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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为工具,选取武汉市旅游总收入作为分析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及对比分析,研究结论为武汉旅游

经济的淡旺季问题提供了基础数据,实现了对旅游景区不同时期的预测,对旅游景区乃至整个旅游行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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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旅游的季节性变动是旅游经济学讨论的重点课题。它能

够通过经济周期以及季节气候变化而造成经济指标表现出

系统性、周期性或非规律性变动的现象①。但是,目前我国很

多旅游景点因为没有准确掌握旅游的季节性规律,以至于错

误的预估了游客数量,超出景区的 大游客接待量,导致安

全事故频繁发生。为保持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经营,对旅游

地区的客流量进行季节性预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季节性的存在影响着旅游资源变化和游客行为变动,影

响范围几乎覆盖到整个旅游业。它的形成基本上由两个原因

构成：第一是自然原因,比如季节变化、气候冷暖都会影响

游客的出行意愿；第二是人为原因,主要与民族传统、文化

习俗等原因相关,比如公共节假日和学校假期等②。并且旅游

者的季节性偏好也会导致旅游的季节变动③。我国的旅游季

节变动规律与节假日安排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迄今为止,

国内外学者有关旅游季节性研究已出现了众多成功案例和

成果,但武汉市旅游经济季节性的问题存在研究空缺,无疑

为本研究指明了方向。 

1 时间序列预测法概述 

时间序列预测法是一种历史资料延伸预测,它可以根据

某社会经济现象在过去的时间数列中所展现出的规律进行

推导,从而对该现象在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时间序列

预测法可以分为简单序时平均数法、移动平均法、加权移动

平均法、趋势预测法、指数平滑法、季节性趋势预测法等。 

20 世纪 70 年代 Box 与 Jenkins 在《时间序列分析：预

测与控制》著作中正式提出时间序列分析法,说明这种预测

方法在理论上能够适用于任何领域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尤其

在 1982 年,ARCH 模型建立基于其优良的预测效果,时间序列

模型在众多领域中都有较为普遍的应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

研究成果。 

至于旅游的季节性预测方面,国外在旅游市场研究的时

间比较长远,像西班牙、澳大利亚此类旅游业发展较好的国

家更是如此。这些旅游发达国家会设置专业机构去规划和管

理旅游业以实现良好的业态发展,他们对于旅游市场上的季

节性波动问题非常重视。在国内,对于旅游季节性相关研究

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其研究类型相对较为单一。 

武汉作为湖北省会城市,历史悠久,它持续上升的旅游

经济是我国旅游业健康、稳步发展的微缩影。但对武汉市旅

游业季节性进行预测分析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有鉴于此,

本文将选取武汉市旅游总收入为分析指标,以季节性趋势预

测法作为工具,对武汉市旅游业的季节性进行定量分析,希

望能在武汉市旅游季节性研究方面有所突破。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考虑到使用旅游总收入作为分析指标的预测准确性比

其它大部分指标更为准确,并且数据较容易获得,针对旅游

季节性问题有极大的参考价值,选取了 2010—2015 年武汉

市旅游月度收入作为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具体见表 1。 

表 1 2010—2015 年武汉市旅游月度总收入(亿元) 

年/月 1 月 2 月 3月 4月 5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60.12

39.98

112.40

46.40

56.75

127.04

36.16

83.10

42.41

127.89

130.30

111.22

66.91

113.04

129.51

177.50

269.46

269.41

53.31

74.89

81.06

91.26

112.30

146.42

63.28

83.52

98.21

158.73

122.66

133.54

86.73

122.39

179.22

229.19

289.03

325.65

80.98

101.09

130.05

129.28

147.04

161.02

80.60

106.46

135.66

159.10

135.22

147.93

69.85

107.80

157.45

179.88

245.83

295.75

69.78

117.53

151.71

163.56

150.87

169.31

31.97

55.16

69.12

72.90

76.25

84.06

54.04

49.13

109.21

154.34

213.75

226.07

 

注：数据来源于《武汉市旅游政务网统计年鉴》 

将上表原始数据绘成折线图(图 1),我们可以清晰直观的

看出,武汉市旅游月季收入在整体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由于受季节因素影响,数据在波动中上升,淡旺季差异较为明

显。而通过武汉市各年份月季旅游总收入的波动幅度及上升

状况显示,每年的同一时期里旅游月收入的变动情况基本一

致,指标呈季节性变化较为明显,且呈现出规律分布的状态。 

 

