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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few years, compatriots have been gradually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leisure life, coupled with the aggressive

promotion for pollution-free sightsee industry from the government, coming to an end in an increasing boom of Taiwanese tourism.

In the promising future of tourism, national museum as a key part of cultural tourism should own the r i esponsibility for knowledge

transfer; moreover regard the function of educating the public as the first priority. This thesis did the trend analysis of visitor number

to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from January 1998 to December 2011. ARIMA model was applied to this thesis, and

confirmed the model as ARIMA(3,0,2), and MAPE value was 11.30% with good forecasting abilit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low

season s in May, June and September, and July to August is the relative peak season. The result of this thesis should be able to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to corresponding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hile making tourism policy, and also to bring some

contribution to acade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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