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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型活動是一項有目的性、有計畫性及有步驟地組織或可讓衆多

人參與的社會活動，大型活動在舉辦的宗旨、功能及形式上，與節慶

活動的概念非常類似。其中大型節慶之定義為一個具有必看價值的世

界級大型活動，須投入非常可觀的經費，同時也會帶給當地顯著的經

濟效益，可知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以下簡稱花博）符合上述大型節

慶之定義。 

花博是臺灣第一次獲得國際授權舉辦的世界級博覽會，營運期間

更獲得許多國內外大獎，有鑑於花博繳出亮眼的成績單，本文嘗試以

花博為例，藉由分析其每日參觀人次，探討氣溫高低、降雨與否、平

日亦或假日等因素是否會對其造成影響，並進行迴歸分析以了解影響

活動參觀人次之程度。根據模型參數顯示參觀當日之氣溫每增加 1

度，平均可以增加 2,899 參觀人次；是否為假日平均影響 20,100 參觀

人次；是否降雨平均影響 10,899 參觀人次。另根據預測分析結果所

示，在進行參觀人次估算時，可先利用迴歸模型預測平均每日參觀人

次，藉此獲得較佳的預測結果。 

綜合上列所述，參觀人次變化和分布是動態的，我們建議舉辦大

型活動時，應根據氣溫、降雨、假日等或其他重要因素變化，把握參

觀者分布特性，均衡資源分配，並且積極應對參觀人次高峰日，提早

應對風險管理與實施應急措施、完善規劃佈局，讓大型參觀活動能夠

達到完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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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動參觀人次之因素影響分析－ 

以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為例 

壹、前言 

大型活動是一項有目的性、有計畫性及有步驟地組織或可讓衆多

人參與的社會活動，大型活動在舉辦的宗旨、功能及形式上，與節慶

活動的概念非常類似。英文語彙與「節慶」相關的字眼，依其活動規

模或內容之不同，則可分為festival、fair、mega-event、hallmark event

等，目前國內外學術界較常使用special event來統稱這些活動；因此

有學者認為慶典（festival）和特殊事典（special event）通常可視為一

體（吳淑女，1995）。其中大型節慶之定義為一個具有必看價值的世

界級大型活動，須投入非常可觀的經費、同時也會帶給當地顯著的經

濟收入效應（賴沁沁，2004）。根據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之「花博

100年重要施政成果」指出：「臺北國際花博會所創造的經濟效益共

430.68億元，包括政府與民間企業投入效益約135.91億元，營運效益

約176.78億元，以及此兩項效益所衍生帶動的產業關聯效果117.99億

元，若扣除上述政府與民間企業投入經費則舉辦花博會的淨效益約為

294.77億元。」由此可知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以下簡稱花博）符合

上述大型節慶之定義。 

花博是臺灣第一次獲得國際授權舉辦的世界級博覽會，也是亞洲

第 4 個國家、第 7 個城市舉辦的國際博覽會。花博營運 171 天，不僅

創下近 900 萬參觀人次的佳績，更在國際上獲得「影響世界華人大獎」

之「公共事務領域獎」，以及加拿大花卉園藝協會（Canada Blooms 

Horticultural Society, CBHS）所評選 2011 全球最佳國際庭園觀光活

動。同時在國內也獲得 2010 國家卓越建設獎之「最佳規劃設計類公



共建設類卓越獎」、2010 臺灣建築首獎與 2010 臺灣室內設計大獎

（Taiwan Interior Design, TID）金獎－展覽空間金獎。無數個具代表

性的獎項與榮耀，展現臺灣超群的創意與實力。另外，國際園藝生產

者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rticultural Producers, AIPH）