图 1  2010—2015 年武汉市月季旅游总收入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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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时间序列预测方法及模型 

基于上述图表描述情况,本文将计算出月度季节指数,

以揭示武汉旅游收入的月季变化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预测出 2016 年全年的月季收入,为制定武汉旅游季节性不

均衡的解决方案提供基础数据。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时间序

列有强烈的季节性趋势,并且幅度大小随着趋势的变动而逐

渐增大,所以这个时间序列可以用乘法模型进行预测④。因此,

可以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如下： 

= × ×  
其中, 为时间序列t时期的数据, 表示t时期的趋

势因素, 为t时期的季节因素, 为t时期的不规则因素。 

通过上述时间序列模型,首先将此具有趋势的时间序列

中的季节因素分离出去；其次,预测出该时间序列的趋势；

后,将季节指数加在预测出的趋势上,得出 后的结果,使

得该预测可以同时表现出趋势因素和季节因素。 

3 数据分析 

3.1 用移动平均法来消除季节因素的影响 

运用时间序列法对上述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一个时序会

有经常性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影响,因此进行数据处理时,一

般会运用平滑法将偶然因素造成的干扰排除。本文按照六点

中心移动平均值公式： 

=0.5∗（ 6 6） 5 4 … … 4 512 ，i≥7 

从而求出2010年 7月至 2015年 6月各月中心移动平均

值(见表 2)。再把每个月份的原始数据(表 1)除以对应月份

的中心移动平均值,得出每月的季节指标(见表 3)。 

表 2  各月中心移动平均值(亿元) 

年/月 1 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

76.18

99.54

131.98

154.04

174.10

—

78.10

101.96

132.93

153.78

175.21

—

80.76

105.25

134.84

155.53

177.82

—

84.33

108.74

136.27

157.75

180.67

—

87.28

110.75

136.92

157.36

181.77

—

88.05

113.83

138.95

159.98

182.60

61.97

90.86

113.58

141.27

165.38

—

63.09

92.18

114.39

141.80

167.52

—

66.97

91.17

119.96

145.73

166.72

—

69.79

92.11

122.38

150.44

168.14

—

71.53

92.98

125.33

149.81

170.02

—

73.86

95.96

129.93

150.80

171.99

—
 

表 3 季节指标 

年/月 1月 2月 3 月 4月 5月 6 月 7月 8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

0.52

1.13

0.35

0.37

0.73

—

1.06

0.42

0.96

0.85

0.63

—

1.40

1.23

1.32

1.73

1.52

—

0.89

0.75

0.67

0.71

0.81

—

0.96

0.89

1.16

0.78

0.73

—

1.39

1.57

1.65

1.81

1.78

1.31

1.11

1.14

0.92

0.89

—

1.28

1.15

1.19

1.12

0.81

—

1.04

1.18

1.31

1.23

1.47

—

1.00

1.28

1.24

1.09

0.90

—

0.45

0.59

0.55

0.49

0.45

—

0.73

0.51

0.84

1.02

1.24

—

 

将不同年份相同月份的季节指标相加并求其平均值,计

算结果即为各月的季节指数。从表 4 中不难看出,各月的季

节指数之和为 12.06,为了方便测算,需对其实施微调整,使

得各月的季节指数之和为 12。因此,将各月季节指数分别乘

以 12/12.06,即得到调整后的季节指数(见表 4)。这是我们

对以后年份的旅游收入进行预测的依据。 

表 4 季节指数和调整后的季节指数 

1 月 2 月 3 月 4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月 10月 11 月 12 月 Σ

季节指数 0.62 0.78 1.44 0.77 0.90 1.64 1.07 1.11 1.25 1.10 0.51 0.87 12.06

调整季节指数 0.62 0.78 1.43 0.76 0.90 1.63 1.07 1.11 1.24 1.09 0.50 0.87 12

 

3.2 去掉时间序列中的季节因素 

为把时间序列中的季节的成分分离出去,需要将表 1 中

的月季旅游总收入除以各月调整季节指数,得出消除季节因

素后的月收入(见表 5)。 

表 5 消除季节因素后的月季旅游总收入(亿元) 

