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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民越來越重視生活品質的提升，在工作繁忙之餘，對於休閒活動的需求也大幅增加，故在科技逐漸發達的潮

流下，航空業更加推波助瀾地蓬勃發展，旅遊的最長距離不再被限制，因而能到其他國家體驗不同的風土民情，與

過往只能看相片卻不能親身體驗大相逕庭，此亦造就了觀光產業的成長，不僅可以為國家帶來收益、為人民帶來工

作機會、促進社會進步、更可以發展成國家新經濟。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所發表之 2012 年至 2016 年

的報告，觀光產業的成長幅度高於全球的 GDP 年平均成長率，並且呈現持續看漲的情況，顯示發展觀光產業是全

球各國的趨勢。本研究以時間序列之共整合分析，探討 OECD 國家之觀光產業變數、實質 GDP 與匯率之長期關係，

希望對觀光產業之發展能提供參考。研究資料採用歐洲統計局 1995 年至 2017 年間的觀光人數之年資料，與世界銀

行之觀光收入與 GDP 與匯率資料建立完整的實證模型。實證結果顯示所選之各國變數的原始資料皆存在單根，並

存在一組共整合向量，因此各國變數之間具有長期關係；最後再以完全修正普通最小平方法，估計並檢定各國觀光

變數、GDP 與匯率之間的長期均衡關係，實證結果發現，觀光收入與 GDP 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顯示在觀光人潮湧

入的背後，能帶來實際的消費與所得挹注，對該國家的經濟發展有正向幫助。而觀光收入與歐元兌美元之匯率也有

顯著的正向關係，表示匯率的貶值會提高觀光客的消費力道，對經濟發展有所助益。 

關鍵字：單根檢定、共整合檢定、完全修正普通最小平方法、觀光人數、觀光收入、實質 GDP、歐元匯率 

Keywords: Unit Root Test、Co-integration test、Fully Modified OLS、Tourism arrival、Tourism receipt、GDP、

Exchange-rate 

 

1.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動機 

二十世紀末，台灣由農業社會邁向工業化時代並藉以發展經濟實力，在當時稱為台灣經濟奇蹟，並與新加坡、

韓國、香港等國家，獲得”亞洲四小龍”之稱號。而今，隨著科技及生產技術的更迭汰換，台灣經濟型態又進一步以

出口為導向的科技時代，並帶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累積財富的成長。隨著科技的進步，各式各樣的交通工具如

雨後春筍般出現，並逐漸普及化，觀光業亦隨之蓬勃發展。民眾可使用易上手的訂票系統與稠密的往來班次，透過

不同的交通工具進行國內外的旅遊行程規劃，以拓展國際觀與世界接軌。除此之外，西方社會“做五休二”的上班

機制也隨著觀光業的發展而在台灣社會逐漸變成主流，民眾對於休假的需求日益增加，而觀光旅遊休閒活動亦逐年

攀升。舉例來說，台灣政府自民國八十七年起實施隔周休二日制度、民國九十年起實施週休二日政策以來，民眾對

於觀光休閒、健康養生、增加親子時間與促進家庭和諧的需求逐年增高，而對觀光設施的需求及完善的大眾運輸系

統，更是刻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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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觀光業不需要額外提供動力，亦不需要像其他生產製造業於生產過程，透過煤油、天然氣燃燒產生動能來

支持，而其發展所獲得的利益不亞於傳統工業或重工業。另一種說法則是對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是一種相對重要的

資源，並具有經濟效益，可以為國家帶來外匯收入且促進國際交流，所以又稱為『沒有煙囪的產業』。對發展觀光

的國家而言，觀光可以賺進大量的外匯、發展自己國家的經濟並且增加民眾就業的機會。除了吸引大量國外觀光遊

客造訪之外，國際之間匯率的變化是否會造成觀光遊客對於整體行程規劃（食衣住行）、逛街購物採買（育樂）等

消費能力造成影響。例如：本國匯率強勢（升值）時，觀光旅客對同樣的觀光行程或購物消費的商品，相對要付出

更多的金額，才能獲得同等的待遇。又如國人對於日圓貶值時，至日本觀光旅費就會降低、同樣的金錢可以購買更

多的物品，就會增加國人到日本旅遊的意願。 

觀光產業佔GDP的比重有多少，可以看出一個國家對觀光產業的依賴性有多少，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所發布的

『2017年觀光業競爭力報告』中顯示，全球觀光業的收入已經佔了全球GDP的10%以上，換句話說，全球每10份工

作中，就有1份工作是觀光產業，足以表示觀光產業在未來的趨勢日漸重要。過去學者即提出觀光影響經濟成長的

假說，認為觀光影響經濟成長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方向。(一)觀光收入有助於促進生產以及建構相關設施。(二)觀光

影響人民就業以及增加國民所得。(三)觀光有助於分享科學知識、帶動研究與發展。(四)觀光有助於帶動其相關產

業的投資與競爭力。由上述四個方向觀察，觀光也可以是一種經濟成長的指標之一，並透過觀光人數、觀光收入、

國民生產毛額、匯率…等觀察觀光是否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表現。舉例來說，觀光業興盛的國家－西班牙，在

2016年該國之觀光業GDP即佔了該國整體GDP的11.1%，幾乎是全球之冠。也會帶動西班牙國內的就業結構、國民

所得也跟著持續上揚。 

過去的文獻曾探討(一)經濟成長帶動了觀光產業的發展(簡稱GLT)、(二)觀光產業發展帶動了經濟的成長(簡稱

TLG)，並且使用了國家GDP數據來觀察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影響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各個國家本身是否以觀光