主席 Dr. Faber 更稱讚說：「臺北花博是我過去 50 年來看過最好、最

棒的一次」。 

有鑑於花博繳出如此亮眼的成績單，本文希望藉由分析其每日參

觀人次，探討各項因素是否會對其造成影響，期能提供其他舉辦大型

活動之單位參考應用，然而影響大型活動參觀人次之因素可分為內部

因素與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包含了活動本身之可看性、娛樂性、知識

性等因素，自然可吸引特定群體參與活動；外部因素包含了參觀活動

當天之氣溫、降雨與否、平日亦或假日等因素。囿於內部因素涉及較

多主觀性意向，相關資料蒐集困難，故本文僅以外部因素為例，主要

探討氣溫高低、降雨與否、平日亦或假日等較客觀因素是否會對參觀

人次造成影響，並進行迴歸分析以了解影響參觀人次之程度，據此提

供未來相關單位辦理類似戶外大型活動之參考應用，以提供政府部門

各項工作、財務更完善之規劃與佈局。 

貳、影響花博參觀人次之因素探討 

一、花博簡介 

花博於 2010 年 11 月 6 日開幕至 2011 年 4 月 25 日結束，歷時

171 天，展區含括圓山公園區、美術公園區、新生公園區、大佳河濱

公園區等 4 個園區，共計 91.8 公頃，規劃設置 14 座展覽館，其中 8

座為現有館舍改裝，6 座為新建展館。運用「園藝」、「科技」及「環

保」為設計理念，以展現我國「花卉園藝實力」、「文化藝術特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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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生態關懷」與「尖端科技成就」等 4 大特色進行規劃。 

花博實際參觀人次達 896 萬 3,666 人次，平均每日約 5 萬 2,419

人次，其中國外參觀遊客為 58 萬 5,327 人次（占全體參觀人次

6.53%），國內參觀遊客為 837 萬 8,339 人次，另在所有入園參觀人次

中，以使用電子票 492 萬 8,942 人次為最多（54.99%），其次為使用

團體票 142 萬 2,238 人次（15.87%），其餘依序為使用免費票、悠遊

票及校外教學，分別使用 99 萬 4,324 人次（11.09%）、88 萬 3,248 人

次（9.85%）及 73 萬 4,914 人次（8.20%）。雖然使用悠遊票能享有 9

折優惠，但電子票具有獨特性與收藏價值，反而成為最多人使用的票

種（詳表 1）。由於參觀者表現出良好的計畫性和觀展熱情，花博共

售出門票 873 萬 9,888 張，銷售金額總計 13 億 9,287 萬 7,416 元，其

中在開幕之前即售出預售票 349 萬 657 張，占 39.94%（詳表 2）。 

表 1  參觀人次使用票種 
電子票 

項目別 總  計 悠遊卡 
預售票 非預售票

團體票 免費票 校外教學

人  次 

(人次) 
8,963,666 883,248 2,576,470 2,352,472 1,422,238 994,324 734,914

百分比 

(%) 
100.00 9.85 28.74 26.24 15.87 11.09 8.20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表 2  門票銷售情形 

票 種 別 
張  數 

(張) 

金  額 

(元) 

總    計 8,739,888       1,392,877,416     

預 售 票 3,490,657       447,144,445     

非預售票 5,249,231       945,732,971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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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博期間參觀人次變動分析 

若藉由參觀人次日線和 30 日均線圖觀察，可以發現參觀人次呈

現微幅遞增後驟然遞減再逐漸遞增的階段性，第 1 階段約從開幕至

12 月底，由於媒體在花博開幕前運用各種手法加以檢視花博各項設

施建設與經費花費，反而引起民眾的好奇心，再加上校外參觀教學活

動人潮，促使花博在開幕後呈現微幅的遞增趨勢；第 2 階段約整個 1

月，由於該段期間適逢冷鋒來襲，平均氣溫只有 13.7 度，民眾出門

意願不高，致使參觀人次大幅減少；第 3 階段約從 2 月初至閉幕，隨

氣溫逐漸回升，花博活動在參觀者與媒體口碑相傳，加上離展期結束

只剩 3 個月，在臨近告別花博的影響下，參觀者人數逐漸上升，在花

博結束前一天達到單日最多入園數 18 萬 3,774 人次。由圖 1 可知，

累計第 1 個 200 萬人次花了 40 天，累計第 2 個 200 萬人次卻花了 50

天，然而累計第 3 個和第 4 個 200 萬人次平均僅 36.5 天。 

圖 1  臺北花博每日參觀人次 

 

萬人次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另按入園時段分析，可清楚看到入園參觀人次集中在上午的 9 點

