塗三賢、吳萬

益、林俊成、

任憶安(1999) 

預測國內 16

處森林遊樂區

遊客人數 

以 ARIMA 建立

森林遊樂區遊

客人數與營收

之預測模型，14 

處森林遊樂區

遊客人數數列

資料經差分處

理能成為定態

數列。 

ARIMA 依據結果顯

示，11 處森林

遊樂區遊客人

數資料其

ARIMA 模型

具有季節性因

素，只有 3 處

未有季節性型

態出現。 

李佳叡(2000) 森林遊樂區遊

客人數之預測 

以 ARIMA 模型

研究週休二日

對遊客前往森

林遊樂區的影

響。 

ARIMA 結果顯示政策

確會影響遊客

前往森林遊樂

區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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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依穎(2002) 研究國外旅客

對中國大陸旅

遊業需求預測

之分析 

檢驗此 10 種不

同預測模型的

預測能力，並得

出季節性與非

季節性自我相

關整合移動平

均模型為預測

中國大陸入境

旅遊最佳之預

測模型。 

Naive I、Naive 

II 模型、簡單

線性回歸、二

次曲線、指數

曲線、波動性

時間序列非

線性迴歸、自

我相關、移動

平均、季節性

與非季節性

自我相關整

合移動平均

及

Holt-Winters

預測等模型 

結果顯示，迴

歸模型、波動 

性時間序列非

線性迴歸模

型、自我相關

模型及移動平

均模型均有不

錯的表現。 

施瑞峰(2000) 台灣國際觀光

旅館住宿率預

測 

利用 ARIMA 模

型研究台灣地

區國際觀光旅

館住宿率之預

測。 

ARIMA 實證顯示研究

所建立之預測

模型其泰勒不

等系數小於

一，RMSPE 值

亦很小，表示

此模式適合進

行預測之用。 

陳于倩(2003) 以結合迴歸與

時間數列模型

對中國大陸旅

遊業需求進行

預測之研究。 

1985 年 1999 年

的總體經濟季

資料及時間數

列模型，建立三

個計量模型。變

數為物價、匯

率、所得，並納

入一個虛擬變

數。 

模型一為迴

歸模型；模型

二為

Box-Jenkins 

時間數列

ARIMA 模

型 ；模型三

則結合前兩

者的迴歸與

時間數列模

型。 

實證結果發

現:結合迴歸

與時間數列模

型擁有最佳預

測能力。而物

價、匯率、所

得等因素確實

影響國外旅客

赴中國大陸旅

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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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石麟(2003) 建立台灣出國

旅遊總體，以

及前往香港和

澳門旅遊人數

的 ARIMA 預

測模型 

針對在大量資

料庫內，找出各

獨立資料彼此

的關聯法則，藉

以分析點狀分

散式資料中的

知識掘取研究 

應用預測資

料採礦方

式，透過歷史

資料，從研究

結果以及產

官學者的訪

談中，進行再

分析，並發掘

出有價值的

資訊及知

識。 

發現資料具有

時間延續的依

存關係；且從

歷史的資料顯

示，赴港澳之

旅遊人數受到

政府的政策面

影響。 

資料來源：黃蔚萱，2006，國際觀光旅館國人住宿需求季節性之研究 

五、ARIMA 模式 

時間數列指以時間順序型態出現之一連串觀測值之集合，也就是說，對某動態系統

隨時間連續觀查所產生有順序的觀測值集合(林文茂，1992)。ARIMA 過程母體之模式使

用，來建立模式的程序稱為 Box-Jenkin 或 ARIMA 模式建立法(ARIMA model building 

methods) 。 ARIMA 模式的建立是系統化辨識、估計、診斷和預測時間數列之方法論，

實際資料之圖型全部被用來將一個時間數列分解成三個 ARIMA 成份。主要分為三個步

驟： 

【暫定模型】（Model Identification） 

判斷 ARIMA（p,d,q）的階數。一個資料數列如果並非平穩型（nonstationary），則

需整合（intergrated）利用差分方法使數列成為平穩型（stationary）。 

使用 IDENTIFY 語句來指定序列並且識別 ARIMA 模型 

（一）使用 IDENTIFY 指令 

在 PROC ARIMA 語句中指定輸入數據，然後使用 IDENTIFY 語句讀入資料，並繪出

其自相關函數。 

（二）描述統計量 

由 SAS 報表可知，全部觀測值之平均數及標準差。 

（三）ACF 散點圖    

自相關係數圖表明序列的當前值和前一個觀測值的相關程序。由圖中可以判定，自

相關係數圖是否為平穩型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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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噪音檢定 

