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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報告最主要探討 1990 年到 2008 年間台灣ㄧ般觀光旅館平均房價的資料，採用

四種預測模型－分解法、時間序列迴歸法、指數平滑法、ARIMA 分析來配適模

式，並用平均平方誤差 (MSE)、平均絕對誤差(MAD)、平均絕對比率誤差

(MAPE)、平均比率誤差(MPE)來評估哪一個模型較佳，而選擇最佳的模型。結果

顯示分解法是我們預測的最佳模型。 

 

 

 

 

 

 

 

 

 

關鍵字：觀光旅館、平均房價、統計預測模型、分解法、時間序列迴歸法、指

數平滑法、ARIM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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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台灣近二、三十年來觀光業蓬勃發展，為了供應市場需求，旅館和飯店接二

連三的以倍數的比率陸續增加，而價位上從一般的一晚千元至五星級的一晚萬元

的落差，以滿足不同階層的消費者。在政府大力的推動台灣觀光下，台灣近十年

來，更是從只有旅館和飯店中增加了「民宿」供消費者多樣性選擇！加上近年來

加上兩岸三通至兩岸包機、直航，陸客來台的龐大商機更是不在話下！ 

由於台灣觀光業的蓬勃發展，加上開放大陸觀光客來台，觀光旅館隨著這些

需求漸漸一間一間的興起，所以也面臨了市場的競爭。這兩年全球金融風暴的來

臨，民眾的荷包縮水。觀光旅館的業者在考慮經濟效益最大的同時，也需要正視

民眾負擔旅遊的價格為何。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美麗的福爾摩沙「台灣」是個呈南北狹長型的海島，面積約有3.6萬平方公

里(14,400平方英哩)，位於亞洲大陸東南方、太平洋西岸東亞島弧間，北臨日本、

琉球群島，南接菲律賓群島，是往來亞洲各地的樞紐；航空網路四通八達，為非

常便利的旅遊地之一，而觀光也正因台灣如此的優越條件，於近二、三十年來持

續蓬勃發展中。 

由於台灣近二、三十年來觀光業蓬勃發展，為了供應市場需求，旅館和飯店

接二連三的以倍數的比率陸續增加，而價位上從一般的一晚千元至五星級的一晚

萬元的落差，以滿足不同階層的消費者。在政府大力的推動台灣觀光下，台灣近

十年來，更是從只有旅館和飯店中增加了「民宿」供消費者多樣性選擇！加上近

年來加上兩岸三通至兩岸包機、直航，陸客來台的龐大商機更是不在話下！ 

因此，我們想知道近幾年(1990年～2008年)一般觀光旅館的平均房價，我們

收集了各旅館的房價資訊，進行研究分析及探討與季節是否具有相關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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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由於台灣觀光業的蓬勃發展，加上開放大陸觀光客來台，觀光旅館隨著這些

需求漸漸一間一間的興起，所以也面臨了市場的競爭。觀光旅館的業者如何把房

價定為合理，又合乎民眾的需求，似乎也是個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希望利用適

當的分析，並做未來一年內台灣觀光率館的平均價格，讓大家能之預先知道未來

的房價為何，以便大家在旅遊前做個金錢上的預算。 

第三節 資料描述 

  此資料主要是記錄國內一般觀光旅館的平均房價，分析時間為1990年1月

至2008年12月的月資料，我們保留2008年的12筆做預測。資料來源為AREMOS資

料庫。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時間序列迴歸方法(Time Series Regression) 

2、分解法(Decomposition Methods) 

3、指數平滑法(Exponential Smoothing) 

4、ARIM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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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主題 

 

