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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近幾年來國人對於休閒生活的重視，加上政府積極推動無汙染的觀光經濟活動，使得觀光產業越加蓬勃發展。在一片

看好觀光產業中的國立博物館觀光，是知識文化觀光中重要的一環，國立博物館除了兼具文化的傳承之外，更以知識傳遞

與教育民眾為首要任務。本研究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998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月觀光遊客人數進行趨勢研究，本研究

應用ARIMA模式研究，確立預測模型為ARIMA(3,0,2)，其MAPE值為11.30%，預測能力為良好。本研究並對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觀光遊客人數之淡旺季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每年的5、6、9月屬淡月，而7、8月則是明顯旺月。本研究之實證結

果，應能提供相關單位執行觀光政策時之參考，並帶來一定的研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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