白噪音檢定是假設無自我相關，殘差項=0，有白噪音的數列是平穩型，表示數列有

效。白噪音檢定時，虛無假設為數列是白噪音，對立假設為數列不是白噪音。 

（五）差分序列 

因為序列不是平穩型，所以利用差分將其變換為平穩型序列。 

【對未知參數作有效的估計】（Efficient Estimation） 

就找出來的模型估計參數並檢定是否顯著，避免模型有太多不必要的參數使模型太

大，因此必須檢定參數是否顯著，有不顯著的參數就要回到上一步換另一個模型，直到

找到參數都顯著的模型。 

在完成可能的 ARIMA 模型識別後，移至估計和診斷階段。使用 ESTIMATE 語句來

指定 ARIMA 模型與 IDENTIFY 語句中指定的變量並且估計該模型的參數。 

（一）估計 MA(1)模型 

（二）估計 MA(2)模型 

（三）估計 MA(3)模型 

參數估計值表列出模型的參數，其中包括均值、標準差與 T 值，其中 T 值提供

關於參數估計值的顯著性檢驗。 

（四）選定 ARIMA(0,1,2)模型為最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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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性檢查】（Model Checking） 

進行預測，幫助對未來趨勢的掌握，如經濟上預測未來的成長率、失業率等，

以便決策者制定決策。 

在觀光需需求預測的相關研究方面，除了應用時間序列 ARIMA 模式建構預測

模型之外，還包括計量經濟、空間、類神經網路等預測模式。過去應用 ARIMA 模

式進行預測模式建構的相關研究，其研究對象多以觀光旅遊人數或遊樂區人次預測

為主題，採用過去的數據資料進行預測模式的建立。與應用計量經濟模式相較，雖

然應用此一模式因缺乏經濟理論基礎而造成模式解釋不易，也無法了解變數之間的

關係，但是對於週期性與季節性之趨勢易於掌握，於短期的預測仍有很大的效果。

(林意剛，2005) 

1970 年代 Box-Jenkins 提出「綜合性自我迴歸與移動平均模型(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 簡稱 ARIMA) 之後 ARIMA 模式時間數列模式，其

應層面廣至經濟、商業、工程首農業等學科的資料分析上，並成為近年來觀光需求

從事短期預測所常用的工具。 

ARIMA 模型是時間數列分析法的一個基礎工具，其適用的範圍較為有限。其

後陸續發展出來的轉換函數、介入分析與多變數時間數列模型等，更加增進了時間

數列法的完備性與適用性。 (施瑞峰，2000) 

【ARIMA 模型之介紹】 

假 定
{ }( )L,2,1,0 ++=Υ tt 係 由 隨 機 過 程 （ stochastic process ） 產 生 的 等 時 距

（equispaced intervals of time）與可逆轉 （invertibility）的特性。
{ }ta 為誤差項，符

合一般對白音(white noise)的假設 (a t ~ N ( 0, 2 ó ))。果此
{ }tΥ ，可以下列不同的函數

形態表示。 

（一）自我迴歸模式型 AR（P） 

tptpttt ayyyy ++++= −−− φφφ L2211  ………………………………………（1） 

或變為 

( )
ttpp ayBBB =−−− φφφ L2211
………………………………………………（2） 

式中：
µ−Υ= tty ，µ 為平均數 

p21  ,  , φφφ L 為自我迴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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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為其次數 (order)， 

B則為落後移動運算數 (backward shift operator)。 

（二）移動平均模型 MA（q） 

qtqtttt aaaay −−− −−−−= θθθ L2211  ………………………………………（3） 

或寫為 

( ) ttqqt ayBBBy =−−−−= θθθ L2211  ………………………………………（4） 

式中： q21  , , , θθθ L 為移動平均係數， 

q為其次數。 

（三）自我迴歸移動平均混合模型 ARMA（p,q） 

( ) ( ) tqtp a ByB θφ =  ……………………………………………………………（5） 

若時間數列為非靜態(nonstationary)，或具季節性變動時，則採用ARIMA。 

（四）綜合性自我迴歸與移動平均模型 ARIMA（p,d,q） 

( ) ( ) ( ) ( ) ( ) tsqtspdp aBq  BydB B-1 B ′∗=′∗
′

θθφφ                      （6）    

式中：d為規則性差分的次數， 

d′為季節性差分數次數， 

S為季節期間。 

 

