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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配置城市配送站点的研究及在快递行业的应用

谭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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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合理配置城市配送站点在快递行业中的应用，分析了现有站点规划存在的问题与挑战。针对这些问

题，提出了基于最优化算法的配送站点布局方法，并结合实例进行了验证和分析。该方法能够有效提高快递物流效率和

配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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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urban distribution stations in the express delivery industry,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existing in the existing site planning.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distribution site layout 

method based on th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s proposed, and verified and analyzed.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xpress delivery logistics and delivery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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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电子商务、智慧物流等新兴业务的迅猛发展，城市

快递业务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1]。其中，怎样合理安排

城市配送站点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的站点布局方案

往往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难以适应当下市场需求[2]。在这

种背景下，需要寻找一种更加高效、科学的站点规划方式，

提升快递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

1  现有站点规划存在的问题

1.1  车辆绕路运输浪费时间和成本

目前，一些快递公司的配送站点被布置在距离客户较远

的地方，导致了车辆在配送过程中需要绕路运输，这不仅耗

费了大量的时间，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3]。这种规划方

式下，快递员只能按照路线依次送货，形成单向线路，增加

了整体配送时间。

1.2  受区域限制影响配送范围有限

由于站点规划不合理，一些快递公司的运营范围被限

制，无法覆盖更广阔的区域。这对于用户而言意味着不能享

受到丰富的快递服务，同时也限制了快递行业的发展速度[4]。

1.3  配送时效性差

快递公司的现有站点配置方案往往没有考虑到客户需求

与物流企业自身资源限制之间的平衡。因此，在高峰期，配

送车辆难以及时到达客户所在地点，导致了快递配送时效性

差的问题。这也会进一步影响客户对于快递服务的满意度和

信任度[5]。

2  城市配送站点规划优化策略

现有的站点规划方案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提高现有站点

规划方案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可行性，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

施，以制定出更加合理、高效的站点规划方案。

2.1  加强数据收集和整理

为了更好地进行站点规划，在制定改善方案之前，需要

收集并整理各种数据，例如人口密度、交通状况、客户需求

等信息，并将其输入到相应的系统中进行数据清洗、去重、

标准化和缺失值填充等操作，以准确分析城市的快递配送需

求。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可以深入了解不同

区域的快递服务需求量、配送路线、配送频次等情况，从而

为未来站点规划提供有力依据。

2.2  采用先进智能技术

可以使用K-means、TSP等最优化算法对城市快递配送

进行建模、优化和仿真，以实现更高效、科学、可靠的站

点规划方案。其中K-means是一种基于聚类分析的算法，可

以将客户根据属性分组，每个组内部具有相似的属性，从而

实现对站点的合理规划。TSP则可以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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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最短路程方面实现优化。使用这些优化算法能够更加