產業發展為主、對觀光的需求增加帶動整體經濟發展，或是國家經濟發展蓬勃帶動整體觀光產業的提升來做為考量。

例如，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之國家－台灣，在1996年觀光年度統計所發布，觀光收入即佔了國內生產毛額的4.2%，

已經超出以農業為主的產業影響，進而成為台灣主要產業之一。由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簡稱

WTO）所發布的2016年國際觀光旅遊國家排名，前10名上榜的國家，就有八個國家是屬於OECD的會員國，由此可

知，OECD的會員國中，發展觀光產業的國家佔全球半數以上。故本文以該組織之會員國做為研究。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透過觀察OECD國家，根據研究背景動機所述，以時間序列檢定各項變數是否具有單根，再探討

觀光業與GDP、匯率三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係，預期能達成下列之研究目的： 

1.探討觀光業是否與GDP呈現長期均衡關係。 

2.探討觀光業是否與匯率呈現長期均衡關係。 

3.探討觀光業是否與GDP、匯率呈現長期均衡關係。 

1.3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以實證分析探討OECD國家之觀光產業變數、實質GDP與匯率是否具備長期均衡關係。本研究內容共

分為五章，其架構分別說明如下： 

1.緒論，此章內容主要針對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進行描述，並藉此延伸出本研究之目的，章節之安排並繪製成研究

流程圖。 

2.文獻探討，此章內容主要針對研究主題之內容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並進行分析與歸納整理。 

3.研究方法，以觀光業與國民生產毛額、匯率等資料建立完整的實證模型，並描述所用之時間序列模型。先經由單

根檢定法確認所有變數皆為非恆定，之後再進行共整合檢定，如有共整合再以完全修正普通最小平方法來分析長

期均衡關係。 

4.實證結果分析，將所蒐集之資料以第三章的研究方法之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並對實證結果加以說明與比較。 

5.結論與建議，根據本研究之結果進行實務意涵說明與歸納總結，最後針對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資訊，以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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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參考。 

 

2.文獻探討 

2.1 全球觀光產業概況 

根據世界觀光組織統計，2017 年全球觀光人數已經突破十三億，相當於一個中國大陸的人口移動，自 1995 年

以來，觀光人數五億兩千七百萬增加至 2017 年的十三億兩千三百萬。除了 2002 至 2003 年之間曾受到 SARS 的影

響而稍微減緩，以及 2008 至 2009 年受到全球金融風暴而下滑影響之外，其他年份的觀光人數仍然維持穩定的成

長。觀光業所占的比例亦有逐年提高的趨勢，顯示觀光業所帶來效益相當可觀。 

 

圖 1 全球觀光人數,單位:百萬人 

資料來源: 世界觀光組織(UNWTO) 

而 WTTC2017 年對全球 185 個國家之觀光業進行經濟評估與預測，2017 年全球訪客出口數量達到歷史新高點，

總計 1.5 兆美元，觀光總支出可歸納為 77%來自休閒(約 4.2 兆美元)，23%來自商務出差。而觀光與旅遊是屬於出口

產業，對 GDP 的直接貢獻中，對國內的觀光貢獻達到 73%之多，表示發展觀光對國家整體經濟的是有必要的。仔

細觀察全球觀光客最愛走訪的地方，首推歐洲(51%)，其次為亞洲和太平洋島國(24%)、美洲(16%)，且以法國、西

班牙、美國、中國、義大利為 2017 年國際觀光客最熱門之國家。土耳其、墨西哥、義大利、西班牙、泰國則為觀

光大幅成長的地區。而觀光客走訪所帶來的國際觀光收入，以美國 2107 億為最大宗，將第二名的西班牙 680 億、

法國 607 億、泰國 575 億遠拋在後，但產業轉型、或提高觀光品質的國家區域吸引更多觀光客而增加觀光收入的國

家，例如澳門、日本、泰國、英國、西班牙都有 10%以上的成長幅度。但也發現了一個現象，例如韓國、台灣、香

港，由於來自中國觀光客的減少，造成這些國家的觀光人數明顯下滑，顯示發展觀光新興市場的購買力，提供多元

且密集的航空班次以及推動便利的觀光簽證將有益於鞏固觀光發展國家的穩定性。在新興發展國家中，例如中東區

域經濟來源主要為石油生產，2017 年的觀光人數也成長了 5%(全年 5800 萬人次)，帶動了觀光收入成長 13%(全年

680 億)，說明了經濟成長藉由觀光業來獲得進一步的成長空間，是全球化的趨勢。 

2.2 觀光、經濟成長與匯率關係之理論關係 

韓國的經濟成長吸引了大量的商務觀光客到訪，間接促進觀光成長，Oh(2005)學者即提出了三個假說如下：

（一）觀光領導經濟成長假說；（二）經濟領導觀光成長假說；（三）互惠因果關係假說；並使用時間序列與因

果關係實證，發現韓國的經濟快速成長乃是因為韓國為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透過國家的外匯收入改善國際收支

的平衡，以及因經濟成長、貿易關係增加而吸引了大量的商務觀光。另一方面，Dritsakis(2004)認為觀光業對國家

經濟的貢獻影響層面分為幾個面向：（一）就業面向：增加國內就業機會而減少人口外移的可能；（二）行業面

向：為了滿足觀光業的發展需求，刺激國內工業基礎建設以及農業擴大生產提供足夠的糧食；（三）收入面向：

就業機會增加影響人民所得收入增加；（四）文化面向：人民生活水準提高，文化的養成與改善；（五）財政面

向：觀光業興盛有助於對國內公共經濟的影響，賺取國外觀光客的荷包，藉此平衡對外貿易之間的匯率損失。

Lanza(2003)認為經濟成長主要來自製造業生產投入效率提高而帶來更多收入，而製造商持續增加將導致價格競爭

加劇影響獲利。而觀光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更可作為一種創造工作機會並解決失業率的產業，同時帶動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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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毛額，例如：奧地利佔 14%、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各為 8%。 