至 11 點（如表 3），平均每日參觀 2 萬 2,946 人次（占 43.77%），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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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其他時段；又以午別區分，每日上午平均參觀 3 萬 3,816 人次（占

64.51%），分別是下午及晚上參觀人次的 2.3 倍與 9.1 倍，可知民眾偏

好在上午入園參觀。 

表 3  花博各時段入園人次一覽表 
單位：人次；% 

上  午 下  午 晚  上 
項目別 總  計 

9-11 點前 11-13 點前 13-15 點前 15-17 點前 17-19 點前 19-21 點前

入園 
人次 

8,963,666 3,923,835 1,858,820 1,449,081 1,097,639 385,213 249,078

每日 
平均 

52,419 22,946 10,870 8,474 6,419 2,253 1,457

入園 
比率 

100.00 43.77 20.74 16.17 12.25 4.30 2.78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2010 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全紀錄》。 

三、參觀人次之影響因素分析 

本研究依常理判斷設定氣溫、降雨、假日等重大活動的外部因素

作用下，參觀人次將形成不同類型的高峰日。花博參觀人次預測總計

800 萬人（臺北市政府，2008），平均每日 4.7 萬參觀人次，實際平均

每日 5 萬 2,419 參觀人次，參觀人次更在 4 月 24 日達到最大值 18 萬

3,774 人次，最大值與預測平均值和實際平均值相比，分別為 3.9 倍

與 3.5 倍，參觀人次高峰日帶給園區巨大的管理壓力和風險隱憂。以

下將分別就氣溫、降雨、假日等因素探討各因素對參觀人次之影響。 

（一）按氣溫分析 

花博展出期間平均氣溫為 17.5 度，若按日均溫區間分析，花博

展出期間最高日均溫 23 度至 27 度時，平均每日參觀 7 萬 8,013 人次；

日均溫 18 度至 22 度時，平均每日參觀 6 萬 4,301 人次；日均溫 13

度至 17 度時，平均每日參觀 4 萬 2,478 人次；最低日均溫 8 度至 12

度時，平均每日參觀僅有 3 萬 4,410 人次，可知平均參觀人次隨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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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上升而上升（如圖 2）。另最高日均溫區間與最低日均溫區間相比，

平均參觀人次驟降約 4.4 萬人次，可見氣溫實為影響花博參觀人次之

重要因素。 

圖 2  不同氣溫區間參觀人次日均值 
  人次 

 
≈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二）按降雨分析 

在花博展出的 171 天中，降雨天數高達 75 天，占 43.86%，平均

參觀 4 萬 2,197 人次。反觀未降雨天數為 86 天，占 56.14%，平均參

觀 6 萬 405 人次，較降雨時增加了 1 萬 8,208 人次（30.14%），同時

未降雨時之平均參觀人次為降雨時的 1.43 倍（如圖 3）。 

圖 3  不同天候參觀人次日均值 
   人次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備    註：當日降水量小於 0.1mm 者，視為未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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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假日分析 

花博參觀人次在工作日與週末假日之間差異較大（如圖 4），星

期一至星期五平均每日參觀 4 萬 6,491 人次，其中以星期五之平均參

觀人次最高，為 5 萬 1,548 人次，而以星期二之平均參觀人次最低，

為 4 萬 1,088 人次。星期六、日平均每日參觀 6 萬 6,765 人次，其中

以星期日之平均參觀人次最高，高達 7 萬 198 人次，而星期六之平均

參觀人次亦高達 6 萬 3,332 人次。另週末假日之平均參觀人次約為工

作日的 1.44 倍，可見放假日與否亦為影響花博參觀人次的因素之一。 

圖 4  一週各日參觀人次日均值   人次 

 

≈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參、影響花博參觀人次之迴歸分析 

一、多元迴歸分析簡介 

線性迴歸分析是一種重要的統計分析方法，被廣泛應用於社會經

濟現象變數之間的影響因素和關聯的研究，可分為簡單線性迴歸與多

元線性迴歸兩種。 

簡單線性迴歸係探討一個自變數 與一個依變數X Y 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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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模型為 εββ ++= XY 10 ，其中 0β 為常數， 1β 為迴歸係數，ε 為

