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缺失值處理

2.異常值檢查處理(箱型圖)

3.針對季節性明顯及不明顯以不同方式處理

(前後一年同月份平均處理、前後月份平均處理)

4.疫情期間統一處理(2021/5月~2021/11月)

(前後一年同月份平均處理)

預測結果

預測法說明 :

•採用2008年1月至2023年5月之數據建立模型

•所有預測法統一使用季節性預測

•針對2023年6月至2024年5月進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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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三種性質景點遊客人數預測模型比較之研究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活品質提升，旅遊已成為放鬆身心與文化體驗的重要活動。廟宇、風景區與

遊樂園三大類型景點，因各自獨特獨特的文化、自然及娛樂特性吸引不同旅客群體，但受節慶、季節、天

氣及旅客行為模式等因素影響，旅客流量變化複雜且難以預測。本研究旨在建立一個有效預測臺灣三大類

型景點遊客人數的模型，運用簡單時間序列法與SARIMA模型，提升遊客人數預測準確性，分析流量趨勢

與影響因素，協助政府制定政策，並提供旅遊業者精準規劃依據，提升臺灣觀光產業競爭力。

1.考慮將其他機器學習方法，如長短期記憶(LSTM)或Random

Forest等學習法，與SARIMA模型相結合。

2.針對不同性質的景點提出有效意見

• 廟宇：採取應對高訪客流量、非節慶期間遊客流量的措施。

• 風景區：增設智慧導覽系統，提升整體便利性與滿意度。

• 遊樂園：吸引不同類型的客群、維持高需求月份人流量。

3.建立動態監測與預測系統掌握最新資訊、結合環境永續發展。

以麗寶樂園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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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前處理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1.麗寶樂園在7.8月為暑假期間，人數變化具季節性

2.統一處理2021年5月至2021年11月疫情期間之數據

3.2017年遊客人數因樂園新增Outlet mall而迅速增加

1.SARIMA 模型為所有景點預測中最佳預測模型。

2.不同類型景點的特徵差異：

• 廟宇：受宗教節日影響大，數據波動不規律，誤差較高。

• 風景區：季節性穩定，預測準確度最佳。

• 遊樂園：高峰期明顯（寒暑假及連假），模型表現穩定。

•移動平均法

•趨勢調整指數平滑法

•加權移動平均法

•季節性預測法

•天真預測法

•指數平滑法

•線性趨勢法

•SARIMA模型

•誤差衡量(MAD、MAPE)

研究工具

預測效果分析：

1.最佳：風景區性質的景點因數據趨勢呈現平穩

性或逐年上升的現象。

2.最差：廟宇性質的景點因受到農曆等傳統節慶

時間的影響，導致每年舉辦活動的時間不固定。

3.中等：遊樂園性質的景點因疫情後在7、8月這

些季節性需求較高的月份，遊客量並未回到疫情

前的旅遊盛況。

1. 廟宇性質的景點：SARIMA模型表現最佳，因其能捕捉節慶活動的季節性與波動

性。相較之下，天真預測與指數平滑法無法處理突發高峰，移動平均法則因平滑

短期波動而忽略節慶劇烈變動，導致預測誤差較高。

2. 風景區性質的景點： SARIMA模型表現最佳，能準確捕捉旅遊人數的季節性特

徵。移動平均法與加權移動平均法適合平穩變動，但在淡旺季劇烈波動下預測較

差；線性趨勢法因疫情影響導致數據斷層，準確性最低。

3. 遊樂園性質的景點：SARIMA模型表現最佳，能捕捉寒暑假與連假等高峰期的季

節性與趨勢性。指數平滑法表現最差，移動平均法等難應對非線性趨勢。整體而

言，SARIMA在三類景點中皆因能適應季節性、趨勢性與非線性波動而最具優勢。

共有6個景點，以廟宇、風景區、遊樂園做分類。

誤差統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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