一 般 建 立 ARIMA 模 型 ， 可 分 為 四 個 步 驟 ， 包 括 ： 暫 時 性 認 定 (tentative 

specifications or identification)、參數估計(estimate for coefficient)、診斷性檢核(diagnostic 

checking)和預測(forecasting)。首先是印出時間數列的原始趨勢圖，並利用樣本的自

我相關函數(sample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ACF)： 

 

( )( )

( )
L, 2 , 1k, ˆ

1

2

1 =

Υ−Υ

Υ−ΥΥ−Υ

=

∑

∑

=

+

−

=
nn

t

t

kt

kn

t

t

kρ                    （7） 

判斷是否為靜態數列：若隨著 k增加， kn̂
~

下降相當快速，則為靜態數列。 

除了ACF 以外，PACF(partial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為認定模型的另一工具，其

可由Yule-Walker 方程式導出： 

PK, 2211k >++= −−− pkpkk ρφρφρφ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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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p21 , , ρρρ L
已知時，則可得 p21 , , φφφ L

的估計值，此即偏樣本相關係數

(PACF)。如果ACF呈現逐漸消失(die out)的形式，且PACF於落遲p 期時立即消失(cut 

off )，則屬AR(P)模型(圖3-1)；反之，若PACF呈逐漸消失，ACF則於落遲q 期後立即

消失，則為MA(q)模型(圖3-2)；ARMA(p，q)模型則兼具兩者的特性。 

 

 

 

ARIMA 參數估計的方法有二，一為最小平方法，一為最大概似法。如果估計

結果所得的誤差項aˆt 滿足白噪音的假設，則該模型是適合。Box & Pierce (1970) 則

提出Q 統計量檢定模型是否合適： 

( )q p ~ 22

1 kynQ j

k

j α÷= =                                            （9） 

式中： n 為觀察值個數， 

  α為顯著水準， 

  k為
kr 的個數； 

( )( )
( )2tt

tk-ttt1kt
k

â â

â â â â
y +==                                           （10） 

式中： ta 為 ta 的平均數， 

若 ( )q-p-kQ
2

aχ< ，則模型是合適的，反之則不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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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ARIMA 模式特徵表 

模式 自我相關函數（ACF） 偏自我相關函數（PACF） 

AR(p) 逐漸遞減為零 在 p 期後截斷（tail off） 

MA(q) 在 q 期後截斷（tail off） 逐漸遞減為零 

ARMA(p,q) 逐漸遞減為零 逐漸遞減為零 

肆肆肆肆、、、、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一、歷年旅遊人數 

首先從 1998 年到 2006 年的旅遊總人數來看，如下圖所示 1998 年到 2006 年全年旅

遊人數逐年成長，從 66,766,008 人增加到 156,860,725 人，九年來增加了約九千萬人左右；

也可從文獻回顧的資料得知，2001 年週休二日實施後，國人休閒旅遊時間增加，刺激國

民旅遊意願，也因為週休二日延長假期的天數，提升對於觀光休閒產業之發展。 

1998-2006年台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旅遊人次

0

20,000,000

40,000,000

60,000,000

80,000,000

100,000,000

120,000,000

140,000,000

160,000,000

180,000,000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年人

旅遊人次

 

二、歷年各月旅遊人數 

從表 5 可以得知，1998 年到 2006 年旅遊人數，表中紅色部分是當年之中旅遊人數

最多之月份，而藍色則是旅遊人數最少之月份。其中資料類型從 1999 年後開始有另一

種格式，且調查的類型內容（地區）也不相同，於是有可能形成 1998 年的資料和 1999

年較不相同。 

表中旅遊人數最多是在 1、2 月的分布，主要是受到農曆年的過年月份的影響，於

是形成 2001 年及 2004 年旅遊人數最多是位於 1 月份，相同的旅遊人數最少皆是在 9 月

份，1999 年則是受到 921 大地震影響，於是當年旅遊人數最少在 10 月；其中 2004 年 1、

2 月的旅遊人數都是一千六百多萬人，是由於農曆過年在 1 月底，2 月延續了旅遊人潮，

而其他年旅遊人數最多皆是在 2 月，旅遊人數最少則分別是在 1、5、6 月。 

比較特殊的部份是在觀察這九年來的旅遊人數規則發現（排除 1998 年來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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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兩年最多旅遊人數與最少旅遊人數會位於相同之月份，可能是受到農曆年過年所造成

