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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leisure activities. Janfusun Fancyworld as the leadership of the theme park, it

’s important to have a good control over monthly visitor number, which can facilitate making suitable arrangements on the

operating manag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atellite leisure industries. Aiming at boom and slack seasons are able to provide

related necessary action to secure service quality. This thesis focused on ARIMA-GARCH of time series model to make the forecast

of visitors of Janfusun Fancyworld. We applied the ARIMA-GARCH model with data of “Domestic monthly tourist number of

main tourist scenic spots” to analyze the tendency of visitors of Janfusun Fancyworld. In this thesis, We found the

ARIMA-GARCH model for Janfusun Fancyworld was ARIMA(3,0,6)-GARCH(1,1). Because the value of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was 17.5%, it could get a good forecast about visitor number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in making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related industrial management. This research method can also b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about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for visitor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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