誤差。簡單線性迴歸大多使用在較簡單的問題探討，例如廣告費對銷

售量的影響、父母身高對孩子身高的影響等。 

多元線性迴歸則是探討一組自變數 與一個依變數Y

之間的關係，模型為

nXXX ,, 21 ,L

εββββ ++=Y 0 X11 +++ nXX L2 0β，其中n2 為

常數， ββ , ,,2 L nβ1 為迴歸係數，ε為誤差。多元線性迴歸則多使用在

較複雜的問題探討，例如學歷、年資及性別等因素對個人所得收入的

影響。 

在得到迴歸方程式後，還需要進一步進行模型的顯著性檢定，以

驗證模型是否合適。一般大都利用 F 檢定（F test）來進行檢驗，F 檢

定將所有自變數計算進來，看依變數Y 和所有自變數 是

否有統計的顯著性。F 檢定的假設如下： 

XX ,,, L nX21

虛無假設 0: 210 ====H nββ βL ，即所有迴歸係數皆為零。 

iH β:1 不全為零， ni ,,L2,1= 。 對立假設 

檢定統計量為 ,1(
)
)1 nk

kn
k

−
−

~ F
/(
/(

SSE
SSRF −

= )k−  α

,1 nkF (F )k當 F 檢定統計值大於臨界值（ −−> α ）或 P-值小於顯著

水準（P-value α< ）時，則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模型顯著，需要作進

一步的檢定或解釋。反之，當 F 檢定統計值小於或等於臨界值

（ ）或 P-值大於或等於顯著水準（P-value),1 kn −−(kFF ≤ α α≥ ）時，

則不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此模型並不顯著，需要重新檢討自變數之選

取方式或檢查自變數之間是否產生共線性問題。 

本文將運用上述多元線性迴歸方法來分析氣溫、降雨及假日等 3

項因素對花博參觀人次之影響程度，並利用含截距模型與不含截距模

型 2 種方式來加以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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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變數描述與相關係數 

影響花博參觀人次因素可分為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本文僅探討

外部客觀因素對花博參觀人次之影響。依前章節分析結果，在進行迴

歸分析時，本文定義花博日參觀人次函數如下： 

),,( HRTfN =  

其中 N 為人次、T 為氣溫、R 為降雨、H 為假日。各變數取值如下：

N 為人次，取值為當日之入園參觀人次；T 為氣溫，取值為當日之日

平均溫度；R 為降雨，若當日下雨則取值為 1，反之取值為 0；H 為

假日，若當日為國定假日則取值為 1，反之取值為 0。各變數統計描

述如表 4。 

表 4  各變數之統計描述 

項  目 樣本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N 人次 171    12,129  183,774 52,419   25,984.366

T 氣溫 171    8.9  25.1 17.5   3.681

R 降雨 171    0  1 0.439   0.496

H 假日 171    0  1 0.333   0.471

各變數之間的相關係數如表 5，其中參觀人次與氣溫、假日呈中

度正相關，相關係數分別為 0.546 及 0.381；與降雨呈中度負相關，

相關係數為 。氣溫與參觀人次的相關程度最高，這與氣溫實

為影響花博參觀人次之重要因素的分析結果一致。 

348.0−

另氣溫與降雨之相關係數為 399.0− ，屬中度相關，計算其 VIF

（variance inflation faction）值為 1.20，顯示氣溫與降雨之共線性程度

不大，可忽略共線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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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影響因素之相關矩陣 
項  目 N 人次 T 氣溫 R 降雨 H 假日 

N 人次 1.000 0.546 348.0−   0.381 

T 氣溫  1.000 399.0−   0.054 

R 降雨   1.000  0.050 

H 假日    1.000 

三、迴歸模型 
（一）含截距模型 

首先我們採用一般含截距模型來進行分析，利用統計應用軟體計

算得到線性迴歸方程式的 ANOVA 表（如表 6）及模型係數（如表 7）。 

表 6  ANOVA 表(含截距) 

項  目 自由度 SS MS F 統計值 P-值 

迴  歸 3    1010208.5 × 1010736.1 × 45.750 2110238.1 −×

殘  差 167    1010337.6 × 810795.3 ×   

總  和 170    1110155.1 ×    

表 7  線性迴歸模型(含截距) 