年/月 1 月 2 月 3月 4月 5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97.35

64.75

182.00

75.13

91.89

205.71

46.31

106.43

54.31

163.79

166.88

142.44

46.74

78.97

90.47

124.00

188.24

188.20

70.04

98.38

106.49

119.90

147.53

192.36

70.40

92.92

109.27

176.60

136.47

148.57

53.13

74.98

109.79

140.40

177.06

199.49

75.81

94.64

121.75

121.02

137.65

150.74

73.02

96.44

122.90

144.13

122.50

134.01

56.19

86.73

126.67

144.72

197.78

237.94

63.76

107.40

138.63

149.46

137.86

154.71

63.59

109.72

137.47

145.00

151.65

167.18

62.42

56.76

126.17

178.30

246.94

261.16

 

3.3 确定消除季节因素后的时间序列的趋势 

根据表 5 得出的消除季节因素后的月收入数据,我们采

用线性规划模型进行预测,求解趋势直线方程,设月收入趋

势直线方程为⑤： 

=a+bt  
其中, 表示为求第 t 时期的旅游月度收入,采用 小二

乘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根据表中的数据可求得：a=54.432, 

b=1.949,从而得出旅游月季收入趋势方程： 

=54.432+1.949t 

系数的 P 值均<0.01,属于高度显著,故回归模型有效,

模型拟合度较好(图 2)。 

 

图 2  线性拟合图 

3.4 进行季节调整及数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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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趋势方程估算 2016 年度的旅游月季收入,得出每 1～

12 月的趋势预测值,再分别乘以对应月的季节指数,即得出

季节调整后的月季收入预测值(见表 6)。 

表 6  2016 年武汉市月季旅游收入预测值(亿元) 

1月 2月 3月 4月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月

趋势预测值 196.69 198.63 200.58 202.53 204.48 206.43 208.38 210.33 212.27 214.22 216.17 218.12

季节指数 0.62 0.78 1.43 0.76 0.90 1.63 1.07 1.10 1.24 1.09 0.50 0.87

月季预测值 121.46 155.09 287.13 154.16 183.79 336.97 222.59 232.17 263.85 234.43 108.69 188.81

 