 
(圖1)  原始時間序列圖 

由(圖1)可以看出一般觀光旅館平均房價變異數變化不大，但因為２００４年

１月以及２００７年２月這兩筆平均房價有比較大的變異，所以還有些微變異數

不平穩的情況，所以決定對資料做開根號轉換以取得較平穩的變異數。 

根據歷史資料顯示，2000年9月因為921大地震，南投很多旅館都倒塌，加上

2001年桃姿颱風又重創南投地區，直到2004年左右才又恢復營業，因此2004年很

有可能是飯店恢復營業再做促銷，所以平均的房價就因此在最低點；而2007年2

月則是來台旅客人數最多的月份，許多業者可能趁勢大撈ㄧ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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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後時間序列如(圖２)所示。 

 
(圖２)  轉換後的時間序列圖 

我們可以發現其波動已趨於一致，表示此時變異數已達到平穩。然而其資料

有上升趨勢，表示其平均數不平穩，需對資料再做差分，差分過程將於 ARIMA

分析詳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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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分解法(Decomposition Methods) 

(ㄧ)圖形分析 

    將原始時間序列與去季節因子時間序列做比較，如(圖3)所示。 

 
(圖3)  原始時間序列（紅線）與去季節因子時間序列（綠線）比較圖 

由(圖３)可發現原始時間序列與去季節因子序列幾乎重疊，且有上升趨勢。 

 

    將原始時間序列中的趨勢與循環因子保留做討論，如(圖4)所示。 

 

(圖４)  趨勢與循環因子的時間序列圖形 

由圖４可看出圖形並沒有明顯的循環規則，但趨勢明顯上升，表示旅館平均

房價逐年增加。這可能與物價及國民收入增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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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季節因子的時間序列與不規則項的時間序列拉出做說明，如(圖5)與(圖6)

所示。 

 

(圖５)季節因子的時間序列圖 

 

 

(圖６)不規則項的時間序列圖 

(圖５)及(圖６)顯示季節因子及不規則項存在的影響；然而圖５顯示的季節

變異在後期有變大的現象。 

綜合以上，因為資料轉換後已取得平穩的變異數，所以我們使用乘法模式的

分解法模型，對國內一般旅館的平均房價做預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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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設模型與診斷分析 

分解法乘法模型 

    因資料變異數不平穩，有季節的變異，所以分解模式採乘法分解。 

預設模式為：    

             

εββ t10
t

t
t

ttttt

tSN
y

d

IRCLSNTRy

++==

×××=
∗

∗ , 

從表1，可得原始的去季節因子估計式為 

tdt 5.30141183 +=
∧

 

殘差自我相關檢定 

◎正自我相關檢定的虛無假設： 

  
0 : 
0 : 

H
H

1

0

⎩
⎨
⎧

>

=

ρ

ρ
，Reject H0 if α<0.05 ，有正自我相關 

◎負自我相關檢定的虛無假設： 

⎩
⎨
⎧

<

=

0 : 
0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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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ρ

ρ
 ，Reject H0 if α<0.05 ，有負自我相關 

 

◎DW 檢定統計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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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T

1t

2

t

n

2t

2

e

e-e 1-tt
d  

 

 

(表 1)  原始去季節因子模型參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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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其自我相關: 

 

(表2)  原始殘差項自我相關檢定 

 

由(表 2 )得知 Pr<DW 是用來檢定正自我相關，而其 P 值<α=0.05，表示顯著，

故需要配適一階自我相關再做分析，如(表 3)所示。 

 

 

(表 3)  配適一階自我相關後的檢定 

 

由(表 3)經過一階自我相關的配適後其 P 值<α=0.05，表顯著，故有負自我相

關，所以需要再配適二階自我相關後再做分析，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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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配適二階自我相關後的檢定參數 

 

    由(表 4)得知經過二階自我相關後的 P 值皆>0.05，表示不顯著，故沒有正(負)

自我相關存在，決定配適二階自我相關的去季節因子模型。 

     

    最後決定的分解法預測模型為: 

tt td ε++=
∧

5.16971186  

tttt a++= −− 21 7436.012735.0, εεε   53.86854, 2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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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預測 

 