准确地确定配送站点的位置和数量，从而提高配送效率、缩

短运输路线、降低成本。

2.3  合理配置资源

针对城市不同地区的特点，需要合理配置物流资源，

包括增加配送站点数量、提升装卸设备及运输车辆水平，以

达到快递服务从物料供应到消费者购物的无缝衔接，并保证

快递服务的快速发展和持续改善。通过合理配置物流资源，

能够使物流系统更加有效高效，进而提升整体运营效益。此

外，还需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配送站点的数量和布局，以

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确保配送站点的覆盖面和服务范围。

3  基于最优化算法的配送站点布局方法

为了解决城市配送站点规划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基于最

优化算法的配送站点布局方法。该方法以城市居民密度、交

通状况、用户需求等因素为依据，通过数学建模和计算来实

现优化站点布局。具体步骤如下：

3.1  数据采集和处理

在进行基于最优化算法的配送站点布局前，需要进行大

量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这些数据包括城市的人口密度、道路

状况、客户需求等信息，是后续算法所需的必要数据基础。

具体步骤如下：

3.1.1  数据的收集

数据的收集是指在进行数据分析前必须要先获取数据

的过程。常见的数据收集方法有利用数据爬虫工具、调查问

卷、对公共数据平台的查询等方式。其中，利用数据爬虫工

具可以从互联网上抓取各类文本、图像、音视频等数据资

源。调查问卷是另一种常见的数据收集方式，通过向目标群

体发放问卷来收集数据。这种方式对于研究特定人群的话题

非常有效，但需要注意问卷设计的质量和可靠性，以保证所

得到的数据准确、完整、可信。公共数据平台也是一个重要

的数据收集来源。政府或其他组织会将自身的统计、社会、

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数据公开在平台上，供大众查询使用。

这种方式收集到的数据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但可能存在数

据缺失或不足的情况。

3.1.2  数据的清洗

数据的清洗是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去重、格式转换、

缺失值填充等操作，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为后续

分析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在数据清洗的过程中需要特

别注意不同数据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和符合分析需求的数据结

构。首先，数据去重是基本的数据清洗工作，因为可能出现

多个记录对应同一条数据的情况，而这些重复的数据会影响

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在数据清洗过程中需要将重复数

据删除或合并，保留唯一一个。其次，格式转换也是数据清

洗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数据来源的不同情况下，可能存在数

据类型和格式不匹配的问题，因此需要对数据格式进行统一

和转换。比如把字符串类型的日期时间 转换成时间格式方便

后续计算与分析。还有，数据缺失值的填充也是数据清洗的

一个重要步骤。当数据某些字段缺失时，会对后续的分析产

生严重的影响。通过一些处理方式，如均值填充、类平均数

填充、中位数填充、插值法等方法填补缺失值，可以使数据

更加全面和真实。最后，需要重视数据结构的关联性问题，

因为不同数据之间存在自然联系，需要根据实际需求构建合

理的数据结构和关系模型。在清洗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不

同数据之间的联系，并合并、剔除、升级不必要或无用的信

息，提取核心数据以支持准确的分析结果。

3.1.3  数据的标准化

在配送站点布局过程中，数据的标准化是非常重要的一

步。将数据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归纳，并进行统一的

单位和格式转换，可以避免数据不一致和难以比较的问题，

从而提升分析效果和决策精度。首先，数据分类和归纳是数

据标准化的基础工作，对于丰富的配送站点信息需要根据不

同特征进行分类。例如，可以按照地理位置、客户类型、配

送频次等维度进行划分，方便后续统计和分析工作。在分类

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即将相同类别的数据归并到一个总类

别中，从而减少数据冗余和损失。其次，为了使不同数据之

间能够直接进行比较和分析，需要进行单位和格式的统一。

例如，针对快递配送的数据统计，可能有“数量”和“重

量”两个指标，但由于单位不同，如件数和重量，这样就会

导致指标无法直接进行比较。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的

标准化，将其转换为统一的度量单位。同时还需要对数据的

格式进行统一，以保证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最后，数据标

准化还需要考虑对业务需求的适应性。在标准化过程中需要

按照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标准，遵循数据采集和使用的规范，

使得数据标准化后能够满足业务需求。

3.1.4  数据的预处理

经过数据清洗和标准化后，需要进一步对数据进行预处

理，以制定后续算法所需的数据格式和数据结构。在预处理

过程中，需要解决数据的归一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等问题，

以便为后续的数据分析提供有力支持。

3.2  模型设计

基于最优化算法的配送站点布局需要进行建模和仿真。

采用K-means、模拟退火等最优化算法，具体步骤如下：

3.2.1  K-means算法

首先，使用K-means算法将城市内的客户划分为不同的

簇，选取其中心节点作为驻点，就可以保证每个客户到其所

属驻点的距离最短。该算法通过计算样本间的相似度，将所

有样本分成若干个簇，其中每个簇都有一个聚类中心。在确

定每个簇的中心后，可以把它们作为快递站点的地址。

3.2.2  模拟退火算法

然后，采用模拟退火算法对不同方案进行评估并得出最

优解。模拟退火算法是一种全局最优解算法，它能够避免陷

入局部最优解。该算法在搜索过程中，随机接受劣解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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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住某个局部最优解而无法继续搜索其他更优解。

在建模和仿真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参

数，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同时，为了确保算法的有效性和可

靠性，需要进行模型验证和参数调整。基于最优化算法的配

送站点布局可以大幅提升配送效率、降低成本等优势。但该

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一些挑战，例如算法复杂度高、数

据更新和维护难度大等问题。因此，在实践应用中需要根据

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算法，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与相关部

门紧密合作，逐步推进城市配送站点的合理布局，以满足快

递服务的客户需求。

3.3  模型验证与参数调整

在基于最优化算法的配送站点布局中，模型验证和参

数调整至关重要。其目的是通过实例数据进行模型验证，

并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调整，确保模型具备准确性和可靠

性，并保证所选方案具备可行性。模型验证主要包括以下

两个方面：

3.3.1  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利用实际数据进行仿真实验，评估模型的优劣和可行

性。需要对准确率、鲁棒性、稳定性、可扩展性等指标进行

评价，并针对不足之处进行修改和改进。

3.3.2  验证模型的可操作性和经济性

结合现实生产环境，对模型进行实际应用和验证。需要

考虑各种限制因素，如技术条件、人力物力成本等，为未来

规划提供合理性建议和可行性操作方案。

在模型验证过程中，还需要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调整和

优化。这些参数包括聚类数目、距离度量方法、相似度分析

算法等。参数的合理设置可以大幅提升算法效率和可靠性，

从而为优化的配送站点布局提供更好的支持。需要注意的

是，在模型验证和参数调整的过程中需要保证数据的新鲜度

和正确性，并根据实际情况或实验结果进行不断地调整和修

正。因此，在具体应用时，需要灵活运用建模技术和数据分

析，结合实际应用场景，进行适当的改进和调整，最终得到

一个较为准确、稳定和操作简便的模型。

结束语

在本研究中，提出了基于最优化算法的城市配送站点布

局方法，并通过实例验证其有效性。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

有效提高快递物流效率和配送质量，缩短车辆运输路线，降

低配送成本。同时，该方法也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在

快递行业发展过程中，城市配送站点的规划布局至关重要。

只有通过科学化、可行性的方式来进行设计，才能最大化

地提高企业配送质量和效率，并满足客户对于快递服务的需

求。这也是未来持续努力和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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