2.3 觀光、經濟成長與匯率關係之實證研究 

  聶建中(2002)探討國外遊客湧入對台灣觀光業的發展歷程，並舉出影響觀光業的總體因素，可以分為國民生產

毛額(GDP)、物價水準(CPI)、以及匯率三個部分，發現各個變數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關係，表示變數之間具有共同

的趨勢。而觀察到匯率的上揚或下跌，可能受到政府介入貨幣政策的影響而產生波動變化。整體而言，國外觀光客

的增加會促進國內發展基礎建設需求的增加、交通的便利穩定、人力資源的安排設置，進而帶動 GDP 的成長，間

接影響國民所得與生活品質。戴孟宜(2017)以單月觀光人次與日圓匯率數據走勢，觀察日本首相安倍開始施行寬鬆

貨幣政策，擷取 2012 年至 2016 年資料進行實證，發現匯率的變動是影響國外觀光客到訪的因素之一，而受到人為

或天災的影響時，政府對於穩定匯率起伏或者民生物價具有一定的助力。 

  龔顯宏(2013)以結構性斷裂單根檢定，檢視台灣發生 SARS 與金融海嘯時期之重大事件，來自英國、美國、韓

國、中國、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的觀光客到訪台灣，即受到該事件短中長期影響經濟發展。又各

國對於觀光需求、經濟成長與貿易政策開放之國家體質差異，謂之觀光專業化的程度。例如：台灣屬於未完全開發

的產業，可以觀光導向來促進經濟成長。吳謹如(2015)觀察國外觀光客造訪台灣對經濟的影響層面，分析觀光收入

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認為提高觀光客消費力可依照不同族群個別規劃專屬行程，例如：中年菁英人士規劃體恤

工作付出的養生休閒團，而觀光客消費力也會受到兌換台幣匯率高漲或國內物價水準過高等影響國外觀光收入。 

  Dritsakis(2004)利用單根與共整合檢定，誤差修正模式，以及關係向量自我迴歸模式，藉此分析國內生產毛額、

觀光收入與匯率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以希臘 1960 年至 2000 年的資料作比較，發現觀光收入和匯率會強烈影響經濟

成長，但經濟成長和匯率影響觀光收入則不像前者那麼突出。Coshall(2000)分析國外旅客的觀光支出並觀察期間匯

率以英鎊兌美元、英鎊兌法郎之關係，發現英鎊匯率提高時導致國外旅客的支出明顯下降，但菁英人士所規畫費用

高昂的觀光行程或長途旅程則較無影響。總之，匯率為持續波動，須透過時間序列來觀察持續性的變化。 

  Santanagallego(2010)分析貨幣對觀光業的相關性，發現觀光客會受到貨幣匯率之影響到訪觀光地區的意願。如

果區域之間採用共同貨幣，則不會受到匯率波動之影響等不確定因素，對觀光人數的影響而有正面的幫助。 

  Chen(2009)採用 EGARCH-M 模型研究觀光業與經濟成長之間的因果關係，其結果顯示台灣為觀光導向的經濟

成長假說，台灣透過發展觀光計畫，廣大對觀光設施的建設、觀光品質的提升將有助於對內外觀光收入的挹注，亦

將反映在就業市場與國民生產毛額。而南韓則是雙向互惠的因果關係。Furkan(2017)使用 Fourier ADF 單根檢定與

因果關係檢驗觀光收入與經濟成長兩個變數之間具備雙向因果關係。觀光可以增進國民收入、降低人民失業率與增

加國家的稅收、平衡國家外匯收支等優點，顯示觀光是促進經濟成長與帶動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 

  Brida(2010)認為貿易出口對各個國家的經濟成長具有重要性，而觀光業被視為一種外匯收入的來源，並且提供

就業及國內勞動力的成長來源。並舉例烏拉圭透過創造觀光價值、培養人員服務阿根廷觀光客，而阿根廷的觀光支

出佔該國的國民生產毛額是明顯提高的。綜合上述內容有關國內外學者探討影響經濟成長因素之相關研究發現，觀

光人數、觀光收入、國民生產毛額(GDP)、國民平均所得(GNI)、就業率、物價水準、匯率制度影響觀光客兌換外幣

需求、觀光客選擇文化經濟較為相似的鄰近區域、觀光地區政治環境是否平穩等皆有影響。因此，本研究根據上述

內容，以觀光人數、觀光收入、國民生產毛額(GDP)、匯率等指標作為變項，探討其對經濟成長之影響程度與效果。 

 

3.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共整合(Co-integration)分析來探討觀光人數、觀光收入、國民生產毛額、匯率各變數之長期均衡

關係，為了讓研究更具完整性，首先必須先由單根檢定（Unit Root Test），檢驗本研究觀光人數、觀光收入、國民生

產毛額、匯率各變數是否呈現恆定（Stationary Process）；若序列呈現非恆定（Non-stationary），接著以共整合檢定

方法檢定變數之間是否存有長期均衡關係，最後再以完全修正普通最小平方法（FMOLS）來估計並檢定變數間之

長期均衡關係，下列各節分別介紹本研究欲使用之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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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研究方法流程圖 