做預測時我們保留最後 12 筆資料與預測的值做比較，下表為 2008 年 1 月~12

月的實際值、預測值和預測區間，我們可以利用 Excel 繪圖工具繪製折線圖。 

 

(表 5)  12 筆真實值、預測值與預測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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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真實值、預測值與預測區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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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7)，實際值都在９５％的預測區間內，除了有某幾個月差異較大外，

其他的預測與實際值相差不遠，故此分解法模型預測能力表現佳。 

而影響預測誤差加大，可能是因為當月的特殊外界因素影響，導致真實質變

異增大，例如：５月份因暑假旅遊旺季來臨，飯店可能實施折扣促銷的手法，壓

低住宿房價，吸引旅客訂房;到了１２月旅遊淡季則壓低房價，刺激訂房率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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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時間序列迴歸法(Time Series Regression) 

(ㄧ)時間序列迴歸分析 

模型: tt yy =*  

tt ddty εββββ +++++= 11121210
* ...  

 

誤差項=tε  

檢測其自我相關: 

 

(表6)  原始時間序列最小平方估計表 

由(表 6 )得知 Pr<DW 是用來檢定正自我相關，而其 P 值<α=0.05，表示顯著，

故需要配適一階自我相關再做分析。 

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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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配適一階自我相關後 

由(表 7)經過一階自我相關的配適後其 P 值<α=0.05，表顯著，故有負自我相

關，所以需要再配適二階自我相關後再做分析。 

 

 

(表8)  配適二階自我相關後的檢定參數 

由(表 8)得知經過二階自我相關後的 P 值皆>0.05，表示不顯著，故沒有正(負)

自我相關存在，所以此模型合適，無須再做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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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時間序列迴歸的參數估計 

     

    由(表 9)的參數估計表寫出配適 AR(2)後的最終模型: 

tt yy =*  

tttt a++= −− 2211 εφεφε

54321
* 24405.031508.014328.055665.040351.006704.024490.34 dddddtyt ++++++=

tdddddd ε+++++++ 11109876 17045.021923.010354.034747.055779.020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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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測 

做預測時我們保留最後 12 筆資料與預測的值做比較，下表為 2008 年 1 月~12

月的實際值、預測值和預測區間，我們可以利用 Excel 繪圖工具繪製折線圖。 

 

(表 10)  12 筆真實值、預測值與預測區間 

 

    殘差項假設為建立模型的基本假設，由上述三種檢定法則可知我們所配適的

模型是合適的。 

 

(圖8)  觀察預測值與實際值在９５％信賴區間圖 

 

由上圖得知真實值與預測值很相似，皆在 95%信賴區間內，因此可判斷此項預測

方法是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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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指數平滑法(Exponential Smoothing) 

由原始圖(圖 1)可看出有季節以及趨勢，所以在指數平滑法中，我們選擇使

用乘法模式 Winter Method—Multiplicative。 

(ㄧ)預設模型 

 

(二)模型配適值 

配適 Winter Method—Multiplicative 之後的參數估計值表如(表 11)所示。 

 

(表 11):參數估計值表 

由表可知: 

3459ˆ     , 0.20227ˆ     , 0.00100ˆ     , 0.29040ˆ 2 ==== σδγ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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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適後之模型: 

ms-tttmt

s-t
t

t
t

1-t1-ttt

11

m)Sb(LF :Forecast 

S 0.79773
L
Y0.20227S : Sea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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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60.029040.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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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S
YLLevel tt

st

t
t

 

 

(三) 模型診斷 

檢測模型是否合適: 

 

 

(圖 9)  乘法模式後的 ACF 圖和 PACF 圖 

由(圖 9)可看出大致上皆有在兩倍標準差內，只有 lag6 稍微凸出，所以配適

完的模式是良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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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White Noise 與單根檢定 

 