非標準化係數 
項  目 

係  數 標準誤差 

標準化 

Beta 係數 
T 統計值 P-值 

常  數 872,5−   8,528.573 688.0−   0.492 

T 氣溫 3,193  442.729 0.452  7.213  0.000 

R 降雨 712,9−   3,284.059 185.0−    957.2−   0.004 

H 假日 20,183  3,174.317 0.366  6.35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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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得到參觀者人次之多元線性方程式如下： 

HRTN 183,20712,9193,3872,5 +−+−=  

由表 6 知此模型 F 檢定之 P-值為 2110238.1 −× ，遠小於顯著水準 0.05，

表示此模型為顯著的，但模型之調整後複判定係數 僅 0.441，表示

此模型中可解釋變異僅 44.1%，效果並不理想，且由表 7 中得到常數

之 P-值為 0.492 大於顯著水準 0.05，顯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之下，常

數顯著為零。因此我們嘗試假設常數為零再次進行迴歸分析。 

2
adjR

（二）不含截距模型 

由含截距模型得知常數在模型中並不顯著，因此我們考慮剔除常

數後，利用不含截距之線性迴歸模型來進行分析。經過統計應用軟體

計算，我們可以得到線性迴歸方程式的 ANOVA 表（如表 8）及模型

係數（如表 9）。 

表 8  ANOVA 表(不含截距) 

項  目 自由度 SS MS F 統計值 P-值 

迴  歸 3    1110218.5 × 1110739.1 × 459.761 8010914.1 −×

殘  差 168    1010355.6 × 810783.3 ×   

總  和 171    1110853.5 ×    

表 9  線性迴歸模型(不含截距) 

非標準化係數 
項  目 

係  數 標準誤差 

標準化 

Beta 係數 
T 統計值 P-值 

T 氣溫 2,899  115.088 0.411  25.190  0.000 

R 降雨 899,10−   2,791.233  208.0−   905.3−   0.000 

H 假日 20,100  3,167.050 0.365  6.34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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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得到參觀者人次之多元線性方程式如下： 

HRTN 100,20899,10899,2 +−=  

由表 8 知此模型 F 檢定之 P-值為 8010914.1 −× ，遠小於顯著水準 0.05，

表示此模型為顯著的，此外模型之調整後複判定係數 高達 0.884，

表示此模型中可解釋變異達 88.4%，效果相當好，且由表 9 中得到氣

溫、降雨及假日之 P-值均遠小於顯著水準 0.05，顯示在 95%的信心

水準之下，氣溫、降雨及假日均顯著不為零，表示此模型是合適的，

且根據模型參數顯示參觀當日之氣溫每增加1度，平均可以增加2,899

參觀人次；是否為假日平均影響 20,100 參觀人次；是否降雨平均影

響 10,899 參觀人次（如表 9）。 

2
adjR

再就各變數對參觀人次的影響程度觀察，可由表 9 中標準化 Beta

係數之絕對值來判斷，氣溫之 Beta 係數為 0.411，為 3 項變數中的最

大值，因此氣溫為影響參觀人次最重要之因素，其次為假日，而降雨

反而是影響參觀人次較少之因素。 

（三）不含截距模型之預測分析結果 

另為評估模型的預測效果，茲就不同氣溫區間、不同天候狀況及

一週各日參觀人次之每日參觀人次及每日平均參觀人次進行預測，所

得結果如表 10 至表 12，分述如下： 

首先針對不同氣溫區間進行參觀人次預測，在每日參觀人次預測

時，以日均溫 23 度至 27 度之平均絕對誤差百分比最小，為 20.52%，

而以日均溫 8 度至 12 度之平均絕對誤差百分比最大，為 30.22%。進

行平均每日參觀人次預測時，則以日均溫 18 度至 22 度之誤差百分比

最小，為 ，而以日均溫 13 度至 17 度之誤差百分比最大，為

6.11%（如表 10）。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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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不同氣溫區間參觀人次預測 
單位：人次；% 