3.1單根檢定 

  在展開時間序列分析比較前，我們檢驗時間序列之各國變數為恆定還是非恆定，過去學者Nelson與Plosser（1982）

表示，大部分時間序列為非恆定，故先判斷是否為恆定之情形，在恆定時間序列，確實為傳統漸進分配理論，進行

各個檢定時方不造成誤解。一般時間序列可區分為恆定和非恆定，時間數列若為一隨機移動的過程，則此一隨機過

程之機率分配會隨時間改變而改變，當外生衝擊(exogenous shocks)發生時，該變數影響為恆久（permanent），也就

是隨的時光的流逝，即使衝擊消失，此一序列不會恢復至原來的平均值，表示該時間序列有長久記憶特性，對於時

間序列影響將永遠存在，則稱此變數為非恆定或有單根；反之，若其分配不會隨著時間經過而改變者，或說外生衝

擊僅具短暫的效果，經過一段時間後自然會逐漸返回至原來水準，則稱之為恆定或無單根，恆定時間序列中產生衝

擊事件為暫時性的，衝擊將隨時間慢慢地消逝，並且序列收斂至長期均衡水準。經由單根檢定(unit root test)可確定

時間序列整合級次，藉以判斷其恆定與否，許多經濟及財務變數時間序列中，常常會發現資料產生過程呈現無規則

隨機漫步(Random Walk)，或趨於正負無限大，則此時間序列變數非恆定，若逕以原始數列進行迴歸分析，則可能

會出現「虛假迴歸」（Spurious Regression）問題。所以應用時間數列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時，所選取資料必須符合恆

定，方能進行迴歸估計與統計檢定。「虛假迴歸」是由Granger and Newbold (1974）主張，其雖然判定係數（R2）異

常高以及t統計量顯著之外，該成果卻沒有任何因果關係或經濟涵義，亦即兩個毫不相干變數，鑑於具有隨機趨勢

(Stochastic trend)，而推測出沒有存在的相關性，若用來做分析可能會造成統計分析結果錯誤，使原本不相關變數有

可能因此被誤認為彼此相關，進而造成解釋錯誤。因此以時間序列變數進行實證研究時，先檢定變數是否為恆定或

非恆定，成為一個必備的先驗步驟。本研究採用三種單根檢定，分別為ADF、DF-GLS及NP檢定，而最後者之採用

為該檢定力較佳，具有正確性的提升。 

3.1.1 ADF單根檢定法 

Dickey-Fuller test為單根檢定界之先驅，其重要假設為殘差項須符合白噪音，依常數項之有無及時間趨勢項，

其估計模型有下列三種類型來檢定時間數列是否存在單根： 

(1)不含截距項(drift term或稱漂浮項)及時間趨勢項(time trend)，即為一純隨機漫步模型： 

   
p

i tititt yryy
11 

                            (1) 

(2)含截距項，即為一漂浮隨機漫步模型： 

   
p

i tititt yryy
11 

                            (2) 

(3)含截距項及時間趨勢項，即為一趨勢漂浮隨機漫步模型： 

   
p

i tititt yryty
11 

               (3) 

模型中 表一次差分運算因子， 表示截距項， t表示時間趨勢項，ρ為最適落後期數，為殘差項。 

0:0 H
（yt具有單根，為非恆定的時間數列）  

0:1 H （yt不具有單根，為恆定的時間數列） 

3. 
完全修正普通 

最小平方法(FMOLS) 

 

2. 

共整合檢定 

Co-integration Test 

 

資料蒐集與分析 

1. 

單根檢定 

Unit Roo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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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單根檢定之前，需對模型設定最適落後期數，以使得殘差項通過白噪音檢定，而後再對其水準值進行檢

定。 

ADF檢定法透過適當落後期數的選擇，可以消除殘差項序列相關的問題。 

觀光業與國民生產毛額、匯率呈現一種固定時間趨勢，故本研究ADF單根檢定所採用模型為含截距項模型來分析： 

   
p

i tititt yryty
11 

               (4) 

3.1.2 DF-GLS單根檢定 

  由Elliott.,(2001)發表DF-GLS檢定，與ADF檢定之迴異，DF-GLS檢定則須先排除固定趨勢，再運用下方ADF迴

歸式進行推測： 

1
1

P
d d

t t j t j t
j

y y y   


                             (5) 

其中： 代表序列去除趨勢。  

虛無假設為序列存在非恆定現象，即是： 

: 0, : 0o aH H  
 (左尾檢定 )             

以 t-統計量檢定上述假設，其中最適落後期選擇需搭配修正AIC (modified AIC, MAIC)或修正SIC(modified 

SIC,MSIC)。 

3.1.3 Ng-Perron單根檢定 

ADF檢定雖然是最常用的單根檢定，但其檢定力在真正AR(1)係數很接近1時非常低，即ADF檢定犯型Ⅱ誤差的

機率很高，實際為恆定時間數列，卻無法拒絕具有單根的虛無檢定。一般而言傳統的單根檢定法中，可能會產生兩

個問題：其一Dejong et al. (1992)提出的當自我迴歸多項式AR（p）的解（root）相當接近且數值接近1時，將導致檢

定力(power)不足；其二Ng and Perron (1996)提到在一階差分序列的移動平均多項式MA（1）的殘差項為負根且數值

很大時，會使得單根檢定遭受嚴重的誤差扭曲（size distortions）。因此，NP單根檢定法解決了傳統單根檢定可能發

生的問題。Ng and Perron(1996)建構了三個檢定統計量MZα，MZt，MSB。 

Ng-Perron之檢定統計量如下：  

 



 

T

t tART yTSyTZM
1

12
1

2221 ]2[)(                               (6)  
BSMZMZM t                                             (7)  

  


T

t ARt SyTMSB
1

22
1

2 2
1

]/[
                                    (8) 