(1) White noise 檢定 

White noise 是用來檢定殘差是否符合常態分配  ),0( 2~ σε Ν
iid

t  

設虛無假設與對立假設為：{ noise    White:H
noise  Not  white  : H

0

1  

 
    設顯著水準α為 0.05，若 P 值小於α則拒絕 H0，表示不符合殘差假設。由(圖

10)可發現 P 值皆大於α，不拒絕 H0 表示此模式符合殘差假設。 

 

(2) 單根檢定 

設虛無假設與對立假設為：{ )(  :H
)(  : H

0

1

有單根時間序列不平穩
無單根時間序列平穩  

 
    設顯著水準α為 0.05，若 P 值小於α則拒絕 H0，表示此模型序列是平穩的。

由(圖 10)可發現 P 值皆小於α，拒絕 H0 表示模式符合殘差假設。 
 
    殘差項假設為建立模型的基本假設，由上述三種檢定法則可知我們所配適的

模型是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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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測 

做預測時我們保留最後 12 筆資料與預測的值做比較，下表為 2008 年 1 月~12

月的實際值、預測值和預測區間，我們可以利用 Excel 繪圖工具繪製折線圖。 

 
(表 12)  12 筆真實值、預測值與預測區間 

 

 

(圖11)  真實值、預測值與預測區間圖 

由(圖 11)可看出，大部分的預測值與真實值都在 95%信賴水準之內，只有 1 

筆觀測值是落在 95%信賴區間的邊界之外，為 2008 年 12 月，所以我們可以判斷

此預測是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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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ARIMA分析 
 

(ㄧ)配適模型 

 

資料為何要經過開根號做轉換已於“研究主題＂說明，資料轉換後要繼續檢

測平均數是否平穩。 

檢測平均數是否平穩可由 ACF 圖與 PACF 圖判斷，如(圖 12)所示。 

 

 
(圖 12)  原始資料 ACF 圖與 PACF 圖 

 

由(圖 12)可看出 ACF 圖呈現 dies down slowly，表示平均數不平穩。當平均數

不平穩時須對資料做差分，差分的方式有簡單差分、季節差分與同時做簡單差分

及季節差分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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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此份資料具有季節性，同時做簡單差分及季節差分後的 ACF 圖及 PACF

圖，如(圖 13)所示。 

 

(圖 13)  一次差分與季節差分後的 ACF 圖與 PACF 圖 

由(圖 13)可發現，ACF 圖有明顯的 cut off，且 PACF 圖 dies down quickly。而

ACF 圖中的 lag1 和 lag12 明顯凸出兩倍標準差，所以我們決定要配適：

ARIMA(0,1,1)(0,1,1)s 模式。 

 

預設模型： tt sy=Ζ  

      tt a)B-(1) 1()1)(1( 1212 ΘΒ−=ΖΒ−Β− θ  

預測方程式： tt a)B80290.0-(1)0.654211(sy )1)(1( 1212 Β−=Β−Β−  

            49222.0ˆ 2 =σ  

 
(表 13)  參數估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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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診斷模型 

 

診斷模型可利用 ACF 圖及 PACF 圖、White Noise 檢定、單根檢定與 Ljung-Box

檢定四種方式來診斷所配適的模型是否合適。 

 

(1) ACF 圖及 PACF 圖 

 

 
(圖 14)  ACF 圖及 PACF 圖 

 

由(圖 14)可發現配適完成的 ACF 圖與 PACF 圖的殘差均在兩倍標準差之內，

表示所配適的模型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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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White Noise 檢定與單根檢定 

 

(2) White noise 檢定 

White noise 是用來檢定殘差是否符合常態分配  ),0( 2~ σε Ν
iid

t  

設虛無假設與對立假設為：{ noise    White:H
noise  Not  white  : H

0

1  

    設顯著水準α為 0.05，若 P 值小於α則拒絕 H0，表示非 White noise。 

由(圖 15)可發現 P 值皆大於α，不拒絕 H0 表示此模式是 White noise。 

 

 