的影響。且每兩年 1、2 月的部份，在 2001、2004 年的時候，1、2 月的旅遊人數都是較

為相近，但是在 2002、2005 年 2 月的旅遊人數卻是 1 月的 2 倍多（1999 年受到 921 大地

震之影響），而在 2000、2003、2006 年時，2 月的旅遊人數是 1 月的 1 倍多，而其它的

變化就較為微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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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年旅遊人數趨勢 

下圖為台閩地區 1998 年到 2006 年的旅遊人數折線圖，圖中折線分別代表

不同年份；而橫軸代表每年各月份，縱軸代表旅遊人次（單位：人），X 軸格

線一年一格，從折線圖觀察其變化及趨勢，並加入背景資料探討其原因。 

圖1 1998-2006年台閔地區主要遊憩區旅遊人數曲線圖 

1998~2006年台閩地區主要遊憩區旅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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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人數歷年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可觀察到曲線的起伏程度，可以看出

各年的前半段起伏比較大，所以前半年旅遊人次的落差比較大，後半年雖有

起伏，但是起伏沒有比前半年來的大，整體趨勢感覺是持續在下降，於是可

以大致看出半年有個循環。 

且從圖形看起來每一年約有 4 個波，平均每 3 個月就有一個循環，而歷

年的趨勢起伏似乎看起來大部分一致，所以旅遊的狀況可能有一定的規律存

在。例如旅遊人數都為寒暑假比較多，寒假比暑假還多，寒假比較多是因為

有連續的假期（約 5-9 天），還有年終獎金和壓歲錢的關係，且公私立機關幾

乎都有假期，而暑假假期長分散旅遊的時間，且只有特定族群才有較長的假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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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月份旅遊人數 

以單一年分來看各月份旅遊人數的變化及形成原因。以最新資料 2006 年

來看，以遊憩地區類別來劃分，橫軸代表月份，縱軸代表旅遊人次（單位：

人）。 

圖2 2006年台閔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旅遊人數比較圖 

2006年台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旅遊人數

0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8,000,000

10,000,000

12,000,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份
旅遊人數

國家級風景區
國家公園
公營觀光區
縣級風景特定區
森林遊樂區
海水浴場
民營遊樂區
寺廟
古蹟
其他

 

從上圖來看不同的類別的趨勢起伏似乎看起來一致，從圖形看起來約有 4

個波，平均每 3 個月就有一個循環，而第 2 及第 3 個波看起來比較平緩，跟歷

年圖相同前半年旅遊人次的落差比較大，後半年雖有起伏，但是起伏不若前

半年來的大，整體趨勢感覺是持續在下降。 

大部分地區 2 月份的旅遊人次比較多，可能是因為有連續的假期（約 5-9

天），還有年終獎金和壓歲錢的關係。 

4-6 月旅遊人數下降，可能是因為：（一）存錢、（二）繳稅期間，例如

所得稅、汽車燃料稅等、（三）正逢學生考期。 

6-8 月比 4-6 月旅遊人數上升，可能是因為：（一）學生放暑假、（二）

因為農曆 7 月的習俗，某些行業淡季，就會暫時休假，例如汽車業或房仲業。 

暑假（7-8 月）的旅遊人數沒有比寒假多，是因為暑假假期較長，分散旅

遊的時間，只有特定族群才有較長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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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研究實做研究實做研究實做研究實做    

了解目前資料的循環週期，以判斷其循環，作為 ARIMA 分析預測之基準，

以便於 ARIMA 分析預測時加入所受到變數影響之因子，例如：季節因子的影

響。 

一、週期種類介紹 

長期趨勢是指某一種現象在較長時間內，呈現漸增或漸減的變動趨向。

波動則是指某種現象在某特定時間內，呈現一種種升而復降、降而復升的連

續變動現象。此種波動誘因其變動趨勢呈現規則或不規則形狀，而可分為週

期變動（periodic fluctuant）與循環變動（cyclical fluctuant），前者是指週期固定，

且每一週期內上下變動幅度一大致相同的連續波動。後者則是指以若干年為

週期之連續波動，其週期長短不一，且上下變動之幅度較大。不規則變動又

稱偶然變動，是一種因為天災人禍等突發事件所導致的變動。而分析時間序

列之主要目的，即在將各種變動因數予以分解隔離，以瞭解影響某種現象變

動的主要原因。 

二、週期種類判斷 

根據 1998 年至 2006 年台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旅遊人數的月資料，主要