虛無假設H0:數列非恆定， 

對立假設H1:數列為恆定。 

3.2共整合檢定（Co-integration test） 

學者Engle and Granger(1987)發表共整合論點，認為一組非恆定時間序列變數的線性透過組合後成為恆定的序

列，這樣子的現象稱為共整合跡象，如果非恆定之時間序列若存在共整合跡象時，則虛假迴歸就不會存在。當時間

序列為非恆定時，以舊有迴歸式如OLS或GLS來估計變數資料時會產生所謂虛假迴歸的問題，此時我們可利用變數

差分使其成為恆定序列。共整合檢定方法主要為兩種，第一種為Engle-Granger(1987)的兩階段分析法，假設變數之

間最多只存在一個共整合關係，並且採取兩階段程序，以第一階段的殘差在第二階段檢定共整合關係，並建立誤差

修正模型。第二種方法為Johansen (1990)所提出的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hood Approach)。由於Engle-Granger

兩階段分析法，不管變數有幾個，只能允許一個共整合關係，亦無法檢定共整合係數是否符合理論值，且單條方程

式估計，須先區分何者為內生變數、何者為外生變數，會產生內生性問題。而Johansen最大概似檢定法是在假設誤

差項為常態分配的前提下，考慮了所有可能影響變數的因素，Gonzalo(1994)也指出，Johansen的「最大概似估計法」

所估得的參數估計值，具有不偏性、效率性，分配具對稱性。故本研究在此即以Johansen 的「最大概似估計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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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整合分析方法。 

Johansen and Juselius(1990)提出兩種不同決定共整合向量個數的檢定統計量： 

1.跡檢定(Trace test) 

(1)檢定之假設為： 

 H0：最大共整合階次為r(最多只有r個共整合關係) 

 H1：最大共整合階次為k(最多只有k個共整合關係) 

(2)跡檢定量 

 


k

ri itrace Tr
1

]ˆ1ln[)( 
                                  (9) 

î ：特徵根的估計值    

T：觀察值的個數   

r ：共整合向量個數 

如果虛無假設 0H 為真，則 1r ， 2r ，…， kr 都會很接近零，則跡檢定量
)(recart
會很小。 

2.最大特性根檢定 

(1)檢定之假設為： 

 H0：最大共整合階次為r(最多只有r個共整合關係) 

 H1：最大共整合階次為r+1(最多只有r+1個共整合關係) 

(2)最大特性根檢定量 

]ˆ1ln[)1( 1 rxam Trr  ，
                                 (10) 

如果虛無假設為H0真，則 1
ˆ

r
會很接近零，最大特性根檢定量

)1( rrxam ，
會很小；反之，在對立假設成立時，

此兩種檢定量會較大。本文使用Johansen(1988，1990)的最大概似法為共整合檢定觀光業、國民生產毛額、匯率各變

數間是否具有共整合的現象，以避免Engle─Granger兩階段共整合檢定法的缺失，並提高檢定力。 

3.3 完全修正普通最小平方法(FMOLS) 

透過共整合檢定只可以瞭解各國變數彼此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係，假如共整合結果表明觀光業、國民生產毛

額、匯率各變數間存在關聯性，接續本研究即應用FM-OLS之方式來分析觀光業、國民生產毛額、匯率各國變數間

調整方向與程度，將讓實證分析具有經濟涵義。 

Phillips and Hansen(1990)所發展的完全修正普通最小平方法。在最小平方法(OLS)估計值中，會產生二階偏誤

(Second order biased)及內生性偏誤的問題，因為這些偏誤的產生，會使得OLS估計值得漸進分配產生錯置(mislocated)

的現象發生，且漸進分配不為常態分配，使得OLS估計值不能應用。因此Phillips andHansen(1990)提出此估計法，主

要目的在解決上述的問題，使得係數的估計有意義。考慮下列迴歸模型: 

y = α + β′x +                                              (11) 

Δx =                                                        (12) 

上述的殘差項( , )，可以計算出長期變異數矩陣，如下所示： 

Ωuu= Ω Ω    
Ω Ω    

                                                (13) 

由(14)式，(12)式可以被修正如下式： 

00 

10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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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α + β′x +                                                                                                       (14) 

其中， 

y = y − Ω Ω Δx  

= − Ω Ω Δx  

再由(15)式，我們可以得出修正後的內生性偏誤的估計值為： 

α  
γ  =

T ∑ x′

∑ x ∑ x x′

∑ y  
∑ x y  

                            (15) 

由上我們將內生性偏誤修正後，接著考慮解決二階偏誤的問題，為解決此一問題，將(15)式中的γ 減去Tℵ ， 

ℵ = ∑  1 − [ν/ q + 1] [Γ  ][Γ  ] ] 
              1   
– (Ω ) Ω  

Γ 表 與 , 之共變異數，Γ 表 與 , 之共變異數。因此完全修正普通最小平方法之估計值為： 

 
 
=

∑ ′

∑ ∑ ′

∑  ^  
∑ − ℵ   

                 (16) 

其中 = − Ω (Ω ) Δ 而(11)式之漸進分配為一混合常態分配，因此可以利用t分配對估計之係數進

行檢定，探討變數與變數之間的關係。 

 

4.實證分析 

本章節所搜集之數據，是以OECD成員國為研究對象，包含有奧地利、比利時、芬蘭、德國、義大利、盧森堡、

荷蘭、葡萄牙與西班牙，資料期間自一九九五年至二○一七年（共23年）。各國觀光人數之資料來源取自歐洲統計

局（Eurostat）。各國觀光收入、GDP之資料來源則取自世界銀行（World Bank）。此外，歐元兌美元匯率之資料來源

取自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所蒐集之我國與主要對手通貨之匯率資料（以一單位折合若干單位美元）。除了觀光人數與

歐元兌美元匯率之資料可分別從歐洲統計局與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取得月資料，其餘變數之月資料取得不易，故本研