項   目   別 8 度至 12 度 13 度至 17 度 18 度至 22 度 23 度至 27 度

平均每日 
絕對誤差% 

30.22 27.83 25.89 20.52

平均每日實際 
參觀人次(1) 

34,410 42,478 64,301 78,013

平均每日預測 
參觀人次(2) 

32,966 45,072 63,111 75,435

預測誤差% 
((2)/(1)-1)*100 

-4.20 6.11 -1.85 -3.30

資料來源：本研究。 

備    註：
總經歷日數

當日實際人次

當日實際人次當日預測人次

平均每日絕對誤差
∑ ×

−

=
100%

。 

接著就不同天候狀況進行參觀人次預測，在每日參觀人次預測

時，以未降雨之平均絕對誤差百分比較小，為 22.19%，而以降雨之

平均絕對誤差百分比較大，為 33.17%。進行平均每日參觀人次預測

時，則以降雨之誤差百分比較小，為 0.00%，而以未降雨之誤差百分

比較大，為 0.53%（如表 11）。 

表 11  不同天候參觀人次預測 
單位：人次；% 

項   目   別 降  雨 未降雨 
平均每日 
絕對誤差% 

33.17          22.19          

平均每日實際 
參觀人次(1) 

42,197          60,405          

平均每日預測 
參觀人次(2) 

42,197          60,724          

預測誤差% 
((2)/(1)-1)*100 

 0.00            0.53          

資料來源：本研究。 

備    註：
總經歷日數

當日實際人次

當日實際人次當日預測人次

平均每日絕對誤差
∑ ×

−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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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一週各日情形進行參觀人次預測，在每日參觀人次預測

時，以星期四之平均絕對誤差百分比最小，為 22.35%，而以星期三

之平均絕對誤差百分比最大，為 31.48%。進行平均每日參觀人次預

測時，則以星期四之誤差百分比最小，為 %81.1− ，而以星期二之誤

差百分比最大，為 13.56%（如表 12）。 

表 12  一週各日參觀人次預測 
單位：人次；% 

項   目   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星期日

平均每日 
絕對誤差% 

23.68 25.96 31.48 22.35 22.69 32.38 30.26

平均每日實際 
參觀人次(1) 

49,067 41,088 42,814 47,830 51,548 63,332 70,198

平均每日預測 
參觀人次(2) 

47,630 46,661 47,419 46,963 45,869 64,778 67,929

預測誤差% 
((2)/(1)-1)*100 

-2.93 13.56 10.76 -1.81 -11.02 2.28 -3.23

資料來源：本研究。 

備    註：
總經歷日數

當日實際人次

當日實際人次當日預測人次

平均每日絕對誤差
∑ ×

−

=
100%

。 

綜合以上所述，針對不同氣溫區間、不同天候狀況及一週各日參

觀人次進行每日參觀人次預測時，平均絕對誤差百分比大約介於 20%

至 34%，而進行平均每日參觀人次預測時，誤差百分比大都遠低於

10%。 

肆、結論與建議 

本文利用花博參觀人次資料，期能找出氣溫、降雨及假日等外部

因素對大型活動參觀人次之影響程度。根據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影響

花博參觀人次程度最高之因素為參觀當日之氣溫，由於花博舉辦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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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值當年冬季至隔年春季，故隨著氣溫逐漸回暖，參觀人次成長近 2

倍，為本研究 3 項外部客觀因素中增加倍數最高者；其次為參觀當日

是否為假日，當參觀日為假日時，平均參觀人次較非假日多 2 萬 100

人次；最後為參觀當日是否降雨，當參觀當日降雨時，平均參觀人次

較未降雨時減少 1 萬 899 人次。另根據預測分析結果所示，在進行參

觀人次估算時，可先利用迴歸模型預測平均每日參觀人次，藉此獲得

較佳的預測結果。 

綜合上列所述，參觀人次變化和分布是動態的，我們建議舉辦大

型活動時，應根據氣溫、降雨、假日等或其他重要因素變化，把握參

觀者分布特性，均衡資源分配，並且積極應對參觀人次高峰日，提早

應對風險管理與實施應急措施、完善規劃佈局，讓大型參觀活動能夠

達到完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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