(3) 單根檢定 

設虛無假設與對立假設為：{ )(   :H
)(   : H

0

1

有單根時間序列不平穩
無單根時間序列平穩  

 
    設顯著水準α為 0.05，若 P 值小於α則拒絕 H0，表示此模型序列是平穩的。

由(圖 15)可發現 P 值皆小於α，拒絕 H0 表示模式無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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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jung-Box 檢定 

 

(表 14)  Ljung-Box 自我相關檢定表 

 

虛無假設與對立假設為：
{ 殘差項沒有自我相關

殘差項有自我相關存在
:H
:H

0

1  

    設顯著水準α為 0.05，若 P 值小於α則拒絕 H0，表示此模型有自我相關存

在。由(表 13)可發現 P 值皆大於α，不拒絕 H0 表示殘差項沒有自我相關。 

 

 

殘差項為建立模型的基本假設，由以上四種檢定法則可知我們所配適符合所

有的殘差假設，表示模型是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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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測 

做預測時我們保留最後 12 筆資料與預測的值做比較，(表 15)為 2008 年 1~12

月的實際值、預測值和預測區間，我們可以利用 Excel 繪圖工具繪製折線圖。 

 

(表 15)  12 筆真實值、預測值與預測區間 

 

 

(圖 16)  真實值、預測值與預測區間圖 

由(圖 16)可看出，前四筆預測值皆與真實值幾乎重合，而其他預測值也都落

在 95%信賴區間內，表示模型預測的還不錯，所以我們可以判斷出所配適的模型

是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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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最佳模型 

我們將利用四種評估預測的準則來評估預測的表現，使用分解法、時間序列

迴歸法、指數平滑法、ARIMA分析來配適模式，並用平均平方誤差 (MSE)、平

均絕對誤差(MAD)、平均絕對比率誤差(MAPE)、平均比率誤差(MPE)來評估哪一

個模型較佳，而選擇最佳的模型。 

(ㄧ)判斷方法 

 

真實值=ty      預設值=
∧

ty  

(二)四個準則 

分析方法  MSE  MAD MPE  MAPE  

時間序列迴歸法  3989.36 49.3333 -0.3015 2.2385 

指數平滑法  5391.42 53.4167 -1.9122 2.4586 

分解法  2729.93 37.1642 -1.5454 1.7117 

ARIMA分析  4411.17 44.6667 -1.9206 2.0659 

最佳模型  分解法 分解法 指數平滑法 分解法 

以 MSE、MAD、MPE 及 MAPE 準則而言，其值愈小表現愈良好，反之則否；

而 MAPE 準則其值小於 5 表現良好，其值介於 5 至 10 表現不錯，大於 10 表現稍

差。綜合上表之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分解法在所有準則之表現都是良好的，因此

選擇分解法配適模型為我們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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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根據四種方法分析結果顯示，分解法的配適模型，在 MSE、MAE、MPE 及

MAPE 四個準則呈現效果大致良好，於是選擇分解法的配適模型為最佳模型。 

從上述結果得知，從一般的角度看來，由於觀光業的發展以及國民所得增高

等等的因素，使得整體房價升高成為必然的趨勢，但是隨著旅館一間ㄧ間的興

起，旅館業著也面臨著市場的競爭，如何在淡季做促銷，或是如何在旺季大撈ㄧ

筆，也成為旅館業者必須深思的問題。  

第二節 建議 

近年來，由於工商業漸漸發達，人民也隨著社會的變遷，生活步調也越來越

緊湊，有時常常沒有時間停下來好好休息，加上幾年前政府週休二日的政策上路

後，旅遊更是不可或缺的一環。也因此觀光業也蓬勃發起來，也由於台灣觀光業

的蓬勃發展，加上開放大陸觀光客來台，觀光旅館隨著這些需求漸漸一間一間的

興起，所以也面臨了市場的競爭。這兩年全球金融風暴的來臨，民眾的荷包縮水。

觀光旅館的業者在考慮經濟效益最大的同時，也需要正視民眾負擔旅遊的價格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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