究以年資料呈現之。並藉由前個章節所敘述之研究方法，搭配統計軟體來展開實證分析，首先進行單根檢定確認各

國變數之間是否為非恆定時間序列，若該時間序列具有單根後再進行共整合檢定，最後則是透過FM-OLS作為探討

其長期關係及相關影響之因子。 

4.1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觀察奧地利、比利時、芬蘭、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牙與西班牙等九個國家資料，其研究

變數採用觀光人數、觀光收入、GDP與歐元兌美元匯率（以下簡稱歐元匯率），所有變數均取自然對數(ln)，將觀察

之207筆平均值資料彙整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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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5年至2017年奧地利與各國家變數之平均值 

國家 觀光人數 觀光收入 GDP 歐元匯率 

奧地利 16.853 23.46 26.463 0.178 

比利時 15.748 22.90 26.652 0.178 

芬蘭 14.627 21.568 25.994 0.178 

德國 16.947 24.054 28.695 0.178 

義大利 17.543 24.294 28.156 0.178 

盧森堡 13.695 21.85 24.349 0.178 

荷蘭 16.169 23.01 27.186 0.178 

葡萄牙 15.734 22.833 26.454 0.178 

西班牙 17.781 24.523 27.641 0.178 

4.2 單根檢定 

為探討各國變數之時間序列是否具有非恆定特性，進行共整合檢定前需判別變數是否具有單根，本研究採用

ADF 搭配 DF-GLS 檢定與具有良好統計性質之 Ng-Perron 進行單根檢定，以確保檢定結果之可信度。檢定結果呈

現如表所示： 

表 2 各變數之 ADF、DF-GLS 與 NP 單根檢定表 

國家 變數 AIC ADF DF-GLS NP 

奧地利 觀光人數 2 2.487 -0.125 -10.026 
 觀光收入 0 -0.538 -0.540 -0.785 
 GDP 3 -0.569 -1.477 -10.116 
 歐元匯率 1 -1.936 -1.948 -8.484 

比利時 觀光人數 1 -1.489 -0.064 1.619 
 觀光收入 0 -1.663 -0.791 -0.019 
 GDP 3 -0.622 -1.650 -12.946 
 歐元匯率 1 -1.936 -1.948 -8.484 

芬蘭 觀光人數 0 0.088 0.135 1.104 
 觀光收入 0 -0.803 -0.669 -0.827 
 GDP 0 -0.936 -0.626 -0.374 
 歐元匯率 1 -1.936 -1.948 -8.484 

德國 觀光人數 0 0.217 0.673 1.537 
 觀光收入 0 -0.809 -0.423 0.029 
 GDP 0 -0.586 -0.596 -0.934 
 歐元匯率 1 -1.936 -1.948 -8.484 

義大利 觀光人數 0 -0.298 0.228 1.998 
 觀光收入 0 -0.935 -0.779 -1.089 
 GDP 0 -1.373 -0.970 -0.859 
 歐元匯率 1 -1.936 -1.948 -8.484 

盧森堡 觀光人數 0 -0.942 -0.728 -0.904 
 觀光收入 0 -1.050 -0.595 -0.140 
 GDP 3 -2.000 -1.755 -33.235 
 歐元匯率 1 -1.936 -1.948 -8.484 

荷蘭 觀光人數 0 -1.090 0.407 2.358 
 觀光收入 0 -0.655 -0.214 0.334 
 GDP 3 -0.905 -1.479 -9.000 
 歐元匯率 1 -1.936 -1.948 -8.484 

葡萄牙 觀光人數 2 2.593 0.361 -6.401 
 觀光收入 3 0.088 0.155 -3.290 
 GDP 3 -1.176 -1.019 -6.880 
 歐元匯率 1 -1.936 -1.948 -8.484 

西班牙 觀光人數 1 -1.048 -0.260 -2.742 
 觀光收入 0 -1.110 -0.480 0.250 
 GDP 1 -1.199 -0.873 -1.703 
 歐元匯率 1 -1.936 -1.948 -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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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ADF 檢定 1%臨界值-3.769，5%臨界值-3.012，10%臨界值-2.646 

2. DF-GLS 檢定 1%臨界值-2.692，5%臨界值-1.96，10%臨界值-1.608 

3. NP 檢定 1%臨界值-13.8，5%臨界值-8.1，10%臨界值-5.7 

4. 最大階次設定為 3 

5. **表示 5%顯著、***表示 1%顯著 

由表 2 所示，奧地利、比利時、芬蘭、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牙與西班牙等九個國家變數在 ADF

檢定之虛無假設並無法被拒絕，而過去文獻提及利用單一變數進行單根檢定，例如 Dickey and Fuller(1979)發表 DF

檢定存在低檢定力及型一誤差扭曲問題，尤其進行規模小資料之研究時，易發生過度拒絕單根(虛無假設)，故輔以

DF-GLS 單根檢定以及具有較佳檢定之 Ng-Perron 檢定，分析上述變數之結果均顯示虛無假設之無法拒絕單根。最

後總結檢定表明，奧地利、比利時、芬蘭、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牙與西班牙等九個國家之各個變數，

均呈現非恆定的情形，意即變數均具有單根，故可進行下一個階段的共整合檢定，觀察各變數彼此間的長期均衡關

係。 

4.3 共整合檢定 

由上述單根檢定表示，奧地利、比利時、芬蘭、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九個國家的

觀光人數、觀光收入、GDP與歐元匯率之變數皆為I(1)數列。因此為了深入探討各國變數彼此間是否具有長期均衡

關係，故需進行共整合檢定，本研究採用Johansen共整合檢定，此檢定允許同時存在多個共整合，包含跡檢定與最

大特性根檢定兩種不同檢定方式，得以觀察各變數是否達到長期均衡關係。檢定之順序是先檢定觀光變數與GDP、

觀光變數與歐元匯率彼此間是否有共整合，再檢定觀光變數、GDP與歐元匯率之間是否有共整合。 

本研究共整合檢定之虛無假設為各國觀光人數、觀光收入、GDP與歐元匯率之間不具共整合關係，兩變數在r=0

的跡檢定(λ-trace)及最大特性根檢定(λ-max)統計量均大於5%臨界值，亦即在5%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而在r

