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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國人對休閒活動益加重視。身為主題樂園龍頭的劍湖山世界，若能夠掌握每月的遊客數，便能使業者在主題

樂園的營運管理，和週邊休閒產業的發展，做好適當的配置及規劃。並針對園區的淡旺季，提供相關的配套，以確保休憩

的品質。本研究應用ARIMA-GARCH模式加以探討劍湖山世界主題樂園之遊客量，並使用觀光局之「國內主要觀光遊憩

據點遊客人數月別統計」資料，尋求劍湖山世界主題樂園之遊客量最適預測模型。本研究經過實證後顯示，劍湖山世界主

題樂園之最適模型為ARIMA(3,0,6)-GARCH(1,1)， MAPE值為17.5%，預測能力良好。本研究預測與分析之結果，期盼能夠

提供業者為未來的發展計畫、以及推動相關產業經營管理上之參考，並協助制定未來之發展方向；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並

可做為後續有關主題樂園遊客量預測上之評估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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