為時間序列的長期趨勢，而其中觀光旅遊人數的變動受到三個因素影響： 

（一）長期趨勢變動的影響 

長期趨勢是指觀光遊憩區在較長持續期內展現出來的總態勢，於是把長

期趨勢在旅遊人數變化過程的具體變化形式分解為三種情況： 

1.旅遊人數持續向上發展變動的趨勢。 

2.旅遊人數水平變化的趨勢。 

3.旅遊人數持續向下發展變動的趨勢。 

（二）、季節循環變動的影響 

根據基本資料之分析，可以了解其中旅遊人數亦受到季節循環的變動而

影響。 

（三）、隨機變動的影響 

隨機變動則是受到像是意外災害或遊憩區變動的情形之影響，而造成旅

遊人數的變化。 

於是將旅遊人數分為兩部分來看，一為長期趨勢，一為循環變動。由 1998

年到 2006 年的資料中，可以看出歷年的月資料中每年持續的增長，且也能大

致看出每一年約有一致性的變動，可視為較大的循環；而另外則選定一年的

月資料來說明，將觀光旅遊人數加入了季節的因子來看，可以發現在較大年

期的循環中，各年之中也形成小型的循環，可從圖中看出約每一季到半年有

小型的循環產生。根據循環週期的判斷，以作為 ARIMA 分析預測之基準，以

便於未來 ARIMA 分析預測時所受到變數影響之因子，例如：季節因子的影響。 

三、進行 ARIMA 

（一）進行無差分、一次差分、二次差分後，其殘差值皆不顯著 

（二）嘗試加入季節因子後，殘差值有顯著，代表受到季節因子的影響 

（三）使用 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及 SBC（ Schwartz Baye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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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riterion）來選取最佳模式， AIC 與 SBC 所計算出來的值越小，則代

表模型的配適度越佳 

（四）選出之最佳模式為 ARIMA(0,1,1)12 

圖 3 歷年觀光遊憩人數趨勢圖 

 
 

 

 

 

 

由 1999 年至 2006 年畫出的歷年觀光遊憩人數圖，可以看出似乎每一年就

有一個大循環，而大循環中有兩個小循環，而循環的驗證可以藉由 ARIMA 分

析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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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根據本組蒐集 1999 年到 2006 年台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月份統計分

析資料得知，國人在國家風景區遊客人次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顯示國民旅遊市場

成長之趨勢值得政府與民間重視。並由歷年畫出的觀光遊憩人數圖，可以看出似

乎每一年就有一個大循環，而大循環中又有兩個小循環的變化，所以本組即利用

自我迴歸整合移動平均模式(ARIMA)來探討觀光旅遊遊客人數週期和驗證，以作為

政府和旅遊相關業者未來在政策決策及市場對策的參考。 

本研究對迴歸分析進行實證，針對國內國家風景特定區、國家公園、公營觀

光區、縣級風景特定區、森林遊樂區、海水浴場、民營遊樂區、寺廟、古蹟文化

型、其他等大區域建立預測模式，並以組合預測模式加以比較其預測績效。其結

果顯示季節、假期、遊客族群、風俗習慣及促銷活動等等都是影響週期變化的因

素之一。國人旅遊人次已越來越多，所以政府對於國內旅遊的政策有舉足輕重的

影響，如何提升旅遊品質以符合國人期待是為一課題，另相關民間業者在淡旺季

之間也應擬定配套方案，以因應壅擠或空潮期，因此，相關政府部門及民間企業

應緊密結合加倍努力始可達成發展觀光產業振興地方經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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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FILE ARIMA.SAS; 

DM"LOG;CLEAR;OUTPUT;CLEAR;"; 

OPTIONS NODATE LINESIZE=76 PAGESIZE=60; 

DATA D1; 

INPUT YEAR people; 

CARDS; 

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原始資料  

; 

PROC ARIMA DATA=D1; 

     IDENTIFY VAR=people  NLAG=72 ; 

    *ESTIMATE P=1 q=1 MAXIT=50 CONVERGE=0.01 PRINTALL PLOT; 

    *FORECAST BACK=0 LEAD=12 OUT=D2 ID=YEAR print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