≦1之λ-trace及λ-max統計量均小於5%臨界值，亦即在5%的顯著水準下無法拒絕虛無假設，顯示觀光人數、觀光收

入、GDP與歐元匯率各變數之間存有一個共整合向量，具有長期共整合關係，即兩個變數間互相具有長期共移均衡

情形，其結果統整如表3所呈現。 

表3 本研究之九個國家各變數Johansen共整合檢定彙整結果 

觀察變數  結果  國家  

觀光人數  
GDP 

5%顯著水準  
奧地利、比利時、芬蘭、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

牙與西班牙等九個國家具有一個共整合。  

觀光人數  
歐元匯率  

5%顯著水準  
奧地利、比利時、芬蘭、德國、盧森堡、葡萄牙與西班牙等七

個國家具有一個共整合。  

10%顯著水準  義大利、荷蘭等兩個國家具有一個共整合。  

觀光人數  
GDP 

歐元匯率  
5%顯著水準  

奧地利、比利時、芬蘭、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

牙與西班牙等九個國家具有一個共整合。  

觀光收入  
GDP 

5%顯著水準  
比利時、芬蘭、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牙與西班

牙等八個國家具有一個共整合。  

10%顯著水準  奧地利具有一個共整合。  

觀光收入  
歐元匯率  

5%顯著水準  
奧地利、比利時、芬蘭、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

牙與西班牙等九個國家具有一個共整合。  

觀光收入  
GDP、歐元匯率  

5%顯著水準  
奧地利、比利時、芬蘭、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

牙、西班牙等九個國家具有一個共整合。  

4.4 完全修正普通最小平方法(FMOLS) 

  在確認各國觀光人數、觀光收入、GDP與歐元匯率等變數為存在共整合後，再以FM-OLS估計觀光人數、觀光

收入、GDP與歐元匯率等變數長期均衡關係及相關影響的因子。估計結果如下： 

  由表4奧地利FM-OLS估計表結果來看，GDP對觀光人數與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且非常顯著，當GDP增加

1%，觀光人數同時增加0.504%、觀光收入同時增加0.89%；而歐元匯率對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但對觀光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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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顯著關係。 

表4 奧地利FM-OLS估計表 

應變數：觀光人數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504*** 0.000 

歐元匯率 0.512 0.217 

應變數：觀光收入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89*** 0.000 

歐元匯率 1.674*** 0.000 

1.：*、**、***表示在10%、5%、1% 顯著水準下為顯著。 

  由表5比利時FM-OLS估計表結果來看，GDP對觀光人數與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且非常顯著，當GDP增加

1%，觀光人數同時增加0.279%、觀光收入同時增加1.114%；而歐元匯率對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但對觀光人

數則無顯著關係。 

表5 比利時FM-OLS估計表 

應變數：觀光人數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279*** 0.000 

歐元匯率 0.26 0.277 

應變數：觀光收入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1.114*** 0.000 

歐元匯率 1.544* 0.055 

1.：*、**、***表示在10%、5%、1% 顯著水準下為顯著。 

  由表6芬蘭FM-OLS估計表結果來看，GDP對觀光人數與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且非常顯著，當GDP增加

1%，觀光人數同時增加0.497%、觀光收入同時增加1.109%；而歐元匯率對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且非常顯著，

但對觀光人數則無顯著關係。 

表6 芬蘭FM-OLS估計表 

應變數：觀光人數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497*** 0.000 

歐元匯率 0.596 0.134 

應變數：觀光收入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1.109*** 0.000 

歐元匯率 2.112*** 0.002 

1.：*、**、***表示在10%、5%、1% 顯著水準下為顯著。 

  由表7德國FM-OLS估計表結果來看，GDP對觀光人數與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且非常顯著，當GDP增加

1%，觀光人數同時增加1.132%、觀光收入同時增加1.397%；而歐元匯率對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且非常顯著，

但對觀光人數則無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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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德國FM-OLS估計表 

應變數：觀光人數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1.132*** 0.000 

歐元匯率 1.018 0.141 

應變數：觀光收入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1.397*** 0.000 

歐元匯率 1.844*** 0.008 

1.：*、**、***表示在10%、5%、1% 顯著水準下為顯著。 

  由表8義大利FM-OLS估計表結果來看，GDP對觀光人數與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且非常顯著，當GDP增加

1%，觀光人數同時增加0.392%、觀光收入同時增加0.712%；而歐元匯率對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且非常顯著，

但對觀光人數則無顯著關係。 

表8 義大利FM-OLS估計表 

應變數：觀光人數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392*** 0.008 

歐元匯率 0.282 0.433 

應變數：觀光收入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712*** 0.000 

歐元匯率 1.158*** 0.000 

1.：*、**、***表示在10%、5%、1% 顯著水準下為顯著。 

  由表9盧森堡FM-OLS估計表結果來看，GDP對觀光人數與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且非常顯著，當GDP增加

1%，觀光人數同時增加0.163%、觀光收入同時增加0.936%；而歐元匯率對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但對觀光人

數則無顯著關係。 

表9 盧森堡FM-OLS估計表 

應變數：觀光人數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163*** 0.006 

歐元匯率 0.049 0.849 

應變數：觀光收入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936*** 0.000 

歐元匯率 2.223** 0.013 

1.：*、**、***表示在10%、5%、1% 顯著水準下為顯著。 

  由表10荷蘭FM-OLS估計表結果來看，GDP對觀光人數與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且非常顯著，當GDP增加