从表 6中可以得知,2016 年武汉市旅游年收入预计将会

达到2489.15亿元,其中6月份月收入 高,为 336.97亿元,

而 11 月收入 低,为 108.69 亿元。 

3.5 季节指数与旅游淡旺季分析 

当季节指数大于1时为旺季；季节指数小于1时为淡季。

根据步骤(1)得出的 12 个月的月度季节指数显示：3 月、6

月、7月、8月、9月、10 月的季节指数大于 1,故此 6个月

为旅游旺季,；而 1 月、2 月、4 月、5 月、11 月、12 月的

季节指数小于 1,因此为淡季。在这之中,季节指数的 大值

是在 6月(1.63)；而 小值则出现在 11 月(0.50)。 

将月季收入和季节指数同相关的季节性因素进行比对

(表 7),包括我国的传统节假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

和元旦、劳动节等公共节假日,以及部分群体享受的寒暑假,

由于不同年份的节假日期不尽相同,故本文选择 近的2015

年为对比对象,结果显示旅游的季节性变动与相对应的季节

性因素之间存在如下对应关系： 

3.5.1 受季节变化影响 

游客偏好在温暖适宜的季节出游,而不愿选择寒冷不适

的时期。因此 3 月及 6 月～10 月都为旅游旺季,而 11 月、

12 月及 1月、2月则是淡季。 

3.5.2 受节假日影响 

由表 7 可以看出,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所在月份都

是旅游旺季,而暑假所在的 7、8 月份也为旅游旺季。因此,

节假日对于旅游的季节性变动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3.5.3 受传统习俗的影响 

2015 年二月处于春节、寒假期间,虽然节假日较长,但

由于传统习惯的原因,人们主要选择回家相聚而不是外出旅

游,再加上武汉冬季较为寒冷,因此二月是相对意义上的旅

游淡季(季节指数=0.78)。相似的,清明节期间虽冷热适宜人

们游玩走动,却因受到传统礼节因素影响,在此期间也不属

于旅游旺季(季节指数=0.76)。 

3.5.4 受旅客出游偏好影响 

除 2 所述节假日之外,元旦与劳动节所在的一月(季节

指数=0.62)和五月(季节指数=0.90)却不是旅游旺季。寒暑

假对于游客出行的影响也有显著差别。寒假所处的一、二月

都属于旅游淡季；与之相反,暑假所在的七、八月份均为旅

游旺季,这可能受旅客出游偏好的影响。 

表 7 2010—2015 年武汉旅游收入与季节性 

因素对应关系 

月份 平均值 大值 小值 季节指数 法定节假日（2015年） 寒暑假 四季

1 73.78 127.04 39.98 0.62 元旦：1.1~1.3 寒假 冬

2 88.51 127.89 36.61 0.78 春节：2.18~2.24 寒假 冬

3 179.97 269.46 66.91 1.43 春

4 93.21 146.42 53.31 0.76 清明节：4.4~4.6 春

5 109.99 158.73 63.28 0.90 劳动节：5.1~5.3 春

6 205.37 325.65 86.73 1.63 端午节：6.20~6.22 夏

7 124.91 161.02 80.98 1.07 暑假 夏

8 127.50 159.1 80.60 1.10 暑假 夏

9 176.09 295.75 69.85 1.24 中秋节：9.26~9.28 秋

10 137.13 169.31 69.78 1.09 国庆节：10.1~10.7 秋

11 64.91 84.06 31.97 0.50 秋

12 134.42 226.07 54.04 0.87 冬
 

5 总结与建议 

5.1 结论 

实现对不同月季旅游收入的准确预测,便于旅游部门及

时实行相应的调整措施显得至关重要。研究基于武汉市2010

—2015这六年旅游总收入进行季节性分析及定量预测,得出

主要结论如下： 

5.1.1 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模型,成功预测出 2016 年度各

月的旅游总收入。通过测算出每个月的季节指数,进而去掉

季节因素的影响,得到有效趋势方程： =54.432+1.949t,

根据趋势方程算出趋势预测值, 后再经过季节调整,即可

得到月季预测收入值。2016 年武汉市旅游年收入预计将会

达到 2489.15 亿元,其中 6 月份月收入 高,高达 336.97 亿

元,其次是 3月和 9月,预计分别收入 287.13 亿元和 263.85

亿元。而十一月收入 低,为 108.69 亿元。 

5.1.2通过季节指数与淡旺季的对比分析,有以下发现：

首先,旅游的客流量和收入在淡旺季中差别显著。3月、6月、

7月、8月、9 月、10 月的季节指数大于 1,为旅游旺季；其

余 6个月的季节指数小于 1,为旅游淡季。其次,国家的节假

日和寒暑假对旅游市场的季节性变动有着对应关系。比如春

节与清明节是游客出行相对比较稀少的季节；而端午节与中

秋节却成为了出游旺季,这可能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在

国人心中的重要意义。第三,在公共节假日方面,尽管有劳动

节假期,但结果显示 5 月为旅游淡季。一部分由于劳动节的

假期由 7 天缩短至 3 天,并且在节前节后增加了清明、端午

的 3 天假期,因此分散了居民的旅游活动；另外 5 月份距离

暑假较近,而暑假的即将到来淡化了其旅游的带动效应。而

3月并没有节假日,却在旅游旺季之内,这可能与 3月的气候

适宜,以及人们的踏青习惯有关。 

5.2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下列三点建议,以期对改善季节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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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 

5.2.1 构建准确的预测模型。因为旅游地区的客流量变

化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故而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根

据当月情况和当地其他环境因素构建适合当地旅游市场的

模型,并用动态发展的思想进行修正,才能使得预测结果更

为准确合理。 

5.2.2及时根据旅游的统计数据对未来客流情况进行估

测,这对于旅游市场来说非常重要。当地政府和旅游景区应

当联手建立客流量预测系统,针对客流高峰期有科学合理的

应对计划,让负面影响降到 低,才能有助于旅游产业的综

合协调发展。 

5.2.3 以准确的季节预测为基础,针对武汉市旅游淡、

旺季两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对于旅游淡季,可以对文化旅

游产品实现进一步挖据,丰富完善产品的种类,积极创造有

利于消费的便利条件。武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应当加强对

文化产品的开发,因为文化是产品生命力的体现,并且没有

季节性的区分。而对于旅游旺季,则应采取对策引导假期游

览者实现分流,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对旅游地区开发的承受

力和对游客活动的承载量,控制接待人数,加大保障力度,把

建立旅游与生态的良性互动放在首位。同时,应当搭建旅游

信息共享平台,引导游客合理安排出游计划,进行错峰游览。 

由于数据选择和分析方法的因素,所得结论有待于继续

完善。比如,尽管运用旅游总收入的数据可以有效的解释旅

游的季节性变动,但如果能将其和客流量、旅游产品销量等

其它经济指标进行对比研究,会使结论应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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