1%，觀光人數同時增加0.512%、觀光收入同時增加0.936%；而歐元匯率對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但對觀光人

數則無顯著關係。 

 



  

351 
 

表10 荷蘭FM-OLS估計表 

應變數：觀光人數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512*** 0.01 

歐元匯率 0.225 0.685 

應變數：觀光收入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936*** 0.000 

歐元匯率 1.333** 0.047 

1.：*、**、***表示在10%、5%、1% 顯著水準下為顯著。 

  由表11葡萄牙FM-OLS估計表結果來看，GDP對觀光人數與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且非常顯著，當GDP增

加1%，觀光人數同時增加0.514%、觀光收入同時增加0.788%；而歐元匯率對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但對觀光

人數則無顯著關係。 

表11 葡萄牙FM-OLS估計表 

應變數：觀光人數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514*** 0.001 

歐元匯率 0.572 0.486 

應變數：觀光收入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788*** 0.000 

歐元匯率 1.672** 0.066 

1.：*、**、***表示在10%、5%、1% 顯著水準下為顯著。 

由表12西班牙FM-OLS估計表結果來看，GDP對觀光人數與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且非常顯著，當GDP增加

1%，觀光人數同時增加0.426%、觀光收入同時增加0.89%；而歐元匯率對觀光收入有正向顯著關係，但對觀光人數

則無顯著關係。 

表12 西班牙FM-OLS估計表 

應變數：觀光人數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426*** 0.002 

歐元匯率 0.332 0.502 

應變數：觀光收入 

自變數 係數 P-值 

GDP 0.89*** 0.000 

歐元匯率 1.689** 0.015 

1.：*、**、***表示在10%、5%、1% 顯著水準下為顯著。 

在確認各國觀察變數皆存在共整合關係後，接著以修正普通最小平方法(FMOLS)估計各變數長期均衡關係及比

較重要的影響因子為何，估計結果如下所述：由表9台灣FMOLS估計表結果來看，人均GDP對壽險滲透率與密度有

正向顯著關係，當人均GDP增加1美元，壽險滲透率會增加0.0006%、壽險密度會增加0.11美金；而平均壽命對壽險

滲透率與密度有正向顯著關係且十分顯著，當平均壽命增加1歲，壽險滲透率會增加3.75%、壽險密度會增加8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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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 

 

5. 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本研究鑽研OECD成員國（奧地利、比利時、芬蘭、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九個

國家之觀光人數、觀光收入、GDP與歐元兌美元匯率之長期關係；首先對各變數進行敘述統計，再進行單根檢定確

認各變數皆為I(1)數列後，再採用Johansen共整合檢定，最後將具有共整合之變數以完全修正普通最小平方法

（FMOLS）觀察其變數之間的長期關係，研究結果如下： 

一、在敘述統計方面，觀察各國統計資料包含觀光人數、觀光收入、GDP、歐元對美元匯率皆有截距項且逐年同步

上升的趨勢。二、使用ADF、DF-GLS及Ng-Perron之單根檢定作為觀察九個國家資料後發現觀光人數、觀光收入、

GDP與歐元兌美元匯率等變數，皆為非恆定數列之單根。三、以Johansen共整合檢定觀光人數、觀光收入、GDP與

歐元兌美元匯率等變數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觀光人數、觀光收入、GDP與歐元兌美元匯率之間，大多數存在一個共

整合，意謂長期均衡關係存在各變數之間。四、以FM-OLS觀察各國GDP對觀光人數、觀光收入之相關影響經本研

究證實為正向關係。將之解釋為國民生產毛額的增加將隨著觀光人數、觀光收入的上升，而國民生產毛額顯示一個

國家的生產力與經濟實力，將透過觀光業發展經濟。而歐元兌美元匯率對各國觀光收入皆呈現正向顯著的影響，表

示匯率之提高將會影響國際收支平衡。 

5.2建議 

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藉以提供觀光業及未來研究參考運用。 

5.2.1 對觀光業之建議 

觀光發展的需求來自現代人無論工作關係異地考察或是辛勤工作犒賞自己，此觀念已普遍於地球村上每一位國

民。資訊傳播迅速有效，推展觀光隨指一動就可以讓全世界看見你的美，更能帶動整個觀光產業的發展。從無到有，

觀光設施陸續建置，吸引遊客走訪，如何讓遊客可以再次造訪而重複消費，並且返國後可以影響更多朋友前來觀光。 

觀光之意境已經從過去觀看景色、聽聽解說員導覽、拍拍照片表示造訪景點，延伸至品嚐當地特產美食、體驗

特色文化藝術等深度旅遊，更能使當地生活水準提高、人員素質的提升並造就當地的經濟循環，故發展深度觀光刻

不容辭，更需要每一個國民共同維護這些觀光資產。 

5.2.2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文在研究探索時，有需改良或受到限制的部分，茲對後續研究相關變數者列舉建議如下： 

一、本篇文章資料採用年資料，較不足以反映每季或每月之變化，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考慮採用季或月資料進行

研究，以觀察短期樣本，以便了解觀光產業是否有其季節或特定時間之影響。 

二、本研究取影響觀光之變數為觀光人數與觀光收入，並無細分觀光人數或收入之來源，僅為涵蓋大面向之資料，

可能遺漏其他的變數影響，建議後續研究相關變數者可以使用不同變數進行研究。 

三、本研究使用匯率變數選擇OECD成員國以歐盟體系之國家為參考，多數國家採用共同貨幣歐元，建議未來研究

者可使用不同國家之匯率制度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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